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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訊 及 項 目

編輯
小語

近月香港環境保育議題頗為熱鬧，包括與塱原有關的新界東北發展、南生圍發展、龍

尾事件等等，在社會上多了討論。香港土地珍貴，鄉郊地方一直受著發展的壓力，人

鳥和諧並非易事，唯有希望欣賞和珍惜大自然的心能廣泛散播給香港人。香港觀鳥會

負責保育的鄭諾銘先生辭職了，可說是本會的一大損失，希望鄭先生在另一個崗位上

繼續為本地自然保育作出貢獻！

〜 呂德恒

辦事處新職員
　　本會自11月開始聘請了一位助理研究

主任──謝偉麟先生，協助各項鳥類調查

項目，請多多支持。

2013年度的續會
　　本年度有效會員的人數截至11月中已

超越1900人，本會謹此感謝所有會員的支

持。新一年度的續會程序已經開始，在新

的會籍有效日期制度下，續會信會在會籍

到期前約兩個月左右寄出，敬請留意。

2012週年會員大會
　　本年的會員大會己於10月24日晚上假香港童軍總會舉

行，共52位會員出席。大會通過Mr.	Gavin	Cooper（前主

席）及	Mr.	Mike	Chalmers（前義務紀錄主任）	成為本會

的榮譽會員，以感謝兩位對本會及香港的鳥類研究作出的

重大貢獻。	另執行委員會新增加兩位成員	-	洪維銘先生及

余秀玲小姐，兩位分別為教育及推廣委員會的召集人及委

員。新一屆執行委員

會名單見會員通訊的

目錄頁。

會員投票

香港鳥類報告1958-2006 
現已全線上載

　　香港鳥類報告1958-2006	現已

全線上載到香港觀鳥會主網頁的下

載區，歡迎瀏覽及下載：	 http://

www.hkbws .o rg .hk/web/ch i /

bird_report.htm

　　本會謹此感謝鳥會的前輩會

員，為我們留下這批無可比擬的珍

貴遺產。

55週年紀念品及銷售品
　　由於反應熱烈，本會再增訂了小量的紀念品及銷售品。本會再次感謝

會員余秀玲及魏凱喬為紀念品繪畫雀鳥圖案。

 產 品 顏 色 尺 碼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港 幣 港 幣

	 黃嘴白鷺Polo恤	 灰	色	 細至加加大	 $100	 $125

	 55週年風褸	 灰	色	 細至加大	 $200	 $250

	 黃嘴白鷺繡花毛巾	 咖啡色	/	米白色	 ---	 $20	 $25

	 紅耳鵯雨傘	 綠	色	 ---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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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55週年紀念慶祝酒會
　　本會於2012年11月1日下午假香港童軍總會舉行了55週

年紀念慶祝酒會，主禮嘉賓為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其他

來賓包括規劃署署長梁綽輝先生及漁護署助理署長陳耀強先

生，此外還有多個綠色團體、環諮會委員、活動及業務合作

伙伴的代表，以及香港觀鳥會各委員會的委員及資深會員。

本會再次感謝來賓的參與及支持，一同見證我會成立55週

年。

海外觀鳥節
　　香港觀鳥會獲得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

及台北野鳥學會的邀請，參與10月13-14日

在台北關渡自然公園舉行的第十三屆台北

國際賞鳥博覽會，是次活動主辦單位邀請

了兩岸三地、希臘、紐西蘭、美國、馬來

西亞、沙巴、泰國、日本等地研究保育團

體及機構設置攤位。在博覽會期間，部分

本地及海外團體更安排了一些講座和交流

活動，向參加者及當地民眾分享他們在所

屬國家或地區研究保育成果。會場內更設

有不少製作雀鳥手工攤位讓民眾可以親身

參與其中。

　　今次我們將香港觀鳥會在塱原和相關雀鳥及農作物保育資訊帶到博覽會，跟

當地鳥會團體和民眾交流分享。博覽會吸引了不少民眾入場參觀，並到訪本會攤

位參觀交流及索閱資料，更不時有同學們來進行學術訪問。此外，主辦單位亦為

參與團體代表安排了歡迎晚會、關渡自然公園導賞活

動和電影欣賞會，對主辦單位的邀請謹此致謝！

本會代表：黃振宇　洪維銘

另本會執委會委員余秀玲小姐及職員傅詠芹小姐代表

本會參加了11月10至11日於曼谷舉行的「第三屇亞洲

觀鳥節暨第十一屆泰國觀鳥節」。

酒會進行中

主禮嘉賓－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致辭

泰國觀鳥節

關渡觀鳥節

高瑋教授

中 國 著 名 鳥 類 學

家、中國鳥類生態

學 奠 基 人 之 一 、

中國東北地區鳥類

生 態 學 研 究 的 開

拓 者 、 教 育 家 、

東 北 師 範 大 學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資深教

授、生命科學學院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原院

長高瑋教授，因病

醫治無效，於2012

年 1 1月 1 0日 1 1時

在長春逝世，享年

75歲，本會深切哀

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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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及項目 (續)

第十四期觀鳥訓練證書課程基礎班
　　新一期觀鳥訓練證書課程基礎班將於2013年2月底份開

班，詳情見附件。

紅耳鵯俱樂部

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清晨觀鳥匯聚

	 香港公園	2012年8月至10月	參加人數：302人	

	 九龍公園	2012年8月至10月	參加人數：388人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2012年10月至11月，俱樂部共有124人次出席導賞活動。

觀鳥導賞及有關活動／服務

2012年11月2	九龍公園嘉年華觀鳥導賞

新界西北漁塘管理協議計劃
　　10月至11月期間在大生圍為中

學生舉辦了十一次漁塘生態導賞團，

主要由導賞員訓練課程的畢業同學帶

領。同學們透過導賞員及漁民的講解

和體驗活動，認識到漁塘操作知識、

本地養魚業歷史及雀鳥與漁塘的關

係。

勺嘴鷸保育項目近況
　　今年10月12-15日董文曉、李靜、章麟及海外專家在江蘇如東進行的調查一

共記錄到106隻勺嘴鷸，是保育活動開始以來的最高數字。另外，由華特迪士

尼公司資助的《拯救勺嘴鷸在中國的濕地家園》項目的總結活動——「夢想成

真」活動分別在9月22日及10月7日於江蘇如東及福建閩江口順利舉行。為期兩

年的項目亦將告結束，但這並不代表在中國內地的勺嘴鷸保育活動已經完結，

本會會在今年冬季於中國南部展開勺嘴鷸冬季調查，期望能進一步了解勺嘴鷸

的非繁殖期之分佈狀況。

2012-2015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

　	中國項目

學生給勺嘴鷸的祝福（陳承彥攝）

親親鯇魚

學生們與漁民蘭姨的合照
© 深藍

葦鵐是塱原新紀錄

　　晚造水稻的收割工

作已在11月完成，剩下

沒有收割的稻米都是留

給雀鳥，希望牠們有足

夠的食物度過寒冬。

　　今年秋天的雀鳥過境情況甚好，鳥蹤處處，塱

原亦如是，小田雞、董雞、阿穆爾隼、粉紅胸鷚、

紅背伯勞、田鵐、葦鵐等等，引來很多鳥友和攝

影師，在此我們再次提醒各位，請勿餵飼野生雀

鳥，亦請不要走到農田上，小心避開田間小路上的

農作物，更多塱原觀鳥注意事項請參考網上討論

區：http://www.hkbws.org.hk/BBS/viewthread.

php?tid=17229&extra=page%3D1

　　「數數鵐」活動於11月底結束，今年最高錄得

黃胸鵐34隻，是自05年管理計劃開展以來最高紀

錄，另外亦記錄到9種鵐，包括灰頭鵐、黑頭鵐、

栗鵐、栗耳鵐、小鵐、葦鵐、田鵐、黃胸鵐和黃眉

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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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20號塘的鐵棚觀鳥臺退役

　　位處20號塘的鐵棚觀鳥臺近年深受觀鳥人士

歡迎，尤其是攝影人士，他們可從理想角度拍攝

鷹及水鴨。站在觀鳥臺上，可觀看罕有的雀鳥如

黑海番鴨、棉鳧，以及2012年出現的青頭潛鴨。

　　過去數年，鐵棚結構漸現問題，支橕架生鏽

及承受力下降。由於鐵棚觀鳥臺的使用量不斷增

加，如在使用高峰期倒塌，可引致嚴重事故。因

此，2012年夏季必須進行緊急維修，以確保來年

冬季（2012/13年）可繼續使用。

　　本年7月24日深夜，強颱風韋森特移近本港，	

鐵棚觀鳥臺被吹至傾斜危立。颱風過後，我們面

對重新豎立或搬離觀鳥臺的抉擇。經多方面考慮，包括鐵棚結構承受力、遊客歡迎

程度、觀鳥臺近年錄得的雀鳥種類，以及遊客安全，最後基於遊客安全為重點，並

因觀鳥臺未能繼續安全運作，決定永久終止使用。

　　因此，鐵棚觀鳥臺於今年冬季將停止使用。我們希望獲得資金，在原位建設另

一觀鳥設施，現歡迎遊客提供意見	。

米
埔
近
況
〜	柯袓毅

(由WWF-Hong Kong提供) -  
強颱風韋森特吹襲後的鐵棚觀鳥臺

(由Tony Hung / WWF-Hong Kong提供) - 米埔的第三隻水牛

增加水牛放牧區面積

米埔於今年夏季推行一項重要計劃，在保護

區南部擴大水牛放牧區，範圍包括整個24號塘及

新增區（教育中心旁的17號b塘）以提高教育價

值。

　　研究結果顯示，在放牧區的水牛可非常有效

地控制植物高度，為水鳥提供合適的棲息環境

（研究詳情已上載WWF網站）。相比鄰近已修剪

或未經管理的田地，水牛放牧區的雀鳥數目相當

高，我們期望擴大放牧區可持續提高雀鳥數目。

　　隨著放牧區面積增加，水牛群亦相應增加。

水牛數目將由現有的兩隻增至四隻。第三及第四

隻水牛分別於2012年9月及10月加入，我們亦期

望水牛數目可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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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鷹、烏鬼、水老鴉， 
我們都是鸕鶿

圖/文	〜	蘇毅雄

　　秋去冬來，大自然在不知不覺之間換上了新裝。隨著

季節的更替，許多鳥兒亦因應季節而遷徙。在香港，數量

龐大的遷徙水鳥是候鳥遷徙的最佳佐證，而當中最聲勢浩

大、引人注目的可以算是鸕鶿了。

　　鸕鶿是香港的冬候鳥，每年九月中旬左右由於香港出

現，直至翌年三月份左右離開。牠們主要活躍於沿海地

區，包括新界東北部沙頭角海及新界西北部的后海灣地

區，並且會在內陸的一些水塘地區出現。最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聯群結隊飛行的鸕鶿。

　　小學時常聽老師說冬季時天空上「人」字形集隊飛行

的鳥是「雁」，到了大學時代學習觀鳥和生態知識時，才

知道原來香港天空的不是雁，而是鸕鶿。尤記得剛剛完成

學業服務於環保團體時，一個月總有二十多天是在米埔保

護區之中度過，在水天一色的濕地環境之中工作及生活，

不要說對於暑假或開學的日子已漸漸失去概念，甚至常常

忘記了當天是星期幾！但每到九月中旬（對於學生來說那

正是大學暑期後開學的重要日子），出現於后海灣地區的

鸕鶿身影，皆會提醒我秋季的來臨，亦代表著觀察候鳥的

日子經已到來。在那些年，黃昏落日晚霞與鸕鶿群飛的身

影，代表著新一個候鳥季節的開始，亦記錄著一年又一年

的工作體驗。

　　鸕鶿是天生的捕魚高手，捕獵時會閉氣潛入水中，並

使用足部作為推進器，於水中靈活行動。由於鳥類天生沒

有牙齒，所以當鸕鶿捕捉到獵物之後會將獵物整個吞下，

而且鸕鶿亦只會捕捉體型相當的魚類。中國大陸如湖南及

廣西地區中的漁民（較為人們所熟悉的是桂林的漁民），

利用鸕鶿這個習性，將牠們馴養作為捕魚之用，所以鸕鶿

被當地漁民稱為「魚鷹」或「水老鴉」。不過隨著捕魚所

使用越來越多的機動船隻及網眼越來越小的漁網，以鸕鶿

捕捉體型較大的、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小的捕魚方式已經日

漸式微，而經馴養而退休的鸕鶿們似乎只有在遊客區當模

特兒，一種人類、鳥類及大自然和諧生活的方式，正漸漸

消失。

　　鸕鶿的外型獨特，細心的觀察，你會發現牠其實並不

只是黑色的！成年鸕鶿一身泛著光澤的黑色羽毛，與臉

上鮮黃色的皮膚成強烈對比，透過望遠鏡，你看可以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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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晶瑩亮透的綠色眼睛，及呈鈎狀的喙部末端，而一雙長

在近尾部的位置的腿在趾間有完整的蹼；成鳥在繁殖期時

則換上了繁殖羽，其頭部呈白色及在兩邊腰側各有一塊白

斑，在飛行時更易見到，亞成鳥則胸腹位置的羽毛呈白

色。

　　鸕鶿更特別的地方，在於其捕食後休息時的姿態。其

他生活於水邊的鳥類之間有很大的分別：許多水鳥尾部

的油脂腺（稱為尾脂線）會分泌豐富的油脂，當梳理羽毛

時這些油脂會被鳥兒塗勻全身，令羽毛具有防水的功能。

然而鸕鶿的羽毛並不防水，使其更有效的減少潛水時的浮

力，所以每次潛水捕食之後，鸕鶿都需要展開翅膀將羽毛

晾乾，以免羽毛失去保溫功能。

　　每當外出覓食以後，數以千計的鸕鶿會於黃昏時齊集

於棲息地點預備過夜，在西沉夕陽的金光之下，映出鳥兒

們漆黑而略帶神秘的身影，這是香港境內可以欣賞到的生

物奇觀之一，亦彰顯香港自然生態保育工作的成就。鸕鶿

不僅在華南地區是漁民所熟悉的鳥類，在香港亦甚為受到

重視。新界東北水域有以鸕鶿命名的小島「鸕鶿排」，而

位於赤門海峽的赤洲更是因為越冬的鸕鶿在島上棲息而被

列為本港其中一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鸕鶿的美態並不是人人皆懂得欣賞，在不少人的心目

中，甚至對於部分觀鳥者來說，鸕鶿這種全身烏黑、叫聲

沙啞、數量眾多的鳥類可能並不怎麼的逗人喜愛。在以漁

業為主的地區，鸕鶿甚至被惡意的貶作「偷魚賊」。其實

野鳥又怎麼會懂得分辨水中魚兒是否屬於人為飼養或是野

生魚群？鳥群和人類的衝突，人類本身要負上一定責任。

　　開闊的水域是鸕鶿的主要覓食環境，但自上世紀九十

年代起，后海灣及沙頭角海地區的都市化令許多濕地環境

消失，而更廣泛地區的珠江三角洲至福建沿岸濕地，亦面

對著極大規模的都市化。南方的棲息及覓食環境的消失，

或許正迫使由北方到來越冬的鳥群聚集在僅餘的濕地，而

相對上保留得較完好的米埔及后海灣地區便成為了無處棲

身的鳥兒的避難地點，這亦可能是過去二十年在香港及后

海灣地區鸕鶿數量增加的原因之一，亦是人鳥之間出現矛

盾的源頭。原來無論是野鳥或以漁業維生的人類，皆是無

度的都市化的受害者。

　　在大自然之中，每一種生物都各司己職，讓生態系統

能夠健康及正常地運作。常見的鳥類能夠更有效地為研究

人員提供數據，而且長年累積的數據能更具代表性地反映

環境質量的變化，為自然保育工作提供參考。近年后海灣

鸕鶿數量比以往有顯著的增加，而鸕鶿的數量變化也許正

反映著周圍環境的轉變。或許，我們應該更加留意身邊一

些常見的物種及其背後所帶來的啓示。





鵲鷂
李偉仁
米埔

Pied Harrier
Andy Li
Mai Po

01/10/2012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山鶺鴒
葉紀江
蒲台

Forest Wagtail
Herman Ip Kee Kong
Po Toi

04/10/2012
DSLR Camera, 300mm f/2.8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鵪鶉
李啓康
塱原

Japanese Quail
oLDcaR Lee
Long Valley

13/10/2012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灰胸秧雞
沈冠宇
塱原

Slaty-breasted Rail
KY Shum
Long Valley

21/10/2012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燕隼
陳巨輝
塱原

Eurasian Hobby
Sam Chan
Long Valley

17/10/2012
DSLR Camera, 600mm f/4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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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鳥日誌
〜	撰文及繪圖：余秀玲

鶚（魚鷹）

2012年8月12日 

　　鶚有一雙強而有力的翅膀，捕獵的動作靈巧而有氣勢。 

牠翼底的斑紋比翼面複雜很多，從作畫的角度看， 

的確十分有挑戰性。這是我第一次畫這麼大面積的翼底， 

起初也有點覺得無從入手。後來，邊畫邊想， 

又好像理出一點點頭緒。本來，想給鶚抓一尾魚， 

最後想了下，還是不殺生好了。



1�

〜	魏凱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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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七月

	 這個炎熱和鳥況一般的七月，錄得一連串沒有先例的罕有雀鳥和在正常的情況下不會在夏季出現的鳥類報告。

	 米埔月初的報告有：1日有一隻夏季較少見的紅頸瓣蹼鷸；2日報告有可能是在米埔首個紫嘯鶇的紀錄，同一天

有一百零四隻翹嘴鷸；3日有一隻普通燕鴴（WWF）。

	 12日米埔發現一隻東方白鸛（WWF），是這華美宏大的水鳥自二〇〇三／四年的冬季的紀錄後的首個報告，這

也是香港首個夏季紀錄。雖然有一個已在刋物刋登的東方白鸛紀錄，刋物記載一隻東方白鸛，於二〇〇四年四

月至九月期間在西沙群島出沒。這時候在米埔出現一隻東方白鸛，的確實出人意外。直至八月尾該鳥仍然在米

埔逗留。

	 發現東方白鸛後，在七月份出現了十天令人難忘的時光，報告包括：13日大埔滘發現一隻褐胸鶲幼鳥（ken），

這可能是首個香港繁殖紀錄。13及15日米埔錄得最多有十隻金翅雀，當中有幼鳥（WWF）。15日首次在夏季出

現白眼潛鴨，是野生鳥否，有待審核；同一天大埔滘有一隻霍氏鷹鵑（BK）、而大埔滘岬角報告有橙頭地鶇成

鳥餵哺幼鳥（RB）。16日豐樂圍發現另一個首次在夏季出現的鳥種——黑枕王鶲（GHo）；19日米埔有七隻印

緬斑嘴鴨（JAA），這或顯示了一突然湧現的現象；20和21日出現一隻灰雁（WWF），灰雁可能是二零一一年

年尾在后海灣出沒的前飼養鳥。

	 在香港觀鳥會網頁上可欣賞到東方白鸛獵食眼鏡蛇（GC）及灰雁如何應對在頭上飛舞的黑鳶的精彩相片

（KH）。

	 月內其他較特別的報告有，22日甩洲有兩隻白額燕鷗（WWF）；24日一百零六隻鐵嘴沙鴴、兩隻鷗嘴噪鷗和一

隻淡色沙燕（WWF），淡色沙燕是七月份首次的報告；27日有一百八十五隻牛背鷺（WWF）。

	 有關本土鳥的狀況，11日在米埔錄得數目不錯的白頸鴉，有一百一十六隻（WWF）。

〜	Richard	Lewthwaite

【本文所登載紀錄仍有待確認，觀察者使用電子檔案或記錄咭提交所有觀鳥紀錄與紀錄委員會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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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八月

	 上月當紅的明星鳥東方白鸛仍然在米埔逗留，本月加入角逐八月之星的美麗雀鳥有：19日大埔滘發現一隻在八

月罕有的虎紋伯勞（KPK），這紀錄比秋天紀錄早了十天；和28日在米埔出現的一隻斑胸濱鷸（JAA）。

	 本月在米埔錄得這時期良好數目及多種多樣的水鳥，除了斑胸濱鷸外，報告有：2日有三隻亞種atrifrons的蒙古

沙鴴、7日一隻小青腳鷸、8日有秋季不錯數目的四百八十二隻鐵嘴沙鴴；18日兩隻半蹼鷸；20日有一隻白腰杓

鷸幼鳥及六隻尖尾濱鷸；22日一隻灰頭麥雞及31日三百四十六隻黑尾塍鷸（JAA,	WWF,	RWL,	JGH）。米埔其他

報告：11日四隻赤頸鴨；14日一百二十七隻白頸鴉。

	 本月也出現秋季三種早到了的鶲類報告：2日兩隻早了十五天的白眉姬鶲（JAA）；26日蒲台發現烏鶲和北灰

鶲，兩鳥種分別早了兩及三天（BK）；由8日開始，除了壽帶有分佈頗為廣泛的報告外，本月的陸鳥遷徙報告

相對較少。

	 較顯眼的猛禽報告在於19日洲頭出現三隻黑冠鵑隼（KJ）；31日米埔一隻燕隼（WWF）。

	 夏去秋來，大埔滘有一連串令人疑惑的中華仙鶲報告，這鳥種原籍在香港遙遠的西方。報告：18日出現一隻相

信是亞種klossi的雄性（KPK）；19日兩隻雄性（KPK）；21日出現一隻雄性和一隻雌性（FC）；25日出現一隻

雄性（BK）。

	 另外，大埔滘出現了兩種在冬季有紀錄，但這季節從來沒有紀錄的鶲類報告。一是18日的一隻雌性橙胸姬鶲

（KPK）及26日可能有一隻小仙鶲（JL,	AB）。

	 23日香港觀鳥會網頁有在大埔滘拍攝的一隻褐漁鴞相片，是這不常被觀看的貓頭鷹新地點。

	 蒲台離岸或渡輪上的報告有：26日三隻大鳳頭燕鷗和三十四隻紅頸瓣蹼鷸（BK）；30日兩隻白腰燕鷗

（GW）。

九月

	 一個鳥況好的月份，一隻雜色山雀成鳥成為焦點。這個在16日蒲台島上發現，首個香港出現的雜色山雀紀錄仍

未被分類（pmak），在十月初仍有牠在島上出現的報告。從相片觀察，雀鳥狀態良好，羽毛與中國東北、南韓

和日本的亞種名稱與種名相同亞種varius配合。按最近互聯網鳥況貼報，這曾被認為近乎完全不遷移的鳥種，也

因某些原因，偶然會有較大的遷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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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巧合地，在蒲台發現一隻雜色山雀的同一期間，在離上海三十公里浙江沿岸對出一島嶼上報告有最多八隻雜色

山雀出現、另在青島一市區公園內發現一隻，在南韓和日本報告有數百隻雜色山雀向西遷移。期望有新證據出

現，可令這個個案容易地處理，確認分類。棘手的是香港跟同期間其他有報告的地方的距離十分遙遠，事實上

染色山雀是一受歡迎的籠鳥。

	 兩個有機會成為第三個香港紀錄的報告是：30日塱原發現一隻紅背伯勞（inca）；31日大埔滘出現一隻純色尾

鶲鶯（現英文名Alstrom’s	Warbler）（PW,	MK,	WT）。

	 秋季有三個早得十分離譜的報告：5日米埔浮橋觀鳥屋前有一隻黑嘴鷗的冬成鳥（RWL,	 JGH），比紀錄早了

四十八天；15日林村有兩隻早到了十三天的樹鷚；24日一隻早了十四天的紅喉歌鴝在米埔出現（PJL）。

	 至於米埔，錄得並非每個秋季都有紀錄的鳥種的單隻出現報告如下：6日黑鳽及北鷚（WWF）；11日北蝗鶯

和厚嘴葦鶯（PJL）；13日紅翅鳳頭鵑（WWF）；17日有虎紋伯勞（JAA）。另外，東方白鸛整月逗留米埔

（WWF）；11日及24日有個別的水雉和董雞和單隻遠東葦鶯出現（WWF）。24日有二十隻小蝗鶯（PJL）。雖

然沒有罕有鳥種報告，這時間的水鳥的數目及鳥種類別再度良好。

	 12日蒲台除了雜色山雀，還有艷麗的仙八色鶇（GW）。整月島上都有不同種類的陸鳥出現，當包括：9日有一

隻赤腹鷹（GW）；另外島上錄得十二種鶲：北灰鶲、灰紋鶲、烏鶲、白眉姬鶲、紅喉姬鶲、海南藍仙鶲、白

腹姬鶲、銅藍鶲、黑枕王鶲、綬帶及紫綬帶；12日及16日蒲台離岸或渡輪上有一至兩隻黑尾鷗（GW，BK）。

	 本月是三寶鳥報告較多的月份，全港均有報告，高峰期18日蒲台報告有八隻（GW）；另16日大埔滘有一隻冕

柳鶯，高峰期也有八隻。此外報告有山鶺鴒出現的地方比正常較為廣泛。而藍歌鴝則比預期的少，13日及15日

蒲台報告只有一隻（GW,	LCF）、22日大埔滘有兩隻（CC），同一天米埔發現一隻（WWF）。

	 其他有趣的報告包括：2日長洲有兩隻橙頭地鶇（JAA），另29及30日蒲台報告有一隻（BK）。16日梧桐寨有一

隻黃嘴栗啄木鳥、四隻綠翅短腳鵯（DT）；22日大埔滘兩隻黃嘴栗啄木鳥（CC）；26日塱原發現紅胸田雞及小

杓鷸（DAD）；29日塱原出現一隻后海灣紅樹林外較少見灰胸秧雞和一隻北鷚（KJ）；30日梧桐寨有一隻巨嘴

柳鶯（DT）。

鳥 類 報 告 ∼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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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觀 鳥 會 活 動 行 程 表 2 0 1 3 年 4 月至 6 月

野 外 觀 鳥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	集	合	地	點	及	時	間 難 度	(1…3) 目	標	鳥	種

6/4/2013	(六) 0800	-	1300
尖鼻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天水圍天澤邨廣場門口，近輕鐵天逸站)  水鳥

6-7/4/2013	
(六-日)

「猜尋呈232─香港觀鳥記錄比賽2013」
(詳情稍後公佈)

14/4/2013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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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巴士回程，16:00	回到九龍塘。)	

 水鳥

21/4/2013	(日) 0800	-	1200
大帽山
(08:00	荃灣地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高山草地鳥

27/4/2013	(六)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4月25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4/5/2013	(六) 0730	-	1600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07:30	香港仔公眾碼頭，近逸港居)	
注意：由於路程頗長，所經之處都是開闊海域，風浪較
大，部分人士可能感到不適。


過境遷徙鳥
及海鳥

4/5/2013	(六) 0800	-	1300
香港仔水塘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00	中環港鐵站B出口恒生銀行)  林鳥

12/5/2013	(日) 0800	-	1600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08:00	西灣河港鐵站恒生銀行)
注意：由於路程頗長，所經之處都是開闊海域，風浪較
大，部分人士可能感到不適。


過境遷徙鳥
及海鳥

19/5/2013	(日) 0800	-	1200
百搭日	
(詳情將於5月17日於網上討論區公佈)

26/5/2013	(日) 0800	-	1600
米埔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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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巴士回程，16:00	回到九龍塘。)

 水鳥

1/6/2013	(六) 0800	-	1300
城門	(紅耳鵯俱樂部領隊)
(08:30	城門水塘菠蘿壩小巴站附近的小食亭)  林鳥

2/6/2013	(日) 0800	-	1200
南涌和鹿頸
(08:30	南涌路路口的涼亭)  林鳥及水鳥

	會員：免費	 非會員：免費	 (不用預先報名)
	會員：免費	 非會員：港幣$30	(19歲以下學生港幣$10)	 (不用預先報名)
	會員：港幣$60	(學生會員港幣$30)	 非會員：港幣$120	 (請用附上表格報名)
	會員：港幣$160	 非會員：港幣$200	 (請用附上表格報名)

室 內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題 目 講 者 地 點

21/2/2013
(星期四)

1900	-	2100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古巴、西巴布亞鳥攝之旅
(廣東話，中英文簡報)

伍昌齡先生
香港童軍中心1105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20/3/2013
(星期三)

1900	-	2100
香港涉禽腳旗匯報
(英語，英文簡報)

柯袓毅先生
待定

會員：港幣$10	 非會員：港幣$30	 (不用預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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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鳥會 活動報名表

本人欲報名以下香港觀鳥會活動：（請在適當地方þ）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	2013年5月4日	 □	2013年5月12日

米埔觀鳥活動：	 □	2013年4月14日	 □	2013年5月26日	

 米埔觀鳥活動費用 集合地：米埔停車場  集合地：九龍塘地鐵

	 會員	 港幣30-	 	 港幣60-

	 學生會員	 港幣15-	 	 港幣30-

	 非會員	 	 港幣120-

使用后海灣浮橋的米埔觀鳥團，只限12歲以上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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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約五天通知報名者，一旦被確定，參加者無論能否出席，都必須繳付所需的交通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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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埔活動集合地 
九龍塘港鐵 / 米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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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填妥的訂座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80號 鴻寶商業大廈14樓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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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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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雀
陳土飛
蒲台

Brambling
Thomas Chan
Po Toi

21/10/2012
DSLR Camera, 500mm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虎紋伯勞
Andrew Hardacre

米埔

Tiger Shrike
Andrew Hardacre

Mai Po

17/09/2012
DSLR Camera, 800mm f/5.6 lens + 1.4x teleconverter





黄雀
崔啟元
蒲台

Eurasian Siskin
Billy Chui
Po Toi

13/10/2012
DSLR Camera, 500mm f/4.5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