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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棟建築只燒剩廢鐵。 美聯社

印度數千名變性人前晚在首都新德里一個社區
中心集會期間，因電線短路失火，波及整棟建築
陷入火海，造成至少15死逾50傷。由於許多人嚴
重燒傷，死亡人數料再上升。
有與會者稱，當時有約5,000名變性人參加為期

3天的集會，不料在最後一晚，當地時間晚上約7
時，大批變性人正載歌載舞之際，火苗先從社區
中心廚房竄出，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當地民眾表示，深陷火海的人驚慌失措、大聲

哭喊，有人指責警方指示混亂。消防員清理火場
時找到12具屍體，另有2人送院後不治。政府下
令徹查事故。
■美聯社/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印度時報》

印5千變性人集會
沖天火逾65死傷

埃軍警火燒示威者大本營

■示威者以牛奶洗眼防催淚氣。 路透社

■防暴警察前晚進駐解放廣場清場。
路透社

■麥凱布按指示於20分鐘後洗掉染髮劑時突然呼吸困難，
送院期間心臟更一度停頓。 網上圖片

生存機會僅8%  救回恐永久腦損

英婦染髮致敏昏迷

38歲的麥凱布當日按指示於20分鐘後洗掉深色
染髮劑，隨即向丈夫拉塞爾稱呼吸困難，拉

塞爾帶妻子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但幫助不大。他
急忙將她送院，其間她嘔吐大作，甚至誤吸嘔吐
物。醫生成功為她清理呼吸道，但她一直陷於昏
迷，現時仍要靠儀器維生。

化學品PPD疑為元兇
報道稱，麥凱布多年來一直使用歐萊雅染髮劑產

品，也曾通過皮膚測試，證實無過敏反應，過往從
未出現昏迷狀況。但專家認為，她反覆使用該產
品，可能誘發對其中一種化學品過敏。院方已要求
家人提供麥凱布所用的染髮劑及手套作檢驗。
麥凱布的父親相信PPD正是女兒出事的元兇，要

求全英禁止家用染髮劑使用PPD；據悉其家人計劃
採取法律行動追究責任。歐萊雅非常關注事件，發
言人稱會盡一切努力協助麥凱布及其家人，並配合
當局調查。 ■《每日郵報》/英國《太陽報》

染髮劑隨時成為催命符！英國一名女子上月30日在家中使用化妝品巨擘歐萊雅

(L'Oreal)的染髮劑，20分鐘後身體突感不適，呼吸困難，送院期間心臟更一度停頓，至

今已昏迷3周，仍在跟死神搏鬥。醫生警告，她的生存機會只有8%，即使僥倖撿回一

命，腦部亦會遭永久損害。外界估計，染髮劑主要成分苯二胺(PPD)是引致嚴重敏感的

元兇。

埃及流血衝突持續，軍警放火焚燒開羅解放廣場的帳篷，並向示威者
發射催淚彈及橡膠子彈，警方一直否認使用實彈，但有民眾展示用過的
獵槍彈殼，指責警方說謊。全國昨日增至35人死亡，逾1,700人受傷。官
方通訊社昨日報道，文化部長加齊向執政軍事委員會請辭，抗議政府的
處理手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期望埃及透過協商化解分歧，避免
人員傷亡。
示威前日升級，解放廣場四周放滿路障，有示威者多次試圖衝擊內政

部大樓，並向軍警擲石。救護車來回送走傷者，現場瀰漫催淚氣體的刺
鼻氣味，氣氛猶如戰場。示威者矛頭直指軍委會領袖坦塔維，堅稱會繼
續抗爭。

國會如期大選
政府聲明稱，民眾有和平示威權利，但反對有人借此破壞國家穩定。

政府與軍方決定國會下周一如期大選，呼籲各黨派積極參與國會選舉，
但部分政黨及獨立候選人已暫停選舉活動。軍方要求政府徹查衝突，又
表明無意拖延權力過渡，絕不容許任何阻礙民主進程的做法。
反對派領袖巴拉迪表示，軍警明顯過度使用武力，鎮壓根本與屠殺無

異，他已準備好帶領埃及避免陷入分裂。外界認為若軍方不肯放權予文
人政府，選舉已失去意義。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新華社/《衛報》

《華盛頓郵報》前日引述美國和利比亞官員稱，利
比亞過渡委員會過去數周在中部兩個地區搜出數百枚
化武炮彈，消息人士透露，當局懷疑是由伊朗為利國
特別設計及製造，再由卡扎菲政權裝上劇毒芥子氣。
如果事件屬實，相信會令各國更憂慮伊朗正發展大

殺傷力武器。卡扎菲2004年曾向英美及歐盟承諾申報
並摧毀所有化武，是次卻顯示他成功瞞天過海，令外
界質疑西方強國是否有足夠能力監管這些封閉國家。
另外，繼卡扎菲次子賽義夫上周六在西部布拉卡沙

特地區被補後，前情報主管塞努西亦在同一地區落
網。過渡委表示，會在國內審訊賽義夫。海牙國際刑
事法庭(ICC)發言人重申，利國在法律上有義務與ICC
合作，如果要審訊賽義夫，必須與ICC達成協議。

■《華盛頓郵報》/美聯社/路透社

美媒：
伊朗向利國輸出化武

敘利亞15歲
少年伊薩(見

圖)因拒絕參
加支持阿薩德
政府的遊行，
於校內當 同
學面前遭政府

民兵向胸部開槍殺死。2萬人出席他的葬禮，並
高呼他為「烈士」。伊薩是敘國爆發反政府示威
潮以來，第282名被殺害兒童。
據報伊薩在事發時遭民兵亂棍狂毆，但一名冷

血軍官唯恐他未死，下令「再開一槍確保他必死
無疑」。亦有報道指，伊薩是在離開學校後，才
被跟蹤他的民兵所殺。
今次冷血行徑加深了民眾對政府的仇恨。伊薩

被視為抵制阿薩德的象徵，他居住的小鎮街道更
以其名字命名。伊薩生前在校內是知名的「反叛
分子」，曾因挑戰校內歷史教科書中有關親政府
的內容而被勒令停學。 ■《每日郵報》

拒遊行撐政府
敘少年遭槍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