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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警告 全球甲流高峰期還沒過去

中國著名呼吸疾病專家鍾南

山指出，甲流病毒的突變可導

致傳染性、致病性大大增強，

將是一場災難。因此監控病毒

的突變非常重要，對于甲流死

亡率的報道需要非常透明。

美國國家衛生院病毒學專

家胡宗義博士指出，中共對

疫情的隱瞞，使民眾防範意識

降低，非常危險。他特別告誡

大陸同胞：“從調查的結果來

看，官方對甲流的沉默，並不

意味甲流的靜止或者消失。切

不可掉以輕心，珍惜自己的生

命，只能靠自己預防。”

對于廣大民眾而言，在疫情

面前，真相就是健康和生命。

在大災難前，積極打破中共的

各種資訊封鎖，及時得到瘟疫

的真實信息，尋找到瞭解事實

真相的方法渠道，是中國民眾

自救的有效出路。

中共瞞報甲流死亡人數

據中共衛生部網站發佈全

國甲型H1N1流感通報稱，截至

2010年2月28日，全國31個省

份累計報告甲型H1N1流感確診

病例12.7萬例，其中死亡病例

達793例。

此數據遭到許多網友質疑，

雖然中共將疫情資料當成“國

家機密”，但從各種潛在數據

的蛛絲馬跡中，還是可以探尋

到中國疫情真相。

中美疫情對比 中共公布甲

流死亡人數過低

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2月份

的報告，該中心估計自2009

年4月到2010年1月16日，全美

大約有四千萬到八千萬人感

染H1N1甲流感，18萬到38萬人

住院治療，死亡人數估計為

8,330到17,160人。

中國大陸的衛生條件、診治

和醫療水平遠遠低于美國，然

而中共公佈的死亡人數遠遠低

于美國和其它所有國家。

北京當局變相承認官方數

據不實

2009年12月17日，北京市

衛生局局長方來英說：目前北

京市已有兩百三十萬人接種疫

苗，接近北京人口的10％。此

外，14％的人已得過或感染過

甲流，身上已存在甲流抗體。

從方局長發言中，可分析

出兩百三十萬佔北京人口的

10％，就算北京人口兩千萬，

14％的人已經感染過甲流，那

感染人數應該是兩百八十萬，

但官方當時公布的北京甲流確

自甲流瘟疫爆發至今，中共

當局一直未公佈甲流的發病率

和死亡率，而是只象徵性地發

佈遠遠低于所有國家死亡率的

死亡數字，最近一個月內，新

華網上關于甲流的消息已經消

聲匿跡。

但世界衛生組織于2月24日

宣佈說，H1N1甲型流感疫情的

高峰期還沒有過去，疫情的警

告級別仍是最高級6級。

中國各地疫情仍嚴峻

過年期間，流感患兒爆增，

北京數家大醫院的流感患兒擠

爆，福州市區幾家大醫院的兒

科都出現床位緊張的現象。有

吉林省甲流患兒家長透露，很

多病人在醫院被傳染上甲流，

沒被確診，死亡病例的消息也

被封鎖。長春兒童醫院去年底

曾收治過四十多位甲流重症患

兒，該院護士表示，過年期間

當地發燒的病童特別多，上百

個床位幾乎都住滿了。 

2月7日，一名5個月大的湖

南女嬰在三水婦幼保健院看病

時搶救無效死亡。家屬稱孩子

的症狀和甲流類似，但醫院當

時沒診斷出來，家屬在醫院門

口討說法被警方強行帶走。

人口密集的城市或偏僻的鄉

村，仍是有大量感冒發燒的人

中國甲流疫情蔓延 患兒爆增

群，特別是學校和軍隊聚集性

強的地方，疫情最為嚴重。

黑龍江大慶各大醫院至今無

權做甲流確診，新唐人記者採

訪發現，受訪的醫生都表示，

衛生廳有文件，無權做甲流確

診，疑似甲流的重症病人只以

不明原因肺炎收治住院，醫生

表示無法確認甲流患者人數。

甲流病毒發生變異 專家擔
憂交叉感染

甲流疫情爆發以來，出現

患者因實質性病變而導致“白

肺”及嚴重腦炎，致使患者快

速死亡的案例。而且病毒開始

出現快速突變，傳染到多種動

物體內。專家擔憂人與動物出

現交叉感染，以及病毒變種。

瀋陽陸軍總院有醫生透露

說，目前大陸甲流已經發生變

異，目前沒有任何藥物可治療

這些變種病毒，該醫生還透

露，這個已經變異的甲流，二

十歲到三十歲的年齡層最容易

感染，感染后的致死率又最

高。它的症狀就是發燒，咳

痰，咳血，一直到死亡為止。

診人數為一萬人，相差兩百八

十倍，變相承認數據不實。

哈爾濱疾控中心緊急會議
內容曝光

去年11月哈爾濱市疾控中心

召開緊急會議，據參加會議內

部人士披露，大陸媒體不實的

報導不僅欺騙老百姓，也貽害

醫務人員及獨生子女的家長。

在會議上，疾控中心書記黃

某表示，甲流實際死亡人數與

媒體報導的差距特別大，是媒

體報導數據的10倍至100倍。

會上還估計，中國將有

1.3～2.6億人感染甲流，占總

人口的10～20%，將有8千萬～

1.7億人出現症狀。孕產婦、

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和兒童是甲

流死亡率高的人群。
◎甲流疫情網站
http://h1n1china.org

(左圖)湖南女嬰死亡，孫平夫婦向醫院討說法;(右圖)宜昌甲流孕婦

吳海燕死亡，家屬抗議醫院救治延誤。

危害群眾生命

專家呼籲：

資訊公開為防疫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