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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年 11 月 13 日  

討論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防治蚊患及鼠患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在 2018 年推行的各項防治蚊

患及鼠患措施，以及 2019 年的工作重點。 

 

跨部門合作  

 

2.  政府一直重視防治蟲鼠的工作，並已加強跨部門的統籌和

協作，協調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的有關工作。防蚊患督導委員會

已於今年 7 月重組升格為防治蟲鼠督導委員會。除防治蚊患外，

督導委員會亦討論其他防治害蟲工作，包括防治鼠患，加強跨部

門的合作機制。 

 

3.  因應今年夏天的 29 宗本地登革熱個案，防治蟲鼠督導

委員會在 2018 年 8 月共召開了兩次會議；政務司司長除了出

席首次會議外，也在 2018 年 9 月召開了一次跨部門會議。各

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積極配合及加強協作，以遏止本地登革熱擴散。 

 

4 .   防治蟲鼠督導委員會預計明年初召開會議，商討各部門明

年的防蚊滅蚊和防治鼠患的計劃，亦會研究如何提升政府整體監

察制度及應對策略，以及加強部門之間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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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 

 

5.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一直與各政府部門保持緊密聯

繫，並提供技術支援，以便各部門在其管轄範圍採取有效的防治

措施。 

 

6.  為加強各政府部門對防治蟲鼠工作的配合，食物及衞生局

已致函各部門首長，提出各部門在處理不同類型的設施時需在清

潔合約留意的地方，而食環署亦提供了有關防治蟲鼠的合約條款

範本供各部門負責管理合約的單位跟進，以便在新合約中納入有

關的防治蟲鼠條款。 

 

7.  就專業培訓方面，食環署不時協助各政府部門前線員工，

提供技術支援及訓練，加強措施成效。食環署在今年 8 月安排多

場有關防治蟲鼠工作坊給相關部門（例如房屋署及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的管理人員，以便加強監管其轄下場所的外判承辦商的防

治蟲鼠工作表現及成效。 

 

執法工作  

 

8 .   自今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26 日，食環署共巡查了 1 818

個處所（ 1 212 個建築地盤及 606 個其他處所），並提出了 182

宗檢控（ 173 宗涉及建築地盤而 9 宗涉及其他處所）。  

 

蚊患監察 1 

 

9 .   為加強對登革熱病媒的監察，食環署自今年 7 月起，把監

察地點由 52 個增至 57 個，而監察的密度亦由每月一周增加至每

月兩周。為了讓市民能掌握蚊患的最新情況及適時採取相應的防

                                                 
1 食環署自 2003 年起推行深化登革熱病媒監察計劃，監測白紋伊蚊的分布情況，評估相關各方推展防

治蚊患工作的成效。食環署以收集到的監察資料作為基礎以便調整相關的控蚊策略和措施。誘蚊產卵器

會擺放在選定地點，以探測伊蚊幼蟲的滋生率。誘蚊產卵器指數是指有幼蟲滋生的誘蚊產卵器所佔的百

分比。監察計劃記錄兩個不同的指數，即分區白紋伊蚊誘蚊產卵器指數（分區指數）和每月白紋伊蚊誘

蚊產卵器指數（每月指數）。分區指數顯示白紋伊蚊在監察地點分布的廣泛程度，而每月指數則反映白紋

伊蚊在全港滋生的廣泛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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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滅蚊措施，食環署自今年 9 月起，除了公布每月的分區指數和

每月指數，亦額外發放兩個階段性的分區指數。食環署會把上述

指數通報相關政府部門，以便即時展開針對性的防蚊滅蚊工作。 

 

全港滅蚊運動  

 

10.   食環署在今年 8 月中至 10 月中已將第三期滅蚊活動提

升為為期十周的「全港性密集式防蚊滅蚊行動」，包括每星期

在民居附近 200 米範圍內的樹木茂盛地點使用霧化處理方法

殺滅成蚊、每星期清理積水、施放殺孑孓劑、清除遺棄的水載

容器和進行除草工作，以清除潛在蚊子棲息地。相關部門及醫

管局亦已在各自的管轄範圍內進行密集式防蚊滅蚊工作。  

 

11.   另外，因應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就本地登革熱個案進

行的流行病學調查確定獅子山公園為其中一個感染源頭，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在今年 8 月 17 日關閉獅子山公園以進行滅蚊工

作。其間，相關部門在獅子山公園附近加強其負責範圍內的防

蚊滅蚊工作。此外，民政事務總署聯同民安隊、離島區議會及

長洲鄉事委員會在長洲進行了兩次聯合行動，向居民宣傳防蚊

信息和家居防治蚊患措施。衞生防護中心連同食環署亦有舉行

登革熱的社區健康講座。  

 

12.   在衞生教育方面，食環署與相關政府部門及私人物業

管理公司合作派發滅蚊海報及小冊子；並與衞生防護中心於社

區舉行登革熱健康講座，以提高市民對防治蚊患的認識。  

 

13.   政府的防蚊滅蚊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自 9 月 4 日後

已再沒有本地個案。雖然疫情受到控制 2，但是登革熱一直在

部分亞洲及海外地區流行，因此，我們必須協力推展滅蚊工

作，防止登革熱爆發。  

                                                 
2 衞生防護中心在今年 10 月 10 日宣佈疫情結束，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隨後也在 10 月 13 日重開獅子山

公園。2018 年的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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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患監察  

 

14.   自 2000 年以來，食環署一直採用鼠患參考指數及指數

趨勢以評估 各區整體的鼠患 情況 3。針對鼠患參考指數的結

果，食環署會在偵測到有鼠患出現的地點附近範圍進行詳細鼠

患調查及評估鼠患的嚴重性，以展開針對性的防鼠及滅鼠工

作，並為有關人士提供技術意見。除了參考鼠患指數外，食環

署前線人員亦會透過留意鼠蹤、投訴數字及地區和市民的意見

等，綜合評估於各地點採取針對性的防治鼠患行動。  

 

目標小區滅鼠行動  

 

15.   自 2017 年 5 月起，食環署在各區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目

標小區滅鼠行動，透過多管齊下的策略加強防治鼠患，包括改

善環境衞生、滅鼠及執法三方面。行動期間，食環署加強人手

及資源，從老鼠「食」、「住」、「行」三方面防治鼠患，即

斷絕老鼠的食物來源（食）、清除老鼠的藏匿點（住）及堵塞

老鼠來往的通道（行）。食環署在 2018 年 6 月完成第一期目

標小區滅鼠行動後（詳情見附件二），隨即針對鼠患嚴重地區，

例如深水埗、旺角、東區進行工作評估。食環署在 10 月 8 日

已開展第二期目標小區滅鼠行動，並將於第二期行動完成後在

全港各區進行工作評估，加強監察滅鼠成效。  

 

16.   鑑於對公共屋邨鼠患的關注，除房屋署在各屋邨的滅

鼠運動外，食環署會聯同房屋署人員視察公共屋邨的鼠患情

況，並就防治鼠患提供專業意見及技術指導，包括改善樓宇防

阻鼠隻設施。食環署亦會支援房屋署在個別鼠患問題較為嚴重

的公共屋邨進行目標屋邨滅鼠工作，以協助房屋署人員深化防

治鼠患的工作。房屋署及食環署已於 10 月 5 日在彩雲邨（一

邨及二邨）開展為期四周的聯合清潔行動。  

 

                                                 
3 鼠患參考指數調查的主要作用是監察調查地點內的鼠患分布情況，及顯示鼠患的廣泛性。調查每半年

進行一次，食環署在選定範圍內放置鼠餌，統計鼠餌被老鼠咬囓的比率。鼠患參考指數較高的地方表示

在調查期間有較多地方偵測到有老鼠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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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與此同時，食環署一直採取全方位的策略防治鼠患。

針對鼠患指數偏高的分區，食環署會推行多項措施，包括在有

關後巷毒殺和捕捉老鼠及毀滅鼠洞、加強街道清潔、鼓勵市民

積極參與防治鼠患工作，以及加強防治鼠患的宣傳和教育等。

截至今年 9 月清理／捕獲的老鼠、毀滅的鼠洞及發出的警告數

目，載於附件三。  

 

新科技的應用  

 

18.   對於引入創新技術進行防治蟲鼠工作，政府一直積極

研究及進行測試，以評估各種方法在本港的適用情況。一般而

言，這些科技性產品可分成三大類別：（一）除害劑；（二）

捕捉器；（三）利用基因技術的方法；及（四）夜視鏡監察系

統。食環署現階段的研究載於附件四。  

 

19.   食環署正積極研究提高現時對蚊、鼠的監察及防治的

方法。在登革熱病媒監察方面，除加快公布不同階段指數供市

民參考外，食環署亦正研究改良誘蚊產卵器的設計，加快資料

的更新密度。此外，食環署亦在測試新的控蚊方法，以雌蚊作

為媒介，將控制蚊子生長的調節劑帶到各水體中，使水體中的

孑孓不能孵化成成蚊。  

 

20.   在鼠患防治方面，食環署除了進行捕鼠器及殺鼠劑的

測試外，亦會繼續研究改善鼠患指數調查的方法，務求更準確

地反映各區的鼠患分布情況。此外，食環署亦正探討使用夜視

攝錄技術及人工智能科技了解鼠患情況，以便更有效及準確地

施用殺鼠劑及捕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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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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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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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8 年第一期目標小區滅鼠行動 (4 月 23 日至 6 月 22 日 ) 

 

 

項目  數量  

毀滅鼠洞  343 個  

收集死鼠  630 隻  

捕獲老鼠  476 隻  

巡查食肆、街 市、小販和熟食市

場  

13 916 次  

發出衞生建議  3 830 個  

發出口頭警告  2 069 個  

發出警告信  25 封  

發出法定通知書  52 封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619 張  

作出檢控  374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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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8 年 1 月至 9 月  

清理／捕獲的老鼠、毀滅的鼠洞  

及發出的警告數目  

 

 

清理的  

死鼠數目  

捕獲的  

活鼠數目  

毀滅的  

鼠洞數目  

發出的  

警告數目  

20 374 11 787 6 829 3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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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食環署對新科技的應用 

 

除害劑  

 

  現時常用於滅蚊的除害劑屬於合成除蟲菊脂類，這些

合成除蟲菊脂類除害劑有廣譜除蟲作用，可殺滅不同種類的

有害節枝類動物。而滅鼠劑則以抗凝血劑為主。食環署所使

用的除害劑均已在香港經過測試及註册，確保其效能。而食

環署亦有留意各類含有新活性成份的產品，並把適用的新除

害劑列作備用除害劑，當發現現行採用的除害劑出現抗藥性

時，便可以作為替補 4。  

 

捕捉器  

 

2.  針對鼠類的捕捉器，除傳統的機械式設計外，亦有以

電力推動的捕鼠器 5。現時亦有可即時把鼠隻殺滅的電動捕鼠

器，其優點是不需人手啟動及經常檢查。但由於這種設計可

能誤捕或誤傷其他小動物，所以較適合於室內及沒有其他小

動物的環境下使用。食環署會繼續在合適環境下測試，及建

議相關部門使用。  

 

基因技術方法  

 

3.   基因技術主要應用於防治蚊患方面，以生物科技改變

成蚊基因，使雄性成蚊不能生育或使其下一代提早死亡。該

技術在 2016 年由一間英國科技公司在出現大型寨卡病毒感染

                                                 
4 市面上亦有一些產品以絕育劑作為主要成份，使有害生物（如鼠類）失去生育能力。但這些產品需

要不斷重複施用，並確保鼠羣中有相當比例的鼠隻攝取足夠劑量，才能發揮其效果，並需要較長時間才

能使整體鼠隻數目減少。 
5 這些電動捕鼠器可以自動啟動及重複捕捉鼠隻。當有鼠隻接近捕鼠器時，便會自動啟動捕捉鼠隻，

並把捕獲鼠隻暫存於收集箱內，然後重新打開，再次捕捉其他鼠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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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的巴西進行測試。但該公司所使用的技術只應用於埃及

伊蚊，暫時未有進行關於白紋伊蚊的研究測試 6。食環署會繼

續留意新技術的發展，及參考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評估這

些科技在香港使用的可行性，及在有需要時進行實地測試。  

 

夜視鏡監察系統  

 

4.  一般而言，鼠隻的活躍程度在有行人經過的地方及日

間時段均較夜間時段為低。因此，安裝夜視鏡 7在鼠患嚴重的

地點有助分析鼠患問題及其嚴重程度，例如鼠隻密度及活動

情況，從而制定針對性的控鼠滅鼠方案。從夜視鏡監察系統

所得的資料及數據亦有助分析及評估控鼠滅鼠措施的成效。

但是要大規模應用有關技術於恒常的滅鼠工作中，我們還需

克服各項技術和環境問題。食環署現正考慮試驗應用有關技

術於滅鼠工作中，並會評估在香港廣泛使用的可行性。  

 

********* 

                                                 
6 雖然，有研究顯示當蚊子被不同菌株沃爾巴克氏體感染後會影響其生存及傳播疾病能力，但要大規

模應用有關技術，還需要考慮各樣的技術和環境問題。世界衞生組織暫時未有建議使用這些新技術作為

恒常滅蚊的方法。 
7 夜視鏡是以光學鏡頭，將由物體反射出來的微弱光線或肉眼看不到的紅外線，經放大數千倍到數萬

倍後，轉換成肉眼可見的明亮影像。使用夜視鏡監察的好處是讓使用者能在光度極低的環境下以寬闊的

視野觀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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