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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闖大廈 大鬧北角4句鐘
被麻醉槍制服 黃錦星：不論有否傷人也對市民構成危險

月初發生野豬噬傷警員的香港北角天后廟道，前晚再有一頭重達60公斤的大野豬出沒覓食，因曾被

困山坡鐵絲網掙脫致後腳受傷亂竄，驚動居民報警。警員和漁護署人員奉召到場圍捕，野豬則在馬路

及多座大廈間逃竄，一度闖入住宅大廈及酒店大堂徘徊，擾攘近4小時至昨日凌晨始被發射麻醉槍制

服抬走，但最終因傷重須人道毀滅。本月25日晚上，同在天后廟道亦有一頭大野豬因頭部被卡鐵欄重

傷，要人道毀滅。而前晚再有一名外賣員在香港仔田灣邨遭野豬噬傷大腿。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認為野豬習性改變，不論傷人與否也對市民構成危險（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野豬滋擾甚至襲擊
市民問題日益嚴重。
據香港漁護署早前披
露，由2011年至上周
五（26日）共錄得42
宗野豬傷人個案，釀

成53人受傷，而個案當中86%，即36
宗於2018年後發生，而今年則已錄得
17宗野豬傷人個案，而單單是11月就
錄得高達6宗野豬傷人個案（以上均未
包括本月27日晚香港仔的一宗）。漁
護署強調，野豬已對市民安全構成極大
威脅。
漁護署又進一步分析該42宗野豬傷人

個案，指當中有19宗因野豬搶奪食物或
誤以為有食物而咬傷人；8宗因被困市
區時受驚而亂竄撞傷人；6宗因被人或
狗驅趕時，野豬反抗或逃走時撞傷人；
一宗則因野豬互相追逐而撞傷人；其餘

8宗原因不明。
而自本月9日北角發生野豬襲擊輔警

事件後，漁護署終於同月12日公布實
施「滅豬行動」，將會定期捕捉在市區
出沒的野豬及把捕獲的野豬人道毀滅，
以減少野豬數目及野豬滋擾，亦會研究
擴展野生動物禁餵區，加大力度禁止人
為餵飼野生動物。
根據漁護署於本月24日公布記錄，
在公布實施「滅豬行動」後，至少已
捕捉9頭野豬人道毀滅，當中包括於本
月17日在港島深灣道將7隻野豬以麻
醉槍制服後，再抬走以藥物注射方式
人道毀滅，雖然有關滅豬措施事後被
動物關注組織批評，但「滅豬行動」
繼續，其後再在油麻地貨物起卸區及
薄扶林道一油站，各將一頭大型野豬
捕捉後人道毀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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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闖入住宅大廈大堂的大野
豬，長約1米、重達60公斤，

雌性。其被警員和漁護署人員圍捕
前，右邊後腳已明顯受傷出現疑似骨
折，逃竄時一拐一拐，嘴部更有血絲
滲出。
前晚約11時，該頭大野豬現身北
角天后廟道一帶覓食期間，疑誤闖住
宅區，被困在天后廟道42號至60號
對開山坡鐵絲網，有住客見狀報警求
助。惟在警員及消防員到場時，該野
豬已掙脫逃竄到附近18號傲龍軒的
大堂，警員即在門外用長盾戒備，
「對峙」期間更發現野豬後腳受傷流
血，遂通知漁護署盡快派人前來協
助。

衝出馬路 險撞的士
未幾，野豬離開大堂，衝破警員防

線奔至附近的柏傲山，以及進入僑興
大廈在大堂徘徊，其後再跑出馬路險
撞一輛駛經的士，未幾牠又跑回柏傲

山地下一處停車場躲藏。
至昨日凌晨約1時半，該野豬又一

度闖入天后廟道9號一間酒店大堂，
其後在門外徘徊，酒店職員急忙將玻
璃門上鎖，防止其再度闖入。由於該
頭野豬一直在多座大廈間來回逃竄，
多名手持長盾的警員一直要保持高度
戒備，以免其他人接近發生危險。

傷勢嚴重 人道毀滅
及至昨日凌晨約2時，漁護署人員

終於到場，圖用一個長柄捕網嘗試捕
捉野豬，但不成功。野豬其後再度逃
回柏傲山停車場範圍躲藏，直至約3
時，漁護署人員利用食物作餌，成功
誘牠步出隱蔽處，向牠發射3響麻醉
槍，終將牠制服抬走。
漁護署其後證實，由於該野豬傷勢

嚴重，已被人道毀滅。

輔警外賣員曾遇襲
本月9日，亦有一頭重約100公斤

的成年雄性野豬在天后廟道飛龍台
的停車場一帶徘徊，一名52歲男輔
警奉召到場戒備，以待漁護署人員
捕捉，詎料其間野豬突然發狂將他
撞跌狂噬，以致該輔警右小腿重傷
見骨，背臀亦告多處瘀傷，而該頭
野豬則最終從10米高處墮下死亡。
同在天后廟道，上周五(26日)再有
一頭重約50公斤大野豬出沒，因頭
部被卡路邊欄杆重傷，事後雖被救
出送往嘉道理農場檢查，但最終因
傷勢嚴重被人道毀滅。
另在前日（27日）又再發生野豬

噬傷人事件。當晚約7時半，一名姓
杜（68歲）男外賣員，報稱送外賣
途經香港仔田灣邨田健樓附近，突
遭一隻大野豬「攔途截劫」噬傷大
腿，傷口長約6厘米。救護員其後到
場為他包紮及消毒傷口，他最終拒
絕送院。警員則在現場一帶巡視，
僅發現數隻小野豬在對面山坡徘
徊，未發現懷疑傷人的大野豬。

●野豬一度闖入
住宅大廈及酒店
大堂徘徊。

▶野豬最終被麻
醉擒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野豬
滋擾事件與日俱增，繼天后屋苑有野
豬闖入，香港仔田灣邨再有市民遭野
豬咬傷，留下6厘米長傷口。香港特
區政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活
動時表示，單計本月已出現7宗野豬
傷人案件，野豬慣於在市區覓食基本
上已是改變其野生習性，不論傷人與
否都對市民構成危險，希望公眾明白
有關風險。漁護署署長梁肇輝出席同
一個活動時透露，政府正研究擴大
「禁餵區」範圍，將盡快修訂草案提
交立法會審議。
黃錦星表示，政府跨部門關心野豬
傷人的個案與日俱增，認為如野豬慣
常到市區覓食，基本上牠們原本的野
生習性已改變，無論是否傷人對市民
而言都構成危險，應整體看待事件。
他指出，今年已出現的野豬傷人個
案，傷者不僅是成人，也有長者和小

童，單單本月已錄得7宗個案，更有
手持外賣的市民於公共屋邨被野豬襲
擊，希望公眾明白有關風險，多關注
及留意。
梁肇輝解釋，現時實行的野豬管理

新措施主要處理的是多年來習慣民居
及城市環境、經常在市區出沒，且習
慣被人餵飼或在人群中也不怕人的野
豬，至於在郊野環境生活且未對人構
成安全威脅的野豬，則不會去干擾其
正常生活。

繁殖快過絕育 急需新措施
他指出，近年野豬傷人個案數字大幅

飆升，不少個案中市民並未嘗試接觸或
觸摸牠們，而是野豬為索取食物，或因
市區環境而受驚嚇或被觸怒而襲擊人，
當個案涉及數目眾多或體型很大的野
豬，加上襲擊人後有機會傳播疾病，存
在非常大的威脅，「目前野豬絕育速度

遠追不上繁殖速度，為避免有更多市民
因野豬影響而受傷，有迫切性和必須去
實施新措施。」

修訂草案盡快交立會
梁肇輝表示，漁護署一直採取執

法及宣傳教育工作，提醒市民與野
豬保持距離，切勿餵飼。他續說，
正研究擴大《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第170章）下，野豬「禁餵區」的
範圍，現正研究相關技術及法律問
題，考慮清楚後會盡快向立法會提
交修訂草案。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

亦指出，為全港市民安全考慮，不應
等待野豬傷人才採取行動，特別是拿
着食物的市民生怕遇上野豬時受到攻
擊將構成極大安全危險，「新措施應
該正視人流多、居民多、真正影響人
們生活甚至安全的地方。」

漁護署研擴「禁餵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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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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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即在門外用長盾戒備。

▲野豬在馬路及多座大廈間逃竄。

前晚一頭大野豬闖入北角天后多座大
廈及酒店，另有野豬在香港仔田灣咬傷
外賣員。野豬傷人擾民問題發展到今天
這麼嚴重的程度，是過往放任違法餵飼
的惡果，政府不可輕視野豬擾民危害，
要與社區基層組織多合作、多巡查，對
進入市區擾民的野豬要堅決捕殺，不能
因為有人反對就畏手畏腳、放任野豬擾
民傷人。

本港野豬傷人個案與日俱增，今年已
出現20宗，而本月更多達7宗。野豬擾
民傷人問題愈演愈烈，與本港對違法餵
飼野豬問題掉以輕心、放任自流有極大
關係，違法餵飼野豬越來越普遍之下，
本來怕人的野豬，現在根本不怕人，越
來越頻繁地大搖大擺進入市區覓食。接
連發生的野豬擾民、傷人個案，已對市
民造成很大困擾和心理陰影，對此政府
切勿輕視，應認真解決。

本港漁護署負責野生及流浪動物滋擾
的監管工作，目前漁護署解決野豬問題
主要有三種手段：一是以絕育方法希望
控制野豬數量；二是捕殺野豬，如本月
12 日漁護署公布實施「滅豬行動」，
定期捕捉在市區出沒的野豬及把捕獲的
野豬人道毀滅；三是加強宣傳禁止餵飼
野豬。這些措施也是目前世界上應對野
豬問題的慣常做法，只要切實做好、做
到位，是可以有效管控野豬擾民問題
的。

但本港實施這些措施，卻不斷遇到反
對聲音，如愛護動物組織及獸醫學生以
聲明或聯署形式，反對政府捕殺野豬。

野豬繁殖力強且在本港無天敵，而目前
國際上對絕育控制野豬數量的成效存
疑。因此，本港是否重啟野豬絕育計
劃，可再觀察研究，但當務之急，是漁
護署對進入市區擾民傷人的野豬，要堅
決予以捕殺，決不能畏手畏尾，半途而
廢。

環看世界，野豬滋擾問題已成「野豬
炸彈」，如美國現有約600萬頭野豬，
每年造成多達 15 億美元損失，歐洲多
國皆出現野豬擾民問題。對待野豬滋
擾，多國皆加強了捕殺野豬工作，如美
國前年共人道毀滅8.4萬隻野豬。科學
研究也證實，野豬並非溫馴、無破壞力
動物，研究指野豬身上攜帶至少 30 種
病毒和細菌、近 40 種寄生蟲，可傳給
人類、寵物、野生動物，野豬有時更會
直接攻擊人類。夏威夷大學一項研究顯
示，野豬威脅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
種紅色名錄中672個物種生存，覆蓋全
球 54 個國家。因此，人類若不能採取
果斷措施管控，野豬數目勢持續激增，
入侵社區及破壞生態情況將愈演愈烈。

目前漁護署實施「滅豬行動」已捕捉
約 10 頭野豬進行人道毀滅，但野豬擾
民傷人個案仍在持續增加，對此漁護署
「滅豬行動」要加大力度，更果斷、更
堅決。另外政府正研究修訂法例，擴大
野豬「禁餵區」範圍，相關立法須加快
進度，同時政府要加強與各類基層組織
的溝通合作，加強巡查、加大打擊違法
餵飼野豬行為，切實保護市民，免受野
豬滋擾傷害。

野豬擾民切勿輕視 加強巡查堅決捕殺
新型的 Omicron 變種病毒引起全球高度關

注，本港早前曾出現兩宗輸入相關個案，特區
政府迅速調整了非洲南部多國的入境政策。新
型變種病毒擴散速度極快，通過受感染旅客從
其他國家傳播「殺入」本港的機會不低，特區
政府須密切監察變種病毒疫情發展，及時調整
各地人士來港的入境政策，將外防輸入工作做
到滴水不漏。與此同時，本港既然堅定與內地
實現免檢疫通關，在防疫政策上就要做到與內
地充分同步，有關部門須加緊與內地溝通對
接，統一標準、統一機制、統一思路，確保防
疫、通關兩不誤。

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其中一
名由尼日利亞經埃塞俄比亞抵港男子，被驗出帶
N501Y變異病毒株，而Omicron變種病毒其中一
個突變就是N501Y，有專家不排除港可能出現新
一宗Omicron個案。本港作為國際城市，對外聯
繫始終比較頻密，因而給本港帶來較大的外防輸
入壓力，對此需要高度重視、認真應對。

值得注意的是，Omicron變種病毒已在多國被
發現，除英國和德國之外，荷蘭及丹麥首次證
實有來自南非的旅客確診，澳洲亦首次錄得確
診個案。多國對Omicron變種病毒高度重視，在
防疫上均採取寧枉勿縱的政策。以色列已率先
宣布，周日午夜起「封關」14天，包括關閉邊
境，禁止所有外國旅客入境，是全球首個國家
因應新變種病毒暫時「封關」。

應該看到，Omicron已經迅速由南部非洲地區
向歐洲等地擴散，因此單單禁止非洲南部的人
士入境，未必能完全杜絕新型變種病毒傳入的
風險。特區政府須動態追蹤疫情在各地的發
展，隨時作出迅速反應，擴大高風險地區名
單，甚或暫時剎停一些地區來港的航班，莫讓

變種病毒有機可乘輸入本地，待變種病毒的特
性更清晰後再訂定下一步的外防輸入政策。

同時，普及「安心出行」、「疫苗氣泡」等
內防擴散的工作亦要不斷完善，新的病毒雖然
有機會降低疫苗有效性，但這絕不代表「疫苗
無用」。一方面，接種疫苗仍然可以降低重症
率和死亡率，是最可信賴的防疫手段；另一方
面，有醫學專家恰恰認為，變種病毒出現的關
鍵原因之一，正正是非洲的低接種率。目前全
非洲只有約7%民眾完成接種疫苗，醫護人員也
僅有約27%已經打針。

本港長者和青少年的接種率仍低，未來推動
疫苗普及到學生接種，推動高風險人士打第三
針，甚至擴大「疫苗氣泡」的範圍等，都是不
得不採取的舉措。另外，強化「安心出行」的
追蹤能力，也有利進一步築牢內防擴散的防護
盾，為經濟社會的復常提供條件。這些有利於
防疫的措施，均要繼續有條不紊地推進。

在本港與內地免檢疫通關達到階段性突破的
時候，出現具重大變種特性的 Omicron 變異病
毒，固然令人憂心，但也不必過分擔憂。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認識到，與內地通關的關
鍵是，必須與內地實行同樣嚴格的防疫政策，
確保不會為內地帶來額外的防疫風險。目前，
香港緊跟內地秉持動態「清零」，無疑是最穩
妥的抗疫辦法，必須堅持。香港未來無論是經
濟復常，還是通關復常，均繫於與內地充分對
接抗疫機制和思路，在外防輸入和內防擴散的
標準和落實機制上，要盡最大可能與內地一
致，在技術手段上也要做好對接。為此，政府
有關部門要因應新病毒的出現，與內地保持最
緊密溝通，對兩地的防疫對接機制常抓不懈，
迎接有序恢復通關的到來。

嚴防新型變種病毒 與內地充分同步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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