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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跋涉深入貧困荒蕪國度 追蹤罕見瀕危動物蹤跡  
香港 31 名大學生欠缺水電、上山下海、歷盡艱辛的非一般保育體驗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舉辦「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 

城市學子實地接觸大熊貓、小熊貓、科莫多龍、鯨豚、海馬等瀕危動物 
 
（2009 年 6 月 25 日，香港）－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下稱「保育基金」）主辦的「野外

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本年度安排 31 名大學生親身前往亞洲多個偏遠地區參與 13 個

針對不同瀕危動物的保育研究項目。旅程中，參加者除了要適應在荒蕪且設備簡陋的環境生

活外，還要長途跋涉攀山涉水進行實地考察，雖然過程十分艱苦，他們能獲得與多種瀕危動

物近距離接觸的難得機會，則屬非一般人能得到的無價體驗。學生代表在今天舉行的分享會

上提及其親身經歷和所見的動物時都難掩興奮心情，可見他們對保育的熱誠遠超於過程中的

辛酸。 
 
在本年度多個計劃中，以印尼科莫多龍研究計劃最為刺激驚險。印尼「科莫多龍的種群生態

及保育」的學生全程 12 天居住在荒島上，他們協助經驗豐富的當地研究人員揹著重 8 至 10
公斤重的捕獸籠走到不同位置，捕捉唾液含有超過 50 種細菌且是世上最大的蜥蝪－科莫多

龍作量度及記錄用途。不但要在水電不足的情況下用最原始的方法解決洗澡及上厠所等基本

生活問題，他們更親眼看見研究人員被科莫多龍追逐的情景。學生深深體會到當地保育員對

大自然及科莫多龍的重視和愛惜，即使要長期離鄉背井在惡劣的環境生活，仍然樂於繼續從

事保育工作。 
 
至於另一組參加了陝西省珍稀野生動物野外救護能力建設項目的學生則肩負起動物保育員的

重任，每日親手餵飼不同動物及清理牠們的糞便。他們照顧過的動物包括大熊貓、小熊貓、

羚牛、梅花鹿及金絲猴等。 
 
而孟加拉觀察鯨豚研究項目的參加學生除了經歷 7 天在船上不能洗澡外，亦反思到發展中國

家如孟加拉的當局都願意投放資源在保育上，為何經濟發展蓬勃的地方卻仍欠缺保育意識。 
 
獲贊助的學生分別來自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而本年度

更首次增設綜合大學組別，讓學生有更多元化的交流機會。四名來自該組別的學生一同前往

了四川王朗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研究人員巡視並監察偷獵及非法採集活動，亦探討了四川

大地震對該區造成的破壞。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總監蔣素珊表示：「我們於 2004 年創辦『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

計劃』， 迄今已踏入 5 週年。很高興其規模得以不斷擴展，由第一屆舉辦時的 6 位學生參與

3 個研究項目，逐漸擴展到本年度共 31 個學生參加了 13 個研究項目；5 年間累計參加學生

人數達 84 人。為培訓新一代保育人才，保育基金透過此贊助計劃提供多個機會予學生親身

前往亞洲區各地進行保育研究工作，藉此鼓勵他們投身保育事業。然而，計劃能夠不斷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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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踏上首個里程碑，我們有賴各界的捐款支持；本年度我更要特別感謝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

先生的全力捐助，可見他對野生動物保育的支持不遺餘力。」 

本年度的『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各有不同的研究目標、發現及獨特體驗。例如有

學生在菲律賓與研究人員在從未發現鱷魚蹤跡的 Narra Lake 湖區找到一個鱷魚的新巢穴及

鱷魚蛋，是研究的一項重大發現；又如被喻為『神話之鳥』的黑嘴端鳳頭燕鷗，曾一度被視

為已絕種但期後又再被發現；該鳥屬極度瀕危的動物，現時全球只有少於 50 隻，但學生在

是次旅程中竟然看見到 15 隻。 

關於「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 2008-2009」的計劃詳情，請參閱附件背景資料。 
 
 

- 完 - 
 
關於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是一個獨立的慈善信託基金，透過推動研究及教育工作支持亞洲區內野生動

物及其棲息地的保育工作，以維持亞洲區的生物多樣性。 
 
保育基金肩負著海洋公園的保育使命，自成立來已資助近 180 項研究，除了研究鯨豚及大熊貓外，

近年已擴展至其他物種如海馬、小熊貓、珊瑚等。保育基金亦極為重視將保育訊息薪火相傳，除了

舉辦獎勵計劃予中小學參與，亦成立了「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為大學生提供參與前線

保育工作的機會。 
 
在四川大地震後，保育基金成立了「大熊貓基地震後重建基金」，向受影響保護區發放物資如活動房

屋、營具、淨水丸及發電機等。重建需要大家的支持，請登上保育基金網址 www.opcf.org.hk 作網上

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