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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視節目《香港有飯開》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食
物安全及科技研究中心，分別於上月18日和本月4日在
百佳超市、惠康超市、吉之島超市、元氣壽司及板長
壽司，收集港人喜愛的三文魚壽司、帶子壽司及鰻魚
壽司各一件，檢測常見的大腸桿菌及沙門氏菌含量。

吉之島壽司含沙門氏菌
首次檢測結果發現百佳、惠康的樣本全部合格；吉

之島、元氣壽司及板長壽司的個別樣本含菌超標，於
是化驗人員對問題壽司再次抽樣化驗。第2次化驗結果
顯示，板長壽司的問題樣本數量最多，三文魚壽司每
克含1270粒大腸桿菌，超標12.7倍，而帶子壽司則超標
12.2倍，兩個樣本均同時驗出沙門氏菌。元氣壽司的鰻

魚壽司大腸桿菌超標19.8倍；三文魚壽司則超標4.4倍。
吉之島的三文魚壽司則含有沙門氏菌。
理工大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主管(傳媒及社區事務)黎

明輝引述專家意見指，如果市民食用含菌量超標的壽
司，對健康構成風險。而售賣及處理壽司的店舖亦應
加強員工培訓，遵守衛生處理程序，確保食材衛生，
另外食客亦需要避免讓魚生或者壽司暴露於室溫過
久，以免細菌滋生。
板長壽司發言人表示，近半年沒有收過食客進食該

餐廳的食品後不適的投訴，而食肆亦有委託香港通用
公證行和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內部檢驗食品，從未有
食品含菌報告。發言人續指，由於未清楚亞視的取樣
方法，因此難以評論其準確性。元氣壽司發言人回應

指，對於測試報告之代表性有所保留，公司上周亦委
託香港通用公證行進行相同的測試，結果發現樣本皆
對大腸桿菌測試呈陰性反應；食肆過去亦未有收過食
品含菌超標的報告。

元氣鰻魚壽司菌超標20倍
板長三文魚壽司亦超12.7倍 兩店質疑取樣過程有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本港通脹不斷升
溫，李錦記表示，食材成本上漲，旗下產品今年
整體加價約3%至5%。調查亦發現，百物騰貴
下，1/6受訪家庭因經濟困難需要捱餓，近80%
的人食物開支較去年增加20%。為節省支出，
72%受訪子女過去一個月曾進食「隔夜 」，也
有父母進食「隔夜 」後食物中毒、嘔吐或腹
瀉。調查機構希望，港府將「食物銀行」援助期
由6星期延長至6個月，加強宣傳，以及將綜援下
的學生膳食津貼額由每月225元增至384元。

單親母憂兒營養不足　
李錦記（國際）貿易區域總裁（北亞洲及太平

洋區）李豐碩表示，近期澱粉及糖原材料不斷漲
價，旗下產品有加價壓力，部分已於今年第2季
起逐步加價，料全年整體加幅約3%至5%。公司
已透過多方面控制成本，避免將成本增幅全數轉
嫁市民，並盡量維持加幅在通脹水平內。
各項食材輪流加價，育有2子的單親母親玉珍

(化名)想起兒子營養不足的慘況不禁哽咽。她一
家3口靠申領綜援維生，兩名兒子正值發育期，
食量較大，但由於經濟欠佳，兒子每餐均未能溫
飽，不單影響健康，更令兒子缺乏自信。

1/6受訪困難戶捱餓
樂施會於今年5月26日至上月13日，訪問600個

育有15歲及以下兒童的低收入家庭，有關家庭的
月入低於全港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調查根據
測量表評估受訪家庭捱餓情況，結果發現1/6受
訪家庭因經濟困難需要捱餓；另有49.2%受訪家
庭於過去1年常購買廉價食物，包括於菜市場打
烊前進內買菜、購買接近過期的食品等。調查亦
發現，57.7%受訪者不清楚有「食物銀行」服
務。樂施會香港項目經理曾迦慧建議，政府加強
「食物銀行」服務，料相關總開支將由目前每年
2,000萬元增至8,000萬元。

8旅社接辦「夢想」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受「夢想假期」

結業影響的逾千名旅客，當中700人持有印花單
據，可「憑單當現金」到8間旅行社轉團，包括
中旅社、信成假期、關鍵旅遊、油麻地旅遊、星
級假期、佳旅、超級假期和匯景旅遊，如新團團
費較高則需補差額；旅客亦可以向「旅遊業賠償
基金」索取90%團費。至於沒有印花的400名
「一天團」旅客則無法受惠於轉團安排，亦不受
基金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壽司是不少港人鍾情的食物，但此類未熟食品容易受細菌

污染。理大調查發現，2間連鎖壽司店元氣及板長壽司被驗出大腸桿菌含量超標，板長壽司

的三文魚壽司樣本含菌超標12.7倍，而元氣壽司的鰻魚壽司超標19.8倍；吉之島超級市場出

售的三文魚壽司則發現含沙門氏菌。兩間被驗出含菌超標的壽司店均強調，內部食安抽驗過

去從未發現食品含菌超標，質疑是次化驗取樣過程有誤，導致細菌滋生，而吉

之島則表示已將有問題食品下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慢阻
肺病是香港呼吸道疾病的第3號殺手，
每年平均令3萬人入院，每日平均有5名
患者死於此病。香港胸肺學會會長何重
文醫生表示，吸煙是該病的主因，40歲
以上最高危，惟不少煙民誤以為咳嗽及
痰多屬「吸煙後遺症」而忽視病徵，延
誤治療。醫學團體本月至9月舉辦「給
我一口氣2011」肺功能免費測試服務，
助煙民及早診斷和治療。
美國胸肺學院（港澳分會）會長陳偉

文醫生指，慢阻肺病是繼肺炎及肺癌
後，香港第3號呼吸道疾病殺手，藥物
治療只能紓緩病情，暫未有根治方法，
每年平均令3萬人入院，佔入院額的
1.2%至2.4%；年均奪去約1,800人性
命，平均每日有5人死於此病。
何重文解釋，慢阻肺病乃慢性疾病，

引致肺氣腫及慢性支氣管炎，早期患者
的徵狀為長期咳嗽及痰多，較後期患者
會有氣促的情況，其肺部將失去50%功
能，較嚴重患者會導致心臟衰竭，須長
期服用藥物及使用製氧機，控制病情。
40歲或以上的煙民是高危一族，煙齡越
長，其肺功能受損程度越嚴重。
香港胸肺基金會主席莫恩榮表示，吸

煙是慢阻肺病的「元兇」，呼籲煙民盡
早戒煙，倘出現咳嗽及痰多的徵狀，應
及早接受肺功能測試，若「第1秒呼出
容積」低於70%，便應及早求醫或轉介
至胸肺科醫生。他續說，基金會已撥款

10多萬元，於本月至9月舉辦「給我一口氣2011」
肺功能免費測試服務，主要針對40歲或以上的煙
民，冀能吸引500至700名市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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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病患者應及早接受肺功能測試，若測
試結果的「第1秒呼出容積」低於70%，便要向
家庭醫生求診。圖為香港胸肺基金會主席莫恩
榮醫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樂施會的調查發現，有市民為節省食物開支
而讓子女進食「隔夜食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8成市民食物開銷增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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