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本港

雖為國際都市，惟仍有野生爬蟲類

動物生活其中。去年共有140宗蛇

咬傷市民個案，主要集中於鄰近郊

區的新界地區。有屯門醫院醫生指

出，本港常見毒蛇有青竹蛇、飯鏟

頭及銀腳帶，被咬的後果不一，但

都嚴重。村屋是高危地方：天氣炎

熱時，屬冷血動物的蛇會喜愛藏身

於溫度適中的室內地方，故隨時成

為村屋的「不速之客」。醫生提醒被

毒蛇咬傷後，應保持冷靜，抬高傷

患處及盡快求醫，不應自行用口啜

取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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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常見毒蛇及被咬後果
青竹蛇

■傷口紅腫脹痛

■毒液隨血液運至全身，引致全身中毒

■毒液攻擊血液凝血因子及血小板，令傷口
難以癒合

■曾有患者被咬傷後出現腦出血而死

飯鏟頭（眼鏡蛇）

■近一半患者會出現如同3級燒傷的傷口潰瘍

■傷口無法自行康復，需進行植皮或截肢

銀腳帶

■於咬傷初期，病徵不明顯

■毒液隨血液運至全身，引致全身中毒

■破壞呼吸系統，令患者呼吸困難

■嚴重可癱瘓或死亡
製表：記者 趙虹

毒蛇避暑 村屋高危
去年140宗咬傷人新西佔27% 醫生籲速求醫勿用口啜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香港每年處理全球約
一半的魚翅貿易，本港去年進口約5,500噸鯊魚產品，
以重量計算，當中92%由海運入口。環團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的調查發現，業務佔全球船運市場63%
的16間船公司，已訂立禁運魚翅政策，拒絕運送所有
鯊魚產品。該會歡迎船公司的做法，冀未來有更多船
公司禁運魚翅，以恢復海洋生態。
該會氣候及生態足印項目高級主管張志華昨日指

出，隨着全球多間航空公司宣佈禁運魚翅，近年本港
以海運入口魚翅的比例增加，由2010年82%鯊魚產品
經海運入口，增至去年有92%鯊魚產品由海運入口。
有見及此，該會於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期間，

向全球20大船公司進行意見調查，16間船公司因環
保、繁複的國際鯊魚法例、企業聲譽及法律風險等因
素而訂立禁運魚翅政策。
該會高級項目主任（鯊魚）曾翠芝對此感高興，相

信禁運魚翅有助終止魚翅貿易。她又表示，本港鯊魚
產品入口量由2000年至2011年每年平均進口逾萬噸，
減至去年的5,500噸，顯示公眾教育有成效。

陸恭蕙：續教育公眾少食翅
曾翠芝又指出，現時有8種鯊魚被納入「瀕危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2，相關的
鯊魚產品需獲得許可證後才能出入口，否則便屬非
法，但過往有不法商人把非法魚翅混入合法魚翅中，
令船公司難以分辨，本港去年便有395宗與CITES品
種有關的走私個案，當中4宗為魚翅走私。該會環境
保護總監魏啟宏表示，船公司可透過改善訂艙篩選系
統，以確保商人不能避過船公司的禁運政策。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表示，立法禁止進食及禁運魚

翅是非常困難，未來會繼續進行公眾教育，鼓勵市民
減少進食魚翅。

63%船公司拒運魚翅撐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一名外籍旅客由廣
州乘搭直通車來港時，懷疑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俗
稱「新沙士」），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證實該旅客對中
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
港鐵指該旅客前日下午乘搭Z823班次直通車，於約

十二時半抵港，在經過紅磡車站衛生檢查處時，出現
中東呼吸綜合症徵狀。港鐵即時安排員工為該旅客及
同行另一名乘客乘坐的第三卡車廂102及103座位，以
及車站公眾地方清潔消毒。該同行乘客當時亦一起送
院檢驗。

抵港外籍客惹「新沙士」虛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趙虹）內
地活雞供港至今仍未全面恢復，引起部分雞
販不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解
釋，去年初政府發現內地供港活雞有H7N9
禽流感病毒，故此停市21天，之後已經恢復
內地活雞供港機制，惟內地禽流感傳播個案
不斷，有跡象成為風土病，不排除內地部門
因此不恢復活雞全面供港。另外，6個活家
禽商會近30人昨日到政府總部抗議，批評食
衛局恢復內地活雞供港不力。

爭取全面恢復供港 須符合檢測
高永文表示，香港現時主要出售本地活雞
為主，但雞苗均來自內地，如白鴿、石雞、
廣東竹絲雞等，亦有海南活雞輸港，重申當
局一直與有關內地部門聯繫，爭取盡快恢復
內地活雞全面供港。他又強調，當局基於本
港市民健康、不受禽流感影響為重要原則，
輸港的內地養殖場活雞必須通過所有檢測要
求，在風險管理方面不具任何折衷空間。
另一方面，多個活家禽商會抗議港府未有

盡力恢復內地活雞供港。香港活家禽批發商
商會會長徐名團表示，據他所知，多月以
來，無內地供港雞場出現禽流感，要求局方
解釋為何一直禁止活雞供港。
他又說，若本港發現雞隻感染禽流感，當
局便立即禁止內地雞隻供港，但本地雞隻卻
仍可出售，質疑政府「歧視」內地雞隻，聲
稱將到平機會投訴食衛局；又指會趁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來港期間，要求對方
介入事件。
牛池灣街市雞販馬平龍表示，內地活雞停
止供港前，每日平均有7,000隻廣東活雞來
港，如今每日只有數百至1,000隻，有時更
加「一隻都沒有」。他大嘆影響雞販生計之
餘，亦使市民「捱貴雞」，指活雞如今每斤
零售價達70元至80元，較一年半前的30元
至40元貴一倍，望政府莫令港人食雞成為奢
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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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不少公務員建屋合作社
樓宇位於黃金地段，然而由於補地價問題，一直未能釋
放土地增加房屋供應。市區重建局昨日公佈，推出「合
作社先導計劃」，為有關樓宇提供中介服務，即日起接
受申請。市建局表示會擔任「促進者」的角色，協助業
主集合土地業權，及協助他們解除轉讓限制，達至在市
場上聯合出售。
「合作社先導計劃」早前已獲市建局董事會批准推

行。申請資格包括：申請業主須共同擁有申請地盤內每
個地段不少於50%不分割份數業權；申請業主已向政府
繳付土地補價，撤銷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或已取得所
需豁免，讓他們可在繳付土地補價前，簽訂買賣合約；
申請地盤內大部分樓宇在市建局的樓宇狀況調查中不是
被界定為「尚可」；申請地盤內所有公務員合作社已經
解散等。
「合作社先導計劃」全年接受申請，所有申請經過遴
選程序，考慮樓宇狀況、規劃因素、財務可行性及項目
實施可行性。市建局將同時最多為兩個公務員樓項目提
供中介服務，而該局現時向住宅、商業及工業樓宇提供
的中介服務不受影響。
中介服務是2011年《市區重建策略》其中一項措施，
市建局會向公務員合作社樓宇業主提供顧問服務。市建
局在中介服務不涉及收購、補償、安置或收回土地工
作。

市建推合作社中介
助集業權售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婦女進行試管

嬰兒治療絕不簡單，過程中亦會受到心理壓力。
港大一項調查發現，近40%婦女接受試管嬰兒治
療失敗後，出現失眠、心跳加速等焦慮症狀，症
狀更持續約4個月；另外有18%婦女得悉療程失
敗後出現抑鬱症狀。有專家指出，體外受精的活
產率只有約15%至27%，婦女等待治療結果期間
因擔心療程失敗，故焦慮及壓力指數最高。不
過，研究發現，若治療前婦女接受了情緒輔導，
焦慮水平能減低5%。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與婦產科學系合

作，於2013年至2015年間追蹤151名接受試管嬰
兒治療失敗的婦女焦慮及抑鬱水平，她們在得知
驗孕結果後、驗孕1個月後覆診及覆診後3個月
填寫心理測量問卷。研究發現39%婦女出現焦
慮，當中21%屬嚴重焦慮；亦有18%婦女出現抑
鬱，當中6%屬嚴重抑鬱。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凱欣

表示，婦女對懷孕抱有很高期望，由胚胎放進子
宮內至驗孕的兩星期間，婦女憂慮治療結果；若
療程失敗，婦女亦會怪責自己，並對未來是否繼
續嘗試治療感到困擾。
為紓緩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婦女壓力，港大去

年10月邀請42名即將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婦女
參加「身心健康工作坊」先導計劃，教導參加者
以穴位按摩及正向思維等方法減壓，令她們的焦

慮水平下降5%。
年約40歲的G小姐婚後因生育問題曾向家計會

及中醫求助，直至數年前首次接受試管嬰兒治
療，但至今仍未能成功懷孕。她表示，知悉療程
失敗後感到難過及哭泣，亦自責為何不在年輕的
時候接受治療。她其後參與了先導計劃，認為計
劃有助紓緩壓力及焦慮情緒。
陳凱欣建議，丈夫在太太接受治療時應多抽空

陪伴她，減低婦女壓力。港大現正邀請200名即
將於3個月內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婦女參加工作
坊，費用全免，可致電39171160查詢。

陀試管嬰失敗 逾半婦抑鬱焦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
一連兩日的醫管局研討大會昨日開
幕。逾90名海內外知名人士將就
不同醫療專題擔任講者並分享意
見。大會亦設有特別議題討論會，
探討各個醫療範疇。擔任開幕主禮
嘉賓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致辭時表
示，早前施政報告已宣佈預留
2,000億元，開展10年醫院發展計
劃以興建新醫院，以及發展及重建
現有醫院設施，強調政府了解前線
醫護人員的工作沉重，會推行措施
以改善工作環境。
醫管局主席梁智仁則指出，本地
醫療開支持續上升，社會的醫療需
求日漸增加，當局多方面探討解決
方法以紓緩醫療及病床需求，例如
在急症大樓旁興建復康大樓。他認
為，全球化把世界聯繫起來，期望
藉研討大會提高各地的醫療水平。

醫局研討大會 海內外專家分享

根據醫管局數字，去年共有140宗蛇咬傷市民個
案，當中新界西醫院聯網佔逾27%，共有38

宗，數字與2013年及2014年相若。
屯門醫院急症科副部門主管馮顯達昨表示，鄰近郊
區及村屋的新界西及新界東聯網較其餘5個聯網，最
常發生蛇咬傷市民的個案。
他列舉指，行山地點、村屋空曠且有草堆的地方，
以及有老鼠的村屋室內均是接觸毒蛇的高危場地，而
本港常見毒蛇為青竹蛇、飯鏟頭及銀腳帶。

青竹蛇咬傷人個案佔九成
馮顯達估計約90%個案被青竹蛇咬傷，其次為飯鏟

頭，過往每年約有兩三宗，甚少有被銀腳帶咬傷的個
案。
他解釋，由於屬冷血動物的蛇不喜歡氣溫過熱或過
冷，故喜愛藏身於溫度適中的地方，因而不乏毒蛇於
天氣炎熱時，因避暑而主動成為村屋家庭的「不速之
客」，而被蛇咬傷個案主要集中於9月至11月發生，
估計高峰期可每月約10宗。

被咬用「偏方」後果更嚴重
相信不少人若被毒蛇咬傷，會即時用口啜取傷口部
位以試圖把毒液啜出。馮顯達提醒市民切勿採用該
法。他引述外國研究指該法的成效微乎其微，毒液決
不能單靠用口就可啜出，更隨時有反效果，又指飯鏟

頭的毒液可令傷患潰爛，加上口部分泌物有細菌，故
用口啜出毒液，不但不會改善傷口情況，隨時可加重
傷患潰爛程度。
馮顯達亦不建議傷者以繩索大力綁住被毒蛇咬傷的

手腳等傷患上方，以圖阻止毒液經血管傳至其他身體
部位的方法，認為這會令毒液積聚在傷患處，令該處
情況愈加嚴重，亦會因繩索綁得過緊而阻塞手腳的動
脈血液流通，進而令手腳缺氧壞死而需截肢，「外地
就曾有因繩索綁得太緊而最後要截肢。」
馮顯達表示，被毒蛇咬傷，最重要保持冷靜，否則
慌張的心情會加速血液循環，令毒液更快地流至身體
其他重要部位。他提醒，傷者可抬高手部等傷患處於
胸前的高度水平，認為抬高傷患處可減慢毒液流通，
減低全身中毒機會，其後盡快求診，斷不應自行處
理。

3人食鵝膏菌中毒 兩肝衰竭
另外，2014年曾有3名市民食用具劇毒的鵝膏菌，

當中兩名因肝衰竭而需進行肝臟移植手術。瑪麗醫院
急症科部門主管徐錫漢指，有病人稱因為鵝膏菌煮湯
鮮甜好味，故才採集食用。
有見本地不時發生菇類中毒個案，他曾親自到病人

稱曾採集菇菌的華貴邨公園等地作實地考察，發現有
食用後會屙嘔肚痛的大環柄菇及綠褶菇，呼籲市民不
應採集及食用任何野生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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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冀未來有更多船公司禁運
魚翅，以恢復海洋生態。 鄺慧敏 攝

■陳凱欣(中)表示，由胚胎放子宮內至驗孕期間
的兩星期，婦女需經歷沉重心理負擔。鄺慧敏 攝

■多個活家禽商會抗議港府未有盡力恢復內地活雞供
港。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