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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年 1 月 8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 
蠓蟲調查結果及防治策略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事務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食

環署）為期一年的蠓蟲調查結果，以及政府就香港情況制

訂的防治策略。  
 
背景  
 
2 .   有見及本港市民近年對蠓蟲的滋擾問題的關注，

食環署分別在 2 0 1 6 年及 2 0 1 8 年兩度邀請內地蠓蟲專家

來港就防治策略提供建議；同時，該署在 2 0 1 7 年 7 月至

2 0 1 8 年 7 月進行為期一年的全港蠓蟲調查。  
 
蠓蟲調查方法及結果  
 
3 .   調查旨在了解本港存在的蠓蟲品種，確定其中有

否能傳播疾病給人類的品種，以及本港吸血蠓的季節活動

情況。調查涵蓋適合蠓蟲滋生 1和食環署曾經接獲投訴的

地方，當中涉及 1 3 3 個地點，進行了 2 5 7 次收集行動（包

括 揮 網 採 集 、 夜 間 燈 光 誘 捕 及 人 誘 採 集 ） ， 共 收 集 了

1 3 6 2 個蠓蟲樣本 2。  
 

4 .   上述調查並沒有發現能傳播疾病給人類的蠓蟲品

種 3，反映本港常見的蠓蟲僅限於造成對市民的滋擾，而

非病媒。  
 

                                                 
1  蠓蟲通常產卵於濕潤的泥土上，當泥土含潮濕的腐爛植物會更為合適。幼蟲主要生活在水生或半水

生環境，而成蟲飛行能力有限，通常不會飛離滋生地 100 米以外範圍。 
2  並非所有的蠓蟲都會吸血，在調查中發現的吸血蠓樣本共有 852 個。 
3  這與蠓蟲專家的研究結果一致，即中國至今並沒有任何有關蠓蟲的傳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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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揮 網 採 集 調 查 有 助 分 析 本 港 蠓 蟲 活 動 範 圍 及 分

布情況。在 9 3 個進行了揮網採集的地點中，只有 4 0 個

（ 4 3 . 0 % ）存在吸血蠓品種，即少於一半的地點（當中包

括曾接獲投訴的地方）出現蠓蟲叮咬並造成滋擾。同時，

在 5 6 個公園內的採集點中，有 3 0 個（ 5 3 . 6 % ）發現蠓蟲

活動，至於其餘 3 7 個非公園環境的採集點中，則只有 1 0
個（ 2 7 . 0 % ）發現蠓蟲活動，顯示蠓蟲活動有地區性，在

公園出現機會較高。  
 
6 .   夜間燈光誘捕調查有助研究活躍於晚間的吸血蠓

（庫蠓）活動情況。在 6 7 個夜間燈光誘捕調查的地點中，

所有庫蠓均在郊外發現，市區地點則沒有採集到任何庫蠓

樣本，可見活躍於晚間的吸血蠓主要集中於郊區，在市區

所造成的滋擾則較少。  
 
7 .   調查亦選定了 4 個地點（香港公園、樂華街遊樂

場及慈雲山配水庫遊樂場、魷魚灣兒童遊樂場，以及城門

谷 公 園 ） ， 每 月 進 行 人 誘 採 集 以 計 算 吸 血 蠓 的 平 均 著 陸

率 4，從而分析吸血蠓在不同季節的活躍程度。每月平均

著 陸 率 的 數 據 載 於 附 件 ， 結 果 顯 示 吸 血 蠓 於 濕 暖 的 天 氣

（ 5 月至 1 1 月）較為活躍，高峰期出現在 6 月，而其活

躍程度隨天氣轉涼及乾燥而下降。換言之，蠓蟲的滋擾屬

季節性，潮濕和炎熱的夏季是其活動高峰期。  
  
防治蠓蟲策略  
 
8 .    根 據 其 他 地 區 的 防 治 經 驗 ， 最 有 效 的 防 治 措 施

是環境控制，減少蠓蟲可以滋生的地方，以及推行健康教

育，提高市民的認知，做好個人防護。我們參考了調查結

果和專家意見，並因應蠓蟲活動的習性、季節性和地區性

而制訂針對性的防治策略。  
 
9 .   雖然香港出現的蠓蟲並非病媒，市民遭蠓叮始終

                                                 
4  平均著陸率是指一小時內平均有多少蠓蟲在採集員的外露皮膚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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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到不適及痕痛，因此政府十分重視防治蠓蟲的工作，

並已加強跨部門的統籌和協作。食物及衛生局轄下防治蚊

蟲督導委員會已於 2 0 1 8 年 7 月升格為防治蟲鼠督導委員

會，其職權範圍包括防治蠓蟲。  
 
1 0 .   鑑於蠓蟲在 5 月至 1 1 月期間的濕暖天氣較為活

躍，政府會在雨季前加強協調各部門在其轄下處所的防治

蠓蟲工作，包括清理泥土表面的枯葉，以及在需要時於泥

土表面施放殺幼蟲劑等，避免蠓蟲滋生。不同部門在公衆

地方日常的滅蚊及環境改善措施，亦可以減少蠓蟲滋生。  
 
1 1 .   由於調查顯示公園是蠓蟲出現的熱點，加上公園

人流較多，容易造成滋擾，因此，防治蠓蟲需要針對這些

重點地方。食環署已制訂防治蠓蟲技術指引，供相關部門

參考，以便從源頭著手，減少滋生蠓蟲的環境，例如部門

可種植較高的植物，定期修剪植物，以及於泥土表面鋪上

碎石等，另外亦可在合適的環境下使用輔助性的成蟲控制

措施（如安裝昆蟲誘捕器），減少其數量。食環署會為有

關部門（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房屋署）提供防治蠓蟲

訓練課程及講座，使其撲滅蠓蟲工作更有成效。  
 
1 2 .    為 提 高 市 民 對 吸 血 蠓 的 認 知 和 加 強 自 我 防 護 意

識，食環署亦會加強健康教育，印製宣傳海報及單張，提

醒市民在戶外活動時，穿着淺色長袖衫褲及使用昆蟲驅避

劑，以及在家居清理蠓蟲的滋生地，例如清除落葉和其他

凋枯植物，並移走沙隔和排水明渠內的淤泥等堵塞物。  
 
1 3 .   食環署邀請的專家認為基於本地所發現的蠓蟲品

種並非傳播疾病給人類的病媒，因此香港現階段沒有需要

設立蠓蟲指數作為長期監察 5。儘管如此，政府會繼續留

意本港的蠓蟲情況，包括自 2 0 1 6 年年中起分項備存有關

                                                 
5  現時世界衞生組織並沒有對蠓蟲進行系統性的監察設定指引，其他地方如內地、新加坡及歐美國家

等亦沒有訂立對蠓蟲訂立恆常監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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蠓蟲的投訴數字 6，適時調整防治策略，應對蠓蟲問題。

如有需要，食環署會考慮再進行全港蠓蟲調查，以了解本

港蠓蟲情況的變化。  
 
總結   
 
1 4 .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2 0 1 9 年 1 月  
 
 

 
 
 

 
 
 
 
 
 
 
 
 
 
 
 
 
 
  
 

                                                 
6  在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間不同部門接獲的投訴共有 279 宗，而 2017 年至 2018 年同期數字

則為 148 宗，顯示公眾地方的蠓蟲滋擾問題有所改善。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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