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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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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香港地質公園於 2009年正式成為中國國家地質公園，2011年則獲接納為世界地

質公園網絡的成員，名為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2015 年更名為香港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香港地質公園成為世界地質公園的主要原因是香港有著

世界上較稀有的酸性火山岩形成的六角形岩柱，體積及公佈範圍也在國際上被視

為非常稀有和具重大價值。

香港地質公園位於香港東部，由兩個地質區域組成：西貢火山岩園區和新界東北

沉積岩園區。

(相片來源：香港地質公園)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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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覽香港地質景點守則
1. 切勿獨自前往欣賞岩石或地貌。

2. 切勿在天氣惡劣時前往欣賞岩石或地貌。

3. 只僱用具備野外及急救技能的導遊。

4. 對四周環境的變化及潛在危險（例如急流、懸崖和陡坡）保持高度警覺，石

面濕滑時須格外小心。

5. 部分島嶼及沿岸地區難以到達，不宜登岸，只宜安排乘船遊覽，並避免在吹

強勁東風時前往島嶼。

6. 規劃一條所有團隊成員均能應付的合適路線。

7. 切勿攀爬岩柱或踐踏遭受 嚴重風化或侵蝕的岩石表面。須留意鬆散或光滑

的岩石。

8. 只在指定露營場地搭建營幕及露營。

9. 穿著適當的登山鞋、衣服及戴上帽子，並帶備充足食水、食物、手套、急救

用品及雨衣。

10. 須留意部分地區流動電話網絡覆蓋可能並不全面。出發前告知親友郊遊路線

及大約回程時間，以防萬一。

11. 保持郊野清潔，減少製造廢物及將攜來垃圾帶走。

12. 避免遊覽可能存在落石風險的地方，以免造成傷亡。

13. 只選乘符合安全要求的船隻，並確保其有為所有乘客提供救生衣。

14. 切勿帶走任何的岩石、化石、礦物或泥沙。挖掘、破壞或污損任何岩石均屬

違法。

15. 為確保旅程安全，請善用香港天文台網頁提供的潮汐資料，留意部分沿岸地

點可能因潮汐而無法到達。

16. 格外留意地質景點內所有警告牌，並遵守有關內容。

(資料來源：香港地質公園) 

(三) 馬屎洲
馬屎洲屬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範圍，有著約 2.8億年前二疊紀
所形成的沉積岩。島上的岩石為泥岩、粉砂岩和砂岩。在島上可以看到斷層和褶

皺構造，岩層曾發生變形，形態複雜。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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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船灣淡水湖
船灣淡水湖在 1960年代開始建築工程，經過 8 年，全長 2.1 公里的主堤壩及整
個船灣淡水湖工程竣工，並由 港督戴麟趾揭幕，當時容量達一億七千萬立方米。
在 1970 年開始進行堤壩加高工程，在 1973 年完成後，容量增至二億三千萬立
方米成為香港儲水量第二大的水塘，亦是全球第一個在海中興建的水塘。

在未建造船灣淡水湖前，在船灣一帶共有六條村，分別是大滘、小滘、橫嶺頭、

涌尾、金竹排以及涌背，但因建造船灣淡水湖後的水位高出原有海平面，因此這

六條村的所有村民也需要搬離村落。大部分村民搬到大埔一帶，而三門仔村民則

搬到鹽田仔。三門仔為一條歷史悠久的漁村，原本位於白沙頭洲近白排角，即現

時副霸的位置。昔日白沙頭洲和伯公咀之間有兩個小島，形成三道小水道，連接

船灣和赤門，因此名為三門仔。

(左面:船灣淡水湖主壩、右面:三門仔舊址) 

(五) 八仙嶺
八仙嶺由八個山峰所組成，由左至右分別是純陽峰、鍾離峰、果老峰、拐李峰、

曹舅峰、采和峰、湘子峰、仙姑峰。其主峰為「純陽峰」，高五百九十公尺。八仙

嶺主要由約一億 4,300萬至一億年前白堊紀的沉積岩組成。 

純陽峰 仙姑峰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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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來源：土木工程拓展署)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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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老虎笏、鳳凰笏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香港早在五代十國開始盛產珍珠。其中大埔海、赤門海峽至

印洲塘一帶為最重要的珍珠產地。收集員需潛水到海底收集珍珠貝，但因初期缺

乏設備， 所以是非常危險工作。1 期後因過度開採導致珍珠產量減少，香港的採
珠業也告一段落。直至在 1950年代香港的養珠業再次蓬勃起來，但在 1960年代
因興建船灣淡水湖及香港工業起飛令大埔海及赤門海峽一帶水質惡化，珍珠養殖

業再次式微。現時在老虎笏一帶還遺下當年興建的辦公室及員工宿舍(下圖)。 

(七) 赤洲
赤洲屬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範圍，有著約一億萬年前晚白惡紀

時期形成的沉積岩及約一億4,300萬至一億4,200萬年前早白惡紀形成的火山岩。
全島上有一半的面積也是褐紅色礫岩和粉砂岩，而另一半是青灰色的凝灰岩。岩

石呈現褐紅色的原因是岩石中含有鐵質，和空氣中的氧氣出作氧化作用形成紅色

的氧化鐵。

(相片來源：香港地質公園) 

1 《新界舊時 - 遺跡、建築與風俗》香港：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7 

(八) 黃竹角咀
黃竹角咀屬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範圍，有著約 4億 1,600萬至
3億 5,900萬年泥盆紀年代形成的沉積岩，也是香港最古老的岩石。這裡的岩石
為砂岩、粉砂岩及礫岩。這些岩石受到地殼運動的影響由水平方向的岩層變成垂

直形態。由於紅白相間的砂岩和粉砂岩，所以大眾會稱為五花腩。鬼手岩是黃竹

角咀重要地標之一，因地殼褶曲露出地面，風浪與鹽分沿著岩層的弱線、裂縫侵

蝕，產生「手指」之間的隙縫；位於海平面的位置的岩石受到海浪和礫石長期磨

蝕，因而成為「手腕」。

(九) 印洲塘(印塘六寶)
印洲塘有「香港小桂林」之

稱號，因四周被群山及海島

等天然屏障重重環繞，風浪

平靜，不受季候風影響。這

裡有代表印章的印洲、代表

筆架的筆架洲、代表羅傘的

黃幌山、代表筆的白沙頭咀、

代表墨的水下礁石和代表紙

的平靜海面，「六寶」如今也

成為印洲塘著名的自然景

點。

(相片來源：明報 2019 年 6
月 5日)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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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荔枝窩
荔枝窩位於新界北區的沙頭角北面，是一條擁有近 400年歷史的客家村落，也是

「慶春約」七村之一，其他村落包括梅子林、鎖羅盤、三椏、蛤塘、小灘、牛屎

湖。

荔枝窩的曾氏族人相信先祖原籍山東，是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曾子後人，據 1950

年《沙頭角區各村複單姓源流表編造總冊》記載，荔枝窩的落擔祖先起有公來自

東莞清溪，於 1661 年移至梅子林建村。荔枝窩另一黃姓建村族群其落擔祖維興

公為明末東莞縣都尉，在珠門田落腳後，遇上梅子林的曾起有公並邀請其一同在

荔枝窩建村。

由於荔枝窩曾、黃二姓人口日增，曾氏分支至牛屎湖及小灘，黃氏亦由第四代開

始搬往鎖羅盤，剩下一房留在荔枝窩。後期另一黃氏由廣東惠州遷入，唯年份不

詳，後人於清末遷到上水松柏塱客家圍。2 荔枝窩與附近六村：梅子林，曾姓；

牛屎湖，曾姓；小灘，曾姓；蛤塘，范姓；鎖羅盤，黃姓；三椏，曾姓，共組成

「慶春約」，屬沙頭角十約中的第九「約」。由於荔枝窩在七村中人口最多，地利

之便，成為「慶春約」的中心。

昔日荔枝窩村民以務農及捕魚為生，由於當地交通不便，村民如要買賣須於農曆

二、五、八往深圳趁墟，後來沙頭角村民決定另籌組墟市，十約成立東和墟，定

於農曆一、四、七做墟期。村民可由分水凹出谷埔，到谷埔搖船或步行到沙頭角

墟市，或靠山路出入烏蛟騰、涌尾至大埔買賣，但基本上他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

活。3 

戰後至 1950年代，荔枝窩人口最盛，直至 60年代城市發展迅速，大部分村民開

始往海外如英國、荷蘭謀生，或到市區工作。1970年代荔枝窩村仍有 116家庭，
4 唯後來村中人口逐漸下降，最終由全盛時期逾千人，下跌至 2010 年只餘兩名

原居民。直至近年，非政府組織與村民合作復耕及舉辦活動，才讓整個荔枝窩開

始回復生氣。

2 北區簡史：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north/northintro.pdf 
3 西元一九二零年之「創修荔枝窩直達東和墟大路小序」，於分水凹碑刻。 
4 《沙頭角慶春約太平清醮特刊》香港：慶春約建醮委員會，1972年。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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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天宮及鶴山寺

兩座廟宇是相連的，建於清朝光緒年間，有趣的是

傳說荔枝窩曾經置有天后像，一次颱風中天后隨

海漂流至吉澳，得當地居民拾起並設廟供奉，結果

荔枝窩村中只餘下協天宮的關帝及鶴山寺的觀

音。兩座建築物同屬三級歷史建築，每年農曆五月

十三日關帝誕，「慶春約」村民聚首一堂酬神，感

謝關帝於過往一年的庇祐，昔日更舉行搶花炮，唯近年只保留簡單祭祀儀式。「慶

春約」每十年更會舉辦一次太平清醮，目的感謝神明、祈求風調雨順。

小瀛學校

由村中富戶黃建常於 1927年捐款興建。由於荔枝

窩為慶春約中心，附近村孩大多前來讀書。60 年

代全盛時期，學校開辦一至六年級共有 188 名學

生，及後收生不足, 學校於 1980年代正式關閉。 

東門及村中結構

東門為荔枝窩村正門，所有房屋均在圍牆內﹐以防

禦海盜。村中結構清晰可見為三條直巷及九條橫

巷，全村共有 211 間房屋及三座祠堂，大部分房

屋頂仍保留傳統金字瓦頂。建築群地勢為拾級而

上，既可空氣流通也方便採光，充滿傳統建築智

慧。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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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

「伯公」是客家地方的土地守護神，又可稱為「土地公」、「福德公」。伯公主要

保祐村民家宅平安，其大多置於客家村的橋頭、村落邊界或大樹下，社壇內多是

一塊石碑、木牌或是一塊石頭代表伯公，上置蓋頂。

曾氏宗祠、黃氏宗祠(分支至鎖羅盤)、黃氏祖祠(遷至松柏塱) 
由於荔枝窩並非單一姓村，為曾氏、黃氏及黃氏三姓的聚居地，因而村內有三座

祠堂。三座祠堂均設有天井，只簡單在祠堂正中置有一個歷代祖先神主牌。據說

各祠堂的位置正是同姓村民的聚居中心，不像其他村落建於村中心位置。每逢節

日落戶至其他各村村民，不論黃氏或曾氏，也會回到荔枝窩所屬祠宗打掃及祭祖。 

百年古樹- 空心樹、連理樹、五指樟樹 
荔枝窩的風水林擁有過百種植物種類，當中最特別的是通心樹、連理樹、五指樟

樹三棵大樹，它們至少過百年歷史，屬珍貴及稀有樹木品種，被列入本地古樹名

木冊。其中的五指樟樹只現存四枝樹幹，傳說在淪陷時期，日軍打算砍掉五指樟

樹作柴料，在砍掉其中一條樹幹後，荔枝窩村民情急生智，找來一名女村民對樟

樹跪拜，令日軍相信其有靈性而得以保存下來。

(左上: 通心樹、左下: 五指樟樹、右下: 連理樹)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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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林

荔枝窩村後的風水林可說是村中的綠色屏障，形狀呈半月形環抱村落。風水林能

緩和強風、遮擋太陽以調節溫度，大雨時更可阻擋沖下的山泥及洪水。為了讓風

水林得到更適當保護，昔日村中限制村民砍伐每年只有一、兩天可進入風水林執

拾柴枝作燃料，避免過度消耗珍貴資源。若然破壞風水林者，需要罰款甚至遊街

示眾。

西門-新娘路 
一般荔枝窩村民以東門即正門出入，唯新娘嫁入

荔枝窩當日，由新郎及一眾親友陪伴行過長長的

路走入西門，又稱「新娘路」。當日沿路舞麒麟及

燒炮助慶，一對新人拜祠堂過後，將在屋前曬地擺

酒宴請親朋好友。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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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紅樹林及泥灘生態

紅樹林是一個獨特的地方，位處

於河口、鹹淡水交界位置，並且

受著潮水漲退之影響，因此紅樹

植物有其特殊的生存機制來適

應惡劣的環境，第一，為適應缺

氧及高鹽度的泥地，紅樹林植物

的果實成熟後不會掉落，種子直

接在母樹上發育成帶有胚莖的

胎生苗，待發育成熟後掉到泥灘

地繼續成長；第二，泥灘地裡缺

氧，所以部份紅樹生長出呼吸根，以增加氧量的吸收；為抵擋潮水漲退，則演化

出支持根以固著植物體；第三，因生長在鹹淡水交界位置紅樹植物會吸收大量的

鹽分，多餘的鹽分會貯存在老葉中，隨著落葉排出，部份植物會直接在葉面排出。

(呼吸根) 

紅樹林為魚、蝦、蟹、貝、鳥類等生物提供豐

富的食物來源及棲息場所，同時紅樹林植物

可作防波堤的作用，減低強風大浪對於海岸

的直接衝擊及破壞。

銀葉樹的板根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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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共有八種真紅樹品種，荔枝窩是少數可以找到全部八種品種的地方，包括

秋茄(水筆仔) 白骨壤

木欖 桐花樹(蠟燭果) (此為網上圖片) 

鹵蕨 (唯一一種蕨類) 海漆

銀葉樹 欖李 (此為網上圖片)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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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邊招潮蟹 粗腿綠眼招潮蟹

彈塗魚 雙齒近相手蟹

白花魚藤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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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潮蟹

香港共有六種招潮蟹，其中四種可以在荔枝窩找到，包括北方凹指招潮蟹、粗腿

綠眼招潮蟹、清白招潮蟹及弧邊招潮蟹。雄性招潮蟹會有一隻大螯，此大螯用作

吸引雌性、打交或嚇退其他招潮蟹；另外一隻小螯是用作覓食之用。雌性的招潮

蟹只有兩隻小螯。招潮蟹的食物為微細藻類及有機物碎屑，而他們的嘴巴能夠將

泥土中的食物過濾出來，剩下的泥土會以一顆顆圓形的形狀置在地上。

雄性粗腿綠眼招潮蟹 雌性粗腿綠眼招潮蟹

彈塗魚

香港共有四種彈塗魚。彈塗魚屬蝦虎魚科。彈塗魚在水中用鰓呼吸；在陸上彈塗

魚會在嘴裡含上一口水，以此延長它在陸地上停留的時間，因為嘴裡的這口水可

以幫助它呼吸；彈塗魚更可利用濕潤的皮膚進行氣體交換。彈塗魚可以藉尾巴在

水面彈跳，腹鰭連合成吸盤，可依附在紅樹的根和莖，另有肌質胸鰭，配合後吸

盤可在泥灘上爬行。彈塗魚以泥灘上的藻類、小昆蟲等小型生物為食。

海草床

香港共有五種海草，其中兩種可以在荔枝窩找到，包括喜鹽草和矮大葉藻海草。

海草對海岸及海洋生態糸統是很重要的，不但幫助鞏固海岸線，亦為多種海洋生

物(如魚類、蟹、腹足動物、馬蹄蟹、龜等)提供庇護所、食物和哺育的地方，但

海草在香港並不常見，所以早於 1979 年荔枝窩海草床便被劃訂為具特殊科學價

值的地點，此海草床更被包括在 1996年所劃訂的印洲塘海岸公園內。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ITES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SSSI) 指在動植物、地

質或地理上具有特殊價值的地點。香港現有大約 67 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當

中包括赤洲、赤門海峽（北部海岸）、鹽田仔及馬屎洲等。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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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與日常

荔枝窩一帶為侏羅紀時期的凝灰岩及白惡紀時期的砂岩和粉砂岩。凝灰岩一般較

砂岩和粉砂岩抗蝕力較強，在村內一般會用作建築材料；砂岩和粉砂岩的抗蝕力

相對較弱，較容易打磨成不同形狀的物品。

油燈座

此座放在百花油藤步道徑的伯公前，由粉砂岩製成，有說昔

日村民將油燈放在石座最上方，安放油燈。

磨刀石

昔日幾乎每戶屋前都置有由粉砂岩製成的磨刀石，

方便居民將刀磨得鋒利，至今只有少部分住屋前

仍然保留，村民多在附近的小灘對開岸邊找到硬

度合適的岩石。

石磨

凝灰岩所製成的石磨用於磨除殼物堅硬的外殼，

也可以把米、豆類磨成粉狀或漿狀。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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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吉澳

吉澳位於新界東北，大鵬之西，沙頭角之東。全島面積 2.35平方公里，島彎曲如

反寫「之」字，天然地勢是船隻避風絕佳之處，所以稱該地為吉澳，取其吉祥之

意。

吉澳居民的先祖在明末時期因逃避苛政南遷到吉澳在此定居建村。清政府及後推

行遷界令，強令沿海居民往內陸遷移 50里。及至清代復界後，客家人陸續遷入，

居民人口大增。5 吉澳共有十處村落，共四十三族三十七姓，其中陸上居民有三

十二姓，如劉、黃、曾、周等；水上居民有十一姓，石、郭、方、杜、冼等。6 據

1955年的人口統計，吉澳有水陸居民 4000多人，主要以捕魚、墾耕和經營商店

為主。漁農業長久以來僅夠維持生計，未能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其後因漁獲量

不斷減少導致無法維持漁業，最後全島有約八成人口移民海外，而部份留港村民

也遷往市區生活和工作。現在常住村民不足 50人。 

在吉澳不論是水上居民或客家人也信奉天后娘娘。天后娘娘於北宋初年出生於福

建莆田湄洲林姓家庭，在出世後至滿月都未有啼哭過，故取名為默娘。林默娘天

資聰穎，長大後有預測天氣變化的異能，曾經使用異能在海難中救回其父親。在

升仙後，每當發生海難時天后娘娘也會前往救人，因此漁民十分崇拜天后娘娘，

他們一般在外出捕魚時及回來後也會到天后廟參拜。

雖然吉澳現時常住的村民人數較少，但每年的農曆三月廿三日天后誕及十年一屆

的清醮儀式等大型傳統節日，各吉澳的居民也會回到吉澳參與其儀式。

5 《大鵬明珠吉澳: 滄海遺珠三百年》 香港：吉澳村公所值理會 旅歐吉澳同鄉會 旅歐吉澳漁
農會 聯合出版，2001年 
6 《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九卷 二期 - 模作他者：以香港新界東北吉澳島的節日、儀式和族群為
中心》香港：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聯合出版，2011年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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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廟

吉澳天后廟沒有確實的建成年份，但從廟內銅鐘

的製造日期為乾隆 28 年(1763 年) ，所以從此推

斷吉澳天后廟已有超過 250 的歷史。廟宇採用兩

進格局，中間為正殿兩旁有側室，用兩條通道分

隔左右兩旁的建築物。在屋脊及簷壁上也有具中

國特色的雕塑。

吉澳故事館

故事館在 2019 年開幕，位處於天后廟旁邊的房屋，初期為吉澳學校所在。在故

事館內展示了舊時吉澳居民生活的用具及相片等，介紹吉澳的文化、歷史故事與

習俗。

門神

門神是中國傳統守衛大門的神靈，驅邪避鬼，保護闔家

平安，所以一般門神的外觀也較凶惡，吉澳這對門神的

面貌、造型也和一般的門神不同，原因是這對門神是由

英國人所繪畫，用作補償當天英軍破門強闖天后宮時所

毀壞的大門門神。7 

西澳古井

西澳島上第一個水井，約有三百多年歷史，井底

有泉眼，全年不斷供水，但潮漲時海水會倒貫入

井裡污染水質，有見及此村民合力把井口的圍欄

築高，防止海水倒貫。

7 《同根˙同源系列 - 吉澳˙吉祥之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0年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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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澳公立學校

早期的學校是借用天后宮旁邊兩側的房屋(現

在吉澳故事館的位置) 作校舍，後來因學生人

數增加，因此天后宮附近的民房也用作課室。

二戰期間被迫休校至 1947年，及後 1953年動

工興建正式校舍，並於 1954年夏天落成啓用。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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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鴨洲

歷史文化

鴨洲鄰近吉澳及沙頭角，是一個面積只有約 2.8公頃的小島，該地地形狹長，加

上北端的「洞眼」，遠看像鴨子平伏在海上，因而命名「鴨洲」。

早在 1930 年代，已有漁民聚居在鴨洲、吉澳附近海域居住，但鴨洲一邊地方長

年嚴重受風，加上沒有水源供應，沒有人願意在島上居住。直至戰後，真耶穌教

會遷至島上並在 1952年建立會堂，部分漁民信徒隨行到鴨洲聚會生活，村中人

口漸長並信奉基督教。同時政府開始關注島上民生問題，不但在村中建立漁民子

弟學校供適齡兒童入學，亦在漁類統營處協作下，成立「鴨洲改善生活合作社」，

協助漁民廉價購買生活品。

60 年代初，擁有 900 名居民的鴨洲生活設施得到大大改善。美國經援處促請港

英政府派英軍將鎖羅盤村食水經水管運輸至鴨洲，讓村民有穩定食水供應。經援

處更籌建四座樓房共 48 個單位，讓居民以低廉價錢購買單位居住，每個單位約

三百餘呎，並設有廚房設備。69年政府以 35萬為該村建造新碼頭，以方便漁民

運輸漁穫。

鴨洲人口高峰時期為 70 年代，當年島上有過千人居住，後來隨漁業式微，不少

居民移民至英國謀生或搬至市區工作。1980年代，島上已剩下約 20戶，即使後

來電力供應鴨洲，村中盛況已不復始。現時村中設施仍然完好，卻只餘下數名居

民在島上居住，不過其獨特的岩石地形及寧靜環境，經常吸引不少本地旅客於假

日到訪。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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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洲漁民子弟學校

鴨洲漁民子弟學校於 1953 年誕生，當時借用真耶

穌教會上課，為漁民子弟提供讀書機會。後來至

1956年 10月才建成現時的新校舍，60年代全校共

有 156名學生。由於收生不足，1988年與數間公立

學校合併，並遷至沙頭角組成沙頭角中心小學。鴨

洲漁民子弟學校其後改建成鴨洲故事館。

真耶穌教會會堂

1952年真耶穌教會在島上成立教會，由村民自發

興建教會，全村漁民均為信徒。當時教會由木建

造，落成後塔門及吉澳信徒也會前來參加崇拜，

直至 1964年教會改用水泥建造，當時每晚教會均

有晚禱會，週六傍晚設有安息禮拜。8 

鴨洲合作社會址

鴨洲改善生活合作社成立於 1958年 7月，由合作事業及漁業管理處處長祈達指

導下成立，主要業務為村民代購日用品及燃料，節省市民乘船至沙頭角時間，結

果合作社大受村民歡迎。據 60年初報導，當時整年營業額高達 13萬。 

鴨洲 360度觀景台 
此為新界東北先導計劃的其中一個優化項目，觀

景台上能夠飽覽島上漁民新村建築群及遠望周邊

村落如吉澳、荔枝窩，甚至可清楚看到深圳鹽田

港貨船，除鴨眼外是另一個鴨洲景點。

8 余思明：「鴨真耶穌教會之旅」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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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地質(礫岩、角礫岩) 
鴨洲有著約一億年前晚白惡紀所形成的岩石，島

上的岩石為罕見褐紅色的角礫岩。礫岩主要由砂

粒和圓形的卵石組成，和其他礦物膠結而成。大

部分的礫石由於河流搬運時不斷地滾動及碰撞而

磨圓；若礫石有顯著稜角的則稱為角礫岩，多為

原地崩積或較近距離搬運的產物。

海蝕地貌

在鴨洲上可以觀察到不同的洞穴，這些洞穴經過海

水長時間拍打、侵蝕所形成，名叫海蝕洞。在鴨洲

上可以觀察到不同階段的海蝕地貌，海蝕崖、海蝕

平台、海蝕洞、海蝕拱、海蝕柱。當中鴨洲最出名

的「鴨眼」就是海蝕拱。當地居民利用天然的海蝕

地貌來方便他們的日常生活，例如把海蝕洞用作儲藏物品。

潮池

在「鴨眼」附近不難發現有很多不同的小水池，這些小水池叫潮池。潮池是岩岸

地形中易堆積海水的縫隙或凹洞，當漲潮時海水會湧進；退潮時一些海洋生物因

未能跟著海水退卻而留在這些水池中，因此潮池提供了一個平台可以近距離來觀

察不同的海洋生物，例如海膽、蝦虎魚及螺類。

左上：潮池

左下：蝦虎魚、右下：雜色角孔海膽

計劃資助： 主辦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