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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食環署為提高滅鼠效果，可謂
扭盡六壬。除了設立夜更防治鼠患流動隊與老鼠打「巷戰」外，
署方又於上月初推出滅鼠第二招，包括引入新設計的T型鼠餌
盒，並在灣仔區的後巷試行放置300個。本月初，署方又推出新
措施，在全港九區共9條後巷試行擺放大型有蓋垃圾桶。

T型鼠餌盒易置暗角位
老鼠其實非常蠱惑，單靠「一招半式」無法完全杜絕鼠

患。為此，食環署於上月初再出招，引入新設計的T型鼠餌
盒，現已在灣仔區的後巷試用。食環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李
明偉介紹，該鼠餌盒有助提升滅鼠工作的彈性，「相比舊式
方形鼠餌盒，T型盒放在後巷暗角位，往往更得心應手。」
另方面，由於T型盒的垂直管道可以一次過投放更多食物鼠
餌，對老鼠吸引力更大。署方將檢視其成效，不排除稍
後推展到全港各區。

香港常見的老鼠大致分為兩大類：最常在後巷出
沒的「溝鼠」，以及在屋頂活躍的「黑家鼠」。
李明偉表示，老鼠警覺性高，對於不熟悉的環
境及物品有戒心，誘捕策劃必須有針對
性，包括不時更換誘捕食物，「溝鼠偏
好甜加濕的食物，例如花生醬、新
鮮番薯及魷魚等，而黑家鼠則喜
歡吃瓜子，放啱食物先吸引

到老鼠。」他又透露在街市捕捉老鼠除了要熟習地形，還要了
解每層老鼠的習性，「如果一樓是賣魚為主，該層的老鼠吃慣
鮮魚，一旦你放置鮮肉做餌，牠們也不會吃，因此事先要做足
功課。」

有蓋垃圾桶切斷食物鏈
滅鼠成效某程度更取決於市民的配合度，尤其部分食肆將廚

餘或食物殘渣亂棄後巷，引來老鼠成群，食環署遂於本月7日
推出新措施。衞生總督察（潔淨及防治蟲鼠）劉智敏表示，署
方已在全港九區合共9條與食物處所相連的後巷，包括灣仔、
中西區及油尖旺等，試行放置容量達240公升的有蓋垃圾桶，
讓商戶棄置廚餘，以切斷老鼠的食物鏈，「解決鼠患需要商戶
及市民同心合力，加強環境衞生，只有減少食物來源，先可以
成功處理鼠患問題。」
食環署又會定期發放「整體鼠患參考指數」，近年數字一直

偏低，但市民實際生活上似未感到鼠患有改善跡象，李明偉解
釋，鼠患指數高的地方，只反映該區出現老鼠的地點比其他地
區為多，但不反映老鼠數量的多寡，「比如在觀塘有10個點發
現老鼠，但每個點可能只有1至2隻，相反沙田區只有1個點發
現老鼠，但該點可能卻有100隻老鼠，就出現觀塘鼠患指數仍
比沙田高，但論嚴重性，可能沙田會嚴重啲。」
他坦言，明白市民希望有關指數更反映實況，故署方正研究

制訂更多鼠患指標，讓市民更容易掌握。

雖然食環
署加大滅鼠力
度，但由於個別商
戶欠公德亂棄垃圾，
後巷入夜後儼如老鼠樂
園。當晚一行人放籠期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最少發現10多
隻大大小小的老鼠，在牆面兩邊的
溝渠亂跑，部分老鼠更似乎毫不怕
人，在垃圾及雜物堆中翻箱倒篋覓食，
更有一些身手敏捷的老鼠快速地沿着水渠往
樓上民居爬，走入民房搵食。政務司副司長卓
永興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透露，目前街道清潔
及阻街的定額罰款為1,500元，特區政府擬加重罰款，
下月將諮詢立法會意見，提高阻街罰則，縮短商戶清理阻
街物件的時限。

後巷入夜成老鼠樂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晚直擊的後巷之所以成為老鼠「開P聖地」，原

因之一是商戶貪方便在後巷胡亂棄置垃圾及雜物，包括未有包紮好的垃圾
袋，讓老鼠有機可乘。食環署九龍城區衞生督察（防治蟲鼠）陳繼盛向記者
表示，該署已努力加強清理後巷的垃圾及雜物，還特別為食肆提供有蓋垃圾桶，
避免老鼠翻摷廚餘，惟仍有人非法棄置垃圾。

居民食肆須積極合作
防治鼠患不能單靠食環署的滅鼠工作，附近居民及食肆也須合作，保持環境衞生才能杜絕鼠

患問題。食環署表示，過去一年，署方就非法棄置垃圾分別發出約42,80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及提
出115宗檢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今屆香港特區政府多管齊下改善鼠

患問題，據食環署向香港文匯報提供的

資料顯示，單是7月至10月，政府有關部

門已在全港捕獲近1.8萬隻老鼠，按年大升

近五成。有關部門令「鼠輩」無所遁形的絕招

之一，是在今年7月開始引入夜更防治鼠患流

動隊，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深夜隨隊直擊隊員

與老鼠鬥智鬥力。由於老鼠嘴刁，口味經常轉

變，鼠餌不能一成不變，隊員會以不同的食物

作餌，包括肉乾、番薯、燒肉……輪流「侍

候」，更會在牆上噴灑能吸引老鼠上當的噴

劑，成功生擒多隻老鼠。政務司副司長卓

永興昨日透露，下月將推出全港滅鼠行

動，政府擬聯同公私營管理公司及街

市合作滅鼠。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明

人鼠大鬥法 食環署三招打「巷戰」

誘餌常換口味誘餌常換口味 肉乾番薯燒肉輪番肉乾番薯燒肉輪番「「侍候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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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食環署向香港文匯報提供的資料顯示，單是
今年7月至10月，有關部門已在全港捕獲

17,900 隻老鼠，較去年同期的 12,000 隻增加
49%，其中以7月引入的夜更治鼠隊「戰績」彪
炳，7月至10月捕獲6,200隻活鼠。

夜間投誘餌 食物保新鮮
食環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李明偉日前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以往捉鼠多派「日更隊」出
動，偶爾亦會派遣「夜更隊」，近月檢討後，決定
將夜更治鼠隊恒常化。他解釋，部分老鼠籠在日間
放置妥當後，沒多久即被頻繁出入的途人踢歪，導
致部分鼠籠失效。同時，由於日間放置的鼠餌入夜
後已不再新鮮，老鼠提不起興趣，因此有必要成立
夜更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深夜隨治鼠隊到黑點之一的
土瓜灣北帝街47號至83號一條長約100多米後巷
捉鼠。現場所見，該處的商店、食肆林立，未正式
放籠已有不少老鼠竄出竄入，而治鼠隊在日間放
置的多個老鼠籠也有斬獲，一隻隻老鼠就擒。

晚11時放籠 晨7時收籠
帶隊的九龍城區衞生督察（防治
蟲鼠）陳繼盛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介紹道，食環署環境衞生
部19個分區今年7月，在
每區各成立一隊外判
的夜更治鼠隊於深

夜11時至凌晨2時到區內的鼠患黑點放置老鼠
籠，以食物作餌誘捕老鼠，清晨5時至早上7時
則進行收籠。
當晚，全隊有一名管工及兩名工作人員，另有一

人負責監督工作。隊員抵達後，即分批沿後巷兩
邊放置鼠籠，籠的開口處向牆身，籠裏放置食物
作餌。陳繼盛解釋，由於老鼠一般會沿牆邊走
動，故鼠籠便沿後巷兩邊放置。
據了解，以往誘捕老鼠的食物一成不變，令捕鼠

成效大打折扣，但當晚籠內放置的食物花款多多，
分別是番薯和豬肉乾，部分更抹上蜜糖，以吸引老
鼠，有隊員表示誘捕老鼠的食物要經常變換，「老
鼠喜愛的食物並無標準，要不停嘗試，包括燒魷
魚、燒肉等，而番薯有甜味，老鼠又會用來磨牙，
但若然用了一輪收效少，就要轉換其他食物作餌，有
時一些瓜子也可捉到老鼠，要和牠們鬥法。」
由於該條後巷老鼠較多，當晚治鼠隊共放置約

40個老鼠籠，每隔一米多便放置一個，整個過程
花了大半小時完成後，隊員便手持一支噴劑，沿
後巷兩邊牆身噴灑，並將噴劑灑向鼠籠中，隊
員表示這支噴劑屬無害性，但其氣味能吸引老
鼠，增加誘捕老鼠的成效，「之前用過有效，所
以承辦商提供使用。」
現場所見，除治鼠隊放置的鼠籠外，後巷兩旁的

渠邊亦掛有一些藍色的毒鼠餌，申訴專員公署早前
曾批評承辦商人員錯用毒鼠餌，包括包裝袋未有打
孔，無散發氣味吸引老鼠，但今次直擊的毒鼠餌包
裝已打上兩個孔，陳繼盛說：「除放老鼠籠活捉

外，一些老鼠未必走入籠內，因此同時有毒鼠餌進
行毒殺。」
他表示，夜更治鼠隊會按日程，每晚到區內3至

4條獲揀選的後巷放置鼠籠，挑選準則是有老鼠出
沒地點，若之後再未發現鼠蹤，便更換地點，若鼠
患未改善，就會放置更多的鼠籠，以杜絕鼠患。

卓永興：下月推全港滅鼠
卓永興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示，香港滅鼠行

動初見成效，下月進一步推出全港滅鼠行動。

夜更流動隊建夜更流動隊建功功
恒常化除恒常化除 務盡務盡

◆治鼠隊人員在後巷牆邊及老鼠籠，噴上吸引老
鼠的氣味噴劑。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老鼠似不怕生老鼠似不怕生，，公然在夜間治鼠隊工作人員公然在夜間治鼠隊工作人員
面前面前走過走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攝

◆夜間治鼠隊人員在後巷兩旁牆邊的溝渠放置老鼠
籠。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治鼠隊人員清晨將捕獲的治鼠隊人員清晨將捕獲的
老鼠捉走老鼠捉走。。 食環署供圖食環署供圖

◆◆部分老鼠體形肥碩部分老鼠體形肥碩，，可見覓食可見覓食
容易容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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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蟲鼠主任李明偉(右)與
衞生總督察劉智敏介紹食

環署最新引入的T型鼠
餌盒。 香港文匯報

記者文禮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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