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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的保育概況及建議工作方向 

 

 

1   目的 

 

1.1 本文件旨在簡述大嶼山主要的自然生態、文化遺產及景觀的現況，作

為本小組考慮保育策略的背景參考及建議保育工作的方向。 

 

 

2  自然生態 

 

2.1 大嶼山是香港重要的生態和景觀資源，動植物種類繁多，島上可找到

約 180 種蝴蝶、60 多種蜻蜓、40 多種爬蟲類及近 20 種兩棲類等。很

多地點亦已被確定為具有重要生態價值，其中包括山地森林、天然木

林、未受汚染的溪流和沿岸水域，這些地點深具保育價值。 

 

2.2   陸地生態 (圖一) 

 

(a)  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 

 

  (i) 郊野公園 

2.2.1 根據《郊野公園條例》所指定的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均受到法例保

護，免其受到周邊不協調發展的影響。目前，整個大嶼山約七成土地

位於郊野公園範圍內，具高生態、保育及景觀價值。大嶼山內共有三

個郊野公園，即南大嶼郊野公園、北大嶼郊野公園及北大嶼郊野公園

（擴建部分），及有兩個在郊野公園範圍內之特別地區- 鳳凰山和大

東山，以保護其天然林地。郊野公園覆蓋大嶼山主要山脈和山坡，以

及芝麻灣、水口和大嶼山西南部的海岸，內有各種不同生態環境，例

如原始溝壑、草地、灌木林和茂密的林地。除管制在郊野公園範圍內

的發展外，當局並透過適當的管理，包括植林和防止山火，促進生態

環境和生物的多樣性，根據《郊野公園條例》第 4 條，當局亦鼓勵為

康樂與旅遊目的，提供設施及服務，使公眾人士得以享用郊野公園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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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地區。 

 

(ii)  郊野公園的“不包括的土地＂ 

2.2.2 在 2010 至 11 年的施政報告中，政府承諾會把全港當時仍未納入分區

計劃大綱圖的 54 幅“不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

定規劃程序確立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及社會發展需要，當中有 10

幅“不包括的土地＂位於大嶼山。其後鹿湖、牛過田、大蠔及二澳已

有法定圖則覆蓋，餘下的“不包括的土地＂包括煎魚灣、地塘仔、二

東山、萬丈布、位於南山附近的地點及位於雞翼角附近的地點。 

 

(b)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2.2.3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規劃意向，是保存和保護具特殊科學價值的景

物，例如稀有或特別品種的動植物及其生境、珊瑚、林地、沼澤，或

在地質、生態或植物學／生物學方面具有價值的地方。設立此地帶的

目的，是阻止市民在地帶內進行某些活動或發展。大嶼山有八個「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除頭灣外，其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已

全部或大部分為郊野公園或法定圖則所覆蓋。其地點及重要性列於下

表:  

 

地點 重要性 保護機制 
大東山 該地點擁有森林植物品種，包括

穗花杉，大果馬蹄荷，木蓮及光

臘樹。 

郊野公園 

萬丈布 這遍森林峽谷長有罕見的植

物，例如小葉厚皮香；而龍仔悟

園內亦種有各種特別的植物。 

主要為郊野公園(餘

下小部分為政府土地

和小量私人構築物) 

鳳凰山 該地點長有獨特的樹木品種，包

括大果馬蹄荷，木蓮，八角及木

蘭等。 

郊野公園 

薄刀刃及

婆髻山 
這兩個鄰近的地點擁有不受干

擾的高地灌木林，其植物學價值

極高。在該處曾發現多種稀有植

物。 

郊野公園 

頭灣 該處獨特的環境有利海草健康

成長，海草床為海洋無脊椎生物

提供有利的生境。 
 

政府土地/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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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重要性 保護機制 
新洲 該處擁有香港最大的毛葉杜鵑

花的群落。 
大部分為郊野公園/

小部分為政府土地 

昂坪 此昂坪河溪及林地地帶是盧氏

小樹蛙(香港受保護動物)的重要

棲息地。 

法定圖則 

大蠔河 大蠔河育有最多品種的淡水魚

和鹹淡水魚，亦是全港唯一已知

有香魚出沒的地點。近河口處長

有一些紅樹及海草叢。大蠔河的

泥灘也曾發現具重要保育價值

的馬蹄蟹圓尾鱟。 

法定圖則 

 

 

(c)  自然保育區 

2.2.4 自然保育區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

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易

受破壞的天然環境如郊野公園，以免附近發展項目對這些天然環境造

成不良影響。一些具生態價值和景觀價值的地點，如昂坪的林地溪

流、愉景灣的西北高地、大澳蘆葦林和紅樹林重植區，已在法定圖則

被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此外，鹿頸的天然岬角和東涌東南面與

郊野公園接壤的部份等地點，亦劃作自然保育區。 

 

(d)  海岸保護區 

2.2.5 海岸保護區的規劃意向，是保育、保護和保留天然海岸線，以及易受

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包括具吸引力的地質特色、地理形貌，或在景

觀、風景或生態方面價值高的地方，而地帶內的建築發展，會維持在

最低水平。位於大嶼山南岸的貝澳、長沙及塘福、大澳北面的狹長海

岸和愉景灣的紅樹林區和岩岸，均已在法定圖則被劃為「海岸保護區」

地帶。  

 

(e)  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 

2.2.6 除上文所述已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大蠔河及昂坪河溪外，

東涌(莫家及石門甲) 、黃龍坑、深屈、塘福和貝澳均有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河溪。東涌(莫家及石門甲)及大蠔河孕育了豐富的淡水魚類。

有近半的香港淡水魚類物種均可在這兩處地點發現，其中更有香港首

次發現的品種。這些河溪部份已納入郊野公園和法定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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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其他具生態價值的地點 

2.2.7 其他具生態價值的地點如下：  

 

地點 物種 
竹篙灣附近的扒頭鼓和大嶼山附近的石

鼓洲 

白腹海鵰 

 

大嶼山附近的周公島、石鼓洲和喜靈洲 香港雙足蜥 

石壁 北江光唇魚、華南湍蛙及

廣東紫薇 

分流 油葉柯 

地塘仔 華南湍蛙 

 

 

2.3  海洋生態 

 

(a)   大嶼山西面及北面水域的中華白海豚 

2.3.1 大嶼山西面及北面的水域是全香港最重要的中華白海豚區域。直至

2013 年，全港海豚踪影出現最多及高密度的水域，包括西大嶼山、

西北大嶼山、東北大嶼山及西南大嶼山。其中重要的海豚活躍區，包

括位於大嶼山西海岸線的大澳半島至分流附近的水域、沙洲及龍鼓洲

海岸公園和大小磨刀附近的水域，當中包括大小磨刀以南。 

 

2.3.2 西大嶼山沿岸一帶為高密度的海豚出沒地點（密度較北大嶼山及沙洲

及龍鼓洲海岸公園一帶更高）。於 2002-2008 年期間，西大嶼山是香

港中華白海豚繁殖的重要水域。 

 

2.3.3 為了保護白海豚和其他海洋生物的生態境地，大嶼山附近已劃定或建

議劃定以下的海岸公園 : 

 

(i) 沙洲及龍鼓洲海岸公園 

2.3.4 沙洲及龍鼓洲於 1996 年 11 月 22 日被指定為海岸公園，海域面積約

1,200 公頃。沙洲及龍鼓洲海岸公園受到珠江流水的影響，流出的河

水令海水鹽度降低但同時含有豐富的有機營養，有助這一帶多樣化的

動植物生長，並為海洋魚類及貝類提供重要的孕育場所。沙洲及龍鼓

洲海岸公園有豐富的漁業資源，並且是中華白海豚的重要生態境地。 

 

(ii) 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及索罟群島海岸公園 

2.3.5 政府於 2014 年 9 月公布指定擬議的大嶼山西南面海岸公園和索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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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海岸公園的計劃，擬議的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和索罟群島海岸公園

分別佔約 660 公頃和 1,270 公頃的水域。該水域是中華白海豚和江豚

主要棲息地之一，指定這一帶水域為海岸公園，有助長遠保育附近的

海洋環境。政府將會在 2015 年啟動另一輪公眾諮詢及其他必要的步

驟，以尋求在 2017 年年初或之前完成指定海岸公園的法定程序。 

 

(iii)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2.3.6 大、小磨刀洲附近的水域為其中一個中華白海豚踪影出現最多的區

域。港珠澳大橋工程的環境評估報告中顯示，香港口岸的建造和營運

過程中，可能會影響到水質及海洋生境，及對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造

成損失，並需作出緩解。故此，大、小磨刀洲作為中華白海豚的活動

核心區，政府已計劃將指定該區為海岸公園，以加強保育中華白海

豚，及有效地緩解因工程而影響中華白海豚棲息地。 

 

(iv) 鄰近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的海岸公園 

2.3.7 在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爲三跑道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機場管

理局建議設立一個新的海岸公園，以補償三跑道系統對白海豚的影響

及促進將來白海豚的棲息。擬議的海岸公園海域面積約 2,400 公頃，

與計劃中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現有的沙洲及龍鼓洲海岸公園及機場

三跑道系統的船隻限制區連接，形成一個面積達 5,200 公頃的海洋保

護區，對長遠保育白海豚發揮重大作用。 

 

(b)   其他具生態價值的地點 

2.3.8 其他具生態價值的地點如下： 

 

地點 物種 
東大嶼山 — 芝麻灣 紅樹林及石珊瑚 

南大嶼山 — 水口、貝澳及塘福廟灣 馬蹄蟹及紅樹林 

西大嶼山 — 大澳半島、二澳及分流 中華白海豚、馬蹄蟹、

紅樹林及海草床 

北大嶼山 — 小蠔灣、大蠔灣、 

東涌灣、頭、深屈、欣澳及馬灣 

中華白海豚、馬蹄蟹、

紅樹林及海草床 

長洲及喜靈洲附近水域 江豚及石珊瑚 

 

 

(c) 魚類養殖區 

2.3.9 長沙灣魚類養殖區位於芝麻灣鄰近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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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遺產 

 

3.1 簡述 

 

3.1.1 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位處香港最西南面及珠江河口，與珠海及

澳門一海之隔。歷來曾有不同名稱，如大奚山、大漁山、爛頭島等。

早於石器時代，大嶼山沿海一帶便有人居住。據古物古蹟辦事處資

料，大嶼山有五十個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1
(圖二)。 

 

3.1.2   考古學家在大嶼山沿海一帶的大浪、二浪、塘福、貝澳、石灣及沙

螺灣等，曾發現唐代灰窰，估計當時不少沿海居民依靠石灰修補船隻

為生，灰窰工業佔一定地位。至宋朝，大嶼山成為了當時重要的鹽場
2
，產鹽的地方分佈在大澳、梅窩、大嶼南等地。及後，梅窩和大嶼

南的產鹽業逐漸息微，只餘下大澳鹽田繼續經營
3
。明清時代，倭寇

為患，因而沿海地區興建炮台以作抵禦。到抗戰時期，大嶼山結集游

擊隊與日軍對峙。在歷史長河中，大嶼山有著不可或缺的影響及歷史

文化價值。 

 

3.1.3 隨著時代的演變，大嶼山已成為重要的交通樞紐及旅遊中心。隨著正

在興建及規劃中的大型基建發展陸續落成，包括港珠澳大橋及屯門至

赤鱲角連接路、東涌新市鎮發展擴展及擬議的機場第三跑道等，大嶼

山的角色將進一步加強，在香港長遠發展具有策略性位置。 

 

3.2 古蹟文物  

 

3.2.1 因大嶼山有其悠遠的發展歷史，島上古蹟及文物建築尤為豐富。大嶼

山現有五個法定古蹟，包括石壁石刻、分流石圓環、分流炮台、東涌

炮台及東涌小炮台
4
(圖三)。古物古蹟辦事處將這些地點列為古蹟，

目的是以便進行保護工作，並防止其他人對古蹟作任何破壞及改動。 

   

 (a) 石壁石刻 

3.2.2 大嶼山石壁石刻的位置相信為昔日的海濱，但由於海岸變遷，現已變

成離海岸約三百米的內陸地方。石刻紋飾由幾何圖案，包括方形及圓

 

                      
1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http://www.amo.gov.hk/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chi.pdf 
2 資料來源：《香港—離島區風物志》，2007，離島區議會 
3 資料來源：《大嶼山》，呂烈，2006，三聯書店 
4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http://www.amo.gov.hk/b5/monuments_islan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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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螺旋紋構成，與青銅時代陶器和青銅器上的紋飾較為相似。故此或

可推斷，這石刻大約是青銅時代，即約三千年前的先民所刻鑿。 

 

(b) 分流石圓環 

3.2.3 石圓環長 2.7 米、寬 1.7 米，排列呈橢圓形，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及青

銅時代早期文化特徵之一。相類的巨石結構，在中國也有發現；香港

出土新石器和青銅時代的文物既然十分豐富，石圓環的發現，當非偶

然。堆疊石圓環的目的已無法稽考，但大抵與宗教儀式有關。 

 

(c) 分流炮台 

3.2.4 分流炮台位於大嶼山西南端，俯瞰來往珠江的航道。炮台於清朝文獻

中亦稱大嶼山炮台、雞翼角炮台或石筍炮台。估計於康熙五十六年

(1717 年)建成，炮台長約 46 米，闊 21 米，牆身以花崗石及青磚疊

砌而成。炮台曾遭海盜所據，及至 1810 年間，海盜先後向清廷投降，

炮台才再恢復戍守。估計至 1898 年新界租借予英國後，炮台才正式

棄置。 

 

(d) 東涌炮台 

3.2.5 東涌炮台在清朝時稱為東涌所城，為大鵬灣右營的水師總部。炮台入

口之花崗石額刻有道光十二年(1832 年)字樣，當為建造年代。自新

界在 1898 年租借給英國後，清兵自炮台撤退，炮台先用作警署，後

用作華英中學校舍、東涌鄉事委員會辦事處及東涌公立學校。 

 

(e) 東涌小炮台 

3.2.6 古蹟於 1980 年，在東涌碼頭附近臨海的山坡上發現。古蹟為一道曲

尺形的圍牆，牆角有一處平台，可能是擺放大炮所用。根據《廣東通

志》記載，嘉慶二十二年(1817 年)曾在大嶼山東涌石獅山腳建造兩

座炮台。若如《廣東通志》所載，該地建有兩座炮台，這一遺蹟無疑

是其中一座。 

 

3.2.7 此外，大嶼山亦擁有四十七項已獲評級/擬議評級的歷史建築(圖

三)，包括評定為一級歷史建築位於大澳寶珠潭的楊侯古廟，以及其

他著名的二級及三級歷史建築，包括寶蓮室主樓、鹿湖精舍、梅窩的

袁氏大屋、東涌侯王宮、大澳關帝古廟、以及已改建為文物酒店的舊

大澳警署等。這些歷史建築主要集中在東涌、大澳、梅窩、鹿湖、羗

山等地，皆為當地人文活動的歷史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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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文化風俗 

 

3.3.1 大嶼山的文化風俗與其悠遠的歷史息息相關，由於大澳及梅窩是昔日

主要的聚居地，這兩地的文化風俗尤為豐富。而其他的認可村落，主

要沿海分布，不少較為偏遠的村落至今仍保留著傳統的鄉村氣息。另

外，由於大嶼山西北面的高地，即鹿湖及山一帶，山林蒼翠，清幽

寧靜，尤其適合禪修，故此，山中禪院、精舍、寺廟林立，而天主教

的修士亦於梅窩附近創立神樂院
3
，孕育出大嶼山高地濃厚的宗教氛

圍。 

  

  (a) 大澳漁村 

3.3.2  大澳位處大嶼山西面，鹽業及漁業曾是過去重要的經濟活動。據記

載，清朝乾隆年間，政府著力發展鹽業，在大嶼山及大澳島之間築起

堤圍，把大嶼山沿岸淺灘變成鹽田，鹽田約佔大澳三份之二面積，鹽

業曾盛極一時。由於大澳臨近珠江口，擁有優良的海灣水道作為船隻

的避風塘，是停泊漁船、補給維修的理想地點，故大澳亦成為漁民聚

居的地方。全盛時期，大澳擁有 500 多艘漁船，30 多間漁商
5
。 

 

3.3.3  地理上，大澳一河兩岸，昔日居民會利用橫水渡往來水道兩岸，漁民

以船代車，穿梭水道。棚屋沿水道而建，棚屋之間以木樁、木板搭成

的棧道相連，過往的棚屋不但是人們的居所，更是漁商的店舖，作為

向漁船收購漁獲的地方
5
。而大澳棚屋的歷史，最早可追溯至清朝，

距今約有三百年歷史
3
。由於棚屋水道的特色，大澳更享有東方威尼

斯之譽。雖然鹽業及漁業已沒落，但用鹽醃製的鹹魚以及蝦膏與蝦

醬，成了大澳的特產。今天的大澳，憑藉其獨特的歷史背景，已發展

成為大嶼山重要的旅遊點，同時保留了昔日珍貴的漁村風貌。 

 

3.3.4  大澳歷史悠久，歷史建築甚多，如關帝古廟、石麟閣、天后古廟、舊

大澳警署等；而文化風俗亦甚為豐富，其中一項較具特色的傳統宗教

活動 ─ 「端午龍舟遊涌」，已有逾百年歷史，在 2011 年更被列入國

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
6
。 

 

 

 

                      
5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大澳海域的漁業文化特色：

http://www/hktraveler.com/HKFish_to2013/edu.character.htm 
6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古今文化：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culture-heritage/living-culture/tai-o-dragon-boat-water-
parad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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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梅窩 

3.3.5 梅窩古稱「梅蔚」，群山環抱，中間低陷平坦如窩，而區內白銀鄉、

梅窩舊村、大地塘、鹿地塘及涌口五村的位置，如五瓣梅花的形狀，

故有梅窩之稱。梅窩又名銀礦灣，從前曾以盛產白銀著名，後因礦藏

含銀量不足，1896 年礦場停產。現存的銀礦洞有兩處：銀礦下洞和

銀礦上洞，分別位於銀礦灣瀑布公園內及其旁
2
。 

 

3.3.6 在青馬大橋尚未落成已前，梅窩是進出大嶼山的主要門廊。區內的村

落保留著寧靜的田園景致。較大規模的賀誕活動有文武二帝誕及洪聖

爺誕。而區內著名的旅遊景點，包括銀礦灣瀑布、銀礦灣沙灘、歷史

建築如袁氏大屋及更樓等，為梅窩帶來不少旅客。 

 

(c) 寺院及廟宇 

3.3.7   大嶼山另一獨特之處，是其濃厚的宗教氣息。大嶼山的昂坪、鹿湖、

羗山、地塘仔以及靈會山（萬丈布）五地合稱「五大禪林」
7
。據資

料顯示，大嶼山現有廟宇超過八十間，主要集中在昂坪、鹿湖、羗山

一帶(圖四)，其中以昂坪的寶蓮禪寺最為出名。寶蓮禪寺的發跡始於

清朝光緒三十二年(1906)，初時名為「大茅蓬」，至 1924 年改名寶蓮

禪寺，1960 年代興建大雄寶殿，1970、1980 年代次第完成大殿禪房

靜舍，成為一座具規模的古剎
3
，隨後 1993 年天壇大佛開放，2005

年心經簡林落成，昂坪成為了香港重點的旅遊名勝。每年佛誕期間，

寶蓮禪寺會舉行浴佛儀式，場面十分熱鬧。 

 

3.3.8  另一方面，離開熱鬧的昂坪，大嶼山仍有不少禪院及精舍，讓信眾

在寧靜的山林進行禪修。當中歷史較悠久的「鹿湖精舍」，始建於

清朝光緒九年(1883 年)，為山二十六所道觀中最古老。精舍原名

為「純陽仙洞」，始創人為羅元一道士。鹿湖精舍本為道教的靜修

之地，後因羅元一主持將精舍交付予觀清法師，從此精舍改為敬奉

佛教
2
。精舍本身的建造與設計，亦相當精美和具有特色，故被列為

二級歷史建築，妥為修葺，加以保存。 

 

(d)  聖母神樂院 

3.3.9 除了寶蓮禪寺和天壇大佛等佛教元素外，島上的天主教設施亦不

少，例如熙篤會聖母神樂院。這所院舍是香港唯一一所中世紀建築

 

                      
7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地理系，口述歷史計劃 — 大嶼山鹿湖： 
 http://www.geog.hku.hk/lukwu/content/鹿湖發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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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天主教隱修院
8
，建於 1950 年代。當年，一群熙篤會的隱修士

來到人跡罕至大嶼山東南，在山巒之間建設了聖母神樂院，其後開

始養牛，經營牛奶場，生產出著名的「十字牌」牛奶
9
。時至今天，

牛奶已不在神樂院生產，而神樂院繼續屹立於寧靜的山林中，見證

著大嶼山多元化的宗教歷史。 

 

 

4 景觀 (圖五) 

 

4.1 大嶼山擁有獨特的景致。主要的山脊線由西南向東北伸延，並與貫

通南北的山谷縱橫交錯，周圍是狹窄的海岸高地和平原。根據<<香

港具景觀價值地點研究>>，大嶼山大部分地區的景觀均為高價值。

高價值景觀地區包括郊野公園、其他自然及未發展的地點和天然海

岸，均須保護及設有景觀緩衝區。除自然景觀外，大嶼山亦有很多

具獨特風貌及特殊景觀特色的地區，如大澳的傳統漁村，梅窩的歷

史鄉鎮，長沙/貝澳海岸和昂坪及羗山的宗教社區等。 

 

4.2 此外，還有一些建築物及大型發展，如機場、昂坪纜車及興建中的

港珠澳大橋等均是大嶼山的地標，也是大嶼山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4.3 高景觀價值的地區，大部分已劃為郊野公園、自然保育區、海岸保

護區及綠化地帶。如前所述，這些地帶不宜進行發展，倘若進行發

展，均須取得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理局總監同意，或向城市規劃

委員會取得規劃許可。 

 

 

5 建議工作方向 

 

5.1 大嶼山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歷史文化遺產及優美景觀，部份上述

的地點有甚高的保育價值，建議的保育工作方向是確保具高生態、

文物及景觀價值的地點不被發展所破壞，同時加強點、線、面的連

繫，並讓社會大眾更好地享受這些大嶼山的資產，而有關的保育措

施在制訂保育策略時會再作考慮。 

 

                      
8 資料來源：昂坪 360，大嶼山之旅： 
  http://www.np360.com.hk/tc/lantau-outdoor-fun/land/trappist-haven-monastery.html 
9 資料來源：聖母神樂院，滄桑五十年簡史： 
  http://www.catholic.org.tw/trappist/htmls/h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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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論 

 

6.1 以上建議大致平衡及協調大嶼山的規劃和保育需要，保護大嶼山郊

區作自然及文化保育，以及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康樂、旅遊及教

育用途。 

 

6.2 以上內容旨在為大嶼山的整體空間發展及保育策略的制訂提供背景

資料，請各小組委員備悉及就上述建議工作方向作討論。 

 

 

附圖 

   

圖一：自然保育 

圖二：大嶼山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圖三：大嶼山的法定古蹟及歷史建築 

圖四：大嶼山的主要宗教設施 

圖五：景觀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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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離島區風物志》，2007，離島區議會 

 《大嶼山》，呂烈，2006，三聯書店 

 坐言集之大嶼山簡史： 
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outisland/lantau/lantauintr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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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o.gov.hk/b5/monuments_island.php; 
http://www.amo.gov.hk/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chi.pdf 

 香港考古學會： 
http://www.hkarch.org/main/index.php/tw/academic-and-education-zh/educa
tion-zh/115-hk-archaeology-brief-zh 

 香港旅遊發展局，古今文化：大澳端午龍舟遊涌：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culture-heritage/living-cultu
re/tai-o-dragon-boat-water-parade.jsp 

 漁農自然護理署，大澳海域的漁業文化特色： 
http://www.hktraveler.com/HKFish_to2013/edu_characteristic.htm 

 離島區議會，離島假期： 
http://www.islandsdc.gov.hk/index.php?action=district&did=5 

 昂坪 360，大嶼山之旅： 
http://www.np360.com.hk/tc/lantau-outdoor-fun/land/trappist- 
haven-monastery.html 

 香港大學地理系，口述歷史計劃 — 大嶼山鹿湖： 
http://www.geog.hku.hk/lukwu/content/鹿湖發展的啟示 

 聖母神樂院 ，滄桑五十年簡史：  
http://www.catholic.org.tw/trappist/htmls/h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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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綠色生活，大嶼山系列(五)，13.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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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保護區

石鼓洲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備註 :

(1) 東涌石門甲的自然保育區根據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
     計劃而制訂，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正制訂其土地用途

(2) 大蠔現已為發展審批地區圖覆蓋，詳細土地用途地帶
     將會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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