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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環境受破壞 黑臉琵鷺放棄停留后海灣 趨向倚靠人工濕地 

保育后海灣泥灘刻不容緩 

 

(香港，2018 年 3 月 25 日）由香港觀鳥會統籌的黑臉琵鷺全球同步普查 2018 已於

1 月 19-21 日完成，今年的統計結果跟 2017 年同樣錄得 3941 隻。整體數字雖然未

有顯示黑臉琵鷺受進一步威脅，然而在香港與深圳之間的后海灣所錄得數字卻反覆向

下，反映在后海灣一帶適合黑臉琵鷺棲息及覓食的濕地正在萎縮，加上新界西北不斷

的發展，黑臉琵鷺在本港的棲息地正受到威脅。香港觀鳥會呼籲有關部門應盡早研究

如何保護如黑臉琵鷺瀕危鳥類的棲息地，並提出保護濕地和水鳥的措施，令生態平衡

得以永續。 

 

后海灣數字錄得降幅近 7 個百份點 

普查結果顯示，在后海灣錄得 350 隻黑臉琵鷺，比去年少 25 隻。香港觀鳥會研究經

理余日東相信深港后海灣的濕地質素下降，不能為經過長途飛行後的黑臉琵鷺提供補

給，因而放棄來港渡冬。 

 

后海灣泥灘環境退化及遭破壞 

黑臉琵鷺以魚為主食，牠們於冬季來到后海灣一帶泥灘及魚塘棲息和覓食。隨著深圳

后海灣及新界西北不斷發展，黑臉琵鷺在后海灣的棲息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當中

以填海造成的問題最為深遠，深圳過去的填海工程令后海灣泥灘面積縮減。另一方

面，后海灣處於河口下游出海口的位置，有持續的堆積物供應，加上紅樹林生長迅速，

皆使泥灘的面積萎縮，黑臉琵鷺的覓食地不斷縮減。 

 

魚塘濕地受發展威脅 棲息地質素下降 

后海灣位於｢東亞－澳大拉西亞候鳥遷徙路線」上，因此每年都有不少候鳥來港渡冬，

黑臉琵鷺正是其中之一。新界西北魚塘及濕地遭非法改變土地用途的情況屢見不鮮，

這直接影響黑臉琵鷺的覓食範圍及在后海灣的渡冬時間。余日東擔心，香港西北持續

發展，加上香港淡水魚養殖業青黃不接，適合黑臉琵鷺棲息的地方更少，牠們將會放

棄來港渡冬。 

 

人為非法放置捕獸器 

香港觀鳥會在過去兩年的冬季共收到 6 宗於后海灣一帶魚塘發現捕獸器的報告，牽涉

非法捕獸器 15 個，曾令受保護的黑臉琵鷺受傷或死亡。我們理解水鳥覓食或會影響

漁民生計，但是非法使用捕獸器而危害動物生命則絕不能容忍。就此香港觀鳥會建議

漁民採用合法與顧及安全的方式來驅趕雀鳥，以免傷及無辜生命。 

 

執法力度不足  舉證困難 

過去半年，香港觀鳥會發現 2 隻被非法捕獸器所傷的黑臉琵鷺，同時在魚塘發現非法

捕獸器。香港觀鳥會就此事曾向漁農自然護理署舉報，惟因證據不足，當局未能作出

進一步跟進行動。我們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增撥資源加強巡邏，並且進行公眾教育，

加強宣傳保護鳥類訊息及推動動物友善政策。 



 

 

保育天然泥灘生境刻不容緩 

是次全球同步普查結果當中，台灣錄得超過 55%的黑臉琵鷺，其次是中國及日本。

選擇在台灣棲息的黑臉琵鷺中，近一千八百隻停留在嘉義、台南等的魚塘及鹽田；而

在中國內地則共錄得 744 隻，數字比去年上升近兩倍，當中有 270 隻是在福建省內

的魚塘區找到。黑臉琵鷺選擇依靠人工濕地，反映了天然泥灘的生境不足夠讓他們覓

食及棲息。 

 

二十年前開始，各地紛紛保護瀕危的黑臉琵鷺，但隨著黃海及中國沿海的泥灘受到開

發影響正逐漸減少，香港的后海灣泥灘正受到同樣的發展威脅。近年數字顯示黑臉琵

鷺趨向依靠魚塘等人工濕地，但這類人工濕地之可持續性並不及天然泥灘。余日東擔

心說：「此情況會改變黑臉琵鷺的覓食模式，更影響牠們數量的穩定性。在保護黑臉

琵鷺的議題下，保育天然泥灘生境刻不容緩」香港觀鳥會呼籲社會各持份者盡力保護

天然泥灘生境，這才是長遠、有效且可持續的保育方式。 

 

 

關於香港觀鳥會 

成立於 1957 年，2013 年成為國際鳥盟的正式成員(Partner)，亦是本港註冊的法定

慈善機構。香港觀鳥會宗旨是推廣欣賞及認識雀鳥、舉辦各項鳥類及生態研究和調

查、保育鳥類及其自然生境，達至「人鳥和諧‧自然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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