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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鳥會 

2020年 5月           第   54    期 

紅耳鵯俱樂部 通訊 

www.facebook.com/hkbws 

 
「紅耳鵯」擴翼展翅 

梁家永 

 

 因應社會抗疫需要，紅耳鵯俱樂部自 2020年 1月 29日宣布
停止所有義務導賞服務，而組員實體活動也全面停頓，以盡量避
免社交接觸，至今凡四個月以上。然而，這無阻大家對觀鳥活動
的熱情。 

 

 除了成員個別自行到觀鳥熱點活動之外，大家也通過各組的
社交媒體群組交流觀鳥動向和心得。而委員會也透過群組徵求有
關觀鳥興趣和生態保育的稿件、照片、短片，並向組員轉發，從
而建立一個「疫下網上興趣活動」平台。已發出的資訊包括：「南
生圍魚塘虛擬導賞團」、「雀鳥歌劇」、「大家一起摺紅鶴」、
「重生雄鷹」、「呼籲勿侵鳥擾民」，以至「香港海洋教室：網
上講座」及「天氣觀測網上短片課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組員異常熱
烈響應「紅耳鵯通訊」徵收「雙雙、對
對」照片的呼籲，所提交的照片琳琅滿
目，鳥趣盎然。 

 

 在盡量避免社交接觸的這段期間，
透過網上通訊，我們還完成了以下事
項： 

1）增選了第二組副組長黃詠衡先生和第三組組員劉燕萍女士為
委員；劉女士並出任委員會秘書。 

2）為「紅耳鵯奬勵計劃」的「組員義工服務出席記錄」研發了
一個自動統計程式。 

3）與浸會大學理學院視象會議進一步討論「雀鳥辨識程式」的
技術和財務可行性。 

 

 期待社會抗疫成功後，我們的觀鳥活動較前更活躍、義務導
賞服務水平更高！紅耳鵯俱樂部仝人擴翼展翅，活動範圍更廣
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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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芝 

 
 四日三夜加拉帕戈斯群島旅程完結便坐飛機去首都 Quito，開始南厄瓜多爾神
奇觀鳥之旅。 

 

Tapichalaca Reserve Cloud Forest 

 依依不捨離開 Galapagos 便坐飛機
去首都 Quito，停留一晚再轉機去 Loja，
滙合鳥導去 Tapichalaca Reserve Cloud 
Forest 內住宿的酒店 Casa Simpson 
Lodge，沿途觀鳥。經 Catamayo Vil-
cabamba City，午餐在風景優美、鳥蹤處處的
Izhcayluma餐廳。到達 Casa Simpson Lodge已是黃昏，傳入眼簾第一個影像是很多姿
態優美、顏色鮮艷及速度超快的蜂鳥。可惜無陽光，展示不出羽色的奪目鱗光。 

 
未說未來 10日南厄瓜多爾觀鳥行程，先說說我們的鳥導Mr. Pablo Andrade，

他是我遇到最好的鳥導之一，脾氣好、盡責、鳥功了得，聽及模仿鳥鳴使人大開眼
界。他可能帶慣觀鳥團，對鳥攝團較為陌生？在他身上學習到堅持及環保。 

 

Tapichalaca Reserve [Casa Simpson] 

Tapichalaca Reserve保護區內的 Casa Simpson是一間溫馨、人情味濃的旅館，暖
暖的起居間是晚飯前用 wifi收訊息的好地方，同時又有茶水供應。門前的蜂鳥小花園
最使人興奮，小精靈們追追逐逐，或定翼吸糖水，片片鱗光或暗或耀目都看得遊人發
呆。 

 
觀鳥者去 Tapichalaca Reserve

都是為了一睹 Jocotoco Antpitta若克
蟻鶇的芳容，在 Tapichalaca Reserve
三日二夜都是上午下雨或陰天有
霧，而下午則放晴，其實落雨都不
怕，照行照影，最怕是大霧，雀難
見，見到影到，可惜全部灰濛濛，
真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防水雨
靴在濕滑的山路行走是最棒的。 

 
在 Southern Ecuador一共住了四間 Lodge，每間酒店

各有特色但有一個共通點：每日定時定點放食物餵食，一
些 Reserve管理員也會定點放穀物。 

Casa Simpson Tapichalaca Reserve 

雨中觀鳥 

若克蟻鶇 

 在餐廳整理觀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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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alinga Reserve Tropical Forest 

12月 6日離開 Tapichalaca Reserve去另一保護區 Copalinga 
Reserve Tropical Forest，住處的旅館坐落在充滿大自然環境中，
使人感到憩靜、舒服。我住的房間是一間木造的獨立屋，有一
個小露台，沒有吵鬧的音樂、電視等等，只有鳥鳴蟲叫，蝴蝶
花間飛舞，讓城市人在翠綠的環抱享受清新空氣。愛好雀鳥的
異鄉人坐在餐廳，嘆著熱茶，看著顏色艷麗、速度快捷的小蜂
鳥互相追逐已值回票價。 

 
Podocarpus National Park是一個高生物多樣性和地方性的公

園，約 85％位於 Zamora Chinchipe省，公園其餘部分位於 Loja
省。除了多姿多彩的羽色外，在中心附近的蝴蝶也使人流連忘
返。公園內的瀑布是遊人必去的景點。 

 

Maycu Reserve Tropical Forest [Yankuam Lodge] 

離開 Copalinga Reserve去 Yankuam Lodge，途中
如以往一樣，一邊趕路一邊觀鳥，午餐是三文
治、盒裝飲品及小吃、水果。食物無問題，地
點則較為特別 - 站著面對墳墓享用豐富午餐。餐
後就在墓地附近觀鳥。 

 
在厄瓜多爾南部觀鳥之旅中住宿的旅館，不要指望有豪華設

備及空調等物。這間Yankuam Lodge連wifi也欠缺，仿如與世隔絕。
幸運地全日供電，帶去的電子蚊香便有用武之地，因很怕睡在蚊帳
內，感覺像被困。房間很安靜。住在樓下，樓上木地板，意味著你
可以聽到上層住客每一個腳步或動作。山區比較潮濕，衣物掛了兩
天也未乾。雖然設備較差，但工作人員很友善，是一間質樸而乾淨
的酒店，院子內有一棵掛滿累累果實的大樹，吸引許多雀鳥來探訪，足可彌補一切。 

 
Yankuam Lodge旅館位於 Zamora-Chinchipe的 Nangaritza河

上的 Orquideas村以南 3公里處。它包含三棟 12個房間的建築
物，最多可容納 30人。 其中四個房間設有私人浴室。 
 

Buenaventura Reserve [Umbrellabird Lodge] 

Buenaventura位於 El Oro省；該地區以厄瓜多爾安第斯山脈
中最豐富的鳥類多樣性之一而聞名。保護區在厄瓜多爾南部安第
斯山脈、原本季節性乾燥的西坡上一片狹窄的雲林棲息地。去 Umbrellabird Lodge的
路程遙遠，山高路險，崎嶇難行，因趕入夜前到酒店，所以司機開的車速很快，雖
然很倦，也要抖起精神不敢入睡。酒店與 Casa Simpson 
Lodge同樣由厄瓜多爾保護組織約科托科基金會
（Jocotoco Foundation）建立及管理，環境、設備是 4 間
旅舍中最好，工作人員服務及食物水準都一流，忍不住
晚餐時嘆番杯凍啤。 

 
El Oro長尾小鸚鵡是這省的特有種，Umbrellabird

更不可錯過，所以天未光、下雨有霧都要去等牠們。 

Copalinga Reserve Tropical Forest 

NaƟonal Park 

Maycu Reserve Tropical Forest  途中墳埸午餐 

Yankuam Lodge 

 El Oro Parakeet 

在鳥導兄弟的禮品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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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多半天遊 

 南部觀鳥行程完結後，折返首都基多再回香港。由於有半天空閒時間，也要做
回一個普通遊客，觀光一番。 

 
 基多雖然位於赤道，但海拔高達 2,850米，故天氣十分宜人。第一個觀光景點是
厄瓜多爾赤道紀念碑，第二個景點是舊城區。離開赤道紀念碑開始去舊城區便塞車
再塞車，在狹窄的小斜路汽車半吋難移，便離開車子徒步去參觀耶穌會教堂。可能
是星期日的關係，人群如山似海、熙來攘往、熱鬧而混亂。舊城區小房子很多顏色
很靚。由於基多是盆地，有很多上斜落斜，路很窄，交通非常混亂。耶穌會教堂內
部華麗堂皇，美輪美哉，可惜不準拍照。 

 
 參觀完通知司機來接我們，包車時聲明要請懂英語的司機，可惜是似懂但不
明，結果在混亂中我走散了，左騰右騰，又上又落，還幸有驚無險與眾人滙合趕及
乘飛機回港。 

 

 

 

 

 

黄冠夜鹭 
Vermilion Flycatcher朱紅霸鶲 

長耳垂傘鳥 

Chestnut‐mandibled Toucan栗嘴巨嘴鳥 

秘魯鵂鶹 

Black‐streaked PuĪird黑紋蓬頭鴷 

Andean Cock‐of‐the ‐rock 

白頸蜂鳥 

綠刺尾蜂鳥 
輝喉蜂鳥 

 點斑藪蜂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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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天心  照片: Bill 

 

 

 

 

 

 

 

 

 

抗逆留家中，不如外出遊，可以放下口罩、呼吸大自然新鮮的空氣，放鬆一下。 
 

鳳園義工們帶我們紅耳鵯俱樂部組員，走進大埔三門仔新村，踏上馬屎洲自然教
育徑之路。 

 

 

 

 

 

 

 

 

六十年代為了興建船灣淡水湖，漁民從塔門及高流灣被遷到大埔墟及三門仔新
村定居。步入三門仔漁民新村，大約有十座兩層高的石屎平房，村民都很樸素及休閒，
很舒服地享受著清涼的海風。 

 

我們踏上山路， 終於把口罩釋放了。右邊的吐露港望到 702米高馬鞍山， 左邊
望到慈山寺的 76米高白玉觀音及八仙嶺，海上有特色魚排、山上有風水墓地，沿途還
有很多品種的植物，包括黃槿、露兜樹、鵝掌藤、山大刀、草海桐等等⋯⋯。 

 

為了避過潮漲，我們急步橫過連島沙洲， 踏過貝殼灘，終於行到介紹岩石終點，
開始欣賞不同類型的沉積岩！包括： 泥岩、粉砂岩、石英脈、砂岩、石英岩、海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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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當然包括馬屎洲地標石——七彩泥岩，真是大開眼界。難怪馬屎洲於 1999年已
成為特別地區及後期成為户外觀赏地質的地質公園，同時也被列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地質公園之一。 

 

 

 

 

 

 

 

 

全程也看到十多種雀鳥，包括：麻鷹、小白鷺、鵲鴝、黑臉噪鶥、褐翅鴉鵑、紅
耳鵯、大嘴烏鴉、純色鷦鶯、北紅尾鴝、長尾縫葉鶯、白腹海鵰、磯鷸、鸚鵡等等。
另外我們在觀賞植物時，忽見一隻白腹海鵰和一隻黑鳶在空中相遇，糾纏了大約一至
兩分鐘然後各飛各路！ 

 

 

 

 

 

 

 

 

 

回程時還上演一段插曲：一對頑皮的小鸚鵡，不知從那戶人家偷走出來閒逛，在
樹上吃着嫩葉。忽然間，那隻灰色的小鸚鵡竟飛到一位團友的頭上玩，完全不怕人，
令我們很是興奮。 

 

這次旅程，可以一次過感受到海、陸、空不同的景緻及地質，還有導賞員介紹附
近風景、岩石、樹木及雀鳥等等，從而增長及加深了不少知識，真是不枉此開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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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俊賓 

 素聞泰北雀鳥多。 

 

  

        因緣際會，勞先生聯絡到ㄧ個 
住在泰北的業餘鳥導，三對夫婦一行
六人，在今年 1月 5日直航前往泰北
清邁，展開為期七天的觀鳥之旅。 

  

 七天內我們走遍清邁、清萊各個
鳥點，也在清邁跑上全泰國最高的茵
他儂山(Doi Inthanon，2,565米高)，尋
找高山鳥種。鳥導黃先生只能講很有
限的英語，加上身體語言，溝通大致
沒有問題。雖然說是業餘鳥導，但他
所知鳥點也不少，我與曾經去過泰北
跟隨專業鳥導觀鳥的朋友比較過，我
們今次看到的鳥種也不遑多讓，共
110種，但收費就便宜一大截！ 

 

 泰國民風純樸，生活水準不高，
名勝也不少，無論是旅遊或觀鳥，都
是一個值得推介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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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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公園 – 逢星期五上午 7:30至 9:30      集合地點：九龍公園拱廊 (泳池門口) 

 

 

 

 

 

 

 

 

野外觀鳥導賞 

2020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   1. 在元朗泰衡街總站或錦上路鐵路站 C出口外乘 72號專線小巴往雷公田，或 

2. 在荃灣西鐵站 D出口巴士總站乘九巴 51路前往雷公田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  ‐‐‐  2020/9/2  2020/9/9  2020/9/16  2020/9/23 

2020/9/30  2020/10/7  2020/10/14  2020/10/21  2020/10/28  2020/11/4 

2020/11/11  2020/11/18  2020/11/25  2020/12/2  2020/12/9  2020/12/16 

2020/12/23  2020/12/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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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  ‐‐‐  ‐‐‐  ‐‐‐  2020/9/4  2020/9/11 

2020/9/18  2020/9/25  2020/10/2  2020/10/9  2020/10/16  2020/10/23 

2020/10/30  2020/11/6  2020/11/13  2020/11/20  2020/11/27  2020/12/4 

2020/12/11  2020/12/18  2020/12/25  ‐‐‐  ‐‐‐  ‐‐‐ 

   日期 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 

第四組 2020/9/5  雷公田 0900 石崗雷公田路口# 

第五組 2020/10/3  南生圍 0800 西鐵元朗站 G2出口彩晶軒門外 

第六組 2020/11/7  尖鼻嘴 
0800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面對輕鐵天逸站的門口) 

第一組 2020/12/5  大生圍 0800 西鐵元朗站 G2出口彩晶軒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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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園  2019年 12月 4日（星期三）（黃玉女） 

在石橋近池邊花叢内，發現一隻雄性义尾太陽鳥正忙碌捕食。周師姐看見一對外籍人士拿
著雙筒望遠鏡在尋找鳥蹤，便上前跟他們介紹公園觀鳥導賞活動。閒談間得知他倆同是觀
鳥愛好者，並從他們口中知道英倫原來是沒有紅耳鵯的！所以他們看見幾隻紅耳鵯在樹上
活躍跳動甚表興趣。原來我們在香港可常見的雀鳥對一些外國遊人是極為珍貴！又有位先
生走近我們查詢，他從康文署網頁得知香港觀鳥會設有公園免費導賞活動，所以就過來探
索，並跟我們行畢全程。期間我們給他介紹了紅耳鵯、鵲鴝、义尾太陽鳥、珠頸斑鳩、小
葵花鳳頭鸚鵡、長尾縫葉鶯、夜鷺及樹麻雀等等。雖然今天所遇見的雀鳥不多，而且都是
一些公園常見的鳥類，但經我們細心講解後，很多新朋友亦開始對觀鳥抱有興趣，這是我
當公園導賞員感到最欣慰的一刻！希望我們這個活動能繼續感染多些新朋友加入！ 

 

九龍公園  2019年 12月 6（星期五）（何淑芬） 

兩日後就是二十四節氣中的「大雪」，香港天文台今早發出首個寒冷天氣警告。天色灰暗，
夾著寒冷的東北季候風，三位紅耳鵯義工七點半準時來到九龍公園當值。大家心想，又冷
又有雨的天氣，一定很少人來觀鳥了。架起單筒望遠鏡後，已見有四位外籍人士在等候，
幸好有黃師兄能操流利的英語，向他們介紹香港各種鳥類的名稱和特徵：如亞洲和美洲的
麻雀就有明顯的不同；紅耳鵯和鵲鴝在香港幾乎是每天都會出現等。四位外籍人士，看見
牠們却興奮無比，原來美國沒有此鳥。我們很努力的尋找鳥蹤，大家熱烈的討論，兩小時
很快過去了，他們依依不捨的離去。他們其中一位男士是觀鳥會的會長。香港這個雀鳥天
堂，原來真能會吸引外國人專程來港觀鳥。紅耳鵯的義工，每次的導賞都會遇到來自不同
地方的人士，既可介紹香港美麗的雀鳥，又能增長自己的見聞，真是一舉兩得一樂也！ 

 

香港公園  2019年 12月 11日（星期三）（李麗珍） 

今天有三位剛剛畢業的新學員一起協助，所以在活動開始前花點時間講解流程， Bill哥也
教新學員怎樣用好單筒。今早陽光普照，溫暖各人心間！是日服務大家都有著很大得益，
除了可以看到多款不同品種的雀兒，如黑領椋鳥、紅領綠鸚鵡、小葵花鳳頭鸚鵡、原鴿、
珠頸斑鳩、八哥、紅耳鵯、白頭鵯、鵲鴝、樹麻雀、叉尾太陽鳥、長尾縫葉鶯、黑臉噪鶥、
暗綠繡眼鳥、黑鳶、灰鶺鴒等；沿途還遇上多位喜歡觀鳥朋友，當中有一對加拿大籍夫婦
和一位日籍小姐。今次參與觀鳥導賞的經驗可算是獲益良多。新學員看到師兄、師姐們怎
樣向途人解說觀看雀鳥的知識和技巧外，彼此還有互動的交流；亦看到遊人們從單筒中看
到清晰鳥兒影像時，他們面上表露出的喜悅心情。觀鳥活動結束後，還和一班師兄、師姐
一同去酒樓吃午飯。在此更多謝 Bill哥在飯聚時，提點我們在日後做導賞時，應要注意事
項。總括我們今天上了一堂好寶貴和實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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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公園  2019年 12月 13（星期五）（張婉霞） 

天氣暖和，日照溫柔，樹洞不見任何雀鳥蹤影，看來全都不在家了。一群約六、七隻的亞歷
山大鸚鵡在上空排隊穿越，喳喳叫聲吸引遊人目光。夜鷺幼鳥將頭埋在翼中在樹上打盹，夜
鷺媽媽很貼心地在附近守護。一樹的鴿子在自己的地盤曬太陽。噴泉水池今天有稀客出現，
是身形高挑的蒼鷺，牠呆立水邊在等待獵物。其它如黑臉噪鶥、黑領椋鳥、鵲鴝、珠頸斑鳩
等都芳蹤處處，唯獨我們的老朋友紅耳鵯不知何故少有現身。今天有一對來自多倫多，非常
友善的夫婦比我們還早在集合處等候，他們星期三已到過香港公園，今天再來，是真心愛鳥
人士，全程投入參與，離去前還捐出一百港元給觀鳥會。我自己亦非常享受今天的導賞活動。 

 

香港公園  2019年 12月 18日（星期三）（何旺玲）  

這天小葵花鳳頭鸚鵡在空中一邊飛行，一邊鳴叫，可見牠們沒有受到最近一連串催淚煙事件
的影響。然而，數月來已發現有多宗不尋常雀鳥死亡事件，真是擔心雀鳥棲息的環境已被污
染。但願牠們有特殊的天賦去逃避危險，繼續翱翔天際。 今天觀看到的鳥種，包括有在空中
叫鳴的小葵花鳳頭鸚鵡、蒼背山雀、長尾縫葉鶯、在高空聚集盤旋的黑鳶、和在花叢中穿梭
覓食的义尾太陽鳥；眾人看得非常開心雀躍。 

 

九龍公園  2019年 12月 20日（星期五）（李少雲） 

今早天陰，初時鳥況寂靜，堪稱鴉雀無聲。幸好中段飛來了一隻銅藍鶲（雄鳥），不時在樹
冠上快速飛行跳躍。我們第一時間捕捉牠在樹梢上短暫停留的一刻，準確調教單筒望遠鏡，
好讓遊人可以迅速欣賞到銅藍鶲的美妙風姿。觀鳥老友記及遊人也為之雀躍，無不讚嘆大自
然之美！有遊人跟我們分享他們的觀鳥經驗，我們亦有鼓勵遊人多參與紅耳鵯及香港觀鳥
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多出外走走，欣賞大自然。 

 

香港公園  2019年 12月 25日（星期三）（鄭麗華） 

今天適逢聖誕節，早上太陽還在賴床，亦是觀鳥好時機。 

可愛的紅耳鵯站在欄杆，咫尺之遙在歡迎我們，看到牠美麗的羽毛和神態，令人樂開懷。 

人流漸多，有一位從中美洲哥斯達黎加來港旅遊、喜愛攝影的朋友，見到幾隻小葵花鳳頭鸚
鵡在洞口出入，給他影到小鸚鵡趣怪模樣，立刻與我們分享，即時感受到他興奮之情！ 

另外我建議在「簽名支持」的表格加上英文，讓外國遊客了解多些。 

 

九龍公園  2019年 12月 27日（星期五）（馮柳芬） 

今天天氣晴朗氣溫 15度，拱門下廣場遊人不多，有原鴿及珠頸斑鳩。我們遇到一家三口，
妹妹唸小學，肩上掛著望遠鏡，對四週雀鳥好認真地觀看。我們上前和他們一家介紹我們是
觀鳥會導賞員，並開始逐一介紹看到的雀鳥名稱、習性、外型特徵，例如亞歷山大鸚鵡、夜
鷺等。另一位譚小姐亦在旁邊細心聆聽我們的講解，原來她是賞鳥常客，亦打算加入學習觀
鳥課程；大家有說不完的話題。 

我們從望遠鏡找到蒼鷺，鏡頭下的蒼鷺羽毛閃亮，眼睛特別明亮。我們邀請他們觀看，提高
她們的學習趣味。今天雖然看不到紅嘴藍鵲，但賞雀的朋友們都顯得興致勃勃，導賞過程亦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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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園  2020年 1月 1日（星期三）（莫慧嫻）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在活動頭 15分鐘已見到 5種雀鳥，約 20多頭，不斷圍住單筒附
近，走來走去，認真友善，懂得撐場。今天來了一位女遊人，用手機近距離拍攝到多種雀
鳥的美麗姿態，供大家欣賞。小葵花鳳頭鸚鵡在樹頂企定定成個鐘，讓單筒大展所長。一
個德國遊客在人工湖觀鳥，怱怱地打了一個圈。很高興他們到來支持活動！ 

 

九龍公園  2020年 1月 3日（星期五）（伍惠權） 

早上七時半九龍公園天色還未亮，遊人不太多，我們七位紅耳鵯組長組員等合力裝好單筒
望遠鏡，準備接待有興趣的遊人。開始時，拱門上有很多原鴿和亞歷山大鸚鵡，稍遠處也
有一隻白鶺鴒在檐頂上跳躍。我們等了一會卻仍未見有參加者，祇好移至大池塘邊。沿路
上空也有紅耳鵯、白頭鵯和黑領椋鳥等，繼而看到一羣十多隻夜鷺一起飛翔，這情況比較
少見。在大池塘的橋上有幾位經過的遊客覺得好奇，都先後加入看了一陣子。我們也看到
一隻雌性北紅尾鴝、一小羣黑臉噪鶥和一隻褐翅鴉鵑。其後我們再轉移至靠近海防道入
口，看看一棵常見多種雀鳥的大樹；果然不負所望，先後看到絲光椋鳥、紫嘯鶇、赤紅山
椒鳥等。 

 

香港公園  2020年 1月 8日（星期三）（馮月娟） 

參加者反應相當好，見雀鳥時甚感興奮。今天看見雀鳥頗多，當中個別種類數量不少。這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既可認識更多雀鳥，也同時認識志同道合的觀鳥朋友 ! 

 

九龍公園  2020年 1月 10（星期五）（馮淑芬） 

畢業後，今天是第一次和第一組組員一同在九龍公園作清晨觀鳥導賞服務。本來是 7點半
在拱門前集合，可是遲了 10分鐘才到，幸好有其他組員已到公園辦事處取了單筒望遠鏡及
安裝好，一切準備妥當。在我到達公園前，一位時常參與觀鳥活動的日籍小姐通知我將會
在 7： 45到達一起觀鳥。今早看到的雀鳥：夜鷺、亞歷山大鸚鵡、 紅耳鵯、白頭鵯、原
鴿、珠頸斑鳩、大嘴烏鴉、紅嘴藍鵲、褐柳鶯、鵲鴝、長尾縫葉鶯、樹麻雀、絲光椋鳥、
紫嘯鶇等。在尋找雀鳥的時候，我們也遇見一些喜歡觀鳥朋友，有些更曾一起參與過清晨
導賞，就好像日籍小姐Maiko時常參與香港公園和九龍公園的導賞。今天在水池前有三位
喜歡觀鳥的外籍人士，他們今次來港也四處去觀鳥，看到了很多從未見過的雀鳥。今次參
與清晨導賞除了學習到公園鳥類、熟習使用單筒望遠鏡、導賞技巧外，還能與其他組員和
熱愛觀鳥的朋友交流，是一次很好的經驗。 

 

香港公園  2020年 1月 15日（星期三）（馬俊文） 

今天有三位資深會員及四位新會員一起做導賞。活動前眾資深會員講解流程，示範登記及
領取物資手續等，他們與另外兩位到場鼓勵的資深會員向新會員講述導賞技巧，還分享十
多年的觀鳥經驗，令眾新會員獲益不淺。共有二十位由十多歲至七十歲的遊人參加觀鳥，
其中有一位男遊人分享他在英國的觀鳥經驗。也有近十人的行山隊，他們約六十多歲，在
往山頂至香港仔的路途中，停下十分鐘觀鳥。從單筒望遠鏡以三十多倍看見在高處樹洞旁
的小葵花鳳頭鸚鵡時，不禁驚呼‘嘩’！此外，有一位二十多歲帶備相機的青年人受邀一
起渡過近二小時的活動，拍照留念。今天有六位老朋友紅耳鵯，黑臉噪鶥剛好七姊妹齊
集，而較少遇見的灰鶺鴒也曾短暫出現在人工湖；最多仍然是主角小葵花鳳頭鸚鵡，待我
們在導賞時段完結前在中環上空齊飛歡送我們。 

 

九龍公園  2020年 1月 17日（星期五）（李敏儀） 

今早天陰，後漸轉晴，相當適宜觀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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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的鳥類達 16 種之多，除了‘常客’如原鴿、紅耳鵯、黑臉噪鶥⋯⋯之外，還遇上了
鮮在市區出現的赤紅山椒鳥。一隻北紅尾鴝在廣場灌叢中的水管上，觸目地站立良久，用
單筒望遠鏡觀賞，令一位路過的遊人讚嘆不已！數隻夜鷺活躍於水池附近的樹上，未見繁
殖羽，有 2隻幼鳥長時間停留在樹幹上，久久未去，是否羽翼未豐?  

九龍公園果然是鬧市中的觀鳥勝地。 

 

香港公園  2020年 1月 22日（星期三）（蘇夢青 [英] 焦美蓮 [中譯] 馮淑芬 [圖]） 

今天是我完成紅耳鵯觀鳥義工訓練課程後，第一次到香港公園做義工導賞活動，因為交通
問題所以遲到，到達後即會合第一組組員。組員們已安裝了單筒望遠鏡及向遊人(四位)介
紹怎樣觀賞雀鳥的形態及特徵，我到達後，Bill哥都好有耐性地指引如何對準目標物和邀
請遊人觀賞，同時派發觀鳥資料小册子等。隨後我們在活動中追蹤了鳥兒的聲音，當天大
約有十種常見留鳥：計有小葵花鳳頭鸚鵡、鵲鴝、紅耳鵯、白頭鵯、長尾縫葉鶯、相思、
珠頸斑鳩、麻鷹、义尾太陽鳥、黃眉柳鶯等⋯⋯ 

今天天氣不錯，但缺少雀兒現身，令大家有些失望！希望下次再來服務時，可遇見更多留
鳥。除了今次鳥兒少外，感覺來觀鳥的遊人也比平時少。原因大約有兩個： 

1. 免費觀鳥橫幅不顯眼，應掛在當眼處（如香港公園出入口） 

2. 紅耳鵯的免費導賞 A4過膠牌不足及不顯眼（應印多 1-2張彩圖給組員舉起，可吸引遊
人知道有免費導賞觀鳥服務）。 

經此一行經驗，我認為完團後應有 10-15分鐘給組員們分享帶活動後的感想。同時可請
Bill哥在完團後提點組員在帶活動時，應要注意事項， 這可令組員在下次帶領時能有更大
進步空間。 

建議改善問題： 

1.香港公園清晨觀鳥匯聚橫幅不顯眼 （應掛在香港公園入口處或掛在燈柱下） 

2.紅耳鵯的免費義務導賞 A4過膠牌不足及不顯眼（應該影印多 1~2張彩色圖片放資料册
封面或者給組員舉起 A4膠牌吸引遊人見到有免費導賞觀鳥服務 

 

 

 

 

 

 

 

 

九龍公園  2020年 1月 24日（星期五）（陳小冰） 

年三十晚，公園遊人少，雖然游完早水的婆婆熱情回應我們的邀請，趕上班的女士也停下
來，但鳥兒活潑，要用單筒捕捉鳥蹤以吸引遊人並不容易。雖然如此，來自澳洲的父子一
直隨我們從鳥池到海防道樟樹前，十二歲兒子拿著相機手急眼快，原來他對觀鳥很在行，
家中紀錄有一吋多厚。途人偶爾停下來，但鳥兒可不聽呼喚，拱門上數隻阿歷山大鸚鵡在
我們剛調好單筒便飛走，夜鷺愛躲在樹後，絲光椋鳥一閃即逝，幸好在樹洞找到阿歷山大
鸚鵡，結束前還有斑文鳥和义尾太陽鳥帶來意外驚喜。 
 

[2020年 1月 29日起，因應新冠肺炎疫症暫停公眾導賞活動] 

可考慮將觀鳥宣傳    

橫幅掛在行人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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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鳥攝專題『雙雙、對對』收到超過 10位組員提交近百幀相片，精彩紛陳，謹

此向各位致謝。因要回應主題，部分未符要求作品惟有暫時割愛，留待有合適專題

時再用。下期鳥攝的主題是「有趣姿態」連自定標題，請各位繼續提供精彩相片。  

王志慧  

何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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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靜文  

張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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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冰 

葉大維 

共證同心 

執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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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金源 

比翼 

與郎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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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李愛麗 

龍文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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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錫源 

蘇勇全 

§§§§§§§§§§§§§§§§§§§§§§§§§§§§§§§§§§§§§§§§§§§§§§§§§§§§§§§§§§§§§§§§§§§§§§§§§§§§§§§§§§§§§§§§§§§§§§§§§§§§§§§§§§§§§§§§§§§§§§§§§§§§§§§§§§ 

徵 求 稿 件 

 本通訊歡迎所有組員提供觀鳥及或與紅耳鵯活動相關的文章和相
片。第五十五期鳥攝的主題是「有趣姿態」連自定標題。 

       文章和相片可電郵至 ckcchau@gmail.com並請註明「紅耳鵯通訊投
稿」；下期截稿日期為 8月 10日。 

 委員會保留最終採用與否及刪改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