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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剛經過一個沒有嚴寒日子的鳥季，雖然有不少令人驚喜的鳥種出現，但大家留意一下今期鳥

類報告的內容，可以發現部分鳥種的出現或繁殖時間有異。個別冬季和暖未必一定和全球暖化有

關，但近年氣候異常情況似有增加的趨勢，大家應持續關注全球暖化的問題，實踐低碳生活，保

護雀鳥和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

呂德恒

����

中華鳳頭燕鷗衛星追蹤計劃2019
首階段為兩隻大鳳頭燕鷗戴上衛星追蹤器

  全球只剩約一百隻的中華鳳頭燕鷗，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

列為「極度瀕危」的鳥類。香港觀鳥會正全力展開「中華鳳頭燕鷗衛星追

蹤計劃」，以掌握牠們的行蹤，同時與各地區的保育組織合作協力保護牠

們的棲息地。

  本會很高興得到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中飛租賃」）的

全力支持及贊助，展開為期12個月的衛星追蹤計劃，通過觀察及追蹤，詳

細記錄中華鳳頭燕鷗的棲息習慣及遷徙路線，從而達到保育牠們的目標。

團隊已於2019年2月13日前往印尼展開首階段工作。

https://www.hkbws.org.hk/cms/join-us-tw/zh-tw/project-tw/endangered-species-tw/cct/cct2019

香港觀鳥會全新標誌  

  經過一年的努力，香港觀鳥會全新標誌終於誕生。

  新標誌保留沿用六十年的黃嘴白鷺作為主視點，以傳承本會前人的努

力及使命。標誌以藍色為主調，配上代表天空的藍與生境的綠，烘托出香

港觀鳥會一直致力的鳥類與生境保育工作，希望新標誌為我們的保育工作及香港的大自然帶來更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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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海洋住屋不對立  棕地亂象先規劃

  環保團體分別前往位於東大嶼水域的周公島及

鄰近水域海底進行生態調查，初步錄得該水域具有

陸地與海洋的生態價值。團體認為政府「未研究先

立論」，認為其生態敏感度低，是嚴重低估東大嶼

水域的生態價值，並誤導市民。生態價值需要長時

間觀察與調查，絕非一或兩次環境影響評估就能確

立。

  位於東大嶼水域的周公島更是新發現的白腹海

鵰繁殖地。填海工程及建議中連接堅尼地城的道

路，嚴重干擾雀鳥繁殖及覓食，最終影響牠們的繁

殖成功率，更令其在港的數量減少。

*2019年3月22日環團記者會新聞稿：

https://cms.hkbws.org.hk/cms/join-us-tw/zh-tw/project-tw/monitor-tw/other-monitor-tw/elm-tw

后海灣水鳥區域移動研究

  自2018年1月開始，我們先後為小白鷺及池鷺裝上GPS追蹤器，收集及記錄牠們的活動狀況，希望可以深入了解鷺鳥

在后海灣一帶的出沒狀況，從而分析后海灣各生境對牠們的重要性。

  我們發現這批鷺鳥主要在后海灣一帶及鄰近地方活動，魚塘是牠們的主要棲息和覓食地，另外也會使用后海灣一帶的

紅樹林、基圍、河道及泥灘。9隻小白鷺當中，有7隻以魚塘作為主要棲息的地方，另外兩隻則以潮汐泥灘、紅樹林及河道

為主。

  鷺鳥的活動也會受季節影響，在夏季繁殖期時，牠們會以鷺鳥林為活動的中心，有時會長時間停留於鷺鳥林築建巢或孵

蛋，有時不斷來回鷺鳥林及泥灘之間為幼鳥覓食。在非繁殖季節，鷺鳥的活範圍會擴大，經常穿梭於各區的魚塘覓食。部分

小白鷺屬候鳥，夏季時會離開香港飛往中國大陸。這類遷徙的資料非常重要，特別是在推行保育工作時更是必不可少。

s 裝上GPS追蹤器的小白鷺 s 鷺鳥活動的GPS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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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立夏，觀鳥季節雖暫別
但教育組仍然馬不停蹄舉辦自然教育活動

  繼而由香港的自然作家葉曉文及日本藝術組合偶然空聳（藤原力和住吉山実里）帶領參加者一同創作《城市雀仔冒險

之書》，並已在6月23日發布。

  第二場的「在地研習室－社區生態設計所」已經在盛夏的七月展開，我們帶領參加者走到大埔林村河及大埔墟的鷺鳥

林，探討鷺鳥的生活，並與參加者一同構思人鳥和諧的創意行動。

  課程完結後，「創不同」學院將於8月舉辦公開課。有興趣了解參加者的創意行動，可以留意香港觀鳥會Facebook 專

頁及「創不同」學院網站的公布。

http://www.mad.asia/programmes/mad-school/597

  今個夏季，我們夥拍「創不同」

學院，開展兩場「在地研習室」，與

不同的朋友認識城市自然生態。在

剛過去五月的「在地研習室」，我

們帶領參加者進行麻雀普查及在深

水埗區觀鳥，教育組首次在鬧市中帶

領三十名參加者一同觀鳥，吸引大批

市民圍觀，不斷向我們發問「看什麼

呀？」，亦因此市民對噪鵑和家燕都

認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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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團體建議1,120公頃紅花嶺郊野公園  保護當地重要資源

  16個團體就紅花嶺郊野公園的期望發表聯合

聲明，敦促漁農自然護理署盡快成立郊野公園，保

育具高生態、歷史、文化及景觀價值的地點，為香

港及內地之間提供陸地生態走廊。團體建議的紅花

嶺郊野公園範圍佔地1,120公頃，當中超過百分之

九十五為政府土地。

  全球易危的大草鶯在香港的族群對其全球數量

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紅花嶺的高地草原正正是其

重要的生境，範圍由紅花嶺南面一直延伸至香園圍

及禾徑山，而蓮麻坑及萬屋邊一帶的低地草原也是

其潛在度冬點。

*團體於2019年5月21日發佈的聯合聲明：

https://cms.hkbws.org.hk/cms/join-us-tw/zh-tw/project-tw/monitor-tw/other-monitor-tw/rncp20190521-tw

s 以沙頭角海作背景的紅花嶺 s 由紅花嶺遠眺深圳梧桐山國家森林公園s 紅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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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勺嘴鷸教材套」由香港觀鳥會、

日本野鳥會及本港插畫師林皮一起合作出

版，專為教師及環境教育導師而設，內容包

括勺嘴鷸的狀況及濕地的資訊，令同學對這

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教材套也提供多種室

內室外活動方案與教材，方便及協助導師設

計課程，令年輕人了解保育濕地的重要，提

高他們的保育意識。

  教材套分別以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

文、日文和緬甸語出版。特別鳴謝本會義

工、日本野鳥會和緬甸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保

護協會協助翻譯。 教材套可在此網頁免費下載               http://bit.ly/2WRGFGQ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落實進度

  香港政府首份城市級、為期五年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下稱《行動計

劃》），原來現已過了一半的時間，不知道《行動計劃》落實的進度如何？我們最近收到

漁護署的通知，網上已有落實進度簡介及詳細報告（可惜報告只有英文版本提供），歡迎

大家去了解一下。

  本會亦有積極參與落實《行動計劃》的工作，包括利用我們多年來收集的雀鳥紀錄及

數據，評核不同雀鳥物種的分佈、數量趨勢及瀕危程度，協助政府編製本港受威脅物種名

冊，希望藉此加強對瀕危鳥種的保護。

  香港觀鳥會去年發佈的《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2015-2017》提到「政府應定時根據一套一致的準則檢

視《行動計劃》的落實進度和本港的保育狀況。相關的數據和監察報告應如此系列的報告一樣公開讓公眾參閱。這對檢

討現行《行動計劃》及計劃下一份五年《行動計劃》尤其重要。」雖然政府現時有讓市民公開查看《行動計劃》的落實進

度，但現時仍未制定一套監察香港保育狀況的指標及準則。我們會繼續同步監察，希望能改善香港的保育現況。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落實進度的連結：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hkbsap/bsap_implementation/bsap_implementation.html

**延伸閱讀：《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2015-2017》

https://cms.hkbws.org.hk/cms/indicatorreport-1517

戶外觀鳥及室內講座時間表
時間表於本會網站不時更新，請瀏覽以下連結：

https://cms.hkbws.org.hk/cms/membership-tw  

認識勺嘴鷸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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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50人參與觀鳥馬拉松2019  為【保育瀕危鳥類】而拼

  香港觀鳥會自2002年起舉辦觀鳥比賽，一直深受鳥友歡迎，觀鳥比賽是一項集趣味、觀察力、專注力、記憶

力、體能及團體合作精神的活動，不但可以提升大家對鳥類及保育的認識，珍視香港的生物多樣性，我們更希望可

以透過活動，培養大家珍惜大自然的態度，一起參與保護香港大自然的工作。

  今年比賽更名為「觀鳥馬拉松」，除了有為具觀鳥經驗的會員及鳥友而設的24小時「挑戰賽」及為中學生而設

的「中學賽」外，為了鼓勵公眾人士參與這項年度盛事，亦增設「體驗賽」及「親子賽」，讓更多朋友享受自然之

美、觀鳥之樂，並支持保育鳥類的工作。今年我們把主題訂為「保育瀕危鳥類」，希望大家特別關注瀕危鳥類的狀

況，更努力籌款支持本會的鳥類保育工作。

  本會首先感謝「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關係」的支持及聯繫，另有香港SONY慷慨提供捐款贊助，令我

們可以提供更多訓練及人手協助初嘗觀鳥的市民，另外亦要感謝多位嘉賓擔任領隊及協助宣傳，包括禾花雀保育大

使高永文醫生、林超英先生、黃金寶先生、陳少珊小姐、侯智恒博士、戴健文先生、梁家永先生及劉晉先生。

  為了裝備經驗較少的參賽者，本會特提供賽前的基本觀鳥訓練，包括講座及戶外實習。

親子賽訓練日―塱原戶外實習 體驗賽訓練日―九龍公園戶外實習    中學生賽訓練日―觀鳥講座

  四組別的賽事分別於4月三個不同日子舉行：挑戰賽於4月6至7日期間作24小時比賽，共6隊（27位會員及鳥友）；體

驗賽及親子賽同時於4月14日舉行，親子賽共11隊（42位家長及小朋友），體驗賽共15隊（66位公眾人士），中學生賽則

在4月28日，20隊（114位學生及隨隊老師）。

  SONY慷慨贊助四組賽事的冠軍隊伍獎品，獎品包括 RX10M4、HX-99 等不同型號的相機或物品。

體驗賽比賽日於塱原 親子賽比賽日於米埔 中學生賽比賽日於大埔滘

中學生賽大合照於九龍公園 體驗賽大合照於米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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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其中4月14日的賽事，逾百人兵分兩路遊走於塱原、米埔及九龍公園，這個共七小時的輕盈版觀鳥比賽，大部分參加

是首次嘗試觀鳥比賽的滋味，不但活動新鮮，更從未如此觀看美麗的雀鳥，驚訝原來身邊有這麼多種類的雀鳥，過去從不

知道。

  「體驗賽」14隊中包含7隊由嘉賓領隊帶領的體驗賽嘉賓隊，包括高永文醫生、林超英先生、黃金寶先生、陳少珊小

姐、侯智恒博士、戴健文先生、梁家永先生及劉晉先生等，在他們的帶領下，隊友盡享觀鳥之樂，最後體驗賽更得出雙冠

軍。贊助獎品的 SONY 立即義不容辭加碼，贊助雙份獎品  HX-99相機給雙冠軍隊伍。

  「親子賽」11隊一起尋鳥蹤，大部分都是父母帶著小朋友參與，他們認為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親子活動。而特別的一

組就是一位爸爸聯同四位小男孩一起參與，看上去就如彩鷸爸爸帶小孩。方先生表示今次與兒子及其同學一起參賽，希望

透過「觀鳥馬拉松」訓練他們的合作性，更給自己一個鍛練體能的機會，因為帶著四位男孩確需要一定體力。

  香港觀鳥會主席劉偉民在頒獎禮上表示，香港觀鳥會每年都會舉辦觀鳥比賽，而給新手可以參加的就是第一次，但他

深信觀鳥這項如此吸引的活動，應該更多人可以參與而不只是資深鳥友的專利。他補充說：「觀鳥應該人人都可以參與，

拿著望遠鏡甚至兩手空空都可以在市區觀鳥。」

香港SONY代表歐陽家駿先生 EAAFP代表李允景小姐

  4個組別共51隊伍合共為本會籌得約港幣廿萬。今年的觀鳥馬拉松更

獲「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關係」（EAAFP）作為支持機構，並

獲香港SONY 捐款贊助，因而參賽者所籌得的款項能悉數用以支持瀕危

鳥類的保育工作。

  其他禮品贊助包括SONY相機、蔡司產品、美樂時望遠鏡、BRITA水

樽、中華煤氣禮劵等，為得獎隊伍提供精美而實用的禮品。

比賽結果

 挑戰賽  親子賽  體驗賽  中學生賽 

1 冠軍 贏雁（146種） 清敬樂（81種） 塱原禾花雀（63種） 可可鳥 ~ 聖公會陳融中學（68種）

   中華鳳頭燕鷗隊 –VIP（63種）

2 亞軍 史提芬灰磯（124種） 德信仔觀鳥隊（76種） 黃嘴白鷺隊 -VIP（57種） 小仙鶲 ~ 聖公會陳融中學（65種）

3 季軍 UIC觀鳥隊（112種） 翠鳥小隊（65種） ~~~~ 犀利哥 ~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56種）

4 最佳紀錄 雀鷹 栗喉蜂虎 黑臉琵鷺 紅尾伯勞 

 （贏雁） （德信仔觀鳥隊） （綠恒生態旅遊） （魚鷹~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組別  籌款 

挑戰賽 $17,100-

體驗賽 $105,400-

親子賽 $47,750-

中學生賽 $28,000-

觀鳥馬拉松 $1,600-

總數 $19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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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結果

 挑戰賽  親子賽  體驗賽  中學生賽 

5 最高籌款額獎 贏雁（$5,800-） 火之鳥（$6,950-） 禾花雀 – VIP（$30,500-） 查理布朗 ~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6,000-）

6 水鳥之最 贏雁 ~~~~ ~~~~ ~~~~

7 市區之最 UIC觀鳥隊 ~~~~ ~~~~ ~~~~

6 最喜愛的      張晉華 ~ 鷺遙知馬力  盧凱康 

   SONY相片    張振興伉儷書院 ~ 普通秧雞

會訊及項目

挑戰賽冠軍―贏雁 親子賽冠軍―清敬樂

體驗賽雙冠軍―  
中華鳳頭燕鷗

體驗賽雙冠軍― 
塱原禾花雀

最喜愛的SONY相片  

  SONY作為主要贊助商，除了出錢贊助還出「相機」鼎力支持，於訓練日及比賽日提供不同型號的相機供參加

者作記錄雀鳥之用，並在比賽日舉行「最喜愛的SONY相片」攝影比賽，共22位參加者參賽。參賽相片首先在本會

facebook專頁公開予公眾投票，然後由SONY 評分而選出冠軍一名。

得獎相片（挑戰賽／親子賽／體驗賽）的參賽者可獲SONY RX10M4相機一部。

得獎相片（挑戰賽／親子賽／體驗賽） 得獎相片（中學生賽）

相片名稱：早起的鳥兒 
攝影師：張晉華  隊名：鷺遙知馬力
攝影器材：SONY A9 + 100-400mm

相片名稱：飛舞 
攝影師：盧凱康  學校及隊名：張振興伉儷書院∽普通秧雞

攝影器材：SONY RX10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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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是次比賽得以順利進行，有賴以下機構及人士提供協助，特此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支持機構：      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關係（EAAFP）

捐款贊助：      Sony Corpor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禮品贊助： 蔡司遠東有限公司 

      Pacifi c-Palette International (Minox)

      BRITA Hong Kong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支持機構：     

其他：漁農自然護理署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會員李國誠先生（網上紀錄提交系統）

   Carmen Ng 小姐（比賽TEE插畫）

   Richard Lewthwaite 先生（評判）

會訊及項目

挑戰賽

參賽隊伍及隊員

   隊名  隊員

 1 史提芬灰磯 吳嘉怡、伍君而、李敬華、

   葉嘉殷、鄭建熙

   

 2 小學雞IV  葉金堯、李嘉汶、葉舜衡

   

 3 贏雁  張家駿、温子正、李鍾海、

   柯嘉敏、梅家瑋

   

    隊名  隊員

 4 上癮鳥 洪國基、賴友文、林海天、

   蔡美貞

   

 5 百靈鳥隊2019 李偉基、林超英、吳祖南、

   馬嘉慧、李錦昌

   

 6 UIC觀鳥隊 李芳華、包厚甲、曾小珊、

   紀力偉、梁霜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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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親子賽

   隊名  隊員

 1 清敬樂 黃志俊、黃清心、黃敬心、 

   陳嘉欣、陳諾恒 

   

 2 黑鳶 溫考儀、尹啟宗、尹忞希、 

   尹望晴、溫運平

   

 3 細豆隊 Chan Miu Ling Janice, Yan Ka Hei Max, 

   Pang Mung Ha, Law Wing Lok

   

 4 翠鳥小隊 黃莉、林皓朗、林家華 

   

 5 快樂小麻雀 岑紫君、張國雄、張顥霖

   

 6 快來鳥 梁欣琪、葉冠雄、葉民灝

   

   隊名  隊員

 7 梓齊隊 翁雄偉、藍茵、翁梓齊 

   

 8 火之鳥 李志海、李哲朗、黃寶華

 

   

 9 黃宅  黃志昂、梁哲、梁洛 

   

 10 龍之隊 蔡悅、武沐心、石金澤、 

   Fan Jin Gui 、Li Shao Ling

   

 11 德信仔觀鳥隊 方健華、蘇梓晉、梁宗棋、 

   胡子軒、梁柏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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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體驗賽

   隊名  隊員

 1 中華鳳頭燕鷗 侯智恒、黃麗珍、梁紹強、 

   -VIP 王日明 

   

 2 勺嘴鷸 -VIP 劉晉、鍾詠茵、何浩瑯、 

   何煒、吳祖南 

   

 3 東方白鸛 -VIP 戴健文、梁家永、陳耀華、 

   郭港如、李天姻、戴詠輝 

   

 4 黃嘴白鷺 -VIP 林超英、鄧翠文、雲紅雨、 

   劉靖珊、劉家雁、陳欣霖 

   

 5 黑臉琵鷺 -VIP 黃金寶、陳少姍、馮耀康、 

   李允景、林冠豪 

   

   隊名  隊員

6 禾花雀 -VIP 高永文、劉偉民、鄺超靈、 

   黃碧枚 

   

 7 一路觀鳥 梁凱騰、蔡迎光、顏偉峰、 

  同好會 林健康 

   

 8 塱原禾花雀 鍾樹光、李天虹、林彩朗、 

   鍾玉清 、何燕葵 

   

 9 自由鳥 吳子敬 、吳可橋 、陳靜詩 、 

   范國忠 、范天恩 

   

 10 綠恒生態旅遊 張頴珊、石有成、庾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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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隊名  隊員

 1 張祝珊英文中學 飛走鳥 黃樂欣、黃安琪、張萃熙、 

    劉泳欣 

    隨隊老師：湯靈磐 

 2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 小黑鷺鷺 蔡林柏聞、周恆健、鍾傑輝、 

    林鎮業、李華俊 

    隨隊老師：蔡靜亞 

 3 龍翔官立中學 龍翔 張綺玲、卜小婷、林芝影、 

    白瀅、陳宗莹 

    隨隊老師：黃家威 

 4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面包超人 陳芯滺、張翹、黃頌晴、 

    林佳穎、林鎵楨 

    隨隊老師：林楚湘 

 5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查理布朗 傅樂兒、梁思雅、熊雪穎、 

    張翹、陳芯滺 

    隨隊老師：謝蓮鳳 

會訊及項目

體驗賽

   隊名  隊員

 11 鷺遙知馬力 馮凱瑩、李嘉文、張曉慧、 

   鄧浩謙、張晉華 

   

 12 藍翡翠 阮國榮、鄭景成、范家輝、 

   梁惠賢、周伴卿 

   

   隊名  隊員

 13 Accjw 傅淑嫻、朱偉昌、陳淑珍、 

   陳桃枚、吳寶賢 

   

 14 Eco Guide 謝宇德、馬睎汶、譚東成、 

   符蘊 

   

中學生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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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賽

    中學  隊名  隊員

 6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一拳超人 潘卓瑩、譚梓敏、甘凱莉、 

    許樂瑤、蘇子然 

    隨隊老師：黃楚苗 

 7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犀利哥 盧德配、甘凱莉、黃鴻華、 

    潘卓瑩、譚梓敏 

    隨隊老師：伍小嫻 

 8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藍翅希鶥 梁芷晞、趙文睿、徐文俊、 

    駱穎晞 

    隨隊老師：李志強 

 9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鳥愛者 莊希淋、鍾焯妍、李雋謙、 

    邱巧明 

    隨隊老師：鄭相翰 

 10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魚鷹 陳建壹、郭承思、彭雅棋、 

  陳震夏中學  周家祥、謝豔昇 

    隨隊老師：余晨星 

 1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栗喉蜂虎 歐陽國棟、郭晴儀、羅艷、 

  陳震夏中學  黃盈康、陳銘妍 

    隨隊老師：盧永成 

  

 12 張振興伉儷書院 普通秧雞 吳思源、堵祺銘、張訢朗、 

    葉舜衡 

    隨隊老師：盧凱康 

 13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Team SWC 鄧凱欣、丁倩儀、陳彥羲、 

    羅皓遠、鄒鳴珮 

    隨隊老師：王因義 

 14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斑魚狗 吳啟謙、王浩南、霍楚晞 、 

    林培淇 

    隨隊老師：鄒國斌 

會訊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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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賽

會訊及項目

    中學  隊名  隊員 

15 聖類斯中學 看到鳥 高健超、譚嘉齊、胡啟迪、

    甘穎、趙絡熙

    隨隊老師：楊漢斌

 16 聖類斯中學 鷺鳥隊 林灼燊、陳嘉暉、韓承達、

    鄭迪信、區銘濠

    隨隊老師：何詩華

 17 聖公會陳融中學 小仙鶲 譚駿謙、林文軒、陳學謙、

    譚駿棋、梁家俊

    隨隊老師：徐勇誠

 18 聖公會陳融中學 可可鳥 王妙妍、陳楠茜、林竟瑤、

    吳媛蓉

    隨隊老師：韓德明

 19 觀塘瑪利諾書院 觀瑪一隊 陳俊榮、凌桐、何德定、

    周浩賢、顏宏耀

    隨隊老師：溫正源

 20 觀塘瑪利諾書院 觀瑪二隊 尹俊傑、吳學文、洪志杰、

    陳駿

    隨隊老師：侯栢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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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圍#20及#21觀鳥屋重新開放使用
  位於基圍#20及#21的觀鳥屋，在2019年9月因受颱風山竹吹襲而嚴重受損。經過本會野外員工努力，受損的屋頂和牆

壁已經更換完畢，觀鳥屋現已重新開放供訪客使用。如有任可疑問，請與本會聯絡。

s 維修後的觀鳥屋#20b

夏天大型生境工程

  於基圍#8b東北面的2公頃「乾蘆葦叢」已有大量的陸生植物入侵，對於依賴蘆葦的雀鳥來說，生態價值相對較低，

紅火蟻也是另一個持續性的問題。今年夏天會在這個區域清淤，將其改建成濕蘆葦叢，塘底也會較現有的濕蘆葦叢低20公

分，以更適合鳽及草鷺棲息。

  淡水塘#23b為一片蘆葦叢，但中央橫壆導致其碎片化，為形成一片連續的蘆葦叢，中央橫壆將會被移除，以供蘆葦擴

展。移除的泥土會用作淡水塘#24f/g塘底重建工程。

  淡水塘#24是一個由水牛協助管理的淡水生境，為了增加生境的多樣性，會利用移除淡水塘#23b塘橫壆的泥土，將淡

水塘#24f/g的一半轉為淺水區域，並重建塘底地形，以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水深。預期工程完成後，可以吸引多樣的物種來

使用，水牛也可以使用淺水區域。

s 維修後的觀鳥屋#21

s 恢復基圍#8b為濕蘆葦叢 s 24f/g號塘淺水區域恢復工程

圖/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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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在英格蘭當獸醫外科醫生時，其中一項工作便是為突然死亡的動物檢查是否有炭疽病，證實沒有時才可以

收集及銷毀。炭疽病是可以由動物傳染人的疾病，我需要前往動物死亡的地點，取血液樣本、將其染色，用顯微鏡

分析，再斷定是否有炭疽病，直至這動物確定沒有問題才可以繼續處理。

  我接著的工作是要檢查出事的動物到過哪裡？會否吃過有毒的植物？牛有舔舐或吃有毒植物的習慣，而巡視周

遭環境需要一定時間。有一次當我到愛爾蘭度假時，我看到一部雙筒望遠鏡，免稅，我立時有個想法：哈，如果能

用望遠鏡檢查田野的邊緣位置，看看是否有有毒植物，這不是慳上不少時間？一旦有望遠鏡，你便會不停使用，你

亦可以看到從前看不到的鳥類，從此養成習慣，凡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只有五分、十分鐘時間，我都會周圍

看看鳥，此後更成為我的興趣。

  當我來到香港，當時沒有太多動物，但雀鳥卻不少。我亦幸運地居住在新界，辦事處在青山，我的職責是調查

動物的疾病，範圍卻包括整個新界，工作一部分亦包括觀鳥。這樣，在工作中找尋觀鳥的時間並不困難，順理成

章，我亦加入香港觀鳥會。

  我在1964年來到香港，首先在沙田大酒店暫居，俯首放眼沙田，但見禾稻菜田，其實大部分新界亦如是。假如

你以為這不是觀鳥的好機會嗎？唔……有對有不對，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當時卻是付諸厥如，譬如鳥類圖鑑，1952

年出版的Birds of Hong Kong，只有小量雀鳥，小量繪圖，再早之前有一本由La Touche 撰寫的 Birds of Eastern 

China，不但不好找，也很昂貴，況且沒有繪圖。有一次當我放假時，回到位於倫敦南肯申頓的自然歷史博物館，

用了一星期時間把他們儲存的雀鳥標本全部拍照，以便了解那些雀鳥的樣貌。

  當時的望遠鏡非常笨重，10x50的雙筒望遠鏡沒有屋脊型稜鏡設計，單筒望遠鏡只適合觀星，不適合觀鳥。我

當時參與了一些環誌工作，嘗試研究遷徙鳥類的病理學。當時所有紀錄都只是一個觀察的結果，鳥攝還未出現，相

機仍未適合拍攝雀鳥，因此我們只能倚賴觀察的紀錄，即記錄者不單負責記錄，更負責發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一

人紀錄委員會負責審核紀錄。之後的三年裡，McDonald and McFarland編訂了第一個香港鳥類名錄，共有300或

330個雀鳥紀錄，現在已經有超過500種，我從未夢想過在同一個地方，可以找到過今天那麼多種雀鳥。

資深榮譽會員Dr. David Robertson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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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事的第一次總令人難忘，當然包括第一次在香港記錄的雀鳥，你永遠不會忘記。另一件未曾提及的事是當

雨季降臨，香港觀鳥活動會徹底停止，直至九月底雨季完結，沒有人會出外觀鳥，只有一個例外，有人會到沙頭角

的鷺鳥林尋找黃嘴白鷺，我有幸在赤柱碰過一次小灰山椒鳥，這是香港首次紀錄，除此以外真是甚麼也沒有。去得

多大埔滘自然可以碰到其中一種金頭的鶯，我忘了是那一種。你當然會碰到一些你以為判斷正確但義務紀錄主任認

為：「不是，你搞錯了。」我有一次認為我見到一隻白尾的鵰，但他說：「不是」。

  香港觀鳥會於1957年成立，我在1964年加入，鳥會當時很小，委員會差不多就是鳥會的人數，但我們全部都

很投入，也自認技術非常高明。不過隨著年月過去，我總會驚奇其他人可以找到更多種雀鳥，我們想：「我們怎可

能見不到？」但每年都有新的雀鳥是我們想也不敢想會碰到的，更何況被記錄了！

  有人會說你運氣好，所以可以碰到更多鳥，我回答是你觀察愈多，運氣便會愈好！大部分觀鳥的時間你其實甚

麼也碰不到，有時在大埔滘幾個小時也一無所獲；有時你會超級好運，碰到香港首個紀錄。

  我們有定期觀鳥活動，但當時未有集體運輸，沒有快速公路、地下鐵，所以譬如你想由赤柱往西貢或者其他地

方，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曾住在九龍，近荃灣，交通會容易些，但當我搬往離島居住，我需要追船、追車，當

時的路只是簡單的雙軌道，無快速公路，也沒有限速100公里，因此我喜歡住在九龍新界，我可以隨時去大埔滘及

我最鍾情的輞井村，因為它很近青山，即我工作的地點。

  早期，觀鳥會曾出現一些衝突，有人好像我及另外一兩位會員，會認為應該比單純觀鳥走遠些，特別是向香港

公眾推廣觀鳥，因此我們協助製作了一張給學校的鳥類單張，我認為這是很簡單的任務，選擇10至12種鳥，繪畫一

些插圖，寫幾句簡單的外貌描述，翻譯成中文，再找人贊助，最終我們就是這樣完成了任務。

  其中一些人包括我，希望可以向政府施壓，以加強對自然保育的重視。這樣便成為與其他會員發生矛盾的導火

線，有些人認為不應把船鑿沉，「我們畢竟只是一個觀鳥者！嘗試反對一些政府工程，或制止他們這些那些，這不

關我們的事。」亦因此我加入了長春社，因為我們有約在先。但觀鳥會一些資深會員卻並不贊同，我估計可能由於

這些會員身在政府，有利益衝突，但我由於當時已離開政府，因此沒有這些束縛，我可以怎樣批評便批評。

  不過自1967年開始，情況有些轉變，直至我72年離開，當時部分資深會員退休或離開，而這些轉變亦反映當時

全世界正向著保育的方向改變。

  還有，我有否提過我曾是榮譽狩獵監督官，根據當時的野生雀鳥及動物保護條例，其中一個條款是可以委任一

些志願人士或專家成為狩獵監督官，他們會獲發一張證件，並授權可以停止、搜查、捉拿甚至拘捕一些我們懷疑犯

法的人，違法的事情不是射殺便是設陷阱捕鳥，我仍保存這證，但最通常是非法黐雀，用膠水之類附在雀鳥喜歡站

的地方，雀鳥一踏足便被黏著，這是最普遍的捕雀方法，特別在米埔地區最常見，因此我也會常到米埔看看，我記

憶中未曾遞捕過任何人，但當然會處理那些黐雀的陷阱。

  有一句法國諺語：「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 愈多改變，愈容易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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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鄭國上

    阿爾卡拉埃納雷斯堡，在西班牙語代表在埃納雷斯河上的城
堡，地圖上以阿爾卡拉為名，位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東部三十多

公里。從馬德里出發，駕駛前往阿爾卡拉只需要半小時，也可以

從馬德里的亞托查車站乘坐火車到達阿爾卡拉車站，車程是半小

時多。

  白鸛，在歐洲文化裡是傳奇鳥，傳說牠給歐洲家庭送

上嬰兒，是歐洲各國的送子鳥。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在其

著作《安徒生童話全集》裡的一個故事《鸛鳥》，描述在

一個歐洲城市的一座屋子上，有一隻鸛鳥巢，鸛鳥知道有

一個水池，裡面睡著很多嬰孩，鸛鳥會把嬰孩送給他們的

父母。這個童話故事，應該就是白鸛送子傳奇的開端。

  從主廣場街走到塞萬提斯廣場，再往東面走進到聖地

亞哥廣場，舉目眺望，已經看到多個巨大鳥巢，穩固地聳

立在多棟建築物的天台上。在鳥巢旁站立的成鳥全身羽毛

白色，卻在翅膀結上一大片黑色，跟眼睛周邊的裸露皮膚

互相呼應；赤紅色的嘴喙，襯托著赤紅色、瘦長的跗蹠，

體長接近一米多的白鸛，使人嘆為觀止。有些鳥巢也看到

雛鳥伸出頭來，雛鳥羽毛暗灰色，嘴喙跟眼睛都為黑色。

  再走向東北面前往大學城方向，白鸛的鳥巢幾乎佔據

大部分建築物頂部可用的位置，鳥兒們充分發揮建築天

賦，順應屋頂上的閣樓蓋瓦、拱券結構，築起一個一個的

鳥巢，大部分鳥巢直徑接近兩米、深約一米多，在建築物

頂部三三兩兩地擺放著，看似雜亂無章，卻又互不干擾。

我充分體會到，白鸛在阿爾卡拉的半空中已經建立起來了

一個小社區。

西班牙阿爾卡拉的白鸛

  阿爾卡拉是一個歷史、文化與大學城的合體，具古羅馬、摩爾、猶太、天主教歷史，也是古典名著《來自曼查的騎士

唐吉訶德》作家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誕生地，而在1977年重新成立的阿爾卡拉大學，在西班牙極負盛名。市內歷史區域和大

學區域已經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是一個集合歷史、文化、旅遊的遊覽目的地。而對觀鳥者來說，這裡也

是在歐洲觀看白鸛的一個絕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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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鸛原始棲息地為開闊平原、河流濕地和沼澤

濕地，阿爾卡拉位於埃納雷斯河谷地帶，提供白鸛

一個理想的棲息地；白鸛為肉食鳥類，食物包括兩

棲類、爬行類、小型哺乳動物和魚類，在埃納雷斯

河谷低地的阿爾卡拉，其低矮植被的淺水區域，亦

成為白鸛的理想覓食地。

  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人很歡迎白鸛在

阿爾卡拉跟他們共處。儘管白鸛日常活動會給居民

們帶來不便，鳥兒的排泄物也需要清理，可居民們

覺得這是生物共存的必然狀態。地方政府亦盡量提

供方便，供應充足的築巢材料如樹枝、草莖，在野

外散放，以便白鸛容易唅取，也不阻止白鸛在教堂

以至歷史建築物上築巢。

  白鸛為遷徙鳥類，在歐洲繁殖，越冬地到非洲及遠至印度，可是在阿爾卡拉安頓下來的白鸛，已經找到一個安全的棲

息地，這些年來，老一輩的白鸛都選擇不再作遷徙。阿爾卡拉的居民有一句口頭禪：馬德里有一頭熊，可是在阿爾卡拉卻

有上百對白鸛，阿爾卡拉埃納雷斯堡也以成為白鸛的棲息地而聞名於世。



23

鳥類報告 文：Richard Lewthwaite

（讀者請留意在此刋登的鳥類報告，並不會自動成為香港觀鳥會的核實紀錄，請大家使用香港觀鳥網站下載最新修訂的香

港鳥類名錄提交鳥類紀錄，另以罕有雀鳥紀錄表格提交鳥類名錄內有螢光標簽的鳥種。）

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三月

一月份

 香港最温暖的冬季，自1880年代香港天文台紀錄所得，這是排名第三最暖的一月份。最令人驚喜的發現是在25

日，一隻有潛質成為香港首個紀錄的雌性火冠雀，在嘉道理農場內盛放的梅樹上覓食（KWMW, YWK），其後吸

引眾多觀察者到訪觀賞和拍照，火冠雀的報告直至月尾（AB）和二月初。這鳥種出現範圍在香港以北和以西的中

國大陸，由寧夏、四川至雲南，雖已知是會遷徙鳥種，但極少會預測在香港出現。

 本月另外兩個罕見鳥種，17日在甩洲有一隻禿鼻烏鴉的幼鳥（MK），是香港第三個紀錄，以及是這冬季出現的此

鳥種第二隻個體；24日長洲有一隻銹胸藍姬鶲（按MDW），這只是香港錄得第三或四個紀錄。另外在十二月底在

米埔拍攝得的一隻雌性白尾鷂，在26日再被拍攝（WM）。有單隻未能分辨的藍仙鶲，中華仙鶲或山藍仙鶲，17

日（IT）在榕樹澳和27日在東涌附近發現（JAA）。

 温暖的的天氣下有一連串罕見或這季節不常見的鶯鳥報告。14日至24日（JC, PH）期間有一隻純色尾鶲鶯在大欖
郊野公園。27日河背水塘有一隻峨嵋鶲鶯（JC），兩個都是第九個香港紀錄，前者也是首次在冬季錄得的報告。

棕眉柳鶯整個月在摩星嶺均有報告（PH, CC, MT, ML），也是首次在一月份錄得的紀錄。在港度冬的棕臉鶲鶯、

黑眉柳鶯、冕柳鶯、栗頭鶲鶯、白眶鶲鶯在大埔滘再有報告（KPC, PH, MK, PKK, MLT）。繼續有這季節不常見

的巨嘴柳鶯報告：4日至27日期間在何文田、烏蛟騰、石崗引水道及南大嶼山石門甲，均有單隻報告（KPC, RWL, 

JC, JAA）。本月發現較罕有的草原及沼澤地鳥種：14日南大嶼山有兩隻棕褐短翅鶯（JAA），19和20日新田有鈍
翅葦鶯和遠東葦鶯（EMSK），26日打鼓嶺附近有一隻北短翅鶯（JAA）。

 由11日起再有報告看見新田過冬的白秋沙鴨（EMSK），19日拍攝得一隻斑尾鵑鳩（EMSK），可能是十一月份在

落馬洲附近發現的同一個體。其他在新界開闊郊野或濕地較顯眼的報告：3日船灣堤壩有十七隻金翅雀（DT），6

日濕地公園有一隻長嘴鷸（CFL），8日塱原有一隻鵪鶉和普通秧雞（DAD），11日米埔有一隻蘆鵐（JAA），16

日大生圍有一隻黃頭鶺鴒（JP），24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前有兩隻漁鷗（per DAD），9日馬草壟有九十二隻金腰燕
（按DAD），是近年最高的紀錄。

 本月有十分好的棕腹大仙鶲報告，1日在城門（JAA）、8日在鉛礦坳（DW）、15日在大埔滘（M&PW）均有單隻

雄性出現。其他在新界林地／灌叢較顯眼的報告：10日城門有一隻灰背燕尾（PKK），10日大埔滘有一隻白喉磯
鶇（PKK），17日北潭涌有一隻橙頭地鶇（PH），由29日嘉道理農場有兩隻雄性藍喉太陽鳥（按MLT），斑姬啄
木鳥的數目繼續增加和擴展，20日（RWL）一隻在新地點大尾督出現，21日（MK）在大埔滘發現有三隻，這是

新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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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GT）和19日（CFL）灰腳秧雞成為九龍公園的明星。

 5日摩星嶺報告有灰山椒鳥（MK），這只是第三個冬季紀錄；6日有十二隻栗耳鳳鶥和一隻白尾藍地鴝（CC）；

24日有一隻赤胸鶇（MK）。香港島其他地方，十二月在龍虎山發現的白尾藍地鴝最少逗留至12日（AH），同一

天另報告有十隻栗耳鳳鶥（AH）。

 長洲再有褐漁鴞報告，19日出現兩隻（MDW）。

 最後，溫暖天氣似乎令本地繁殖的鳥類在冬季也寧願留在高地的地盤，而不是遷降至較低海拔地區去。5日大東山

有一或兩隻大草鶯（AB），11日和20日在八仙嶺黃嶺地區也有發現（RWL）。11日往八仙嶺主嶺及沿路上共聽到

有六十一隻強腳樹鶯在唱歌，是新高紀錄（RWL）。

二月份

 本月是香港天文台紀錄所得第二個最暖的二月份，一開始就有好報告，米埔有白尾鷂和其中一隻禿鼻烏鴉
（M&PW, PJL），及落馬洲的斑尾鵑鳩（PJL），大欖郊野公園有一隻褐林鴞和灰卷尾hopwoodi亞種（JC），

以上報告全在1日錄得。2日鴨利洲海怡半島有一隻大慨是香港第十二個紀錄的厚嘴綠鳩（KCL）。

 除其他在林地／灌叢地區一般鳥類報告外，在嘉道理農場出現的火冠雀逗留至8日（SY）：3日馬鞍山有十五

隻綠翅短腳鵯（JAA），5日和23日大埔滘有單隻褐林鴞（KB, CFL），21日大埔滘岬角有一隻雄性藍喉太陽鳥
（RB），大埔滘整月均有一隻黑眉擬啄木鳥報告（LS et al）。繼續有報告看見在本冬季較早前發現的較罕見鶯

類，1日（JC）和4日（按DAD）河背水塘的一隻峨嵋鶲鶯，6日（按DAD）在大埔滘白眶鶲鶯（two），同在大

埔滘另報告有黑眉柳鶯、栗頭鶲鶯、棕臉鶲鶯至23日（CFL, EMSK, 按GJC），後者比冬季最遲紀錄遲了十一

天。更多關於巨嘴柳鶯度冬報告，包括：21日在何文田有兩隻巨嘴柳鶯（KPC），24日有一隻在落馬洲附近出

現（JAA）。此外，在這季節不常見的報告：5日河背水塘有一隻淡腳柳鶯（按DAD），6日米埔有一隻嘰喳柳鶯
（MRL）和19日何文田有一隻極北柳鶯（KPC）。

 另外這季節不常見的鳥況，7日網絡上報告有兩隻紫嘯鶇幼鳥位於香港仔巢內，這鳥種一般在四至六月營巢；12日

至17日后海灣有一隻鷗嘴噪鷗（DAD, JAA），這鳥種現在是春季常見的遷徙鳥類，但在冬季只是第二個紀錄。14

日屋頭有一隻相當早出現的普通夜鷹（RM）；27日林村有一隻相當早出現的小灰山椒鳥（JAA），比最早的紀錄

還早了二十五天。

 本月較罕有草原及紅樹林／沼澤地的鶯類的報告：16日米埔蘆葦叢有一隻唱歌的北短翅鶯（JAA），22日林村有

一隻矛斑蝗鶯（按DAD）和23日和28日在米埔紅樹林內有一或兩隻唱歌的史氏蝗鶯（GT, 按DAD）。

 后海灣內海鷗的數目並非大量，但包有17日一隻堪察加海鷗（JAA）和在9日至23日期間有最少四不同鳥隻的漁鷗
（RWL），而在新田度冬的白秋沙鴨和紅頭潛鴨報告至23日（JC, EMSK）。

鳥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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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較稀少的留鳥報告有：3日在新地點―屋頭出現一隻斑姬啄木鳥（RM）；22日石澳看見十五隻白頰噪鶥
（DT），這可能是最新高的紀錄。

三月份

 天文台回顧為多雨及異常温暖的三月份，最令人激動的發現是20日在米埔出現兩隻未成年的彩䴉（按SY），這是

自1994年後首次在香港出現的歷史第三個紀錄。彩䴉其後分別在塱原、河上鄉、南生圍出現，在四月份飛移到大
生圍（觀察者眾多）。另外同樣引發大家關注的是，在28日甩洲魚塘發現一隻外觀與西方黃鶺鴒 leucocephala亞

種相符合的雀鳥（HKY），如果報告獲得確認，將會成為香港首個紀錄。這鳥在同一魚塘塘基逗留至月底及至四

月（觀察者眾多）。

 有單隻雄性藍喉太陽鳥報告：4日在嘉道理農場（PH），5日和15日在大埔滘（PH, DAD）。其他次罕有的鳥種報

告：27日大埔滘岬角發現一隻黑冠鳽（RB），比最早春季紀錄早了十一天。28日一隻斑尾鵑鳩在大帽山頂附近唱
歌（JAA）。自2014年每年都有看見斑尾鵑鳩的報告，或許在其擴展邊陲，或會成為另一在香港繁殖鳥種。在大
埔滘又再經常聽到一隻黑眉擬啄木鳥的歌聲。

 這冬季較早前所報告，那些較罕見或這季節不常見的鶯，繼續有報告：2日在摩星嶺和何文田分別報告有棕眉柳
鶯和極北柳鶯（MT, KPC）。5日大埔滘有白眶鶲鶯和黑眉柳鶯（KPC, PH），後者逗留至16日（MLT）；31日

何文田（two）的巨嘴柳鶯（KPC）；24日大棠再有白眶鶲鶯報告（按DAD），是這冬季第三個鳥隻，比紀錄遲

了四天。在唱鳴的罕見鶯類報告有：9日米埔有矛斑蝗鶯（AB）；12日和21日米埔紅樹林內的史氏蝗鶯（CFL, 

MK）；米埔担竿洲路的小蝗鶯和落馬洲的遠東葦鶯，報告均在13日發現（JAA, PJL），後者是首次在三月份錄

得。28日大帽山再有淡眉柳鶯（JAA）。

 后海灣地區，10日在沙橋棲息的中杓鷸增加至八十三隻，在這期間錄得的一個大數目。長期逗留的紅頭潛鴨和白
秋沙鴨仍在新田出現至11日（MK），同一天，也是其中一隻度冬的禿鼻烏鴉在米埔最後出現報告（MK）。月中

海鷗數目仍然甚高，有三百一十六隻大海鷗，包括15日在米埔浮橋觀鳥屋前一隻織女銀鷗的指明亞種（RWL）。

春季岸鳥數目，至月底仍然偏低，31日在米埔浮橋觀鳥屋前一隻東方鴴（JGH）成為亮點。

 如常，本月報告的春季各種各樣的陸鳥遷徙：11日米埔有燕雀（DAD），13日長洲有白腹姬鶲（MDW），15日

大埔滘有鳳頭蜂鷹（DW, DAD），16日大尾督有煙腹毛腳燕（RWL），17日馬草壟有灰臉鵟鷹（JAA），同一天

蒲台有日本松雀鷹和紅胸姬鶲（EY）。22日維多利亞公園有灰山椒鳥和紅尾伯勞（JAA），24日米埔有灰喉針尾
雨燕（JGH），同一天大堂有冕柳鶯（KPC）；25日米埔有東方中杜鵑（DAD），26日大埔船灣堆填區有短嘴金
絲燕（RWL），30日長洲有鴝姬鶲，蒲台有黑頭鵐（KW, MDW）。31日新田有淡色沙燕（EMSK），另何文田和

大埔滘有黃眉姬鶲（KPC, AK）。

 可能在港度夏的鳥類報告：26日河背水塘有霍氏鷹鵑（JC），30日屯門有烏鵑（JC），31日何文田有橙頭地鶇
（JC）。

鳥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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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見留鳥在新地點出現報告：25日清水灣俱樂部附近有斑姬啄木鳥（RWL），26日白沙澳有褐林鴞（GJC）。最

後，31日意想不到地有藍翅希鶥在白泥出現（JAA），之前在后海灣地區並沒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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