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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摘要 

關鍵詞：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繫放 

 

一、調查緣起 

本案係「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之

第 3 年計畫，彙整先前的調查成果發現，本園區內經由繫放作業計增加 20 種新

紀錄鳥種名錄，繫放過程中同時進行的鳥種觀察，也另外增加 8 種新紀錄鳥種，

累計園區鳥類種數已超過 180 種。園區內的農業用地，亦是許多鳥類的重要棲息

環境，這些鳥類對於農地的利用狀況和農作的影響值得關注。長期、持續的鳥類

繫放調查方法對於瞭解候鳥在太魯閣園區內的動態有其實質的效益。 

本計畫針對過去發現較多候鳥的地區持續進行繫放作業，且在春秋過境期

間增加繫放密度，以探討不同種類候鳥通過園區的時程；整合過去的繫放成果，

呈現太魯閣地區候鳥的數量、形值、過境期間等基本資料。並配合繫放作業時程，

於西寶地區調查鳥類利用農地的現況。 

 

二、調查方法及過程 

固定樣區例行繫放 

維持過去的繫放頻率，在過去固定繫放的合歡農場和洛韶等地持續進行繫

放。合歡農場海拔約 2700 公尺，主要環境為針葉林，繫放對象以留鳥為主，每

二個月進行一次繫放；洛韶地區海拔約 1100 公尺，主要環境是農田，繫放對象

主要是冬季蒞臨的候鳥，工作時間因此著重在冬季候鳥抵達的時間，每月進行一

次繫放。此外，我們也將視氣候狀況和人力調配情況，於冬季在過去投入較多努

力的蓮花池增加繫放作業，一方面增加繫放的候鳥種類和數量，一方面也收集更

多候鳥的回收紀錄。 

 

西寶農場的候鳥繫放 

根據過去的繫放經驗，西寶地區的候鳥自 5 月中即全數離開，至 9 月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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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陸續出現，部分種類只在過境期間有捕獲紀錄。為增加紀錄的鳥種數，本年度

在過境期間將增加繫放頻率，其餘度冬月份（1、2、12 月）仍維持每月繫放一

次的頻率。 

 

鳥類利用農地資源之現況調查 

在西寶選取在農田中數量較多的種類，進行他們對於農作物的取用情形實

驗。共分二組實驗：(1) 配合繫放作業，將捕捉到的鳥單獨留置在籠中，並提供

飲水和當時農田主要的作物，紀錄他們取食的狀況。提供的食物將分成二種：一

是外型完整的作物，另一則是外表已破損的作物。實驗的目的是希望觀察會啄食

農作物的鳥種是否壞破壞農作物、亦或僅是啄食已經破損的作物。(2) 在鳥類活

動頻繁的農田中架設錄影設備，拍攝鳥類取食農作物的狀況。將農田中已經腐敗

破損的作物集中在一處，將錄影設備對準此處拍攝。此外，也在田中放置已經成

熟的作物，以另一組錄影設備拍攝。根據攝得的影像紀錄，比較二者在造訪鳥種、

造訪頻率和取用狀況的差異。 

 

整理繫放採集候鳥的留棲狀況和形值資料 

綜合整理自 2009 年起，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內的鳥類繫放成果，整理出

候鳥名錄、介紹各種候鳥在園區內的數量和出現時間、判斷其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的留棲狀況、並彙整各種鳥類的測量值資料。 

 

三、重要發現 

本年度的繫放作業新增加地啄木和褐色柳鶯等二種太魯閣國家公園新紀錄

鳥種，在繫放過程中的觀察並增加了小鸊鷉、小秧雞蒼鷺和高蹺鴴的發現紀錄。

自 2009 年起，我們藉由繫放捕捉所紀錄的 97 種鳥中，有 23.7% （23 種）的種

類是過去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內未被紀錄的種類，若是只記候鳥的話（共 42 種），

更有高達 54.8%的種類是過去沒有在園區內被記錄過。除表示過去太魯閣國家公

園候鳥多樣性被低估外，也顯示繫放是調查鳥種數的有效方法。這些繫放的鳥種

中，有許多種在台灣過去都沒有形值資料，我們在繫放過程中所收集的測量值，

提供了關於這些鳥在台灣的基本資料。而分析其中候鳥在這幾年間的繫放捕獲紀

錄，我們也整理出他們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停棲狀況，發現秋冬季過境的候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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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類多於春季經過此區的鳥種。 

蕃茄和青椒是西寶地區重要的農作物，在我們工作期間，都有農民反應鳥

類會破壞農作物，我們也發現許多鳥確實在這些農田中活動。藉由籠中餵食和現

場攝影觀察，我們都沒有發現這些田間常見鳥類啄食這二種作物。部分原因可能

是置於籠中的鳥因為緊迫而進食，或是野外的攝影機沒有拍攝到鳥啄食農作物。

但也有可能這些鳥在田中並非是在破壞農作物，而是在啄食作物或農地中的昆蟲

或雜草種子。未來若是直接檢視鳥類排遺，分析其中未消化的食物成分，或許可

以協助釐清他們在農田中取食的食物種類。 

 

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本年度調查成果及調查過程中的發現和心得，提出以下二項建議：(1)

持續進行鳥類的長期繫放、(2) 在秋季舉辦賞鳥或鳥類攝影活動。 

建議一 

持續進行鳥類的長期繫放：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具鳥類繫放經驗的調查單位或民間團體 

藉由繫放作業，我們已經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鳥種名錄增加了許多新紀錄

的種類。在過去計畫中，我們也持續建議進行長期的鳥類繫放以收集更多的資訊。

限於人力和時間，我們僅能在園區內少數地點進行作業，若能擴大辦理，增加繫

放地點或頻率，應可持續有更多園區內鳥類的新發現。 

 

建議二 

在秋季舉辦賞鳥或鳥類攝影活動：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各地鳥會 

在過去的調查工作中，我們發現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內的農耕地，在冬季是候鳥的

重要棲息環境。許多種類的候鳥在台灣數量都不多，對於賞鳥的民眾應有很高的

吸引力。可在每年的 10-12 月間在西寶等地舉辦賞鳥或是鳥類攝影活動，一方面

增加園區內遊憩活動的多元性，也可結合西寶的有機農業產業，增加當地農民的

經濟收入，而這些活動所紀錄的鳥種，也可以增加園區內的鳥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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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Abstract 
 

Keywords: Taroko National Park, Bird, Bird Banding 

 

Since 2009, we started bird banding project at Taroko National Park. More than 

twenty new species were added into the list of avifauna of Taroko. In addition, we 

observed eight new species of bird during the banding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se 

new findings, there are more than 180 bird species been recorded in Taroko National 

Park. The farmland in the Park provides important wintering sites for many migratory 

birds. Long-term bird banding has proved a very useful method to monitor the 

avifauna of Taroko. 

In this study, we continue bird banding at several sites to collect data on the 

avifauna of the Park. We combined the bird banding data since 2009 to analyze the 

migration dynamics of migratory species. In addition, we conducted feeding 

experiments and video monitoring in the field to study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birds 

on the crop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wo new species were banded this year (Jynx torquilla 

and Phylloscopus fuscatus). We also observed four species of bird which are new to 

the Park (Tachybaptus ruficollis, Porzana pusilla, Ardea cinerea and Himantopus 

himantopus). In total, we have banded 97 species of birds since 2009, among them, 23 

species were new to the Park. We provided the measurements of all the migratory 

species. 

Neither feeding experiment nor video monitoring in the field fond any evidence 

of birds feeding on the crops. It may be possible that instead of feeding on the corps, 

these birds feeding on insects or weed seeds in the 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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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we provide two suggestions. For immediate 

strategy: Designing bird watching or bird photographing tour in the farmland of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during the fall migration season. For long-term strategy: 

Continuing bird banding program in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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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調查緣起與背景  
 

本案係「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之

第 3 年計畫，彙整先前的調查成果發現，本園區內經由繫放作業計增加 20 種新

紀錄鳥種名錄，繫放過程中同時進行的鳥種觀察，也另外增加 8 種新紀錄鳥種，

累計園區鳥類種數已超過 180 種。除了留棲性鳥類外，過去的調查也發現了許多

候鳥在此度冬，在春秋遷移季節，亦有許多種類鳥過境園區。如 102 年春過境期

間繫放到 2 種出現在濕地等泥灘地或平地農田的鷸科水鳥，顯示過境鳥會以太魯

閣園區做為過境的中繼站。這些鳥類在過境地點停留時間較短，有些種類可能會

在夜間遷移，不易被觀察到。因此，長期、持續的鳥類繫放調查方法對於瞭解候

鳥在太魯閣園區內的動態有其實質的效益。 

區內鳥類資源豐富，除涵蓋臺灣各海拔森林環境的留棲性鳥類外，園區內

的農業用地，亦是許多鳥類的重要棲息環境，這些鳥類對於農地的利用狀況和農

作的影響值得關注，尤其是近幾年國家公園積極輔導轉型有機農業的西寶地區。 

本計畫擬依據過去繫放調查結果，針對過去發現較多候鳥的地區持續進行

繫放作業，且在春秋過境期間增加繫放密度，以探討不同種類候鳥通過園區的時

程；整合過去的繫放成果，呈現太魯閣地區候鳥的數量、形值、過境期間等基本

資料。並配合繫放作業時程，於西寶地區調查鳥類利用農地的現況，以做為後續

經營管理相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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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  
 

生物資源的長期監測資料，對於瞭解環境變遷對生物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持續以相同方法在同一地區進行調查，可以由所得資料的變動情況，推論

環境改變對生物族群的影響。鳥類常被認為是環境變動的指標物種之一，他們的

種類多、各類棲地環境中都有鳥類分佈、且其種類和環境的相關性很高，隨著環

境內的可用資源發生變化，很容易從鳥種的組成中看出變化（Mitra and Sheldon 

1993, Raman et al. 1998）。加上他們在野生動物中是比較容易被發現的類群，這

些特性使得鳥類的數量和種類變化常被用來做為環境變化的證據。例如英國鳥類

信託（British Ornithology Trust）自 1966 年開始進行的志工調查計畫，至今累積

一百多種當地鳥類的族群變動狀況，並由這些變動狀況推測造成族群數量增減的

主要原因（BirdTrends, http://www.bto.org/about-birds/birdtrends/2011）。 

瞭解一地區的物種數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第一步工作。對於體型較小、習

性隱蔽、或是駐留時間較短的鳥種，持續的繫放是調查他們出現狀況的重要方法。

自 2009 年起，我們持續在太魯閣地區進行鳥類的繫放作業，藉由繫放，已經發

現 21 種太魯閣地區的新紀錄種（包括中地鷸、黃眉柳鶯、極北柳鶯、大葦鶯、

短尾鶯、茅斑蝗鶯、白眉鵐、黃喉鵐、冠鵐、野鵐、金鵐、銹鵐、褐色鷚、紅頭

伯勞、灰斑鶲、小杓鷸、鷹斑鷸、烏灰鶇、白眉黃鶲、黃眉鵐、田鵐等），佔了

所有繫放種類的 18%，顯示繫放是增加一地區鳥種紀錄的有效方法。除了增加鳥

類名錄外，還可藉由標示個體的重複捕捉記錄，探討鳥類的遷徙路徑、族群的存

活率或死亡率、族群散布模式、性別與年齡比例、棲地利用與分布狀況、個體的

壽命與遷徙策略等（Baillie 1990, van Noordwijk 1993, Baillie 1995, DeSante 1995）。

在過去的繫放中，我們就曾經回收到來自俄羅斯的候鳥黑臉鵐。分析 2009-2013

的繫放紀錄，比較不同海拔地區的繫放資料，則顯示在高海拔的合歡山區雖然大

部分月份都有紅頭山雀的繫放紀錄，但中海拔地區的數量在冬季（11 月至 2 月

間）明顯增加。相似的降遷行為在藪鳥中更為明顯：合歡山區的藪鳥，只在 4 月

至 10 月間有紀錄，冬季（11 月至 3 月）則完全消失；相對地，在中海拔地區則

只有在較冷的月份（10 月至 4 月）有藪鳥的繫放紀錄（表 1-1）。候鳥方面，數

量最多的候鳥黑臉鵐，在繫放後約有 10%的個體隔年會再度回到繫放地點，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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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部分個體對度冬地點具有忠誠性（許育誠 2013）。 

 

表 1- 1  2009 年至 2013 年間，各月份在太魯閣的合歡山區和中海拔

地區所繫放的紅頭山雀和藪鳥數目（隻次） 

 
海拔 月份 總隻 

 
（公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次數 

紅頭山雀 
              

 合歡山區 2300-2700 0 18 6 2 13 18 7 33 1 19 0 8 125 

 中海拔地區 1 1000-1200 49 38 2 3 5 2 5 0 0 0 11 35 136 

               
藪鳥 

              
 合歡山區 2300-2700 0 0 0 17 11 19 26 60 24 34 0 0 191 

 中海拔地區 1 1000-1200 3 7 10 13 0 0 0 0 0 2 4 6 45 

1. 包括蓮花池、西寶和洛韶等地（整理自本團隊的繫放成果。） 

（資料來源：本調查） 

 

除了繫放—回收紀錄外，繫放過程所收集到的形值資料和血液、羽毛、口

腔抹片等樣本，也提供了遺傳、生理和疾病研究所需的各項材料。利用歷年繫放

的紀錄和所收集的各項樣本，我們已經陸續在太魯閣地區完成許多鳥類多樣性的

相關研究。例如比較在太魯閣相鄰的西寶和蓮花池，我們藉由每月的鳥類繫放作

業，發現西寶的農田環境在冬季提供了候鳥重要的度冬棲地，但夏季則因為候鳥

離開，加上農業活動頻繁而少有鳥類利用。而廢耕多年後的蓮花池農地除了冬季

的候鳥會利用外，也吸引了許多在森林底層活動的留鳥終年進駐（王維辰和許育

誠 2011）。分析在不同海拔地區的山紅頭形值，發現雄鳥的體型會隨著海拔高度

上升而變大，然而在雌鳥則無此現象（施佩君 2010）。和山紅頭同為海拔分布極

廣的粉紅鸚嘴，其體型則沒有隨著海拔上升而有變異；而藉由羽毛中穩定同位素

的分析，發現其體型和食性之間有明顯的關係：體型越大的個體，其食物中動物

性食物（昆蟲）所佔的比例越高，而體型較小的個體，則取食較多的植物性食物

（種子等）；個體喙長變異較大的族群，其族群中個體的食性範圍也較大，但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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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食性寬度並沒有隨著海拔增加而有變化（Hsu et al. 2014）。以 DNA 鑑定確

認台灣朱雀（酒紅朱雀）性別，發現由於雄性具有延遲換羽的現象，致使外型為

雌鳥的台灣朱雀中，有高達 28%的個體為雄性（許育誠 2013）。畫眉科鳥類血液

寄生蟲的篩檢則顯示禽瘧疾寄生蟲的多樣性在中海拔地區最高，分布範圍侷限在

高海拔的種類都沒有感染的情況。候鳥的血液寄生調查則顯示同一隻鳥在不同年

間所採得的血液樣本中，可能會檢測出不同類型的寄生蟲，亦即宿主可能會重複

感染不同類型的血液寄生蟲（許育誠 2010，2011，2012）。利用繫放時所採集的

口腔抹片檢體，進行 47 種、506 隻鳥的禽流感的篩選，皆呈現陰性反應，顯示

園區類鳥類受到禽流感的風險仍低（蔡佩芳等 2013） 

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內，目前仍有許多地區有農業活動，主要種植溫帶

水果、蕃茄、青椒、高麗菜等作物。農作物或肥料可能會吸引一些昆蟲，進而吸

引鳥類前來覓食，成熟的作物也可能成為鳥類的食物，果樹本身也可能是鳥類繁

殖的巢樹，吸引了對農地適應較好的鳥類（Rotenberry 1985）。在我們過去進行

繫放的西寶、洛韶和慈恩等農地，都有農民反應鳥類會啄食蕃茄、青椒、水蜜桃

等作物，造成農業損失。在進行繫放的過程中也確實觀察到許多鳥類會在農田中

覓食，或是在農田周圍出沒。為了避免鳥類進入農田，有些地區的農民會在農田

周圍架設鳥網捕捉鳥類，但此舉經常導致一些不會破壞農作物的鴟鴞科鳥類中網

死亡。鳥類在農田周圍出沒，有時可能是在捕食昆蟲，或是啄食因自然腐爛、昆

蟲蛀食、獼猴或鼠類啃食而破損的農作物，未必都會造成農作物的損失。例如在

慈恩一年的繫放中，我們發現每個月都有近 20 種鳥在水蜜桃園周圍出沒，但每

個月實際進入農田的鳥種都只有 5 種以下，且只有在水蜜桃收成後，才有較多鳥

類會進入果園。在水蜜桃收成期間，農民在果園的活動頻繁，加上水果都有套袋，

鳥類不易進入果園啄食水果，只有當套袋破損時，他們才有可能啄食（許育誠

2011）。現場的觀察也發現在青椒田中的白腰文鳥，似乎只會啄食部分腐爛、或

是掉落地面的青椒，在青椒收成的季節，並不常見到他們進入農田中（許育誠，

個人觀察）。 

近年來園區內的西寶農場已轉型為有機栽培，農民也發現部分農作物受到

鳥類的破壞。是否每種會出現在農田中的鳥類都會對農作物造成危害？或是大部

分鳥類只是在農田中捕捉昆蟲或啄食破損的農作物？瞭解鳥類在農田中的覓食

行為，將有助於發展出對環境更友善的農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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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方法及過程 

第一節  調查地點與鳥類繫放  
 

本年度的繫放作業預計分為二部分，一是維持固定樣區的例行繫放、一是

針對西寶地區，進行密集的候鳥繫放調查。 

 

一、固定樣區例行繫放 

維持過去的繫放頻率，在過去固定繫放的合歡農場和洛韶等地持續進行繫

放。合歡農場海拔約 2700 公尺，主要環境為針葉林，繫放對象以留鳥為主，每

二個月進行一次繫放；洛韶地區海拔約 1100 公尺，主要環境是農田，繫放對象

主要是冬季蒞臨的候鳥，工作時間因此著重在冬季候鳥抵達的時間，每月進行一

次繫放。此外，我們也將視氣候狀況和人力調配情況，於冬季在過去投入較多努

力的蓮花池增加繫放作業，一方面增加繫放的候鳥種類和數量，一方面也收集更

多候鳥的回收紀錄。總計在上述地點預計每月進行 1 至 2 次繫放作業。 

 

二、西寶農場的候鳥繫放 

根據過去的繫放經驗，西寶地區的候鳥自 5 月中即全數離開，至 9 月中才

又陸續出現，部分種類只在過境期間有捕獲紀錄。為增加紀錄的鳥種數，本年度

在過境期間將增加繫放頻率，其餘度冬月份（1、2、12 月）仍維持每月繫放一

次的頻率。 

 

每次繫放作業包括二個上午和二個下午的時段，主要繫放種類為數量較多

的小型非保育類鳥類。繫放方式皆與之前的工作內容相同，以霧網捕捉，預計每

次架設 6-10 張網，紀錄每次作業的總時數和鳥網的總長度。捕捉到的個體分別

進行以下操作：(1)記錄捕獲日期和地點；(2)在每隻個體的跗蹠骨套上有編號的

金屬環；(3)進行各項形值測量，包括體重、喙長、喙深、喙深、翼長、尾長、

跗蹠骨長、寬等形值，並採集幾根胸羽；(4)於腋下靜脈採集約 20 ul 的血液，置

於 600 ul 的 100 %酒精中保存，供後續 DNA 萃取與性別鑑定分析用。完成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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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個體立即於原地野放。若捕獲回收的個體，則僅紀錄腳環編號和測量體重

後即放飛。 

 

第二節  西寶地區鳥類利用農地資源之現況調查  
 

根據之前於西寶農田進行繫放的資料，選取在農田中數量較多的種類，進

行他們對於農作物的取用情形實驗。 

 

一、鳥類取食農作物實驗 

配合繫放作業，將捕捉到的鳥暫時單獨留置在籠中，並提供飲水和當時農

田主要的作物（或是當時農民反應會被鳥類啄食破壞的作物），紀錄他們取食的

狀況。對於水果或豆類作物，提供的食物將分成二種：一是外型完整的作物，另

一則是外表已破損（自然腐爛、昆蟲蛀食或獼猴啃咬）的作物，此實驗的目的是

希望觀察會啄食農作物的鳥種，以及證實他們是否壞破壞農作物、亦或僅是啄食

已經破損的作物。若觀察期間他們完全沒有取食提供的作物，則他們可能是在農

田中捕食昆蟲或雜草的種子等。 

 

 

二、鳥類在農田中取食農作物的觀察紀錄 

根據現場觀察與和農民訪談，在鳥類活動頻繁的農田中架設錄影設備，拍

攝鳥類取食農作物的狀況。選取農田中央較不受人類活動影響的區域進行實驗。

由於農田面積廣闊，為增加拍到鳥類的機率，將先盡量將農田中已經腐敗破損的

作物集中在一處，將錄影設備對準此處拍攝。此外，也向農民購買部分已經成熟

的作物，集中放置在田中，另以一組錄影設備拍攝。根據攝得的影像紀錄，比較

二者在造訪鳥種、造訪頻率和取用狀況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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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整理園區內繫放採集候鳥的留棲狀況和形值資

料  
 

綜合整理自 2009 年起，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內的鳥類繫放成果，整理出

候鳥名錄、介紹各種候鳥在園區內的數量和出現時間，判斷其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的留棲狀況，並彙整各種鳥類的測量值資料。此外，對於留鳥的繫放資料，也將

根據繫放結果，整理其中較為特殊的繫放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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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成果 

第一節  鳥類繫放  
 

一、2014 年繫放成果 

自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 14 日，我們共在中海拔的蓮花池（海拔約 1120 公

尺）、西寶（海拔約 980 公尺）和洛韶（海拔約 1200 公尺），以及高海拔的合歡

農場（海拔約 2670 公尺）等地進行繫放（表 3-1）。一共進行 33 次繫放作業，共

捕捉 56 種、1659 隻、2144 隻次鳥。其中 1311 隻為本年度新上環的個體，其餘

是先前已有上環個體的回收（共回收 833 次）。總計在蓮花池進行 9 次作業，共

繫放 25 種、698 隻次鳥；在西寶進行 11 次作業，共繫放 33 種、331 隻次鳥；在

洛韶進行 8 次作業，共繫放 36 種、738 隻次鳥；在合歡農場進行 5 次作業，共

繫放 13 種、377 隻次鳥。其中西寶地區根據過去的繫放經驗，在過境期間常有

稀有鳥種出現，因此我們在春季過境期間增加了西寶的繫放努力量，唯本年度並

未在西寶紀錄到新發現的鳥種。 

所有繫放的鳥種中，以山紅頭的數量最多，共 496 隻次，在各地點和各季

節都有採集紀錄，是繫放樣區中最普遍、分布最廣的鳥種，其他在 4 個地點都繫

放到的鳥種還有紅頭山雀、冠羽畫眉、黃胸藪眉（藪鳥）和黑臉鵐等。在高海拔

的合歡農場一共只捕獲紅尾鶲和黑臉鵐二種候鳥，其中紅尾鶲是夏候鳥，只有在

4 月到 10 月在中高海拔地區可見；黑臉鵐則是冬候鳥，今年在合歡農場只有繫

放到一隻。黑臉鵐在中低海拔地區是冬季非常普遍的候鳥，也是我們繫放數量最

多的候鳥，今年一共捕獲 287 隻次。表 3-2 為今年各地點繫放的鳥種名錄與繫放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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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2014 年各地點每月繫放次數 

 
月            份 

 
地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蓮花池 1 1 0 0 1 0 1 1 1 1 1 1 9 

西寶 1 1 3 4 0 0 0 0 1 1 0 0 11 

洛韶 1 1 1 1 0 0 0 0 0 1 2 1 8 

合歡農場 0 1 0 0 1 1 0 1 0 1 0 0 5 

合計 3 4 4 5 2 1 1 2 2 4 3 2 33 

（資料來源：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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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三） 

比較太魯閣國家公園歷年調查名錄（許皓捷 2007）及本研究室歷年在太魯

閣地區的繫放調查，今年的繫放新增加了地啄木（Jynx torquilla）和褐色柳鶯

（Phylloscopus fuscatus）等 2 種太魯閣國家公園新紀錄鳥類（圖 3-1）。都是今年

秋季在洛韶繫放。地啄木是 2014 年 9 月 13 日繫放，褐色柳鶯則是 10 月 18 日繫

放，二種鳥各只繫放一隻，應該都是秋季遷移時過境此處的個體。 

 

  

(a) 地啄木  (b) 褐色柳鶯 

圖 3- 1  2014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繫放新紀錄的鳥種 

（資料來源：本調查） 

 

除了繫放新增的 2 種紀錄外，今年在繫放過程中，我們還發現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小秧雞（Porzana pusilla）、蒼鷺（Ardea cinerea）、高

蹺鴴（Himantopus himantopus）等 4 種太魯閣國家公園新紀錄的鳥類，四種鳥都

是在蓮花池被發現。小鸊鷉分別於 10 月 26 日發現一隻、11 月 7 日發現一隻、

11 月 8 日發現二隻、12 月 5 日發現一隻，發現時都是在蓮花池中覓食，不時會

潛入池中，若各月所見是同一個體的話，今年在蓮花池至少有一隻小鸊鷉在此度

冬。小秧雞則是 10 月 26 日發現一隻在蓮花池邊覓食。蒼鷺和高蹺鴴是 12 月 6

日同時在蓮花池發現，發現時蒼鷺棲息在池邊的樹上，高蹺鴴則是在池邊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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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調查成果     

這四種鳥皆有拍照為證（圖 3-2） 

 

  

(a) 小鸊鷉 (b) 小秧雞 

  

(c) 蒼鷺 (a) 高蹺鴴 

圖 3- 2  2014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新發現的四種鳥 

（資料來源：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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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三） 

二、特殊繫放紀錄 

今年我們在西寶首次繫放到灰頭鷦鶯（1 月 10 日）和斑文鳥（3 月 14 日）。

此外，2 月 10 日在西寶觀察到一隻大卷尾。這三種鳥都是低海拔農田和灌叢常

見的鳥種，但我們自 2009 年開始繫放作業至今，從未在太魯閣山區發現過這三

種鳥。這三種鳥都各只有一隻的紀錄，其中斑文鳥依外型判斷為亞成鳥。這是我

們首次發現在平地農田或灌叢活動的鳥種，冬季會出現在太魯閣海拔 950 公尺的

山區。 

高海拔鳥類有 2 筆較特殊的繫放紀錄。第一筆是 2 月 12 日我們在洛韶繫放

的一隻酒紅朱雀。酒紅朱雀主要分佈在 2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這是我們首次在

海拔約 1200 公尺的地區紀錄到牠們，顯示牠們冬季會降遷至此。另一筆回收紀

錄來自一隻紅頭山雀，這隻鳥於 2013 年 3 月 1 日首次在海拔 2700 公尺的合歡農

場捕捉繫放後，之後於 2014 年 1 月 4 日在洛韶被回收，並於今年 5 月 3 日在合

歡農場再被回收。二地直線距離約 17 公里，海拔落差約 1500 公尺。這是我們在

合歡山區繫放的鳥類中，首次在其他地區被回收的紀錄，也是首次紀錄到由繁殖

地到度冬地、再回到同一繁殖地的降遷行為。 

 

三、候鳥的跨季繫放回收紀錄 

黑臉鵐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數量最多的候鳥。在 2013 年的報告中，我們

整理了黑臉鵐在繫放之後重回太魯閣的度冬紀錄。在 2013-2014 的度冬季（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5 月）以及 2014-2015 的度冬季（2014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持續有多筆黑臉鵐的跨季回收紀錄。總計歷年來共繫放了 788 隻黑臉鵐，目

前已有 95 隻鳥有跨季回收的紀錄，若扣除今年冬季（10-12 月）剛繫放的個體，

共有 13.5%（95/702）的個體有持續回到太魯閣度冬的紀錄（表 3-3）。其中繫放

－回收間隔時間最長的黑臉鵐是 2009 年 5 月 2 日在蓮花池繫放的個體（環號

A32503），他於今年 12 月 6 日在蓮花池被回收，距首次捕獲日期已有 2044 天。

除了今年的回收紀錄外，這隻鳥在 2012 年 3、4 月在蓮花池、2013 年 12 月和 2014
18 

 



  第三章 調查成果     

年 3 月在西寶也都有回收紀錄，顯示牠很可能已經在繁殖地和太魯閣之間往返了

7 個度冬季。 

除黑臉鵐外，其他候鳥跨季回收的紀錄相當稀少，只有野鴝、短翅樹鶯、

黃尾鴝、黃眉鵐和樹鷚等 5 種候鳥有跨季再回收的紀錄（見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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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寶農場的候鳥繫放 

今年 1 月至 5 月，我們共在西寶進行 9 次繫放。在 1 月和 2 月仍維持每月

一次的繫放頻率，3 月中起繫放頻率增加至每週一次，共在 3 月進行三次、4 月

進行四次繫放。每週一次的繫放頻率原本預計持續至 5 月中旬，但 4 月底的繫放

發現候鳥幾乎都已離開，加上 5 月初的天氣不佳，持續下雨，因此每週一次的繫

放作業提前於 4 月底結束。 

根據過去的繫放經驗，西寶地區在冬季有許多候鳥在此度冬，過境期間也

有一些稀有種類會過境此處，增加在西寶的繫放努力量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增加繫

放候鳥的種類和數量。但自 3 月中旬開始將繫放努力量改成每週一次後，我們發

現如果每週都在同一地點作業的話，許多度冬個體會被重複捕捉。例如 3 月第二

次繫放所捕獲的 31 隻候鳥中，就有 15 隻是前一週已被捕獲的個體。為避免每週

都捕獲相同個體，對鳥造成過多干擾，因此自 3 月第三次繫放開始，我們將繫放

地點改往西寶的其他農田，避免每次都在同一地點進行繫放。此法雖然減少個體

每週都被捕捉一次的干擾，但其他地點的繫放捕捉效率都不及原來的繫放地點；

且 3、4 月起西寶的農田開始大量種植作物，許多農地都被重新整理而不適合鳥

類活動，致使之後的繫放成效不佳。總計本年度在西寶地區所繫放的候鳥均為過

去已經有繫放紀錄的種類，沒有新增加的種類。 

因為春季每週繫放並未增加新的發現紀錄，加上西寶的繫放樣區今年在秋

季仍有密集的農業活動，不適合進行繫放，因此在秋季增加的繫放努力移到鄰近

的洛韶山坡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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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三） 

第二節  西寶地區鳥類利用農地資源之現況調查  
 

一、鳥類取食農作物實驗 

我們選用西寶當地重要農產品－蕃茄做為材料，共進行 4 種、13 隻鳥的取

食試驗。結果發現不論提供的食物為完整或破損，受試鳥都沒有取食蕃茄。即使

將留置時間增加至 3 小時，也沒有取食蕃茄（表 3-4）。 

雖然結果顯示受試鳥類不會取食蕃茄，但還有許多原因可能影響結果。例

如提供的鳥籠過小，造成太大緊迫；或是實驗時鳥籠置於田間，其周圍有其他鳥

類的活動，可能影響取食意願等。 

 

表 3- 4  圈養鳥類啄食蕃茄的測試結果 

序號 受試鳥種 蕃茄類型 觀察時間（小時） 有無取食 

1 山紅頭 完整 1 無 

2 白環鸚嘴鵯 完整 1 無 

3 山紅頭 完整 1 無 

4 黑臉鵐 完整 1 無 

5 黑臉鵐 完整 2 無 

6 黑臉鵐 破損 3 無 

7 黑臉鵐 破損 3 無 

8 白腰文鳥 破損 3 無 

9 白腰文鳥 破損 3 無 

10 白腰文鳥 破損 3 無 

11 黑臉鵐 完整 3 無 

12 黑臉鵐 完整 3 無 

13 黑臉鵐 破損 2 無 

（資料來源：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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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鳥類在農田中取食農作物的觀察紀錄 

將小型攝影機設定成縮時攝影，拍攝當提供完整或破損的農作物時，鳥類

前來啄食的情形。一共進行 11 次拍攝，其中 4 次提供的食物為青椒、7 次提供

的食物為蕃茄。目前結果與籠中實驗的結果相同：在一共約 88 小時的拍攝中，

不論提供的作物為完整或是破損，拍攝期間完全都沒有發現鳥類前來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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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三） 

第三節  綜合整理園區內繫放採集候鳥的留棲狀況和形值資

料  
 

自 2009 年開始進行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繫放至今，一共在太魯閣地區繫放

了 97 種、6806 隻、9718 隻次鳥類。繫放的鳥類中，候鳥共有 42 種、1507 隻、

2189 隻次。其中紅尾鶲是唯一的夏候鳥，牠們出現在園區內的中高海拔地區，

我們的繫放個體來自 2000 公尺的慈恩和 2700 公尺的合歡農場，共有 34 隻。扣

除紅尾鶲外，其餘 41、2155 隻次都是冬候鳥或是春、秋過境鳥。綜合 2009 年春

季至 2014 年冬季、共 7 個候鳥季（每年 8 月至隔年 6 月）的紀錄（表 3-5）以及

各種鳥被捕獲的月份（表 3-6），並參考牠們在台灣的出現狀況，推測每種候鳥在

太魯閣地區的居留狀況。共有 17 種度冬候鳥（紅頭伯勞、白腹鶇、赤腹鶇、斑

點鶇、虎鶇、藍磯鶇、黃尾鴝、野鴝、藍尾鴝、短翅樹鶯、黃眉柳鶯、花雀、黑

臉鵐、黃眉鵐、小鵐、樹鷚、灰鶺鴒）、15 種秋過境鳥（地啄木、家燕、白眉鶇、

烏灰鶇、灰斑鶲、白眉黃鶲、黃鶺鴒、大葦鶯、茅斑蝗鶯、褐色柳鶯、黃雀、白

眉鵐、金鵐、冠鵐、銹鵐）、4 種春秋二季過境鳥（白背鷚、極北柳鶯、短尾鶯、

黃喉鵐）、5 種春過境鳥（小杓鷸、中地鷸、鷹斑鷸、紅尾鶇、田鵐）、1 種夏候

鳥（紅尾鶲）。其中紅頭伯勞有 2 隻、3 隻次繫放紀錄，第一隻是在 2012 年 1 月

13 日在洛韶繫放一隻，這隻鳥在當年 1 至 4 月每個月的洛韶繫放時，都有目擊

記錄，當地農民也指稱從 2011 年 12 月開始就有發現；另一隻是在 2014 年 11 月

1 日繫放，並在 11 月 22 日於原地回收，同年 12 月在洛韶仍有目擊紀錄，顯示

這二隻紅頭伯勞都在洛韶停留一段時間，因此我們將紅頭伯勞判為稀有的度冬候

鳥。此外，藍磯鶇雖然只有一筆繫放紀錄，但在太魯閣地區冬季普遍可見，因此

也將牠歸為度冬候鳥。過境鳥種中，秋季過境的種類（15 種）多於春季過境鳥

種（5 種）。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是候鳥種類較多的月份，其中又以 11 月和 12

月出現的種類最多（表 3-6）。 

除了黑臉鵐有較多回收紀錄（見第一節，表 3-3）外，其他候鳥的回收紀錄

都不多。在 42 種、1508 隻、2189 隻次的候鳥中，只有 13 種、427 隻鳥有重複

捕捉的紀錄。扣除黑臉鵐的紀錄後，共有 41 種、721 隻、871 隻次的候鳥，而其

中只有 12 種、112 隻鳥有重複捕捉的紀錄（不計黑臉鵐的資料）。絕大部分的繫

放回收都是在同一度冬（或度夏）季、不同月份的繫放被回收，只有樹鷚、黃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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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調查成果     

鴝、野鴝、短翅樹鶯、和黃眉鵐等 5 種、共 15 隻鳥的繫放個體有跨季再回收的

紀錄（表 3-7）。 

表 3-8 為各繫放鳥種的基本形值資料。許多種類的候鳥無法以羽色判斷性

別，因此表中只呈現各鳥種形值的平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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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三） 

表 3- 5  2009-2014 年太魯閣地區度冬季所繫放的候鳥種類和數量

（隻次） 

 
度冬季（起迄年月） 

 

 
I II III IV V VI VII 

 

 
2009/04- 2009/08- 2010/08- 2011/08- 2012/08- 2013/08- 2014/08- 

 
鳥種 2009/06 2010/06 2011/06 2012/06 2013/06 2014/05 2014/12 隻次 

黑臉鵐 12 173 134 428 211 259 101 1318 

樹鷚 0 18 10 28 64 52 25 197 

白腹鶇 0 5 29 0 57 43 2 136 

黃尾鴝 0 8 8 9 20 20 18 83 

野鴝 1 22 11 11 7 19 11 82 

短翅樹鶯 0 9 10 14 9 25 6 73 

小鵐 0 3 1 20 38 5 3 70 

赤腹鶇 0 3 3 1 5 11 1 24 

白眉鶇 0 0 3 0 8 9 4 24 

極北柳鶯 0 0 1 7 3 3 0 14 

花雀 0 0 6 0 4 1 3 14 

黃眉鵐 0 0 0 3 5 4 1 13 

虎鶇 0 1 2 0 1 8 0 12 

灰鶺鴒 0 1 4 2 2 0 1 10 

斑點鶇 0 1 4 0 3 1 1 10 

黃喉鵐 0 9 0 0 0 0 1 10 

黃眉柳鶯 0 1 0 4 0 4 0 9 

黃鶺鴒 0 0 0 0 0 8 0 8 

藍尾鴝 0 5 1 1 1 0 0 8 

銹鵐 0 0 0 0 1 0 2 7 

短尾鶯 0 0 1 2 1 0 0 4 

紅尾鶇 0 0 0 0 1 0 2 3 

紅頭伯勞 0 0 0 1 0 0 2 3 

白背鷚 0 0 0 0 1 1 0 2 

大葦鶯 0 0 2 0 0 0 0 2 

白眉鵐 0 2 0 0 0 0 0 2 

灰斑鶲 0 0 0 2 0 0 0 2 

家燕 0 0 2 0 0 0 0 2 

26 
 



  第三章 調查成果     

小杓鷸 0 0 0 0 1 0 0 1 

中地鷸 0 1 0 0 0 0 0 1 

田鵐 0 0 0 0 1 0 0 1 

白眉黃鶲 0 0 0 0 0 1 0 1 

金鵐 0 0 0 0 1 0 0 1 

冠鵐 0 0 1 0 0 0 0 1 

茅斑蝗鶯 0 0 0 1 0 0 0 1 

烏灰鶇 0 0 0 0 0 1 0 1 

黃雀 0 0 1 0 0 0 0 1 

褐色柳鶯 0 0 0 0 0 0 1 1 

藍磯鶇 0 0 0 0 0 1 0 1 

鷹斑鷸 0 0 0 0 1 0 0 1 

說明：1. 扣除夏候鳥紅尾鶲的記錄。 

2. 第 1 季的繫放從 4 月份開始、第 7 季只到 12 月。 

（資料來源：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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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三） 

 

表 3- 7  有回收紀錄的候鳥種類和數量 

鳥種 繫放隻次 繫放隻數 回收隻數 跨季回收隻數 

黑臉鵐 1318 787 315 95 

樹鷚 197 148 39 9 

白腹鶇 136 110 20 0 

黃尾鴝 83 68 11 1 

野鴝 82 68 10 2 

短翅樹鶯 73 54 12 2 

小鵐 70 58 10 0 

紅尾鶲 34 33 1 0 

赤腹鶇 24 22 2 0 

花雀 14 13 1 0 

黃眉鵐 13 5 3 1 

黃喉鵐 10 8 2 0 

紅頭伯勞 3 2 1 0 

（資料來源：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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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討論與結論  
 

本年度的繫放作業持續有太魯閣國家公園新紀錄的鳥種被捕獲，分別是地

啄木和褐色柳鶯。在繫放過程中的觀察並增加了小鸊鷉、小秧雞、蒼鷺和高蹺鴴

等 4 種太魯閣國家公園新紀錄的鳥種的發現紀錄。自 2009 年起，我們藉由繫放

捕捉所紀錄的 97 種鳥中，有 23.7% （23 種）的種類是過去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內

未被紀錄的種類，若是只記候鳥的話（共 42 種），更有高達 54.8%的種類是過去

沒有在園區內被記錄過。除表示過去太魯閣國家公園候鳥多樣性被低估外，也顯

示繫放是調查鳥種數的有效方法。這些繫放的鳥種中，有許多種在台灣過去都沒

有形值資料，我們在繫放過程中所收集的測量值，提供了關於這些鳥在台灣的基

本資料，部分資料已被收錄在台灣鳥類誌中（劉小如 2012）。分析其中候鳥在這

幾年間的繫放捕獲紀錄，我們也整理出他們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停棲狀況，發現

秋冬季過境的候鳥種類多於春季經過此區的候鳥。許多種類只有 1、2 隻的繫放

紀錄，或是僅在某一年有較多的繫放數量（例如黃喉鵐），他們可能是太魯閣地

區的迷鳥，但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通過太魯閣的時間很短，我們每月 1-3 次的繫

放努力無法完全掌握他們的過境狀態。不過日後若能持續進行繫放工作，或是在

過境期間進行密集的野外觀察，將能對他們在太魯閣出現的狀況有更正確的瞭

解。 

蕃茄和青椒是西寶地區重要的農作物，在我們工作期間，都有農民反應鳥

類會破壞農作物，我們也發現許多鳥確實在這些農田中活動。藉由籠中餵食和現

場攝影觀察，我們都沒有發現這些田間常見鳥類啄食這二種作物。部分原因可能

是置於籠中的鳥因為緊迫而進食，或是野外的攝影機沒有拍攝到鳥啄食農作物。

但也有可能這些鳥在田中並非是破壞農作物，而是在啄食作物或農地中的昆蟲或

雜草種子。若是直接檢視排遺，分析其中未消化的食物成分，或許可以協助釐清

他們在農田中取食的食物種類。 

今年春季在西寶的每週一次繫放中，為了避免每週重複捕捉到相同的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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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他們過的的干擾，我們除了在原本作業的慣行農田區進行繫放外，也到進行

有機種植的區域進行繫放作業，卻意外的發現有機農田區內的鳥類數量遠低於慣

行農田區。依據在現場的觀察，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慣行農田區為了減少雜草滋生，

在大部分田地的地面鋪設塑膠布。這些地面鋪料減少了雜草的滋生，可能因此增

加了地面活動鳥的暴露程度，或是減少了種子、將果的食物來源，而使鳥較少造

訪該區。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持續進行鳥類的長期繫放：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具鳥類繫放經驗的調查單位或民間團體 

 

藉由繫放作業，我們已經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鳥種名錄增加了許多新紀錄

的種類。在過去計畫中，我們也持續建議進行長期的鳥類繫放以收集更多的資訊。

限於人力和時間，我們僅能在園區內少數地點進行作業，若能擴大辦理，增加繫

放地點或頻率，應可持續有更多園區內鳥類的新發現。 

 

建議二 

在秋季舉辦賞鳥或鳥類攝影活動：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各地鳥會 

 

在過去的調查工作中，我們發現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內的農耕地，在冬季是

候鳥的重要棲息環境。許多種類的候鳥在台灣數量都不多，對於賞鳥的民眾應有

很高的吸引力。可在每年的 10-12 月間在西寶等地舉辦賞鳥或是鳥類攝影活動，

一方面增加園區內遊憩活動的多元性，也可結合西寶的有機農業產業，增加當地

的觀光收入，而這些活動所紀錄的鳥種，也可以增加園區內的鳥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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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附錄一 

 

「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

(三)」案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7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正 

二、地點：本處會議室 

三、主持人：曾處長偉宏                        記錄：蔡佩芳 

四、出席人員：詳簽名冊 (略) 

五、主辦課室報告： 

本案受託單位已依契約書第二條規定(103 年 6 月 25 日前) 於

103 年 6 月 23 日(公文號 1030002824)提送期中報告書，並出席

本處排定今日之期中審查會議。 

六、討論：(略) 

七、結論： 

(一)有關本案簡報電子擋，請承辦單位於會後存放於公用區期中簡

報資料夾中，提供本處各業務課室經營管理參考運用。 

(二)有關期中報告書中部分表序誤繕之處請修正，另與會人員相關

意見和建議，請受託單位參酌辦理。 

(三)本期中審查符合本處要求，同意備查，並請依契約規定辦理後

續相關請款核銷等事宜。 

八、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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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附錄二 

 

「全球氣候變遷生物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鳥類長期監測計畫

(三)」案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1 時 00 分正 

二、地點：本處會議室 

三、主持人：曾處長偉宏                        記錄：高佽 

四、出席人員：詳簽名冊 (略) 

五、主辦課室報告： 

本案受託單位已依契約書第二條規定(103 年 11 月 25 日前) 於

103 年 11 月 25 日(公文號 1030005468)提送期末報告書，並出席

本處排定今日之期末審查會議。 

六、討論：(略) 

七、結論： 

(一)有關本案簡報電子擋，請承辦單位於會後存放於公用區期末簡

報資料夾中，提供本處各業務課室經營管理參考運用。 

(二)與會人員相關意見和建議，請受託單位參酌，另環教部分請另

專案辦理。 

(三)本期末審查符合本處要求，同意備查，並請依契約規定辦理後

續相關核銷等事宜。 

八、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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