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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鳥會彭俊超博士表示：「根據最新一次調查顯示，估計香港現時約有 31 萬隻樹

麻雀，非常接近去年統計的 32 萬隻，反映市區的生態環境變化不大，也反映一般市

民的調查能力經得起考驗，是進行科學調查的生力軍，亦證明這項以公民科學為基礎

的調查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去年，香港觀鳥會舉辦首次｢全港麻雀普查日」，招募超過 400 位市民參與。為了提高

調查的準確性，本年度更安排了兩天的同步普查，分別在五月七日及七月二日，共招

募超過 600 名市民參與，為保育城市中的雀鳥盡一分力。 

 

兩天的麻雀普查結果非常接近，分別錄得 4,772 及 4,745 隻樹麻雀，去年則錄得 4,503

隻。最後根據各生境的面積及麻雀密度計算，估計今年全港約有 31 萬隻樹麻雀，去

年則有 32 萬隻，數字非常接近。以平均密度計算，今年每平方公里有 1,355 隻，去

年約有 1,634 隻。 

 

調查亦顯示樹麻雀喜愛棲息於住宅區、康樂及休憩區中，每平方公里約有 1,700 至

2,000 隻，農地和工業區相對較少，每平方公里約 500 至 600 隻，反映樹麻雀非常適

應市區的環境，大部分樹麻雀都會選擇在市區棲息。 

 

相反，農業區的樹麻雀數量明顯下跌，我們估計可能有三個因素：(1) 現時香港的農

友較少種植穀類農作物，多種蔬菜，難以吸引樹麻雀；(2)大部分在農地錄得的樹麻雀

均在覓食而非築巢，因此數字較波動；(3) 季節亦會影響農業區樹麻雀數量，穀物收

成期自然會吸引更多樹麻雀聚集。以上水塱原濕地為例，由於近年水稻田面積持續增

加，每當秋天水稻成熟時都會吸引樹麻雀前來啄食，因此於秋天時會錄得較多數量，

而數字下降則反映出牠們會於不同的地方覓食及築巢。 

 

是次普查共記錄 43 個雀巢，彭俊超指出樹麻雀喜築巢於建築物的外部結構，如排風

口、外牆、冷氣機及喉管等，佔麻雀巢總數的 84%，樹上築巢只佔總數的 16%。雖然

樹麻雀以「樹」字冠名，但牠們似乎並不喜愛在樹上築巢。另外，兩天普查分別錄得

得 72 及 71 隻幼鳥，不過由於幼鳥一般會藏匿在隱蔽處，或者幼鳥剛孵化，還未能離

開鳥巢，因而難於觀察以致數字可能會偏低。 

 

普查更記錄了樹麻雀的行為，如覓食、停棲、求偶等。在覓食方面，約 40%的樹麻雀

在公園休憩地區覓食，反映公園是樹麻雀十分重要的覓食場地，例如泥土中的無脊椎



 

 

動物、多種類的昆蟲及果實等，均會吸引樹麻雀前來覓食，特別是到了繁殖期，幼鳥

更需要補充動物性食物。 

 

是次樹麻雀普查是一次重要的資料搜集過程，不單只有鳥類專家參與，更有普羅大眾

的支持，成為這類研究及保育雀鳥的「關鍵多數」，這正是公民科學的重要意義。兩

年的普查結果非常接近，證明只要提供合適的訓練，公眾亦可收集可靠的數據，麻雀

普查亦正正提供一個平台讓公眾實踐公民科學及環境教育。 

 

今年兩天的普查均於上午 9 時至 10 時同步進行，78 條長約一公里的普查路線，覆蓋

全港 18 區，路線上包括不同的土地用途，例如公園、工業區和鄉村等 6 種不同的城

市生境，參與調查的市民共有 618 位，年齡由 5 歲至 80 歲。 

 

本年度的計劃其中一個項目以中學生為對象，名為「城市生態大使訓練計劃」，10 間

中學共九十多位中學生接受為期兩個月的自然生態及生態調查訓練後，需要在自己的

社區設計一條路線，進行最少三次生態調查及資料分析，為社區搜集基本的生態資料。

計劃亦包括製作一個鳥類巢箱，提供一個更穩固的居所予鳥類繁殖，同時規劃一些配

套如栽種一些開花植物使巢箱對鳥類更具吸引力。最後更要為當區學生提供三次生態

導賞活動。是次生態調查總共在 10 個社區進行，包括大小型公園及屋邨。綜合各調

查報告所得，學生在公園及屋邨均記錄到不少細葉榕及羊蹄甲科的樹木，而灣仔區亦

發現了赤腹松鼠及小葵花鳳頭鸚鵡。 

 

整項計劃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境運動委員會資助，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香

港浸會大學生物系、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自然

生態論壇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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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麻雀築巢地點  

Nesting sites of sparrows 

 

附錄 2：不同生境樹麻雀的覓食比例 

Proportion of sparrows observed for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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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普查地區、路線行為紀錄 

普查地區覆蓋全港十八區，普查路線以｢樣線｣方式進行，每條普查路線長 1 公里，一

共 78 條普查路線。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法定圖則及麻雀的生活環境，我們把地

區再細分為最多 6 個土地利用區： 

1. 住宅區 （所有高、中及低密度住宅用地） 

2. 商業區（以商貿、金融及服務為中心的用地） 

3. 工業區（工業大廈、工廠區及貨倉用地等） 

4. 康樂及休憩區（大、小市區公園、花園等用地） 

5. 農業區（農地、基圍及魚塘等用地） 

6. 鄉村地區（鄉村式住宅用地） 

 

附錄 4：樹麻雀的行為紀錄 

1. 停棲（樹麻雀會在某一位置站立、坐下或休息） 

2. 覓食（樹麻雀會在地下拾起食物，可以觀察牠們的食物並記錄） 

3. 飛翔 

4. 鳴叫（包括求偶時的歌聲、提示伙伴、叫嚷索食等等） 

5. 築巢（收拾築巢所需的羽毛、樹枝等） 

6. 打鬥（爭奪領域） 

7. 叫嚷索食 （幼鳥振拍翅膀叫嚷，希望成鳥哺育餵食） 

8. 求偶（雄性成鳥展翅拍翼及唱歌以追求異性） 

9. 喝水 

10. 洗浴/沙浴（樹麻雀會在在乾燥的泥土上挖出淺坑，藉由沙土與羽毛間的摩擦以

及身體的抖動，達到去髒污和寄生蟲的效果） 

 

 

 

 

 

 

 

 

 

 

 

 

 

 

 

 



 

 

附錄 5：相關圖片下載 

連結：

https://www.dropbox.com/sh/4gwlkjhnfr6sgcz/AACGwBBu8ezcMtfYmhmnYYnua?dl=0 

 
請注意: 

1. 圖片或錄像的知識產權屬攝影者所有，提供的圖片或錄像只能用於是次報導，包

括網上新聞； 

2. 日後如再欲使用該圖片或錄像於其他報導，必須事前獲香港觀鳥會書面批准； 

3. 請以下列方式在相片或錄像旁鳴謝攝影師 (相片/錄像提供: 陳ＸＸ/香港觀鳥

會) 

4. 如有疑問，請與我們聯絡，電話: 2377 4387 

 

檔案名稱 
相片描述 鳴謝 

01 樹麻雀 © 黃靜雯/香港觀鳥會  

02 樹麻雀幼鳥 ©  鍾潤德/香港觀鳥會 

03 一群樹麻雀 ©  Sherman Yang/香港觀鳥會 

04 一群樹麻雀 ©  Sherman Yang /香港觀鳥會 

05 樹麻雀在巢中 ©  鍾潤德/香港觀鳥會 

06 麻雀普查員正進行麻雀調查 ©  香港觀鳥會 

07 麻雀普查員正進行麻雀調查 ©  香港觀鳥會 

08 鳥類巢箱比賽冠軍 ©  香港觀鳥會 

09 鳥類巢箱比賽亞軍 ©  香港觀鳥會 

10 鳥類巢箱比賽季軍 ©  香港觀鳥會 

11 同學正在製作鳥類巢箱 ©  香港觀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