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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一月九日 

 

蝴蝶物種、珍稀物種 多個地點同創歷年新高 

沙頭角膺蝴蝶熱點之冠 

環保團體綠色力量公布最新蝴蝶普查結果，發現多個普查地點的蝴蝶資源均呈上升，

多個地點的蝴蝶物種及珍稀蝴蝶物種數目更創多年新高，情況令人鼓舞。 

 

「蝴蝶普查」涵蓋 11 個蝴蝶熱點，由市民擔任的三百多位蝴蝶普查員進行，於每年六

月開始，為期一年。截止 2019 年年底，2019-2020 年度蝴蝶普查進行了約七個月，合共記錄

183 種蝴蝶，佔香港蝴蝶物種總數約七成，當中包括 57 種珍稀蝴蝶（罕見及非常罕見物種）。

錄得最多蝴蝶物種的地點頭三位依次序是沙頭角、深涌及榕樹澳、鹿頸，分別錄得 149 種、

129 種及 125 種蝴蝶。而沙頭角同時是錄得最多珍稀蝴蝶物種的地點，錄得 33 種，包括 12

種非常罕見蝴蝶及 21 種罕見蝴蝶。   

 

綠色力量高級環境事務經理單家驊進一步指出，沙頭角更打破自 2008 年蝴蝶普查以來

的多項記錄，包括單一蝴蝶熱點錄得最多蝴蝶物種，以及單一蝴蝶熱點錄得最多珍稀蝴蝶物

種，足以印證當地蝴蝶資源極為豐富。 

 

單家驊指最快於今年底設立紅花嶺郊野公園，佔地五百公頃，是香港第二十五個郊野

公園，雖然沙頭角連接紅花嶺，但新增郊野公園範圍並不包括沙頭角低地，未來隨蓮塘口岸

開通，當地將面臨更大發展壓力，而目前錄得豐富蝴蝶資源的地方將來亦很大機會受破壞：

「沙頭角邊境禁區早年開放後，已經出現由村屋組成的屋苑、露天停車埸、消閒農莊等，按

香港其他鄉郊地方發展經驗，綠化地區很易『被棕地化』，環境及生態亦會被破壞。」他希

望當局能接納早前由多個環團提出將紅花嶺郊野公園範圍增至 1,120 公頃的建議，將沙頭角

低地劃入保育範圍，全面保護當地生態。 

 

除了沙頭角錄得破記錄的蝴蝶物種，多個地點於最新蝴蝶普查中亦錄得了新高，包括

鹿頸、烏蛟騰和龍鼓灘，分別錄得 125、121 及 101 種蝴蝶，同時創了該地有調查以來最多

蝴蝶物種。至於珍稀蝴蝶方面，烏蛟騰、深涌及榕樹澳、大欖郊野公園（錦田）三個地點亦

創了該地有調查以來新高，分別錄得 25、27 及 26 種珍稀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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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家驊指最新一年的蝴蝶普查只進行了約七個月，但多個地點記錄已創新高，是過去

十多年以來罕見情況。他指近年蝴蝶熱點普遍沒有再發現大規模破壞或發展，錄得的物種數

目均呈平穩，相信蝴蝶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慢慢擴大群落。他舉例指一些近年才發現而仍未

有評級的蝴蝶，例如是小豹律蛺蝶(Lexias pardalis)和疑波灰蝶(Prosotas dubiosa)，分別於

2008 年和 2010 年首現本港，於最新蝴蝶普查中多個地點亦有其記錄，小豹律蛺蝶更是全部

普查地點皆發現其蹤影，相信該兩種蝴蝶已在本港建立穩定族群。 

 

單家驊指目前普查地點中有兩個位於南大嶼，分別是梅窩、水口及塘福，歷年來兩地已

先後錄得 156 種蝴蝶，而水口及塘福更是唯一穩定錄得非常罕見物種—穹翠鳳蝶(Papilio 

dialis)的地點，反映當地是穹翠鳳蝶於本地的重要棲息地，具有特殊保育價值。單家驊重申

反對「明日大嶼」計劃，當中的人工島很大機會接駁道路網至南大嶼，為現時南大嶼的封閉

道路政策提供缺口，一旦開通交通網絡，人流車流及發展隨即而來，將無法再保護包括擁有

豐富蝴蝶資源在內的南大嶼自然面貌。 

 

此外，單家驊指目前正招募新一屆「蝴蝶普查員」，完成培訓後將於今年第二季開始新

一年度蝴蝶普查，他呼籲有志保育香港蝴蝶的市民踴躍報名，共同為保育蝴蝶收集客觀數據

資料。「蝴蝶普查員」詳情：登入 www.greenpower.org.hk/butterflysurveyor2020 或致電 3961 

0200。 

 

編輯垂注 

 

「蝴蝶普查員」計劃 

自 2008 年開展，是香港首支由市民大眾組成的蝴蝶普查隊伍，持續記錄蝴蝶熱點的蝴

蝶物種及數目，並監察熱點的環境變化，為蝴蝶普查工作注入大量而長期的人力資源。 

 

新一屆「蝴蝶普查員」現正進行公開招募，歡迎 9 歲或以上市民報名。參加者不需具備

蝴蝶或生態知識，大會將提供培訓。參加者於 2 月至 5 月接受一連串課堂及戶外培訓，通過

考核即可成為蝴蝶普查員，隨即開始進行為期一年的普查工作。 

 

截止日期：2020 年 2 月 7 日（五） 

網頁：www.greenpower.org.hk/butterflysurveyor2020 │ 查詢：3961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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