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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喙鯨傷重不治
剖屍檢大型帆布袋

一條疑是罕見的 「朗氏印太喙
鯨」 ，上周六（11月30日）晚上在
大澳南面石仔埗街對開水域擱淺，雖
經各方連夜努力救援，惜鯨魚身體狀
況非常虛弱，最終於昨日（1日）凌
晨傷重不治。鯨屍昨午已在漁護署海
岸公園石壁管理站進行解剖，未發現
船隻等造成的重大傷痕，但發現其消
化系統內有大型帆布袋，死因需要進
一步分析。

有專家估計鯨魚本身受疾病纏
身，誤闖香港近岸直至晚上情況惡
化；亦有專家建議擴大 「海洋保護
區」 的水域範圍，以及訂立關於發現
鯨豚擱淺時的應對方法的清晰指引
等。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 古倬勳

【大公報訊】記者陳劍報道：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醫院管理局總
行政經理（聯網運作）李立業聯同
香港腎臟基金會及香港器官捐贈行
動組等多個醫護團體，昨日（12月
1日）與16名捐贈者家屬舉行大愛
恩人秋祭儀式，到將軍澳華人永遠
墳場的紀念花園，向79位器官捐贈
者致祭。兩名代表移植康復者和器
官輪候者的嘉賓分別道出其心路歷
程與感受。

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召集人周
嘉歡致辭，提到大愛恩人花園建成8
年多以來，79位器官捐贈者已經或
將在這裏長眠，他們捐贈的器官已
救活230多位病人，令230多個家庭
保持完整。

心臟移植康復者馬暢初50多歲
時患有 「三高」 ，需要通波仔。然
而心臟功能仍一直衰退，需要換心
續命。等候三年，終於在2019年成
功換心，重獲新生。第二日進行手
術，約兩年後已可正常生活及做運

動，生活質素大大改善。
現年57歲的黃炎華表示，二十

多年前確診慢性腎炎，輪候5年後得
以換腎，惟之後慢性腎炎復發，感
染新冠肺炎後腎衰竭速度更快，目
前正排隊等第二次換腎。但他認為
機會渺茫，餘生可能都要洗腎，影
響自己及家人的日常生活。

每日逾2000人等候器官移植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致辭時指本

港現時有超過38萬人登記成為器官
捐贈者，但每日有2000多名病人等
候器官移植，捐贈者人數仍然不
足。當局已在全港18區加設器官捐
贈登記站，亦與不同宗教團體及媒
體合作，拍攝宣傳片，向公眾傳輸
有關器官捐贈的正確觀念。他呼籲
市民，若有器官捐贈意願，要向家
屬表達；又提醒在2008年前填寫器
官捐贈卡的人士，現時要重新登
記，令資料可過渡至電腦系統。

為了解鯨豚擱淺原
因，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2006年成立 「海洋生物擱淺行動組」 ，與漁
護署合作跟進香港水域內的鯨豚擱淺個案。
行動組成員包括保育基金的科學團隊、顧問
獸醫和保育助理，隨時候命到本港任何一處
地方跟進海洋生物擱淺的個案。當市民透過
1823報告發現擱淺鯨豚，漁護署便通知行動
組派員到場處理，並根據屍體的新鮮程度，
即場或在海洋公園解剖擱淺鯨豚的屍體，並
抽取樣本作進一步化驗；如果鯨豚為活體擱
淺，保育基金會與漁護署及海洋公園研究營
救方案。海洋公園的海洋哺乳類動物部、水
族部及獸醫團隊，亦會因應擱淺物種的情況
而提供相應的支援。

除了成立和管理全港唯一的 「鯨豚擱淺
行動組」 ，保育基金更一直參與政府 「海洋
哺乳類動物存護工作小組」 的工作，定期與

社會上不同界別的關注人士會面，當中包括
海豚研究員、科學家、漁民代表和政府部門
代表。保育基金會報告擱淺個案的資料，並
與小組成員交流香港鯨豚的保育近況，向政
府提供意見，以幫助漁護署檢討香港的中華
白海豚和江豚的護理計劃。

大公報記者 古倬勳

大澳警民合力營救 惜病情急轉直下

專家估計今次擱淺之鯨魚
為朗氏印太喙鯨。喙鯨是鯨目

齒鯨亞目喙鯨科動物的統稱，目前共計6屬
22種，約佔已知現存鯨類物種的25%，其主
要生活在深海水域，其潛在未被發現的新物
種，以及其活體在野外難以被觀察到是其神
秘之處。朗氏印太喙鯨更是極度罕見，目前
仍未有已證實的活體目擊記錄，被稱為鯨豚
之中最神秘的物種，多年來科學界只發現2
個已風化的朗氏印太喙鯨的頭骨標本。自
1926年首次命名後，有記錄的朗氏印太喙鯨
擱淺次數只有17次，涉及24條。

在日本沖繩有全球唯一一具完整的雄性
朗氏印太喙鯨骨架標本。2021年在沖繩縣北

谷町的宮城海岸上發現了一條死亡的大型鯨
類，從外觀和骨骼等特徵判斷，證實是朗氏
印太喙鯨，其後將其製成標本，在沖繩美麗
海水族館的廣場展出。

香港水域非喙鯨正常生境
綜合學術研究等資料，朗氏印太喙鯨分

布在印度洋與太平洋的熱帶海域，特別是出
沒在馬爾代夫周邊一帶，可能棲息於遠洋，
行蹤很少遍及東太平洋。漁護署表示，一般
而言，喙鯨居於深水海域，很少進入淺水水
域或游近岸邊，香港水域並不是喙鯨的正常
生境。

未發現受船隻撞擊傷痕
漁護署昨晚交代擱淺鯨魚跟進工作表示，經初步評估該鯨魚應該

屬喙鯨科（Ziphiidae），品種待確認，體長約6至7米，性別為雄性。由於
該條鯨魚的身體狀況非常虛弱，最終在診斷期間不幸死亡。解剖期
間，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獸醫團隊未有發現鯨魚身上有被螺旋槳傷害或
曾受船隻猛烈撞擊的痕跡。但獸醫在鯨魚身上發現有一些表面傷痕，
可能因鯨魚曾擱淺於淺水區域而造成。獸醫亦發現在鯨魚的消化系統
內有一個尺寸為88×52厘米的大型帆布袋，但鯨魚最終死因需要進一
步分析。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鄭家泰表示，估計涉事鯨魚因誤食帆
布袋等異物，致難以再進食，慢慢出現營養不良，身體虛弱，而誤入
香港水域並擱淺。由於解剖分析仍在進行，鯨魚品種資料稍後公布。

漁護署續指，鯨魚並不是在香港水域棲息的物種，牠們進入香港
水域很可能本身已出現特殊情況，例如健康出現問題及迷失方向等。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鄭家泰亦表示，鯨魚擱淺當日日間，曾經在香
港水域發現牠，形容當時牠狀況正常，未發現身上有致命傷痕，估計
鯨魚本身受疾病纏身，導致其導航出錯，誤闖香港近岸，直至晚上情
況惡化。據了解，朗氏印太喙鯨於全球較為罕見，行跡神秘。

今次事件發生於周六晚上7時許，有大澳居民發現該條鯨魚在大澳
南面石仔埗街對開水域擱淺，街坊、漁民、警方、漁護署及香港海洋
公園人員連夜展開救援行動，漁護署亦首次啟動了 「香港水域內發現
非本地棲息鯨豚動物的應變計劃」 。大公報記者在現場直擊鯨魚大量
流血染紅水面，街坊用帆布袋兜住鯨魚魚身，避免牠再被泥石擦傷，
再由船隻拖回海中心，獸醫為鯨魚打針保命等，惜最終傷重不治。

學者促擴大海洋保護區範圍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麥希汶向大公報記者表示，填海工程、

近岸工程等人類活動都足以對鯨豚的生存環境造成傷害，香港被列為
「海洋保護區」 的水域範圍只佔全港水域面積的約4%，遠低於國際社
會30%的目標，在香港的水域生活的鯨豚動物（尤其是中華白海豚及
江豚）的生存及繁衍環境仍面臨不少威脅。希望政府採取更多措施，
例如擴大 「海洋保護區」 的範圍、訂立關於發現鯨豚擱淺時的應對方
法的清晰指引等，以保護鯨豚等海洋生物的生存環境。

計及今次事件，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今年發現38宗鯨豚擱淺。為人
印象深刻的是去年7月一條布氏鯨闖入西貢海域，最終被螺旋槳擊中身
亡，其死因調查報告已於今年年中出爐。政府因應事件檢討法例，提
出三項建議。包括劃定 「臨時海洋限制區」 ；為現行只屬指引的《觀
豚活動守則》賦予法定地位；探討禁止觀鯨的可行性。目前建議處於
研究階段，暫未有立法及落實的時間表。

漁護署再次呼籲，市民不要騷擾擱淺的鯨魚及乘船出海觀看鯨
魚。如發現鯨魚出沒時或鯨魚擱淺，請立即通知漁護署及必須與鯨魚
保持距離，切勿接近騷擾鯨魚，及留意個人安全，以免發生意外。

79人捐器官 八年救逾230病患調查：精神健康成全球最關注問題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總數
（宗）

50
37
25
26
45
55
52
33
25
26
38

涉及
中華白海豚

12
15
5
5
8
7
11
2
2
3
3

涉及
江豚

33
21
17
18
33
42
35
24
20
21
29

現時珠江口的中華白海
豚種群約為2500條，當中包
括香港的種群；而在香港及
鄰近水域約有200條江豚。

香港近年每年約有20至
50宗鯨豚擱淺個案，絕大部
分是於香港水域棲息的中華
白海豚和江豚。在1955至
2016年間曾在香港記錄之擱
淺物種包括長鬚鯨、布氏
鯨、抹香鯨、小抹香鯨、侏
儒抹香鯨、角島鯨、偽虎鯨、
糙齒海豚、花紋海豚、印度
太平洋樽鼻海豚、樽鼻海
豚、熱帶斑海豚、飛旋海豚、
條紋原海豚、短肢領航鯨、
長吻真海豚及弗氏海豚。

資料來源：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海洋生物擱淺行動組應對緊急個案
拯救生命

朗氏印太喙鯨罕見 蹤跡神秘
話你知

【大公報訊】記者陳劍報道：根
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截至2019
年，全球有近2.8億人患有抑鬱症。世
衞估計，到了2030年，抑鬱症將會成
為全球最主要的疾病之一。法國巴黎
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於今年
9月發表了《2024年健康服務報告》，
該公司於今年7月至8月期間，訪問逾
2.3萬名成年人，受訪者來自31個國
家。有多達45%的受訪者表示， 「精
神健康」 是目前最大的健康問題，超
越癌症和肥胖，成為全球最關心的健
康議題。在香港，每7個人就有1個於日常生
活中經歷常見的心理問題，但同時有多達四
分之三受精神問題困擾的患者從不尋求專業
協助，情況值得關注。

為提升公眾對精神健康重要性的關注，
宏利與精神健康慈善機構香港心聆（Mind
HK），展開為期兩年的策略慈善合作關係，
透過共同舉辦一系列精神健康推廣活動及相
關培訓，提升本地社區的精神健康服務和長
遠發展，幫助大眾成就更健康人生。

宏利與香港心聆今年已先後舉辦兩次公

眾活動，首場公眾推廣於6月舉行，特別請
來語言學家歐陽偉豪（Ben Sir）分享有關
如何照顧自己及別人情緒，同場更有香港心
聆行政總裁兼臨床心理學家凌悅雯博士作專
業分析。Ben Sir以 「精神雪櫃」 作比喻，
鼓勵大眾以運動、藝術、演藝、其他興趣等
填滿 「精神雪櫃」 內的食物儲存格，有需要
時可透過不同渠道發洩和提高抗壓力。另一
場公眾推廣活動亦於10月25日順利舉行，邀
請了跨媒體創作者和心理學家分享他們對原
生家庭的獨特見解。

▲宏利與香港心聆共同舉辦一系列精神健康推廣
活動及相關培訓，幫助大眾成就更健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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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保育基金2006年成立 「海洋生物
擱淺行動組」 ，與漁護署合作跟進香港水域
內的鯨豚擱淺個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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