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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市面的口罩及防疫物資被

大肆炒賣，有人疑「趁火打劫」以不實手法販賣各

種防疫物資，包括將浴沐露假冒為「洗手液」、

疑「溝稀」酒精洗手液，甚至有人疑利用市民

「求罩心切」的心態，假冒醫藥護理公司Medilox

（美滴樂）開設假的facebook專頁聲稱以「筍

價」出售名牌口罩，吸引逾百人過數訂購。後來

被正牌的Medilox踢爆造假，假專頁負責人隨即

來個「借屍還魂」，另設新的嬰幼兒用品專頁，照

辦煮碗以同樣貼文售賣該款口罩，並使用相同的

私人銀行戶口收款。據悉，Medilox香港官方公

司及不少懷疑受騙網民已向警方報案。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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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新冠肺炎疫
情下，一罩難求。一名印尼籍女傭上周五
（14日）情人節當天，在銅鑼灣一間速遞公
司冒充他人提走兩個合共有5,500個口罩的
郵包，再將其中2,000個以7,140元轉售他
人，她昨在屯門裁判法院承認兩項欺詐罪，
辯方求情指被告因為父親籌集手術費及一時
貪念才犯案。裁判官直斥被告行為是「發了
瘋」，認為在疫情嚴峻時刻，理應互相幫助
而非搶劫、偷竊或欺詐他人，最終判她監禁
4周及賠償1.2萬元予受害公司，成為本港爆
發疫情以來涉及盜竊口罩判監首例。
女被告Masriki（35歲），印尼籍，在港
任職家庭傭工。她被控今年2月14日在銅鑼
灣中心一間速遞公司Anny Express內，虛
假地向職員表示自己是Sri-Yatin及ITA，從
而不誠實地取得Sri-Yatin的2,000個口罩，
及ITA的3,500個口罩。
辯方求情指，被告沒有案底，在印尼育有

一名12歲兒子，九旬高齡父親亦因病需籌
手術費，她最終因財困及一時貪念而犯案。
案發當日，被告經過涉案速遞公司，並認出
門外的紙箱包裝為外科口罩，遂拍下數張照
片，其後訛稱該些口罩包裹是自己的，被告
事後已感到非常後悔，且願意賠償，希望法
庭從輕發落。
裁判官水佳麗判刑時直斥被告的行為是完

全「out of mind」（發了瘋），又指在疫情
嚴峻時刻，大家理應互相幫助，而非搶劫、
偷竊或欺詐他人，遂以監禁6星期為量刑起
點，考慮到被告認罪可扣減三分之一刑期，
最終判囚4星期。由於案中仍有3,500個口
罩未能起回，水官同時下令被告須賠償1.2
萬元予涉案公司，為防她服刑後未還款已離
港，水官進一步限令被告須在3月9日前繳
交，否則須額外罰囚10天。被告則答應即
時賠償9,000元，餘下3,000元會再向朋友
商借歸還。

冒收件人偷5500個口罩 印傭囚4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
冠肺炎肆虐，不單防疫物資短缺，
連日用品也出現搶購潮。繼早前接
連發生口罩行劫及盜竊案，昨晨旺
角一間超市在補充貨源期間突有3名
刀匪闖至指嚇制服職員，用手推車
搬取50條總值僅1,695元廁紙逃
去，職員報警；警員趕至經搜捕
下，閃電於案發現場附近一間賓館
起回全部被劫廁紙及拘捕兩名賓館
職員，正追3名涉案在逃匪徒下落。

兩賓館職員落網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49歲姓譚及54歲姓

高，涉嫌「行劫」罪名；消息稱，譚及高為涉
案賓館職員，由於該批多達50條廁紙被收藏
在賓館內，初步不排除兩人知情及涉案。因
賓館對廁紙消耗量非常大，警方正追查兩名
賓館職員在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該批廁
紙被劫後即運往賓館收藏原因。
現場為旺角道與洗衣街交界惠康超市。

據悉，一度被劫走的50條Virjoy廁紙，一
條共有12卷，每條售價33.9元，總值1,695
元。昨晨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往上址查看，
發現超市如常營業及有廁紙出售，限制每
名顧客只能買兩條廁紙，但至中午前已大
部分售罄；對於凌晨超市發生廁紙劫案，
顧客也大感嘖嘖稱奇。
消息稱，昨清晨近6時，超市送貨工人將

多板不同貨物運抵上址門外，當中包括廁
紙及不同種類日用品；詎料突然有3名匪徒
闖至打劫，但匪徒目標並非現金或貴價貨
品，只見其中一匪持刀指嚇制服職員，另
兩名同黨則迅速將卡板上約50條總值約

1,695元的廁紙搬上手推車，3名匪徒得手
即推着廁紙向洗衣街方向逃去無蹤，職員
驚魂甫定報警。
警員接報趕至封鎖現場調查，根據匪徒

逃走方向展開追捕，未幾即鎖定匪徒帶同
廁紙逃入附近旺角道58號樓上；警員封鎖
大廈經搜查，於樓上一間賓館內起回全部
被劫走的廁紙，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
查隊第九隊跟進，正追緝3名涉案在逃刀
匪，分別年約20歲至30歲，身高約1.7米
及瘦身材。
惠康超市表示，對事件表示驚訝，正配

合警方調查，強調超市有足夠廁紙供應，
顧客毋須大量囤貨。近日需求急增的特殊
情況下，令分店出現暫時缺貨，已經全速
加快補貨速度，努力回應市場需求。

不搶銀紙搶廁紙
警閃電破案緝3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疫情持續
下，除口罩外，洗手液、搓手液、消毒
水、衛生紙等都成了暢銷商品，香港
文匯報記者巡察本港各區藥房，除了
發現有人疑「溝稀」消毒火酒發售
外，更有無良商家以旅行裝的沐浴露
充當「殺菌洗手液」，專門蒙騙長
者。

蝦長者不諳英語 故意「錯譯」
記者日前在港島了解各藥房及商家個人衛生用

品銷售情況，發現炮台山一間小店售賣聲稱「殺菌洗
手液」的產品，該產品是29毫升迷你樽裝，每支售價10
元，其間有兩位長者購買數支。記者仔細觀察發現，該商
品上英文字為「Cetaphil Skin Restoring Body Wash」，
經Cetaphil品牌官網查詢，該產品名稱翻譯為中文應為「舒
特膚倍加護潔膚露（沐浴露）」。
成分亦為普通沐浴露成分，並無酒精，殺菌效能成疑。藥房

卻以該沐浴露的29ml旅行裝冒認「殺菌洗手液」，並專門向不
諳英文的長者力推，「有殺菌功能，好好用，現在只售十元。」記
者所見不少長者也上當。
另外，有市民向記者報料，她在荃灣一間藥房以每支90元的價格

購入7支「消毒火酒」，該商品包裝並無可疑，有註明酒精含量
75%。但該市民回家打開瓶蓋聞時卻發現酒精味很淡，倒在手上亦
無醫用酒精明顯的冰涼感，且揮發很少，遂懷疑其為「溝水火
酒」，酒精濃度較低。
關於酒精濃度，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濃度60%至80%的酒精溶液

最有效殺菌，而醫用酒精濃度為75%。因為過高濃度的酒精會在細
菌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阻止其進入人體；而過低濃度的酒精，無法
徹底殺菌。消委會早前就市面上15款酒精搓手液進行測試，並非所有產
品能有效殺菌。

火酒疑溝淡欺客
沐浴露扮消毒液

香港文匯報記者聯絡到報案的網民伍小姐。她氣憤講
述疑被騙經過，事發在2月14日，她打開facebook

即彈出一個口罩廣告，她如獲至寶打開廣告一看，見到自
稱「Medilox 美滴樂」專頁以90元1盒的價格出售名牌
Medicom口罩，她一時之間非常興奮，便快速過數180元
訂購兩盒，對方聲稱本周四（20日）發貨。

私人戶口收數 昆完再寸苦主
惟付款後，伍小姐定定神開始起疑，「初初見到Me-
dilox都是大牌公司，售賣Medicom口罩，害怕斷貨就趕
緊付款，但當時未留意到對方提供的是私人銀行賬戶。」
據了解，該專頁只接受WhatsApp訂購，且收款賬戶是一
位姓吳（Ng）男子的私人戶口。
伍小姐懷疑被騙後在網上查詢，結果發現Medilox香港
分公司的官方 facebook專頁正名是「Medilox 美滴樂
Hong Kong」，而非「Medilox 美滴樂」的假冒專頁，懷
疑對方根本不會發貨。其後伍小姐向警方報案，並與該假
冒專頁的負責人對質，對方竟強詞奪理，「你既然入了數
為何又要報警呢，既然你覺得我哋公司欺騙你為何起初還
要入數！」事後，伍小姐發現自己的facebook
賬號已被對方封鎖。
記者持續追蹤該假冒專頁，截至昨晚八
時，該貼文留言下已有167條回應，受騙人
數恐逾百人。記者並發現該專頁昨日（17
日）已經刪除有關口罩售賣貼文，但另設一
個幼兒用品專頁發佈售賣口罩的貼文，該專
頁的開設時間為2月15日，極有可能是在假
冒Medilox專頁被網民「踢爆」後立即新開
專頁繼續「賣口罩」。
為證實此事，記者根據專頁留下的What-
sApp向該幼兒用品專頁的負責人查詢，對方
提供的收款銀行賬號竟與假冒Medilox專頁
所提供的相同。記者入數90元訂購一盒口
罩，並按要求將付款證明發送給對方，但再
未收到任何回覆。

正牌教路打假 警方海關跟進
Medilox香港分公司官方專頁「Medilox 美

滴樂 Hong Kong」發佈貼文聲明指，該公司
並未售賣任何款式的口罩，亦澄清「Medilox
美滴樂」為假冒專頁，並在早前向警方報案。
香港警方及海關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已接

獲相關舉報，會聯絡舉報人作適當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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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口罩防騙貼士1. 盡可能選用「貨到付款」
2.認清品牌官方購買途徑，盡量透過代理商購買3. 若通過私人專頁等途徑購買，需留意其他網民留言有否「負
評」，以及有關專頁是否新成立，如是新成立就要格外小心4. 支付方式優先選擇銀行信用卡、第三方支付（如Alipay、
Payme），通過官方頁面或平台支付，如有問題也有機會
叫停過數，切勿在未拿到貨品時過數到私人銀行賬戶5. 需清楚商家的發貨方式及發貨時間，若發貨時間不確定需格外謹慎
6. 一般正規途徑網購，在付款前，網站或商家都會確認訂購貨品信息及收件人信息，若無確認則需倍加小心

7. 並非所有商品都提供退換服務，但一般正規銷售途徑都會有

資料來源：
警方、消委會

▲▼上圖：警員現場調查。下圖：涉事超市
補貨後不久又賣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假專頁發佈

的口罩售賣貼
文吸引大批網
民訂購。

▶苦主伍小姐
報案後與假網
頁負責人對
質。

◀▲Medilox香港分公司官方專頁發
帖聲明有人假冒其專頁，並以圖解教
授網民分辨真偽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