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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39

COLOSSUS FIGURES

Increased Convertion Rate

Projects Completed in 2017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話米埔自然保護區
米埔自然保護區及內后海灣濕地所涵蓋的區域，是野生生物的天堂，也是東亞—
澳 大 利 西 亞 遷 飛 區 內 的 重 要 中 途 站。作 為 唯 一 位 處 全 球 金 融 中 心 的 拉 姆 薩 爾 濕
地，米埔自然保護區同時也是濕地保育、教育和培訓的卓越中心。這個保護區是世
界自然基金會於香港的首個保育項目，生態價值無出其右。

每年，這個世界級濕地區域成為約60,000隻遷徙水鳥度過非繁殖季節的重要棲
息地。此外，這裡還擁有各種各樣的動植物，包括魚類、昆蟲和哺乳類動物。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已積極管理這片保護區四十載，我們致力於繼續保存這片濕地
的完整性，並保育所有依賴其生態系統的物種。

香港賽馬會多年來一直為米埔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不同保育項目提供堅
定支持。全賴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贈了3.47億港元，讓我們得以於2018年
展開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升級及改善工程。這計劃的四個元素旨在將保護區轉化
成世界級「自然教室」，我們在濕地培訓與研究、環境教育和社區參與方面的能力
將顯著提升。項目的落成將進一步鞏固我們對推動濕地保育和保護本地生物多樣
性的決心。

隨著項目竣工，我們熱切期待歡迎訪客蒞臨保護區，期望能讓大眾在這裏欣賞自
然之美、並從中得到啟發，與我們攜手，努力保護這片濕地瑰寶和自然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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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埔 是 讓 你 和 親 朋 好 友 連 繫 大
自然的理想地方，你更可以在此
發掘這個《拉姆薩爾公約》「國際
重要濕地」的珍貴生態。

參觀米埔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董事委員會主席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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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保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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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自然保護區是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上的重要濕地，也是水鳥遷徙的
關 鍵 中 途 站。因 此，米 埔 管 理 人 員 每 天 都 積 極 管 理 保 護 區 的 生 境 和 物 種，並
時刻監察及評估濕地生態，以維護米埔的重要濕地地位及東亞—澳大利西亞
遷飛區完整。

米埔面積雖小，卻集中了多個濕地生境，需要保育人員的嚴謹管理以保護多
樣重要物種。

105種蝴蝶428種雀鳥 41種蟹

8 種
兩棲類
動物

34種
哺乳類
動物

321種植物

22種
爬蟲類
動物

54 種蜻蜓
及豆娘

55 種魚

不只是雀鳥天堂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香 港 分 會 早 前 完 成「 香 港 濕 地 生 物 多 樣 性 普 查 」，並 把
米 埔 的 物 種 數 目 更 新 至 逾 2,050種，為 長 期 的 生 態 監 測 及 棲 息 地 管 理 決
策提供了重要數據。上一次進行類似調查已是逾30年前。

基圍

米埔自然保護區
面面觀

淡水
池塘

潮間帶
泥灘

淡水池塘

蘆葦叢

紅樹林

魚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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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埔自然保護區內及四周可以找
到6種濕地生境，它們都需要悉心管
理，以 保 護 及 增 加 區 內 的 生 物 多 樣
性，從而提升保護區在教育、培訓及
科研的潛在價值。

核心範圍包括海邊的潮間帶泥灘和
紅樹林，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

保 護 區 擁 有 香 港 最 大 片 的 蘆 葦 叢，
它 們 與 基 圍 和 淡 水 池 塘 組 成 了「 生
物多樣性管理區」，是許多鳥類和其
他野生生物的棲息地。

此外，保護區周邊仍有不少魚塘，它
們 不 僅 是 濕 地 的 緩 衝 區，也 體 現 了
重要的傳統文化。

六大濕地
生境

4  /  同樂米埔
*截至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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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米埔自然保護區只是一隅之地，但它卻是香港以至亞洲
地區的濕地管理模範。這份成就深深鼓舞了不少曾經踏足保
護區的學生、科研人員、導賞員，甚至是當中的員工。米埔的
設施完善，譬如置身在后海灣浮動觀鳥屋時，身心靈會不禁
融入濕地環境中，當4月紅樹林植物綻放時，感受尤為深刻。
冀昐米埔自然保護區的基建升級工程能順利峻工，令米埔繼
續成為區內的保育典範。

6  /   同樂米埔

「作為創會主席，我發起了『香港觀鳥大賽』，是首個為
米埔自然保護區籌募發展經費的籌款活動。於四十年
間，這個觀鳥盛事不斷壯大，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年度的招牌籌款活動，善款支持米埔生境管理及教育
項目。環顧米埔多年的發展，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的濕地管理工作對拓闊本地生物多樣性實在功不可沒。
我希望本地社區、自然愛好者和區域研究人員能善用區
內的新設施，增進對這片世界知名濕地的瞭解。」

「米埔自然保護區40年來一直充當大自然教室，讓訪
客看到成千候鳥遷徙的震撼畫面，並學到保護生態的
重要性。放眼未來，我希望米埔在翻新後能繼續培育下
一代自然保衛者。」

「我 在 香 港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香 港 分 會 擔 任 主 席 期 間，
帶領本會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籌得這項目的捐
助是我任內的其中一個重要時刻。這是世界自然基金
會香港分會迄今為止獲得的最大筆捐款，是對於這項
目和香港的自然保育的一種肯定。」

我在70年代第一次到訪米埔時，區內的濕地還是用作養魚
蝦的池塘。從早年為撰寫《米埔沼澤》一書實地取材，到為擬
議成立的野生生物教育中心製作教材，以及在1986年出席
教育中心的開幕典禮——能夠見證米埔歷史發展，令我深
感榮幸。我深信在升級工程完成後，所有訪客定能在這片彌
足珍貴的濕地裏找到樂趣和啟發。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創會主席
及現任理事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前主席
及現任理事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前主席及
現任董事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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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埔 物 種 多 樣 的 泥 灘 及 紅 樹 林 區 域 應 被 規 劃 作 研 究 或
教 學 地 帶，如 果 可 以 連 接 米 埔 沼 澤 區 的 魚 塘，將 替 保 護
區的鳥類帶來莫大裨益。

繾綣情懷
「

「

「
Knight Ridder, 

DSc,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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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四季

米 埔 四 時 景 色 分 明，每 次 造 訪 均 讓 人
耳 目 一 新。它 既 是 滿 布 花 鳥 蟲 魚 的 自
然 國 度，也 是 本 會 的 教 育 及 保 育 活 動
的主要場所。

春 回 大 地，本 會 會 舉 辦 保 護 區 歷 史 最
悠久的活動——「香港觀鳥大賽」。這項
年度觀鳥盛事是為米埔的濕地保育工
作籌款。活動最初只有兩隊切磋，但現
時已成為本地觀鳥愛好者社群中最曯
目的比賽。

炎炎夏日，是舉辦「午夜歷奇」及「基圍
濕 地 時 光 之 旅 」的 好 時 節。仲 夏 之 夜，
參 加 者 隨 導 賞 員 探 索 濕 地 的 夜 行 動
物，如蝙蝠、蛾、螢火蟲、歐亞水獺和豹
貓 等。趁 着 秋 風 未 至，訪 客 不 妨 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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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初春

「 基 圍 濕 地 時 光 之 旅 」，認 識 基 圍 蝦 塘
的傳統運作。

秋 高 氣 爽，正 好 舉 辦 米 埔 的 秋 季 焦 點
活 動 ——「 步 走 大 自 然 」。步 行 路 線 長
約 5 公 里，平 日 不 對 外 開 放。參 加 者 可
借沿途的互動攤位瞭解環境保育的重
要性，學習保護本地自然生態。

秋去冬來，每年平均6萬隻遷徙水鳥會
從 北 方 來 到 米 埔 及 后 海 灣 度 冬。只 要
有 耐 性 和 少 許 運 氣，相 信 不 難 看 見 全
球 受 威 脅 物 種 如 黑 臉 琵 鷺、黑 嘴 鷗 或
小青腳鷸。

濕地四季濕地四季濕地四季濕地四季濕地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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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設施升級及
改善

「在 香 港 分 會 成 立 之 初，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國 際
總會正打算在中國開展大熊貓保育工作，並以
香 港 作 為 保 育 基 地。不 過，我 們 很 快 明 白 這 裏
的保育項目需要和港人息息相關，更要讓人感
受 到 環 境 與 自 身 的 密 切 關 係。有 見 及 此，世 界
自然基金會希望推動香港保育，並為本地生物
多樣性帶來切實貢獻，而保育米埔正是不二之
選。」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前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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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在 8 0 年 代，賽 馬 會 已 為 資 源 緊 拙 的 米 埔
提 供 發 展 資 金。直 至 今 天，賽 馬 會 的 支 持 仍 未
間斷，更慷慨撥款予米埔進行擴建及基建改善
工 程，實 在 令 人 欣 喜 不 已。過 去 4 0 年 間，港 人
對米埔的興趣與日俱增，這片濕地在國際亦享
負 盛 名。港 人 毋 需 長 途 跋 涉，即 可 輕 易 遊 覽 這
片 自 然 瑰 寶，實 在 非 常 幸 運；而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米 埔 人 堅 定 地 貫 徹 最 初 訂 下 的 教 育 和 保 育 理
念，精益求精，也教人非常欣慰。」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執行
委員會前成員、米埔管理及
發展委員會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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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3.47億港元，米埔得以進行基建設
施升級工程，為一眾師生、科研人士及濕地管理人員提供所需的先進設
備。每 年 多 達 2 4 , 0 0 0 名 學 生 及 公 眾 訪 客 參 觀 米 埔。參 加 導 賞 團 的 訪 客
數字曾高達每年4萬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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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禮品店售賣一系列環保產品及自然叢書。

Kingf isher Café提供小食和飲品，讓訪客在遊覽米埔時放鬆和充電。

賽馬會環保廊展示了該會歷年以來的慈善成就及保育工作。

三間培訓室提供理想空間進行保育培訓和研討會。

訪客中心擁有九間配備獨立浴室的雙床客房，每間客房以在米埔找到的物種命名。到訪的專家、學生和海外交流團體可以在訪客中心內住宿及學習。

世界自然基金會
賽馬會米埔斯科特
訪客中心
訪客中心位於米埔自然保護區入口，作為保護區迎接師生、公眾訪客、家庭、
社區團體、研究員和觀鳥人士的重要一站。中心提供不同的訪客及培訓設施，
可舉行多種學習活動、研究及培訓課程。這有助凝聚更多本地以至亞太區的力
量，共同應對后海灣濕地和東亞—澳大拉西亞遷飛區所遇到的保育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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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水

教育中心
教 育 中 心 的 全 新 互 動 展 覽 展 現 米 埔 鮮 為 人 知 的 面 貌。訪 客 將 以 另 一 角
度認識濕地生態、野生生物、文化、歷史及保育。中心設培訓室供公眾以
至保育專家用作活動及培訓。位於保護區內，教育中心於設計上有不同
的環保元素，如節水設備、天然採光及隔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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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育徑觀鳥屋
新 建 的 木 製 棧 道 架 設 在 米 埔 原 有
的 行 人 小 徑 上，以 配 合 保 護 區 的 自
然 風 貌。木 棧 道 按 照 無 障 礙 標 準 設
計，方 便 傷 健 人 士 進 入 保 護 區 參
觀，出 入 觀 鳥 屋 等 主 要 建 築，及 騰
出 空 間 為 公 眾 和 學 生 設 置 觀 光 點
及教學區。

木 棧 道 長 約 1 公 里，以 F S C 認 證 的
木 材 製 造。兩 旁 設 有 安 全 路 壆，防
止 輪 椅 滑 出 路 徑。沿 路 設 6 個 主 要
地 點 作 為 教 學 區，並 加 設 展 板 及 方
向指示牌。

觀 鳥 屋 是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的 重 要
建 築 物 之 一，訪 客 可 以 在 那 裏 觀 看
到 不 少 全 球 瀕 危 品 種 及 候 鳥，而 不
致 對 牠 們 造 成 滋 擾。升 級 工 程 興 建
的 兩 座 觀 鳥 屋，為 一 眾 訪 客 如 教
師、學 生、公 眾、家 庭、社 區 團 體 以
至 專 業 研 究 人 員 及 觀 鳥 人 士，提 供
更 佳 觀 鳥 場 地。

其 中 一 座 新 觀 鳥 屋 主 要 為 專 業 研
究 人 員 及 觀 鳥 人 士 而 設，座 落 於 保
護 區 南 端；另 一 座 新 觀 鳥 屋 則 位 於

©
 W

W
F-H

ong K
ong

©
 W

W
F-H

ong K
ong

©
 W

W
F-H

ong K
ong

©
 W

W
F-H

ong K
ong

為 減 輕 對 環 境 的 影 響，工 程 於 候 鳥
遷 徙 期 外 進 行，在 原 有 小 徑 上 架 設
木 製 步 道 可 避 免 工 程 產 出 固 體 廢
料。木 棧 道 和 原 有 小 徑 的 間 矩 最 少
達 6 厘 米，令 無 脊 椎 動 物 及 細 小 的
哺 乳 類 動 物 可 以 在 中 間 通 過。此
外，裝 嵌 工 程 亦 於 保 護 區 外 進 行，
以避免在保護區內混合混凝土。

保 護 區 東 北 面，主 要 供 公 眾 人 士 及
學 校 團 體 使 用。

賽 馬 會 翠 鳥 觀 鳥 屋 於 2 0 2 3 年 完 工，
主 要 為 公 眾 遊 客 和 學 校 團 體 而 設，
位於保護區東北部8號基圍，可清楚
俯 瞰 保 護 區 內 鳥 類 生 態 和 基 圍 的 新
面貌。

賽 馬 會 魚 鷹 觀 鳥 屋 位 於 保 護 區 南 部
的20號基圍，朝向南方。它主要為研
究 人 員 和 富 經 驗 的 觀 鳥 者 而 設，是

唯 一 面 向 淡 水 棲 息 地 而 又 對 外 開 放
的觀鳥屋，特別適合野鳥攝影和水鳥
統計。

新 觀 鳥 屋 採 用 自 然 通 風 設 計，屋 內
有 以 太 陽 能 發 電 的 風 扇。為 減 低 對
生 態 的 影 響，工 程 只 於 候 鳥 遷 徙 的
季節以外時間進行，並遵循《米埔自
然 保 護 區 生 境 管 理、研 究 及 監 測 計
劃 》。建 築 組 件 也 在 保 護 區 外 裝 嵌，
將噪音及空氣污染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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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自然保護區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學生、研究人員和觀鳥
者。他們不約而同地來到米埔探索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了解最新的科學研究方法，從而加深對保育的認識。正因米
埔如此多元，不同背景的人士才可在此相聚，連繫大自然。

濕地訪客

米埔濕地培訓
遷徙水鳥依靠遷飛區內綿延的濕地作補給歇息，才能完成遙遠的遷飛路
程。本會在1990年舉辦第一期濕地管理培訓班，分享我們的濕地管理經
驗。首 屆 培 訓 班 的 參 加 者 只 有 1 0 人，至 今 已 有 數 千 名 學 員 從 米 埔 的 濕 地
管理與保育經驗得到啟發，他們不少更在各大非政府組織或政府擔任重
要職位。

陳 承 彥（ S i m b a ）於 1 9 8 7 年 加 入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香 港 分 會，是 培 訓 班 的 首 位 培 訓 主 任。他 指 透
過 認 識 米 埔 的 保 育 模 式，內 地 官 員 和 濕 地 管 理 人
員 明 白 濕 地 管 理 需 兼 顧 保 育、管 理 或 教 育 的 需
要。Simba直言：「米埔自然保護區是一個主動管
理 的 典 範，啟 發 了 中 國 內 地 濕 地 管 理 人 員 的 思 考
和靈感。」

科學研究
米 埔 是 超 過 2 , 0 5 0 種 已 記 錄 野 生 物 種 的 家 園，但 科 學 家 們 相 信 仍 有 很 多 物
種 尚 待 發 現。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香 港 分 會 與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邱 建 文 教 授 領 導 的
研究團隊共同研究，成員亦包括香港海洋公園和曼徹斯特大學的專家。該團
隊 在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的 基 圍 中 發 現 了 一 個 新 的 水 母 物 種 —— 米 埔 三 槳 水 母

（Tripedalia maipoensis）。這是自2010年以來在保護區內發現的第三個
新物種，其他兩個是香港屈翅螢（Pteroptyx maipo）和一種於2010年代發
現的新甲蟲（Orphinus barthelemyi）。

米埔三槳水母以米埔命名，其觸手底部有一個踏板狀結構，有助於推進，使
其能夠比其他水母游得更快。這種水母擁有24隻眼睛，其中8隻具有視覺，另
外16隻只能感光，使牠成為本地海洋生物中引人入勝的一份子。更值得注意
的是，這是首個在中國水域發現的箱形水母物種。

© WWF-Hong Kong

米埔三槳水母
Tripedalia maipo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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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學
歐亞水獺(Lutra lutra）以米埔和內后海灣濕地作為其重要的棲息地，可惜
頻繁的人類活動、開發工程和建設干擾正在威脅歐亞水獺。牠們主要夜行及
行蹤神秘，故此很難追踪和研究。因此，世界自然基金會招募並培訓了一班
公民科學家，進行紅外線相機的更換及維護、整理和辨別監測影像，幫助觀
察水獺的蹤跡，如糞便和腳印，協助我們了解歐亞水獺的分布和族群狀況。

「 通 過 這 個 計 劃，我 學 懂 如 何 運 用 和 維 護 紅 外 線 相 機、整 理 和 辨 別 監 測 影
像，這些經驗彌足珍貴。隨著我們對歐亞水獺這種夜行動物的認識增加，我
更加 意識到要尋找牠們的足跡殊不容易，所 以每當紅外線相機成功捕捉到
水獺影蹤時，大家都會感到非常振奮。作為小組隊長，我不時與新成員分享
個人經驗，培養他們對自然保育的興趣。我希望公眾對本地野生生物的認識
能逐漸增加，更多人參與濕地保育。」

學習經歷
不 同 年 紀 及 背 景 的 訪 客 多 年 來 均 對 米
埔留下深刻印象。自早年起，不少學生
便 是 米 埔 最 主 要 的 訪 客，透 過 參 觀 了
解保護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基圍文化
現 時 共 有 2 1 個 基 圍 及 塘 分 佈 在 米 埔
自然保護區。自1997年最後一位基圍
漁民離開後，本會一直沿用於40年代
由 中 國 大 陸 移 民 所 引 入 的 傳 統 技 術
管理這些池塘。

位於海岸的基圍設置了水閘，以用作

米埔教育活動十分多元，學生可在職員帶領下進行野生生物調查、近距離接觸
昆蟲、探索不同鳥類和瞭解濕地的土地規劃等。一名學生憶述於紅樹林進行考
察時指：「當時我們在努力地採集樣本，最後在導師的協助下，終於能採集到足
夠 數 量 的 調 查 樣 本。雖 然 過 程 辛 苦，但 我 們 的 確 學 會 了 很 多，亦 得 到 了 很 多 寶
貴回憶。」

捕 獲 隨 潮 水 進 入 基 圍 的 魚 蝦。5 至 9 月 為 基 圍 蝦 收 成 期，過 後 基 圍 會 被 放 乾，
為以魚蝦為生的水鳥提供一個可飽餐一頓的棲息地。基圍操作技藝已被列為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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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升級工程將為中小學生提供更多元化
的教育活動。教育中心增設的展覽區及
教學設施、升級後的實驗室和戶外活動
區能增加學生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令他
們學習事半功倍。

科研人員

公眾訪客     樂聚自然無障礙 
自 1 9 8 0 年 代 開 放 參 觀 起，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一 直 致 力 改 善 保 護 區 內 的 無
障 礙 設 施。升級工程其中一個重點是
改善保護區內的步行徑，使輪椅能更
輕易地通過。此外，保護區亦增設不少
無障礙設施，例如觀鳥屋無障礙坡道。

本會一直致力把米埔拓展為共融的自然保
護區，以服務社區不同團體。承蒙香港賽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慷 慨 資 助，米 埔 得 以 進 行
基 建 設 施 升 級 工 程，令 社 會 不 同 需 要 人 士
受惠。

連繫自然

人

科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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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搖籃」公民科學家水獺調查
小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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