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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氾濫成災，禍因之一是市民非法餵飼，致使野豬

改變怕人的習性甚至變得有恃無恐。香港文匯報記者日

前到與民居只有一馬路之隔的鰂魚涌柏架山道自然徑，

發現多達30隻野豬三五成群出沒，牠們一副老馬識途的姿態穿越鐵絲網的缺口，直奔附近的

垃圾桶搵食醫肚；或者大搖大擺走近行山人士，對着

路人的背包虎視眈眈，意想不到的是，不少市民有備

而來，把大包大包的食物拋給牠們開餐，野豬食飽就

轉身離去，彷彿這裏已成為牠們的飯堂，路人提供食

物是理所當然。但若路人無帶食物「孝敬」，不排除

牠們如馬騮山的猴子一樣，伺機襲擊搶走路人的背

包，帶來不可測的危險。●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廣濟

港島南區深灣道早前逾30頭野豬追趕一輛的士

的視頻在網上瘋傳，敲響野豬為患的警號。香港特

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亦於去年接獲

1,002宗野豬出沒或滋擾的個案，較5年前飆升72%，對人命財產的危害不斷升級。深

受野豬危害的香港大學前職員陳先生，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被野豬襲擊

後，曾多次發噩夢夢見被野豬圍攻！」當時他在港大校園附近被野豬襲擊致遍體鱗傷，

其中臀部被野豬的獠牙插入縫了12針，左腳至今仍未能完全彎曲，還不幸感染豬鏈球

菌。他直言部分野豬十分敏感，些微的聲響也可能刺激到牠們，惟不少巿民誤以為「我

不犯牠、牠不犯我」，甚至非法餵飼野

豬，令野豬失去覓食本能，成群結隊落

山覓食，希望特區政府

加強教育和執法禁止市

民餵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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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不光活在郊野，也成為市區行山路徑的常客，鰂
魚涌柏架山道更是野豬竇熱點，漁護署雖然用鐵絲

網阻攔，試圖阻止牠們越界進入自然徑對路人造成安全威
脅，然而這些鐵絲網卻日久失修，野豬在網前流竄輕易找
到缺口闖入自然徑。
柏架山道第一燒烤區附近更疑有大批野豬棲息，香港文匯

報記者過往也曾多次在這裏遇見十多隻野豬出沒，詎料相隔
數月，野豬家族壯大不少，沿路及燒烤區附近，記者總共目
睹近30隻野豬出沒覓食，相比過去多了十多隻幼豬。

中年漢老夫婦非法投飼
記者在柏架山道第一燒烤區附近逗留約兩小時，先後直

擊兩組市民非法餵飼野豬。有人更似有備而來，當時不少
市民正在燒烤區圍觀野豬群，一名40多歲中年男子快步
行至人群後方，從背包中掏出一整包多士，迅速拋向豬
群，然後即刻逃離「犯案」現場，市民想舉報他非法餵飼
也來不及。
另一非法餵飼野豬的市民為一對行山老夫婦，他們見到

數隻野豬在路邊覓食，便從背包中拿出一個膠袋，疑似即
興將食剩的食物餵給野豬。

一聽拉鏈聲 野豬即望來
一旦有人餵飼，野豬們便一窩蜂哄搶，更有爭奪打架的

情形。此外，野豬非但不怕人，而且似乎已習慣人類的餵
飼，記者在場逗留期間數次打開背囊，野豬一聽到拉鏈聲
便朝記者方向望來。更有市民在路邊駐足打開背囊飲水，
一頭野豬便將頭探至路邊，狀似隨時撲向市民討食，嚇得
該市民尖叫逃跑。
記者觀察期間亦見到有野豬在垃圾桶中覓食許久。記者

發現半小時的行山路徑內只見一個橙色垃圾桶，而且沒有
蓋，垃圾已堆滿溢出，野豬將嘴伸進垃圾桶側面輕易能尋
覓食物。政府呼籲市民切勿非法餵飼野豬，但垃圾桶設計
上的短板，卻成野豬糧倉。

鐵網欠強度破洞處處
記者跟蹤在野豬後面，發現牠們通過鐵絲網底部的一個

小洞便可擠進樹叢，揚長而去。30分鐘行山路段中，每隔
數米鐵絲網便可見到多個大大小小的破洞，疑是野豬破壞
導致。該路段的鐵網有新有舊，但即便是新鐵網亦不乏破
洞。可見政府安裝的鐵網強度並不足以阻攔野豬，且多處
失修，加固及更換勢在必行。
此外，野豬搗亂拱走不少野草，令行山徑草叢左禿一
塊、右禿一塊，黃土裸露，垃圾散落一地，隨處傳來惡
臭，嚴重污染郊野公園的環境。

雖然時隔3年多，但陳先生手腳仍有一
道道傷痕，每次憶述事發經過也是

心有餘悸。事發時他在香港大學擔任研究
員，有天由前往列堤頓道的港大出口離開，
「以往亦有經過該處，未見過有野豬出
沒。」突然乍見一頭野豬在路邊，他不敢停
留，提起腳步盡快離開，但不知何故該頭野
豬突然從身後施襲。

入肉7厘米住院12天縫12針
「野豬的獠牙就像一柄利刀，插進我的臀
部，由於太鋒利，當時未感到痛楚，其後在
醫院檢查發覺被插入近7厘米。」遇襲後，
他拚命試圖逃離，野豬卻從後追趕，追到斜
坡時向陳先生大力撞擊，使他失足倒地，幸
得途人解圍才脫險，但臀部、臉部、手部及
左膝已受重傷。陳先生最後步履蹣跚返回列
堤頓道的住所。
陳太對香港文匯報憶述，當時看到丈夫臉

上、胳膊和腿上滿布鮮血，還以為他發生車

禍，查問之下才知
被野豬襲擊，立即帶他到
醫院求醫。陳先生住院12天，髖部傷口縫
了12針，並要打石膏讓膝蓋裂縫癒合，且
證實不幸感染豬鏈球菌。
事發當天下午，陳太到丈夫遇襲現場，只

見地上血跡斑斑，查問下得悉附近大廈一名
保安員目擊經過。陳太引述居民表示，陳先
生跑到該大廈範圍時，保安員大聲叫喊和拍
手嚇走野豬，但野豬沒有罷休，轉身襲擊另
一名女子，咬其胳膊和腿，保安員與兩名建
築工人合力解圍，最後野豬離去，該女子倒
臥在血泊中。

切記「人不犯豬豬亦犯人」
居民向陳太表示，附近山上有一個野豬家

族棲息，不時獲行山人士餵飼，居民勸止行
山人士餵野豬不果，陳太事後得知當日該名
遭野豬襲擊的女子亦為港大職員。
陳太說：「襲擊我丈夫的野豬約有3呎

高，獠牙可插進其臀部，我當天返回現場看
到有其他人包括小孩經過，如果再有野豬施
襲，會十分危險，後果不堪設想。」
一些人以為只要不激怒野豬便沒有危險，

陳先生極不同意，強調事發時他也沒有任何
挑釁行為，「部分野豬可能十分敏感，只要
吹口哨或行走時的腳步聲或震動，已能刺激
牠們作出攻擊。」
陳太亦指野豬一旦越過棲息地進入人類空

間，就會迷失並感到受威脅。
對於愈來愈多野豬闖入鬧巿，陳先生與陳

太均認為與一些巿民非法餵飼野豬有關，令
牠們愈來愈不怕接觸人類，「野豬是野生動
物，人類無法預知牠們的行為。」陳太又批
評港大在事件中有疏忽，未有豎立警告標
語，提醒學生及教職員校園範圍內有野豬出
沒，亦沒有任何措施防止野豬闖入校園。

●●早前有人拍到逾早前有人拍到逾3030頭野豬在港島南區頭野豬在港島南區
深灣道狂奔深灣道狂奔，，追逐一架的士追逐一架的士。。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逾逾3030頭野豬在南區深灣道追趕一輛的頭野豬在南區深灣道追趕一輛的
士士，，並在路上尋找疑由的士拋出的食物並在路上尋找疑由的士拋出的食物。。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掃碼睇片

香港曾有兩支由志願者組成的野豬狩獵隊，分別為
大埔隊和西貢隊，隊內成員有律師、大律師、商人和
退休警員等，他們不收分毫用私人時間解決「豬患」
難題。2017年，漁護署指示暫停野豬狩獵行動，然而
過去4年，本港野豬數目明顯大增，對環境衞生、行
車安全及市民人身安全造成威脅，於是重組野豬狩
獵隊的議題被擺上枱面。前西貢野豬狩獵隊隊長陳
更，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狩獵隊被取
締時受到不少環保團體的攻擊責難，希望藉此機會
為隊友正名，並建議政府可考慮以義工或僱傭形式
重建狩獵隊。

人稱「更叔」的82歲陳更談起昔日狩獵往事便滔
滔不絕，他介紹狩獵隊有嚴格的行動程序，政府接
到市民投訴，如認為有必要才將個案轉介給狩獵

隊，隊員會預先向投訴人了解情況，然後在警方和
各區民政事務處安排的指定時間內行動，通常一次
行動約四五小時，事後要向警方寫報告，詳細記錄
開槍細節。

因為狩獵可能造成誤傷，行動前警方會封路封山，
防止行人闖入。陳更說：「我哋唔可以主動去捕獵野
豬，都是針對每宗投訴去做嘢，亦唔會因為有獵槍，
就拎住周圍去威。狩獵隊員都係義工，是服務社會、
服務市民。」但2017年前後，被環保人士猛烈攻擊，
指他們濫殺無辜野生動物時，他感到分外委屈難過，

雖然能夠理解政府在輿論壓力下決定取締隊伍，但仍
希望找機會發聲，為狩獵隊正名。

宜訂清晰程序及守則
他指出，成為狩獵隊員需要經過筆試、槍械知識

考試和射擊測試，此外還要「查身家」，檢查是否
有違法記錄，統統過關後，才能取得持槍牌照進入
隊伍。面對目前香港再度出現野豬氾濫，陳更建
議，政府盡快重新組建狩獵隊，並認為新隊伍最好
仍採用義工形式，但如果政府管理上有困難，亦可

轉用僱傭制度，原隊員仍願意做義務顧問。「狩獵
不是為了殺滅野豬，而是讓牠們知道市區有危險，
趕牠們回山上。野豬在任何國家都不是（受）保護
動物，你唔知道牠幾時會發火，衝撞行人，在我的
狩獵經驗中，野豬鍾意反覆將人撞倒，其實係好危
險嘅。」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動物福利副總監候安娜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指出，野豬在香港沒有天敵，所以未能
倚靠大自然的定律來控制其數量。她關注野豬狩獵隊
的結構及處理方式的透明度，指引能否有效確保動物
的福利，假如政府確實需要以致命性的控制方法，大
前提是必須有充分數據支持，並訂立清晰的程序及守
則，確保以動物的福利為首要考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野豬好生養，成年野豬每年有兩
次懷孕機會，每胎可以生4隻至6隻野豬仔，不久後野豬仔又有生
育能力，造成野豬數量幾何級數遞增。政府估算全港有多達3,300
頭野豬，牠們的天敵是獅子、老虎等，香港大自然卻沒有牠們的
天敵。早年，漁護署在保育人士壓力下，將野豬狩獵隊解散，並
於2017年年底實施野豬避孕/搬遷先導計劃，闖入民居的野豬生
擒後，便為牠們注射避孕疫苗或絕育，再於郊野放生，但捕獲的
數量並不少，計劃實施4年以來，截至今年8月31日，僅400頭
野豬已進行生育控制，佔全港野豬12%。而且，避孕針效力只為
期4年至6年，放生後的野豬要再補打針是難事。

避孕針有效期4年 難補針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動物福利副總監候安娜博士介紹，野豬是

香港體型最大的陸棲哺乳動物，成年野豬體重可達200公斤及
體長達兩米。一般野豬習慣避開人類及民居，但一旦牠們對人
類的戒心減低，或者習慣人類餵飼，就會接近人類，繼而作出
搶奪食物的行為，並造成財物損失。牠們與人類過分接近，也
會將病原體傳染給人類，例如豬鏈球菌。
她指出，香港需要從長線方法控制野豬數量，包括教育社會

大眾禁止餵飼野生動物，更妥善控制垃圾棄置，盡量避免直接
干預野豬。對於漁護署的野豬避孕/搬遷先導計劃，她指出該
計劃較適合單胎動物，例如獼猴，但野豬是一產多胎的動物，

削弱該計劃的成效。
根據資料，絕育及注射避孕疫苗對控制

野豬數量有局限，因為避孕針有效期4年
至6年，要定期為已放生郊野的野豬補針
十分困難。而絕育手術則需要配置流動手
術室，加上為體型龐大的野豬動手術也有
一定難度。此外，生擒野豬時需注射麻醉
劑，其間野豬或會掙扎、失控衝向工作人
員，故漁護署的計劃無法大規模進行。

建議捕獲送嘉道理農場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現時野豬闖入巿區的情況嚴重，直言會造成極大社會危
機，漁護署責無旁貸，「該署每年捉得幾多隻野豬？幫得幾多
隻野豬避孕？根本捉同絕育的數量，遠遠追不上野豬的繁殖速
度，單靠為野豬絕育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港島龍虎山與香港大學一帶是野豬出沒點之一，任職港大的

中西區前區議員陳捷貴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漁護署絕
育方法不能控制野豬數目，「小野豬很快長大又會生育，怎樣
也追不到牠們數目的增加速度。」他建議，政府覓地集中處理
捕獲的野豬，「可以和嘉道理農場商討，日後捉到的野豬也送
到那裏，不要讓牠們到巿區遊走。」

前隊長籲重建狩獵隊
��

生擒後避孕 4年成效僅12%

●●野豬闖入巿區的情況嚴野豬闖入巿區的情況嚴
重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陳更說，2017年前後，狩獵隊被指
濫殺無辜野生動物，他感到分外委屈難
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一對老年夫婦灑下食物殘渣後引來大批野豬哄搶及
打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一隻野豬在行山徑的垃圾桶中尋找食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市民把食物隨處擺放
在山上。 網上圖片

●●藍衫男子從背包中掏食藍衫男子從背包中掏食

物準備投餵野豬物準備投餵野豬((上圖上圖))，，

投餵多士後投餵多士後，，野豬群立即野豬群立即

哄搶哄搶，，可見有幼豬口中叼可見有幼豬口中叼

着多士着多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港大前職員陳先生遭野豬港大前職員陳先生遭野豬
襲擊後到醫院求醫襲擊後到醫院求醫，，臉部及臉部及
手腳多處受傷手腳多處受傷。。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野豬出沒或滋擾報告
年份 新界(宗) 九龍(宗) 港島(宗) 合共(宗)

2016 312 52 219 583

2017 382 32 324 738

2018 409 37 483 929

2019 585 81 518 1,184

2020 526 57 419 1,002

總數 2,214 259 1,963 4,436

資料來源：漁護署

●資料來源：漁護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遇到野豬自保方法

遇到野豬時

●保持鎮定，切勿主動走近及干
擾牠們

●請勿接觸野豬，包括幼豬

●如有需要，可躲在大樹或巨石
後，待野豬離開後才繼續前進

●不應用物件拋向或驅趕野豬，
以免挑釁野豬而發生危險

●如野豬對財產或人身安全構成
即時威脅，立即致電999報警
求助

減少野豬滋擾措施

●切勿餵飼任何野生或流浪動
物，野豬會被因餵飼而留下的
食物吸引，不時到民居覓食

●應妥善處理戶外的垃圾，或使
用可防止被動物翻倒的垃圾
箱，減少吸引野豬的食物來源

●可加建堅固的圍欄保護農作
物，或使用紅外線感應照明系
統等措施，嚇阻野豬再次出現

漁護署早前在港島小西灣發現一頭野豬感染非洲豬瘟，幸該區附近
沒有豬場。但元朗白沙村一個豬場就「冇咁好彩」，今年初懷疑有野
豬將非洲豬瘟病毒傳染予豬場近4,000頭豬隻，豬場需要進行撲殺行
動，損失數以千萬元。該豬場負責人、香港禽畜業聯會主席莊忠平日
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發現豬隻要撲殺、消毒大清洗，
到恢復養飼，等豬仔長大，差不多近兩年時間才能正常出豬，如果再
被野豬咁搞法，真係冇信心繼續養豬。」

撲殺四千活豬防播病毒
莊忠平位於元朗白沙村的豬場目前空空如也，但之前養殖近4,000

頭活豬。莊忠平表示，那場豬瘟擴散快速，他2月初發現有豬隻生病
及死亡，遂立即將病豬分隔，並為病豬注射抗生素，但未見效果，病
豬全身發紅兼有微燒，他因此尋求城巿大學獸醫學系協助，化驗顯示
病豬感染過濾性病毒，將樣本交政府化驗所進一步化驗，才證實是感
染非洲豬瘟，撲殺及銷毀所有活豬和飼料，估計單是賣豬的經濟損失
已達數千萬元。
辛苦養大的豬隻突然付諸東流，奇怪的是飼料無問題、附近豬場也
沒有爆發，非洲豬瘟病毒卻橫空出現，感染源頭成謎。莊忠平說：
「較引起我懷疑的是附近山頭有野豬出沒，我們的狗也曾經咬死走下
山的野豬，不排除是野豬播毒，早前小西灣便有野豬屍體檢測出非洲
豬瘟病毒。」
他表示，香港對活豬有嚴格的病毒檢測，確保推出市面販賣的活豬

健康，但香港對凍肉及加工肉的檢測寬鬆，加上非洲豬瘟病毒在低溫
環境下可以存活多年，「這裏經常有人來燒烤，不排除遊人帶來的入

口凍肉有病毒，燒剩後棄置山野或垃圾桶內，被野豬食咗感染非洲病
毒。事實上，周邊地區如台灣早前便陸續在冷凍肉品中驗出非洲豬瘟
病毒。」
他指不少農場也有圍封防止野豬闖入，可避免病毒流入；但另一個

防疫缺口的溪水，因為野豬的排洩物會污染水源，若豬場使用溪水養
豬，便有機會令病毒散播。「以前都會用山水，亦打了一口井，今次
事件後打多一口井，雖然打一口井要用三四十萬元，但避免再有感染
事件，養豬有很大壓力。」

政府雖補償 復業需兩年
「殺豬」行動雖然可獲政府補償，彌補部分損失，但復業之路卻相
當漫長，他相信未來近兩年都難出豬，「政府對活豬供應有嚴格規
定，確保市民的食物安全，所以撲殺豬隻後，農場要用三個多月徹底
清潔消毒，政府認為沒有問題後，我便可以養三四十頭『哨兵豬』做
測試，飼養的45天內，每5天至10天做一次化驗，整批豬沒有感染
後再停個月多。」
他於今年6月底至7月初才開始復養，由美國入了種豬，到今年11

月配種，母豬懷孕又要等4個月，養大該些豬需時7個月至8個月，即
明年10月至11月才完全恢復正常，「即差不多近兩年不能做生意。」
今次懷疑野豬播毒引起的無妄之災，令莊忠平損失慘重，「農場仍

要租金等開支，亦不能夠因為停運解僱員工，否則恢復時沒有人手工
作。」他直言：「野豬可能帶來非洲豬瘟，對禽畜物具毀滅性危害，
不可以再次受打擊！」他促請政府根治野豬問題，以免農戶辛苦經營
的農作物及畜口毀於一旦。

疑傳播瘟疫 豬場蝕數千萬

▲今年初撲殺豬隻後，莊忠平已重新飼
養豬隻，但預計要明年10月至11月才
能重新推出巿場。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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