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面質詢

梁孫旭議員

就保護中華白海豚提出書面質詢

中華白海豚屬于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有海洋中的“大熊貓”之稱，
於粵港澳大灣區所處的珠江口分布最密集。近年，隨著海洋環境的
變遷，生存環境堪憂，更被列為“易危物種”，亟待加強保育。僅
近兩年，本澳海域多處如路環鄉村馬路對開海面、新城填海區(A區
)與珠澳口岸人工島之間(即東方明珠)對開海面、竹灣海灘、澳門機
場海灘附近等，就相繼出現中華白海豚屍體漂浮或者擱淺的情况，
引發社會對本澳保護瀕危野生動物和海洋環境狀況的持續關注和擔
憂。
實際上，早在1995年本澳就已經陸續著手開展保護中華白海豚的相
關工作，先後與廣東與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建立密切交流合作關係
，將中華白海豚保護列爲合作事項；與中山大學海洋學院的專家團
隊合作開展“澳門周邊水域中華白海豚調查”研究項目，以瞭解澳
門周邊水域的生物現況以及收集更多有關中華白海豚和其他海洋哺
乳類動物的資料等。但是，即便如此，近年本澳屢現中華白海豚浮
屍海面或者擱淺海灘的殘酷現實，仍然突顯出有關保育機制和工作
存在較大完善和進步空間。
基此，為助有關機制和工作進一步完善和改進，本人提出如下質詢
：
一、近年本澳海域多處出現中華白海豚屍體，社會大眾期望調查有
關原因並向社會公佈，以助社會釋除疑慮、提供意見和參與保護，
但是至今有關當局未說明調查進度或者結果，究竟原因為何，當局
能否作出交待？
二、本澳參與中華白海豚保護的工作較早，但是現實狀況反映出相
關工作仍有需要檢討之處，譬如工作開展的持續性、合作機制的有
效性、人才培育的實效性等。對此，當局能否介紹一下近三年有關
工作開展情況，以及如何進一步檢討相關工作？ 
三、針對中華白海豚的保護，本澳還需多管齊下，標本兼治。譬如
，治標之策，可以考慮引入聲吶監測和反射系統設備以加強海域珍
稀生物的迴遊路徑監測和引導；治本之策，可以考慮參考國家農業
部制定的《中華白海豚保護行動計劃（2017—2026年）》，擬定科
學系統的澳門保護方案。對此，當局將作何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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