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新 聞A18 ●責任編輯：曾綺珺、蕭桂煬

20212021年年55月月1212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福島核污水或離岸1公里排放

美國和伊朗正在奧地利維也納進行非直接談
判，商討恢復執行伊朗核協議之際，美軍前日
指伊朗多艘攻擊快艇在霍爾木茲海峽，駛近美
國艦隻，美方發射30槍警告，逼退伊方快
艇，美軍批評伊方的行動「危險及不專業」。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表示，美國海軍導彈
潛艇「佐治亞」號前日在6艘艦隻護航下，駛
經霍爾木茲海峽，其間伊朗革命衛隊13艘快
艇高速駛近美方艦隻，一度逼近至僅140米距
離，美國海岸防衛隊一艘艦隻先後兩輪以機槍
共開30槍示警，伊朗快艇最終駛離。
柯比未有揣測伊朗快艇今次行為的意圖，但

指騷擾美方艦隻事件已非首次發生，美軍軍官
已接受足夠訓練，處理類似事件。柯比批評伊
朗這類行為有機會造成人員受傷，並引致地區
形勢誤判，不符合任何方面的利益。
今次是兩周內第二度發生同類事件，在上月

26日，一艘美軍艦隻在波斯灣巡邏期間，多艘
伊朗艦艇逼近，美艦一度開槍示警。前日參與
護航任務的其中一艘美軍導彈巡洋艦「蒙特
雷」號，周日曾在阿拉伯海攔截一艘運載武器
到也門的船隻，相信該批武器是交給也門的親
伊朗胡塞武裝組織。

●綜合報道

在上周五伊斯蘭教齋戒月尾聲，大批巴人在耶路撒冷的
阿克薩清真寺示威，抗議以色列慶祝1967年吞併東耶

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日」，並對東耶路撒冷謝赫杰拉地區的
猶太殖民驅逐巴人家庭表達不滿。以國防暴警察採取武力鎮
壓，雙方爆發激烈衝突，造成大量巴人受傷。

催淚彈驅示威 逾700巴人傷
在前日，再有巴人向警察投擲石塊，警方發射膠子彈和催
淚彈還擊，導致逾700名巴人受傷，當中近500人需送院治
療，不少人頭部受傷，有醫生指警察瞄準巴人頭部和胸部開
槍，明顯企圖造成嚴重傷害。
哈馬斯前日發出通牒，要求以國於當天下午6時前，撤走
在阿克薩清真寺和謝赫杰拉的警察。在限期過後不久，哈馬
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即宣布對以色列發
動火箭炮襲擊，耶路撒冷響起警報聲，大批居民包括國會議
員逃到地堡躲避，當局疏散在哭牆等著名宗教場所的人群。

這是自2014年以來，哈馬斯首次攻擊耶路撒
冷，以軍隨即空襲加沙的哈馬斯據點報復。
以軍表示，哈馬斯等激進組織從加沙向以國

中部和南部地區，發射最少150枚火箭炮，當
中逾90%被以軍的「鐵穹」防空系統攔截。以
軍向加沙130個軍事目標發動攻擊，殺死15名
哈馬斯指揮官。巴人當局則表示，以軍空襲導
致最少26人死亡，包括9名兒童及一名哈馬斯
高級指揮官，以軍則未證實是否有平民在空襲
中喪生。

埃及卡塔爾圖斡旋
內塔尼亞胡其後與軍方和情報機關開會，商討最新

局勢，內塔尼亞胡表明不會容忍任何針對以國領
土、公民及士兵的襲擊，警告發動襲擊的人將要
付出沉重代價。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日譴責哈馬
斯施襲，指哈馬斯需立即停止，指「各方需採取
實質行動，將緊張局勢降溫。」外交消息人士
稱，埃及和卡塔爾正試圖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
進行斡旋。 ●法新社/美聯社

黑客襲美油管
拜登：無證據涉俄政府

英女王宣讀施政綱領
菲臘逝世後首參與公務

伊朗快艇霍爾木茲駛近美艦 美開30槍示警

報復哈馬斯火箭炮轟耶城報復哈馬斯火箭炮轟耶城 阿拉伯聯盟強烈譴責阿拉伯聯盟強烈譴責

以巴衝突升溫

以巴衝突持續升溫，以軍空襲
哈馬斯據點造成多人死傷，在土
耳其及約旦觸發反以色列示威。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前日與多位
阿拉伯國家領袖通電話，商討應
對以巴局勢的方法。
土耳其數千名示威者前日聚集

在首都安卡拉及其他城市的以色
列使領館外，揮舞巴勒斯坦旗
幟，高呼「土耳其派兵前往加
沙」、「打倒以色列、打倒美
國」等口號。約旦首都安曼亦有
數千人示威，要求約旦與以色列
斷交，當得悉巴人激進組織哈馬
斯發射火箭襲擊耶路撒冷後，在
場示威者紛紛拍掌歡呼。
埃爾多安前日分別與約旦國王

阿卜杜拉二世、科威特元首薩巴
赫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
斯通電話，總統辦公室發聲明
稱，埃爾多安與阿卜杜拉二世通
話時，譴責以色列對巴人的「非
人道」攻擊，是針對所有穆斯
林，土耳其與約旦需合作制止
攻擊行動。約旦已傳召駐安曼
的以色列代辦抗議，譴責以色
列攻擊阿克薩清真寺的信眾，
要求以色列尊重國際法，保障
信徒權利。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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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局勢急劇惡化，巴勒斯坦人連

日來在聖城耶路撒冷與以色列警察爆發衝突後，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前日起先後

向以色列多處發射300多枚火箭炮，累計造成2

死6傷，以軍隨即對加沙地帶的哈馬斯據點發動

超過130次空襲報復，巴方表示造成最少26人死

亡，包括9名兒童及哈馬斯多名指揮官。阿拉伯

聯盟強烈譴責以色列做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則反指哈馬斯的行為越過「紅線」，將以牙還牙。

以空襲加沙以空襲加沙2626死包括死包括99童童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昨日出席國
會開幕儀式並發表演說，宣讀首相
約翰遜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綱領，
是自王夫菲臘親王上月逝世後，女
王首次參與公務，由王儲查爾斯全
程陪同。女王在演說中強調，政府
施政重點是帶領英國從疫情中復
甦，重新開放經濟，兌現讓社會恢
復繁榮的長期承諾。
施政綱領指出，政府首要任務是

讓英國盡快從疫情中恢復過來，較
過往更「強大、健康和繁榮」。為
實現這目標，政府將在全國促進就
業、推動商業和經濟發展，應對疫
情衝擊，「政府將保護國民健康，
繼續推動疫苗接種計劃和增加撥款

支援國民保健署。」綱領涉及逾25
項法案，涵蓋環保、氣候、移民、
勞工權益、選舉改革、教育等範
疇，包括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加強邊境管制及保障國家安全等。
受疫情影響，今次儀式規模較以

往縮減，僅有17名上議院議員及17
名下議院議員列席，參與者需獲得
病毒檢測陰性證明，並需佩戴口罩
和保持社交距離。女王則只穿禮服
出席，未有佩戴王冠。
女王過往均由菲臘親王陪同出席

國會開幕儀式，在菲臘親王離世
後，今次改由查爾斯伉儷陪同，分
析認為這顯示查爾斯未來將接手菲
臘親王生前的公務。 ●綜合報道

美國最大燃油運輸管道營運商「殖民管
道」上周受到黑客攻擊，被迫關閉網絡，嚴
重影響東岸多個州份的油氣供應，聯邦調查
局（FBI）將矛頭指向俄羅斯網絡犯罪集團
DarkSide。美國總統拜登前日表示，有證據
顯示事件是俄國黑客所為，儘管未能證明涉
及俄國政府，但俄政府有責任處理此事。
DarkSide去年開始攻擊西歐、加拿大和美
國多間大企業的電腦系統，並向受害企業勒
索贖金，當收到贖金後，便向企業提供解鎖

電腦系統的程式。DarkSide前日在暗網發聲
明，否認獲得任何政府的支持，「我們沒有
政治傾向，也不涉地緣政治，我們的目的是
金錢，並非要為社會製造麻煩。」資訊保安
專家阿爾佩洛維奇表示，DarkSide可能受到
俄方包庇，形容它導致美東油氣供應停擺，
無疑屬犯罪行為，將危及美俄關係。
「殖民管道」預計周末可恢復大部分服

務。美國汽車協會指出，美國燃油價格近日
持續上升，前日每加侖普通無鉛汽油升至

2.967美元，距離2014年11月的最高位只差
3美仙。

美航長途線增中途站加油
美國最大航企美國航空前日宣布，由北卡

羅來納州夏洛特飛往夏威夷和倫敦的兩條長
途航線，將增設中途站加油，是首間美國航
企受今次燃油供應中斷影響，美航預計到周
日可恢復正常航程。

●綜合報道

日本在上月決定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排出大
海，據日本媒體報道，管理核電站的東京電力公司正
考慮兩套方案，一是在核電站附近海岸就近排放，另
一種方案就是建設海底管道，在離岸1公里海洋排
放，有網民質疑既然日本政府與東電宣稱核污水「無
害」，為何又要考慮離岸排放？
《產經新聞》前日引述知情人士報道，東京電力正
重點考慮兩種排放廢水方式，若通過管道在離岸1公
里的海洋排放，則需要調查海底狀況，亦需要向當地
漁民說明，不過由於作業船舶等事宜未落實，加上儲
存污水的水缸預計明年秋季就會爆滿，因此東京亦正
考慮在核電站的東側海岸就近排放。

東電或增設廢水缸
東電同時計劃，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北面海域設置抽

水口，用海水稀釋核污水，具體計劃需提交原子能規制
委員會審查，相關準備及審查工作通常需要2年時間，
因此東電除爭取縮短準備時間，亦可能會增設廢水缸。

3月曾外洩放射性物質
有日本網友對排放計劃表示不滿和困惑，質疑為何

要在離岸1公里處排放，認為這意味核污水實質仍然
危險，東電擔心影響核電站的工作人員；亦有網友認
為東電說法不可信，所有方案都需交予第三方評估。

《朝日新聞》上周四報道，福島核電站水缸曾經外
洩放射性物質，工作人員在3月初的一場降雨後收到
警報，有排水渠的輻射水平升高，其後在水渠中發現
放射水平高的物質。
工作人員判斷，是雨水被該物質污染，再流入水渠

而觸發警報，此前工作人員正將270個鋼製儲存缸移
往另一地點，其中一個儲存缸生銹，底部有洞，缸內
所儲存的是450包吸水毯、軟水管和布，相信是該物
質的來源，最後工作人員將該物質放回缸內。東電承
認沒有所有儲存缸內物件的詳細記錄，但全部都並非
用於放置輻射水平高的物品，日後會按照生銹程度作
修復。 ●綜合報道

●● 日本民眾早前抗議日本民眾早前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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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搬走一具遺體巴人搬走一具遺體。。 法新社法新社

●● 加沙有民房遇加沙有民房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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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在查爾斯陪同下發表演說。 路透社

●● 美軍發布照片指伊朗艦美軍發布照片指伊朗艦
隻駛近美艦隻駛近美艦。。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