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5%

0%

15%

本港鼠患參考指數

2023年2月3日 星期五A5 專 題

責任編輯：杜樂民 美術編輯：王彩洋

有蓋垃圾桶供食肆 老鼠難偷食
無論對人還

是老鼠而言，旺
角一帶都是美食天堂。食肆聚集地
的店舖讓市民大快朵頤，後巷則是
鼠輩們的飯堂。減少後巷的垃圾，
是滅鼠的關鍵之一。食物環境衞生
署高級總監、旺角區環境衞生總監
葉國祥表示，食環署正在全港九區
的九個巷子進行試驗計劃，食肆申
請後，可獲得由署方供給的有蓋垃
圾桶，用作棄置垃圾。

在試驗計劃進行後，旺角鴻威
大廈後巷放置了30個有蓋垃圾桶，
整齊排列，每個垃圾桶都有特定商
店的編號或店名。放置垃圾桶後，
食肆毋須胡亂棄置廚餘，能夠有效
控制街道環境，令老鼠無所遁形。
大公報記者現場直擊當天，見到街
道潔淨，沒有食肆胡亂放置的垃

圾。
環境及生態局數據顯示，食環

署去年針對衞生環境欠佳、在後巷
處理食物和清洗器具、堆放雜物及
違法棄置廢物等情況，共發出約
4200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作出
約1900宗檢控。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民政事務處在多區的三無大廈
試驗一次性公用部分清潔服務，
並在每幢大廈放置T型捕鼠盒。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公報記者直擊 跨部門三無大廈作戰
特攻

午夜籠門陣
後巷擒巨鼠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夜間防治鼠患
流動隊於去年7月成立，平均每晚在
行動區域的街道投放70個鼠籠，活抓
的老鼠數量，從7月至12月達到27728
隻。

在1月17日晚上到18日清晨，大
公報記者跟隨夜間流動隊，穿梭於漆
黑的深水埗後巷中，直擊投放鼠籠的
過程。 「日間與深夜是兩個世界，除
了巷子漆黑一片容易磕碰，還有很多
隱藏的危機，例如醉漢和狗隻。」 深
水埗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
鼠）黃耿輝拿着電筒說。

微細糞粒關鍵追蹤線索
溝鼠的雖然是雜食性，但尤愛油

膩的食物，所以這晚，流動隊選擇了
燒肉、叉燒、魷魚作鼠籠誘餌。黃耿
輝稱，日間的滅鼠行動依舊在進行，
但除了投餌，更重要的是觀察老鼠留
下的蹤跡，方便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的鼠籠設置。

在晚上行動還有一個好處，深水
埗區衞生督察（防治蟲鼠）黃家偉稱，
日常商店營業，加上運貨的人從巷子
經過，推車經常會把鼠籠撞倒或改變
了位置，晚間就較少出現這種情況。

「要滅鼠，就要靠前線人員的經
驗和仔細的觀察，一點點的痕跡，都
是重要的線索。就像這裏，有老鼠的
糞便，代表牠們曾經出沒。」 錢先生
拿着電筒照到一處角落，地上確實有
幾顆糞粒。說罷，他便在附近放了一

個鼠籠。
摸黑向前，靠手

上的電筒照亮眼前的
幾尺地方，但尋找老

鼠的蹤跡，一隊三人毫不馬虎。不遠
處，地上放了一袋垃圾，雖然已用竹
籮裝起，但根據錢先生的判斷，這裏
將會有老鼠出沒， 「這裏有食物，而
且裝垃圾的桶並無密封，老鼠能爬上
去。」 他着人在這裏又放了一個鼠
籠。

錢先生在滅蟲鼠工作上，已有近
30年經驗，所有鼠蹤都逃不過他的
「法眼」 。除了靠老鼠的糞便分辨老

鼠有否出沒，還有一個關鍵的信號，
就是 「擦跡」 。

鼠有鼠路肚皮摩擦留痕
老鼠雖然靈活，也擅於攀爬，但

由於行走時，肚皮習慣貼着攀爬物，
而且會重複使用同一道路，於是會在
水喉、管道上留下一道黑色的鼠跡。
為了分辨鼠跡是否仍有效，工作人員
不時在有鼠跡的喉管貼上膠紙， 「只
要一段時間內，膠紙變黑了，就代表
這條鼠跡仍然有效。」

放置鼠籠也要有策略，並非隨便
放有老鼠經過的地方，便能抓到老
鼠。錢先生解釋，老鼠的習性喜歡貼
着牆走，所以鼠籠的入口方向一定要
對着牆，形成T字形，中間留一點空
間讓老鼠經過便可，如果入口向外，
反而不容易抓到。

談說期間，鼠籠已經布置完畢，
接下來，就是靜候狩獵時刻。

清晨5時，記者隨流動隊再次深
入後巷，第一條街道是福榮街92至
128號，與深夜時不一樣，此時的後
巷多了些動靜，電筒照向漆黑的巷
子，不時有老鼠穿梭的身影，四周特
別寧靜。突然，一處角落傳來 「碰」

一聲，即第一個鼠籠抓到了獵物。

曾吃鼠餌老鼠遇水即亡
隨着收籠工作進行，越來越多老

鼠被活捉。當經過一處三無大廈樓下
時，地上躺着一隻巨型死鼠，體型如
成年人大半隻前臂長，死鼠身上有明
顯血跡。 「這是吃了鼠餌毒死的。」
黃家偉解釋，鼠餌內含有慢性抗血凝
劑，老鼠吃了只要一接觸水源，就會
毒發，血液會從孔洞流出。

再繼續向前收籠，突然，一隻老
鼠出現在電筒強光下。但牠沒有立刻
逃走，反而是在原地不停打轉。 「這
是吃了鼠藥後，藥效發作，老鼠迷迷
糊糊的，就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說
罷，錢先生拿出鼠鉗，將鼠捕獲。

記者見到，有一些鼠籠明明已經
緊閉，但裏面沒有老鼠。黃耿輝解
釋，有些老鼠體型較大，力氣驚人，
能夠推開鼠籠門逃走。一晚下來，六
條巷子，共抓到了九隻溝鼠。黃耿輝
稱，這些抓到的老鼠，會以人道的方
式處理，人員先打開籠子，在老鼠探
頭的一瞬間把老鼠夾死。

在 「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
下，街道環境改善，以往堆滿垃圾的
深水埗巷子，變成能從巷頭清晰看到
巷尾。從相關的垃圾投訴數據可見，
2021年深水埗區共有934宗投訴，
2022年則有859宗，減少了75宗。後
巷乾淨了，直接影響到老鼠數量。

九區試行

註：由2020年下半年起，當監察地點的鼠患參考指數在8%或以上，食環
署於採取鼠患改善措施後，會在該等地點進行第二次鼠患調查（重新
評估）以評估改善措施之效果。

▲旺角鴻威大廈後巷放置了30個有
蓋垃圾桶，每個都有特定商店的編
號或店名。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掃一掃 有片睇

▲溝鼠在街頭後巷橫行，食環署人員
捕鼠需鬥智鬥力。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捕鼠人員在老鼠籠放進鼠餌。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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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流動隊奮戰至清晨，共捕
捉九隻碩大的溝鼠。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有別於街市的小家鼠和黑家鼠，在 「三無大廈」 及後巷常見的是

最讓人心驚膽戰的溝鼠，牠們體型大，而且充滿野性，難以捕抓。溝
鼠習性晝伏夜出，要戰勝溝鼠，就要針對其習性，制定滅鼠攻略。在
民政總署的全力配合下，食環署的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每晚 「捱眼
瞓」 深入各區，包括 「三無大廈」 後巷通宵作戰。去年7月以來全港
捕鼠近三萬隻。

為了直擊這場通宵 「人鼠大戰」 ，大公報記者
當晚跑在最前線，見證深水埗區流動隊在六條街道
廣布 「籠門陣」 捉鼠。隊長錢先生向大公報記者
說， 「街外的老鼠非常聰明，要抓牠，就要比牠更
狡猾！」

「老鼠是會
移動的，當一個

地方乾淨了，牠就會轉移，後巷乾
淨了，牠就轉去無人管理、環境骯
髒的三無大廈。」 油尖旺民政事務
專員余健強向大公報記者表示，為
了杜絕鼠患，三無大廈的清洗也配
合防治鼠患的工作。在每一幢三無
大廈內都加裝了T型捕鼠器，尤其
根據老鼠出沒的地點，針對性工
作。

提供一次性清潔涵蓋滅鼠
民政事務總署和食物環境衞生

署互相配合，民政事務總署為約
480幢 「三無大廈」 提供超過490
次一次性的公用部分清潔服務，食
環署在其附近的公眾地方加強街道
清潔及防治蟲鼠服務。民政事務處
在油尖旺、深水埗、沙田及南區推
行試驗計劃，在一次性的公用部分
清潔服務中涵蓋滅鼠服務。九龍城
區亦將於本月推行該試驗計劃。

旺角西洋菜南街230-232號是
區內其中一幢三無大廈，大廈由於
沒有人管理，後樓梯堆積廢物，久
而久之，垃圾甚至延伸堆積到二
樓，住戶根本無法通過。大堆垃圾
成了老鼠的安樂窩，鼠患日漸嚴
重，影響到樓上住戶。2021年12
月，民政事務處因應環衞辦提供防
治鼠患的專業意見及合約範本，將
滅鼠工作納入其 「地區主導行動計
劃」 ，並委聘清潔承辦商為 「三無
大廈」 的公用地方提供清潔及滅鼠

服務，鼠患問題才逐漸減少。
鄧女士在大廈一樓經營髮型

屋，她表示，以往後樓梯堆滿垃
圾，大廈又無人管理，導致鼠患嚴
重，老鼠常在店內出沒，甚至咬爛
貨品，造成店方損失。但自從清潔
工作進行後，鼠患問題得到改善，
老鼠沒有那麼猖獗了。

余健強表示， 「除了一次性的
清潔，民政處也對街坊進行宣傳教
育，加強他們對垃圾清理的意
識。」 政府積極協助三無大廈組織
業主立案法團，幫助他們籌組資
源，為公用地方的喉管安裝鼠擋。

要老鼠無處可逃，跨部門的合
作同樣重要。食物環境衞生署高級
總監、旺角區環境衞生總監葉國祥
表示，以往各部門之間雖然也會通
報滅鼠或清理工作，但往往是 「各
有各做」 ，現時則是互相配合，
「例如民政處清洗了三無大廈，那
食環署就會立刻派員清洗附近一帶
後巷，做到雙重夾擊。」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民政總署配合滅鼠
助480幢三無大廈搞衞生
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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