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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 保持環境安靜，請勿喧嘩、奔跑；

• 不要在公園內野餐，或將食物留在戶外；

• 使用較耐用或可重用的物資，例如可重用的水樽、手巾等；

• 把垃圾放在垃圾箱中或自行帶走，切勿亂拋垃圾；

• 小心照顧兒童，切勿攀越圍欄；

• 珍惜展品，切勿破壞；

• 不要採摘或損毀植物，不要騷擾或捕捉動物；及

• 不要觸摸野生動物、雀鳥羽毛或其排泄物，參觀公園後請洗手。

本圖冊介紹了25種香港濕地公園常見的野生動植物。教師進行講解時，可把圖冊向

外反摺，向學生展示動植物圖片，同時教師可參考背面的資料，以便進行講解。

其中一些鳥類圖片附有二維條碼(QR code)，教師可掃描條碼以連結至相關網頁，

讓學生聆聽該鳥類的鳴叫聲。

愛護我們的環境，請注意：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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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灣鱷（別名：鱷魚貝貝）

學名 ： Crocodylus porosus
英文名 ： Saltwater Crocodile (Nickname: Crocodile Pui Pui)

生境 • 主要於海岸及河口等鹹淡水地區活動，也可在淡水河流及沼澤找到

• 全球廣泛分布，包括印度、斯里蘭卡及澳洲

習性及有趣資料 • 香港沒有野生鱷魚，貝貝可能是在幼時被人非法入口作為寵物或販賣
之用

• 貝貝於2003年11月於山貝河被人發現，為免影響公眾安全及生態環
境，於2006年8月被濕地公園飼養

• 有時會張開嘴巴伏在地上，幫助調節體溫

• 幼年期會捕食昆蟲、甲殼類動物、細小的爬行動物和魚等；成年後會
捕食較大型的動物，如龜、巨蜥、水鳥，甚至是野豬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貝貝之家

• 鱷魚貝貝是雌性灣鱷；成年雌性身長約2.5-3米長，而雄性最長可達
6-7米，但一般不超過5米

• 爬行類動物，身上有鱗片覆蓋

身體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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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鱷 Saltwater Crocodile
Crocodylus por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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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非洲鯽

學名 ： Oreochromis spp.
英文名 ： Tilapia

• 中小型魚類，平均長約15-30厘米

• 背部隆聳，兩側扁平，背鰭修長，尾部短鈍

• 軀幹一般為灰褐色，體側具有數條黑色直紋

• 在淡水或沿海的鹹淡水區域均可生存

• 外來入侵物種，原生於非洲；現常見於香港的河流、池塘和水溝，
此外本港一些漁塘亦有養殖

• 雜食性，主要進食植物和有機碎屑 

• 適應及繁殖能力極強，可在水質惡劣和低氧水體存活，與原生魚類
競爭食物和生境

• 雌魚會將卵留在口腔內孵化，藉此提高對魚卵的保護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濕地工作間、生態探索區及溪畔漫遊徑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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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apia
Oreochromis spp.非洲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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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福壽螺

學名 ： Pomacea canaliculata
英文名 ： Golden Apple Snail

• 軟體動物，貝殼呈螺旋狀

• 殼面光滑，有金黃色、深褐色或黑色的條紋

• 平坦的腹足可用來爬行，行動緩慢

• 常見於香港的淡水濕地，如：水稻田

• 外來入侵物種，原產於南美洲，威脅本地的水生生物

• 主要吃水生植物的嫩葉

• 用鰓呼吸，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水裏活動，只在產卵時離開水面

• 當水體過於污濁時，可利用呼吸管直接呼吸水面上的空氣

• 於離開水面的植物和石頭等表面上產卵，卵團粉紅色

• 遇乾旱時緊閉殼蓋，可靜止不動數個月以上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點水池、生態探索區及溪畔漫遊徑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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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螺 Golden Apple Snail
Pomacea canaliculata

  | 9 |



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草魚(鯇魚)

學名 ：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英文名 ： Grass Carp

• 草食性淡水魚，平均長度約為60-100厘米

• 體型粗壯延長，吻短而圓鈍，口大無鬚，身披大鱗片

• 中國原生品種，現已引入世界各地，是中國主要的食用魚類之一

• 喜在長有水生植物的湖泊、池塘、河流中層及底層水域棲息

• 草食性，主要食物為浮游植物、藻類等

• 常見的人工飼養品種，可用作食用或控制水生雜草

• 重要的經濟魚類，中國四大家魚之一（其餘三種為鰱魚、青魚和鱅魚）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濕地工作間及溪畔漫遊徑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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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魚（鯇魚）
Grass Carp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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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長尾南蜥

學名 ： Eutropis longicaudata
英文名 ： Long-tailed Skink

• 軀幹長達十多厘米，尾長可達軀幹長度的兩倍

• 背部的鱗片呈褐色，腹部的鱗片呈綠黃色，身體兩側各有一條深褐色帶

• 主要棲息於樹林邊緣地區及長滿雜草的岩石上

• 主要捕食昆蟲及其他小型無脊椎動物

• 日間較活躍及喜愛在石上曬太陽

• 非常敏捷，當遇到危險時可能會自斷尾部，藉機逃走

• 會在大石下或洞穴中產卵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濕地工作間及溪畔漫遊徑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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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尾南蜥
Long-tailed Skink

Eutropis longicau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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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蜻蜓和豆娘的生命周期

• 蜻蜓和近親豆娘的生命周期相同，包括卵、稚蟲和成蟲三個階段，這個
過程被稱為「不完全變態」

• 蜻蜓會把卵產在水中、水生植物表面或莖部內，產卵地點視乎品種而定

• 由卵孵化而成的稚蟲在水中生活

• 蜻蜓稚蟲依靠體內的直腸腮來呼吸；而成蟲則以胸部和腹部的氣孔呼吸

• 當稚蟲即將蛻變時，牠們會沿水生植物或石頭，爬離水面，羽化成為成蟲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點水池、溪畔漫遊徑及生態探索區

身體特徵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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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和豆娘的生命周期

成蟲
稚蟲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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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斑麗翅蜻

學名 ：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英文名 ： Variegated Flutterer

•  中型蜻蜓，腹部長約22-27毫米

• 前翅和後翅布滿鮮艷的黑黃色圖案，飛行時容易與蝴蝶混淆

• 雄性和雌性的翅膀顏色相似，但雌性前翅翅尖透明

• 生活於沼澤、池塘以及人工水池

• 廣泛分布，種群主要生活於新界西北部

• 本港少數翅膀擁有鮮艷花紋的蜻蜓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點水池、溪畔漫遊徑及生態探索區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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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麗翅蜻
Variegated Flutterer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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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霸王葉春蜓

學名 ： Ictinogomphus pertinax
英文名 ： Common Flangetail

• 大型蜻蜓，腹部長約51-54毫米

• 合胸和腹部黑色，並有黃色條紋

• 腹部末端附近有黑色的葉突

• 主要於池塘和靜水出沒，亦會出沒於河流以及人工水池

• 廣泛分布於香港

• 領域性十分強，會主動驅逐入侵的蜻蜓

• 喜歡停於突出水面的植物或枝頭上

• 相對雄性，雌性較少出沒，主要在繁殖地點交尾和產卵時才
會看到其蹤影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點水池、溪畔漫遊徑及生態探索區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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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葉春蜓
Common Flangetail

Ictinogomphus pertin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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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翠胸黃蟌

學名 ：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英文名 ： Orange-tailed Sprite

• 中型豆娘，腹部長約28-35毫米

• 雄性複眼綠色，合胸橄欖綠色，腹部橙紅色，雌性顏色較淡

• 常見於池塘邊、沼澤、棄田或水體附近的草地

• 肉食性，而且頗具攻擊性，會吃掉體型較小的豆娘

• 成蟲的活動期較其他品種長，從春天至初冬都可發現牠們的蹤影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點水池、溪畔漫遊徑及生態探索區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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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胸黃
Orange-tailed Sprite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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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金斑蝶

學名 ： Danaus chrysippus
英文名 ： Plain Tiger

• 黑色的身體上有很多白色斑點

• 翅膀呈橙黃色，邊緣有黑色和白色斑紋

• 雄蝶比雌蝶略小，後翅有一囊狀性標

• 一對前足退化

• 常見於有幼蟲寄主植物-馬利筋生長的郊野地區及林地

• 經常徘徊於幼蟲寄主植物-馬利筋

• 幼蟲會把馬利筋的毒素存於體內作為防禦捕食者的武器，

而成蟲亦帶有毒性

• 成蟲和幼蟲顏色鮮艷，以警告捕獵者其毒性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蝴蝶園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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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斑蝶
Plain Tiger

Danaus chrysip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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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大木林蜘蛛

學名 ： Nephila pilipes

• 因背部花紋貌似人臉，又稱「人面蜘蛛」

• 雄蜘蛛較為細小，橙色，大約只有雌蜘蛛的五分之一

• 香港體型最大的原生蜘蛛之一

• 廣泛居於溫暖地區，亞洲、非洲和美洲均可見其蹤影

• 在樹林和路旁的叢林結網，然後站在網的中央等待獵物，主要捕食昆蟲

• 長有毒牙，當蜘蛛網截獲昆蟲後，會注入毒液麻痹獵物，並從腹部排
出蜘蛛絲捆綁獵物

• 攝食時會先把消化液注入獵物體內，等待組織被消化後，再吸取其汁液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環迴徑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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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林蜘蛛
Nephila pil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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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雙齒多刺蟻

學名 ： Polyrhachis dives
英文名 ： Spiny Ant

• 身體長約4-6毫米，主要呈黑色，有時呈褐色

• 身上有一層淺黃色或銀灰色的柔毛，工蟻後腹有一黃色橫紋

• 主要於樹上建巢，亦有少部分建於石塊下及草叢

• 蟻巢外型像蜂巢，以木屑和草葉碎片築成

• 以植物的汁液、蚜蟲的分泌物及小型的昆蟲為食

• 會捕食侵食植物的毛蟲

• 如蟻巢受到干擾，大量工蟻會迅速防衛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溪畔漫遊徑、演替之路及環迴徑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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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齒多刺蟻
Spiny Ant 

Polyrhachis d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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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睡蓮

學名 ： Nymphaea spp.
英文名 ： Water-lily

• 葉片浮在水面上

• 由柔軟的葉柄連接至水底的根狀莖

• 葉緣有缺口

• 花的顏色包括白、粉紅、紫、紫紅、黃等

• 常見於淡水沼澤、池塘及人工水池

• 引入香港作園藝品種種植

• 花期為每年的五至八月

• 睡蓮花朵一般會在日間開放、傍晚閉合，就像晚上要休息一般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溪畔漫遊徑、點水池及演替之路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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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lily
Nymphaea spp.

睡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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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荷花

學名 ： Nelumbo nucifera
英文名 ： Indian Lotus

• 葉為鮮綠色，盾形

• 花和葉由長柄挺出水面

• 葉片表面有一層絨毛，令葉上的水珠快速流走

• 平靜的湖沼、澤地、池塘

• 多年生的水生植物

• 每年六至八月開花，花期只得三至四天

• 待花瓣凋謝，蓮蓬會脹大，內部載有蓮子

• 各部分有不同用途，例如蓮子和蓮藕是常見的食材；而荷葉和蓮蓬可
作為涼茶材料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濕地工作間、演替之路及點水池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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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 Lotus
Nelumbo nucifera

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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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秋茄樹（水筆仔）

學名 ： Kandelia obovata

• 胚軸綠色，末端尖細呈筆桿狀

• 花呈白色，有五至六片萼片

• 在香港廣泛分布於鹹淡水河口及海岸區域，如：新界西北、西貢、
吐露港等

• 香港最常見的紅樹品種之一

• 胚軸看似一枝筆，故又名水筆仔

• 以胎生苗（胚軸）形式繁殖，胚軸在未脫離母株前已開始生長

• 胚軸成熟及脫落後，只要遇到合適的環境固定下來，就可以快速長成
樹苗

• 支柱根用來擴闊樹基，從而穩定在鬆軟泥土上生長的紅樹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紅樹林浮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 32 |



Kandelia obovata

秋茄樹(水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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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木欖

學名 ： Bruguiera gymnorhiza
英文名 ： Many-petaled Mangrove

• 胚軸為圓柱形，呈雪茄狀

• 組織富含丹寧酸，令木欖的組織顏色偏紅

• 花萼呈深紅色，葉子闊大而兩端呈尖

• 在香港廣泛分布於鹹淡水河口及海岸區域，如：新界西北、西貢、
吐露港等

• 以胎生苗（胚軸）形式繁殖，胚軸在未脫離母株前已開始生長

• 胚軸成熟及脫落後，只要遇到合適的環境固定下來，就可以快速長成
樹苗

• 突出泥面的膝狀根，可在空氣中進行氣體交換

• 樹液含有丹寧酸，可避免蟲害咬食植株，亦有人利用丹寧酸作為天然
染料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紅樹林浮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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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petaled Mangrove
Bruguiera gymnorhiza

木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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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桐花樹（蠟燭果）

學名 ： Aegiceras corniculatum

• 葉面較圓，葉柄呈微紅色，葉尖微凹

• 葉具有鹽腺

• 胚軸又彎又尖，形似「蠟燭」，故又名蠟燭果

• 在香港廣泛分布於鹹淡水河口及海岸區域，如：新界西北、西貢、
吐露港等

• 香港最常見的紅樹品種之一

• 體內多餘的鹽分會由葉面的鹽腺排出，以適應高鹽度的生長環境

• 以胎生苗（胚軸）形式繁殖，胚軸在未脫離母株前已開始生長

• 胚軸成熟及脫落後，只要遇到合適的環境固定下來，就可以快速長成
樹苗

• 突出泥面的膝狀根，可在空氣中進行氣體交換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紅樹林浮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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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giceras corniculatum

桐花樹(蠟燭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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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彈塗魚, 大彈塗魚

學名 ：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英文名 ： Shuttles Hoppfi sh, Great Blue Spotted Mudskipper 

• 彈塗魚：身長約5-7厘米；全身灰褐色，長滿深色小黑斑，體側有數
條深灰色的寬橫帶

• 大彈塗魚：身長約8-12厘米；全身深灰色，帶有金屬藍色小點

• 擁有可向前彎曲的肉質化胸鰭，像手臂一樣幫助牠們在泥灘上爬行

• 生活於潮間帶的泥灘，亦會依附在紅樹的樹幹或石頭上

• 會於泥灘上挖洞穴居

• 魚類，非兩棲類；因為牠們用鰓呼吸，也有一般魚類擁有的魚鱗、
魚鰭和魚尾等特徵

• 彈塗魚是肉食性，以小型無脊椎動物為主食；而大彈塗魚是草食性，
潮退時在泥灘上尋找藻類為主食

• 鰓室可以儲水，皮膚亦可幫助呼吸，所以可離水覓食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紅樹林浮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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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Blue Spotted Mudskipper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大彈塗魚

Shuttles Hoppfi sh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彈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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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弧邊招潮蟹

學名 ： Uca arcuata

• 身體大致呈紅色

• 雄蟹擁有一隻大螯(音：熬)足(鉗)和一隻小螯足；雌蟹則擁有兩隻
小螯足

• 生活於潮間帶的泥灘及紅樹林

• 會於泥灘上挖洞穴居

• 雄蟹會揮舞大螯足，以守護領土和吸引異性，小螯足則負責覓食

• 招潮蟹會於潮退時在泥灘上覓食，而雄蟹揮舞大螯足的動作像把潮水
招來，所以被稱為「招潮蟹」

• 口部可過濾泥中的微小食物顆粒，包括碎屑、藻類、細菌和微生物，
然後吐出經過濾的沙粒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紅樹林浮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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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邊招潮蟹
Uca arcu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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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紅耳鵯

學名 ： Pycnonotus jocosus
英文名 ： Red-whiskered Bulbul

• 小型鳥類，身長約20厘米

• 成鳥頭頂有黑色的冠羽及紅色的耳羽；幼鳥則沒有紅色的耳羽

• 臀部呈橙紅色

• 十分常見並廣泛分布於香港的留鳥

• 喜歡棲息於開闊原野、林地及市區

• 主要進食果實與昆蟲

• 經常集體出現

• 叫聲清脆響亮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公園內各處如：溪畔漫遊徑、生態探索區旁樹叢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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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whiskered Bulbul
Pycnonotus jocosus

紅耳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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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白喉紅臀鵯 

學名 ： Pycnonotus aurigaster
英文名 ： Sooty-headed Bulbul

• 小型鳥類，身長約20厘米

• 成鳥頭頂的黑色冠羽微微隆起

• 上身灰褐色，喉部及腹部為灰白色

• 臀部呈紅色，幼鳥臀部偏黃色

• 留鳥，廣泛分布於香港的開闊原野

• 喜歡較為空曠的地方，常於矮樹叢及林邊出沒

• 主要進食果實和昆蟲

• 叫聲悅耳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濕地探索中心和演替之路旁的樹叢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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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ty-headed Bulbul
Pycnonotus aurigaster

白喉紅臀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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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白頭鵯 

學名 ： Pycnonotus sinensis
英文名 ： Chinese Bulbul

• 小型鳥類，身長約19厘米

• 成鳥後枕呈白色，背部為橄欖綠色；幼鳥後枕則沒有白色

• 面上有白斑，腹部呈灰色

• 十分常見並廣泛分布於香港的留鳥

• 常見於濕地、林地、開闊原野及市區

• 主要進食果實，有時亦會捕食昆蟲

• 經常集體出現

• 叫聲清脆響亮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公園內各處如：溪畔漫遊徑、生態探索區旁樹叢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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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ulbul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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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大白鷺 

學名 ： Ardea alba
英文名 ： Great Egret

• 大型鷺鳥，身長約90厘米

• 全身白色，頸部較長；喙(嘴)黃色(繁殖期黑色)，而雙腳及腳趾黑色

• 嘴的基部裂痕直達眼部後方

• 常見並廣泛分布於香港的留鳥及冬候鳥

• 喜於溪流、鹹淡水濕地及淡水濕地活動

• 喜歡靜靜佇立於岸邊的淺水區覓食，主要捕食魚類

• 飛行時會把長頸縮起，呈“S”型（見圖）

• 叫聲似「閣 — 閣 —」聲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河畔觀鳥屋、泥灘觀鳥屋及魚塘觀鳥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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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Egret
Ardea alba

大白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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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小白鷺 

學名 ： Egretta garzetta
英文名 ： Little Egret

• 中至小型鷺鳥，體長約61厘米

• 全身羽毛白色，頸部修長，黑色喙（嘴），黑腳，黃腳趾

• 繁殖期時，頭後會長出一對飾羽（見圖）

• 常見並廣泛分布於香港海岸的留鳥

• 喜於溪流、鹹淡水濕地、淡水濕地、市區和海岸活動

• 主要進食魚類

• 覓食時常靜立於水邊，待獵物接近時迅速捕食

• 叫聲為沙啞的「呀 — 呀 —」聲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河畔觀鳥屋、泥灘觀鳥屋及魚塘觀鳥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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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Egret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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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黑臉琵鷺 

學名 ： Platalea minor
英文名 ： Black-faced Spoonbill

• 大型水鳥，身長約76厘米

• 全身為白色羽毛，臉和腳呈黑色，喙(嘴)部呈匙狀或琵琶狀

• 繁殖期時，羽冠和頸部呈黃色

• 冬候鳥。於初春時，牠們會飛返原居地包括中國北部、韓國等

• 喜於鹹淡水濕地及淡水濕地活動，例如：河口

• 專門捕食淺水中的魚類和水生動物

• 覓食時會把匙狀的喙部放入水中左右移動

• 瀕危動物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訪客中心觀景廊、河畔觀鳥屋及泥灘觀鳥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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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臉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Platalea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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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野生動植物篇

中文名 ： 普通鸕

學名 ： Phalacrocorax carbo
英文名 ： Great Cormorant

• 大型水鳥，體長約86厘米

• 全身黑色，面部呈黃色，喙（嘴）端呈鈎狀

• 趾間有蹼，幫助牠們潛泳

• 常見的冬候鳥，每年約有數千至一萬隻在香港度冬

• 主要見於鹹淡水濕地、淡水濕地及海岸

• 覓食時會潛進水中捕魚

• 潛水專家。全身的羽毛並不防水，羽毛被水浸泡後較易吸水，身體的
浮力減低，有助牠們潛進水中。而且趾間有蹼，足部是強而有力的水
底推進器

• 潛水後，愛在岸邊展開雙翼曬日光浴，以加快弄乾濕透的羽毛

• 喜愛群居，常集體列隊成“V”字型飛行

在香港濕地公園的理想觀察點：訪客中心觀景廊、河畔觀鳥屋及泥灘觀鳥屋

身體特徵

生境

習性及有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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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ormorant
Phalacrocorax carbo

普通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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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新界天水圍濕地公園路

電話：3152 2666    傳真：3152 2668    網址：www.wetlandpark.gov.hk

香港濕地公園

©2019香港濕地公園

• 觀察和拍攝時不要干擾野生動植物

• 行走時要保持慢速和安靜，不要追趕和驚嚇野生動物

• 盡量在道路或小徑上行走，不要亂闖進路旁生境

• 穿著與自然色彩配合的衣服，以免容易被野生動物察覺

• 將有關參觀注意事項與他人分享，並以身作則

參觀守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