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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同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5個
阿拉伯國家空襲「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蘭國」(ISIL)根據地，總統奧巴馬形容
這反映多國支持對抗ISIL，強調美軍並
非孤軍作戰。不過美國公布的行動細節
卻顯示，極大部分空襲行動仍然由美軍
戰機或戰艦執行。
約旦和阿聯酋前日證實，曾派出空軍

戰機轟炸ISIL，華府官員表示沙特和巴
林亦參與了空襲，卡塔爾則主要擔任
「支援角色」。
美國軍官表示，本周一深夜起發動的

空襲共涉及三輪攻勢，首輪由美軍單獨
負責，從戰艦發射逾40枚「戰斧」巡
航導彈，攻擊「呼羅珊」在敘利亞阿勒
頗及ISIL在拉卡的據點。美國和沙特、
阿聯酋戰機緊隨發動第二輪攻勢，轟炸
ISIL在敘北部的建築物、軍營及車輛。
第三輪攻勢針對ISIL在敘東部的據點，
由美國和阿拉伯國家戰機聯手執行。
美軍聯合參謀部作戰部長梅維爾透

露，美國戰機在敘境內執行空襲期間，
並未遭到敘防空系統照射或鎖定。不過
美國國防部官員拒絕回答，這是因為敘

總統巴沙爾的命令所致，還是美軍採取
了一些妨礙措施。

克里：土耳其承諾參與
評論認為，今次與美國聯手發動空襲

的阿拉伯國家全屬遜尼派，對全球共同
打擊同屬遜尼派的ISIL能給出一定正面
訊息。敘利亞鄰國土耳其亦是遜尼派國
家，而且是北約成員，過去一直抗拒介
入，不過美國國務卿克里前日會晤土國
官員後透露，土國已承諾加入聯盟。

■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

公眾此前對「呼羅珊」幾乎毫不認識，即使是白
宮官員，在新一輪空襲前亦從未公開提及這個

名字，唯一例外是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上周在問答
環節中「漏口風」，直至前日總統奧巴馬才首次公
開說出「呼羅珊」一詞。分析認為，白宮對「呼羅
珊」的情報守口如瓶，相信是要避免在空襲前打草
驚蛇。

空襲先發制人 殺兩分支領袖
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前日表示，美國已經監視

「呼羅珊」長達兩年，最近有情報顯示，該組織醞
釀對美國本土或歐洲國家發動恐襲的計劃已接近
「執行階段」，於是決定以空襲先發制人。霍爾德
提到，今年7月國土安全部對赴美航班提升安保級
別，正是基於對「呼羅珊」的調查，強調有關打擊
行動還將繼續，「直到認定他們無力再發動恐
襲」。
奧巴馬昨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強調美國率領
的聯盟必定會瓦解ISIL，呼籲國際社會加入對抗恐
怖主義。
美國周一深夜起聯同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阿拉
伯多國，大規模空襲敘利亞境內多個目標。美國消
息指，首天空襲在敘利亞投下的炸彈數量，相當於
過去6周有限度空襲伊拉克北部的總和，當中包括
「戰斧」巡航導彈和上百枚精確導彈。
多間傳媒引述美國情報官員指，「呼羅珊」領袖法
德利在空襲中死亡。白宮稱已注意到有關報道，正嘗
試核實消息。除了「呼羅珊」外，美軍空襲亦針對了
另一個此前未曾公開的目標、「基地」分支「努斯拉
陣線」，該組織證實領袖圖爾基在空襲中身亡。

空襲前知會伊朗 法人質被斬首
與ISIL有聯繫的一個北非聖戰組織昨日在網上發

放短片，顯示將周日被擄的55歲法國男子古德爾斬
首。
路透社昨日引述伊朗高官指，美國在敘利亞發動
空襲前曾經知會伊朗，顯示兩國關係進一步改善。
伊朗向美國提及空襲可能打擊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
憂慮，美國則保證敘政府軍不是空襲目標。
俄羅斯外交部昨日指出，美軍空襲行動事前未有

尋求敘利亞政府同意，合法性備受質疑。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國廣播公司/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紐約時報》

美國正式空襲敘利亞境內恐怖分子，目標除
了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ISIL)外，還包括由「基地」資深成員組成的
「呼羅珊」(Khorasan)組織。美國指，
「呼羅珊」成員以歐美公民為
主，專門策劃針對歐美的
恐襲，企圖再次發動
「911」式襲擊，危
險 性 不 下 於
ISIL，最近情報
更顯示該組織
即將在歐美
施襲，所以
美國先發制
人。

號稱多國支持 空襲主力靠美軍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乘坐「海軍陸戰隊一號」
直升機抵達紐約，準備出席聯合國大會。身為三

軍統帥的他步出機艙時，站在兩旁的海軍陸戰隊員向
他敬禮，他按照慣例回禮，不過回禮的右手竟拿着一杯飲
料，僅隨意地舉手敷衍了事，引來網民抨擊，怒轟他不

尊重軍人。
敬禮風波片段由白宮在社交網站Instagram的官方賬戶發布，網
民紛紛留言批評奧巴馬應放下咖啡杯，更嘲諷白宮沒公關智慧，
自取其辱。由於奧巴馬習慣喝茶，估計他當時是拿着一杯茶。

美國總統向敬禮的軍人回禮這個傳統，在1981年由前總統里根開始。根據海軍陸戰隊禮
儀手冊建議，「若雙手拿着物品或因有事不能回禮，就不適宜回禮」。 ■《每日郵報》

「呼羅珊」(Khorasan)是古代波
斯地名，源於波斯語「khwar」(太
陽)和「asan」(來臨)，有「日出之
地」的意思，從而引伸指「東
方」。這個名稱最先於公元3世紀
薩珊王朝時代出現，大約是指現

今阿富汗及烏茲別克一帶的波斯東部領土。該組織匯
集了恐怖組織「基地」的善戰成員，擅長製造牙膏或
衣物炸彈，招募及訓練歐美公民，再讓他們返國發動
襲擊，對西方國家構成重大威脅。

領袖為拉登親信 事前知悉「911」
「呼羅珊」的33歲領袖法德利，更是已故恐怖大
亨拉登的親信，是少數事前知悉「911」襲擊的「基
地」核心成員，與現任「基地」領袖扎瓦希里關係十

分密切。
對比擁有約3.1萬名成員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蘭國」(ISIL)，「呼羅珊」據悉最多只有1,000人，但
很多是來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身經百戰的「基地」
核心成員，組成一個強大的恐怖主義網絡。美國官員
指，有別於其他敘利亞反對派，「呼羅珊」對搶佔土
地或推翻巴沙爾政權興趣不大，更專注於策劃襲擊西
方國家。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恐怖主義分析家、東北大學

教授亞伯拉罕斯指出，「呼羅珊」資金和武器來源有
限，於是希望利用敘利亞亂局作掩護，暗地裡養精蓄
銳，形容他們像「專門撿屍體吃的鬣狗」。亞伯拉罕
斯認為，「呼羅珊」就像「更具國際視野的『基地』
分支」，又稱美軍把該組織列為重點空襲目標，已盡
顯它構成的威脅。 ■綜合報道

奧巴馬無禮貌 拿咖啡杯敬禮

澳洲一名懷疑支持伊斯蘭極端主義的
18歲青年海德，前晚在警局外涉嫌用刀
襲擊兩名警員，遭警方開槍擊斃，兩名
受傷警員情況穩定。澳媒報道，海德被
擊斃前，曾對澳洲總理阿博特發出死亡
恐嚇。
海德上周曾在商場公開展示極端組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旗
幟，其護照被當局以安保理由注銷。警
方稱，海德前晚到警署接受例行問話，
他與兩名反恐警員握手後，突然亮刀襲
警，其中一名傷者被刺傷頭、頸和腹
部。警員擊斃海德後，在他身上搜出兩
把刀。

有專家懷疑，海德的行動與ISIL早前
號召支持者襲擊西方國家有關，當時
ISIL曾點名澳洲為攻擊目標。澳洲伊斯
蘭團體認為事發至今只有警方片面之
詞，應客觀、全面地徹查事件。

立法禁赴恐怖主義熱點
澳洲國會昨日提出議案，實施更嚴格

的反恐條例，立法禁止民眾在無合法目
的下前往恐怖主義熱點，合法目的包括
提供人道援助、為澳洲或聯合國執行公
務、報道新聞或探親等。新反恐法將不
具追溯性，違者最多可面臨10年監禁。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基地」恐怖組織前
領袖拉登的女婿蓋斯，
因密謀殺害美國人及向
恐怖分子提供物資支
援，繼續構成威脅，前
日在美國紐約地方法院
被判終身監禁。
在法官卡普蘭宣判
前，蓋斯首先用阿拉伯
語發表個人聲明辯稱無

罪，表示除了真主之
外，不會祈求其他任何
人的憐憫。
48歲的蓋斯生於科威

特，被認為是「基地」
重要成員之一，娶了拉
登的大女兒法蒂瑪為
妻。他後來輾轉逃亡至
中東多國，去年3月在約
旦落網，隨後被引渡至

美國，今年3月被曼哈頓
聯邦陪審團裁定罪成。
蓋斯是「911」襲擊後，
在美國本土受審的最高
層「基地」成員。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

意大利金融警察前日接獲線報，在南部坎帕尼亞地區截獲
一架小型客貨車，搜獲多箱面額50歐元的偽鈔，總值達1,700
萬歐元(約1.7億港元)，拘捕車上一名男子。

歐洲搗犯罪集團拘逾千人 救30童
另外，歐洲刑警組織昨日宣布，於本月15至23日進行代號
「阿基米德」的大規模行動，打擊涉及人口販賣、網絡犯
罪、販毒及走私軍火的有組織犯罪集團，於歐洲多個城市、
港口及邊境關卡執行300次行動，拘捕1,027名疑犯。
歐洲刑警表示，除歐盟28國外，哥倫比亞、挪威、美國、

塞爾維亞及瑞士警方亦有參與，是打擊歐洲有組織犯罪集團
的最大型單一協調行動。

警方在其中一次行動中，成功救出30名將被販運作性奴或
奴工的羅馬尼亞兒童，並檢獲600公斤可卡因、1.3噸大麻及
200公斤海洛英，歐洲刑警主管溫賴特指行動瓦解多個歐洲犯
罪集團，預計將有更多人被捕。 ■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呼羅珊」意為日出之地 善戰擅長製炸彈

澳男襲警被擊斃 疑為恐怖分子

拉登女婿判終身監禁
意檢1700萬歐元偽鈔

■■美國展示恐怖分子在敘利美國展示恐怖分子在敘利
亞的據點被轟炸的照亞的據點被轟炸的照
片片。。美聯社美聯社

■■「「基地基地」」分支分支「「努斯努斯
拉陣線拉陣線」」成員查看被炸成員查看被炸
毀的建築毀的建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領袖

法德利

■「戰斧」巡航導彈從航母向敘利亞的恐怖分子發射。 法新社

■F18戰機有份空
襲。 美聯社

■海德上周在商場展示
「伊斯蘭國」旗幟。

■警方檢
視假鈔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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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斯蓋斯

■■奧巴馬在聯合國大奧巴馬在聯合國大
會發言會發言，，呼籲前往敘呼籲前往敘
伊兩國參與聖戰的人伊兩國參與聖戰的人
「「趁還有機會時離開趁還有機會時離開
戰場戰場」。」。 路透社路透社

■■網民批評奧巴網民批評奧巴
馬不尊重軍人馬不尊重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