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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走私象牙案激增17倍
去年共檢獲1600公斤 偵緝犬破案率達9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距離
農曆新年尚有不足十天，一班領展義工
團早前聯同亞洲動物基金，攜同 5隻
「狗醫生」到藍田一間護老院，探訪多
名公公婆婆，向他們送上新年揮春及小
禮物。有義工表示，放棄讓6歲女兒報

讀興趣班而改為參加義工活動，為的是
讓她學習敬老及禮貌，避免變成「公主
病」一般驕生慣養。
亞洲動物基金去年獲領展撥款資助

「狗醫生計劃」，透過狗醫生動物輔助
治療計劃，定期探訪院舍長者，為對方
帶來歡笑，預料受惠人數約500人。義工
團成員之一的彭媽媽坦言，與丈夫「最
怕個女有公主病」，與現實社會脫節，
故於兩年前帶女兒做義工，讓對方透過
活動，學習如何幫助別人及孕育愛心。
她現時每月平均帶女兒做兩次義工。

任職公務員的李偉奇是狗醫生
「Chubby」的主人，兩年間一人一狗走
訪不同機構探訪長者或醫院病人，希望
為對方帶來歡樂及正能量。他表示，印
象最深刻一次是前往醫院探訪病人，對
方原來幾年以來都沒有親人探訪，一看
見「Chubby」便哭了出來。他認為行善
最樂，連他自己也有得着。

公公婆婆見狗倍感親切
亞洲動物基金動物福利教育經理

KARINA表示，狗醫生在不同層面發揮

作用，令對象無論身心方面都能得到紓
緩。她引述不少國際研究指出，當人類
與動物互動時，能有效減低壓力及患上
高血壓、心臟病的機會，心理層面上則
可令人感到溫暖及不孤單。
現年80歲的楊婆婆表示，見到很多義
工來探訪已經很開心，「再加上狗兒就更
加開心！」她大讚狗兒可愛，令她精神為
之一振。89歲的雷公公表示，老人家最喜
歡熱熱鬧鬧、氣氛好，指狗兒探訪帶來歡
笑，感到相當安慰。他又透露，以前後生
亦養過狗，所以看到牠們倍感親切。

港
大
催
眠
治
腸
易
激
招
患
者
治
療

領展義工帶「狗醫生」敬老

海關數據顯示，2014年共檢獲2,270
公斤走私象牙，去年則檢獲1,600

公斤，數字大幅減少，顯示打擊行動有
效。海關情報科高級監督冼應生昨日表
示，近年走私集團不斷更改策略以逃避
海關的偵緝，「2012年至2013年，走私
集團以海運貨櫃方式(Sea Cago Contain-
er)走私象牙，每宗檢獲1,000至2,000公
斤象牙。」

「斬件」塗色圖過關
他續說，走私集團近年開始利用郵遞

方式非法入口象牙，相關個案數目由
2014年的兩宗大幅增至去年的35宗。他
指出，走私集團會將象牙「斬件」，並
塗上鮮艷的顏色，試圖讓關員以為是金
屬塊逃避耳目。他表示，未來會加強與

海外執法機構作情報交流。
海關雖負責打擊走私行動，但漁護署的
檢疫偵緝犬對打擊動物走私也功不可沒。
漁護署現有9隻檢疫偵緝犬，牠們會不定
期到各個出入境口岸偵測行李及郵件，偵
測是否有人非法出入口象牙及其他動物。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到漁護署觀看

檢疫偵緝犬模擬偵測象牙示範後表示，
政府重視生態保育，包括關顧非洲大象
的非法獵殺行動，故施政報告提出加強
打擊相關的非法行動，包括即時啟動相
關修例的程序，希望從禁止大象狩獵品
出入口作為起點，接着構思其他方面的
措施，逐步應對非法獵殺大象的問題。

半年訓練能辨15氣味
漁護署檢疫偵緝犬隊伍訓練員嚴道亨

指出，犬隻在2歲至3歲時開始接受訓
練，經過半年訓練後能分辨15種氣味，
「除了象牙之外，也能偵緝穿山甲、鸚
鵡、蟒蛇及熊膽等，命中率高達
90%。」
他續說，首3個月的訓練主要教導犬隻

分辨不同氣味，當中會先學習分辨活生
動物的氣味，再到動物產品，「象牙的
氣味偏淡，犬隻較難找出來，要慢慢提
升牠們的敏感度」，其後3個月便帶犬隻
到各個出入境口岸訓練，讓牠們適應人

多及嘈吵的環境。

料增檢疫偵緝犬數目
嚴道亨又表示，雖然偵緝犬能有效偵緝

非法入口的動物及動物產品，但犬隻每天
只能工作兩小時，「畢竟牠們都是生命，
也會感到疲勞，所以這也是用偵緝犬的壞
處。」隨着多個出入境口岸落成，漁護署
署理助理署長陳堅峰表示，未來會增加檢
疫偵緝犬隊的犬隻數目，但數目要視乎各
個口岸落成後再作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施政報告提出立法進一步禁止象牙

進出口。海關數據顯示，去年共檢獲1,600公斤非法象牙交易，較

2014年減少670公斤，惟現時不法之徒改以郵遞方式入口象牙，數目

由2014年的兩宗激增至去年的35宗，增幅近17倍。現時海關、警方

及漁護署不時合作打擊非法入口象牙，其中漁護署的9隻檢疫偵緝犬

是「功臣」之一，曾偵破逾40宗走私個案，命中率高達90%。隨着

多個出入境口岸落成，漁護署計劃增加犬隻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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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腸易激綜
合症病情成因未明亦難斷尾，常為患者
日常生活帶來極大困擾。現年24歲的關
先生患上腸易激綜合症多年，病情更於5
年前加劇，日常一小時車程不但須預留
多一小時以便途中找廁所，身體不能自
控地經常放屁，更試過在街上被人指
罵，有苦自知。港大行為健康教研中心
年前首次引入催眠治療幫助控制腸易激
症狀，發現能有效降低症狀出現情況，
今年計劃招募150名至200名患者，參與
進行為期一年的針對性觀察治療。
受腸易激綜合症困擾多年的關先生昨

日指出，5年前病情加劇後，每一小時
車程須預留多一小時，以便途中找廁
所；每乘搭兩個港鐵站便要下車如廁，
生理反應令他極受困擾，「就算我對大
學交流團感興趣亦不敢參加。」
關先生續說，每次緊張時，身體便會

不由自主地放屁，且「頻率高到自己都
不能相信。」雖曾嘗試向旁人解釋病
情，但大部分人都不相信這是一個疾
病，更試過在街上被人指罵，令他深感
無力兼無奈。

港人至少5%患該症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吳兆文解釋指出，本港市民壓力大，情
緒困擾常反映在腸胃上，不時出現無故
腹瀉與便秘，或每當緊張便會腹痛，隨
時患上腸易激綜合症。他表示，該病成
因未明且難斷尾，但相信很大程度與情
緒有關，認為可藉催眠治療紓緩病情。
吳兆文強調，腸胃是繼腦部後人體第二
個神經系統，又指華人社會大多慣於壓抑
或隱藏自身情緒，不排除有大量潛在隱藏

患者，預計本港約有5%至20%人口患有該症。
港大行為健康教研中心於2012年至2013年首次

引入催眠治療幫助控制腸易激症狀，盼藉該臨床研
究先導計劃，為15名自願參與計劃的患者找到藥
物以外的治療方案。結果發現，所有患者治療後不
但情緒健康指數有增加，腸道過敏症自我量度亦由
原本平均26.4分，大幅降至14.3分（0分為沒有症
狀出現，50分為症狀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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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是生命之源，廣大消費者熱衷「養生」，
是健康高品質生活的方式；中藥養生的應用方

式，有泡茶、煲湯、泡酒，或是經過現代工藝製成的膠
囊劑、片劑、顆粒劑等，在日常生活中都很普及。不
過，這些傳統的應用方式，一是藥物的有效成分吸收利
用率低造成浪費，二是應用及攜帶都不十分方便，不能
滿足現代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因此，高效、便捷的養生
產品廣受歡迎成為當前市場的新趨勢。

「治未病」是草本中藥的養生智慧
養生是古老中醫藥精深智慧的健康哲學，它的核心思

想之一，是創導「治未病」的健康生活方式。「治未
病」包含「未病先防」和「既病防變」兩個層面的內
容；前者是通過藥食進補或調理的方式增強體質、頤養
正氣、提高抗病能力，以此防止疾病的發生。後者是及
時發現、處理各種併發症的發生，果斷採取有效診斷治
療，防止疾病的傳變或復發。
目前市場上流行一股「草晶華．破壁草本」養生的新

趨勢，強調中藥養生要注重「高效好吸收」「服用方
便」。「草晶華．破壁草本」因嚴苛的藥材採收檢驗和
堅持藥材基原，道地產地採購標準而廣獲推崇，體現在
該產品藥材基原、產地、品質、採收，甚至加工、保
管、生產等各個環節。

「更好吸收服用便捷」 養生就像喝咖啡
養生草本「草晶華．破壁草本」是運用現代中藥超

微粉碎高新技術（氣流技術），打破植物細胞壁，並應
用國家發明成型專利技術精製而成顆粒狀新型飲片。打
破植物細胞壁，中藥的有效成分能被人體更好吸收和利
用（就像打破雞蛋、核桃的外殼就能吃到裡面的好東
西）。國家發明成型專利技術製成的顆粒形態，使產品
無需經過繁瑣的煎煮，直接可以像喝咖啡一樣沖水即
喝，服用非常便捷。產品的技術工藝，一舉革新了傳統
中藥需要耗時、費力煎煮的應用方式，以「更好吸收，
服用便捷」的品類特性廣獲消費者認可。

香港上市公司生產 品質有保障
「草晶華．破壁草本」是香港上市公司中智藥業（股

份代號：3737.HK）獨家發明生產的養生草本新品類，
中智藥業是「草晶華．破壁草本」技術發明者及「破壁
草本」品類開創者，引領中醫藥破壁草本的行業標杆，
產品品質有保障。
每天給自己一段「草本養生」的閒暇時光，讓薈萃天

然草本晶華的「草晶華．破壁草本」滋養你的機體，呵
護你的健康。讓它帶給你回歸大自然的身心享受和高品
質的健康生活！

中醫藥凝聚着博大精深的哲學智慧，凝聚著中華民族幾千年健康養生理念及實踐

經驗。隨着大健康產業的快速發展，人民對健康服務的需求持續增長，催生了養生

市場的進一步擴容。近兩年，一種像咖啡一樣沖泡即可飲用的「草晶華‧破壁草

本」創新產品的面世，一舉革新了傳統中藥需要煎煮應用的方式，締造了方便、高

效的「草本養生」新趨勢，為港人開創了一種新的健康養生方式。

破壁草本為港人帶來養生新方式
像 喝 咖 啡 般 便 捷

■「草晶華．破壁草本」將「傳統中藥的應用方法」革新為像喝咖啡一樣方便。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