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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今期內文最特別的文章，首推《哲仔大自然記事簿》。哲仔只是一位剛升上中學的小朋友，他多年來均對

大自然有濃厚興趣，還多次將觀察記錄和感想寫成報告。《哲仔大自然記事簿》有機會成為恆常專欄，希望讀

者喜歡哲仔的文章，一同陪伴哲仔的成長！

  此外，本會高級會員事務主任陳芳玲小姐剛離職，我多年來在觀鳥班和鳥類報告等工作上均與陳小姐有合

作，陳小姐熱心香港觀鳥會的事務，她的離任確很可惜，祝願陳小姐前程似錦，觀鳥活動將由新同事郭子祈先

生負責，希望郭先生工作順利！

呂德恒

編輯小語

塱原――未來的自然生態公園

  2012年，香港觀鳥會與長春社就「古洞北新發展區――塱原及附近一帶農地的規劃方案」發表聯合聲明。此後，兩會

一直與相關部門溝通，希望塱原濕地能夠依照以下五個原則，順利轉化成｢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 塱原在成為自然生態公園之前或後都不能有任何生態上的破壞或惡化；

 • 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必須維持現有的高度多樣化農地環境，這亦是塱原獨特之處；

 • 顧及和保障塱原農民的生計；

 • 實施生態友善的農地管理方法；

 • 控制遊客人數，不應以大眾旅遊作招徠。

  37公頃的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將分為三個區域：遊客區域（約佔4.8公頃）、農業區域（約佔11公頃）及生態保育區域

（約佔20.9公頃）。農業區域和生態保育區域均會採取生態友善的農耕管理方法，以保留塱原的農耕特色及維持塱原的生

態價值。

  今年5月初，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正式通過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的前期及第一期工程撥款，意味塱

原即將展開收地程序，但確實時間

表仍有待政府公佈。我們有進一步

消息或進展，將立即向大家報告，

請留請本會網站及facebook。

  地圖摘自2019年1月22日立法

會CB(1)499/18-19(01)號文件第6頁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90122cb1-499-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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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九龍公園的生態及社會價值

  九龍公園位於九龍半島的中心地帶。公園除了有許多古老的樹木，還有廣闊而相連的樹冠層。由於九龍公園略高於附

近的街道，在喧囂的城市中仍能營造公園的寧靜氣氛。從生態角度來看，九龍公園如市區的綠肺，更是野生動物的城市避

難所。

  根據2018年的報告，全港有二十一個鷺鳥林，而九龍公園的鷺鳥林是第七大的繁殖群落，共有48個鳥巢[1]。這群落的

夜鷺（Nycticorax nycticorax）鳥巢數量更佔了全港夜鷺鳥巢總數的26%。這是香港一個重要的鷺鳥林，並應被視為「生

態上重要的棲息地」。

【九龍公園地下空間發展】罔顧樹木生死	創造地下商機？

  九龍公園是市區的綠肺，也是野生動物在城市中的居所，更是一個著名的城市觀鳥熱點。但來到第二階段的公眾參

與，九龍公園在四個策略性城市地區中被選為優先發展的地下空間。該發展概念方案是一個地下購物商場連停車場，佔地

下空間六成，而只有約一成半會用作社區設施和公共空間。再者，該工程涉及大規模的挖掘，將摧毀樹木的生存和健康，

干擾鳥類的棲息和覓食。我們反對政府以商機取代九龍公園的生態及社會價值，因此反對九龍公園的地下空間發展方案，

理由如下：

[1] Anon, 2018. Summer 2018 Report: Egretry Counts in Hong Kong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Mai Po Inner Deep Bay Ramsar 
Site. Report by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to the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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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2018年，夜鷺是唯一在九龍公園築巢和繁殖的鳥類。在築巢或棲息地的夜鷺因為其地區的限制而被視為屬「本地關

注」的物種[2]，具有保護價值的鳥類。而鷺鳥林卻正正位於地下空間發展的旁邊，我們不應忽視發展對牠們的潛在影響。

  此外，九龍公園亦為留鳥和候鳥提供合適的棲息地。本會曾在九龍公園記錄過不少具保育價值的候鳥，包括全球近

危的紫綬帶[3]、屬「潛在地區關注」的棕尾褐鶲（Muscicapa ferruginea）[4]和屬「本地關注」的橙頭地鶇（Geokichla 

citrina）[2]。公園裡更曾有全國罕見和受保護的鳳頭鷹（Accipiter trivirgatus）的繁殖記錄。其他依賴林地的候鳥如黃眉姬

鶲（Ficedula narcissina）、鴝姬鶲（Ficedula mugimaki）、灰紋鶲（Muscicapa griseisticta）和白腹姬鶲（Cyanoptila 

cyanomelana）也有記錄。因此，九龍公園的樹木是鳥類重要的覓食及棲息地。

  九龍公園因位於市區中心及擁有多樣化的鳥類物種，而成為一個很受歡迎的觀鳥地點。本會的紅耳鵯俱樂部會每逢週

五早上在公園內舉行觀鳥活動，參加者可以與經驗豐富的成員一起觀鳥[5]。九龍公園也是我們的初級觀鳥課程中四個實地

考察地點之一。我們在2016和2017年亦在九龍公園廣場舉辦了麻雀嘉年華。九龍公園是一個非常適合向公眾推廣城市生態

的地方，並讓大眾在公園內體驗觀鳥的樂趣。

擬定的發展規模將導致棲息地的損失

  在公眾參與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項目倡議人一再強調古樹名木和樹木生長茂盛的地方將會被排除在開發區一定

的緩衝距離之外。由於公園內樹木的根系很有可能生長得既廣又深，項目倡議人必需在規劃階段之前清楚了解其根系。然

而，兩份諮詢文件均未能提供在九龍公園的古樹名木的根系調查資料，亦未能顯示擬定的工程面積能有效保護古樹名木。

  除了關注古樹名木的安危，我們認為公園內所有樹木對鳥類而言都十分重要，亦應得到充分的保護。所有地面上和地

下的工程都不應該損害到樹冠層和樹木的根系。

  可是，根據《城市地下空間發展：策略性地區先導研究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諮詢文件》），工程將採用地

表挖掘以建造地下空間（上圖）。從2019年1月的衛星圖片可見，挖掘面積約33,250平方米，佔九龍公園面積的25%，而

大部分的土地目前被大樹覆蓋（上圖）。在2019年6月5日舉行的焦點小組會議上，顧問團體亦提到將有300棵樹會因擬議

的工程中受影響。本會擔心工程將直接或間接地破壞樹根系統，並對這些樹木的健康和生存造成損害，進而干擾鳥類的棲

息和覓食地。

以「由上而下」的建築方法作為減低影響的措施具有誤導性

  根據《諮詢文件》，「由上而下」的建築技術比起傳統「由下而上」的方法，聲稱可「減低對九龍公園的影響」。項

目倡議人強調，目前的建議可以令「地面的復修工程提早展開並恢復部分公園活動，而同時繼續在地底進行所需的挖掘工

程，因此，『由上而下』的方式可以減少工程對公園的影響。」[6]

[2] Fellowes et al.: Fauna of Conservation Concern (2002)
[3]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22707151/0
[4] Fellowes et al. 2002
[5] http://www.lcsd.gov.hk/en/parks/kp/watching.html
[6] Stage 2 Public Engagement Digest. Available at: https://www.urbanunderground.gov.hk/files/docs/Stage2_Dige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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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上一節所述，「由上而下」的施工方法牽涉大面積的地表挖掘，過程中將會涉及大範圍的植被和樹木移除，

這將嚴重損害公園的生態。即使對一些受影響的樹木進行移植，樹木的健康狀況也會在過程中嚴重受損，並無法保證所有

樹木在移植後都能健康存活。我們認為原址保育應該被視為首要選項，在別無他法下才可考慮以移植作為緩解措施。

  此外，文件第23頁的四幅圖顯示了以「由上而下」方法施工的程序，但是當中只說明了由「草地」變成長滿樹木的過

程，給公眾一種錯覺，以為擬議項目將在九龍公園種植更多樹木以提升美感。這是十分誤導公眾的，因為圖中未有顯示現

時九龍公園樹木繁茂的狀況，而在第一幅圖中亦隱藏了將公園變成「草地」時所需的工序（如樹木移除 / 移植、工地平整

和架設圍板）。（上圖）

  在沒有提及該「技術」將導致棲息地損失的前提下，如此簡單地將「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種方法進行比較，

然後聲稱前者可以減低影響是極之誤導。所謂「由上而下」的施工方法事實上是大規模的地表挖掘工作，對公園的生態及

其舒適的環境都會造成嚴重破壞。

對雀鳥的潛在不良影響

  施工工地距離鷺鳥林僅25米。 鑑於繁殖中的鷺鳥易受人類活動的干擾，我們擔心地下空間的建設會大大增加燈光、人

類活動和噪音對鷺鳥林的干擾，進一步惡化棲息地的環境，並可能減低鳥類繁殖的成功率。而繁殖鷺鳥在最壞情況下更可

能會遷離該地點，為鷺鳥群落的存活造成負面影響。但是，項目倡議人並沒有提出措施以避免對繁殖鷺鳥構成的潛在不良

影響。

  此外，我們擔心九龍公園內新增地下空間的出入口會改變遊客的流量，破壞公園內的寧靜氣氛和增加對雀鳥及其棲息

地的干擾。地下空間發展項目的建造和營運過程都有可能改變公園內雀鳥物種的組成，並大大降低鳥類棲息地和覓食地的

質素。

擬議的地下空間有違「休憩用地」的規劃意向

  跟據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K1/28 [7]，擬議的發展項目位於「休憩用地」，其規劃意向「主要是提供戶外

公共空間作各種動態及／或靜態康樂用途，以配合當地居民和其他市民的需要」。 再者，在說明書中亦提到「九龍公園佔

地甚廣，是本港一塊重要的公眾休憩用地」。

  在「休憩用地」的規劃下，九龍公園被視為以提供公共空間為主。然而，擬議的地下發展項目僅提供約15.6%的地下

空間作社區設施和公共空間，而60%則用於商業用途，包括零售/餐飲設施以及泊車設施。

  如此則重商業的發展不僅會因其大規模挖掘工程而破壞這片具高生態和社會價值的市區「重要公眾休憩用地」，並且

違反為居民和公眾提供公共空間的規劃意向。

[7] Approved Tsim Sha Tsui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K1/28. Available at: 
https://www2.ozp.tpb.gov.hk/plan/ozp_plan_notes/en/S_K1_28_e.pdf

衷心感謝林超英先生捐贈港幣二十萬元
支持香港觀鳥會的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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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林超英籲捐款支持香港觀鳥會

  「香港觀鳥會近年在鳥類保育工作上十分

用功，在各項發展計劃或環境影響評估中做了

扎實的研究工作和向政府提交有份量的意見

書，為鳥類爭取生存空間，總算有點成績。做

這樣的工作需要人力物力，因此觀鳥會需要積極開拓不同途徑籌募支持

保育鳥類工作的經費，個人捐款對於觀鳥會極為重要，希望你也跟我一

起捐款支持香港觀鳥會的工作，為保護鳥類出一分力。」

林超英

魚塘項目全新活動――「小漁夫‧大冒險」夏令營

  今個夏天，我們首次為7-11歲小朋友舉辦了兩日一夜的魚塘夏令營，讓小朋友探索魚塘濕地的日與夜。夏令營已於

2019年8月16至17日順行完成。共有21位精力充沛的小朋友無懼炎熱天氣，盡情投入各種精彩的體驗活動與冒險。

透過製作魚拓畫認識魚的身體結構 小朋友分組在大生圍魚塘設置蝦籠

小朋友認識魚塘中的蝦

小朋友十分滿意
桌上的烏頭，吃
得津津有味

雖然因天雨關係，夜間探索改於營地進
行，小朋友十分投入找尋及認識夜間動
物。

  小朋友除了在大自然玩得開心，

每項活動亦滲透魚塘濕地知識及保育

訊息，令小朋能夠寓學習於遊玩，把

所學知識與家人朋友分享！

家長們的正面回應

「謝謝！
小朋友過了一個 
愉快的魚塘 
體驗。」

「小朋友說 
學到好多東西 

好開心，希望秋冬也
可舉辧多點 
其他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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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雀鳥水彩繪藝	畫出獨特的藍翡翠

  雀鳥水彩繪藝工作坊已於2019年7月28日舉行。當日除了介紹本會的魚塘保育工作，更有水彩畫家蔡逸俊先生分享水

彩繪畫的技巧，與14位朋友一同繪出獨特的藍翡翠。

  炎炎盛夏，我們夥拍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創不同”學院，開展

第二場「在地研習室」，帶領參加者到大埔觀鳥，探討鷺鳥繁殖的生活，再一

起構思人鳥和諧的創意行動。

  三組參加者構思不同的活動，與參加公開課的朋友一起認識大埔社區及生

活在大埔的鷺鳥。第一組的活動名為「大埔鷺鳥街坊搵食導賞團＋搵食誌發

佈」，從「食」的角度介紹大埔的飲食文化及鷺鳥生態。第二組的活動名為

「大埔鷺鷺通工作坊」，以生態調查方式認識鷺鳥及大埔社區。第三組的活動

名為「大埔鷺鳥林行人新體驗」，組員創作有趣的工具，與測試員一同試驗這

工具的實用性。

  這場公開課已於8月10日順利舉行，參加者對大埔社區的人與鳥均有新的

認識！

參加者手持作品與導師蔡逸俊先生
（後排右一）合照

參加者專注地完成作品

盛夏，鳥兒們繼續繁衍， 
教育組繼續馬不停蹄推動鳥類生態藝術教育工作

  繪畫是一個讓身心平靜與治療的活動，並不難學，小朋友在導師的教導下也

輕鬆完成！透過揮動畫筆，一筆筆描繪出藍翡翠的特徵與神態，畫出牠既可愛又

獨特的一面，活動令每位朋友都感受到繪畫雀鳥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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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2020年會員咭

  2020年會員咭以彩睘鳥為主題，新的會員證將於11月開始使用， 5年會籍的會員將於12月收到2020年的會員證。本會非

常感謝以下義工及會員作主題設計及借出照片：

主題設計：卜玉燕小姐

攝 影 師：何建業先生（正面）及  陳志雄先生（背面）

鳥類學堂――中學篇

  配合STEM教育以培養學生對自

然科學的興趣，「鳥類學堂」將培訓

學生野生鳥類的知識，讓學生們成為

鳥類生物多樣性推廣大使。

  鳥類學堂在2019年10月19、26

日、11月2、9日逢星期六進行，共

有四間學校，23位同學報名參加。

鳥類學堂內容

課程篇 鳥類生物多樣性

 認識瀕危鳥類

 鳥類辨認技巧

 香港自然生態及保育現況

考察篇 九龍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

 上水塱原濕地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2020年會員咭正面及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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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近況

s 上圖標示出各項工程位置

s 三層觀鳥屋維修工程進行中

圖/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2019夏天生境工程
  本年度生境管理工作已經正式展開，當中包括基圍#8b

及基圍#23的蘆葦叢的改善工程。基圍#8b的一片乾蘆葦叢

正在被改造成生態價值更高的濕蘆葦叢。基圍#23b的塘壆

正被移除，希望透過未來蘆葦叢的自然擴展，在基圍#23b

形成較為連貫的蘆葦叢。

  因受去年颱風吹襲，基圍#6、#11、#13、#16/17、

#18及#19的塘壆部分倒塌及堆積在河道中，影響基圍內的

水流。因此上述基圍沿邊境路一側的河道會在夏天進行清

淤，疏通河道。屆時，基圍的水位會調節到較低的位置，

已便挖泥機進行工程。

  為了減少對遷徙候鳥的影響，上述所有的生境工程會

於十月底前完成。 

三層觀鳥屋維修工程				

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重建	

  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捐助，世界自然基金會現正於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展開重建項目，一方面以迎合

米埔社區所需。我們同時會將設施提升，以達至今日的環境及建築安全水平。

  今年8月16日起，一些設備（如隔音屏）會被放置在前院，可能對停車造成影響。但私家車仍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泊

車，巴士則可在洗手間附近的轉彎處掉頭。情況將持續至明年三、四月份。

  斯科特野外研習中心重建期間，米埔自然保護區正常開放，我們的安全辦公室和接待處位於正門外。

  三層觀鳥屋是米埔保護區內其中一間深受歡迎的觀鳥

屋。除了它接近保護區的出入口，便利觀鳥者及學生到達

之外，它亦是保護區區內最高的建築物，可以在屋內一次

飽覽基圍淡水塘#8a及蘆葦叢#8b的風光。不過，在服務訪

客30多年之後，加上近年遭受颱風破壞，需要進行一次大

型的維修工程。本工程已經於7月底全面展開，當中包括：

更換屋頂物料、部分木材、避雷針，以及將金屬框重新油

漆。預計十一月中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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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s Korea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工作  
――足跡和使命

文：Dr. Nial Moores, Birds Korea  

一．足跡

  第一次踏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下稱朝鮮）

是位於中俄邊境的羅津（即羅先經濟特區的羅津市），

2014年三月，我參加了東北亞次區域環境合作計劃和

德國漢斯賽德基金會韓國辦事處組成的國際研究調查團

隊，成員包括三位Birds Korea的會員，以及來自東亞俄

羅斯和中國的科學家。此行目的是尋找在韓國和日本西

南度冬的白枕鶴，並成功找到了一些。此外，我們也想

根據拉姆薩爾濕地公約的指定條件評估該區的重要性。

我們在一些淺水湖發現成千上萬的水鳥，包括數以成千

上萬的「這邊的鳥」（例如大天鵝，估計大部分時間在韓國東南部、距離我們辦事處十公里的洛東江河口度冬）。

我們也看到大群鸊鷉、海鴨，還有一些漂亮的烏海鳩在海上，證明海洋環境還算健康。

  第一次考察之後，我代表Birds Korea和漢斯賽德基金會繼續合作，在朝鮮進行

了十次鳥類和濕地調查，其中有四次在羅津，目的是進一步瞭解該區鳥類遷徙和繁殖

的情況（Moores 2017）。2019年3月再有兩次短短的行程到羅津觀鳥，一次是與勺

嘴鷸在中國」的三位會員；另一次是來自香港觀鳥會一班很棒的觀鳥人（因此產生了

這篇文章！）。除了為參加者提供了很好的觀鳥經驗，更重要是證明給羅津當局看，

保護濕地可以帶來利益，包括加強國際間對朝鮮的瞭解（有了成功的經驗，我們希望

明年再辦類似的觀鳥團）。其他調查包括在東岸一帶沿韓國以北邊界到鹹興工業城，

同樣發現大量海鴨和黃嘴潛鳥；沿西岸的調查則包括逐漸因大群鴻雁而出名的文德區

（Mundok）。文德和羅津濕地同樣在2018年被納入為拉姆薩爾濕地」。2019年1月，

我們連同中華秋沙鴨工作小組，花了一星期在西南部的主要河流尋找中華秋沙鴨，可

惜無功而回。

  進行調查期間，我們得到寶貴的機會協助訓練少數政府和國家科學院研究員有關野外鳥類觀察和調查的知識和

技巧，也在平壤幾次有關生物多樣性和濕地保護資訊的工作坊中向百多名官員簡報。

Manpo, 羅津. © Nial Moores

研究隊伍在 Kumya Migratory Bird Reserve 和東亞—澳大利亞遷飛路線網路點, 2018年5月. © MoLEP/ HSF / Birds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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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調查主要是支援更新全國濕地資料庫（朝鮮

2018）和促進朝鮮加入拉姆薩爾濕地公約（拉姆薩爾

2018），有幸兩項工作都能完成。這些進展都是「土地

及環境保護部」主導的朝鮮濕地計劃的一環，這計劃得

到德國漢斯賽德基金會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大力支持；

還有已故的楊路年博士，他在拉姆薩爾公約秘書處工作

及其後在國際保育組織東亞 — 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

關係（EAAFP）任首席執行官時，已經積極推動朝鮮加

入EAAFP，最後於2018達成。楊博士為這些成果付出

的重大貢獻，還有其他許多努力的成果，我們在這裡表

達深切悼念，相信香港和遷飛區的朋友們也同樣感到哀

傷。

  在漢斯賽德基金會的幫助下，我們和朝鮮官員在柬埔寨、香港（米埔）、上海等地參加了有關會議，還有國際

生態學協會在江蘇常熟市舉辦的國際濕地大會（Moores et. al 2019）。為了編寫整個朝鮮半島的鳥類記錄，我們也

持續檢閱有關朝鮮生物多樣性的文獻。應土地及環境保護部的要求，我們提供了大量照片和資料給朝鮮國際自然保

護聯盟出版刊物，還有最近出版的極度瀕危勺嘴鷸小冊子。

  朝鮮和外地組織就有關環境議題的合作並不是新鮮的事（Kim 2015）。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朝鮮和日本研究

人員早在90年代初已開始合作進行鶴類的研究調查。他們用衛星追蹤，找出鳥群遷徙時使用的主要地區。根據所

得資料，朝鮮把幾個新保護區指定為候鳥保護區。之後，得到漢斯賽德基金會支持，在其中一個候鳥停歇地劃出一

部分，制定了整體管理計劃，包括改善稻米生產、農林複合，和專門針對鶴類的棲息地管理（Chong et al. 1994; 

Higuchi 2001; Stat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二．使命

  在工作過程中，我們和其他先行者一樣，被土地及環境保護部官員的知識和熱情打動。他們貫徹展現了對新資

訊的開誠態度，也確實瞭解可持續發展目標（UN 2015）和保護公約文本內容，以及這些對改善人們的生活的重要

性。所以我們在朝鮮的工作可以說成功 — 而且算是在多方面的。不過，也有一些人對此有負面反應，認為現在不

是時候和朝鮮有任何建立信心的行動。更有一些會員因此而退出。所以我想借此機會解釋Birds Korea參與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認為支援朝鮮的環境保育，不管是由韓國或香港的組織去承擔，都能為這地區真正可持續發展和平穩帶

來正面貢獻。

  Birds Korea在2004年成立，是一個專門的非政府組織，總部設於韓國釜山，大部分工作（遺憾地）依賴志願

人員。我們全靠會費、捐助、項目和其他技術或實際的支持。組織雖小，工作量卻很大。這不單是因為韓國全國各

香港觀鳥會團隊在羅津觀鳥  2019年3月. © Nial Moores

North Gangwon Coast 的
黃嘴潛鳥, 2017年3月. 
© Nial Moores.

土地及環境保護部的研究員Ms Woo 在數算雀鳥數目2017年11月. 
© Nial Mo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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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仍然實行破壞生態的發展模式，也因為我們的創會使命就是保育鳥類和牠

們在韓國和朝鮮兩地，以及黃海生態區的棲息地。

有三個現實條件規限我們的工作：

  第一，朝鮮半島記錄560多種鳥，約9成屬遷徙鳥，大部分沿東亞—澳大

利西亞遷飛路線遷徙時都會經過朝鮮及韓國。其中包括多種全球瀕危鳥類，

包括現在每年冬天有紀錄的白鶴，春秋兩季的勺嘴鷸，在本地繁殖的中華鳳

頭燕鷗，還有很多長途遷徙的涉禽、海鳥和陸鳥。這些都需要朝鮮及韓國和

亞洲地區共同合作制訂保育方案方可解決。所以，正如香港觀鳥會一樣，

Birds Korea也是盡其所能，在本地及遷飛路線附近的水陸地區，支援保育這

些遷徙鳥。　

  第二，一些在朝鮮半島最為重要的雀鳥棲息地正在處於朝鮮及韓國之間

的交界區。事實上，我們已確認了一連串差不多是完全連接的國際重要棲息

地，正好在一些跨越南朝鮮的地區內。例如西面的甕津郡，處於朝鮮部分有

國際重要的濕地，韓國部分則有遷徙熱點白翎島（DPRK 2018；Birds Korea 

2019）；而在首爾附近，有豐富鳥群的漢江-臨津江河口正是延綿數公里的

非軍事區；在東面，漣川郡和鐵原郡以南的非軍事區和平民管制區，有大量

丹頂鶴和白枕鶴在此度冬。同樣被南北分割的固城郡，其東海岸有大量海鳥（Moores et al. 2017），符合重要海洋

鳥類生態區的指定標準。相比朝鮮半島其他低地，這些地區人為壓力較少，也因此彰顯它的重要地位。

  第三，國際鳥盟在韓國及朝鮮還未有夥伴機構（甚至在俄羅斯和中國大陸也未有）。因此東北亞在區域代表

和支持鳥類保育方面出現了一大缺口，包括黃海生態區這個在東亞 — 澳大利亞遷飛線上的主要樞紐。這缺口不應

該由其他機構如香港觀鳥會或中國保護勺嘴鷸協會來填補。作為韓國唯一專門保育鳥類和其棲息地的非政府組織，

Birds Korea責無旁貸，不得不努力在本地、全國，以至國際層面傾盡所能。

  作為非政治性的非政府組織，我們的工作全都是支持可持續性環境保護，完全符合國家法律、國際保育公約內

容，以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我們歡迎其他理念相同的非政府組織一起合作，我們也盡量在時間許可下，支持

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關係（EAAFP），他們的秘書處就在韓國仁川。我們是勺嘴鷸特別工作小組成員，也

活躍參與中華秋沙鴨工作小組（所以有2019年初在朝鮮的調查）；我們也參與為青頭潛鴨、中華秋沙鴨、紅腰杓鷸

和勺嘴鷸制定行動方案，為幾個韓國遷飛區鳥點的資訊表提供建議。雖然我們的工作已經得到國內以及國際媒體廣

泛報導，儘管最近有所改善但依然未得到韓國政府機關認可；原因在於鳥會缺乏IOP或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地位，

而且我們不是東亞 — 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關係的成員。

Spectacled Guillemot, 羅津, 2019年3月. 
© Nial Moores

Stejneger's Scoter. 羅津, 2019年3月. 
© Nial Moores

香港觀鳥會團隊在羅津 2019年3月 © KC Lee



16

  2014年起，我們的工作焦點越來越偏重在韓國及朝鮮的交界地區。一來是得到漢斯 — 賽德基金會的合作支

持，二來是非軍事區環境的急速惡化。韓國方面提出多個發展計劃，將會對非軍事區或朝鮮，甚至兩者都有影響。

包括2011年試圖申請將韓國部分的非軍事區列為世界遺產（ROK 2011）；2013年，在一片爭議聲中提出興建非

軍事區世界和平公園（Jeong 2013）; 今年（2019）企圖開發「和平之路」進入韓國非軍事區，一個60多年來極

少受到人為干擾的地區（Gibson 2019）。而目前，韓國高層正提出新的朝鮮半島「和平經濟」（韓國，統一部 

2019）。

  最近朝鮮發表聲明（Han 2019），這類型的單方面發展建議，會導致嚴重誤解，尤其是在缺乏建立長期互信措

施下。不過有一個舞台是中立而對外合作開放的，就是環境。氣候劇變，加上生物多樣性受損，這兩大危機影響朝

鮮半島以至整個東亞的每一個人。持續不斷的破壞生態以及減少保育工作只會令情況惡化，壓力增加。在這時點為

朝鮮提供支援，協助他們辨識和管理主要棲息地，尋找方法恢復受損生態，包括共有系統如黃海和一些跨境區像非

軍事區、羅津等，可以為這區域的鳥，這區域的人帶來正面效果。

  因為上述和其他種種原因，Birds Korea日後將繼續盡力提醒所有地方的決策者，可持續發展的全部17個目標。

這些目標明確地相互關聯，要終止貧窮（目標 1）和得到和平（目標 16），必須同時採取措施停止氣候變化（目標 

13），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14、15）。我們將提出停止非軍事區的單方面發展，鼓勵國家領導透過收購、

管理和恢復韓國邊境以至全國各地的棲息地，這是直接為韓國帶來好處的方法，這類經驗及技術也可以為日後朝鮮

當局借鑑。

  我們會繼續利用網路、刊物和大眾媒體工作推展工作，並且與有關官員會面，出席高層會議（包括八月底有關

「和平經濟」和九月有關非軍事區）。我們希望能在你們的支持下繼續努力。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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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楊晢

下方是黃大仙和台灣拍的鳥：

s 黃大仙有不少紫嘯鶇
 2017 年 3 月黃大仙

s 四周也是紅耳鵯
 2017 年 2 月黃大仙

s 曾經出現白腰鵲鴝
 2018 年 4 月竹園

s 台灣特有鳥種黑長尾雉
 2019 年 8 月 2 日阿里山

s 台灣特有鳥種台灣斑翅鶥
 2019 年 8 月 5 日大雪山

s 台灣特有鳥種褐頭鳳鶥
 2019 年 8 月 5 日大雪山

晢仔大自然記事簿

  大家好，我是丘佐榮中學的中一生楊晢，小時已經

十分熱愛大自然。九歲開始觀鳥，現在看到的鳥超越200

種。今天有幸向大家分享我的觀鳥心得，實在非常高興！

  我最愛的鳥是銅藍鶲，2018年1月14日，我在慈雲山

觀鳥時，在一棵榕樹上發現一個藍點。舉鏡一看，發現原

來是銅藍鶲，給其藍色的羽毛迷倒了！

  有人問，我有多愛觀鳥？我便將一些觀鳥經驗告訴他

們。有一天，天氣十分寒冷，只有7度。但我沒有留在家

中，大清早到船灣觀鳥。有一天，我早上9時出發，到米埔

觀鳥，下午5時回家。為了觀看台灣特有鳥種，暑假我到了

台中和高雄13天。他們聽了後，都認我是一個「鳥痴」。

  我居於黃大仙，常到附近觀鳥，如獅子山郊野公園、

啟德明渠。平常這些地方較平靜，但春秋冬候鳥期間時就

精彩了。寂靜的林地成了鶲、鶯、鶇的覓食場所，天氣冷

時，滿天滿地都是鳥，猛禽也活動起來。河溪多了幾隻蒼

鷺和大白鷺，也有兩種翠鳥出沒，天上還有遊隼。春秋季

時有紅尾伯勞、灰卷尾。這些場面不只是大埔滘、米埔才

見，黃大仙也有。近年，更有非觀鳥人士在慈雲山發現

領角鴞繁殖，引發大批攝影人士湧到當地拍照，黃大仙

再一次引起大家關注。John Chow幫我在電腦應用程式

iNaturalist成立「黃大仙生態寶庫」任務，讓我將黃大仙

觀察到的生物上載，分享給大家。

  近年發現不少地區正面對城區發展的威脅，不少地區

的生態價值正不斷下降。最具威脅的地方為南大嶼的貝澳

濕地。當地正面對濕地瓦解和城市化威脅，環境變化極

大。新界低地也面對同樣威脅，耕地變成丁屋，魚塘和農

地愈來愈少。在環境變化下，瀕危物種在我們眼前消失，

因此大家應該關心生境和物種變化。希望大家不用只到大

埔滘、米埔觀鳥，也可以到家附近走走，可能有意想不到

的發現。如果發現有人傷害鳥類、非法破壞郊野公園和政

府土地，應立刻舉報，讓我們一起保護鳥類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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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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螢光標簽的鳥種。）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九月

四月份

 按天文台，這是另一個異常溫暖的月份，雖然整個月非鳴禽的報告欠佳，但仍出現兩個香港首次紀錄（假設會獲

得記錄委員會接納）：2日至6日蒲台出現一隻林柳鶯（PH和眾多觀察者）；本月23日至五月初在大埔滘發現的一

隻領鵂鶹（YTY，MK，M&PW和其他人）。

 本月11日在石崗引水道出現一隻厚嘴綠鳩，是本月另一較罕見的鳥類（DAD），這是香港第七個紀錄和首次在春

季出現報告；至9日為止，在甩洲再有報告看見西黃鶺鴒（PH, GT）；在之前月份發現的兩隻彩䴉，在大生圍出現

的報告直至24日（CM和其他人）。

 另外，引起好奇心的是，22日在紅花嶺萬屋邊有一隻灰胸竹雞（第三類）叫鳴（JAA），幾乎是一年前在同一地

區少於十公里範圍內，曾有聽到這鳥種叫鳴的報告。這鳥種會否移殖至新界東北地區呢？

 過境遷徙涉禽水鳥，相比過去數個春季的數量，這是鳥況最少的一個。16日在米埔浮橋觀鳥屋前的紀錄，是唯一

勺嘴鷸的報告（IT）；大濱鷸和小青腳鷸的數量被認為比一般情況低（IT，YTY）。雀鳥會在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出

現，帶來驚喜，9日蒲台沙灘有一隻東方鴴（按GW）和17日朗原的一隻翻石鷸（JAA）。

 春季的猛禽，灰臉鵟鷹的數目比過去數年好，1日龍虎山有四十隻（按DAD）和14日南丫島南部有二十隻

（JAA）；這春季並沒有大群的赤腹鷹報告，只兩個最高數量報告，14日蒲台十二隻（按DAD）和16日沙螺洞七

隻（RWL）。黑冠鵑隼在春季現已十分罕見，兩個日子的報告，包括18日有六隻在屋頭出現（RM）；2日在香港

濕地公園出現的一隻鳳頭蜂鷹，是這季唯一的報告（CFL）。

 本月不同日子有十分多種類的陸鳥在遷徙過境，除了在25日，大棠有一隻唱歌的棕臉鶲鶯（KPC），這是首次在

春季出現，和比對上一冬季最遲的紀錄遲了七十二天，其他報告全都在十分典型的日子出現。29日何文田有一隻

雄性的白喉磯鶇（KPC），比春季紀錄遲了二十二天。

 本月蒲台首個星期，最多有四十隻灰山椒鳥和一隻小灰山椒鳥、七至八種鶲、三隻燕雀、單隻黃眉鵐和硫磺鵐

（PH, MK, M&PW和其他人）。同一期間，4日荔枝角也有一隻燕雀，4日米埔有二十隻栗喉蜂虎和兩隻蘆鵐

（JAA），5日分流有一隻唱鳴的淡腳柳鶯（M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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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段較靜時間，本月後兩星期的遷徙鳥類報包括：22日大欖郊野公園有一隻白眉地鶇和二十三隻白眉鶇

（JC），22日白沙澳有一隻雙斑柳鶯唱歌（GJC），26日北角有一隻仙八色鶇（按HKY），27日屋頭發現這春季

第一個三寶鳥的報告（RM），28至29日何文田發現一隻可能是davisoni亞種的雄性白眉地鶇（LCW, KPC）。

 大埔滘（DAD）和大欖郊野公園（JC）再錄得黑眉擬啄木鳥，海南藍仙鶲再出現高數目，大欖郊野公園河貝和烏

蛟騰下苗田地區最多有十三隻（JC, RB, RWL）。

 在其他已知或有潛質在本港繁殖的的鳥類情況：4日寶馬山發現一隻霍氏鷹鵑（DJS），可能是首次在香港島紀

錄；4日在蒲台（MK）、6日林村（JAA）和11日大嶼山塘褔（YM），均有單隻黑冠鳽報告；6日城門有一隻紅角

鴞唱歌（按DAD）；6日大埔滘有一隻褐林鴞（KCC）；11日大埔滘有一隻褐胸鶲和四隻純色啄花鳥（MK）；25

日何文田發現三對白胸翡翠築巢（KPC, MK）；25日大石磨有一對燕隼有求偶炫耀行為（MRL）；27日大帽山有

六隻高山短翅鶯（MK）；28日大欖郊野公園發現一隻黑短腳鵯携著築巢物料（JC）。

 香港南面水域船河觀鳥：20日兩隻紅胸秋沙鴨（PJL, MT），27日兩隻短尾鸌、三隻白腰燕鷗和兩隻粉紅燕鷗

（CM和其他人），後者比紀錄早了兩天；28日四隻大鳳頭燕鷗和七十一隻褐翅燕鷗（RWL, MLT）。奇怪地，白

斑軍艦鳥的報告只有一個，15日先在新娘潭上空翱翔，其後在船灣淡水湖上空（RWL）。

五月份

 一個比正常涼快和多雲的五月份（香港天文台），出現三種罕見鳥類的報告：20日白沙澳一隻日 本 柳 鶯

（GJC），這只是第五個香港紀錄；29日南涌一隻藍喉蜂虎（按SY），有潛質成為第七個紀錄；30日米埔一隻北

蝗鶯（JAA），大慨是香港第八個紀錄。

 本月首星期，期間持續吹東風，帶來顯著遷徙鳥類和數天強勁過境遷徙活動。較大數量的報告包括：3日大欖郊野

公園有一百七十隻白眉鶇（JC），是新紀錄；7日粉嶺高爾夫球場有九十隻赤腹鷹（PJL）；9日蒲台出現八十至

一百隻紅尾伯勞（PH, MLT）；另外，4日大欖郊野公園發現有九隻霍氏鷹鵑（JC），是這夏候鳥最高紀錄。

 這月發現有十個春季遷徙鳥種遲到的報告，除了一個，全部是在持續吹東風期間或之後出現：1日河背水塘、4日

石崗引水道有紅尾歌鴝（JC），這是五月首個報告，比紀錄遲了九日；4日蒲台（按PH）和11日大埔滘（KPC）

報告有棕尾褐鶲，比紀錄遲了九天；6日蒲台有遲了一天的小灰山椒鳥（PH, GT）；7日粉嶺高爾夫球場出現一隻

遲了十九天的冕柳鶯（PJL）；8日大埔滘有一隻遲了兩天的綬帶（LS）；8日落馬洲村和大生圍均有遲了兩天黑

喉石即鳥（JAA）；7日在何文田有一隻雌性白喉磯鶇（KPC），另9日在蒲台一隻雄性白喉磯鶇（PH, MLT），這遲

到三十天的紀錄，也是這鳥種首次在五月份出現；9日有一隻遲了一天的白眉地鶇（KPC）；11日蒲台有一隻遲了

四天的灰臉鵟鷹（PH, MLT, CM）；30日米埔有一隻遲了三天的栗喉蜂虎（JAA）。

鳥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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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季節一般遷徙鳥外鳥況：黃葦鳽、三寶鳥、極北柳鶯、灰紋鶲和北灰鶲均是分佈廣泛，這期間帶來數個春季較

罕見的遷徙鳥和有潛質在港繁殖鳥類鳥況包括：2日在大生圍（PJL）和11日在米埔（JAA）發現一或兩隻北鷚；4

日白沙澳有一隻烏鵑（GJC）；4日和7日蒲台報告有單隻黑冠鳽（GW, PH）；6日和7日蒲台（GW, PH），17日

近米埔也報告發現黑鳽（JAA）；在春季較少出現烏鶲，6日在坪洲（TJL）和8日在大埔滘（LS）均有單隻報告；

10日在大埔滘有一隻褐胸鶲（DAD）。

 這月沒有特別的海鳥報告，但在相當廣泛的水鳥報告：7日在香港濕地公園（CFL）和11日米埔出現一或兩隻小田

雞（JAA）；8日米埔有一百七十五隻半蹼鷸（DH）；22至23日米埔有一隻斑胸濱鷸（IT, DAD）；23日米埔有三

隻atrifrons組群的蒙古沙鴴（DAD）和24日米埔有四十隻大濱鷸（MK）。

 本月繁殖鳥類觀察報告包括：4日有絨額鳾在林村築巢（DT），21日大尾督看見有雄性絲光椋鳥帶食物到可能是

村屋上的鳥巢（RWL）。

 最後，有兩個鳥種報告在不尋常的地方出現，19日一隻黃嘴栗啄木鳥在大埔巿中心的運頭塘出現（MLT）；28日

米埔發現一隻在林地和灌叢活動的灰腳秧雞（JAA）。

六月份

 香港天文台形容為異常炎熱的一個六月份，1日塱原一隻扇尾沙錐（TJW），再創新遲到日子，比紀錄遲了四天，

是唯一后海灣濕地區域出來的驚喜報告。

 塔門對開弓洲，特別在首半個月，吸引了不同種類燕鷗繁殖和過境。1至12日有一隻烏燕鷗幼鳥（MLT和其他

人），比紀錄遲了十九天；6至9日有一隻大鳳頭燕鷗（TL, M&PW），這是罕見的夏季紀錄。

 6至14日鳥人上山避暑，登大帽山途中發現一隻小杜鵑（PH, LS）；14日一隻黑喉石即鳥（LS），後者比紀錄遲了

三十九天。另外，15日大埔滘岬角（RB）和20日大埔滘（YTY）均有單隻小杜鵑報告。

 其他林地和灌叢地區較顯眼的報告有，7日在大欖郊野公園（JC）和26日在甲龍均發現黑短腳鵯幼鳥（KPC）；

26日在甲龍及29日在大棠報告有單隻黑冠鳽出現（KPC）。

鳥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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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觀察員和姓名縮寫名單

有助於編制香港鳥類報告的有關報告／訊息／照片的觀察員姓名縮寫如下：

 John Allcock (JAA), Fion Au (FA), Abdel Bizid (AB), Karen Barretto (KB), Ruy Barretto (RB), Chris Campion 

(CC), Geoff Carey (GJC), Alan Chan (AC), Isaac Chan (IC), K.F. Chan (KFC), S.Y. Chan (SYC), Thomas Chan 

(TC), K.K. Chang (KKC), K.C. Cheung (KCC), J.A.M. “Kwok-Jai” Cheung (JAMC), Louis Cheung (LC), T.M. 

Cheung (TMC), Vivian Cheung (VC), Kenneth Chiu (KC), Gary Chow (GKLC), John Chow (KPC), Francis Chu 

(FC), W.K. Chung (WKC), Y.T. Chung (YTC), John Clough (JC), David Diskin (DAD), Y.W. Fong (YWF), Ken 

Fung (KF), Andrew Hardacre (AH), C.Y. Ho (CYH), Kinni Ho (KH), Peter Ho (PH), Tiffany Ho (TH), Jemi Holmes 

(JH), John Holmes (JGH), Derek Hon (DH), unknown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members (HKBWS,), 

Hermann Ip (HI),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al Garden staff (KFBG), E. Hui (EH), Mike Kilburn (EMSK), Ashkat 

Khirwal (AK), Koel Ko (KK), Y.W. Ko (YWK), K.C. Kong (KCK), Matthew Kwan (MK), P.K. Kwan (PKK), C.T. Kwok 

(CTK), T.K. Kwok (TKK), Kenneth Lam (KCL), Eva Lau (ESFL), Paul Leader (PJL), H.L. Lee (HLL), Kenny Lee 

(KHL), Louis Lee (LL), S.Y. Lee (SYL), Thomas Legg (TJL), Mike Leven (MRL), Richard Lewthwaite (RWL), Tom 

Li (TL), T.C. Li (TCL), Morten Lisse (ML), Aaron Lo (AL), C.F. Lo (CFL), Brenda Lo (BLo), Roman Lo (RLo), Kevin 

Lok (KCWL), Henry Lui (HL), Kent Luo (KLuo), Carrie Ma (CM), Walter Ma (WM), Guy Miller (GM), Harry Miller 

(HM), Roger Muscroft (RM), Yann Muzika (YM), Aaron S.O. Ng (SON), Benjamin Ng (BN), Jack Ng (JN), L.Y. Ng 

(LYN), W.K. Nip (WKN), Roger Ping (RP), Alan Pong (AP), Jason Pun (JP), Bart de Schutter (BdS), Leo Sit (LS), 

Ken So (KS), Dave Stanton (DJS), Y.H. Sun (YHS), Swallows and Swifts Research Group members (SSRG), 

Graham Talbot (GT), C.S. Tam (CST), Meiling Tang (MLT), Wing-sze Tang (WST), Dylan Thomas (DT), Hugo To 

(HT), Ivan Tse (IT), Wallace Tse (WT), Mike Turnbull (MT), Lag Wan (LW), Geoff Welch (GW), Martin Williams 

(MDW), C.Y. Wong (CYW), Dickson Wong (DW), H.S. Wong (HSW), K. Wong (KW), Kenneth Wong (KWMW), L.C. 

Wong (LCW), Michelle & Peter Wong (M&PW), Ondy Wong (OW), Chuan Woo (MCW), Thelma Woodward (TW), 

Tim Woodward (TJW),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Hong Kong staff (WWF), W.Y. Yam (WYY), James Yau (JY), 

Sherman Yeung (SY), H.K. Ying (HKY), Edward Yip (EY), K.Y. Yip (KYY), W.H. Yip (WHY), John Yu (JY), Y.T. Yu 

(YTY). 

鳥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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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外	觀	鳥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	集	合	地	點	及	時	間
報名	／	費用 
(港幣HK$)

難	度	 
(1<2<3)

目	標	鳥	種

7/9/2019 
(六)

0900 - 
1300

雷公田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9:00 雷公田路口 (#72號綠色專綠小巴總站))

不需報名 
費用全免  林鳥

15/9/2019 
(日)

0800 - 
1600

蒲台
(08:00 香港仔往蒲台島渡輪碼頭)
注意：集合後乘搭08:15開出的渡輪，參加者需自行購
買來回船票，另外參加者亦可自行決定回程船次。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30

 (18歲或以下$10)

 過境遷徙鳥

22/9/2019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 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田鳥和水鳥

29/9/2019 
(日)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9月27日於本會網上討論區公佈)

待定 待定

5/10/2019 
(六)

0800 - 
1300

南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元朗西鐵站G2出口，彩晶軒酒樓門外)

不需報名 
費用全免  水鳥

13/10/2019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08:00 九龍塘港鐵站 (根德道出口) 或 09:00 米
埔停車場集合，15:00 乘旅遊巴回程，16:00 回
到九龍塘) 

必須報名
會員-米埔集合：$40
會員-九龍塘集合：$80
非會員：$200

 水鳥

20/10/2019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大埔滘松仔園停車場)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30

 (18歲或以下：$10)

 林鳥

26/10/2019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10月24日於本會網上討論區公佈)

待定 待定

2/11/2019 
(六)

0800 - 
1300

塱原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東鐵上水站，美心快餐外)

不需報名 
費用全免  田鳥和水鳥

10/11/2019 
(日)

0800 - 
1600

蒲台
(08:00 香港仔往蒲台島渡輪碼頭)
注意：集合後乘搭08:15開出的渡輪，參加者需自行購
買來回船票，另外參加者亦可自行決定回程船次。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30

 (18歲或以下：$10)

 過境遷徙鳥

16/11/2019 
(六)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08:00 九龍塘港鐵站 (根德道出口) 或 09:00 米
埔停車場集合，15:00 乘旅遊巴回程，16:00 回
到九龍塘)

必須報名
會員-米埔集合：$40
會員-九龍塘集合：$80
非會員：$200

 水鳥

24/11/2019 
(日)

0800 - 
1200

塱原 
(08:00燕崗村公厠旁的涼亭)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 非會員：

$30
 (18歲或以下$10)

 田鳥和水鳥

7/12/2019 
(六)

0800 - 
1300

大生圍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元朗西鐵站大堂G2出口，彩晶軒酒樓門
外)

不需報名 
費用全免  水鳥

14/12/2019 
(六)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08:00 九龍塘港鐵站 (根德道出口) 或 09:00 米
埔停車場集合，15:00 乘旅遊巴回程，16:00 回
到九龍塘)

必須報名
會員-米埔集合：$40
會員-九龍塘集合：$80
非會員：$200

 水鳥

15/12/2019 
(日)

0800 - 
1200

貝澳  
(08:00 東涌港鐵站B出口)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30

 (18歲或以下$10)


冬候鳥 

(林鳥及田鳥)

21/12/2019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12月19日於本會網上討論區公佈)

待定 待定

29/12/2019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松仔園停車場)  林鳥

戶外觀鳥活動行程表  2019年 9月至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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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欲報名以下香港觀鳥會活動：  

** 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二星期以電郵或電話與聯絡人確認出席，一旦被確定，參加者無論能否出席，都必須繳付所需的費
用。如果是次活動因惡劣天氣或特殊情況取消，本會將會退回所繳交之費用。

參加者詳細資料

日期 活動地點
姓名

(首位參加者為聯絡人)
會員號碼 聯絡電話 費用**

米埔活動	所需資料

集合地 
(九龍塘	/	米埔)

年齡組別

(請以 選擇)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12歲或以上
□	12歲以下

**	每項活動均獨立處理，請以獨立支票支付

現付上劃線支票港幣                                  元 (支票抬頭：香港觀鳥會) 聯絡人電郵：                                                 

申請人：                                                     日期：                                     簽署：                                                 

請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九龍荔枝角青山道532號偉基大廈7樓C室

米埔觀鳥活動注意事項：
 • 使用后海灣浮橋的米埔觀鳥活動，只限12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 按照香港警務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規定，所有米埔活動參加者需於當日進入米埔自然保護區前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

(或護照號碼)，以便登記進入后海灣禁區（米埔浮橋道）及米埔自然保護區。

	 米埔觀鳥活動費用	 集合地：米埔停車場	 	 集合地：九龍塘港鐵站

 會員 港幣 40-  港幣 80-

 學生會員 港幣 20-  港幣 40-

 非會員  港幣 200-

其他注意事項：
 •  如在活動舉行的四星期前報名，會員將優先參與，此後，名額先到先得。
 •  活動如有更改，將於本會網頁內 (http://www.hkbws.org.hk/BBS) 公佈，敬請留意。
 • 惡劣天氣安排：如活動當天早上7:00天文台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當日活動將會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領隊會視乎情況決定是否繼續或取消其

餘行程。如活動當日遇上有關天氣問題，可致電 9457 3196 向當天領隊查詢。

免責聲明	因參與由香港觀鳥會 (下稱“本會”) 主辦的一般活動、戶外觀鳥活動或訓練課程 (下稱“活動”) 所出現的個人或財產的損失、
受傷、死亡或損壞，無論是在活動過程中發生或活動完結後出現，本會不會承擔任何財政或其他方面的責任或義務。所有參與
上述活動的參加者，必須確保自己的身體狀況能夠適應活動的要求，如有疑問，應該在參與活動前諮詢合資格的醫務人員，本
會建議參加者應自行購買相關保險以保障自己。報名參與上述活動的人士即表示同意即使在活動過程中或活動完結後出現的損
失、受傷、死亡或損壞，本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他委員會委員、職員、僱員、義工、中介機構或人員及分判商均不會承擔

任何責任。 

香港觀鳥會 觀鳥活動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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