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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專家發表本港休閒掘蜆活動新研究揭遊客行為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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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然慣常將環保意識水平與實際行為掛勾，但現實中，環保意識與實際行動卻未必相符。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Hong Kong）、香港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上月 (9月) 於國際著

名科學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發表研究，透過分析遊客的掘蜆行為，發現

雖然大多數掘蜆人士有高水平的環保意識及自我感知，但與他們的實際環境行為並不一致。是

次研究是首篇深入調查本港掘蜆人士認知及實際行為差異的文章，為未來的遊客管理策略及有

效的監測提供了新方向。 

 

水口位於大嶼山南部，坐擁 30 公頃的潮間帶，擁有多樣化的境地，孕育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然而，現時未受保護的水口受到不同的人類活動威脅，尤其是不受管制的掘蜆活動。這類活動

可能會導致海洋資源的過度採集，甚至對其他物種及棲息地帶來嚴重的生態影響。如果蜆隻還

未成熟時就被大量採集，部分蜆類品種將無法繼續繁衍後代，有機會導致水口種群結構的改變、

部分蜆類物種的數量會驟減。 

 

環保意識與認知、實際行為有明顯的落差 

是次研究透過拍攝掘蜆人士的掘蜆收穫照片了解最新蜆隻採集情況，配合以自我評估的問卷調

查進一步探討掘蜆人士的行為。根據問卷研究結果，掘蜆人士普遍認為自己有較高的環保意識

且對環境負責，所以認為自己的掘蜆活動對環境無害。不過，由於每個人對於成熟蜆隻的大小

有不同的定義，即使大多數人傾向保留他們認為體積較大的蜆隻，但在他們的收穫中仍發現許

多被採集的蜆隻體積是小於 WWF建議的收採尺寸，反映出掘蜆人士對蜆隻成熟大小存有誤解。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海洋保育項目經理蘇隽彥表示︰「本次研究針對掘蜆人士收採蜆隻

大小標準不一的問題提出應對方法。缺乏收採標準可導致海洋資源過度開發，因此，為維持水

口蜆隻數量，引入參考尺寸指南非常重要。WWF自 2018年起推出一套蜆類保育尺，整合了文獻

資料及水口生態調查數據，為五種蜆類訂立最小收採尺寸，建議掘蜆人士不要帶走未成熟的蜆

隻，此方案於試行階段證實可行，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未來在進行水口可持續管理時可採用此方

案。」 

 

研究團隊確認了掘蜆人士逗留水口時間尤其影響掘蜆的數量 

平均而言，每個家庭或情侶可以採集 155 隻蜆。在疫情期間，因掘蜆活動增加，加劇水口的蜆

隻被採集壓力。「我們在 2020 年的一個週末曾記錄到超過 600 人次進行掘蜆活動，這意味著

一天內有大約有 2萬至 5萬隻蜆隻被採集。」蘇隽彥說。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講師及環境管理理學碩士課程統籌主任陳潔茵博士表示︰「本次研究

展示感知行為和實際行為之間的差距，揭示當局應規範休閒掘蜆活動。為保護水口的生態價值， 



 

 
 
 

政府可以實施許可證制度，以限制掘蜆時間、人數及蜆的大小，緩解目前掘蜆活動對水口生態

的壓力。」 

 

是次的研究結果亦說明，單純使用問卷調查進行環境行為研究未必準確，應輔以實際行為的獨

立評估。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副教授蔣志超博士解釋：「在環境教育及可持續發展

教育中，針對實際行為的研究較少。是次有關掘蜆活動的研究，透過實證數據顯示感知行為與

實際行為往往出現不一致的情況。」 

 

研究建議政府應加強落實完善的管理措施，比如在生態敏感地帶設立核心區，限制遊客進行康

樂活動，同時允許在非核心區域進行有規管的康樂活動等。研究亦強調在水口設立「海洋保護

區」的重要性，保護珍貴的生態資源，這跟港大著名生態學家莫雅頓教授 (Prof. Brian 

Morton) 在其發表的遺作 1
中提出水口保育建議不謀而合。 

 

點擊此處查看論文原文。  

 

                

 

左起: 蘇隽彥先生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許天欣博士 (香港大學) 、陳潔茵博士 

(香港大學)、蔣志超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相片提供：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相片下載：https://www.scifac.hku.hk/press 

                                                      
1 Morton, B., Leung, SF, & Leung, KF (2021). The biology and functional morphology of Meretrix cf. meretrix 
(Bivalvia: Veneridae: Meretricinae) at Tong Fuk Miu Wan, Shui Hau, Lantau Island, Hong Kong.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45, 101842. doi:10.1016/j.rsma.2021.10184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21024744?via%3Dihub
https://www.scifac.hku.hk/press


 

 
 
 

 

 

關於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全球性環保組織，分會及辦事處遍佈全球逾 100 個國家。世界自然基金會的

使命是建立一個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自 1981 年成立，透過

保育及教育項目提出解決方法，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查詢更詳細資料︰ 

wwf.org.hk 

 

 

關於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 

香港大學理學院生物科學學院於 2007 年由植物學系、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系和動物學系合

併後成立，其研究工作集中於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和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兩大範疇。學院的研究

影響力甚高，卓越研究成果為全球關注，而其教職員及研究生亦在大學內屢獲殊榮。學院於嘉

道理生物科學大樓內設置先進的教學和研究設施，該大樓由嘉道理家族慷慨資助並經精心設計

建成。此外，學院與港大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緊密聯繫，研究所乃一級海洋研究機構，由太古

集團資助。學院網址:www.biosch.hku.hk 
 

 

關於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擁有一批充滿活力的科學家與科學教育家，共同致力於教學、研

究和知識轉移等工作。學系提供優質的科學教育及教師教育，以及進行環境可持續發展為導向

的科學研究。學術人員的研究極為廣泛，涵蓋了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環境研究、科學教育

和環境教育等不同領域。除此之外，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用的教材，以豐富大學、中學和小學

階段的課程內容，並發展具創意的教學方法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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