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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 

大嶼山最新頒布《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四區域 

記錄 52 種蜻蜓及豆娘 綠色力量促列「自然保育區」 

規劃署上月初（1 月 8 日）公布大嶼山的四張《發展審批地區草圖》（草圖），涵蓋沙螺

灣及䃟頭、深屈及䃟石灣、貝澳坳，以及梅窩北。環保團體綠色力量公布於該草圖範圍的最

新蜻蜓調查結果，錄得共 52 種蜻蜓及豆娘，佔全香港蜻蜓目物種四成，期望數據能進一步

協助當局周全保育大嶼山生態。 

 

大嶼山生態富饒，鄉郊景色寧謐優美，惟近年發展壓力大增，鄉郊受破壞事件頻生，但

往往因未有《發展審批地區圖》，未能為部門提供執法基礎，以至難以有效打擊破壞鄉郊環

境的行為，以及與鄉郊環境不符的發展。綠色力量助理教育及保育經理袁欣鈴對當局最新公

布四張草圖表示歡迎，但對於草圖大部分範圍目前只劃為「非指定用途」（Unspecified Use），

她認為並不足以有效保護該範圍的生態及自然環境。 

 

袁欣鈴表示綠色力量自 2012 年起定期於大嶼山多個地點進行蜻蜓調查，以了解島上生

態資源，並監察環境變化。鑑於當局最新公布四張草圖，綠色力量公布蜻蜓調查與草圖重疊

範圍共錄得蜻蜓及豆娘 52 種。其中，沙螺灣錄得廣東彎尾春蜓  (Melligomphus 

guangdongensis），該物種全球分布局限並只在南中國有記錄；在沙螺灣及䃟頭均錄得黃頸原

扁蟌（Protosticta beaumonti），該物種只在南中國及越南有記錄；梅窩北部則錄得海灣爪蜻

（Onychothemis tonkinensis）及海南環尾春蜓 (Lamelligomphus hainanensis)，兩者在香港並

不常見。 

 

此外，深屈的溪流錄得細腰長尾蜓（Gynacantha subinterrupta）；貝澳坳的「具重要生態

價值河溪」上游則錄得日本長尾蜓（Gynacantha japonica），牠們均被列為本地關注物種。 

 

袁欣鈴指同屬蜻蜓目的蜻蜓及豆娘是「環境指標」，因牠們於稚蟲階段需生長於水質良

好的環境，部分物種的成蟲亦需棲息於成熟的樹林生境。四張草圖涵蓋區域面積不大，但記

錄到的蜻蜓多樣性頗高，加上不少為特別物種，顯示這些區域的生態價值良好，需獲充分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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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蜻蜓需要的生境，袁欣鈴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於公布草圖上的溪流、沼澤及其周邊約

30 米範圍，以及包括風水林及成熟樹林在內的陸地生境，列為「自然保育區」（Conservation 

Area），嚴格限制土地發展用途，亦應避免其他發展、基建或開闢新道路破壞或影響敏感生

境。袁欣鈴促請城規會在稍後階段草擬《分區規劃大綱草圖》時，能接納以上建議和規劃原

則。 

 

袁欣鈴指新公布四張草圖的區域，天然環境一直受不當發展破壞和污染，例如貝澳濕地

長期受土地平整及非法傾倒廢料活動蠶食；去年開始沙螺灣亦多次發生擴闊道路和破壞植

被事件。袁欣鈴冀當局完善規劃的同時，亦須配合有效執法，加強巡邏及執法力度，才能適

切保護大嶼山鄉郊環境。 

 

調查地點 

（所涉草圖） 

草圖區域範圍分別錄得

的蜻蜓目物種數目 

（包括蜻蜓及豆娘） 

四張草圖範圍 

合共錄得的 

蜻蜓目物種數目 

（包括蜻蜓及豆娘） 

 

52 

深屈 

（深屈及䃟石灣發展審批地區 草圖編號 DPA/I-SW/1） 
31 

沙螺灣 

（沙螺灣及䃟頭發展審批地區 草圖編號 DPA/I-SLW/1） 
28 

䃟頭 

（沙螺灣及䃟頭發展審批地區 草圖編號 DPA/I-SLW/1） 
21 

貝澳 

（貝澳坳發展審批地區 草圖編號 DPA/I-POA/1） 
14 

梅窩 

（梅窩北發展審批地區 草圖編號 DPA/I-MWN/1） 
41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