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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大欖郊野公園蝴蝶普查 邊陲土地蝴蝶資源豐富 

 

綠色力量每年招募並培訓市民成為「蝴蝶普查員」，收集香港蝴蝶數據，並監察蝴蝶

熱點環境變化，目前持續監察十個蝴蝶熱點。鑑於政府早前邀請香港房屋協會硏究兩幅

包括大欖郊野公園在內的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的發展潛力，綠色力量特別將大欖郊野公園

邊陲納入今年蝴蝶普查地點，以評估當地生態資源，並公布相關蝴蝶普查結果。監察的

蝴蝶熱點亦新增至十一個。 

 

擔心當局刻意低估生態價值 

 

大欖郊野公園邊陲的初步蝴蝶普查於今年四月至五月進行，共記錄 71 種蝴蝶，佔

全港蝴蝶物種約三成，當中包括 2 種非常罕見物種和 5 種罕見物種，初步數據顯示當地

蝴蝶資源豐富。 

 

蝴蝶普查路線全長十公里，以馬鞍崗護理員站崗為起點，途經清潭水塘一帶，終點

為河背。綠色力量高級環境事務經理單家驊指規劃蝴蝶普查路線需考慮當地蝴蝶生態，

以及受發展威脅程度，由於受《郊野公園條例》保護，過往的蝴蝶普查路線一般不會觸

及郊野公園。然而，由於當局已表明有意發展大欖郊野公園，今次的蝴蝶普查路線九成

路段位於大欖郊野公園範圍，目的是藉調查顯示大欖郊野公園邊陲的生態價值。 

 

按政府公布，大欖郊野公園的發展研究範圍位於大欖隧道收費站以西，佔地二十多

公頃，預料將會是錦田馬鞍崗山上的郊野公園土地。單家驊估計房屋協會的研究範圍與

現時的蝴蝶普查路線，兩者將有很大幅度的重疊，他相信房屋協會即將委託顧問評估當

地的生態：「我們十分擔心當局刻意低估或隱瞞當地生態價值，龍尾人造泳灘和落馬洲

支線的環境影響評估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因此我們必需先行一步，由蝴蝶普查員到當

地記錄蝴蝶資源，屆時兩者資料便可互相對照。」 

 

單家驊指從過去十年持續監察本地蝴蝶熱點的經驗，一般於開初階段記錄的物種和

數目較少，但隨時間及人手增多會有更多發現。他指大欖郊野公園邊陲的初步蝴蝶普查

記錄約七十種蝴蝶，數目足以與一些蝴蝶熱點看齊。此外，當地錄得的其中一種罕見蝴

蝶白弄蝶，雖然亦有於其他蝴蝶熱點出沒，但只偶有零星記錄，相反錦田馬鞍崗卻錄得

較多數目。加上當地還錄得不少仍未被評級的蝴蝶，包括窄紋袖弄蝶、曲紋黛眼蝶和綠

裙邊翠蛺蝶，牠們都是近年才於本地首次發現。因此，單家驊十分有信心未來於當地會

有更多發現，而合共 34 位蝴蝶普查員亦已開始在當地進行為期一年的蝴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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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家驊重申他們反對發展郊野公園的立場，即使邊陲地帶的生態價值較中心地帶低，

但卻有緩衝的重要功用，保護中心高價值地帶。而事實從是次初步蝴蝶數據來看，邊陲

地帶的生態比一般人想像的豐富。他亦不滿政府營造「保育」與「建屋」的對立局面，

要覓地建屋便要犧牲郊野公園，他反指政府一直沒公開全港棕地分布和數字，讓社會有

更全面的討論：「以錦田一帶為例，鄰近大欖郊野公園的馬鞍崗和大乪便有大量棕地，面

積遠比現時房屋協會硏究大欖郊野公園邊陲的二十多公頃更大，為何當局不研究發展這

些棕地，卻先打郊野公園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