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觀    鳥    會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532 號偉基大廈 7 樓 C 室 

Address: 7C, V Ga Building, 532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No.: 2377 4387    傳真  Fax. No.: 2314 3687 

 
濫捕嚴重 禾花雀十年升三級至瀕危級別 

 

香港觀鳥會新聞稿 

 

2013 年 11 月 26 日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在香港時間今天

早上 8 時正式公佈｢紅皮書」的最新修訂，其中為內地及香港人非常熟悉的

｢禾花雀」(黃胸鵐)，由｢易危」（Vulnerable）級別調升至｢瀕危」(Endangered)

級別，十年內連升三級，與黑臉琵鷺並列，但黑臉琵鷺在各國政府及民間

組織的全力保護下，情況已逐步改善，反而黃胸鵐卻一直被視為滋補味美

的珍饈｢野味」，非法及大量捕捉的情況變本加厲，令黃胸鵐成為｢瀕危」鳥

類中的最新苦主。 

 

香港觀鳥會研究經理余日東指出，黃胸鵐在歐亞大陸的北部繁殖，西至芬

蘭、白俄羅斯及烏克蘭，中至哈薩克，中國及蒙古，東至俄羅斯、韓國及日本北

部。每逢秋季牠們會集體遷徙，在長江流域一帶短暫停留，便會開始前往

亞洲南部及東南亞地區越冬。黃胸鵐曾經是西伯利亞一帶其中一種數量眾

多及分佈廣泛的繁殖候鳥，但過去二十年，牠們在大部分的繁殖地均被發

現數量劇減，在芬蘭，最近 3 年更沒有任何繁殖紀錄，歐陸俄羅斯地區報

告推算於 2000‐2010 年間的黃胸鵐數量亦下跌最少達 70%。此外，在過去

二十年，所有越冬地亦同時顯示牠們的數量在急劇減少中。 

 

在香港，根據 1937‐1980 年文獻紀錄，黃胸鵐一直都屬常見鳥種。1959 年

還有上 3,000 隻的紀錄，到 90 年代，還有數百隻的紀錄，但踏入千禧年代，

最高紀錄只有 25 隻。 

 

黃胸鵐體型細小，喜歡成群在開闊田野活動，以稻米和其他穀類種子為主

要糧食，故又名禾花雀。由於數量在過去 13 年急劇減少，2004 年被列為「近

危」級別，2008 年被列為｢易危」級別，2013 年更列為｢瀕危」級別，境況

堪虞。假如我們仍沒有辦法阻止，此物種將會在可見的未來滅絕。 

 

 



 

 

 

香港觀鳥會助理經理(中國項目)傅詠芹解釋：｢由於中國人進食野味的情況

一直未有改善，令內地非法及合法大量捕捉黃胸鵐的情況持續惡化，傳媒

亦經常報導執法人員檢獲黃胸鵐的事件。黃胸鵐在坊間經常被渲染為肉嫰

骨軟，廣東省更盛傳黃胸鵐有補腎壯陽功效，甚至稱為「天上人蔘」，但事

實上並無科學根據」。傅詠芹續指：｢早期，廣東從化、三水、四會、清遠

等地方都是捕捉黃胸鵐的集中地，1992 年，佛山巿三水區還舉辦過「禾花

雀美食節」，直至 1997 年廣東省林業廳下令停辦為止。近年，由於黃胸鵐

數量大減，加上中國急速發展，水稻田面積大量減少，捕獵人士北上攔截

捕殺，再運往廣東巿場，在中國東面沿海地區均有捕捉黃胸鵐的情況。」 

 

除了濫捕問題，黃胸鵐在中國的繁殖、遷徙及越冬棲息地被破壞、過度使

用農藥等都是導致黃胸鵐劇減的因素，加上黃胸鵐的遷徙群體很大，一旦

在棲息地被大量捕捉，就會對整個種群數量有嚴重影響。 

 

國際鳥盟亞洲部主任研究員陳承彥表示：「要保護黃胸鵐，首先要嚴禁捕獵

和販賣，並加強執法與舉報途徑，另外，進行研究監測種群和宣傳教育亦

十分重要。」  

 

香港雖然農業式微，但由於政府及民間在鳥類保育工作上都取得一定成

果，加上所有野鳥均受法例保護，令黃胸鵐的生存得以延續。香港觀鳥會

助理經理(項目)楊莉琪指出：｢香港觀鳥會與長春社在八年前開始合作在塱

原進行一項濕地管理計劃，其中最成功的項目之一是在塱原恢復種植水

稻，陸續吸引黃胸鵐和其他鵐類雀鳥到訪，黃胸鵐的數量開始回升，至 2012

年冬天錄得最高 47 隻，其他鵐的數量也有增加，雖然比過去高峰期仍有很

大距離，但塱原成為黃胸鵐及其他鵐的綠洲已反映了香港在鳥類保育上仍

然可以扮演關鍵的角色。香港觀鳥會亦希望透過此項管理措施為這種瀕危

雀鳥提供穩定又安全的停歇和越冬地，亦透過各項教育活動及售賣塱原生

態米，喚醒公眾對禾花雀和其他稻田生態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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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黃胸鵐全球分佈圖 

 

 

附件二： 

黃胸鵐香港分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