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聞A9

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55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責任編輯：甄智曄、曲 直

食環唔熟「鼠」誘餌「不對味」
「廣州鼠王」：「隔夜菜」點捉嘴刁鼠 梁美芬倡撥款區會搵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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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廣州
鼠王」李鏡就教路指，捕鼠不需要什麼
高科技，只要明白老鼠的習性，「土
炮」裝置都很管用。他指出，老鼠生性
謹慎，每次出沒都會先派「哨兵」踩
線，對不熟悉的東西會退避三舍，牠們
喜歡鑽兩邊透光的通道。因此他建議用
直徑約5厘米、長約25厘米的膠管，自
製捕鼠器：「用我的方法，3個月後全
港再看不到鼠患。」
這個捕鼠器的製作簡單，將毒餌放置

在膠管管道中央，「只要用合本港老鼠
口味的鼠餌放置在管道中央，老鼠經過
時，第一天警惕可能不吃，第二、三天
經過時就一定會吃。」他建議將這種捕
鼠器安裝在老鼠出沒的牆腳，每隔幾米
放一個，並用玻璃膠固定住，以免被人
拿走，「要教育市民別取走，可以在膠
管上註明是捕鼠裝置，以免被拾走影響
滅鼠效果。」

嘆港渠蓋無改善釀鼠患
他又說，如果本港廣泛安裝這種捕鼠
器，相信鼠患將大為改善。他又指出，
11年前來港示範捕鼠時，就建議本港排
污渠、雨水渠渠蓋增加鐵枝，堵塞老鼠
出入，但這次再來港，渠蓋還是一樣沒
改變，過街老鼠由坑渠自由進出，很不

理想，「廣州的渠蓋都採納我的建議改裝了，香港
還是十幾年前的老方法滅鼠。老鼠出生3個月後就
可生兒育女，繁殖力驚人，每區每月只捉到幾隻老
鼠，遠遠趕不上新生老鼠數量。」
李鏡就還教市民正確使用老鼠膠的方法：「老鼠

很小心，有陌生東西出現會繞路走。因此要先別打
開老鼠膠，在老鼠出沒的地方放幾天，等老鼠熟悉
了，再撕開老鼠膠，牠們見是『老朋友』以為沒
事，再經過就會被黏住活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

港接連有市民感染大鼠戊型肝炎，

「廣州鼠王」李鏡就應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邀請再度來港示範滅鼠秘

技。今次載譽歸來，李鏡就形容本

港鼠患比約十年前有所惡化，歸根

究底是食環署的外判滅鼠人員不熟

悉老鼠習性，用錯方法滅鼠，「香

港老鼠好嘴刁，仍用隔夜鼠餌又怎

會上當？」他建議食環署採納其捕

鼠方法，料短期內可在香港捕捉近

億隻老鼠。梁美芬則批評，政府每

年動用約 1.4 億元滅鼠是浪費公

帑，建議改為撥款區議會招標，聘

請專家18區同步滅鼠。

■李鏡就
（左一）
指導大聯
盟成員以
叉燒為餌
捕鼠。

■大聯盟當晚成功捕到的老鼠。

■食環署人員在全港18區洗街、放老鼠籠和老鼠
餌，和噴灑防蚊劑。

■「撲滅鼠患大聯盟」眾成員與「廣州鼠王」李鏡就（前右二）在九龍西多個鼠患黑
點視察鼠患情況及捉鼠，並召開記者會總結行動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大聯盟展示以高科技監測老鼠行蹤。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梁美芬發起的「撲滅鼠患大聯盟」前晚在李鏡
就指導下，在深水埗、保安道街市、紅磡街

市、油麻地街市等衛生黑點一帶捉老鼠，當場捉到
7隻老鼠。大聯盟深水埗區召集人陳鏡秋表示：
「我們很多成員都是第一次捉老鼠，要不是就叔教
了我們一招兩式，估計我們連一隻都捉不到。」他
又解釋，爆發大鼠戊肝炎個案後，食環署連日來勤
加洗地嚇走老鼠，加上本港暫停供應鮮豬肉個多星
期，老鼠減少出沒，以致大聯盟的「收穫」減少。

口味唔夠重 捕器放錯位
據李鏡就觀察，本港鼠患頗為嚴重，老鼠蹤跡處
處。他又指出，由於本港街市、食肆眾多，食物充
足，香港老鼠「嘴都吃刁了」，隔夜食物看不上
眼。「政府滅鼠人員使用的鼠餌一放就幾天，老鼠
怎麼會上當？」他又發現，食環署的捕鼠設置放錯
位置，「捕鼠籠都沒放在老鼠經常行走的路徑上，
籠口甚至對着牆，還有一些鼠餌吊在空中，難道老
鼠會跳起來吃？這明顯都是外行人捕鼠方法，難有
成效。」
他又批評食環署現時測鼠患指數的方法不夠科

學，「利用番薯作鼠餌，再按老鼠吃鼠餌而被捕的
數目作為鼠患指數，根本無法反映各區的鼠患情
況，因為周圍都有味道更濃的食物，老鼠哪會吃番
薯？」他建議食環署用更科學有效的方法，把100
堆粉放在地上，若有4堆或以上有老鼠行跡則算不
合格。他建議食環署換「重口味」的鼠餌或在鼠餌
上添加引誘劑：「各地老鼠口味不同，香港老鼠和
廣州老鼠口味差不多，愛吃叉燒、鮮肉，再灑點味
精、油鹽，很快能引誘老鼠進食。」

18區同時清掃 目標無處可逃
梁美芬指出，食環署過去11年共投放16.7億元

於防治鼠患，今年預算首次突破兩億元，但鼠患問
題愈來愈嚴重，可見公帑使用不得其所。她建議政
府向18區區議會撥款，由區議會招標揀選最適合
區情的滅鼠公司，招標要用綜合評分，不是價低者
得，然後全港同時間展開大規模的滅鼠工作。「現
在各地區輪流大清掃和滅鼠，只會把老鼠由一區趕
去另一區。若全港一齊行動，老鼠無處可逃，那麼
只需持續兩周以上，就可以取得顯著功效。」她表
示大聯盟已相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下星期會
面，正式提交建議。
大聯盟九龍城區發言人黃馳批評，食環署以「價
低者得」外判滅鼠工作，由沒有專業滅鼠知識的清
潔工人執行，是滅鼠工作成效不彰的主因。 儘管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揚言，在今次行動中「過街
老鼠一隻都不放過」，但當局在清洗全港街道過
後，亦需要同時加強食肆後巷的衛生管理作配合，
以免這些衛生黑點死灰復燃，希望政府為期3個月
的全城清潔行動不會淪為「做S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