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曆乙巳蛇年將至，說到這位新太歲，不少人避之則吉。隨着全球暖化，蛇
的習性也有所變化，警方數字顯示，蛇類出沒的案件數字從2019年約3000多
宗，飆升至2024年的4200宗。

有捉蛇專家表示，以往10月後已少見蛇蹤，但到了12月，每周仍收到捉蛇求
助個案，由於不少市民對蛇感到恐懼，專家到場時，蛇已受傷，甚至已被打死，
他希望市民能夠正確面對蛇類，保護自己之餘，也不傷害爬蟲類動物性命。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文） 林良堅（圖） 融媒組（攝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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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習性改變
小心！蛇出沒變頻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港 東 港 西

警方接獲有關蛇類出沒報案數字

2019年
3087宗

2020年
3298宗

2021年
3148宗

2022年
3078宗

2023年
3606宗

2024年
4208宗

蛇年將至，有市民或會想應
景飼養寵物蛇。專家提醒，養蛇
並不是隨便家中放一個籠子便完

事，濕度、溫度及食糧都要注意，並不簡
單。

「隨着全球暖化，冬季蛇出沒的求助數
字確實多了不少，但當中有超過10%在民居
捉到的蛇其實是寵物蛇，最常見的是球
蟒。」 警方認證的捉蛇專家李逸朗（Ivan）
表示，球蟒來自非洲，因體型較小，且經培

育後顏色多，加上性格溫順，因此成了香港
熱門的寵物。此外，香港還有不少其他品種
的寵物蛇（詳見圖表）。

需調節溫度濕度
Ivan提醒，養蛇並不簡單。由於蛇類是

冷血動物，對溫度變化非常敏感，所以飼養
箱需有溫度及濕度調節；不同的蛇類，食性
也有所差異，從吃鳥到吃鼠類，甚至吃其他
蛇類的品種都有。作為寵物蛇，雖然大多都

吃鼠類，但這也意味着飼養者的冰箱裏要長
備急凍老鼠，並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

最後就是疾病問題。Ivan表示，由於蛇
類是冷門寵物，在香港懂治蛇的獸醫非常
少，而且醫藥非常昂貴，從四位數字到高達
六位數字的醫療費用都有，蛇類一旦生病，
非常難處理。他呼籲市民不要一時興起就買
蛇回家飼養，及後發現應付不來就放生野
外。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專家
意見

養蛇當寵物 冰箱長備急凍老鼠

近年香港的冬天愈來愈短，愈來愈不明
顯，蛇的冬眠習性亦有所改變。李逸朗
（Ivan）是警方認證的捉蛇專家，接觸蛇類
逾20年，他認為極端天氣下，冬季的蛇類活
動變得頻繁， 「以往10月後已少見蛇，現在
到了12月，每星期最多能收到三宗捉蛇求
助。」

專家：遇蛇保持距離 報警求助
Ivan說，由於對蛇類不了解，不少市民

發現社區或家裏出現蛇，要麼慌亂而逃，要
麼就出手打蛇，做法既危險，也容易讓蛇類
受傷。他說，見過有人用殺蟲水猛噴蛇，令
蛇精神恍惚，奄奄一息；亦有人用漂白水淋
蛇，一條啡色的蛇被灼傷至白色，讓人痛
心， 「雖然蛇被塑造成一種邪惡兇猛的形
象，但其實牠們很膽小，並不會主動攻擊
人，如果在家中發現蛇，那牠很有可能只是
迷路了，或來取暖，市民應該保持距離，報
警後等待專家來處理便可。」

生活在香港的蛇類有約50種，除了小部
分蛇類，例如眼鏡蛇、銀環蛇等，具有非常
強的毒性，其餘品種大多都是弱毒或無毒品
種。市民常見的蛇有青竹蛇（弱毒）、紅脖
游蛇（無毒）及緬甸蟒等。Ivan收到的求助
個案中，最常出現的是蟒蛇， 「例如緬甸

蟒，能長到4到5米長，比成人大腿還粗，但
由於行動緩慢，而且性格比較溫順，傷人個
案很少。」

「快過來！」 訪問期間，山上的樹枝剛
好出現了一條青竹蛇，牠渾身青綠色，腹部
油黃，尾巴則有點發紅。掛在樹上一動不動
的，如果不是Ivan眼利，一般人根本難以發
現牠的存在。 「青竹蛇屬於較常見會傷人的
蛇，尤其是行山客，因為牠一動不動的，所
以人們經過很難看到牠，不小心碰到了就會
有機會被咬。」 Ivan又走近了一步，看着青
竹蛇進一步介紹，事實上，這種蛇的行動緩
慢，而且很少會主動出擊，也不會出現在民
居，所以市民如果在山林間走動，多留意頭
上的樹枝及不要亂踩進未開發的野林，就基
本不用怕被咬傷。

倘被咬攝外貌 配對解毒血清
Ivan提醒市民，如果不幸被蛇咬傷，記

得第一時間拍攝記錄蛇的品種，然後到醫院
求救， 「一般醫院都會有蛇的解毒血清，但
由於對應不同的蛇，用的血清也不同，所以
拍下蛇的品種，對治療有至關重要的作
用。」

警方數字顯示，去年共有4208宗蛇類發
現，數字較2019年的3087多超過1100宗

（詳見表），可見全球暖化下，蛇的出沒更
頻繁。一般情況下，若警方發現蛇或接獲有
蛇出現報告，而情況顯示可能會危害公眾安
全，便會安排捕蛇行動。如須捕捉或帶走發
現的蛇，警方會聘請捕蛇專家協助。

為提升動物福利的保障，警隊於2023年
10月起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嘉道理農
場）合作實施 「蛇類快速野放計劃」 。在計
劃下，獲嘉道理農場認證的捕蛇專家（獲認
證捕蛇專家）會被授權將捕獲而又適合野放
的蛇盡快運送及野放至合適的蛇類棲息地。
若獲認證捕蛇專家未能提供服務，警方會召
喚傳統的捕蛇專家（通常是賣蛇的商人）協
助捕蛇，並在成功捕蛇
後，由警方將蛇送交嘉
道理農場或相關部
門 處 理 。 另 一 方
面，如情況顯示
發現的蛇不會對
人構成危險或
在捕蛇人員
抵達前已
不 見 蹤
影，警方
便不會採
取行動。

本港四大常見寵物蛇

特性：屬於夜行性動物，通常為陸棲，也有的品種棲
息於枯樹幹上。成蛇捕捉蜥蜴和小型哺乳動物，食性
較雜。顏色鮮艷，是在模仿當地的毒蛇珊瑚蛇來躲避
天敵，其實無毒。

特性：粟米蛇是一種食鼠蛇，由於牠腹部的斑點狀花紋看起來像
玉米而得名。玉米蛇是遊蛇科最為常見的寵物蛇，算是非常溫馴
的蛇種。

產地：北美洲
壽命：約10年
毒性：無毒
飼養溫度：28-30度
飼養濕度：50-70%

香港人心目中的2024年度漢字是哪
一個字呢？民建聯昨日公布香港年度漢字
評選結果， 「愛」 字在10個候選漢字中
脫穎而出，以3791票當選為2024年 「香
港年度漢字」 。民建聯創會主席、會務顧
問曾鈺成相信是因為關愛隊深入民心。

本年度十個候選漢字分別是慶、民、
人、創、旅、教、變、樂、穩及愛，吸引
13525人透過網上及實體參與投票，得票
最高的頭三位分別為 「愛」 、 「樂」 及
「穩」 。

本年度的 「愛」 字釋義為 「關愛、
愛護，對人或事有深摯的感情」 。曾鈺

成認為關愛隊在社區全面推展關愛活
動、香港社會弘揚愛國愛港、愛國者治
港價值觀等，令市民感受到社會更加和
諧穩定。

2024年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及台
灣、日本、新加坡等地區均有同類漢字評
選活動。 「智」 字當選內地年度漢字；台
灣民眾則選出 「貪」 字；日本選出 「金」
字；馬來西亞選出 「升」 字，而新加坡則
選出 「災」 字。鄭晴提醒大家， 「香港年
度漢字評選2024」 稍後將進行抽獎，得
獎名單將在民建聯網頁，及1月17日的
《大公報》及英文虎報刊登。

蛇
年
說
蛇

晚上9時起入內上香

去黃大仙祠上頭炷香是不少市民迎接大年初一
的重頭節目，鄭晴當然都有遵從傳統習俗入祠祈
願。黃大仙祠昨日公布農曆新年 「頭炷香」 安排，
年廿九（28日）將通宵開放，直至年初一（29日）
晚上9時。善信可在黃大仙祠外的廟宇廣場及黃大仙
廣場排隊，年廿九晚上9時起可單向流水式入祠，到
三個敬香點上香後離開，不可停留。若要在子夜11
時或零時上頭炷香，則可在第一參神平台等候。

嗇色園建議每個家庭只攜帶9支線香，到祠內3
個上香點上香，要留意當晚不設求籤區、跪拜區及

供品區，同時禁止攜帶元寶蠟燭、生油及大
型香枝。至於未能親身到祠參拜的善信，都

可以利用網上祈福系統祈福，而嗇色園會透過多個
官方社交平台，網上直播頭炷香的盛況。

黃大仙祠在正月初一至十五，延長開放時間，
初一會開放至晚上9時，初二（30日）至十四（2月
11日）開放至傍晚6時，正月十五元宵節會開放至晚
上9時。而去年新春期間，錄得近100萬人次入園，
今年預計人數相若。

至於正月初二至整個正月期間
（1月30日至2月27日），凡生肖屬
蛇、豬、虎、猴的善信，出示有效身
份證明文件，即可免費進入 「太歲元
辰殿」 內拜太歲。

上 「頭炷香」注意事項
•年廿九（28日）晚上9時正開放予善信入黃大
仙祠第一參神平台等候於子夜11時或零時上
頭炷香，並通宵開放至年初一晚上9時

•祠內將實施單向參神路線及人潮管制措施，不
設求籤區、跪拜區及供品區

•祠內一律禁止攜帶元寶蠟燭、生油及大型香
枝；建議以每一家庭為單位，只攜帶9支線
香，於祠內三個上香點敬奉

•年廿九當日財神宮、太歲元辰殿、月老殿及從
心苑將暫停開放

2024年度漢字 愛高票當選

本地院校近年積極推動中醫發展，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與海洋公園合
作，在海洋公園建設的新景點 「威威百草
谷」 和 「百草生態徑」 ，昨日正式開幕，
冀加深訪客對中草藥種植及中醫藥文化的
興趣和認識，宣揚中醫藥文化。

與THEi合作 宣揚中醫藥文化
兩個中藥園區位於海洋公園山下園

區，總面積逾186平方米，劃分為嶺南草
藥、生肖草藥、數字草藥、花茶草藥等四
個區域，通過生動有趣的主題展示，向國

際及本地遊客推廣中醫藥文化和增強公眾
對中草藥植物的興趣。當中生肖植物區域
種有鼠尾草、牛大力、虎耳草、兔腳蕨、
龍脷葉、蛇莓、馬藍、羊角藤、猴耳環、
雞骨草、狗肝菜及豬籠草等有生肖動物名
字的中草藥；數字植物區域則有以數字順
序命名的中草藥，包括一點紅、兩面針、
三葉五加、四方藤及五葉木通等。

中草藥園設有導賞團，講解園內中草
藥背後的文化故事，還設有中醫藥講座及
工作坊，讓本地及海外旅客親身感受中草
藥的應用，弘揚中草藥及中醫藥文化。

海洋公園兩中藥園區景點開幕

黃大仙祠年廿九通宵開放

品種：牛奶蛇
產地：北美洲
壽命：約10年
毒性：無毒
飼養溫度：25-30度
飼養濕度：40-60%

品種：粟米蛇

特性：豬鼻蛇生性敏感，當豬鼻蛇受到威脅時，會把頸部壓得扁
平，張開皮摺，並昂起頭部發出嘶嘶聲響。但如果這個姿態不能
把敵人嚇退的話，牠們或會以假死法來欺騙對手。

品種：豬鼻蛇
產地：北美洲
壽命：約15年
毒性：微毒（被咬後傷口
或會腫痛）
飼養溫度：30-33度
飼養濕度：50-70%

特性：性情溫順，移動緩慢，體型小。主要進食鳥類及鼠類等動
物為主，球蟒以揀飲擇食著名，若遇不上理想的食物，可能會絕
食數月之久。

品種：球蟒
產地：非洲
壽命：20-30年
毒性：無毒
飼養溫度：28-33度
飼養濕度：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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