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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波馬「魔弟」重傷落網
駁火200槍輾過兄長逃 藏身小艇血跡露行蹤

美國波士頓警方為追緝馬拉松爆炸

案疑犯，全城大搜捕接近24小時，以疑犯兩兄弟一

死一落網告終。1號疑犯、兄長塔梅爾蘭在前日凌晨的

槍戰中喪生；一度逃脫的2號疑犯、弟弟焦哈爾，被警方循血跡發現匿

藏在一艘小艇上，雙方對峙個多小時後，重傷的焦哈爾前晚束手就

擒。總統奧巴馬讚揚警方迅速破案，誓言徹查疑犯犯案動機。當局計

劃控告焦哈爾涉嫌恐怖行為和謀殺罪，預計於日內提堂。

26
歲的塔梅爾蘭和19歲的焦哈爾是
車臣裔美國人，周四晚涉嫌擊斃

麻省理工學院(MIT)一名校警和搶車後暴
露行蹤，隨後於波士頓以西的沃特敦與
警方激烈槍戰。雙方互開超過200槍
後，塔梅爾蘭中槍倒地，送院後不治，
焦哈爾則趁哥哥衝向警方時，駕車突破
防線逃走，據報還曾輾過負傷倒地的哥
哥，並拖行一段距離。

警方及聯邦調查局(FBI)封鎖波士頓全
域陸空交通搜捕，其間在沃特敦發現多
個土製炸彈及焦哈爾的車，車內有血
跡。但之後幾個小時都未能發現焦哈爾
身影，當局一度找來他在馬里蘭州的叔
叔察爾尼，在電視上勸他自首。

警憂藏炸彈 對峙逾1小時

正當麻省州長帕特里克於前日傍晚6
時宣布解除波士頓戒嚴和恢復交通，當
局亦宣布疑犯似乎已經逃脫時，調查再
有突破。位於封鎖線外的一所民居，戶
主出門時發現花園的小艇上有血跡，於
是揭起防水布查
看，赫然發現一
名滿身鮮血的男
子，於是報警。

大批警員到場
包圍小艇，並透
過直升機熱能探
測器確認艇內有
人，因為擔心焦
哈爾可能藏有炸
彈，於是用機械
臂移開防水布。
雙方對峙超過一
小 時 ， 一 度 駁

火，現場傳出40多下槍聲。

傳中兩槍 動機仍然成謎

警方嘗試透過揚聲器勸疑犯投降，又
使用多個閃光彈試圖將他逼出，皆未能
成功。最終FBI出動精銳「人質拯救隊」
(HRT)，衝進小艇制伏焦哈爾，約於晚
上8時40分拘捕他。有報道指焦哈爾身
中兩槍，失血過多，非常虛弱，需要即
場急救和使用氧氣罩。救護車隨即將他
送院，他傷勢嚴重。

奧巴馬之後在白宮發表聲明，表示破
案「為這場悲劇寫下重要一章」。他強
調案件多個謎團尚待解開，包括在美國
學習和長大的兩兄弟為何要訴諸暴力和
有否幫兇等等，呼籲民眾不要倉促下結
論。緝兇期間，當局一度在麻省新貝德
福德帶走懷疑與焦哈爾有關的2男1女問
話，3人其後獲釋。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波馬」爆炸案後，
美國政府搜集大量照片
和影片，而調查人員翻
查資料尋找蛛絲馬跡
時，很可能只靠傳統的
肉眼方式辨別，而非臉
型辨識等新科技，原因
是這類技術近年沒太大
發展，無法辨別較模糊
的影像或從單角度拍攝
的臉部照片。

熟悉執法部門調查手
法的人士稱，辨別疑犯
的第一步，可能先從肉
眼入手，從爆炸一刻倒
後追查，用「眼力」找
尋事前所有可疑活動。
鑑證專家認為，臉型辨
識技術在未來調查中會
愈來愈重要，能協助比
對攝錄機、影片中不完
整影像，以及犯罪資料
庫和護照上的大頭照，
在調查疑犯的電腦及手
機時，效用更顯著。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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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周五)

凌晨1時20分至2時30分

警方追逐至沃特敦，疑犯投擲炸

彈並與警員駁火，塔梅爾蘭身

亡。警方隨後逐戶搜捕逃脫的焦

哈爾

清晨3時50分

警員引爆可疑物品

上午7時14分

警員引爆另一可疑物品

晚上6時15分

警方解除門禁和撤走部隊，認為

焦哈爾可能已逃逸

晚上7時10分

沃特敦查爾斯河附近傳出槍聲，

警察趕至

晚上7時30分

焦哈爾被發現匿藏在沃特敦富蘭

克林街一個住宅後園的小艇，估

計已受傷，警員到場圍捕

晚上8時40分

警員逮捕疑犯

■美聯社/《紐約時報》

■美聯社/《波士頓環球報》

26歲

生於俄羅斯

就讀邦克希爾社區學院工程學系

拳擊手，曾表示希望加入美國奧運代表

隊，虔誠穆斯林

斃命疑犯塔梅爾蘭（左圖）

19歲

生於吉爾吉斯斯坦

就讀麻省大學達特茅斯分校

前年於劍橋林奇拉丁中學畢業，曾獲市

政府獎學金

被捕疑犯焦哈爾（右圖）

美國警方
發布逮捕焦
哈爾的消息
後，波士頓
居民紛紛上
街 慶 祝 ( 見

圖)。不少人
激動得跳上
車頂、在街
上手舞足蹈
歡呼，並拍
手歡送警車
離開，全城瀰漫喜悅氣氛。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昨日網上流傳一張
據稱是1號疑犯塔梅爾
蘭死後的驗屍照片(見

圖)，顯示他身中多
槍，左邊胸口對下肋骨位置甚至有一處
裂開，深至背部，非常駭人。照片在
The Smoking Gun、Reddit及4chan等網
站流傳，從相中背景推測，可能是驗屍
之前由醫護或調查人員拍下。

搶救塔梅爾蘭的32歲急症室內科醫生
舍恩菲爾德表示，疑犯全身有多處創
傷，包括右肩及胸部燒傷、身軀有一個
可能是子彈或碎片造成的大傷口，流傳
的驗屍照片與她的說法吻合。

■《每日郵報》/《紐約每日新聞》

魔兄驗屍照曝光
身中多槍

魔弟落網
波士頓全城歡呼

全副武裝的警察昨日在疑犯焦哈爾入住
醫院外駐守，慎防有人劫犯。當局派出特
別查問小組，待焦哈爾甦醒後問話。當局
並以公眾安全為由，決定問話前不向焦哈
爾宣讀「米蘭達警告」，意味他無法像其他
犯人般，有權保持緘默和聘請律師。

「米蘭達警告」是美國警方拘捕疑犯時

的原則之一，即必須在盤問刑事案疑犯
前，明白無誤地告知對方有權援引憲法第
五修正案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
一條，行使緘默權和要求律師協助的權
利。香港人熟悉的「唔係事必要你講」亦
源於此原則。 ■美聯社/Politico網站/

《華爾街日報》

在焦哈爾就讀的麻省大學達特茅斯分校，有同學表示在爆炸案後兩天、即周三晚
見到焦哈爾出席朋友的派對，神情輕鬆。與焦哈爾同一宿舍樓層的丹素透露，

曾在走廊見過焦哈爾，「他看來一切如常，很平靜」。這意味FBI公布疑犯
照片後，兩兄弟才開始逃亡。

犯案後告訴父親「一切都好」

兩人的父親安佐爾在俄羅斯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透露，爆炸案發生
後，他還與兩名兒子通電話，並談論這次事件，稱很擔心他們，兒子
安慰他說：「我們一切都很好。」

爆炸案發生最初72小時，警方四出調查仍毫無
頭緒。聯邦調查局（FBI)前探員指，FBI在

網站公布疑犯照片後，點擊率高達每分
鐘30萬次，成為破案轉折點，因為樣

貌曝光後，塔梅爾蘭和焦哈爾的逃
亡壓力大增，改變行為模式，更易
出錯和暴露行蹤。

■《波士頓環球報》/美聯社人質救援隊專責反恐

波士頓警局拘捕焦哈爾後，在twitter宣布消息：「CAPTURED!!! the hunt
is over. The search is done. The terror is over. And justice has won. Suspect in
custody.」（抓到了！！！追捕結束，恐怖過去，公義得勝，疑犯落網）

■路透社

全城大搜捕期間，傳媒及網民很快便找到疑犯焦哈爾的twitter賬戶「@J_tsar」，並發現他
在爆炸發生數小時後，引用歌手Jay-Z的歌詞說：「這個城市的心中不是沒有愛，大家保重

（Ain't no love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stay safe people）。」
爆炸前一周，焦哈爾似乎已在twitter透露犯案意向，稱「若你有知識有妙計，

那只差付諸行動」。爆炸後他先後發文12次，包括在周二凌晨說：「有人知道真
相但保持沉默，有人道出真相但沒有聆聽，因為他們是少數一群。」到周三
凌晨又說：「我是沒壓力的人。」■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Gawker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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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旗下
的人質救援隊（Hostage Rescue
Team，簡稱HRT）屬反恐特種

部隊，負責拯救被恐怖分子或其他罪犯挾持的
美國公民，職責範圍為本土反恐，協助處理人
質事件和高風險執法行動。隊伍在逮捕波士頓
馬拉松爆炸案疑犯焦哈爾，以及早前拯救亞拉
巴馬州一名遭槍手擄走的5歲男童等案件上建
功。

HRT成立於1982年，除拯救人質和反恐
外，還包括直升機指揮及拯救任務、策動機動
突擊、高風險掃蕩及搜捕行動、為海外FBI人
員提供保護、派遣特工隊擔任狙擊手及保護重
要證人及要員。

HRT使用的武器是所有特種部隊中最先
進，其突擊隊及狙擊隊每天也要受訓，毋須執
行任務時，隊員每天須接受2至3小時體能、防
守戰術及戰鬥訓練。HRT擁有4小時內，派遣
局部或所有人員及資源前往美國任何地方的能
力，並能於化學、嚴寒、暗黑和郊區等不同環
境執行任務。 ■綜合報道

話你知

犯案後回校開P  
照片公開後逃亡

警twitter報喜：公義得勝

魔弟犯案後twitter：大家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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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出動大批警員追捕爆炸案疑犯。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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