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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915-1930
1930-1945
1945-2000
2000-2020
2020-2035 
2035-2050
2050-2110 
2110-2130 

協會簡介

破冰遊戲

計劃背景

遊戲 - 為食爭霸戰

小休

計劃簡介

遊戲 - 猜猜我是誰

遊戲 - 無獎問答遊戲



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Hong Kong Society of Herpetology Foundation (HKHerp)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 

讓人認識和關注兩棲及爬行動物，
致力成為出色的動物保育和保護團體。



2005

註冊為非牟利團體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2004

成立兩棲及爬蟲
網上討論區

2007

申請為政府認可慈善
機構 - 香港兩棲及爬
行動物保育基金

成為漁農自然護理
署的動物福利機構

2009

提供接收被遺棄的
兩棲及爬行動物和
領養服務

2011

成立本港首個兩棲
及爬行動物教育及
領養中心

2012

本會歷史



2016

開展「環保基金 - 讓大
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 - 
由學校出發」

2013

開展本地物種
眼斑水龜保存計劃

2018

開展「環保基金 -  兩棲爬行保
育大使訓練計劃」

2019

開展「環保基金 : 公民科學家計
劃 - 由認識入侵物種到保育兩
爬多樣性」

本會歷史



➢ 防止虐待動物，尤其對於兩棲及爬行動物

➢ 透過不同媒介來加強市民對兩棲及爬行動物的認識

➢ 提倡兩棲及爬行動物的保育和其生態的保護意識，
令市民了解牠們的生態價值

➢ 令市民意識到瀕危物種所面對的危機

➢ 研究並提倡加以保護本地的兩棲及爬行動物，讓公眾認識和了解香港的兩棲及爬行類動
物在其原生環境和生物鏈中的重要性

➢ 所有附帶及促成以上目的並且是合法的工作

本會宗旨



我們的工作 - 教育



環保基金 - 讓大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 – 由學校出發



環保基金 - 讓大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 – 由學校出發

學校講座及動物全接觸 野外考察



環保基金 - 讓大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 – 由學校出發

學校領養計劃生態攝影比賽



環保基金 - 讓大眾認識兩棲爬行動物 – 由學校出發

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節



環保基金 - 兩棲爬行保育大使訓練計劃 



環保基金 - 兩棲爬行保育大使訓練計劃 



其他環境教育活動

香港科學館 - 生物多樣性工作坊 藝術工作坊



其他環境教育活動

訓練活動



宣傳和報導



我們的工作 - 領養



拯救動物



拯救動物



照顧由漁護署充公的走私動物



領養程序

協會收到
領養要求

準領養者需
填寫初步評
估表格

準領養者需
準備飼養環
境和設備

協會進行
家訪

準領養者填
寫入會和領
養表格

成為正式
領養者



與領養者之聯繫

協會

領養者

WhatsApp
Facebook
聯繫

分享飼
養經驗

接受傳媒
訪問有關
領養經歷

再次
領養

舉辦
活動

成為
義工

售賣糧食
和設備



動物接收及處理

接收
動物

隔壁
觀察

獸醫治療

瀕危
程度

AFCD/ 
KFBG

公眾
安全

AFCD

HKHerp
教育用途

獸醫檢查
植入晶片

可被
領養

亞洲物
種保存

DNA 人工
繁殖

野放



動物接收及處理 - 瀕危物種



動物領養推廣



我們的工作 - 保育



保育項目

眼斑水龜
Sacalia bealei



保育項目



我們的工作 - 其他



政策和法例



其他活動





破冰
遊戲



分組

Group 1 Group 2 Group 3
Ernest Kelvin Aaron

Sarah Vivienne Kelly

Sunny Ar Bo Hugo

Twinky Toto Tom Lee

Crystal Anson 呀津



計劃背景



外來物種

刻意引入 意外引入

園藝、裝飾、生物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
- 82%美國的外來樹種都是用於園藝
- ～60% 澳洲的外來植物都是用於耕種
- 海蟾蜍被引進多國，最終成為入侵物種

- 大多數的草本植物都是被無意中引入
- 重災區：城市 



Pysek et al. 2009



計劃背景



溫室蟾的原生地



蟾從哪裏來？

溫
室
蟾

盧
氏
小
樹
蛙



蟾從哪裏來？



蟾從哪裏來？

植物貿易
意外引入 刻意引入



溫室蟾帶來的影響

食物生境 營養循環



溫室蟾帶來的影響：關我事？？？

Pimentel et al. 2005

USD120,105 = ~HKD940000



- 現在你們每一個都是一隻蛙，每組是不同的品種

- 遊戲共3關，每關時限5分鐘

- 遊戲開始後，第一隻蛙可以到食物面前夾指定的食物到容器內

- 只可以用指定的鉗去夾食物

- 容器滿了後，可以請同一組的另外一隻蛙出來一起夾

- 如何取得勝利？

夾到最多食物的一組為勝出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物種 A 物種 B 物種 C



第一關

物種 A 物種 B 物種 C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A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B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C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第二關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A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B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C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2位組員
出來

物種 A 物種 B 物種 C



第三關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A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B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可以走遍ABC區任食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2位組員
出來

物種 A 物種 B 物種 C



第三關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A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留在B區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1位組員
出來

食物：

進食地方：
可以走遍ABC區任食

繁殖：
容器滿了，可以請2位組員
出來

食性廣

移動能力強

繁殖能力大

物種 A 物種 B 物種 C 入侵種



外來物種 入侵物種

來自其他地方、非本地的物種
= exotic species
= alien species
= introduced species

來自其他地方、非本地的物種，能夠在當
地繁殖成為族群，對當地生態造成負面
影響。
= invasive species

Kowarik 2003





計劃簡介



生態調查員

● 生態調查

● 移除溫室蟾行動

15位

教育大使

● 講座

● 工作坊

● 野外考察

30位

環保基金︰
公民科學家計劃 - 從入侵物種到保育兩爬多樣性



生態調查員

知識 經驗

熱誠



生態調查員

知識 經驗

熱誠



活動概覽

生態調查
及

移除行動
訓練 討論會

畢業禮
及
發佈會

交流會

2019.04
-2019.06

2019.07-2020.06 2020.07- 2020.08



訓練

2019年4月26日
19:00-22:00

講座(一) | 香港兩

爬多樣性及辨認

2019年5月31日
19:00-22:00

講座(三) | 南中國

的兩爬保育

2019年5月3日
19:00-22:00

講座(二) | 認識入侵

種及本計劃研究

2019年6月1日
18:00-22:00

野外考察 (二) | 認
識調查地點的生態

2019年5月25日
18:00-22:00

野外考察 (一) | 認
識調查地點的生態

2019年6月15日
16:00-22:00

考核

2019年4月18日
19:00-22:00

簡介會



2019年4月26日
19:00-22:00

講座(一)  
香港兩爬多樣性及辨認

劉惠寧博士



2019年5月3日
19:00-22:00

講座(二) 
認識入侵種及

本計劃研究

宋亦希博士



2019年5月31日
19:00-22:00

講座(三)
南中國的兩爬保育

楊劍煥先生



成為生態調查員，你需要
1. 出席80%或以上訓練日

2. 通過考核

取回按金︰

3.   完成8次或以上生態調查 (每地點各4次)

4.   出席討論會、交流會及畢業禮



惡劣天氣情況安排
如天文台於活動開始前2小時發出下列一項警告，活動將會取消，並另行安排

講座              1)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2)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野外考察及考核     1) 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2) 任何暴雨警告

                                 3) 雷暴警告（*留意大會通知）



請假
事假

➢ 請在活動前至少1星期以電郵申請，並需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以下事故將獲豁免出席率：學校考試、課堂或實習；參與比賽

病假

➢ 請致電通知計劃統籌，並於活動完結後1星期內以電郵提交證明，方可獲豁免出

席率

緊急事故

➢ 如不幸遇上緊急事故，將獲豁免出席率



遲到或早退
● 遲到或早退30 分鐘或以上，當天出席率只計50%
● 遲到或早退一小時或以上將不計出席率



計劃期望

● 了解溫室蟾對本港物種的影響

● 為日後移除入侵種相關的公民科學家活動奠定基礎



交流方法

herpscientist@hkherp.org

Facebook Group

WhatsApp Group

mailto:herpa@hkherp.org


聯絡方法
❏ 計劃統籌： Henry Chan / Rachel Chu /  Kestrel Lam

❏ 電話︰2751 3533

❏ 地址：觀塘鴻圖道33號王氏大廈209室

❏ 電郵：herpscientist@hkherp.org      

❏ Facebook：fb.me/herpscientist

❏ 網址：https://www.hkherp.com/herpscientist

mailto:herpa@hkherp.org


猜猜我是誰



第一輪



繁花林蛇 緬甸蟒 青竹蛇



第二輪



中國壁虎 藍尾石龍子 變色樹蜥



第三輪



花狹口蛙 香港瘰螈 短腳角蟾



無獎問答遊戲



意見調查

https://forms.gle/XwNFMCf98mUsMF4d9

https://forms.gle/XwNFMCf98mUsMF4d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