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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簡介: 

    在香港，除了二十多郊野公園外，香港郊區還有多處

地方，因自然景物獨特，有雀鳥及其他生物棲息繁殖，或

由於富文化及歷史價值，因而被劃為特別地區加以保護。

而大埔滘自然護理區，便是香港最早的一個自然保護區。

由於護理區遠離塵囂及受到保護，故此它擁有全港最茂盛

及最多種類的本地樹木。大埔滘的自然環境孕育著無數生

物品種，溪澗是水生動植物和昆蟲的安樂窩，而自然教育

徑則是觀鳥和賞蝶的好去處。而一些原生哺乳類動物如靈

貓、穿山甲、黃麖等亦以這裏為家。由於政府在植樹初期

最常見的品種是馬尾松，故這裏又有「松仔園」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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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滘自然護理區位於城門郊野公園之北，大帽山郊野公園之東，大埔墟之南之山谷位

置，距離大埔墟火車站不到十分鐘車程，護理區內各種林木生態比目皆是，花草樹木、蜻蜓蝴

蝶以及四季候鳥均隨處可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次生森林區。現時，這護理區是香港保存得最

好的林木區之一，整個地區由四條不同高度和長度的山徑及一條自然教育徑組成。環繞山谷而

行，可以遠眺吐露港的景色。你在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內，無法想像在數十年前這裏的樹林，由

於人們的濫墾，幾乎全被剝奪成雜草叢生的灌木林。幸而政府有改善生態環境的觀念，這裏於

是被規劃成460公頃的護理區。最早的植林計劃始於1926年，以山松(馬尾松)為主，因此這區名

為松仔園。如今樹木種類繁多，蔚然成林，其中混雜了歷史悠久的植林和天然長成的新生樹木。

林內更棲居了不少昆蟲蝴蝶、雀鳥爬蟲、水陸兩棲動物，小哺乳類動物等。這是一個明顯的例

子，由於人類與大自然的合作，自然生態得以重生。 

 

經過二次大戰的洗禮後，香港已沒有原生樹林，而在戰事結束後，為了減少水土流失，保

護水塘，到處都有植樹計劃，而大埔滘則是一個做得較好及復原得較快的林區。近年來，這裡

的原生樹數目越來越多，令這保護區的生境種類更豐富。同時，大埔滘自然保護區，也是香港

最早的一個自然保護區。區內林木密茂，樹木約一百多種，交錯生長，構成了景色優美的風景

區。在山高林密的保護區內，設有眾多的步行小徑，是一處遠足及散步的理想地區。而且，這

裡有茂密的林木，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生態環境。路邊的寬闊園地、林邊的山川水流、密不透光

的樹冠及潮濕陰暗的低層環境，都為各式各樣的生物提供了合適的生境。蜻蜓、蝴蝶、兩棲類、

爬行類及哺乳類動物等都可在這裡找到。 

 

在護理區西北面的山丘婉蜒而行，可觀察部份亞熱帶動植物的生態。值得注意的地方包括

森林內的光線、濕度、氣溫和風速對植物生態的影響、樹林的層次結構、亞熱帶植物的特徵(如

板根)，以及樹林更新的過程。 

 

  自然護理區開放予愛護大自然人士，區內山徑經悉心設計，共有四條分別長三至十公里的

林徑，及一條長約一公里的自然教育徑。這些山徑長短不一，遊人可因應步行時間及體能而選

擇遊覽路線。因這些山徑相互交錯，遊人應注意顏色標柱，以免迷途。自然護理區內遊人可沿

徑欣賞花卉，觀察水陸生物生態。往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可從松仔園大埔公路停車場，沿一條限

制車輛駛入的道路步進，走約二百米便可到達自然教育徑之起點，沿路再走六百米便可到達林

徑之起點。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為香港保存得最好的林木區之一。整個地區由四條不同高度和長度的小

徑及一條自然教育徑所組成，環繞山谷而行，可以看到吐露港的景色。大埔滘因自然景物獨特，

有雀鳥及其他生物棲息繁殖，或由於富文化及歷史價值，故於 1977 年 5 月被劃為特別地區加

以保護，並且成為香港最早的一個自然保護區，確立了該片受管理樹林和林鳥棲息地的重要

性。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因為被劃為特別地區，以保護區內林木自然生態，所以缺乏類似郊野公

園般的宣傳，知名度不高；但這裏一直也是受到自然愛好者、自然學家，以及喜愛清幽環境的

人士的青睞。大埔滘自然護理區不像米埔沼澤那樣被列為禁區，市民可以隨時前往遊覽而毋須

申請通行證。護理區面積達 460 公頃，是一大片景色優美的樹林，其範圍包括草山東北面林木

滿佈的山麓，向下伸展至大埔公路。整個地區由四條不同高度和長度的山徑及一條自然教育徑

組成。環繞山谷而行，可以遠眺吐露港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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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抵達松仔園入口後，沿車路前行片刻，便可見左方有一路口，為自然教育徑之起點以及

正式踏入保護區範圍。沿教育徑的小徑前走，便進入了林木區的範圍。此徑沿一山丘的西北面

山丘婉蜒而行，穿過林地，從該處可觀察部份亞熱帶動植物的生態。值得注意的地方包括森林

內的光線、濕度、氣溫和風速對植物生態的影響、樹林的層次結構、亞熱帶植物的特徵(如板根)，

以及樹林更新的過程等。 

 
  半小時後便抵達一郊遊地點。郊遊地點內設有鞦韆等兒童遊樂設施，臨溪畔還有觀鳥地

點，內有區內常見雀鳥的資料，圖文並茂相當詳細，觀鳥地點旁邊還設有傳聲柱，只須按按柱

上的按掣，便可以聽到經常在護理區出沒的十七種雀鳥的叫聲。如幸運的話，更可以發現不同

顏色奪目的林鳥，例如赤紅山椒鳥、火尾縫葉鶯、北紅尾鴝及叉尾太陽鳥等。 

 
  片刻便可看見一農場，名為「親子樂園 – 大埔滘自然生態農莊」。農場中種植有不同的作

物，多為租予外界人士以享農耕之樂。在此農場可作一番參觀。爾後繼續沿林路上引，不久便

可看見漁護署在護理區的辦事處，在辦事處旁有一果園，名為「大埔滘野外研習園」，本為昔

日村民所耕作之農地，但荒廢後，漁護署則把其改為研習園供遊人參觀。此處種植了大量蝴蝶

喜愛的植物，如四季桔、柚樹、馬纓丹和受保護的印度馬兜鈴。有些植物是為蝴蝶提供花蜜，

有些是為蝴蝶幼蟲提供樹葉作為食糧。大埔滘野外研習園的小徑旁種植了多種蝴蝶幼蟲的寄生

植物，吸引蝴蝶產卵。蝴蝶的出現，總離不開產卵的地方。產卵的地方就是提供幼蟲寄主食物

的地方，憑此關連，找尋蝴蝶蹤影便變得輕鬆。園內設有九塊蝴蝶的傳意牌，介紹九種蝴蝶的

卵、蟲、蛹、成蟲的四個階段，及幼蟲所需要的寄生植物。休憩亭旁的報告板貼有蝴蝶海報，

方便大家辨認四周的蝴蝶，亭旁還種了大量馬纓丹，提供花源植物，引來蝴蝶流連。全程林蔭

漫步，植物圍繞，沿途亦有中草藥品多種，如有：酢漿草、金狗脊、九節茶、樟樹、杉樹、土

茯苓、蓮生桂子花等。 

 

  在參觀畢研習園後，便開始遊覽大埔滘的林徑。大埔滘的林徑分為四種顏色，而這次我們

將會走的為藍徑。藍徑沿途均是觀鳥的好地方，從低谷上引至山坡，小路兩旁的新木漸漸變成

古木，而青翠的矮灌木亦格外繁茂。在大埔滘的密林內，有多達一百多種的樹木，例如常見的

樟、杉、臺灣相思和白千層；亦有在冬天披上橙紅新衣的楓香和野漆；由黧蒴樹掉下來的大大

片黃葉，斑斕的色彩為整個樹林加添幾分姿采。 

 
  保護區內會看見到不同種類的昆蟲，特別是擁有一雙巨翅的鳳蝶，品種繁多，偶爾穿梭於

林木間，令人目不暇給。除此之外，還有在腐葉中走動的蜥蜴，及以枯葉的顏色為保護色的蟾

蜍等，牠們的行蹤均神出鬼沒。除了觀鳥，只要稍為靠近水邊，好不容易便可看到文靜的豆娘

在滿佈青苔的石上歇息，一雙雙的蜻蜓在展示牠們晶瑩剔透的翅膀，水中的小魚和小蝦則在湍

急的溪流上戰戰兢兢地前進，與潺潺的流水聲正好奏出一篇生命的樂章。 

 
  沿著藍徑繼續前走，最後會與護理區內的車路交接，可在車路旁之郊遊地點稍作小休。接

著可沿著西北方之小徑返回大埔墟，沿途可飽覽半山洲、荔枝山以及大埔墟的景色。大約需時

四十五分鐘便可返回大埔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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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次生森林: 

我們可以說香港已經沒有原始森林存在，經過了二次大戰的洗禮，全港原有林區幾乎都被

砍伐盡。戰事結束後，為了減少水土流失，保護水塘，到處都有植樹計劃，而大埔滘則是一個

做得較好及復原得較快的林區，所以現在每當走進大埔滘，則不難看到千層木、紅膠木等外來

品種的單一種植區，除此當然亦有本地品種的混交林。但近年來，這裡長有越來越多的原生樹，

令這保護區的生境種類更豐富。 

 
    其實大埔滘是一個次生森林。甚麼是次生森林? 次生森林是指原始森林在受到破壞後，由

於受到人們的保護而發展起來的森林。這個類型地區的藥用植物資源是相當豐富，同時許多樹

幹上還會生長著多種不同的寄生植物。大埔滘之所以被命名為自然護理區，與一般的郊野公園

有別，這主要是因為其獨有的茂盛林木，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生態境地，由近路邊的開揚園地，

河邊的山川水流，林區的樹冠密不透光，低層的環境潮濕陰暗，造成別樹一格的微氣候環境。

這一切都為各式各樣的生物提供合適的生境。蜻蜓蝴蝶、昆蟲走獸等都能夠在這裏找到。 

 
附生植物包括羊齒植物、苔蘚、地衣等等，是常綠植物，沒有落葉季節。林地微氣候穩定

及欠缺季節性變化，有大量雨量及陽光但只有少部份能到達低部。因此，附生植物的樹葉很闊

大，以獲取更多陽光，羊齒植物亦屬於耐蔭品種，能適應少陽光的地方。附生植物沒有根部，

所以不能從泥土中吸收養分，因此它們橫向發展，以在其他植物吸收或淋溶前盡快獲取更多養

分。附生植物常在大樹裂縫內生長，這亦幫助了它們在缺少空間的林地內提供了空間來適應。 

 
熱帶雨林中雨量多，雨水經常會沖蝕地表，導致土壤層淺薄，雨林的樹根通常只集中在地

表以下5 公分深的範圍內，以密佈地表的根系增加吸收營養的面積。因為根多在地表，不穩，

高大的樹木為了避免傾倒，主幹基部常長出條狀或是板狀的根，用來支持龐大植株的重量，這

種根稱為支持根。紅刺露兜樹與印度橡膠樹屬於條狀的，鳳凰樹屬於板狀的支持根。雨林內的

競爭很大，植物要爭取養分、陽光、空氣、空間等等。為了獲得更多陽光，一些對陽光需求極

大的植物需要生長得很高，所以這種植物的樹幹會長得又高又直，並且以板根支撐著。由此可

見，板根的作用是來支撐極高的大樹生長的。 

 

藤本植物是攀緣植物的一種。它們是木質植物，由土壤中開始生長，圍繞寄主向上伸展，

有獨立的根部，從泥土中吸收養分。 植物發展出針刺、荊棘伸入寄主的身體內，藉以向上爬，

直伸展上樹木頂層吸收陽光。藤本植物枝條穿梭林間，尋覓陽光。林下葉子頗為細小，莖纖細，

以快速遊移為生存策略；等到爬上樹冠層，吸吮光能，枝葉轉而粗大，前後時期枝葉形態差異

很大。花果通常生長在樹冠層，或光線充足的破空地。在針闊葉林中，以大型的木質藤本為主，

如大枝掛繡球、愛玉子、阿里山五味子、大葉南蛇藤、桑葉懸鉤子、六葉野木瓜、藤花椒等。

藤本植物初期生長在地面上，因其枝條細軟，無法靠自身的力量站起來，有的就利用鉤刺、不

定根去攀附；有的利用卷鬚、甚至是蔓藤本身的莖去纏繞，或者匍匐地面生長。它們並不吸收

被附著對象的養分，只是藉著高大樹幹的支撐向上伸展，如此不必花費大量能量去發展出強壯

的莖幹，便能在眾多植物的生存競爭下，擠出一片天，爭取到日照的機會，所以，攀緣真是一

條通往陽光的捷徑。然而藤本植物依附初期，對於寄主並無太大影響，可是有部分藤本植物生

命力強，當它生長的高度超過依附的樹高時，常常將所攀附的植物覆蓋住，因光照不足而發育

不良，甚至於枯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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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生花則是因花芽與葉芽的生長速率不同所造成。葉芽分化速度較快，在熱帶雨林的環境

中可以不斷生長，當葉芽已經長出新的莖枝和葉片，甚至長成老幹時，花芽才在原本的枝幹上

分化完成，轉變為花苞後再開花，所以幹生花也是熱帶雨林植物的特色之一。 

 

大埔滘自然保護區因為有大量植被，所以，有穩定的枯枝落葉提供給予土壤，枯枝落葉能

在高溫多雨，而且潮濕的情況下被分解者分解成腐殖質。腐殖質提供了養份給土壤，其決定了

土壤的肥沃情度。另外，其有黏結土粒的功用，可減低土壤侵蝕。 

 

出入口處的土壤為鐵質土，土壤水分含量低，土壤乾燥，土壤結構鬆散，以手或硬物輕輕

一“扒”，便輕易掉落，土壤顏色為棕色。 

 

質地: 幼砂質 (化學風化 > 物理風化) 

 

水分: 視乎前幾天有否下過雨 

顏色: 棕色 (鐵鋁氣化作用) 

深度: 淺 (約1米) 

肥力: 低 (循環快速 /淋溶作用) 

酸鹼度: 弱酸性 (酸雨 /腐植酸 /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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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層 

B/C層 

 

年雨量 > 2000毫米 

中量植被 

少量枯枝落葉 

分解快速 + 循環快速 

淋溶作用 

鐵鋁氧化作用 

輕微淀積作用 

植物多樣性: 

由於香港有亞熱帶氣候，夏季較冬季長，年平均溫度23℃，年雨量超過2000毫米，加上降

雨量比蒸散量大，有效雨更多。香港夏天高溫多雨，有足夠的太陽輻射能和雨水供植物進行光

會作用和生長。此外，香港潮濕高溫，令到化學風化強烈，土壤粘質成份高，可儲存更多養分

和水分供植物吸收利用。在雨水充足下，土壤中的微生物也會變得較活躍，能有效地分解有機

物，提供腐殖質。另外，植物的根淺而多，能夠迅速吸取表土的水分，使到植物的養分循環快

速，能夠更健康生長和繁殖。 

 

 

 六

雀鳥天堂: 

    米埔是鳥類的天堂，這是街知巷聞之事，但對於歌聲悅耳、色彩奪目的林鳥來說，大埔滘

才是他們的天堂。冬末初春之際，萬物又再展現生機無限，象牙花、吊鐘王綻放著那奪目如火

焰般的花朵；鳥兒們又為那豐盛的宴會忙了起來。求偶的、做巢的、餵飼的各種各樣的行為都

會出現在遊人眼前。大埔滘總會為遊人帶來驚喜，可不時留意在一群又一群的鳥浪之中，除了

有藍色小精靈絨額會像醫生般為樹幹做檢查，有黃頰山雀在樹枝間捕足昆蟲和有紅紅黃黃的山

椒鳥在追逐外，更可能會發現一些少見的過境遷徒鳥，如黑枕王鶲、銅藍鶲等。常見的鳥類包

括珠頸斑鳩、喜鵲、白頭鵯和紅耳鵯等，每逢冬天可見到鶺鴒，夏天則是大量杜鵑和黑卷尾出

沒的日子。 

 

參考資料: http://hkgnu.org/gnu_periodical_56_a4.htm 

河流系統: 

    河流系統是由外營力作用所造成，即地球表面上時刻均受著各種自然力的磨擦著。此作用

會把風化物質從高地沉積至低地或甚是海洋，使地球表面隨年月而塑造出多種不同的地貌。外

營力作用主要分為剝蝕和沉積兩種作用。 

 

    剝蝕作用指以不同的自然力量磨損沖刷地表的過程，當中包括風化、塊體移動、侵蝕和搬

運作用四個分類。風化指受濕度、氣溫改變或生物活動的影響而使岩石變得脆弱，並在原地裂

成小塊，稱為風化物；塊體移動為碎屑或風化物受重力影響，沿著斜坡下移的過程；侵蝕是指

不同自然力移去剝落或鬆脫風化物的過程；而搬運指不同的自然力運送受侵蝕的物質到其他地

方的過程。另一方面，沉積作用是指自然力卸下運送的侵蝕物質和風化物，把它們留在地表或

海床上的過程。 

 

    究竟地球上的水是怎樣移動的? 簡單來說，首先從蒸發、蒸騰和降水開始，地表上的水因

太陽輻射受熱，轉化為水汽，這個過程稱為蒸發。同時，植被也受熱，透過樹葉的氣孔釋出水

汽，稱為蒸騰。蒸散則指蒸發和蒸騰兩種意思。爾後上升，冷卻後凝結成小水點，慢慢匯聚成

雲。雲中的水點愈來愈多，也愈來愈重，直至上升的氣流不能負荷時，雲中的小水點就以降水

形式返回陸地或海洋。其次的過程是截留，當降水落到植被上時，樹葉、樹枝、花果等會阻礙

部分水分，使水分不能直接落到地面，這個過程稱為截留。停留在樹葉表面的水，部份會直接

蒸發至大氣圈，其餘的則沿樹幹流到地面，這個過程稱為莖流。水分直接從樹葉面流下的，則

稱為滴流。再者的過程為地表徑流，當降雨到地面後，有些會隨著坡面向下流，形成地表徑流。

地表徑流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表面徑流，水在地面以片狀漫流，徑流最終匯聚在山谷底部，

形成一道河流，亦成第二類地表徑流，即河道徑流。有些河水會直接蒸發到大氣圈，有些則下

滲到泥土裏，或沿河道流向河口，再流向大海，稱為河道外流。最後一個過程是下滲、滲透和

底層徑流；降水的一部分會滲入泥土，成為地下水，這過程稱為下滲；植被會吸收部份下滲的

水，部份會繼續深入至地下水面，這過程稱為滲透。而地下水不一定全部滲至地下水面，部份

會順著地勢在泥土中流動，稱為表層流。其餘則順著地勢沿地下水面流動，成為基本徑流。表

層流和基本徑流都可歸入底層徑流，滲入湖泊、湖泊或海洋，再流出地表。 

 



 七

大埔滘之水文循環: 

  地球上的水主要儲存在五個地方，分別是大氣圈、海洋、河流(或湖泊)、植被和土壤(或岩

石)。水在這五個地方之間循環不息地流動的過程，就是水循環。 

在大埔公路近大埔滘郊野公園的一條小河附近，曾傳出一些有關冤魂不散的鬼故事，因

此，這個地方又名"猛鬼橋"。有關傳聞源於 1955 年 8 月，此處曾發生一件悲劇：一班遊人正

在此處旅行時，突然下大雨，於是他們便走到橋下暫避，不料山洪暴發，洪水把他們衝出大海，

無一生還，二十八人全部罹難。為甚麼河水的水量會突然暴增？這些河水從哪裏來？為何在新

界的一些河邊，都架有告示牌警告遊人下雨時要提防山洪暴發？要了解這宗慘劇發生的原因，

我們先要了解下雨和山洪暴發的關係。慘劇發生於八月，正值本港的雨季。當雨水 ( 降水的一

種 ) 從天降下，大部分會被這裏茂盛的林木所截留，餘下的才落到地上。加上該區的泥土常有

林木保護，氣候較潮濕，所以岩石容易受到風化影響，使該區的泥土有一層較深厚的風化物質，

讓水分容易慘入泥土。因此，即使該區大雨當下，相對較少部分的雨水會即時在泥土表面形成

河流。由"猛鬼橋"的水循環特徵看來，即使發生慘劇時適逢大雨，河上的流量也不會即時大量

增加。那麼，釀成這宗慘劇的洪水到底來自何方？答案是來自較早前的豪雨。這些雨水降下後，

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由集水區經表面徑流流入小河，或經地下的表層流、間層流和基本徑流流

入河流。因此，河流擁有洪峰流量的時間通常都比雨量最多時為遲。這誤差稱之為"滯後時間"。 

  在大埔發生慘劇的地方因四周長滿林木，而河谷又有一層由崩積層所風化成的較深厚泥

土，使雨水有較多時間慘入泥土，表面徑流較少；此外，因河盆的形狀較狹長，河水需要更多

時間才流到"猛鬼橋"的位置，所以滯後時間也較長。這班遊人遇害時，便是在河流流量達至最

高峰的時候。由於有很多因素影響河流的洪峰流量和滯後時間，所以如果我們要搜集當地的資

料情況，需要配合精密儀器才可計算出來。但為免遇上山洪暴發，最好還是避免在大雨過後的

短時間內走近河邊遊玩，以策安全。即使是相同的河道，位置不同，河速各異，例如河流中心

的流水因遇上較少摩擦力，流速較河邊為高。 

大埔滘自然保護區的植被覆蓋量高，當降雨時，因植物多，所以莖流加強，雨水能沿著樹

幹直落而下，有貫穿降水的情況出現。另外，因為該區植被覆蓋量高。當降雨時，土壤因有樹

木作莖流及截留，所以雨水不會直接落下，濺擊表土，使土壤受到侵蝕及淋溶。其次，高日射

時，因為有大量植被遮擋陽光，所以，表土不會被暴曬至乾化。最後，樹木能為土壤提供大量

枯枝落葉，增加土壤的腐殖質，使土壤肥沃，不會變得貧瘠。因此大埔滘護理區內的生態系統

是相對地較成熟的。 

 

參考資料: http://hkgnu.org/gnu_periodical_55_a6.htm 

 八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內之林路 

觀鳥應有的禮儀： 

1. 切記保持寧靜，以免驚嚇鳥兒。 

2. 若喜遇鳥巢，不要過度接近而驚嚇鳥兒，造成棄巢慘劇。 

3. 不要驚嚇、驅趕、追逐及捕捉鳥兒或鳥蛋。此乃非法行為，違者會被檢控。 

4. 愛護花木，切勿破壞生態、亂拋垃圾。 

5. 攝影時應盡量利用自然光，以免驚嚇鳥兒。 

6. 若無緣發現鳥蹤，但能遠離市俗煩囂，投身大自然的懷抱，亦是賞心樂事。 

觀賞蝴蝶應有的守則： 

1. 所穿衣服的顏色愈配合大自然，愈容易近距離觀察蝴蝶。  

2. 在野外有很多機會跟蝴蝶相遇，帶備一本輕便的蝴蝶圖鑑可作辨認之用。  

3. 勿採捕或騷擾任何蝴蝶，包括卵、幼蟲及蛹。 

4. 勿破壞牠們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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