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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蜂

蜜蜂

木蜂

萃熊蜂

泥蜂

切葉蜂

彩帶蜂

馬蜂

鈴腹胡蜂

異腹胡蜂

特徵

品種繁多，性情兇猛，體長18至24毫米，除
採集花蜜外，以多種農作物害蟲的幼蟲餵飼自
己幼蟲，部分品種會捕食蜜蜂

社會性昆蟲，體型較胡蜂小，蜂群數量大，是
世界養蜂業重要蜂種

獨棲，生產昆蟲界最大卵，體長12至25毫
米，以花蜜、花粉為食

社會性群居，體型比蜜蜂大，但比木蜂小

獨棲，捕食性，以多種昆蟲的幼蟲和蜘蛛為
食，並會在麻醉獵物後，於其體內產卵

獨棲，與蜜蜂外形相似，最明顯特徵是腹部生
有一簇金黃色的短毛

體背黑色，腹部有3條藍色的橫帶

又稱紙巢胡蜂，體長兇猛

體長8至10毫米，細腰，錘腹膨大如鈴鐺狀，
第一節基部左右有黃斑，後緣為黃色環帶

體長12至17毫米，體色黃色至橙褐色，體型
狹長，工蜂對人類具攻擊性

巢穴

一般在高處修築隱蔽式蜂巢、巢室多層

在較陰暗石隙築巢

大多於枯木或木材中作洞築巢

於地表或地洞築巢

在土內或土表築巢

常從植物的葉子上切取半圓形的小片，
或收集花瓣並帶進多種孔洞內築巢

在土壤或枯木中築巢

從植物、木頭、籬笆樁、電線杆和建築材料等枯木中收
集材料，然後把該些高纖維的材料嚼爛，混合高蛋白質
的黏性唾液製成「紙漿」，用以築巢

修築類似馬蜂的紙巢，一些品種的巢呈水滴形

於離地不超3米的枝葉間或樹下，修築不規則柱狀蜂巢，有些巢室多達二三
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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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嶼山和大圍昨日分別發生野蜂

襲人事件，其中發生在南大嶼郊野公園

的一宗更罕見地奪人性命。漁護署男職

員吳國培在芝麻灣郊遊徑山坡植樹期

間，被腹部有黃黑紋的蜂群追噬，手掌

最少有4個被蜂針螫傷的小洞。他在5

分鐘內即陷昏迷，由直升機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有醫生指對

蜂毒有過敏反應的人，會令氣管收窄缺氧而危及性命。有滅蟲

專家估計，事主較大可能受到本港常見的虎頭蜂攻擊，提醒市

民郊遊時做好防避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漁護署職員挨蜂螫4針身亡
毒蜂日襲兩人 一死一昏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環境及生態局、公務員事務局和
漁護署昨日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對屬員離世深切哀悼，並強調會盡
力為他的家人提供所需協助。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在聲明中表示，對漁農自然護理署農林助

理員吳國培逝世感到非常難過，「我代表環境及生態局向吳先生的家
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我們會盡力為他的家人提供所需協助。」

讚逝者受愛戴 工作優秀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對吳國培在工作期間離世感到非常難

過，並向他的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公務員事務局已經與漁護署
聯絡，盡力協助他的家人度過這悲痛及艱難的時刻。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梁肇輝對吳國培離世深表哀痛，「吳國培在

漁護署服務四十多年，一直堅守崗位，竭誠服務大眾，工作表現優
秀，而且深受同事愛戴。對於痛失這位盡忠職守的同事，我感到十
分難過和惋惜，並代表部門所有同事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慰
問。」漁護署會繼續與吳國培的家人保持緊密聯繫，在可行情況下
提供一切適切的支援及協助，幫助他們度過艱難的時刻。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紀錄，過去
3年共有13宗漁護署人員被野蜂所
螫的報告。漁護署郊野公園分署設
有防治野蜂及戶外工作的安全指引

和職安健海報，並會為新入職的人員提供戶外工作的職
安健培訓（包括防蜂），亦會定期傳閱相關的安全指
引，以提高人員的防蜂意識。由於每年都有不少市民到
郊外行山，漁護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防治蟲鼠事務諮
詢組）都有提供安全貼士，提醒市民在郊野地方小心避
免誤觸蜜蜂、大黃蜂。
綜合有關措施，大致可分為以下注意事項：

一、防
1. 避免走草叢、蕨叢或雜樹林，因通常是昆蟲和黃
蜂聚居的地方

2. 蓋好食物和飲品，特別是熟的水果和汽水。食物
的氣味會吸引蜂群，尤其是含糖分的食物

3. 將垃圾放入密封的容器內
4. 避免赤腳在草和林木間行走，切勿以樹枝小棒拍
打路邊樹叢

5. 避免侵入黃蜂的活動範圍，盡量繞路前進
6. 避免使用芬芳的香體品，避免穿着顏色鮮艷或有
圖案的衣服

二、避
1. 如遇群蜂追襲，可坐下不動，並用外套遮住頭和
頸以作保護，蜷曲臥在地上，待蜂群散開後才慢
慢撤離

2. 切勿亂動和不停拍打趕蜂，因為蜂類對移動的生
物相當敏感，動來動去會刺激蜂類誤以為有人想
入侵地盤

三、治
1. 如被螫針，可用鉗拔除，但勿擠壓毒囊，以免剩
餘毒素進入皮膚，亦可用冷水濕毛巾輕敷傷處，
減輕腫痛

2. 若有嚴重螫傷，或被胡蜂螫針而引起過敏反應，
應盡快求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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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齊分享心得
籲署方提供裝備

一名漁護署職員昨日遭蜜蜂螫傷暈倒，送院時
昏迷不醒，經搶救最終不治，事件引發網民熱
議。不少網民均同情事主遭遇，形容是一樁悲
劇，但同時認為漁護署在今次意外上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呼籲應給予在郊區工作的職員足夠的安全保障。有網民則
發帖分享在野外如何區分野蜂的種類，以防再有市民被毒蜂螫傷。

分享野外防蜂經驗

Akai Ho：這類在郊區工作的
職員，漁護署應該要提供防護
裝備保障他們的安全。
Lee Richard：這屬於工傷死

亡，勞工處是否要調查漁農
（護）署有否提供足夠防護措
施給員工工作？
presentatpresent：一般基

層員工都沒什麼福利，希望有
官方機構協助後事及支援家
屬。
邱云娣：應該不是蜜蜂，是黑

頭蜂。這種蜂一針，可以當場昏

迷。徒步人士看見此種黑頭蜂一
定要趴在地上，然後用某種衣
服包好自己的頭面手腳，不要
露出。等他（牠）們走了，然
後慢慢爬遠處才起來走。
Yang Liu：應該是馬蜂螫傷

的。被螫傷後馬蜂的毒素會使
人胸悶、頭暈，如果不緊急處
理甚至會死亡。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先用醋反覆清洗，然後冰
敷傷口，再去就醫開藥，我三
天前遇到同樣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官員深切哀悼
全力協助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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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死亡的吳國培（64歲），在漁護署服務40多年，任職農林助理員，
生前一直在郊野公園管理站工作，4年前退休後，繼續以退休後服務合

約受聘於漁護署。據了解，吳患高血壓4年，但並無其他明顯疾病。

大嶼山植樹 老職員遭蜂群追逐
昨晨，吳和4名同事前往大嶼山芝麻灣一處山坡做種植工作，分散在不
同位置工作。上午10時21分，同事發現吳被蜂螫傷，大約4至5分鐘後就
失去知覺，於是報警。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到場將吳送往東區醫院搶救，惜
於12時04分證實不治。警方其後到場調查，勞工處亦派員到場了解事件
經過，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手掌腫脹昏迷 直升機送院失救
有工人透露，自己在工作期間聽到吳大聲呼救，之後向山下狂奔，「他後
面有一堆又黃又黑的『蜜蜂』追住，他想擺脫堆蜜蜂。」工友上前扶住吳及幫
忙撥開蜂群，其後見他手掌開始腫脹，直升機到場時吳更已經失去意識，工友
估計吳可能誤碰到蜂巢出事。據悉，吳的左手及右手掌至少有4個疑被螫傷的
小孔。由於只是進行植樹工作，他未有穿上保護衣，其死因要待驗屍確定。

大圍修斜坡遇螫 工人一度暈倒
同日下午2時許，一名33歲男工人在大圍悠安街10號維修斜坡期間懷疑

被蜜蜂螫傷暈倒，附近同事發現報警。救護員接報到場處理，男傷者其後回
復清醒，被送往威爾斯醫院治理。
急症科醫生馮顯達表示，一般而言，遭蜂螫的致命率並不高，但有部分人

對蜂螫會在短時間內產生嚴重的全身過敏，不論是何種蜂類，例如蜜蜂、黃
蜂或胡蜂，均會有同樣的敏感反應，若不及時進行處理，有可能危及性命。
他表示，遭蜂螫過敏的傷者，皮膚表面會出現紅疹、「風癩」，其氣管會

收窄，情況如同嚴重哮喘，會令患者缺氧，血管亦會擴張，令血壓下降。其
中，缺氧最有可能危及性命，若現場有人見到傷者呼吸困難時，可幫助他坐直
身體，令氣管較順通，亦可為其解開紐扣幫助呼吸。
急症科醫生謝萬里表示，蜂類的毒素會引起敏感，被愈多隻蜜蜂螫到，敏

感的機會愈高，引起的敏感令人體血壓降低，同時會有喉嚨水腫、呼吸出困
難和氣管收縮等徵狀。被蜂螫的危險程度，要視乎蜂的數量和人的體質。若
本身有敏感的病如哮喘，風險會高些，若那人心臟有問題，血壓降低引發心
臟病，也有可能造成死亡。

��
�1 遇蜂莫急逃 蹲身護頭部

本港有各種蜂類，巿民在戶外工作或郊遊時要
小心被叮螫。香港文匯報綜合不同專家的意見，
表示倘不幸遇到蜂群襲擊，不要驚慌及逃跑，應
蹲下保護頭部，以免激發野蜂加強襲擊，倘已被
螫，應盡快用鉗等工具拔出毒刺，以冰袋或者濕
毛巾輕敷傷處以減輕腫痛，倘出現呼吸困難等嚴
重症狀，應立即報警召喚救護車送院。

「虎頭蜂」築巢期對聲音敏感
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副會長陳偉強認為，
漁護署員工很可能是被俗稱「虎頭蜂」、「黑
蜂」的胡蜂螫傷。「虎頭蜂」毒性強，被螫傷人
士體質承受不了蜂毒時會引起很大反應，尤其是
首次被蜂螫，身體反應更大。現在是「虎頭蜂」

築巢期，牠們對聲音反應特別敏感，稍有噪音就
會有攻擊行為，故市民行山郊遊時不要高談闊
論、製造噪音觸發其反應，亦不要用行山杖到處
觸碰，以免影響蜂或蛇棲息。

莫噴香水穿花衣 勿揮手驅蜂
有蟲害專家表示，虎頭蜂、黃蜂、胡蜂都會傷
人，其中虎頭蜂體積大，殺傷力也大，為本港最
惡的蜂蟲，中招會休克甚至死亡。虎頭蜂屬本港
常見野蜂，體形倍於其他蜂蟲，身長可達兩節指
節。由於其蜂針垂直，與一般蜜蜂彎針不同，螫
人後尾針不會留於傷口內，若對蜂毒敏感，中螫
者會感氣促頭暈，有的甚至死亡。
有本港的害蟲防治服務公司在網站介紹避免

蜂螫的小貼士，包括不要塗香水及使用有香味
過重的洗髮水等，亦不要穿着有鮮艷花朵圖案
的衣服或使用顏色鮮艷的背包，以免招來蜂
類。倘不幸遇上周遭有黃蜂，須保持冷靜，慢
慢離開，切勿尖叫、揮動手臂拍打驅趕，這只
會刺激蜂群施襲。
攀山專家鍾建民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倘遭蜂

群襲擊，不要試圖逃跑，因蜂群飛得更快，最重
要是蹲低身子，並盡量用衣服、帽、背包等保護
自己頭部，待蜂群離開後才起身，「如果蹲下不
動就會飛走，不要掙扎或打牠，因為愈打愈
多。」
倘被螫傷，據害蟲防治公司在網站建議，可用

冰袋或濕毛巾冷敷，若有呼吸困難、嘔吐、噁
心、腹瀉、視線模糊、臉部或嘴部腫起、吞嚥困
難等症狀，則顯示其過敏反應嚴重，應立即報警
召喚救護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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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替昏迷的漁護署職員做心外壓。

◆漁護署人員及死者家人到醫院了解情況。

◆直升機將遭蜂螫傷的漁護署職員送院急救。

◆殺人「疑兇」虎頭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