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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綠洲長者生態大使計劃」

經過多月來的努力，終於到了閉

幕的時候，感謝所有參加計劃的

長者、提供協助及積極支持的合

辦和協辦機構、多位專業的導

師、以及鼎力支持的義工及同

事。 
在過去數個月，我們主要的工作

是為地區長者提供講座及公園導賞，以及在十個公園

舉辦市區公園生態同樂日，活動包括展覽、生態導賞、

攤位遊戲及派發小冊子等，令居民也可以感受到自然

生態實在是無處不在。我們謹在此鳴謝各有關單位及

個人，希望日後可以繼續舉辦同類型活動，讓更多長

者有機會接觸美麗的大自然。 

 
特此鳴謝： 
合辦機構 
香港觀鳥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長者綜合服務 (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

涌長者鄰舍中心) 

 
協辦機構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

老服務大樓、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循道衛理楊震社

會服務處油尖長者鄰舍中心、嗇色園主辦可康耆英鄰舍中心、明

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 、元朗大會堂陳應祥紀念老人中
心、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贊助機構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香港觀鳥會 

策劃 香港觀鳥會 
認可公共性質慈善機構 2012 年 1 月      第   29  期  

紅紅耳耳鵯鵯俱俱樂樂部部通訊 

長者公園導賞 
長者中心講座 

公園同樂日(展覽) 

公園同樂日(導賞) 

公園同樂日(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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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鄧永成 

經香港觀鳥會安排，認識了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該會主要
是服務基層家庭。10月 29日，黃
瑞芝、宗作剛、簡漢江和我四人為
該組織到濕地公園作導賞，是一個
親子活動。這次活動共有 60 多人
參加，由多個家庭組成，家長帶領
小朋友及一位該會職員負責領隊。 

 
我們在 9 時 30 分抵達濕地公

園，隨後該會的大隊也準時到達。 
小朋友一下車已雀躍萬分，非常開心。我們講解濕地公園的由來時，他們很有
耐心聆聽。我們把整個遊覽團分為四組人，分別帶他們沿著「溪畔漫遊徑」的
模擬香港河溪，介紹水生植物給他們認識，然後經過「演替之路」慢慢地走到
觀鳥屋。觀鳥時他們更雀躍萬分，有些小朋友按捺不住自己興奮心情，大叫起

來，歡樂的笑面至今難忘！ 後來又帶他
們到紅樹林浮橋一遊，剛好遇到水退的時
候，看到很多彈塗魚和招潮蟹，使他們大
開眼界。 整過活動在中午 12時左右結束。  

 
在休息時和小朋友暢談，才知道原來

他們沒有一個曾經到過濕地公園，難怪這
個旅程令他們這麼開心。 在此，想起這
些基層的小朋友天真的笑臉，他們也是社
會的一份子，亦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政府
是不是要對他們多一些關注呢？ 

  

＊          ＊           ＊        ＊           ＊ 

 

 

鳴謝 

杜霄炯先生百忙中抽空為俱樂部成
員主持「飛鳥的拍攝技巧」講座，
日期為 2011 年 11 月 15 日，地點是
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講述拍攝
的竅門並分享他的拍攝經驗，使與
會者得益不淺，委員會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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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明浩   圖：黃瑞芝 

 

 

 

 

 

 

 

 

 

 

 

 

 

 

中國神州地大物博，如非親身經歷體驗，便
有如井底之蛙。今天有機會遊北疆，實在是暢
快事啊！ 

新疆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省份，位於西北邊陲。 
天山山脈延綿數千公里，橫卧中央，雄偉非常，
而北疆風景秀美兼多樣化 ─ 有雪山、高原、深
谷、湖泊。時值初秋，紅葉黄葉乍現，給大地添

上了許多色彩，份外迷人。 

 
此行目的是觀鳥和攝影，就前者而言，因

有師兄師姐的指點，個人算是大豐收了，增添
了不少首次紀錄。本次的重點目標是「巴音布
魯克」的天鵝湖觀賞天鵝，可惜只找到數只，
有點兒失望。幸好稍後轉移陣地後能看到幾十

 

 

戈壁 

大天鵝 

喀納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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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天鵝，它們悠閒地在不同大小的淺湖中浮游，也不枉千里迢迢到北疆了。其
他如在香港難得一見的有藍胸佛法僧、灰鶴、戴勝、漠(即鳥)、角百靈，金翅雀、
赤麻鴨、秋沙鴨；猛禽也有不少 ─ 金
鵰、草原鵰、棕尾鵟、隼等等。印象最
深刻的是在車程中，能夠目睹廣濶的草
原上，雀鳥集結成團在空中變幻形狀成
「鳥球」，因為被幾隻隼圍捕，而拼命擺
脫掠食者，實在嘆為觀止。 
 
至於攝影，同行的均為大師級人

物，器材齊備，「長短火」鏡頭、脚架。 無論是日出日落、人物、花草、雀鳥、
昆蟲，都盡入鏡頭。 目睹各人為求一幅「心頭好」，不惜廢寢忘餐、在寒冷天
氣中摸黑上山下沼，實在令人佩服。 

本人雖然只帶了一部「儍瓜機」，談不上製作，卻是可以專心利用雙筒望遠
鏡觀鳥，或欣賞身邊的風景，或聆聽大自然的樂章，樂得悠閒。 

今次北疆行，雖然有部份團友是第一次相
處，但極為融洽。 大家求同存異，互相幫助，
十多天的旅程留下了不少難忘的片斷： 
**  CK不敵小車往巴音布魯克路途中的顛簸
而暈車，放棄了到天鵝湖之行程，   但在两
天後有一只天鵝特地到賽里木湖現身。 
**  旅程頭三天天氣寒冷潮濕密雲有雨，大伙
兒嚷著要「反斗星」發功祈求晴天，結果接下
來的行程都是太陽高掛、晴空萬里無雲，人人

「曬」得滿面通紅。 
**  團員部份有的一把年紀，而活力不減，尤其是與我同房的唐唐，任何活動

都一馬當先，不甘後人。記得在禾木村的清晨，離早餐時間尚有半小時，
便與他結伴到十多分鐘路程外的河畔漫步，欣賞一下古樸的鄉村。流連一
會，唐唐看看手錶說道：「是時候吃早餐了。」立刻急步而回，只用五分鐘
走畢全程，在下只能在後面「食塵」。 

大自然美景真好，可惜的是當地的旅遊業雖然發展多年，規劃仍然未見完
善；在短視的經濟掛帥前提，資源的可持續性也不被重視；這樣情况持續下，
許多自然景點已開始被破壞，實在是令人婉惜和慨嘆！ 
 

 

 鳴 謝
駱俊賓先生於 2011年 8月 4、18
及 25日假座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
心三樓課室，為紅耳鵯俱樂部舉辦
「雀鳥導賞辨認技巧提升訓練」講
座，內容包括: 水鳥、林鳥及田
鳥，鞏固並加深了大家對鳥類的認
識。駱先生並為資深領隊舉辦多節
進階水鳥導賞實習訓練，委員會特
此致謝。 

秋沙鴨 

休氏銀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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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黃瑞芝    

在海邊或在山澗看見白色的鳥兒飛過，頸長長嘴尖尖的，都會大叫：「有
白鶴飛過。」 

 
入紅耳鵯俱樂部後得師兄、師姐指導，知道牠們並不是鶴，正名是鷺鳥，可
分為大、中、小白鷺及蒼鷺等等…. 
 
「在那裡可看到鶴呢？」不恥下問。 

「香港沒有鶴的，要看可到香港動植物公園。」某師兄詳細解釋。 

「我不要看籠中鶴，要看真的。」 

「難道牠們是假的。你的意思是否看野生的？若是，一定要去海外看了。」
他不厭其煩  向這位每事問的師妹解答。 

 
中國人視鶴為長壽象

徵，對牠的形容和描述全
是褒詞，根據『香港及華
南鳥類』記載：牠們體型
碩大但儀態優雅的涉水
鳥，嘴、頸和腳都很長，
靜立時長長的三級飛羽斜
掛在尾上，雌雄同色，以
一夫一妻制聞名。內心深
處常問：有沒有機會可一
睹牠們的真容呢？ 

 
2008年 11月 30日到達

雲南麗江最大的高原湖泊
拉市海，十多隻鶴形物體從
遠處飛過，頸部隱約有黑
色，便興奮大叫：「是鶴，
是黑頸鶴嗎？」。 經日本朋
友指正是灰鶴，別名千歲
鶴，又叫玄鶴，國家二級保
護動物，黃昏時牠們近距離
飛越頭頂，鏡頭下的牠全身
灰色，頭頂有小片紅色，兩
頰至頸側灰白色，前頸和後
頸是灰黑色。 當時對着牠
們說：「你們雖然不是我的

目標雀，但與你們相遇是我的運氣和福份，是我的第一鶴呢！」 
 

灰 鶴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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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2月 3日，納帕海是在香格里拉海拔 3539米的高原湖泊，四周
群山環抱，林木蒼翠，雪峰連綿，有很多珍禽走獸棲身於此，其中以黑頸鶴
最聞名。 黑頸鶴別稱高原鶴，是世界上唯一一種生長及繁殖在高原的鶴，
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充滿大西南塞北風光的草原上有兩隻黑頸鶴在眼簾
下，灰色的身軀，頭和頸黑色，頭頂惺紅，長長的黑色三級飛羽如女士的短
蓬裙，當時興奮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心跳手震慢慢地向牠倆移動拍照，「蹲
下來，牠們在警戒中！」我向同伴發出警告，同伴稍為移動，牠們便頭也不
回地飛走。這是我的第二鶴也是去雲南的目標雀。 
 

2009年 12月 8日與觀鳥會鳥友結伴去印度觀鳥，在 KEOLADEO國家森
林公園看見一群灰鶴在黃昏中略過。 

 
2009 年 12 月 11 日在 CHAMBAL 鄉間田野赤頸鶴三倆成群覓食，那優

閒恬靜的畫面還歷歷在目。赤頸鶴是鶴類中體形最大的，身高達 1.6 米，身
體羽毛呈灰色，紅色的頭沒有羽毛，頭上有白冠及尖長的喙，牠們的外觀美
麗，舉止優雅，但叫聲粗啞並
不悅耳。 

 
2010年 11月 28日在零下

十多度冰冷的天氣下踏足齊
齊哈爾扎龍自然保護區，目標
是觀賞我心中的鶴之皇者 ─ 
丹頂鶴。牠們雖是人工放養但
也可望梅止渴呢！欣賞完丹
頂鶴放飛表演，乘機在白茫茫
舖滿冰雪的蘆葦海溜溜。 在
離一小屋擋風處有幾隻鴻雁
匍匐在雪地及一對丹頂鶴和
牠們小寶寶在新雪中覓食，用
望遠鏡細心觀察，牠們的足部並沒有環誌或旗號，有可能是野生的丹頂鶴。 
立即換上長鏡頭慢慢向牠們輕步移動，鏡頭下的丹頂鶴全身雪白，高大而動

作優雅，黑色的三級飛羽長
長垂尾後，頸和臉黑色，枕
部白色，頭頂紅色。小鶴眼
晶晶光禿禿，白色的羽毛有
淡啡斑點，三級飛羽棕黑，
非常可愛。 坐在雪地幾分鐘
按相機的食指及大姆指開始
麻痺繼而刺痛，知道是耐寒
的極限，立刻穿上手套及站
起身，可能動作太大嚇得牠
們飛走。 在我國稱丹頂鶴為
仙鶴是長壽的象徵，是一級
保護動物。 事後詢問靚女導
遊，她說扎龍除了放養的丹

頂鶴也會吸引野生的鶴，相中的三父子有可能是野生的。 
 

$3799 東北三省八天遊絕對是超值之旅，同時為我增添 3個新 tick [1.丹頂
鶴 2.鴻雁 3.太平鳥]。

 丹頂鶴 

丹頂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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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松柏 

 
 大家好，紅耳鵯俱樂部成立已超過八個年頭。過去一年，多謝香港觀鳥會的
支援、委員和組長的努力、各位紅耳鵯成員共同配搭，繼續了下列項目： 
 

1) 香港公園(星期三)及九龍公園(星期五)的清晨觀鳥導賞服務。 
2) 香港濕地公園 (星期六、星期日) 10月至 4月導賞服務。 
3)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 分組帶領戶外觀鳥 
4) 海洋公園嘉年華 8-9/1/2011 
5) 元朗公園生態大搜索 19/3/11 
6) 海防博物館觀鳥導賞 26/3/11 
7) 新春目標一百 10/4/2011 
8) 香港公園親子綠繽紛 30/5/11 
9) 城市綠洲生態大使實習 6-8月

2011 
1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觀鳥講座及
導賞 13/10/11、22/10/11、
29/10/11 

11) 九龍公園嘉年華 12/11/11 
12)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 12/12/11 & 17/12/11 
13) 北區花鳥蟲魚展 23-28/12/2011 

 
 在 2011年 7月至 11月期間，我們安排了下列內部提升生態知識的項目。目
的是維繫組員、互動學習、繼續成長，使大家在來年的一季自然生態的知識，
各方面都再進一步，每一天更充實地帶給人歡樂的回憶。 
 
下列紅耳鵯俱樂部 7至 11月訓練及活動： 平均出席參加人數約 40人。 
 日期 活動主題 講師 講座地點 時間 

1  7月 5日(二)  蝴蝶   香港濕地公園 0930-1300

2  8月 4日(四)  水鳥研習 駱俊賓 梁顯利社區中心 1400-1600
3  8月 9日(二)  蜻蜓   香港濕地公園 0930-1300
4  8月 18日(四)  林鳥研習 駱俊賓 梁顯利社區中心 1400-1600
5  8月 25日(四)  田鳥研習 駱俊賓 梁顯利社區中心 1400-1600
6  9月 6日(二)  蝙蝠   香港濕地公園 0930-1300
7  11月 8日(二)  數碼攝影基礎 葉大維 梁顯利社區中心 1000-1200
8  11月 15日(二)  飛鳥攝影技巧 杜霄炯 梁顯利社區中心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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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的推廣活動 
 
以觀鳥為媒，關心身邊的人事物，愛護自然，傳遞保育訊息，給自然生物一

個家，不破壞物種繁殖地，由大家一齊開始。 繼往開來，不斷努力，以長者中
心為起點，擴展服務。 
 
至於來年的推廣活動，請大家踴躍提出意見，包括服務方式、對象等等，你

的意見亦可經組長在委員會例行會議中提出。  
 
已計劃的冬季戶外推廣 - 米埔觀鳥活動 ( 2011年 11月至 2012年 4月的星

期三 )。 目的是藉着冬候鳥歸來，紅耳鵯老友記，又可以到米埔郊遊相聚，互
相交流觀鳥心得，增進知識，提高觀鳥水平及導賞技巧，也希望藉此把觀鳥活
動推廣至身邊的好友，長者中心的老友記。 

 
為添加新血，我們將於 2012 年 2 月間，舉辦第七期觀鳥義工培訓班，招募

及前期工作正積極進行。 
 

致謝  
 
    紅耳鵯主要行事錄，推廣和聯絡工
作，我把它分為冬夏兩季。冬候鳥回來，
正好是忙碌的觀鳥季節。夏天暑假的時
候，大家聽駱俊賓先生講雀仔，溫故知
新。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的時候，合作得
更合拍。我十分欣賞隊員對組長的信任及
支持，令事情好辦得多。每年的花鳥蟲魚
攤位，香港公園的樂繽紛，濕地公園雀鳥
導賞，緊密和繁重工作日程，都給我們很
大的考驗，紅耳鵯能承受得起這些工作，
所出的心力，都得到開心的回報。我絕對
相信都是平時小組操練的成果。多謝組
長！ 
 
再次，在此致謝各項訓練活動的講

師，他們係義工中的義工，對提升紅耳鵯
的服務質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大
家加油，不要浪費他們的好意。  
 
我亦借此機會感謝委員會委員和組

長，你們的慷慨支持、周詳計劃、卓越領導，使紅耳鵯俱樂部隨年月變得更好。 
 
各位紅耳鵯俱樂部的成員，你們默默地和無私地為社會服務、低調地傳遞環

保訊息、為長者擴闊了對自然界的認識、引領外地遊客欣賞本港市區雀鳥，增
添他們在港的旅遊樂趣，慷慨的服務精神和態度，我再次向各位致謝！ 
 
紅耳鵯長者服務團，於 2010 年在香港濕地公園服務獲得 - 銀章(4)、銅章

(9)、服務章(14)。 在服務過程中，我覺得訪客的雀躍心情係最好的獎賞和鼓勵！ 
訪客的開心和微笑，係最溫馨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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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鳥會紅耳鵯俱樂部委員會委員及工作人員 

主  席：蔡松柏 副主席(內務):黃潮樞  副主席(外務):文權溢
秘  書：鄭金源  
顧問委員：梁國華 
委  員：葉大維（總編輯） 陳季伯  鄧永成  梁浩熾   
組  長：文權溢  蔡松柏  鄭耀寰  黃潮樞  吳仁娜  黄瑞芝 
編輯小組：葉大維  陳志強*   
通訊記者：梁潔貞*  劉成坤*  周鴻輝*  
關懷小組：梁國華   孫 亮*  曾 華* 
（註：＊表示是義務工作人員） 

 

     

 

 

文詠瑜 

 

孩子： 「媽媽，您看那是樹還是一隻鳥？ 假如是鳥的
話，怎麼我看了牠那麼久，牠動也不動一下呢？ 
真奇怪！」 (母親正忙著預備午餐) 

孩子：「哎吔，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小怪獸吃大怪獸
呀。」 

母親：「傻孩子，小的怎麼能把大的吃掉呢？ 」 

孩子：「媽媽，您不是常說蛇也能吞象嗎？ 咦！怎麼大
怪獸不見了? 唔，一定是小怪獸把大怪獸趕跑，
團結就是力量！果然沒錯。」 

母親：「傻孩子，這幾天來總是甚麼大怪獸小怪獸的，你
是不是在做白日夢呀？」 

孩子：「我不是在做夢，哎吔，不好啦，你看大怪獸飛回來了。」 

母親：「啊！那是一隻珠頸斑鳩，大鳥是媽媽，小的是寶寶. 你看，牠把頭探進 
      小的嘴巴內，把食物餵哺育小寶寶。」 

孩子：「啊! 原來如此。」 

母親：「你看太陽那麼猛烈，牠把身體擋著陽光，不讓小寶寶晒傷. 在下雨或刮 
       風的時候也會這麼做，直到孩子長大了，能飛自立了，牠的責任才完。」  

孩子：「啊！做媽媽真辛苦，父母真偉大，媽媽，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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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觀鳥導賞 

香港公園 – 逢星期三上午 8:00至 10:00         集合地點：香港公園人工湖邊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 2012/1/4 2012/1/11 2012/1/18 2012/1/25 2012/2/1 

2012/2/8 2012/2/15 2012/2/22 2012/2/29 2012/3/7 2012/3/14 

2012/3/21 2012/3/28 2012/4/4 2012/4/11 2012/4/18 2012/4/25 

九龍公園 – 逢星期五上午 7:30至 09:30      集合地點：九龍公園拱廊 (泳池門口)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 - - 2012/1/6 2012/1/13 2012/1/20 

2012/1/27 2012/2/3 2012/2/10 2012/2/17 2012/2/24 2012/3/2 

2012/3/9 2012/3/16 2012/3/23 2012/3/30 2012/4/6 2012/4/13 

2012/4/20 2012/4/27 - - - - 

野外觀鳥導賞 

2012年 1月至 2012年 4月(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日期 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 

第一組 2012/1/7 尖鼻咀 
0800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面對輕鐵天逸站的門口) 

第二組 2012/2/4 南生圍 0800 西鐵元朗站大堂近彩晶軒 

第三組 2012/3/3 大生圍 0800 元朗恆香餅店旁大家樂巴士站 

第四組 2012/4/7 尖鼻咀 
0800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面對輕鐵天逸站的門口) 

米埔觀鳥–下列星期三上午 8:00  集合地點：元朗恒香餅店旁大家樂巴士站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 2012/1/18 2012/1/4 2012/1/11 2011/2/1 2011/2/8 

2012/2/15 2012/2/22 2012/3/7 2012/3/14 2012/3/21 2012/4/4 

2012/4/11 2012/4/18 - - - - 

工作簡報:  
香港公園 – 2011年 6月至 2011年 11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587人次 
九龍公園 – 2011年 6月至 2011年 11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809人次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2011年 10–11月，俱樂部共有 98人次出席導賞服務 

 

九龍公園交收望遠鏡可電: 2724 3344請寫字樓聯絡保安前來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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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公園 8 月 5 日(星期五)  (孫亮) 
天氣很熱，但仍錄得 18 種雀鳥，且有一位
短暫來港公幹的英藉女士 (精神科醫生) 愛
觀鳥者參加，全程跟足，幸有數位懂英語之
鳥友作溝通。  觀鳥完畢，這位遊客跟隨大
家上酒樓飲茶吃點心，很高興地齊齊拍照留
念，謹作一記。 

香港公園 8月 10 日 (星期三) (鄭金源) 
回想多年前「香港觀鳥會紅耳鵯俱樂部」開
始在香港公園，為市民提供清晨觀鳥服務時，前來觀鳥的市民，包括紅耳鵯成
員在內，每次大約有十人左右參加，有時還低於此數。 時至今日，此情况已大
為改觀，觀鳥人數雖仍遠不及九龍公園，但距離己大見縮窄。 以今次而言，亦
達 19人，這是一個屬中位數字的觀鳥人數。 近期觀鳥人數，更曾多次超越此
數字，我們對此，深感鼓舞！ 這次共錄得 14 種司空見慣的雀鳥。 

九龍公園 8月 19 日 (星期五) (盧耀濤) 
九龍公園拱門 (麥記頂上) 是亞歷山大鸚鵡及紅領綠鸚鵡的天堂，不過今天不知
為什麼一隻都見不到，是不是牠們早茶未回來，抑或還未起床？ 我們 35位參
觀者向前行，(當中有近 10位男女及小孩是日本人，又有數位台灣人)見到黑領
椋鳥在樹上整理羽毛，知到一定有雀鳥出現，最後我們看到 14種雀鳥。 今天
的主角是白胸翡翠，日本人及台灣人看到翠鳥及紅耳鵯很開心，雖然我不識日
文，但從他們的驚奇表情和與自己人談話中，知到他們真是很開心，猜想他們
從未在單筒鏡裡見過這樣美麗的雀鳥。 期間亦有近 10位不留名的遊客，從單
筒中欣賞到不同的鳥種亦讚嘆說它們都很美麗及道謝。  再者： 這一段期間雀
鳥種類顯然減少了，本人認為，公園使用殺蟲葯多了，腐木又被砍伐，蟲蟲少
了，生態多樣化環境的收窄了，雀鳥少了食糧，惟有轉到其他有蟲、有食糧的
地方生活去。 

香港公園 9月 14 日 (星期三) (林力強) 
一位途人在單筒看完「夜鷺」後，非常高興地詢問：如何參與活動…。 在接過
我們給他的 『觀鳥以自然為師』和「加入香港觀鳥會」單張及簡介，以喜悅口
吻說：「我一定找機會參加你們的活動」，開心地離去。 有人說香港公園的樹木
較九龍公園生長更茂盛，但雀鳥則較為少，是否管理處用得太多殺蟲劑？ 雀鳥
的粮食「昆蟲」也大量減少，影響雀鳥的覓食，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九龍公園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湯中騰) 
今日一早巳天朗氣清，稍有秋天氣息，令人精神為之一振。 開鏡不久，有拾數
隻亞歷山大鸚鵡忽然來臨，各踞樹稍，即時引起一陣叫好聲。 個別鸚鵡不時出
現，巳是常態，但一群同時湧到，確是驚喜。 在噴水池邊的竹林上，喜見两隻
白腰文鳥上下跳躍。 細看之下，原來它們各含細枝，竟然是正在忙碌為築巢而
努力。 不遠處的漿菓叢中不時有蠕動，原來一隻亞歷山大鸚鵡坐在其中，忙于
左啄右嚼，享受早餐。 今早有两位仁兄，顯然是前此曾經出現，但當時他們未
有决心表明身份。 原來此類人仕，只要我們以積極態度，不停邀請睇鏡，讓他
們感覺被接受及一視同仁，自然樂意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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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亮 

 

自從有緣參與「紅耳鵯俱樂部」，小弟多次舞文弄墨，總覺得並不及格，因
有感而發，今次再搖筆桿，恕獻醜就好了！  

 
現今義工行列，比前五十、六十年代只是行行山的郊野活動，精彩得多。 活

動期間，有眾多前輩、師兄師姐的關心指導，使我們認識不少雀鳥族群生態常
識。 看見牠們從遠方艱苦地遷徙和在香港停留覓食的方式，比諸人類截然不
同，令人驚嘆難以盡知大自然的奧秘。 

 
最近筆者又有幸參與「香港觀鳥會」主辦的「城市綠洲長者生態大使計劃」，

得到各位導師悉心指導。 同學談笑間指出，這個活動使我們眾多長者一喜上
課；二喜遊覽各地區公園「綠洲」；三喜實踐地認識許多花、草、樹木、雀鳥、
昆蟲，使我們銀髪一族，多喜晚年生活分享多一點一滴的大自然知識。 

 
許多參加這次活動的長者同學，都

同樣是第一次認識四、五十種常見雀
鳥，更不知道香港竟然有五百多種雀鳥
出現紀錄。 至於許多花草樹木、蝴蝶、
昆蟲，往往都是在公園常見卻不知其
名，甚至對有關的生態知識，是否有葯
用價值或者會否有毒傷人？更是一無所
知。 所以大多數同學在聽講座時都精神
奕奕，津津有味地學習。 筆者同屬其中
一份子，有機會與參加者分享所學的知
識，使我感受這類活動有益身心，希望
能發展成為一個適合市民的有意義長期
活動。 

 

 

 

 

 

 

 

 

 

 

 
 

 

27 位紅耳鵯成員榮獲香港濕地公園頒發 (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4 月 )服務

獎，名單如下： 

銀獎     蔡松柏  周鴻輝  劉成坤  吳佩雯 

銅獎     曾  華  梁國華  莫大中  黃潮樞  林力強  勞榮斌 

    吳仁娜  唐景禮  孫  亮 

服務獎   孟沛文  高榮熺  盧耀濤  梁浩熾  鄭景朗  韓  蘇  吳永生 

  陳以和  鄭金源  戚猷榮  黃  方  伍秉棠  霍淑貞  簡漢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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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及鳥類攝影守則 
香港觀鳥會 

 
為了減少觀鳥活動或鳥類攝影對雀鳥的干擾，香港觀鳥會制訂了一套守則供

市民參考，希望可以作為上述活動一套良好行為的模範。 
 
1. 以鳥為先 
無論是進行觀鳥活動或鳥類攝影，應盡量不
影響鳥類的正常活動為原則，以免造成干擾。 
a. 如果發現雀鳥顯得不安，有規避或其他異
常反應，便要馬上停止； 
b. 如果觀看或拍攝的人太多，更應特別注
意； 
c. 不要嘗試影響雀鳥的行為，例如驚嚇、驅
趕或使用誘餌； 
d. 少用閃光燈； 
e. 不要破壞自然環境。 
 
2. 保護敏感地點 
雀鳥的營巢地點、海鳥繁殖的小島、稀有鳥種停棲的地點等都特別容易受到干
擾，要加倍留意。 
a. 保持適當距離，避免令雀鳥受到脅逼； 
b. 不要登上有海鳥繁殖的小島； 
c. 不要干擾鳥巢或周圍的植被，以免親鳥棄巢或招來天敵襲擊； 
d. 不要隨便公開或透露敏感地點的位置，向不認識守則的人清楚解釋，以免帶
來干擾； 
e. 留意自己的行為，以防招惹好奇的人干擾。 
 
3. 舉報干擾 
如果發現有人干擾或傷害雀鳥，在安全情況下宜向他們解釋和勸止。如果未能
阻止，請拍照記錄，並盡快向漁農自然護理署舉報。 
 
4. 尊重他人 
a. 避免干擾其他在場觀鳥和拍攝的人，讓大家都可以享受其中的樂趣； 
b. 小心不要破壞當地的設施或農作物。 
 
觀鳥小貼士 

 
發現鳥蹤時，立即保持靜止，原地舉起望遠鏡觀察，動作不要過大。如距離

太遠，可輕步走近目標觀察，但切記點到即止，不要干擾雀鳥。 
使用雙筒望遠鏡的正確方法，是先用眼睛尋找鳥的位置並盯緊，然後舉起望遠
鏡瞄準和對焦。舉鏡前要同時留意鳥的位置及周圍的物件，如樹枝等，以便在
鏡中定位。舉鏡後可能要作窄幅度上下掃瞄找尋目標，多加練習便可以很快上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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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鳥類圗鑑、上海水鳥) 
 

資料整理：葉大維    圖：黃瑞芝、葉大維 
 

根據《香港鳥類圖鑑》的資料，「鴨科 Anatidae 嘴寬而扁平，腳短，多位於體後部，前

三趾間有蹼，喜漂浮於水面，善泳。 兩性外貌同色或異色，異色者雄鴨較雌鴨大，色彩亦較

鮮艷。 翅上多有翼鏡，呈金屬光澤。 食物種類多樣，大部份為雜食性，食物有雜草種子、

水生植物、昆蟲、貝類、魚類和兩棲類等。 飛行時拍翼急速。」 

 

每年 10 至 次年 5 月都是觀賞野鴨的好時機。 由於篇幅所限和減低難度，只挑選一些

初學者常見，以先易後難的辨認排序作為學習入門。 

 
1.  赤頸鴨 ( 體長： 48cm ) (葉大維攝) 

 

 

 

 

 

 

 

 

 

 

 

 

 

 

 

 

 

 

 

 

 

 

 

中型鴨，嘴灰色。 雄鳥頭褐
色，額奶黃色，胸淡紅褐色，
靜止時脇部有白色細橫紋，翼
上有明顯白斑。 雌鳥全身大
致深褐色，上胸棕色，尾下覆
羽白色。 

雄鳥 雌鳥

翼鏡翠綠色，其前
後緣黑色。 飛行
時尾部白色的 
‘V’ 字形引人注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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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琵嘴鴨 (體長：50 cm) (葉大維攝)    3.  針尾鴨 (體長：55 cm) (葉大維攝) 
 

 

 

 

 

 

 

 

 

 

 

 

 

 

 

 

 

 
4.  綠翅鴨 (體長： 35 cm) (葉大維攝) 
 

 

 

 

 

 

 

 

 

 

 

 

 

 

 

 

 

 

 

 

 

 
 

中型鴨，嘴黑色、闊大成匙狀。 雄
鳥頭部深綠色，眼黃色，胸部至脇
部白色，腹部褐色。 雌鳥嘴暗褐
色，喙(音悔)周為橙色，全身褐色，
羽緣較淡，翼上覆羽藍灰色，具細
長的黑褐色眼紋。 

香港最細小的鴨。 嘴黑

色，頸短，有綠色翼鏡。 

雄鳥頭部深褐色和深綠

色，有細長黃線分隔，軀

體灰色，臀部奶黃色帶有

黑邊。  

雌鳥全身褐色斑駁，腹部色

淡，背部 ‘V’ 形暗色斑紋

明顯，羽緣淡色，具黑色過

眼細紋。 

 

中至大型鴨。 嘴灰色，頸細長，
尾羽尖長。 雄鳥頭和後頸深褐
色，胸部白色向上延伸至頸兩側
成細線，指向後枕。 軀體大致
灰色。 雌鳥嘴鉛色，全身褐色，
尾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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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眉鴨  (體長： 37 cm) 
 

     

 

 

 

 

 

 

 

 

 

 

 

 

 

 

 

 

 

 

 

 

 

6. 栗樹鴨 (體長： 40 cm) (黃瑞芝攝)  7. 中華斑嘴鴨 (體長：60cm) (黃瑞芝攝) 

                                .               
 

 

 

  

 

 

 

 

 

 

 

 

 

   

 

(葉大維攝) 小型鴨，嘴灰黑色，
頭頂較為扁平。 雄鳥頭部有明顯
白色眉紋，伸延至頸後側。 胸部
栗褐色，具暗色魚鱗斑，腹白，
肋部具灰白色細紋。 肩有黑、白
色長羽，翼鏡綠色，後緣鑲以白
色。 

(黃瑞芝攝) 雌鳥背部為暗褐
色，具淡色羽緣，胸淡褐色，
有暗色斑點，暗色的過眼線上
下各有一淡色紋，在喙基有一
白色斑點，翼鏡暗橄欖色帶白
色羽緣。 

中型鴨，腳長。 羽毛大致褐
色，頭頂至上體深褐色，嘴
和腳黑色，嘴端呈鈎狀。 

大型深褐色淺水鴨，雌雄羽
色大致相同。 嘴黑色而末
端黃色，有明顯深色冠紋與
淡色頭部成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