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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北溪天然氣管道去年9月26日被
炸毀，至今未有調查結果。據《華盛頓郵報》6日
報道，美國早在去年6月就從歐洲盟友獲悉，烏
克蘭有炸毀北溪管道的計劃，這比北溪管道被炸
毀時間要早3個月，進一步顯示西方不再認為俄
羅斯是「幕後黑手」。
據報道，歐洲一個國家的情報局獲悉，烏克蘭

軍隊計劃派遣一小隊潛水員秘密襲擊北溪管道，
這一小分隊直接向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盧日
內報告。去年6月，該情報局將撰寫的報告分享
給美國中情局（CIA），後者雖然質疑情報真實

性，認為信源「不夠可靠」，但仍在同月將報告
內容分享給德國等歐洲國家。

說法旨在洗脫美嫌疑
報告稱，6名烏克蘭特種作戰部隊人員計劃用假

證件租船，再用潛水設備下潛至北溪管道將其炸
毀。鑒於潛水的深度，他們除了攜帶氧氣瓶，還
攜帶了深度下潛所需的氦氣。烏克蘭本計劃在去
年6月5日與17日之間開展的「波羅的海22號」
北約夏季演習後炸毀北溪，但計劃因不明原因被
暫時擱置。報告稱，這一計劃由扎盧日內全權負

責的原因，是為了避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知
情，這樣澤連斯基就可以「合理地否認」烏克蘭
參與此事。《華盛頓郵報》稱，這一機密報告是
「五角大樓洩密事件」中洩露的一個文件，不過
沒有在網絡上廣為傳播。《華盛頓郵報》稱是從
已被捕的洩密者特謝拉線上的朋友獲取這一報
告。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多國」官員確認
報告內容的真實性，認為烏方或因發現西方國家
知情而臨時調整方案，包括計劃日期。不過，烏
炸毀北溪的說法也遭到一定質疑，甚至被批評為
旨在洗清美國嫌疑。

美媒：烏炸毀北溪 美事前3個月接情報

烏水壩被毀穀物價飆威脅核電站安全
洪災淹沒大量農田 4.2萬居民受影響

◆北溪天然氣管道去年9月被炸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截至目前，加拿
大山火焚燒面積已達到約3.2萬平方公
里，大量濃煙飄至美國東北部大片地
區，其中紐約市空氣受嚴重污染，自由
神像與帝國大廈等地標建築被煙塵籠
罩，有居民稱聞到一股燒焦味道。

6日空氣污染最嚴重城市
紐約居民德勞里埃表示，當她6日走
出寓所時，聞到一股燒焦的味道，「聞

起來像是有人在進行燒烤，視野也變得
朦朧起來。」66歲的德勞里耶對霧霾非
常擔心，她說，近年來氣候變化的影響
愈來愈嚴重，「政府沒有採取行動來扭
轉這場人為災難，這是可怕的，也是瘋
狂的。」
美國肺科專家曼恩說，煙霧可能會導

致人們胸悶、流眼淚或呼吸短促，並建
議人們減少運動。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

紐約市空氣中的PM2.5濃度是世界衞生
組織設定標準的10倍以上。
根據瑞士的空氣凈化信息科技公司網
站「IQair」公布的數據，紐約在當地時
間6日被列為當天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
重的城市。
報道稱，根據「IQair」的數據，紐約
市的空氣質量指數（AQI）超過150，這
一污染水平對老人、幼兒和有呼吸道疾
病等敏感人群來說「不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 伊朗駐沙特阿拉伯大
使館6日舉行重新開館儀式，伊朗副外
長比格德利、沙特副外交大臣優素福等
兩國官員出席。
比格德利在復館儀式上說：「我們認
為今天是伊朗和沙特關係中一個重要日
子，兩國合作進入了新時期。」伊朗駐
沙特大使館位於沙特首都利雅得使館
區，之前因兩國斷交一直處於關閉狀
態，近期已整修一新。
沙特與伊朗2016年斷交。在中國斡

旋下，沙特和伊朗兩國代表今年3月6
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對話，中沙伊三
方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沙伊雙方
同意恢復外交關係。4月6日，沙伊雙
方簽署聯合聲明，兩國宣布即日起恢復
外交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6日發生襲警
案，一名疑似患有自閉症的22歲男子與
57歲的照顧者母親情緒激動，辱罵上門
警員並投擲雜物，還從8樓高的組屋向
下丟棄刀具、盆栽和洗衣機零部件，造
成一名女警和一名醫護受傷，兩人事後
均涉嫌蓄意傷人和辱罵警員被捕。

22歲兒子疑患自閉症
新加坡《新明日報》報道稱，案發於周

二下午約2時，地點位於三巴旺通道第
415座組屋。受傷醫護稱他們當時接獲
求助到場，準備將男子送到醫療中心，
不料電梯來到8樓開門，他就被迎面而
來的東西砸中，「事情發生得太快，我
不知道他扔了什麼，頸部下方被不明利
器割傷，所幸只是一點皮外傷。」
該醫護被砸後立刻跑下樓報警，涉事

男子陸續朝樓下丟棄7個盆栽和4把刀
具。警方趕到現場後，母子兩人又向警

員掟雜物，砸傷一名女警，警員最終將
他們拘捕。
鄰居沙德爾稱，該婦人平日一直悉心

照顧自閉兒子，「她平日和藹可親，雖
然不會英語，但會很友善地與我打招
呼。但上個月她不知何故變得非常憔
悴，精神狀態也很不好。」沙德爾還稱
鄰居上月就注意到，事發單位門前不斷
出現損壞的傢俬，包括洗衣機和架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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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擲刀具砸傷警員醫護 新加坡失常母子被捕

加國山火影響美東 紐約滿煙塵充斥燒焦味

◆自由神像被煙塵籠罩。 網上圖片

◆伊朗駐沙特大使館舉行重開儀式。
路透社

◆刀具和盆栽從8
樓高的組屋向下丟
棄。 網上圖片

俄羅斯外交部7日表示水壩遭破壞後，第聶伯河下游水位已大幅上
升，大量定居點被洪水淹沒，數千人需要疏散。卡霍夫卡水庫水

位下降，也讓克里米亞地區供水受阻。

數千動物亡 地雷位移危機重重
烏克蘭官員亦估計洪水水位今日將達到高峰，當地約4.2萬居民都會
面臨洪水威脅。洪水淹浸附近地區，據俄方官員指，數以千計動物因而
死亡。俄烏衝突至今，雙方軍方都曾在第聶伯河河岸布雷，如今河岸水
位上漲，地雷可能位移、流失，讓原本被視為安全之地變得危機重重。

受影響土地可生產價值15億美元穀物
水壩被破壞還嚴重衝擊農業生產。法國農業信貸銀行今年1月報告

稱，預計會受水壩被毀影響的赫爾松、尼古拉耶夫和扎波羅熱地區，是
重要的大麥、蔬菜和番茄產地，佔烏克蘭農業產量約12%。烏方初步估
計第聶伯河右岸約97平方公里農田被淹，屬俄控制區域的左岸被淹農
田會「多出數倍」。水壩被毀還會導致31個田間灌溉系統斷水，受影響
土地可生產價值約15億美元的穀物和油料種子等。
全球糧食期貨價格6日應聲上漲，小麥期貨在開市前交易中上漲

3.7%，隨後小幅回落，玉米期貨也錄得1.6%漲幅。全球大宗商品價格
報告機構Fastmarkets穀物分析師貝利科娃表示，預計水壩被毀會讓大片
農田缺乏灌溉導致欠收，「如果今年夏天再出現高溫天氣，那將是一場
災難。」歐洲第三大茄汁生產商Agrofusion銷售總監西普科也提到，公
司在赫爾松有多間工廠和大量土地，「我們估計灌溉會出現問題。」

水庫水位下降 威脅核電站冷卻系統運作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總幹事格羅西稱，水壩嚴重受損，導致為
扎波羅熱核電站供應冷卻水的卡霍夫卡水庫水位開始大幅下降，雖然現
時還未對核電站安全構成直接風險，但情況令人擔憂。卡霍夫卡水庫水
位降至一定程度，就無法向外供水，或影響扎波羅熱核電站冷卻系統的
運作。
格羅西表示，扎波羅熱核電站附近還有一些能提供冷卻水的替代水

源，包括位於水庫上方的大型冷卻池，可以為扎波羅熱核電站提供數月
的冷卻水。格羅西據此呼籲各方維護冷卻池的安全，盡量將扎波羅熱核
電站的安全風險最小化。

香港文匯報訊 位於烏克蘭赫爾松地區的卡霍夫卡水電站

大壩6日被破壞並引發洪水，導致第聶伯河下游多個城鎮

水浸。俄羅斯通訊社7日報道稱，洪災已造成至少7人失

蹤，赫爾松7日繼卡霍夫卡市後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分

析指今次洪災淹沒大量農田，全球穀物價格已開始走高，

水庫水位下降也會威脅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安全。聯合國秘

書長古特雷斯稱，卡霍夫卡水壩被毀是「人道主義、經濟和

生態的巨大災難」，呼籲停止攻擊平民及民用基礎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常駐聯合國
代表張軍6日在安理會緊急審議烏
克蘭問題時發言說，中方對卡霍
夫卡水電站堤壩決口表示嚴重關
切，對由此造成的人道、經濟和
生態影響深感擔憂。
張軍說，在武裝衝突中保護平

民和關鍵民用設施，是國際人道
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原則。
中方呼籲所有衝突當事方遵守
國際人道法，全力保護平民和民
用設施安全。堤壩決口已經造成

洪水氾濫，大量人口需要緊急轉
移，超過數萬人飲水可能面臨困
難。
中方支持聯合國同有關人道組
織積極行動，為人員轉移和後續
救助全力提供協助。
張軍表示，卡霍夫卡水庫也是扎
波羅熱核電站冷卻水的重要來源。
中方注意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
事確認扎波羅熱核電站尚未面臨安
全風險，但卡霍夫卡水庫水位持續
下降，未來可能無法向扎波羅熱核

電站繼續泵水。中方重申，核災難
一旦發生，無人可以獨善其身。中
方呼籲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可能加
劇對抗、導致誤判的言行，維持扎
波羅熱核電站的安全和安保。
張軍說，中方對烏克蘭危機延宕

不止甚至進一步升級感到憂慮。剛
剛發生的事件再次提醒我們，在衝
突形勢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戰火蔓延下去，只會加劇痛苦和災
難，帶來更多不可預測的重大風
險。

有關各方應保持理性克制，盡快
恢復和談。國際社會應該以更大的
緊迫感，作出一切努力，為推動對
話談判、恢復和平創造有利條件。
任何一方，特別是有重要影響的國
家都不應該做火上澆油、激化矛盾
的事，更不應試圖從危機擴大化中
謀取私利、服務自身戰略目的。中
方將一如既往，繼續站在和平一
邊，同有關合作夥伴一道，為推動
勸和促談、實現烏克蘭危機政治解
決作出不懈努力。

中方表關切 促保護平民免人道災難

◆第聶伯河下游多個
城鎮水浸，老婦大感
無奈。 美聯社

◆扎波羅熱核電站進
行危機演習。 美聯社

◆烏克蘭赫爾松地區的卡
霍夫卡水電站大壩被破壞
引發洪水。 法新社

◆4.2萬居民面臨洪水威脅，數
千人需疏散至安全地點。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