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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來源，DR. BRIAN KOT/AQUATIC ANIMAL VIRTOPSY LAB 
香港過去十年發現 80 多具海龜屍體。 
【警告：一些圖片或會令人不安】 
 
香港一批科學家過去一年多研究在香港水域擱淺的瀕危受保護海龜，發現身亡

的海龜體內，含有大量海洋垃圾，包括塑膠手套、膠袋、包裝紙等等。 
團隊強調，由於海龜屍體腐爛程度嚴重，難以判斷死因，但海洋垃圾問題值得

人們關注。 

7 隻身亡的海龜 
獲香港漁護署批准， 香港城市大學臨牀動物醫學系及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

的專家自去年 8 月開始協助解剖及研究在香港擱淺的海龜，希望查找海龜的主

要死因，也是全球第一個團隊，以影像解剖的方式去研究死亡的海龜。 
團隊研究的 12 隻擱淺海龜來自兩個品種：綠海龜和在香港極為罕見的棱皮

龜，均是瀕危受保護動物。綠海龜以前會在香港深灣的海灘生蛋，根據專家估

算，每年在香港會發現約 10 至 20 隻擱淺或死亡的綠海龜。棱皮龜是世界最大



的海龜品種，並非每年也能夠在香港目睹牠們，而多數發現的時候，都只剩下

屍體。 
這 12 隻海龜大多在香港東部或南部水域被發現， 當中 7 隻已經身亡，包括 6
隻綠海龜和 1 隻梭皮龜，全部均是十歲以下，尚未成年。 
除了一隻海龜身上有明顯遭船隻撞擊的痕跡，其牠海龜則大部分發現體內有大

量海洋垃圾，不排除死因與海洋污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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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龜的龜殼有明顯的撞擊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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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隻龜解剖後發現完整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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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龜體內有不同種類的塑膠廢料。 
 
負責研究項目的城大臨牀動物醫學系客座助理教授葛展榮對 BBC 中文表示，海

龜本身有能力從體內排走細小的垃圾，曾經見過有活海龜排出塑膠手套，但如

果海龜體內積存過多或過大的垃圾，牠們的腸道可能會出現潰瘍，或是有消化

不良，營養吸收不足的問題。 
他說，有一隻海龜，體內由喉嚨上食道、到胃部和大腸小腸都有海洋垃圾，更

見到有完整的塑膠手套。 
葛展榮說，「香港這麼小的地方，都有海龜的存在，而那只有 10 隻、8 隻的海

龜，都可以發現有海洋垃圾，這不是一個外國紀錄片在見到的東西，原來香港

海龜也面對同樣問題，可以反映海洋污染在地區和國際上，都是非常嚴重。」 
這批海龜體內的一些包裝紙上繁體及簡體字都有。 但葛展榮說，垃圾來源地有

待進一步研究，「海龜是一種會遷徙的動物，並非住在香港，之前追蹤一些海

龜發現，牠們會遊到台灣小琉球群島、或是東沙南沙一帶或是海南島與南中國

海域，要確實知道垃圾來源需要進一步研究，會是調查的方向。」 
2016 年針對香港的海龜研究發現，只有 25%的海龜體內含有海洋垃圾，在城

大團隊發現這個比例有所增加，顯示可能有需要更關注海洋污染問題。 
香港漁護署對 BBC 中文表示，綠海龜出沒範圍廣闊，在香港出生的綠海龜成年

後大部分時間在香港以外的覓食地生活，所以並沒有在香港周邊海域出沒的綠

海龜統計數字，但從 2010 年至 2019 年，署方合共發現 83 隻死亡海龜包括綠



海龜，但由於屍體大多腐爛，難以判斷死因，而近月發現的死海龜即使體內有

塑膠，也無法判定死因。 
署方強調，在香港，所有海龜品種都是瀕危物種，任何人如非按照法例規定進

口、出口、再出口或管有瀕危物種，均屬違法，一經定罪，面臨最高 1,000 萬

元罰款及十年監禁。 
而署方亦指出，綠海龜等海洋生物面對不少生存挑戰，包括捕魚活動、海上交

通和海洋垃圾等，署方積極與其他部門積極改善海上垃圾問題，例如安排潛水

員在深灣水域清理棄置魚網和垃圾，亦設置遙距監察攝影系統，監察海面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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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解剖顯示其中一隻海龜食道脹大。 

 



圖像來源，DR. BRIAN KOT/AQUATIC ANIMAL VIRTOPSY LAB 
影像解剖顯示其中一隻海龜腸道疑因異物出現問題。 
 
香港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的科學事務經理張瑪珊對 BBC 中文表示，相比中華白

海豚，香港很多人事實上並不知道當地有海龜出沒，又或者覺得不需要盡力保

護。中華白海豚因為其在區內的獨特性及其外表比較討好，成為了保育界的

「明星動物」，多年來也是香港最受關注的瀕危動物，港府及坊間也把焦點投

放在中華白海豚身上。 
「很多人來參加我們的海龜保育活動時，都會說不知道有海龜來香港生蛋，他

們都覺得很震驚，還以為這是傳說來的，顯示大家對海龜的保育關注比較

低，」她說，「一些明星物種得到更多資源，這會產生資源錯配的問題，你看

到中華白海豚有海豚保護區，又有特設的海豚海岸公園，但綠海龜呢？牠們受

到的注意則少很多。我們都希望政府加大力度，在教育和執法上，更加保護這

種唯一會在香港繁殖的海龜，否則牠們又少了一個容身之所。」 
香港南丫島深灣曾經是綠海龜生蛋繁殖的地方， 自 1999 年開始，港府把深灣

沙灘及附近水域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每年 6 月至 10 月劃為限制地區，

不准人進入，設有專員 24 小時駐守，和定期清理該區的垃圾。 
過去 20 年，綠海龜在該處產卵超過 2000 顆，但署方自 2012 年開始，並沒有

發現綠海龜在深灣沙灘產卵。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綠海龜是瀕危受保護動物。 



 
圖像來源，REUTERS 
海龜一般會在成年後回到出生地產卵。 
 
環保團體質疑，當局執法力度不足，沙灘附近仍然有很多人為活動，可能因此

嚇退了想回來生蛋的海龜。 
漁護署對 BBC 中文表示，署方一直透過各項保育措施保護綠海龜及牠們的產卵

地，近期亦建議將深灣限制地區擴展至鄰接的海灣水域，並把限制期由每年 5
個月，延長至每年的 4 至 10 月。 
張瑪珊表示歡迎政府擴大保護區的範圍，相信措施會有一定成效，因為綠海龜

一般在 20 至 30 歲會重回出身地交配生蛋繁殖，期望看到以前在香港出世的海

龜能夠回家產卵，但促請當局要確保足夠的執法力度，阻止該區有太多非法的

人為活動。 
她亦指，海龜體內有海洋垃圾顯示政府有需要正視海洋污染問題。她所屬的組

織定期會舉行清潔海灘活動，該組織估計約 8 成香港海洋垃圾來自中國大陸。 
在新冠疫情開始後，口罩及醫護手套等垃圾明顯增加。 
張瑪珊指出，香港基於其地理位置，是各地海洋垃圾飄流過來的集中地，呼籲

港府能夠牽頭協調，為區內能夠更多跨地合作，共同制定減廢指標，並可投資

一些清潔海洋的科技，以更好保護區內的瀕危動物。 
署方則回應指，一直與區域內的國際相關機構合作，並自 2000 年起與廣東省

惠東港口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持聯繫和合作，就雙方的海龜保育工作進行

交流，包括資料交換、科研項目及護理人員培訓等。 
 
轉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5495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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