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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郊園打擊非法餵猴 大排檔擺過界阻街 居民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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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人員在金山郊野公園向遊人
派發小冊子，提醒遇到野猴時如何應
對。

話你知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盧剛昌（圖、視頻）

公園白麻雀 迷倒萬千龍友公園白麻雀 迷倒萬千龍友
疑患白化症 議員提醒餵飼或捕捉違法疑患白化症 議員提醒餵飼或捕捉違法

「大圍珍
禽異獸及寵物

醫院」 獸醫Dr.Vicente Soler Rubio
表示，在中山紀念公園出現的白麻
雀，相信是因為基因變異而令羽毛
呈現白色，此情況稱之為 「白化
症」 。他指除雀鳥外，其他動物都
會因基因變異而出現白化現象。Dr.
Vicente Soler Rubio表示，約30多
年前，曾有一隻烏鴉因白化症而變
成全白色。他又提到動物白化的比
率難以界定，但絕對不是常見，可
說是罕有。他又提到該白麻雀於城
市或叢林裏生活，會因失去天然的
保護褐色，容易受到其他動物襲
擊，或成為獵食對象。

環境科學學人梁浩文亦提到，

根據遺傳學，普遍麻雀的毛色為褐
色，屬顯性基因；白麻雀則為隱性
基因的雀鳥，屬基因變異，較為罕
有， 「等於部分人的皮膚，會出現
一塊白色一樣。」 他又指白麻雀的
出現需視乎交配的情況，如過程
中，其中一隻為白麻雀，而交配的
伴侶亦屬白麻雀或帶有白麻雀基
因，則出現白麻雀的機率較大。

易被同類排擠 難覓伴侶
梁浩文又指出，因白麻雀不能

製造保護色素，較普通麻雀更易被
淘汰，更或會受一些外來刺激導
致死亡。白麻雀在香港一年四季
均會出現，故市民如看見白麻雀
不要違法捕捉或餵飼，可通知漁護

署。
香港觀鳥會表示，該會進行九

年的麻雀普查，只在今年才發現白
麻雀，可見其罕有。白麻雀的出現
屬隨機性，與普通麻雀活動無異，
壽命均約數年。該會提醒市民對於
野生雀鳥只宜觀賞，不應餵飼。

漁護署亦表示，白麻雀為因基
因／染色體異常而出現白變症或白
化病的麻雀，十分罕見，其出現與
氣候變化並無關係，亦非瀕危物
種。一般來說，白化／白變的動物
因顯眼的體色在自然界中面對較大
風險，易因失去天然保護色讓天敵
或獵物發現、被同類排擠和較難尋
覓伴侶。

全球有近27個麻雀品種，香
港有紀錄的共有3種，數量眾多，

全年可見。本港麻雀都是原生鳥，包括屬迷路鳥類
的家麻雀、屬罕見春季遷徙鳥及冬候鳥的山麻雀和
在港常見的樹麻雀，而樹麻雀的特徵是兩頰有着像
玩偶般的紅暈，只不過顏色換成黑色。

按觀鳥會麻雀普查報告，2023年全港麻雀普查
估算香港市區有約24.3萬隻樹麻雀，較2022年跌
約10%。除2021年外，近6年麻雀數目維持

在24萬到27萬隻，轉趨平穩。

▲金山郊野公園為野猴聚居地，遊人
要提高警覺。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市區樹麻雀數量跌一成

掃一掃有片睇

專家之言

失保護色恐成襲擊對象

◀白麻雀在一眾褐
色的同伴映襯下顯得分

外搶眼。

【大公報訊】記者程進報
道：日前在金山郊野公園有市民
被野猴襲擊後感染猴疱疹病毒，
引來全城關注。漁農自然護理署
昨日和今日聯同警方在金山及獅
子山郊野公園進行聯合行動，針
對有猴子聚集的地方向遊人派發
小冊子，提醒遇到猴子時應注意
事項，並打擊非法餵飼猴子和其
他野生動物，昨日的行動中並未
發現有人非法餵飼野生動物。

漁護署表示，根據現行《野
生動物保護條例》（第170
章），非法餵飼猴子等野生動
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1萬元。漁護署去年已對196人採
取執法行動，涉及非法餵飼猴子
的有167人，當中110人已被定
罪，並罰款300元至3000元不
等。漁護署表示，會加派人手在
相關郊野公園巡邏，並豎立警告
牌或掛上大型橫額，提醒遊人不
要餵飼猴子，一旦發現有人違例
餵飼猴子和其他野生動物，會果

斷執法。

網民質疑「豬猴有別」
有網民指出，襲警的野豬遭

射殺，但野猴襲擊市民卻不用射
殺，質疑是否 「豬猴有別，雙重
標準」。漁護署回覆《大公報》查
詢表示，自2007年以來猴子絕育
計劃成功實施，一直以絕育方式
控制猴子的繁殖數量。野豬方
面，由於繁殖速度快且體型龐
大，為野豬進行避孕/絕育計劃極
具挑戰性，而習慣被人餵飼的野
豬即使被搬遷至郊外，牠們仍會
返回市區滋擾市民。鑒於近年野
豬滋擾和傷人報告增加，漁護署
自2021年11月起以多管齊下的策
略管控野豬滋擾情況，包括定期
在野豬經常出沒、曾發生野豬傷
人事件或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的
地點進行捕捉行動，並使用藥物
注射進行人道處理。自新策略實
施後，野豬整體數目、滋擾黑點
和傷人個案宗數均明顯減少。

【大公報訊】記者張真、蘇荣報道：食
肆阻街、噪音騷擾居民情況嚴重。《大公報》
近日接獲讀者反映，住所樓下的大排檔將營
業範圍延伸到街頭，食肆搭起帳篷霸佔街
道，每晚都聽到樓下喝酒吵鬧聲、收舖後的
洗碗碟聲。記者實測發現，大排檔噪音高達
112分貝。此外，大公報記者亦發現街市檔販
阻街未見改善，市民寸步難行，怨聲載道。

有居住佐敦的讀者反映，附近食肆有阻
街與噪音問題。記者於上月尾到現場觀察，
吳松街臨時熟食小販市場晚上8時後，食肆座
無虛席，大排檔枱櫈有些許砸界或出界情
況。記者以手機應用程式實地測試，現場聲
音平均達到70分貝，最高達到99.5分貝。

廟街北一帶有不少歌廳酒廊，有店舖在
門外架起帳篷，晚上有十多名男子在帳篷內

的座位飲酒吃小菜。記者轉到廟街近永星里
一帶，有街道幾乎都被食肆帳篷霸佔，晚間
座無虛席，水洩不通，記者想從馬路一旁通
過對面，要左轉右繞幾輪才能通過。

噪音最高達112分貝
大排檔發出的聲浪震耳欲聾，店員習慣

在食客點菜後，從街上向店內大喊，食客飲
酒興起，不時大叫兩聲，記者實測一小時，
噪音平均值超過80分貝，最高時達112分貝。

大排檔兩旁有不少住宅大廈，居民周先
生說長期受樓下大排檔噪音滋擾， 「每晚下
班回家，6點就開始嘈吵，一直到半夜。」

「幾十年都是這樣，除了食肆霸路外，
晚上還發出很大噪音，帳篷地下每晚遺留大
量垃圾，食肆都沒有清理。」 居民劉先生說。

油尖旺區議員楊子熙表示，居民對店舖
阻街情況怨聲載道，噪音令人難以靜心休息。

除了食肆阻街，大公報記者在觀塘瑞和
街、深水埗大南街北河街一帶，亦發現街市
檔販阻街情況，檔販將紙皮、發泡膠箱堆積
在街市路旁，路人經過只能繞路而行。部分
後巷更成為發泡膠箱堆積點，堆積起來比人
還高，只留下一條不到一米的小路讓人經
過。

▶一隻
披着雪白 「衣裳」 的

麻雀，近日現身西營盤
中山紀念公園，十分矚

目。

▶白麻
雀魅力無窮，龍友爭

相到公園拍攝白麻雀的
可愛身影。

城中熱話

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近日來了一
隻 「雀明星」 ，吸引不少攝影發燒

友（龍友）蜂擁前來打卡，拍攝這隻外形圓乎乎、嬌小又可
愛、看上去不像是麻雀，實際卻是披着一身雪
白衣裳的白麻雀。

獸醫指出，這隻白麻雀是因基因變異而出
現白化症，學者則稱該雀屬罕有物種，惟較難
適應大自然。立法會議員則提醒市民應悉心保
護白麻雀，切勿違法餵飼或捕捉。

▲白麻雀會因失去天然的保護褐色，容易受到其他動
物襲擊。

近日，網上各大攝影群組，流出大量
白麻雀的可愛相片，令牠一時爆紅。大公
報記者日前來到網民提及發現白麻雀的中
山紀念公園查訪，當日下午到達時，已看
見在公園內的孫中山銅像附近有近20多名
龍友守候，各人手持手提電話及不同攝影
器材，對準草叢不停拍攝。

「滿場飛」不懼陌生人
記者走近，看見在草叢內一群麻雀正

在啄食，其中一隻身長約10厘米、全身毛
色雪白，並擁有渾圓身軀的白麻雀在褐色
的同伴中分外搶眼。不久，白麻雀飛到已
乾枯樹枝上擦嘴及歇息。稍作休息後，又
再出場，飛到銅像附近草地上 「行貓
步」 ，各龍友見狀，立即尾隨跟上，務求
捕捉其最佳美態。而草地上的白麻雀似
是見慣場面，絲毫不怕陌生人，不停在
草地上跳躍踱步，表演了好一會才飛離公
園。

事實上，本港所有野鳥，包括麻雀均
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保護，任何人未
經許可不得狩獵、故意干擾、售賣或出
口、管有或控制任何受保護的野生動物，
包括其巢和蛋。去年立法會通過《2023年
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草案》，提升
非法餵飼罪行訂定的最高刑罰至10萬元及
監禁一年；並就非法餵飼行為引入定額罰
款機制，金額訂為5000元，有關安排將於
今年8月1日開始生效。

條例草案小組委員會主席立法會議員
李世榮呼籲，前去觀鳥的市民要盡量避免
滋擾雀鳥的自然覓食規律，不要為了與白
麻雀 「打卡」 ，而胡亂餵飼雀鳥，更切勿
嘗試捕捉。胡亂餵飼野生動物會導致動物

在鬧市內高度聚集，蟲鼠更可能會因
而大量繁殖，餵飼者更會因此觸犯條例被
處罰。

康文署回覆表示，已在上址張貼告示
及橫額，提醒遊人在園內餵飼禽鳥屬違法
行為，而職員亦會定時巡察公園，如發現
有人在場地內餵飼禽鳥，會立即勸止。而
根據《遊樂場地規例》第132BC章第11條
（g），任何人不得在遊樂場地內餵飼禽
鳥，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2000
元及監禁14天。此外，該署亦可根據《定
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向
違例者以定額罰款形式作出檢控。

220人餵野生動物被控
此外，根據《遊樂場地規例》第

132BC章第11條（e），任何人不得在任
何遊樂場地內捕捉、傷害、殺害或釋放任
何禽鳥，或為捕捉、傷害、殺害或釋放任
何禽鳥而張開或使用任何網或設置或使用
任何陷阱或其他機器、工具或方法。違例
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2000元及監
禁14天。

漁護署回覆表示，留意到今年2月有一
隻白化的麻雀在中山紀念公園出沒，吸引
市民聚集拍攝。該署遂派員到場視察，發
現麻雀能自由活動，在場人士與該麻雀保
持一定距離，亦沒有發現非法餵飼的情
況。該署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並作適
當跟進。

此外，自禁餵區擴展至全港，截至今
年3月底，該署已對220名涉及非法餵飼野
生動物的人士採取執法行動，當中7人涉及
非法餵飼野鳥，其中1人已被定罪及被判罰
款500元，其餘案件正在審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