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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能手，活動範圍
非常大。

雜食性動物，會吃
任何天然或人工食
物。

香港原生最大的陸上
哺乳動物。成年野豬
重 50-150公斤及長
1.0-1.6米。

繁殖力最高的野生
有蹄類動物。數量
能在12-15個月內增
加五倍。

香港的野豬

野豬不是
被棄養的家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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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出沒/拯救/滋擾報告

2011至 2017年
的野豬投訴個案

餵飼44%

戶外垃圾34%

草地/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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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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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擾個案
的食物誘因



由兩隊民間狩獵隊進行狩獵
- 狩獵是國際間一致採用的方法
- 自2017年起暫停直至完成檢討

1) 安全考慮
- 個別團體的干擾
- 難以安全地進行狩獵
- 難以在民居或公眾地方進行狩獵

2)效率考慮
- 每次行動平均獵到少於一隻野豬
- 對野豬的阻嚇性成疑

年份 投訴個案 狩獵行動
次數

獵獲的
野豬數目

2012 268 101 44

2013 294 94 55

2014 336 24 18

2015 518 50 44

2016 583 61 45

2017 738 暫停 0

以往處理野豬滋擾的策略



目標：習慣在市區覓食的野豬種群
主要策略：1) 避孕

2) 搬遷

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



捕捉

• 行動前2-4星期接觸野豬，
令牠們適應行動的環境

• 麻醉藥： 10-15分鐘生效
• 12-15人協助搜尋及搬遷
野豬

• 選擇行動地點有不少限制



GonaConTM

• 避孕疫苗
• 在圈養情況下，單次注射
能有效最少4-6年

• 香港及西班牙為世界上首
兩個進行實地試驗的地方

• 於2019年第四季完成初
步評估

• 首次試驗於2017年10月
在赤柱及馬坑進行

避孕疫苗



• 永久性
• 須解決實地進行手術
的技術問題

絕育手術



搬遷後的監察

搬遷 • 搬遷到遠離民居的郊野地方
• 全球定位追蹤
• 有機會走回被捕捉的地方或野放
地點附近的民居覓食



捕獲野豬總數 接受避孕疫苗的
野豬數目

接受絕育手術的
野豬數目

搬遷到偏遠郊野的
野豬數目

71 (101) 17 (33) 4 (6) 53 (72)

沙宣道
搬遷: 5隻

香港仔
避孕疫苗: 2隻
搬遷: 11隻

深灣道
手術: 3隻

海洋公園
手術: 1隻
避孕疫苗: 1隻
搬遷: 5隻

黃竹坑
避孕疫苗: 1隻
搬遷: 2隻

南灣道
避孕疫苗: 1隻
搬遷: 3隻

馬坑及赤柱
避孕疫苗: 9隻
搬遷: 18隻

舂磡角
避孕疫苗: 3隻
搬遷: 9隻

先導計劃在南區的行動詳情（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

( ): 全港數字



(1) 監察及管
理野豬滋擾

(2) 減少食物

來源

(3) 邀請公眾

參與

(4) 定期檢討
及更新

未來處理野豬滋擾的管理策略建議



監察及管理野豬滋擾
行動1:處理野豬滋擾

A. 避孕及絕育 B. 控制野豬滋擾

避孕疫苗試驗計劃 [進行中]

內窺鏡絕育手術
[程序完善中]

人道處理有攻擊性或危險的野豬
[行動準則擬定中]

捕捉及搬遷 [進行中]



監察及管理野豬滋擾
行動2:監察野豬的分佈、種群數目及活動模式
A. 郊野公園內以紅外線自動相機作基線調查 B. 以全球定位研究野豬的活動模式

C. 估計香港的野豬種群數目



監察及管理野豬滋擾
行動3:成立專責小組提高應變效率
A. 成立處理野豬滋擾的專責小隊以提高處理效率



減少食物來源
行動4:減少在公共地方的食物來源
A. 進行顧問研究以改善垃圾收集設施的設計



邀請公眾參與
行動5: Wildlife Smart Programme – 精明管理計劃
A. 提高市民對「不要餵飼野生動物」的意識

B. 制訂指引及發展可行方案協助農民減少被野豬滋擾

設置圍欄的正確方法

C. 推廣「遇到野豬時的應注意事項」

保持鎮定，離開野豬 可躲在障礙物後 把膠袋收妥在背囊之中

切勿用物件驅趕 切勿餵飼



定期檢討及更新
行動6:檢討及加強管理策略
A. 成立專家小組檢視現有策略 B. 研究持份者及公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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