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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owa-prominar.com

KOWA FLUORITE CRYSTAL & XD LENSES
Kowa fluorite crystal lenses are manufactured using Kowa’s advanced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at has been pioneered and developed over many years. These lenses 
deliver outstanding colour and resolution properties virtually eliminating all  
chromatic aberration and producing the ultimate viewing experience.

Kowa XD lenses (Extra low dispersion glass) are fluorite rich and when combined 
with a concave lens containing special dispersion properties reduces the effects of 
chromatic aberration (colour blur) to a minimum.

CHROMATIC ABERRATION - SEE THE DIFFERENCE

Fluorite crystal or XD lenses Normal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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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副主席吳祖南博士不幸中風，延醫數日，於2019年12月13日與世長辭，本會深感哀痛。吳博士離世不

但是本會的重大損失，也是香港保育界的重大損失，本會感謝吳博士多年來對保育工作的重大貢獻，祈願吳博

士家人折哀。

沉痛哀悼
香港觀鳥會副主席吳祖南博士

  吳祖南博士八十年代負笈海外，學成回港於大學任教，同時受林超

英先生啟發，加入觀鳥行列，從此走上觀鳥、愛鳥、保護雀鳥的保育香

港之路。吳博士自1994年起獲邀加入香港觀鳥會委員會，擔任「環保委

員」，以配合本會「保護香港及亞洲的鳥類和牠們棲息地」的保育宗旨。

1997年本會成立自然保育委員會，吳博士一直擔任委員至今，而自2004

年開始，吳博士更開始擔任本會副主席，從無間斷。

2000年6月記者會陳述
塱原的重要

2012年4月觀鳥比賽後

1997年9月通訊
公布成立自然保

育委員會

1993年9月通訊

1993年9月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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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九廣鐵路公司提出興建落馬洲支線，並會穿

過塱原濕地的腹地，吳祖南博士毫不猶豫，全身投入保育塱

原的運動。由於他當時同時擔任長春社的主席，因此亦鼓勵

更多環保團體加入保育塱原的行列，再加上大量市民受到保

育運動的啟發，最終支線改道地底穿過，令塱原不但逃過一

劫，更於2005年成為首批「管理協議」計劃下的保育項目，

並由本會與長春社一起在塱原開展濕地管理的工作，吳博士

無論在計劃及開展階段，總是身體力行，包括撰寫計劃書、

實地考察、與農友交流、提出各種建議等等，令計劃順利運

作至今，塱原的保育成果及教育推廣工作，更成為香港保育

界的典範，吳博士可謂居功至偉。

  2012年，吳祖南博士繼續全力協助本會的「香港魚塘保育計劃」，在后海灣流域的六百多公頃魚塘展開保

育工作，吳博士憑他的深情投入及滔滔雄辯，感染及游說各政府官員、撥款委員會的委員、魚會理事長、大生

圍的村民……令本會的魚塘計劃得以順利開展至今。

2000年10月8日在紅磡火車站抗議興建落馬洲支線 2000年10月與國際鳥盟專家考察塱原 2006年3月與塱原農友楊球叔閒談

2008年2月參加收成節掘慈菇

2018年2月新界魚塘節，在魚塘藝術節的作品中。 2004年1月31及2月1日的猜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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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祖南博士對內地的自然生態及景觀亦非常著

迷，除了很早期已經與本會的資深會員往內地觀鳥，

特別是雲南及貴州，更於2005年協助與國際鳥盟商討

成立「國際鳥盟香港觀鳥會中國項目」，積極推動內

地的鳥類保育工作，影響深遠。最近幾年，吳博士亦

持續帶領其校的大學生往雲南名山大川考察，延續他

的保育自然夢。

  本會深感痛惜之餘，定必繼續秉承吳祖南博士的精神，在香港、以至區域的保育工作上奮勇向前，全力以

赴，不會辜負前人開天闢地的辛勞及成果！

2014年12月第一屆新界魚塘節與漁民合照 2016年12月烏頭新煮意

2002年6月與國際鳥盟亞洲分部同事商討成立中國項目

2008年3月31日尖沙咀的會址裏 2012年9月55周年晚宴

2017年60周年酒會 2019年1月會員通訊最後一期印刷版與義工一起入信封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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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近月社會氣氛緊張，不時發生衝突，更引發催淚煙是否引致雀鳥大量死亡的質疑。不少網上言論立場先

行，不容易心平氣和的討論。香港觀鳥會也小心處理相關的討論，立場偏向保守，通訊也暫緩了相關的投稿，

希望大家見諒。但願社會向好的方面發展，人鳥和諧！

呂德恒

編輯小語

全港首個聲音互動地圖網站 
「香港自然蹤跡」網站

  香港觀鳥會連同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及大學圖書館推出「香港自然蹤跡」網站，此全港首創網上自然生態聲音互動

地圖結合了地理資訊、生態知識及科學研究等元素，收錄經由「全港鳥類分布」及「生物多樣性聲音地圖」兩個項目收集

得來的本地生態數據，資料超過六萬項，包括雀鳥叫聲、分佈、物種及數量；期望透過資料庫幫助大眾及學界深入認識香

港的自然生態。

  香港自然科學研究及教育普遍以視覺為主，然而視覺以外的感觀也是研究生態的重要方向之一。為了讓公眾以新形式

接觸大自然及感受動物世界的多姿多采，「香港自然蹤跡」以自然聲音，配合鳥類的科研數據，建構一個互動地圖和鳥類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香港觀鳥會助理經理（教育、藝術發展及傳訊）陳燕明小姐表示：「香港觀鳥會成立超過60年，早期的鳥類資料及紀

錄主要由外籍會員整理及提供，以紙本作紀錄，供鳥友參考。『香港自然蹤跡』整理過去香港的鳥類分布資料整理，製作

成網上資料庫，開放給公眾使用。網站其中一個嶄新特色是自然聲音樣本，在大自然環境中我們經常聽到鳥聲，但不知道

牠們是誰，現在廣大市民都可以透過網站辨認及認識何種鳥類。每種鳥類的鳴聲都有其獨特性，有些柳鶯科鳥類，科學家

需要以牠們的鳴叫聲才能辨認。又例如有些雀鳥只會在繁殖季節唱歌，一年餘下的日子只會鳴叫，所以有不少觀鳥者聽到

後，就知道他們準備繁殖了。」

  「香港自然蹤跡」網站新聞發佈會已於2019年11月6日於香港浸會大學舉行。歡迎會員透過「香港自然蹤跡」網站，

了解1993-1996年、2001-2005年及2016-2019年「全港鳥類分布」的資料及香港的自然聲音。

「香港自然蹤跡」網站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hkwildtracks/index.php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胡麗恩博士(左二)、香
港浸會大學圖書館長 Mr. Kendall Crilly (右
二)、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數碼及多媒體服務
組主管王信嫺女士(右一) 、及香港觀鳥會陳燕
明小姐主持「香港自然蹤跡」網站啟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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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農地鳥類生態保育及教育計劃

  香港觀鳥會獲得慈善基金資助開展一項「農地鳥類生態保育及教育

計劃」，為期兩年。此項目期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教育活動，讓學生及

廣大市民從不同角度了解保護農地及農地鳥類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性，藉此提升市民對農業可持續發展及保育環境的認識，並且加強與其

他亞洲國家的聯繫，以便制定國際性保育策略，協助展開農地及瀕危雀

鳥保育的教育工作。

  此項目的教育工作會以藝術教育作為切入點，結合生態保育與藝術

教育的新概念－「生態藝術教育」，將保育的訊息推廣至廣闊的層面，

項目主要內容包括義工培訓、農地體驗活動、於塱原設置黃胸鵐監測

站、藝術展覽、短片製作、桌上遊戲製作及推廣。

  所有活動正陸續展開，詳情請留意香港觀鳥會網站及Facebook 專

頁。

施政下「濕地緩衝區」將名存實亡	繁殖鷺鳥劫數難逃

  1997年「后海灣地區魚塘生態價值研究」確認魚塘

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由於魚塘與米埔沼澤區在生態上具

有緊密的關連，為了維持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完整性，我

們應同時保育后海灣相連的濕地及魚塘，包括豐樂圍、南

生圍、甩洲、新田、馬草壟等地區，以及保留濕地以外的

周邊地方作緩衝區。此外，報告亦提及后海灣地區的鷺鳥

林。這些繁殖鷺鳥會前往后海灣濕地覓食，但飛行途中傾

向避開露天存放用地（統稱棕地）、住宅區和建築地盤。

要保護這些鷺鳥，應妥善保護牠們築巢繁殖的地點、覓食

地以及飛行路線。最終，政府在1999年就設立「濕地保育

區」和「濕地緩衝區」。

  十年過去，政府的施政方向已淪為發展商的賺錢工

具。以這塊位於南生圍以南近蠔洲路的土地為例，它位於

「濕地緩衝區」之內，但多年來不斷「配合」政府施政而

成功申請增加發展密度和樓宇高度。發展商早在2013年

已就此地皮向城規會提交建65幢樓高3層的住屋發展申請

（A/YL-NSW/224），並在2014年得到批准。同年，發展

商再提交規劃申請（A/YL-NSW/233），聲稱為配合政府

政策，申請建樓高達12層的住屋，以增加土地及房屋供

應。最終城規會於2016有條件批出其住宅項目，住宅樓宇

達10層高。最近，發展商新鴻基就再向城規會提交規劃申

請（A/YL-NSW/274），聲稱為配合政府「居家安老」政

策而申建「跨代共居房屋」，提議興建8幢6至29層高的

住宅大樓。政府的施政似乎在放寬在生態敏感地帶上的發

展。

  此外，發展商於2014年提交的顧問報告指出，東成

里鷺鳥林有七成的鷺鳥的飛行路線是向北的，正正會經

過是次申請地點以及附近的發展申請地點（規劃申請編

號Y/YL-NSW/4, Y/YL-NSW/3, A/YL-NSW/242, A/YL-

NSW/267及A/YL-NSW/241）。若然今次申請得到批准

將成為不良先例，有機會促使該區有更多高密度的樓宇發

展，造成「屏風」阻礙繁殖鷺鳥通往后海灣覓食，亦為

「濕地緩衝區」甚至南生圍一帶帶來更大的發展壓力。我

們認為任何后海灣發展項目都必須嚴格遵守「濕地保育

區」及「濕地緩衝區」的規劃管制，以保護后海灣濕地生

態系統的完整性。

申請文件摘要： 

https://bit.ly/2PevzYg

香港觀鳥會的意見書（只有英文版本）： 

https://bit.ly/2pb2rq1

前往【后海灣一分鐘】知多點點： 

https://bit.ly/2G07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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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秋季塱原雀鳥環誌

  今年秋季塱原雀鳥環誌工作已於十月中展開。今年到港的鵐科雀鳥似乎比往年多，除了黃胸

鵐外、黃眉鵐和田鵐的數量都明顯增加。亞洲各國正緊密聯繫，收集鵐科雀鳥的紀錄，希望知道

更多關於牠們遷徙及度冬的資料。我們實在需要大家幫忙回報所有鵐科雀鳥的野外觀察紀錄（不

止是塱原啊），假如到東南亞觀鳥時見到牠們，亦請記錄下來！大家可以掃描以下QR code下載

並填寫鵐科雀鳥記錄表，然後電郵至yvicky@hkbws.org.hk，我們收集所有數據後會連同亞洲各國

的數據一併分析。若有進一步結果，我們會與大家分享。  

  今年，我們繼續與「藝術到家」合

辦《食塘源野藝術節》，邀請藝術家從

「食」切入，在創作過程中把城市、鄉村

及魚塘的人、事、物扣連起來，讓觀眾

「細嚼」。10月秋高氣爽，部分魚塘開始

乾塘和曬塘，清理魚塘底的有機物。藝術

節其中一位駐村藝術家姚俊樺先生率先舉

辦「陶窯燻塘漁」陶藝班，帶領20多位參

加者到訪大生圍魚塘，在已曬乾的魚塘採

塘泥，然後在塘壆上堆砌陶窯，燒製各種

陶藝作品，有些小朋友和家長一同製作豉

油碟及筷子托。透過製作過程，參加者對

魚塘的運作及環境提高了認識。

《食塘源野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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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近況

s 紅外線相機拍下的豹貓

s 停泊在島上的機耕船

圖/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為更了解米埔自然護理區哺乳類動物的出沒

情況，從2015年起，我們於保護區各處安裝了

紅外線相機。 豹貓是保護區內少數可以通過其

身體斑紋而作個體識別的哺乳類動物，經過四年

拍攝，我們從照片中至少識別出十八隻豹貓，其

中兩隻更是每年都有記錄。記錄到多次的個體顯

示，牠們可以越過邊界圍網，出沒於保護區基圍

塘壆和圍網外浮橋。 到目前為止，最常記錄是一

隻在北邊浮橋出沒近兩年的豹貓，揭示個別豹貓

會有區域偏好。

  在米埔自然護理區，開闊的淺水區是一種重

要的生境，它為水鳥提供覓食和棲息的場地。為

確保開闊的淺水區不被挺水水生植物入侵，淺水

區的挺水植物需要進行妥善的管理。

  多年以來，我們利用背式割草機清除水邊的

水生植物，但需要花上不少人力。有見及此，我

們購入了農業用機耕船，並在十月中開始嘗試在

16/17號基圍內的小島邊緣進行翻土，以控制水

生植物的生長。為減低對水鳥的影響，我們只會

在潮水低於1.6米（根據尖鼻咀的潮汐）時使用機

耕船進行植物管理工作。在非使用期間，機耕船

會停泊在島上。

米埔自然護理區的哺乳類調查

2019夏季主要生境改善工程

  於基圍#8b, #23b及淡水塘#24f/g進行的生境改善工程已順利如期完成，期望工程過後會為鳥類提供一

些更合適的生境。

利用機耕船協助控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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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覓稀有鳥種

紅尾水鴝

  紅尾水鴝是香港過境遷徙鳥，前幾年往石崗觀

鳥，步出西鐵錦上路站往錦慶圍方向走，經過明渠

橋樑，就看到一隻紅尾水鴝逗留在明渠出水位置，

尾羽往兩邊擺動，一瞬間飛離了。這次以後，無論

往哪裡走，就再也沒有看到紅尾水鴝。

  台灣台中武陵農場，從大門進口收費站出發，

經過遊客服務中心再往前走，跨過億年橋，旁邊是

一條觀鳥步道。沿著七家灣溪建設的棧道走，都能

看到紅尾水鴝在溪水旁、亂石嶙峋的岸邊停棲，時

而把頭兒鑽進溪水裡，再露出水面時，把栗紅尾羽

扇開、左右搖擺。在武陵富野度假村大門外的停車

場，一隻雌性跟另一隻雄性紅尾水鴝在一塊大石頭

上，雀躍跳動，舞首弄姿，互相追逐，十來分鐘後

才往草叢深處飛過去，我們就在位於不到五米距離

的停車位旁，興致盎然地觀看整個追逐嬉戲過程。

圖/文: 鄭國上

鳳頭燕鷗

  每年夏季，都會來到香港繁殖及養育下一代，

可是前往觀看燕鷗，要乘坐預約小船來到東北面的

島嶼，航程十分顛簸，而且要在一個遠距離觀看。

曾經也有報導，有遊人違例登島，干擾孵蛋的燕

鷗，對雀鳥生境造成破壞，所以在香港觀看燕鷗頗

為困難。

  台灣宜蘭大溪漁港，面向東海，每年五月份，

鳳頭燕鷗陸續飛到，繁殖及養育下一代，待到秋天

才回到度冬地。出海的漁船在傍晚時分陸續歸航，

捕撈魚獲就在碼頭邊旁處理，給剝下來的魚頭、碎

肉、內臟，成就了燕鷗的食糧，這隻鳳頭燕鷗從海

邊礁石起飛，越過碼頭鮮紅燈塔狀建築物，飛翔到

內海漁船停泊處，從海面撿拾漁民丟棄的魚獲。觀

看鳳頭燕鷗可以在魚港海鮮大樓二樓處，餐點海鮮

後，輕鬆地在海鮮大樓樓台邊，架起長鏡頭，從容

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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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喉蜂虎

  綠色額冠、綠色翅膀、藍色尾羽、黑色過眼

紋，而栗红色喉部為其名字由來，全身羽色鮮豔亮

麗。在香港為夏候鳥，有夏之精靈稱號，可是在這

十幾年間，栗喉蜂虎遷徙記錄並不多。

  台灣金門，栗喉蜂虎在每年五月後飛臨，棲息

在人工堆積的土堆、沙洞作為營巢地，鳥兒挖洞築

巢，繁殖下一代。其中後隆區的青年農莊人工棲

地，是栗喉蜂虎最早聚居的一個保育點，設有迷彩

色偽裝觀鳥長廊。在長廊內觀看栗喉蜂虎，可以看

到鳥兒們高超飛行技術，在半空中急速飛翔、懸

停、俯仰姿態、撲捉昆蟲，也能看到鳥兒們探土、

挖洞的築巢步驟，令人嘆為觀止。

戴勝

  頭部到胸部黃褐色，腹部到尾下覆羽白色，翅

膀黑色、戴上棕白色橫紋，最耀眼的是頭頂上的鳳

冠狀冠羽整齊地束在後枕、完整地展示斑駁黑棕

色，呼應着翅膀。在很多年前的一個上午前往塱原

觀鳥，聽說到在前幾天有一隻戴勝在塱原出現，在

那之後的幾天往塱原等候，可惜也未能看到。

  台灣金門後隆區農藝植物試驗所，有一片土地

種植金橘樹，常綠喬木，在十一月份，喬木已經開

花結果，橢圓形金橘，翠綠顏色，一隻戴勝鳥，悠

閒的在金橘樹叢底部來回走動。鳥兒用牠尖長、向

下彎的嘴喙往泥土裡挖掘，尋找泥土裡的蠕蟲、幼

蟲，戴勝在一個位置停留一段時間，把四方八面的

泥土都翻過後，才移動到另一個點。站立在試驗所

的行人走道，跟金橘樹叢只有五米多距離，我目不

轉睛地注視在這隻戴勝身上，一直到牠走進一株台

灣相思樹底部，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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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雉

  以優美體態漫步於葉面上，被稱為凌波仙子。

有一次在米埔七號鳥屋透過望遠鏡輔助下，看到有

一對停棲在沙洲上，只能夠看到一個大概。

  台灣宜蘭勝洋農場，在農場外圍一片池塘地，

廣植菱角，成就了水雉的生境。這隻水雉帶領牠三

隻雛鳥，遊走在菱角葉片上，一隻雛鳥遠遠落後，

只有兩隻雛鳥跟在親鳥附近，可是親鳥毫不理會。

體重只有幾克的雛鳥，輕巧的在葉片上連走，體重

有一百多克的親鳥，展開凌波步法，在菱角葉片上

跚跚漫步而行，展示瀟灑一面。親鳥尾羽已變短，

可是黑邊包圍著耀眼金黃色的後頸，盡顯牠的美

態。水雉親鳥帶領著雛鳥們，走遍整塊菱角田，毫

不理會在走道上觀看的遊人們。

灰臉鵟鷹

  過境遷徙鳥，秋天後從北方遷徙往南方度冬，

再在春季回流。香港也有零星過境記錄，並不常

見。可是在台灣，每年十月份，都可以看到大群的

灰臉鵟鷹集結在懇丁作短暫停留，等待天氣容許下

飛往南方度冬，在來年三月份才回流。

  黎明時分在港口溪區，斗大的月亮照耀著漆黑

一遍的天空，灰臉鵟鷹陸續起飛，迎著耀目的月亮

飛舞，動人心弦。等到太陽升起，群鷹在蔚藍天空

底下展示翱翔英姿，教人歡欣雀躍。從黎明時分到

太陽高升，從三十多萬公里外欣賞鵟鷹奔月畫面，

再舉頭觀看灰臉追日境況，這段觀鳥經歷，真的教

人難忘！

  配備翅膀的鳥類是無國界的世界公民，在遷徙

過程中，在不同的地方會逗留一段時間，有些鳥種

在遷徙途中若能找到合適生境，或會放棄遷徙而成

為地方留鳥，我們可以參照這些資料，走出香港，

到訪東亞—澳大利西亞遷徙線路，追覓稀有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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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楊晢

晢仔大自然記事簿	—	大雪山觀鳥

  臺灣山脈的中部，有個千年山林，名大雪山。這裏鳥況可謂全臺最佳，養育最少10種臺灣特有鳥類，當中大多數是瀕

危物種。我在8月初到過大雪山一回，為數兩天。

  由臺中登大雪山，可以乘公車，或自駕。一般觀鳥地點在23k和50k位置，我主要分享我在50k所觀察到的。50k段在海

拔2700米，主要是高山鳥類的天堂。

  這裡有個停車場，有不少大杉樹，樹上不時傳出鳥鳴。若細心觀察，不難看見大量噪鶥，有時可見火冠戴菊。停車場

附近有一個花園，受灌木包圍，地上被滿草，這種環境很受鴝和雉雞歡迎，我就找到黑長尾雉雌鳥和數隻不怕人的玉山噪

鶥。

  長尾雉是特有鳥種，全球數目有11000隻，近

危。雄性全身深藍色，臉紅，尾特長。我只見雌

鳥，不及雄鳥美麗，但步姿很優雅。牠一邊走路一

邊吃，不時整理羽毛，全程毫不怕人，我跟鳥的距

離不足一米！正當我觀察得入神，幾隻玉山噪鶥一

窩蜂地衝出來，想要我餵牠們！玉山噪鶥也是特有

鳥種，不過族群數目尚多，屬無危。全身棕色，有

白色眉線，翅膀色彩鮮艷，因此有金翼白眉之稱。

這鳥甚至比黑臉噪鶥更不怕人，可能是被人餵食太

多了！看完牠們，我往天池去。

黑長尾雉（5/8/2019）

  往天池的林徑中，不斷傳來鶯

歌，有黃腹樹鶯在草叢中跳躍，有

鳥浪在樹冠跳過。天池是一個天然

湖泊，但由於湖面面積小，被稱為

「池」。天池常有啄木鳥出現，包括

綠啄木鳥，但我就苦等兩小時也沒發

現。值得一提的是，池邊有一條臺灣

錦蛇，特有物種。最後，天空有5隻

烏鴉飛過，有4隻大嘴烏鴉和一隻星

鴉。

玉山噪鶥（5/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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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我在旅館門前的大樹上見到棕腹藍仙

鶲，還有一個由鶥科組成的鳥浪。到達50k後，我回到之

前見到黑長尾雉雌鳥，等待雄鳥。雖然最後沒有看到，但

在樹叢中找到一隻火冠戴菊。火冠戴菊比相思大些，不過

多數活躍在高樹冠，因此在這麼低的灌木叢中看見牠，實

在不易。另外，樹頂有隻雄性台灣朱雀，紅色的羽色十分

搶眼。我坐在停車場旁，抬頭望天，竟有100隻燕子， 當

中大多數是家燕和小白腰雨燕。

  我繼續觀察，發現還有煙腹毛腳燕、白喉針尾雨燕等

不常見鳥種。我走進天池，林徑有栗背林鴝，黃胸藪眉等

吵鬧的鳥聲，不過比較怕人。離開後，我回到住宿附近約

43k段找鳥。這次我走上山徑，嘗試尋找鶲和鶯。這回卻

沒有鶲，不過有離我相當遠的鳥浪。走着走着，突然傳出

一連串清脆的金屬鳥聲，原來是棕臉鶲鶯！不過牠只出現

約20秒。 

火冠戴菊（6/8/2019） 

棕臉鶲鶯（6/8/2019）   

  晚上，我出外尋找貓頭鷹，雖然聽到聲音，但沒見到

其蹤影，後來查核書本確認是黃嘴角鴞。樹上有一隻白臉

飛鼠，非常活躍。

古木參天的大雪山高海拔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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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山觀鳥點還有23K，該處海

拔較低，看熱帶鳥類較佳，特別是特

有的藍腹鷴。雖然我沒有去，但坐車

上山時在路邊見到牠。 

  棕臉鶲鶯在台是常見留鳥，不過

我只發現一隻。最後，山徑出口有一

隻台灣紫嘯鶇。台灣紫嘯鶇是特有鳥

種，比較於紫嘯鶇，牠羽色較光澤，

頸上沒有白斑。牠在一個垃圾場附近

捉到4條蚯蚓，現身約5分鐘。也有一

群台灣斑翅鶥，也是特有。牠們頭棕

色，翅邊有花紋。時間不早，我離開

大雪山，旅程至此終。

台灣紫嘯鶇（6/8/2019）

|晢仔| 12歲，自小三開始對雀鳥有興趣，是《雀躍薈》的畢業生，除觀鳥，還觀察蝴蝶、水母等。

藍腹鷴（5/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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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報告 文：Richard Lewthwaite

（讀者請留意在此刋刋登的鳥類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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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七月至九月

七月

 這個沒有颱風夏季，本月熱辣辣的天氣一點也沒有緩和跡象。14日米埔錄得二百四十五隻在棲息前結集的白頸鴉
（JAA），比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在米埔錄得一百七十三隻的紀錄，數目大量增加。同一天在米埔浮橋觀鳥屋前有

五百四十一隻鐵嘴沙鴴（JAA），也可能會是本年錄得最高數目。

 本月其他較特別的報告：6日沙頭角出現一隻比秋季紀錄早了十九天的紅尾伯勞lucionensis亞種；6日和13日在

大棠、20日在河背水塘均有單隻黑冠鳽報告（KPC, JC）；6日大棠四隻純色啄花鳥（KPC）；8日九龍水塘一隻

斑姬啄木鳥（TL）；8日大埔滘一隻小杜鵑（LS）；18日長洲一隻褐漁鴞（MDW）；翌日發現一隻短嘴金絲燕
（MDW）；21日大埔滘岬角十隻大擬啄木鳥（RB）。

八月

 炎熱多雨的月份有以下較罕見雀鳥報告：23日何文田出現一隻綠背姬鶲（按KPC），這可能是第四至第六個紀

錄，比秋季紀錄早了約兩個月。28日沙田發現一隻白領翡翠（按SY），這第五個紀錄，是首個自二零零五年的報

告。

 1另外三個秋季早到的鳥種：10日坪洋有一隻棕三趾鶉（JAA）；12日米埔有兩隻鴛鴦（IT）；25日新田有兩隻黃
胸鵐（EMSK），分別早了四十三天、四十五天和三天。目前仍未能確定鴛鴦的報告是野生鳥或是前飼養鳥。

 由月中開始錄得陸鳥過境遷徙，這秋季首次出現報告有：16日何文田的綬帶（KPC）；17日龍虎山的山鶺鴒
（AH）；17日大欖郊野公園的冕柳鶯（JC）；21日尖鼻咀的火斑鳩（JAA）；22日蒲台的白眉姬鶲（LS）；24

日新田的東方大葦鶯和黑喉石即鳥（EMSK）；26日何文田的極北柳鶯（KPC）；29日蒲台的黑枕黃鸝（M&PW）

和30日何文田的北灰鶲（KPC）。

 水鳥報告：3日和29日，新田和米埔分別有不多於有六隻的普通燕鷗（EMSK, MK）；11日米埔有一隻長嘴鷸和兩
隻白額燕鷗（JAA），24日林村有兩隻中杓鷸（JAA），後者在一較異常的地點出現。

 罕有留鳥或夏候鳥報告：17日大欖郊野公園有三隻褐胸鶲（JC）；23日大埔滘有三隻黃嘴栗啄木鳥（PH）；25

日大棠有一隻黑冠鳽（KPC）；3日林村有一隻短嘴金絲燕（JAA），這是近期在夏季遲出現報告的延續；11日米

埔出現一隻七月份之後較罕見的紅翅鳳頭鵑（JAA）。

九月

 一個炎熱、天晴和乾燥的月份為香港帶來不同種類的遷徙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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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見鳥類有：8日馬灣發現一隻翅膀受傷的紅腳鰹鳥（按JC）；12日粉嶺高爾夫球場出現一隻秋季第二個紀錄的

綠背姬鶲（PJL）；28日塱原有一隻紅背伯勞（JAA），香港第八個紀錄。

 而虎紋伯勞和藍歌鴝也較一般情況普遍，前者在何文田和粉嶺高爾夫球場，於4日至26日期間最少有五天有報告，

後者於6日至30日期間，最少六個地點有報告。

 這月鳥點覆蓋十分好，新田、大欖郊野公園、何文田、蒲台和大嶼山西南的鳥況特別好，有一連串的新高紀錄和

早到或遲到的報告。

 15日大棠錄得二十八隻三寶鳥（KPC）；19日何文田有四隻藍歌鴝（KPC）；22日大嶼山西南由分流至二澳有九

隻灰卷尾（JAA）；28日大欖郊野公園有十四隻白喉短翅鶇（JC），全都是新高紀錄。

 六個秋季早到鳥種：8日何文田的黑枕王鶲（KPC）；22日大嶼山西南看見的丘鷸和普通朱雀（JAA）；25日大

欖郊野公園有遠東樹鶯（JC）；28日塱原的紅背伯勞（JAA）；30日大欖郊野公園的鱗頭樹鶯（JC），分別早了

九、六、五、一、二和二天。另外，30日山頂有一隻懷氏地鶇（AH），與秋季最早到紀錄日子相同。

 這秋季出現一個最新的遲到或遲走報告，24日蒲台有一隻遲了四十五天的四聲杜鵑。

 除此以外，其他陸鳥物種在本秋季的首次報告如下：3日蒲台的三寶鳥（PH）；3日米埔的紫綬帶（JAA）；4日

何文田的淡腳柳鶯（KPC）；12日粉嶺高爾夫球場的方尾鶲（PJL）；13日落馬洲的史氏蝗鶯（JC）；13日大欖

郊野公園的烏鶲（JC）；13日香港島的黃眉柳鶯（MT）；14日米埔的小蝗鶯（CM）；14日尖鼻咀的金頭扇尾
鶯（MK）；14日大欖郊野公園的暗灰鵑鵙（JC）；15日米埔的褐柳鶯（RWL）；15日蒲台的白腹姬鶲和紅喉姬
鶲（AK）；16日何文田的銅藍鶲（KPC）；17日蒲台的灰山椒鳥和藍磯鶇（PH）；19日蒲台的灰紋鶲（JGH, 

RM）；22日大嶼山西南的日本松雀鷹、赤腹鷹、樹鷚（JAA）；22日新田的遠東葦鶯和北椋鳥（EMSK）；

25日何文田的黃腳三趾鶉（KPC）；24日落馬洲的蟻鴷和矛斑蝗鶯（PJL）；26日蒲台的仙八色鶇和雙斑柳鶯
（PH）；28日山頂的紅胸姬鶲（AH）；29日新田的小鵐（EMSK）；以及30日南生圍的庫頁島柳鶯（PJL）。

 在十分少的水鳥和海鳥報告中：3日新田有五十隻普通燕鷗和三十隻鬚浮鷗（JGH）；3日五隻白腰燕鷗、七十五
隻黑枕燕鷗和三十隻褐翅燕鷗（PH）；14日新田有小量綠翅鴨和白眉鴨（EMSK）；15日和30日米埔有一隻長嘴
半蹼鷸（RWL, DAD）；28日塱原有一隻小田雞（J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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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y Barretto （RB）, John Chow （KPC）, John Clough （JC）, David Diskin 
（DAD）, Andrew Hardacre （AH）, Peter Ho （PH）, John Holmes （JGH）, Mike Kilburn （EMSK）, 
Ashkat Khirwal （AK）, Matthew Kwan （MK）, Paul Leader （PJL）, Richard Lewthwaite （RWL）, Carrie 
Ma （CM）, Roger Muscroft （RM）, Leo Sit （LS）, Dylan Thomas （DT）, Ivan Tse （IT）, Mike Turnbull 
（MT）, Martin Williams （MDW）, Sherman Yeung （SY）.

 Weather notes from HK Observatory website:  https//www.hk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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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020 
(六)

0800 - 1200 城門  ( 紅耳鵯活動)
(08:00 城門水塘小巴總站茶水亭)

不需報名 
費用全免  林鳥

12/1/2020 
(日)

0800 - 1200 石崗 
(08:00 錦上路西鐵站C出口)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30

 (18歲或以下$10)

 林鳥和田鳥

 19/1/2020 
(日)

0800 - 1200
雷公田 
(08:00 雷公田路口 (#72號綠色專綠小巴總
站))

 林鳥

1/2/2020 
(六)

0800 - 1200 大埔滘 (紅耳鵯活動) 
(08:00 大埔滘松仔園停車場)

不需報名 
費用全免  林鳥

9/2/2020 
(日)

0800 - 1200 南涌和鹿頸 
(08:00 南涌路路口的涼亭)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30

 (18歲或以下$10)

 林鳥和水鳥

16/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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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境遷徙鳥

 2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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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020 
(六)

待定
百搭日 
(詳情將於2月26日於本會網上討論區公佈)

不需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30

 (18歲或以下$10)

待定 待定

7/3/2020 
(六)

0900-1300
雷公田 (紅耳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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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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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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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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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境遷徙鳥

戶外觀鳥活動行程表  2020年 1月至 3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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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