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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香港鼠患問題有 8個：一是滅鼠成本效益不高，滅殺每隻老鼠的平均成本高

逾 4,000元；二是鼠患指數與現實存在差異；三是未能正視鼠患根源；四是滅鼠

方法未發揮效果；五是前線人員培訓和外判制度存在問題；六是舊廈特別是「三

無大廈」缺乏支援；七是滅鼠工作缺乏系統規劃及連續性；八是部門缺乏協調，

滅鼠工作拖延及零碎化。改善建議有 13點：一是成立 5年期滅鼠基金；二是全

面檢視滅鼠政策績效；三是檢討防治蟲鼠部門職能架構；四是持續科學監控鼠患

數據；五是推動 18 區同步滅鼠；六是組織專組確認地區鼠患源頭；七是科學搜

尋鼠蹤；八是協助社區消滅鼠患源頭；九是混合使用傳統和最新技術；十是加強

前線培訓；十一是善用民間智慧和社區力量推動滅鼠工作；十二是設計食肆街市

滅鼠實用宣傳指南；十三是與地區團體合作向市民派發清潔包和漂白水。 

 

 

一、本港鼠患概況 

 

本港鼠患情況不容忽視，可從兩方面察看： 

一是大鼠戊型肝炎個案。 

2018年 9月，香港發現全球首宗大鼠戊型肝炎個案。至 2020年 1月，香港

共錄得 8宗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個案，當中一人死亡，個案分佈黃大仙區、九

龍城區、南區及屯門區等港九新界地區，顯示該病自 2018年起一直在社區蔓延。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估計，全港有兩成老鼠帶有戊型肝炎病毒。

2019 年 5 月，更一次過有三宗確診個案，在流行病學上已屬社區小型爆發，社

區可能有更多感染個案，病毒亦有人傳人風險。 

二是鼠患指數和捕鼠數量。 

食物環境衞生署數字顯示，2018 年全年整體鼠患參考指數為 3.4%，略低於

2017年的 3.5%。然而，部分地區的鼠患問題有惡化跡象，其中，九龍城區於 2018

年下半年的鼠患參考指數為 11.1%，較上半年的 0.9%急增 10.2 個百分點；全年



 

鼠患指數達 6.1%，為全港第二高。 

還有，屯門及南區鼠患指數雖然低至 2.1%及 0.5%，但兩區均錄得大鼠戊型

肝炎個案，顯示鼠患實際威脅比數字反映的情況嚴重。審計署曾於 2014年發表

報告，批評鼠患指數與社區實況嚴重不符，如西貢區曾於 2013年全年錄得零鼠

患指數，同年區內鼠患投訴卻多逾 400宗，反差甚大。 

與此同時，食環署 2018 年捕獲及收集到死鼠及活鼠有 44,378 隻，較 2017

年增 8.1%，污穢後巷林立的長沙灣區為鼠患最嚴重地區，2018 年捕獲 6,094 隻

老鼠，較 2017年大升 45.9%。 

 

二、本港滅鼠工作存在的問題 

 

造成本港鼠患情況未顯著改善的原因多種多樣。根據地區意見和專家經驗，

本港有關滅鼠工作不到位的問題，可概括為以下各方面： 

 

1. 滅鼠成本效益不高。 

有立法會議員指出，政府 2007 年至 2017 年共花 16.7 億元防治滅鼠，但是

鼠患問題卻越趨嚴重，各區區議員每年收到的鼠患投訴有 300宗，個別地區更多

達 900 宗。1 翻查食環署年報，該署 11 年間每年滅鼠總數介乎二萬多至四萬多

隻。以每年滅鼠平均開支 1.5億元計算，滅殺每隻老鼠的平均成本高逾 4,000元。 

 

2. 鼠患指數與現實存在差異。 

香港鼠患問題越趨嚴重，但食環署鼠餌監測指數卻一直偏低，個別低數字地

區更出現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數據與實際情況存在差距，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

估算方法不能準確量度老鼠出現情況，容易低估數字，例如，放置在監測點的鼠

餌存在問題，以番薯作餌未能吸引老鼠覓食；二是調查次數過少，易令指數未能

反映最新情況，目前 6個月一次的數據會嚴重滯後。 

 

3. 未能正視鼠患根源。 

現時食環署滅鼠工作主要以用藥消滅或用籠捕捉老鼠，方法單一，未有正視

環境根源問題，導致鼠患問題持續。這些根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近 10 年香港

有不少大型工程，多區都興建港鐵站，個別地區施工地盤長期存放雜物，加上工

程造成地面震動，老鼠經常到處亂竄，但政府無針對地盤工地滅鼠，不僅令鼠患

問題嚴重，鼠患更延伸至中產住宅區；二是本港街邊熟食店林立，但食肆的餐具、

罐裝汽水甚至食物任意擺放，容易惹來老鼠覓食，種下衞生隱患；三是本港部分

食肆處理廚餘缺乏監管，街頭後巷經常出現棄置雜物，殘留食物渣滓和污水，令

老鼠容易匿藏及繁殖。 



 

 

4. 滅鼠方法未發揮效果。 

土瓜灣、長沙灣、荃灣等為本港鼠患黑點，政府多年來未能有效消除鼠患的

原因之一，在於落實措施和方法時未有發揮應有效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是採用傳統措施不到位，放置鼠餌、捕鼠籠的位置、材料、時間等均有改善空間；

二是應用先進技術滯後，亦未有充分掌握技術的應用條件，即使引入，也不一定

得到同樣成效；三是在鼠患地區只設置夜視鏡監察系統，以觀察做門面功夫，沒

有對焦滅鼠措施。 

 

5. 前線人員培訓和外判制度存在問題。 

要提高滅鼠效能，除注意滅鼠方法外，負責滅鼠的前線人員和外判商質素同

樣重要。根據現有情況可見，負責設置滅鼠措施的前線員工未有足夠培訓，缺乏

滅鼠專業知識。例如，每當假期前夕，疑有工人會把鼠籠門關上，減低滅鼠成效；

鼠餌放置一段時間後未有跟進，任由腐爛或無及時補給；不清楚設置捕鼠籠方法，

等等。同時，政府外判制度偏重價格，對滅鼠技術成效要求較低，也缺乏外判後

對外判商的技術監管和行政管理。 

 

6. 舊廈特別是「三無大廈」缺乏支援。 

公眾地方由政府負責滅鼠工作，但私人大廈亦不能掉以輕心。一些舊式住宅

大廈，特別是沒有法團、沒有業委會、沒有管理公司的「三無大廈」，由於業主

缺乏滅鼠的知識和技術支援，往往成為老鼠溫床。在地區個案中，不少舊廈抽氣

扇未有以不鏽鋼網封好，空隙易讓老鼠鑽入家居；外牆喉管末端未安裝良好鼠擋，

阻擋老鼠沿外渠爬上大廈；舊廈之間的天井及簷篷積滿大量腐敗垃圾，喉管失修

漏水，又為老鼠提供食糧。 

 

7. 滅鼠工作缺乏系統規劃、欠連續性。 

政府並非不願投放資源滅鼠，但滅鼠工作多是在收到投訴後才進行，缺乏系

統規劃，欠延續性，經常是「大運動式」處理當時問題，但後勁不繼，導致鼠患

重臨。而且，未有積極主動收集國外先進滅鼠技術情報，又令技術引入局限為「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措施。在各區鼠患數據滯後的情況下，滅鼠工作亦未

能有系統地持續加強。另外，政府垃圾徵費計劃一旦實施，地區人士亦擔心早期

執法系統未完善，部分居民或食肆會因逃避徵費而亂拋垃圾，令鼠患加劇，不能

確保滅鼠工作連貫有效。 

 

8. 部門缺乏協調，滅鼠工作拖延、零碎化。 

公眾地方的鼠患問題，可以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由於各部門和機



 

構之間缺乏協調，容易拖延滅鼠進度，令工作零碎化。有鼠患個案顯示，相關公

共路段包含商場、街市、停車場、屋邨範圍、馬路旁、輕鐵路軌範圍，涉及房屋

署、食環署、港鐵及私人管理公司，在各有各做的情況下，滅鼠成效大打折扣，

前線人員在分工上亦容易產生混亂。再以 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的善後

工作為例，政府多個部門在處理風災損害進度不理想，一些被風吹倒的樹木數月

內仍未獲清理，留下樹洞成為老鼠窩。 

 

三、改善滅鼠工作的建議 

 

1. 確保行動持續。 

滅鼠是一項持續性的環境衞生行動，建議從撥款和行政方面入手，確保行動

持續性： 

第一，成立 5年期滅鼠基金。 

成立 5年期的滅鼠基金，令滅鼠行動有持續的資金支援，避免「雷聲大雨點

小」，5 年後有需要時可繼續注資延續。以基金形式加強滅鼠意識，可讓基金負

責人有更強的滅鼠使命感，發揮更大功能。基金亦可特別注意一些因資金不足而

被長久忽視的衞生黑點，填補資源斷續問題的不足。 

第二，全面檢視滅鼠政策績效。 

針對滅鼠成本效益問題，全面檢視滅鼠政策，訂立滅鼠指標，加強績效。 

第三，檢討防治蟲鼠部門職能架構。 

因應滅鼠部門的協作問題，須全面檢討防治蟲鼠相關部門的職能架構和分工

協調，介定各部門滅鼠職責，包括：由高層級滅鼠工作小組制訂和推廣一套可持

續和跨界別的滅鼠方案；建立跨部門統籌機制，由一個部門負責統籌或協調有關

工作，同時設立明確指引，具體提出處理社區蟲害問題的協調細節。 

第四，持續科學監控鼠患數據。 

檢討鼠患指數制訂方法，更新統計鼠患指數方法，持續科學監控各區的鼠患

數據，並作出分析，包括以更細緻的分區指數反映實際鼠患情況，每隔兩、三個

月進行一次調查，於夏天、鼠患嚴重期加密調查次數等。 

第五，推動 18區同步滅鼠。 

以全盤完整的滅鼠部署，在全港 18 區同步展開大規模滅鼠工作，避免老鼠

逃竄他區，降低滅鼠成效。 

 

2. 確保從根本着手，對症下藥。 

香港鼠患長滅長有的原因之一，在於未有針對源頭對症下藥，在大舉滅鼠後，

鼠患往往死灰復燃。當局須從根本着手，以更大決心集中處理鼠患源頭，杜絕鼠

患。 



 

第一，組織專組確認地區鼠患源頭。 

不同地區出現鼠患各有原因，涉及地形、「三無大廈」和食肆廚餘等問題。

建議組織專家小組，重點巡視全港鼠患地點，向地區人士了解實際情況，確認鼠

患源頭、成因和移動途徑，提供度身訂造的地區滅鼠方案。 

第二，科學搜尋鼠蹤。 

老鼠經常藏身水管或溝渠，特別是現代都市管道緊密，線路複雜，增加探查

鼠蹤難度。建議引入更多科學方法，準確追蹤老鼠出沒位置，引入為老鼠絕育的

藥餌，以徹底解決鼠患問題。例如，可利用配以 120倍變焦鏡頭的機械人，深入

10米深沙井，找出老鼠蹤影捕鼠。 

第三，協助社區消滅鼠患源頭。 

香港的熱門鼠患源頭包括食肆後巷和「三無大廈」等，這些場所缺乏針對鼠

患源頭的支援，令滅鼠工作事倍功半。建議加強聯繫涉鼠患主要源頭的管理單位，

向大廈管理人員、商戶食肆和業主提供建議，並於鼠患黑點放置老鼠藥，調動社

區力量參與滅鼠工作。 

 

3. 採取適切方法，改善滅鼠效果。 

不同鼠患有不同的特性和原因，當局目前以投放老鼠藥和清潔地方等方法處

理鼠患是恆常滅鼠工作的基本要求，對於特殊原因和規模較大的鼠患問題，須進

一步以更靈活方式針對性處理。建議根據實際情況，引入適切方法，提高滅鼠成

效，避免一刀切處理所有鼠患問題。具體建議包括： 

第一，混合使用傳統和最新技術。 

置放老鼠藥等傳統方法仍是主流且有效的滅鼠工作，外國先進技術和經驗也

值得香港借鑑。不過，資料顯示，傳統和先進方法各有優勢和弱項，在一些地區，

傳統方法能夠發揮效果，另一些地區較弱；先進方法在外國效果突出，但引入本

港後卻因環境條件改變而弱化效能。建議視乎地區特點，混合使用傳統和最新技

術，以更多元化方法制訂最適切的滅鼠方案，確保提升對老鼠活動的監察及控鼠

工作的成效。 

第二，加強前線培訓。 

根據專家反映，由於放置鼠餌和捕鼠籠方法錯誤，以致滅鼠工作大打折扣，

有必要加強人員培訓，以正確方法達致應有滅鼠效果。政府部門內部方面，目前

負責防治蟲鼠的衞生督察兩至三年便調職，滅鼠方法未必到位。建議提供適切的

培訓課程和專業支援，加強前線人員對滅鼠方法的全面認識；外判商的防治蟲鼠

技術水平十分參差，建議增加資源協助行業提高從業員的技術水平，並以綜合評

分方式招標滅鼠公司，避免出現價低者得，將價就貨。 

第三，善用民間智慧和社區力量推動滅鼠工作。 

香港、內地和外國都有不少滅鼠機構和專家，可以提供特有的滅鼠經驗和解



 

決方案，是寶貴的民間智慧。建議吸納、整理民間及其他專家提出的滅鼠方法，

尋求持續性滅鼠方案，在地區推廣應用。同時，向 18 區區議會撥款，由區議會

招標揀選最適合地區的滅鼠公司，由社區力量協助推動監察滅鼠工作。 

 

4. 推動新一輪防治蟲鼠宣傳計劃，推動各界配合滅鼠工作。 

本港部分鼠患黑點衞生情況未有改善，社區仍為老鼠提供食物，沒有清除老

鼠藏身之處，封鎖牠們的活動路線。當局雖然年年進行滅鼠宣傳工作，但一些社

區衞生意識有待加強。為改善環境衞生，建議推動新一輪防治蟲鼠社區宣傳計劃，

推動各界配合滅鼠工作： 

第一，設計食肆街市滅鼠實用宣傳指南。 

食肆、街市後巷堆積廚餘和食物殘渣，成為「老鼠樂園」。這與食肆、街市

店主和員工清潔意識不足有關。建議重點針對食肆和街市情況，設計食肆、街市

店主和員工關注的實用宣傳指南，提供基本處理食物和廚餘方法、鼠患後果、相

關法例、收集廚餘機構名單等資料，提高食肆和檔主滅鼠知識和責任感。 

第二，與地區合作派發清潔包和漂白水。 

社區出現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個案，引起市民廣泛關注。建議增撥資源，

與各區區議員和地區團體合作，向市民派發清潔包和漂白水清潔家居，教育市民

定時用一比九十九家用漂白水清潔家居，配合滅鼠宣傳，防止戊型肝炎病毒個案

擴散。 

 

                                                      
1
 〈滅鼠清潔運動開打 聯盟促 18區同步〉，信報，2019年 5月 21日，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