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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黑臉琵鷺」衝過二千大關後，去年卻輕微減少，數量從最高峰

的 2,069 下降至 2,041 隻，雖然只輕微下降約 1%，卻令人懷疑今年會否繼

續下滑，前景仍然有些不明朗。然而，今年一月八日至十日舉行的全球普查

卻令我們可以暫時釋除疑慮，因為黑臉琵鷺的數目再次達到歷史的新高峰─

─共 2,346 隻，比去年上升了 15%。 

 
香港觀鳥會黑臉琵鷺全球普查統籌及水禽項目統籌余日東指出：「普查數字

令我們有點喜出望外，雖然黑臉琵鷺以數量來說仍然屬於瀕危物種，但 15%
的升幅無疑對所有參與保育黑臉琵鷺的人士的無比鼓勵，證明過去跨地域的

合作以進行保育是保護候鳥的重要措施，也是成功的關鍵。不過，正如過去

幾年的情況，大部份黑臉琵鷺都集中在幾個點，包括台灣其中兩個點已經佔

了整體的 55% 、后海灣(香港及深圳)一點佔了 20%，這兩個點加起來已經

佔整體數目的 75%，比去年的 70%繼續攀升，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地點出

現事故或生境受破壞，都可對琵鷺的數量有嚴重打擊，幸好現時各地對黑臉

琵鷺的保育越來越重視，這是我們對黑臉琵鷺的前景仍然有一定信心的重要

根據。」 

 
余日東繼續指出：「是次普查的數據也反映了個別地區的發展趨勢，台灣的

整體數目上升了 16%，創了台灣歷年新高。香港后海灣(香港和深圳)的數目

成為升幅最大的地區，比去年增加 40%，雖然原因不明，卻反映香港濕地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越南雖然佔整體數字不多(2%)，但卻比去年下降了

27%，是減幅最大的地區。中國大陸各地區的總數都比去年輕微減少了 5%，

減幅比去年少，減少原因不明，可能是自然的波動，也可能是部份到了台灣

渡冬，也可能反映沿海的急速發展令棲息地減少及人為干擾增加。」 

 
 



 

 
 
黑臉琵鷺不但是港人熟悉的濕地明星，更是全球瀕危鳥種，雖然近年數目逐

步增加，但仍然是鳥類保育界的重點保護物種。為此，多個東亞地區的保育

組織及政府自九十年代便開始合作保護黑臉琵鷺的生境及開展不同的研

究，而了解其越冬地點自然是保護候鳥其中一個重要環節。香港觀鳥會自

2003 年便開始統籌全球的黑臉琵鷺普查，令我們對黑臉琵鷺的了解不斷增

加。 

 
本年度的黑臉琵鷺全球普查已於 1 月 8 至 10 日完成， 主要重點如下： 
 
 2010 年的普查結果共記錄 2,346 隻，比 2009 年的 2,041 多 305 隻，上

升 15%； 
 比最高峰時的 2007-08 年的 2,065 還要多 14%；  
 最大的越冬群仍是在台灣，總數目為 1,280 隻，佔全部黑臉琵鷺的

55%，上升 16%； 
 香港和深圳錄得 462 隻，比去年 335 隻增加 127 隻，上升 38%，是香

港有史以來的新高； 
 中國大陸沿岸的數字下降了 5%，從去年的 247 隻減少至今年的 234

隻，佔整個種群的 10%；主要的渡冬群有海南島及廣東海豐錄得的

55 隻及 72 隻，福建興化灣錄得 104 隻； 
 越南卻比去年減少 17 隻，下降了 27%； 
 普查地點包括南韓、日本、福建、廣東、海南、台灣、香港和深圳、

澳門及越南，超過一百位調查員參與普查； 
 共調查了 77 個地點，其中 56 個地點有黑臉琵鷺的分佈。 

 
特此鳴謝所有參與普查的組織及義工，令是項普查在過去多年得以順利進

行，亦令各地的黑臉琵鷺得到更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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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0 年各地普查結果 

 

地區 Place 
2010 數量 

(佔總數%) 

2009 數量 

(佔總數%) 

趨勢 

(比較 2009 年) 

南韓 S. Korea 27 (1%) 25 (1%) 輕微上升 

日本 Japan 258 (11%) 215 (11%) 上升 20% 

中國大陸 Mainland China   

(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 

上海市) 

234 (10%) 247 (12%) 下降 5% 

台灣 Taiwan 1,280 (55%) 1,104 (54%) 上升 16% 

香港和深圳  

Hong Kong & Shenzhen 
462 (20%) 335 (16%) 上升近 40% 

澳門 Macao 39 (2%) 52 (3%) 下降 25% 

越南 Vietnam 46 (2%) 63 (3%) 下降 27% 

總數 Total 
2,346 

總數比去年多 305 隻
2,041 上升 15% 

 
 
 
 

 

附件 2：統計圖 

 

 

 

 
 
 
 
 
 
 
 
 
 
 
 
 
圖 1：1989-90 至 2009-10 年冬季的全球黑臉琵鷺數量  

International Black-faced Spoonbill Census, 198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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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0 全球同步普查期間黑臉琵鷺在不同越冬地的全球百分比  

 

 

 

 

 

 

 

 

 

 

 

 

 

 

 

 

 

 

 

圖 3：比較全球同步普查的已知黑臉琵鷺數量，以及四個重要聚集點（台灣

台南、香港深圳后海灣、海南島和越南紅河口）的數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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