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香港觀鳥會、國際鳥盟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聯合新聞稿 

 

中港保育團體聯手保護世界上最稀有的雀鳥：中華鳳頭燕鷗數量破紀錄 

港專家荒島守護繁殖地並開展燕鷗遷徙研究 

 

（2015 年 8 月 13 日 - 香港）香港觀鳥會聯同國際鳥盟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

金宣布，於浙江韭山列島順利完成第一個旨在為極度瀕危的中華鳳頭燕鷗作保育

的足旗環誌項目。這是中華鳳頭燕鷗種群恢復計劃的第三年, 保育成果比起前兩

年的繁殖季節更為顯著: 至少招引了 52 隻中華鳳頭燕鷗來到浙江韭山列島中

的一個孤島—鐵墩島上，並有最少 25 對在此繁殖。此外，2015 年也是首次在

所有三個已知的繁殖地（浙江韭山列島和五峙山列島，以及福建省閩江口外的馬

祖）同時有成功繁殖的記錄，而在 2014 年僅在韭山列島繁殖。 

 

中華鳳頭燕鷗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 )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列為“極危”，曾

經有 60 年的時間被認為已經絕種。這隻「神話之鳥」於 2000 年在福建沿海的

馬祖列島被重新發現，隨後於 2004 年再在浙江象山縣發現一個新的種群。牠仍

然是世界上最瀕危的海鳥之一，全球種群數量估計只有少於 100 隻（2014 年的

全球數量估計不到 50 隻），所知的繁殖地亦只有三處。 

 

2015 年是連續第二年有研究員於整個繁殖季節在鐵墩島上進行監測。來自香港

的國際鳥盟亞洲部主任研究員陳承彥先生由 5 月初至 8 月上旬一直留在島上監

測燕鷗種群和記錄牠們的繁殖行為，包括颱風燦鴻在七月來襲期間亦恪守本份。

當時島上的植物被充當了燕鷗繁殖群的避難場所，因此在颱風期間有 95％的燕

鷗幼鳥成功活下來。以上種種原因讓中華鳳頭燕鷗幼鳥出巢的數量越來越多：從

2013 年只有一隻幼鳥，到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別有不少於 13 和 16 隻燕鷗幼

鳥成功存活。今年 8 月４日，來自中國和美國約 20 位專家為 31 隻鳳頭燕鷗繫

上有獨立編號的足旗。這樣，若牠們在越冬地出現時，便能夠讓人識別個體。 

 

陳承彥先生補充說:「這個種群恢復計劃的目的不僅是保護中華鳳頭燕鷗，也為



 
 

恢復中國沿海日漸消失的海鳥種群。與此同時，我們亦希望鼓勵更多國際間的合

作，推動亞洲區內燕鷗和其他海鳥的保育工作。感謝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資

助，讓我們得以在 2015 年與印尼 Burung Indonesia（印尼鳥類保育協會）合

作，向燕鷗潛在越冬地的群眾推廣中華鳳頭燕鷗的保育工作, 並提高他們的意識。

我們正考慮在未來幾年在中華鳳頭燕鷗和大鳳頭燕鷗身上安裝衛星追蹤器, 好

讓我們更了解牠們的遷徙路線。」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總監蔣素珊女士表示：「保育基金早於 2008 年，已撥款

支持中華鳳頭燕鷗的保育工作。我們很高興知道，經過幾年的努力，這種極危物

種有較高的希望能夠恢復過來。在 2015/16 年度，我們將提供三年的支持予國

際鳥盟，好讓工作人員能繼續監測韭山列島的繁殖地，並開展對中華鳳頭燕鷗的

遷徙研究和印尼東部潛在越冬地的調查。我們還贊助了三位大學生, 分別於

2014 年和 2015 年參與陳承彥先生的野外工作達兩週，能見證中國海鳥保育邁

向新的里程是一個畢生難忘的體驗，我們希望藉此引發年輕科學家參與這項重要

的工作。」 

 

這項目的成功是得到象山縣海洋與漁業局、浙江自然博物館、國家林業局珍稀與

瀕危物種野外救護與繁育項目、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日本地球環境基金、太

平洋海鳥組及國際鳥盟防止滅絕計劃資助者 Mark Constantine 的慷慨資助。象

山縣海洋與漁業局、浙江自然博物館提供後勤支援，令項目得以順利進行。至於

招引所需的燕鷗模型及鳥聲播放系統則由美國漁業及野生動物管理局(野生動物

無國界)項目提供，我們謹此致意。 

 

 

 

 

 

 

 

 

 

 



 
 

關於香港觀鳥會 

香港觀鳥會成立於 1957 年，以欣賞及保育香港的鳥類及其自然生態為

宗旨，在本地同類型民間組織中歷史最悠久，並擁有超過 1,900名會員。 

 

關於國際鳥盟 

 

國際鳥盟成立於 1922 年，是一個會員制的國際環保組織，會員分

佈在超過 115 個國家和地區。國際鳥盟致力保育鳥類，其棲息地

和全球生物多樣性，以實現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利用，香港

觀鳥會於 2013 年正式成為國際鳥盟的成員(BirdLife Partner)。 

 

香港觀鳥會與國際鳥盟於 2005 年合作開展中國項目，以促進中國大陸的鳥類保育。中

國項目已支持超過 15 個在中國大陸的新興觀鳥組織的發展，並且帶領在中國大陸保育

全球瀕危鳥類，如中華鳳頭燕鷗（極危），勺嘴鷸（極危），靛冠噪鶥（極危）和栗斑腹

鵐（瀕危）。欲了解更多詳細資訊和新聞，請瀏覽香港觀鳥協會網頁 www.hkbws.org.hk

和 www.chinabirdnet.org 。 

 

關於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承諾透過協作籌款與科研教

育，致力提倡促進及參與亞洲區內務實有效的野生

生態保育工作，並重點保育中華白海豚與大熊貓以

及其棲息地。保育基金展望各界無私合作，攜手保

護亞洲野生生態長久繁盛豐饒。 

 

保育基金自 2005 年擴展以來，已撥款資助逾 370 項研究，研究物種包括鯨豚、大熊貓

以及其他物種，資助總額逾港幣 4,900 萬。保育基金亦透過「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

計劃」，啟迪大學生參與野外研究工作。2008 年四川大地震後，保育基金成立了「大熊

貓基地震後重建基金」，向受損保護區捐贈物資，並資助保育研究及生境修復工作，協

助受影響地區儘快恢復運作。 

 

如有傳媒查詢，請致電： 

香港觀鳥會/國際鳥盟 – 助理經理(中國項目) 

傅詠芹(Vivian Fu) 

電話: (852) 2377 4387/6411 6348 

電郵: info@chinabirdnet.org 

 

 

 



 
 

附錄 1.  

中華鳳頭燕鷗小資料 

英文名稱 Chinese Crested Tern 

中文名稱 中華鳳頭燕鷗(舊名黑嘴端鳳頭燕鷗) 

學名 Thalasseus bernsteini 

分佈 繁殖地 – 浙江省舟山五峙山列島､ 韭山列島; 福建省連江縣馬祖 

非繁殖地– 印尼，馬來西亞， 泰國及菲律賓 

保育狀況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 「極度瀕危」(CR) 

《遷徙物種公約》- 附錄一 

中國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 - 二級 

 

 

 

 

 

 

 

 

 

 

 

 

 

 

 

 

 

 

 



 
 

附錄 2.  

相關圖片及錄像下載  

請注意: 

1. 圖片知識產權屬攝影者所有，提供的圖片只能用於是次的報導；   

2. 請勿把圖片儲存或轉載於任何地方，包括 貴機構的圖片庫； 

3. 圖片用完後請立即刪除這些圖片檔案； 

4. 請以附上的方式鳴謝攝影者 (如: 攝影: 陳大文/香港觀鳥會)。 

5.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本人聯絡，電話: 2377 4387:  

連結: https://www.dropbox.com/sh/u81goswcaxv5e88/AADOY3xO4QlLXqmwy02c-ts1a?dl=0 

檔案名稱  相片描述 鳴謝 

1 中華鳳頭燕鷗 ©  Lo Chun Fai / OPCFHK 

2 中華鳳頭燕鷗 ©  Lo Chun Fai / OPCFHK 

3 中華鳳頭燕鷗及大鳳頭燕鷗 ©  Lo Chun Fai / OPCFHK 

4 中華鳳頭燕鷗項目地鐵墩島生境 ©  Lo Chun Fai / OPCFHK 

5 三種鳳頭燕鷗--中華鳳頭燕鷗、大鳳頭燕鷗及小鳳頭燕鷗 © Simba Chan/BirdLife 

6 中華鳳頭燕鷗孵蛋 © Simba Chan/BirdLife 

7 7月底在岩石上的鳳頭燕鷗幼鳥 © Simba Chan/BirdLife 

8 鐵墩島燕鷗群 © Simba Chan/BirdLife 

9 已繫上足旗的鳳頭燕鷗幼鳥 © Simba Chan/BirdLife 

10 在鐵墩島上把已繫上足旗的幼鳥放回野外 © Simba Chan/BirdLife 

11 陳承彥 © Simba Chan/BirdLife 

CCT_2015_footage 中華鳳頭燕鷗觀察片段 © Simba Chan/Bird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