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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洲簡介 

鴨洲位於香港東北部水域、鄰近沙頭角，是一個

面積只有約 2.8 公頃的偏遠小島。由於鴨洲的形狀

狹長，而且島上有一個貫穿鴨洲北端的「洞眼」，

整個島的外形就像鴨子俯伏於海上，鴨頭朝北，鴨

尾向南。 

鴨洲由多種沉積岩組成，包括角礫岩，礫岩及砂

岩。角礫岩和礫岩由石塊膠結而成，前者石塊形狀

較不規則，後者卻較圓滑，而砂岩則是由砂粒沉積而成。「鴨眼」所在之地，是岩石較多縫

隙和弱點之處，所以海浪長期沖刷，令該處岩石的兩邊漸次形成海蝕洞。持續的大自然力量，

最終將兩邊的海蝕洞挖通，連接成一條拱形的通道，稱海蝕拱。這些沉積岩的好地方，岩石

呈棕紅色，表示含鐵氧化物豐富，而各種岩石均外露易見。 

鴨洲島原來很荒涼而又沒有淡水，不宜居住，但因為漁民有船，盛有淡水，便可泊船在鴨

洲避風，逐漸鴨洲便成為漁民聚居的地方。1952 年真耶穌教會在鴨洲島建立木造會堂，成立

教會。五十年代初期，鴨洲開始搭建了十多間木屋茅棚，捕魚為生的信徒，聚居於小小的海

灣，停泊了大大小小的漁船共數十多艘，此時，適逢香港政府為了推行全民教育，得到漁類

統營處協助，於 1953 年成立漁民子弟學校，並借用會堂作課室，其後建立新校舍及修理運

動場。並在政府漁類統營處幫助下，成立「鴨洲改善生活合作社」，方便各人購買日常用品。 

1960 年駐港英軍由對岸鎖羅盤村敷裝輸水管通往鴨洲島，使村民不再受缺水的痛苦。1961

年取得美國經援處貸款三百多萬元建造四座大樓，分為 48 個單位，每單位約為 300 平方呎。

屋價原為 4800 元，但居住者只需每月量力還款，供滿 2000 元即可獲得業權居住。1964 年

真耶穌教會將木會堂改建鋼筋水泥的會堂。1969 年政府在鴨洲建造碼頭，方便船隻及人貨上

落。1974 年，電話開始通用，1981 年安裝電纜通往鴨洲島，使鴨洲有電力供應。 

到鴨洲遊覽，首先登上碼頭，左轉經漁民村，

沿海邊前行，便可看見很多剝落礫岩，多行幾步．

鴨頸及鴨眼洞便出現眼前。站在鴨眼洞中，往沙

頭角方向望去，鴨洲仔及鴨籮春兩個小島浮在海

上，而岸邊有一隻酷似綿羊的礫岩。穿過鴨眼洞

向左望，可以看見狗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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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適逢水退，還可綑岸邊一週，返回碼

頭。中途可一睹華盛頓頭像、鴨腳石、鴨尾

洞等風化而成的奇景。據說，當年鴨尾洞是

島上唯一有少許淡水流出的地方，漁民曾在

洞口以混凝土築起一個小水池蓄水，但自從

在鎖羅盤駁水取得淡水供應後，洞口就再沒

有水流出，而且還長出了一棵大樹。如果在

潮水極退的時候經過鴨尾洞，還可以在洞外

的海邊拾取一些被海水浸成墨綠色的小石，

有人說這就是鴨屎石了。從碼頭起步繞岸一

周，大概要四十分鐘，但要注意潮水的漲退。 

 參觀後回船，記著乘船繞過鴨頭，這時東望是鴨，西望也是鴨，從鴨頭處望過去，同樣也

是一隻鴨，你會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