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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銀行女高層打 Botox 亡名醫被捕  

任職銀行高層女職員前日於尖沙咀「李宏邦醫生整容集團」接受肉毒桿菌（Botox）注射後昏迷，延至昨

晨不治。消息稱，女死者為李的好友兼熟客，有人在出事前曾替她注射多支肉毒桿菌。警方稍後拘捕 86 歲的

李宏邦醫生。李於 2003 年曾涉女病人抽脂死亡，被罰停牌五個月。/大公報記者 周慶邦（文、圖） 

女死者死因有待剖驗，如證實與肉毒桿菌有直接關係，將是近年首宗因打 Botox 喪命的美容事故。警方

及衛生署通宵調查，發現涉事美容中心的危險藥物儲存數與紀錄不符，加上有人涉嫌誤導警方，拘捕李宏邦

醫生。李宏邦為整形外科醫生，在業內頗有名氣，行內有「叔父」之稱，其兒子亦是整形醫生。至於涉案的

美容整容集團，雖然以李宏邦登記，但董事是李的妻子李劉慧珠及兒子李明昇，登記地址是山頂白加道 27 號。 

前日（11 日）下午三時許，任職銀行高層的張姓女子（52 歲，洋名 Zoe），在堪富利士道的「李宏邦醫

生整容集團」接受注射肉毒桿菌療程，至下午五時許，張突然昏迷，在場的李宏邦即時為她施行急救並報警，

張及後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搶救，延至昨晨 9 時 42 分不治。 

A8：南海深水氣田啟動 將供氣香港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 12 日對外宣布，中國首個深水自營大氣田──陵水 17-2 氣田正式進入實質

性開發建設階段。項目建成投產後將供氣給香港、廣東及海南地區。據透露，陵水 17-2 氣田將採取「深水半

潛平台＋水下生產系統+乾氣接入崖城管網」的開發模式，總投資超 200 億元人民幣，最快有望在 2020 前後

投產。項目建成後每年約可生產 30 億至 35 億立方米天然氣，將依照與香港下游用戶簽署的合同內容，最終

確定供氣份額。/綜合中新社、記者羅洪嘯報道 

記者了解到，項目投產後，氣田產出的凝析油將進入平台儲存，通過油輪外輸；天然氣則通過外輸海管

接入崖城海底管線，通過香港終端、高欄終端及南山終端分別向香港、廣東及海南地區用戶供氣。 

業內專家認為，陵水 17-2 氣田此次進入實質性開發建設階段，表明中國已成功掌握適應南海深水複雜海

域的半潛式生產平台設計、建造和安裝技術，這將有力推動中國南海深水油氣資源開發，對南海大氣區建設、

保障能源安全產生積極效應。 

A20：澳洲「水果恐襲」案禍首落網  

據法新社、澳聯社、BBC 報道：9 月，澳洲爆發士多啤梨藏針事件，隨後事件愈演愈烈，蔓延至全國各州，

令澳洲整個水果產業陷入危機。事發逾兩月後，昆士蘭州一名 50 歲的越南裔女子因涉嫌士多啤梨藏針事件被

捕，據信她是事件的始作俑者，而出此損招的原因是對工作待遇不滿，她可能會面臨高達 15 年的監禁。 

第一次藏針事件發生於 9 月 9 日。昆士蘭州布里斯班市一名男子在食用士多啤梨後，因胃部疼痛到醫院

治療，使得藏針事件首度曝光，全國各地隨後又發生 230 次藏針事件，影響 68 個士多啤梨品牌，據悉其中有

不少案件是模仿作案或者惡作劇。除士多啤梨外，香蕉、蘋果也被發現藏針。 

事件在澳洲引起大範圍恐慌，導致當地士多啤梨滯銷，果農損失慘重，澳洲總理莫里森直斥該行為是「恐

怖襲擊」，並將污染食品罪的最高量刑提升至 15 年。昆士蘭州還懸賞十萬澳幣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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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文傾眾生 惜別大俠  

白花如海，送別大俠。《明報》創辦人、一代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 （筆名金庸）上月與世長辭，享年 94

歲，昨日傍晚於香港殯儀館設靈，今日出殯。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韓正等致送花圈（見頭上另稿）。

喪禮以私人形式進行，不設公祭。靈堂佈置以白色為主，高掛「一覽眾生」橫匾，兩側輓聯為知名的「飛雪

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概括了這位一代文學巨匠所寫的 14 部巨著。■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查良鏞的靈堂主要以白玫瑰、蝴蝶蘭與白菊作佈置，遺照臉帶微笑，背後是由玫瑰花拼湊成的心形。對

下放有其妻子查林樂怡、兒子查傳倜等親屬的花牌。 

金庸除是文壇巨匠，亦是一名報人，一手創辦《明報》，並深受國家領導人重視。靈堂兩邊分別放置中

央領導人及官員致送的花圈，以及查良鏞生前好友的花牌。其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花牌亦放在祭台右側

當眼處。長和集團創辦人李嘉誠送上的花圈，寫上「文動眾生，無住無往」致意。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的花

牌寫上「一人江湖，江湖一人」。明報報業集團致送的花牌則寫上「一代文宗」 

A11：中國消費升級 全球賣家搶攻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孔雯瓊及新華社報道）2,135 億元（人民幣，約合港幣 2,401 億元），2018 年天

貓「雙 11」不斷滾動的單日成交額就此停止，但以「雙 11」為縮影的中國電子商務消費市場仍在不斷發展成

熟。承接首屆進博會溢出效應，今年「雙 11」天貓國際集合了 75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19,000 個品牌。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研究員朱克力指出，「『雙 11』進口的走勢是反映未來中國消費結構轉變很好的風向標。

未來中國將會轉向出口與進口並重，將持續為世界釋放新紅利。」 

儘管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遲緩，各國需求萎靡，但中國經濟始終保持着中高速發展。特別是隨着互聯網

技術的發展和人們消費習慣的轉變，中國網絡消費的強大潛能被不斷激發。中國網絡零售額近年來的年均增

速超過 40%，已連續五年穩居全球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在不少國外企業看來，中國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

級，是他們進一步擴大中國市場、輸入更多品類的良機。 

A17：多國濫用抗生素 「最後殺手鐧」恐失效  

世界衛生組織(WHO)昨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部分國家濫用抗生素情況嚴重，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

更大量使用被列為「備用類」、即本應作為最後治療手段的強效抗生素。世衛警告一旦人體習慣使用抗生素，

會導致細菌對抗生素含抗藥性，變為「超級細菌」，一旦強效抗生素失效，人類最終將失去治療手段。世衛

必要藥物部主任希爾呼籲各國盡快採取行動，如規定抗生素必須由醫生處方使用，以杜絕病人不必要地濫用

藥物。 

世衛去年推出抗生素分級制，將抗生素分為「可用類」、「慎用類」、「備用類」3 級，呼籲各國優先

使用屬於「可用類」的盤尼西林類(Penicillins)抗生素，只在其餘藥物無效等情況下，才動用多黏菌素(Colistin)

等「備用類」強效抗生素，以避免細菌一旦對強效藥物呈抗藥性，連帶所有抗生素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