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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飼養野生動物，最初是用作炫耀財富

及權力，後演變成動物園或水族館，展覽稀

有動物。隨着社會發展，人們逐漸重視動物

的福利和權益，開始思考動物住在動物園之

中到底是否真的幸福。一直以來，我們都相

信動物園除了照顧動物一生，還擔當起教育

及研究作用，對於保育野生動物有正面作

用。然而，近年的科學研究卻發現，動物長

期被困，雖然三餐無憂，但並不合乎天性，

反而變成為人類服務，到底我們如何在飼養

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尹妮 特約作者

動物保育的策略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
「就地保育」（in-situ conservation），意
指將動物個體保留在出生地或棲息地，盡可
能在旁協助牠們在自然環境中成長； 二是
「域外保育」（ex-situ conservation) ，即是
將動物個體移出棲息地，在人工環境下進行
人為管理，包括協助生產，以確保或提升該
品種的生存機率。
「域外保育」起初只是緊急情況下的做
法，主要用於瀕危絕種的動物，不過因其有
着較易操作、容易得到研究成果等特點，所
以適用於此方法的物種愈來愈多，甚至演變
成為圈養繁殖。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表的
《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野生動物族群
數量在1970年至2016年間暴跌了68%，主
要原因是人類為了生產食物而破壞動物的棲
息地，砍伐樹林就成了劇減的主因。
動物園繁殖瀕危物種的成果顯然易見，像
是歐亞水獺、石虎、穿山甲等瀕危動物，在
野外棲息地不斷被破壞下，動物園確實給他
們一個棲身之所。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國寶熊
貓。大家都知道，熊貓因為野外棲息地破
壞、物種先天不易繁殖等因素，長期處於瀕
危滅絕邊緣，也引起內地政府的注意，投放
大量資源到保育熊貓之上。
經過多年努力，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證實在
2004年至2014年間，成年大熊貓的數量增
長17%，並且在2016年將大熊貓的評定級
別由「瀕危」等級改為「易危」等級，屬於
人工保育動物最為成功的例子。
然而，雖然人工繁殖可以幫助瀕危物種免
於絕後，但因為飼養的動物數量有限，常常
出現近親交配問題，導致動物基因改變和衰
退，而在運送動物到其他動物園繁殖也不容
易，甚至會發生不必要的慘劇，像是台北立
木柵動物園的7歲長頸鹿「宵久」，就在運
送到新竹六福村時死亡，經獸醫解剖後，才
發現長頸鹿有肺炎， 根本無法負荷長途運
輸。

拯救瀕危國寶
中國成效顯著

動物園非樂園

1.本題需要根據資料回答，同學可在文中找出
支持與反對的原因，例如支持的原因包括動
物園可以人工繁殖瀕危絕種的動物，並教育
公眾相關知識；反對的原因則可指出不是每
一種動物都適合人工圈養，即便動物園可以
提供食物與居所，但始終不及野外環境。

2. 本題需要舉出例子說明，同學可以參考文
中對動物表演的評論，指出動物表演變成

娛樂公眾的手段，動物反而被迫作出違反
天性的動作，像是要海豚到陸地上展示其
身體，其實會對其造成傷害，甚至教導公
眾錯誤的信息等。

3.本題屬於開放式問題，無固定立場，同學
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如選擇「應繼續存
在」立場，就應指出動物園在保育瀕危物
種上確有成效，而各項缺點亦有解決辦

法，如動物表演會傷害動物，那停辦表演
即可，而部分物種不適合圈養，則可慎選
物種，毋須「一刀切」關閉所有動物園和
水族館。如選擇「不應繼續存在」立場，
則可指出保育物種不是必須在動物園進
行，尚有其他方法如設立野外保育區等可
達至相同目標，但圈養過程中對動物造成
的傷害是不必要的，人類應盡量避免。

1 根據資料，試指出公眾支持和反對動物園和水族館圈養動
物的原因。

2 有評論認為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部分項目已失去保育動物並
教育公眾相關知識的意義，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
試舉例子說明。

3 你認為動物園和水族館應繼續存在嗎？試解釋你的答案。

想一想 答題指引

到動物園或水族館，動物表演幾乎是
不可缺少的一環，像是海豚跳起及拍
手，都會令觀眾感到興奮，但科學家的
最新研究發現，不少表演會對動物造成
傷害，例如野生的海豚其實不會跳圈，
也不會用側鰭為自己拍掌，又或是到陸
地上展示其身體，都是違反其身體的自
然構造，長期就會造成傷害。
世界各地都有關注海豚表演的團體，

他們指出部分訓練海豚的方法並不人
道，令海豚長期受壓，甚至出現自殘個
案，像日本沖繩及美國佛羅里達州水族
館都曾發生海豚躍出水族館或撞牆自殺
的悲劇。美國加州更有調查指，海豚攻
擊工作人員其實不時發生，當地甚至有
過半數人曾因此受傷，只是水族館從來
不會公開資料。
當人們開始關注到動物表演並不如想

像中美好後，就開始出現停止動物表演
的聲音，像是2013年出現的「Empty
the Tanks」行動，就要求水族館停止
海洋哺乳類動物表演，而香港的海洋公
園同樣有反對聲音，像是2018年就有
動保團體在海洋公園外抗議。
2020年海洋公園終於宣布停辦「海
洋劇場」，然而，不少動保團體擔心，
「海洋劇場」的終結並不代表海豚可以
退役，園方繼續容許遊客近距離接觸海
豚，始終會對海豚帶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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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館是熱門的旅遊景點，不少地方為吸引
遊客到訪，都會興建水族館展出海洋生物，然
而，是否每一種的海洋生物都適合人工飼養
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中又以鯨魚和海豚
的情況最值得關注。
科學家早已發現，鯨魚和海豚有很高的智
慧，雖然較大的活動空間，即便水族館的大水
缸再大，終究很難與海洋相提並論。長期處於
水族館內，對於高智慧的海洋生物而言就如身
處監獄，慢慢會出現反常行為。
例如在2010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海洋

世界內的一條虎鯨（俗稱殺人鯨）就將其訓練
師拖到水中殺死，引起大眾關注。
科學家研究後發現，虎鯨的天性中根本沒有

針對人類的暴力行為，反而圈養時因被迫與人
類親近，加上生活環境不理想，所以才做出反
常行為甚至是殺人。有研究顯示，虎鯨一天可
以游100公里，經常在南極半島至巴西海域間

來回游動，甚至有科學研究指虎鯨可以不停游
42天，可想而知，水族館對牠們來說是多狹窄
的地方。
除了空間之外，水族館的環境也不適合作為

鯨豚的棲息地，因為牠們對於聲音非常敏感，
水族館中儀器運作的噪音、遊人的聲音等，都
會令鯨豚不適，造成壓力。不少研究指出，人
工殖養的海豚，死亡率遠高於野生同類，像是
歐盟在2011年的調查就發現，野生瓶鼻海豚的
死亡率是3.9%，而圈養海豚的死亡率則高達
7.4%，幼海豚夭折的新聞亦不時發生。
另外，用於消毒的氯氣會令海豚出現皮膚敏

感，情況嚴重的話甚至會皮膚潰爛。
世界各地政府亦開始收緊圈養動物的標準，

像是法國政府就在2017年時收緊海豚和殺人鯨
的圈養規例，規定水族館不可以再繁殖或買入
新的海豚和殺人鯨，換言之，水族館在現有的
成員去世後，就不能再圈養新的動物。

難滿足生存需要 新例禁圈養鯨豚

近期新冠肺炎肆虐，觀光業的運作接近停頓，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入場人數也不斷下跌，部分甚
至出現經營困難，因為動物園不像其他企業般可
以暫停營業或裁員以減少開支，動物必須要有飼
料和食物，部分展區更要維持恒溫。
香港海洋公園就因此陷入財困，靠香港政府注

資才能維持營運，但不是每間動物園和水族館都
有那麼好運，像是擁有七百多種動物的德國新明
斯特動物園就因財困而無力支持動物的膳食，像
是海豹和企鵝每天都消耗大量鮮魚，而整個春季
損失的收入就達148萬港元。
為了減少支出，動物園方面甚至列出死亡名單，

打算殺死部分動物以餵飼其他動物。該動物園的總
監表示，雖然殺死動物令人傷心，但這是令其他動
物可以生存的最後手段，如果情況持續，她寧願對
動物實施安樂死，也不會令動物餓死。

新冠影響入場數
為減支出開殺戒

星期一 ．通識時事聚焦 /品德學堂
．百搭通識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百科啟智STEM 星期四 ．通識博客 星期五 ．文江學海

■水族館應否圈養動物引起社會關注。 網上圖片

■大熊貓成功從瀕危名單中除名。資料圖片

■■鯨類有高等智慧鯨類有高等智慧，，未必適合圈養未必適合圈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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