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娛樂組、蕭景源）香港男
子組合MIRROR昨晚在紅館舉行的第四場演唱會
發生嚴重事故。約晚上10點半，當成員盧瀚霆及
呂爵安合唱《Elevator》與大批舞蹈員走到小舞台
時，台中央吊在半空的巨型電子屏幕突然斷纜墜
下，砸中兩名男舞蹈員，其中一人直接被砸中頭部
重傷，現場歌迷一片恐慌。消防員到場救出傷者，
並送往伊利沙白醫院救治，另一名女歌迷受驚送
院，而演唱會宣布腰斬。

政府：演唱會暫停舉行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晚發表聲明，表示他已聯

絡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指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聯同相關部門全面調查事件，並檢視同類表演活動
的安全要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
已要求康文署成立小組調查意外成因以及作出跟進
工作，並已指示演唱會暫停舉行。
事發昨晚10時許，當時成員盧瀚霆及呂爵安於

表演期間，舞台上方一個懸吊半空的大型顯示屏幕
突然墜下。現場影片顯示，當大屏幕墜下時，首先
垂直砸中其中一名舞蹈員的頭部和肩膊，該舞蹈員
倒地後被屏幕壓住。大屏幕隨即再翻側，壓中另一
名舞蹈員。現場一片恐慌，有歌迷大聲尖叫。有職
員其後嘗試移開電子屏幕但不成功，消防員和救護
員接報到場救出傷者。
警方消息稱，兩名受傷男舞蹈員送院時清醒，其

中一傷者是另一女子組合COLLAR成員蘇芷晴
（So Ching）的男友李啟言，他頭和頸椎受傷，另
一名男傷者張梓峯（30歲），盆骨和頸椎受傷。
另外，有一名女歌迷受驚，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事發後，MIRROR經理人兼演唱會監製「花

姐」黃慧君，隨即登上台宣布演唱會發生大型意
外。她向歌迷說：「我應承大家會處理，應承大家
會安全處理個show，希望大家離場先，多謝你
哋。」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晚在Fb發帖，表示對是次

意外感到十分震驚，又強調主辦單位、康文署和機
電工程署等都有責任確保場地的安全，政府必須調
查事故原因，是否涉及人為疏忽或監管不力，避免
意外再次發生。
立法會議員霍啟剛指出，MIRROR一連四日的

演唱會就有三場發生意外，情況不能接受，他促請
康文署及主辦單位若未能確保演唱會能安全進行
前，不能繼續舉辦，以保障所有舞台工作者及觀眾
的安全，並全面徹查事件。
李家超昨晚深夜發表聲明，表示對事故感到震

驚。「我向傷者致以慰問，希望他們早日康復。」
他已聯絡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指示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聯同相關部門全面調查事件，並檢視同類表
演活動的安全要求，以保障表演者、工作人員及公
眾安全。
楊潤雄其後發表聲明，表示非常關注事件，對意

外傷者表示慰問，希望他們能早日康復，又透露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勞工處7月27日曾經就近日發生

的舞台事件，聯絡演唱會主辦機構，並要求主辦機
構檢視情況及提供改善措施。
他表示，已要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成立一個由助

理署長統籌的小組聯同勞工處及有關人士調查意外
成因以及作出跟進工作。因應該意外，政府已指示
演唱會要暫停舉行，直至舞台結構證實安全。
據悉，MIRROR紅館演唱會由開騷前總綵排到

正式演出意外頻生。在總綵排時已有舞蹈員墮台受
傷，有傳是因為舞台機關和煙花爆放時出現意外，
一位舞蹈員因而受傷。事後，懷疑有人拒絕承擔責
任，將問題歸咎在舞蹈員身上，對機關特效出問題
未加處理，只叮囑舞蹈員要「執生」，令他們紛紛
在社交平台發文表達不滿。在早前舉行的第二場演
唱會，成員陳瑞輝獨自在半個人身高的升降台上邊
行邊講感言時走近台邊，因踏空而跌落台，其下半
身一度再跌入大舞台的機關，幸被機關下的人即時
托起他返回台上。他其後在IG限時動態報平安，
並晒出一張左手前臂擦傷照。

演唱會塌大屏幕傷兩人 特首促全面徹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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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熱浪迫人，香港昨午大部分地

區氣溫升至攝氏35度以上，天文台指

出本月至前日已有22個「熱夜」，即

晚上最低氣溫達28度或以上，為過去

138年有紀錄以來最多「熱夜」的一

個月。在酷熱天氣下，不少人空閒時

會逛商場嘆冷氣，但商場溫度與室外

溫差達12度，醫學會會長鄭志文警告

忽冷忽熱容易引發鼻敏感及氣管敏感

等病症，建議巿民進入商場不要立即

到冷氣大的地方，若可以就帶備披肩

或外套，另「熱夜」期間避免整晚把

冷氣溫度調得太低，以免影響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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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民在酷熱天氣下到商場嘆冷氣「避暑」。商場與
戶外溫差達12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天文台昨日在社交平台Facebook貼文指出，本月3日、
5日及6日也是「熱夜」，最低氣溫達28度或以上，而本

月9日至27日更持續有19個「熱夜」，連同之前的3天，本月
已有22個「熱夜」，為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多的一個月，而連
續19個「熱夜」亦是歷來最長的一次。
天文台指出，高空反氣旋帶來普遍晴朗及酷熱的天氣，而本港

昨午大部分地區氣溫升至35度或以上，今日市區最高氣溫約34
度，最低氣溫也有29度，即「熱夜」仍會持續，預計酷熱天氣到下
周初仍會持續，下周中後期則有驟雨及雷暴。天文台提醒巿民戶外
工作要注意防曬及多飲水，周末安排戶外活動要留意天氣、量力而
為。
在酷熱天氣下，不少巿民工餘時會到大型商場嘆冷氣。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午在尖沙咀區兩個大型商場所見，昨日雖非假日，但仍有
不少巿民遊逛。巿民伍小姐對記者表示，由於戶外過於炎熱，空閒
時會逛商場，因有冷氣消暑，而她不覺得商場過凍。巿民蕭小姐亦
表示室外太熱，故亦多會到商場逛街，亦未感到商場冷氣太凍。不
過，巿民陳小姐則直言本港有部分商場「凍得誇張」，且電影院溫度亦
十分低，不過她表示不怕着涼，自言知道哪些地方最凍，經常帶備風
褸穿着。
記者測得其中一個商場內的溫度約24.5度，另一個則為23.1度，而
商場所在的尖沙咀區昨日最高氣溫有35.3度，即由室外進入商場溫差
達12度。

去商場嘆冷氣忌即入最凍區
鄭志文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室外及室內氣溫相差大，若
巿民本身有活動而出汗，進入商場吹風，會帶走身體的熱量，影響抵抗
力，不但易感冒，更有機會引發鼻敏感及氣管敏感等呼吸系統疾病，
「近日都有這類患者去診所求診，但都係熱親嘅病人較多，佢哋症狀包
括好頭痛、疲勞同食慾不振問題。」
他建議巿民不要立即由高溫地點走到很凍的商場內，「有啲商場入去
第一道門，要再推門入去，可以喺嗰度無咁凍嘅地方停一停，唔好即時走
到商場中間冷氣最大嘅地方，如果入商場會坐低飲嘢，個袋最好都袋定一件衫或者披
肩，以免冷氣太凍冷親。」
至於巿民在「熱夜」將冷氣溫度調低睡覺，他則認為天氣酷熱開冷氣沒有問題，

「但唔好將溫度調得太低，調高些加把風扇已可以，另外亦可以調校時間掣或者sleep
mode（睡眠模式），如果間房細，則可以開客廳嘅冷氣吹入房，房入面則唔開，咁樣
就唔會太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港天氣持續
酷熱，高溫下不少市民照行山下海，時下市民興
跟網紅YouTuber推介行山「打卡」，只看到
表面美麗風光，不知道暗藏危機，加上防暑意
識不足，結果意外頻發。本港參與野外拯救的
4個部門昨日公布統計顯示，本月首21天共收
到122宗中暑求助個案，有46宗行山求救個
案，當中有12宗行山死亡個案。拯救人員提
醒市民出門前應參考天文台的暑熱指數，勿
做野外「獨行俠」。
警方、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隊及民安
隊，鑑於近月戶外活動中暑、跌傷和遇溺
意外增加，昨日透過傳媒向公眾發出防暑
避險的呼籲和提示。救援人員指出，疫情
下很多市民沒法外出旅遊，因而選擇行
山，但很多人可能是行山「初哥」或甚少
運動，只因看了一些KOL在YouTube
平台推介行山路線，但「網紅」介紹的資
訊往往不全面，只介紹美麗風景、「打
卡」位置，但欠交代路線的難度等危險
因素，當市民只為觀賞風景，便貿然
跟風「打卡」踏足險地，便可能發生危
險。
綜合救援部門數字顯示，每年的
6月至9月是中暑救助個案高峰
期，今年7月1日至21日共有122
宗中暑求助個案。政府飛行服務
隊今年至7月26日，近岸山嶺和
海上搜救召喚個案有418宗，當
中20宗與中暑個案有關，其中
6名傷者情況嚴重及出現昏

迷。而直升機搜救總數的七成位於香港東北、大嶼
山及西貢，反映上述三區是行山和水上意外的高危
區。今年至7月有12宗行山遇險死亡個案。
救援人員指出，行山人士必須做足功課，包括事

先規劃路線，選擇較多有樹蔭遮蓋路線，並設定多
條中途撤離路線，一旦不能再前行也可自行迅速離
開。另外，要穿上合適行山裝備，除衣服、鞋及帶
太陽傘外，亦預備足夠飲用的水，在酷熱天氣下最
少準備3公升，但注意不是口渴才飲水，因口渴時
可能身體已出現缺水，最好保持相隔15至20分鐘飲
100至200毫升，以保持身體水分。當發現同行者中
暑，應即時報警，等候救援時，應盡可能為其降
溫，包括在腋下、腿側位置保持清涼；並最好將不
適者以復原臥式姿勢，因不適者昏迷後舌頭會無
力，仰臥會阻塞呼吸構成危險。
救援人員勸告市民，出門前應參考天文台發放暑

熱指數，若堅持繼續行山，最好是結伴同行，如堅
決做「獨行俠」，最好預先通知親友行程路線，在
行程保持「打卡」，遇到意外可給自己「救命
草」，因為一旦不幸發生意外，救援人員可以第一
時間在其社交平台獲悉求援人士的出現位置，第一
時間展開救援。另外，行山人士可事先下載漁農自
然護理署的「GPS 遠足留蹤」服務功能App，或以
手機短訊傳送遠足徑標距柱上的編號至50222，以
便在意外發生時協助搜救隊伍迅速行動。
除了行山中暑和受傷事故，水上意外也有增加，

今年7月便有4人遇溺死亡。根據資料，警方2019
年接獲海上求援有90宗，在2020年升至130宗，
2021年則有134宗。救援人員認為有個案顯示有人
休息不足或飲凍啤酒消暑肇事，提醒市民進行水上
活動時要量力而為及切勿飲酒。

孫玉菡：中暑不宜納職業病
指引擬參考暑熱指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日天氣持續酷熱，有工會指接獲多名在戶
外工作工人的中暑報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
表示，正研究在勞工處的預防工作時中暑風險評估指引中，加入天文台的暑熱
指數作參考指標，又表示會探討實施酷熱天氣停工安排的可行性，但即使推行
也要視乎工作性質及地點，未必會「一刀切」處理。至於有工會要求將中暑
等熱疾病列作職業病，他認為中暑涉及太陽照射與空氣流動等大環境，未必
直接與工作相關，難以列作職業病。孫玉菡表示，已開展內部準備工作，研
究在預防工作時中暑風險評估指引中，加入天文台的暑熱指數作參考指標，
會盡快與持份者討論，「我們已研究了一輪，認為天文台的暑熱指數很合

用，它包含溫度、濕度等一系列和天氣有關的指標，以進行熱
壓力評估。預防中暑時借用這個科學化的指數，可令指

引更具體及清晰，僱主制定措施時有更好參考，
僱員便更放心。」

◆MIRROR演唱會舉行第四場，吊在半空的大銀幕突然墮下壓傷兩名舞蹈員，其後工作人員在舞台上檢查傷者傷勢。 網上圖片

◆◆不少市民一家大細入商場涼冷氣不少市民一家大細入商場涼冷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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