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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計畫延續 101年台江國家公園及其周緣地區黑面琵鷺及伴生鳥種長

期數量監測計畫，自 103年 8月起至 104年 7月，在黑面琵鷺主要度冬區

每月二次分 13區進行黑面琵鷺同步數量調查；每一年度冬季在當年 11月、

隔年 1月、3月三次進行全台 18區(含離島)黑面琵鷺數量調查。本計畫

共完成 17次黑面琵鷺普查，3次全台黑面琵鷺調查；104年 1月 17、18

日配合國際黑面琵鷺普查，全台黑面琵鷺族群數量為 1,852隻，佔全球總

數量 3,090隻的 59.9%，台灣的度冬黑面琵鷺仍集中於嘉義到高雄地區，

族群數量增加 193隻，比去年成長 11.6%；今年度亞洲各地度冬的黑面琵

鷺數量皆有增加情形，共增加 364隻個體，比去年成長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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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計畫緣起及背景： 

    黑面琵鷺是全球注目的保育類珍禽，主要繁殖區在韓國半島西海岸離

岸小島，每年自9月中旬起向南遷移，由韓國經日本或中國大陸來到台灣、

香港、越南及東南亞等地過冬，位於黑面琵鷺遷移路線的國家均建立長期

的數量監測計畫；1992~1997年農委會委託台南市野鳥學會進行黑面琵鷺

現況調查，1995 年王穎對台南七股地區黑面琵鷺覓食及行為生態研究，

1997 年王穎進行黑面琵鷺誘食區設立可行性評估，1999 年王穎調查台南

地區黑面琵鷺夜間覓食利用魚塭狀況，近期的 1999、2011 年王穎進行衛

星追蹤，對於在台灣度冬黑面琵鷺族群有基本瞭解。根據 2013 年 1 月普

查結果全球黑面琵鷺族群數量為 2,725隻，每年有超過一半的數量在台灣

度冬，為長期記錄黑面琵鷺來台度冬數量、建立黑面琵鷺與伴生鳥種數量

及棲地調查格式、蒐集歷年台灣黑面琵鷺來台度冬數量資料、建置黑面琵

鷺及其伴生鳥種調查網頁，以期成為官方版可信資料，並作為黑面琵鷺保

育的基礎資料。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2012年 1月至 2013年 6月、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及其週緣地區黑面琵鷺及伴生鳥

種數量調查，獲得相當成果，本計畫延續該計畫繼續進行台江國家公園及

其週緣地區黑面琵鷺數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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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計畫目標： 

1.黑面琵鷺數量調查。 

2.黑面琵鷺全台普查。 

3.完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登錄工作。 

4.探討黑面琵鷺數量變化之可能因素。 

5.提出經營管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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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方法 

一、 黑面琵鷺同步調查： 

以台江國家公園及其周緣地區共13個區域(鰲鼓、布袋、北門、 頂  

山、 北魚塭、曾文溪口黑面琵鷺保護區主棲地、東魚塭、土城、

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A1及A2、四草保護區東側魚塭、春生海釣場、

鹽水溪濕地、高雄茄萣濕地等，由每年10月至隔年5月為一季，進

行每月兩次(第二及四週星期六)的同步調查，調查時間為早上七點

至十點，各區調查員1~2人在其責任區域進行清查，發現黑面琵鷺

族群即以調查表紀錄，若有兩個不同族群，以數量較多數者先行

紀錄再紀錄其他小族群。整點時間紀錄數量及回報，十點後彙整

全區總數量。本計畫動員13組調查員，實際紀錄調查點超過16處

(表一)；1月份配合國際普查日(連續3日)會進行連續兩天的調查。 

二、 全台黑面琵鷺族群變化: 

     為了解度冬期在台黑面琵鷺族群動態變化，上述主要調查區外尚

有全台灣含離島共18區(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雲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金門、馬祖、澎湖)在每

季11、1、3月邀請當地野鳥學會或團體進行調查，調查時間以預

定調查日早上時段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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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員訓練: 

        於調查開始前舉辨調查員訓練，安排專家、學者及有經驗調查

員針對黑面琵鷺習性，調查方法，調查表格使用，經驗分享等來

安排課程，讓學員對黑面琵鷺及調查方法目的有正確認知，以獲

得精確調查資料。 

四、 台灣其他區域的紀錄，主要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會各地團體

收集資料，參加並提供資料之團體有台北市野鳥學會、桃園縣野

鳥學會、新竹市野鳥學會、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台灣野鳥協會、

彰化縣野鳥學會、雲林縣野鳥學會、嘉義市野鳥學會、嘉義縣野

鳥學會、嘉義縣生態保育協會、台南市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茄萣

文化生態學會、高雄市野鳥學會、屏東縣野鳥學會、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台東縣野鳥學會、花蓮縣野鳥學會、宜蘭縣野鳥學會、

澎湖縣野鳥學會、金門縣野鳥學會、馬祖縣野鳥學會及台江國家

公園管理處保育志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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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結果 

  一、彙集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度冬黑面琵鷺族群數量：    

   本計畫 2014年度 10月至 2015年 5月完成 17次黑面琵鷺調查，其結

果如(表 1)，2015年度全球普查日為 1月 16、17、18日為期三天，本計

畫於 1月 17及 18日同步配合進行，在本計畫主要調查區紀錄到 1,795隻，

台灣其他區域紀錄 57隻，總共記錄到 1,852隻黑面琵鷺在台灣各地活動

(圖 4)，黑面琵鷺度冬的地點共有 20個，包括宜蘭塭底、臺北關渡、新

竹香山、彰化漢寶及大城、雲林濁水溪口及蚵寮、嘉義縣鰲鼓濕地、布袋

鹽田、北門學甲濕地 、頂山、龍山、七股北魚塭區、七股黑面琵鷺主棲

地、七股東魚塭區、安南區土城、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護區東側魚塭、

鹽水溪濕地、高雄茄萣濕地、永安濕地、高雄高屏溪口及援中港、屏東龍

鑾潭以及離島地區的金門(小金門陵水湖)，全台數量比前一年度有 11.6%

的增加，分佈範圍由嘉義向北擴散到臺北的增加趨勢，高雄向南擴散至屏

東，東沙今年度無停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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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歷年來度冬期全球、台灣與台南黑面琵鷺數量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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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4年10月~2015年5月黑面琵鷺普查數量表

 

調查日期
布袋鹽

田

鰲鼓溼

地

八掌溪

口
合計 主棲地 北魚塭  東魚塭 西校區

頂山鹽

田
雙春

學甲濕

地
合計 土城

北汕尾

水鳥保

北汕尾

東側魚

春生海

釣場

鹽水溪

濕地

茄萣濕

地
合計 總計

10月11日 0 4 0 4 315 2 0 0 3 0 0 320 0 20 0 0 0 0 20 344

10月25日 124 34 0 158 158 42 0 98 16 0 0 314 382 165 0 0 5 8 560 1032

11月8日 238 63 0 301 669 53 0 6 215 0 3 946 288 316 0 12 4 81 701 1948

11月22日 104 238 0 342 174 57 0 6 317 0 2 556 646 204 0 55 4 155 1064 1962

12月13日 258 104 0 362 168 364 0 120 369 0 12 1033 415 96 7 80 4 281 883 2278

12月27日 111 42 0 153 78 297 0 45 95 0 75 590 323 143 1 1 49 203 720 1463

1月17日 134 81 0 215 16 314 4 13 133 97 227 804 267 114 2 32 91 200 706 1725

1月18ㄖ 219 81 8 308 63 296 0 16 163 118 134 790 327 94 4 10 71 191 697 1795

1月31日 175 28 0 203 96 207 0 36 166 0 211 716 203 52 50 40 25 244 614 1533

2月14日 67 52 20 139 74 287 0 9 187 0 63 620 239 263 29 12 39 163 745 1504

2月28日 132 41 0 173 63 334 0 2 149 0 75 623 148 82 0 65 71 167 533 1329

3月14日 213 28 0 241 164 107 2 1 197 0 143 614 181 87 0 9 86 56 419 1274

3月28日 197 52 0 249 102 98 0 5 164 0 56 425 274 99 0 1 0 116 490 1164

4月11日 49 10 7 66 3 2 0 36 0 0 0 41 20 15 0 3 4 121 163 270

4月25日 126 13 0 139 0 0 0 0 17 0 3 20 64 26 0 75 0 4 169 328

5月9日 50 8 0 58 0 0 0 0 0 0 0 0 0 43 0 0 0 12 55 113

5月23日 13 15 0 28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29

嘉義 溪北 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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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5年 1月國際黑面琵鷺普查台灣地區族群分佈 

二、2014~2015台灣度冬前、中、後期黑面琵鷺族群數量 

為瞭解黑面琵鷺度冬期在台灣各地之族群動態變化，除上述13處外，

另包含本島之宜蘭、台北、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雲林、高

雄、屏東、台東、花蓮及離島之澎湖、金門、馬祖等共 18區，本季(11、

1、3 月)完成三次同步調查。由調查結果顯示度冬前、中、後期台灣各

地區數量變化(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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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14~2015年度冬前、中、後期台灣各地黑面琵鷺數量變化 

 

三、國際黑面琵鷺普查 

    配合國際黑面琵鷺普查，本計畫於 2015年 1/17,18進行同步普查，台

灣地區總共紀錄 1,852隻，比去年度的 1,659隻增加 11.6%，度冬黑面琵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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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仍集中於本計畫調查範圍之嘉義(308隻)、台南(1,296隻)及高雄(208

隻)地區，台灣其他地區有 40隻。關於臺灣地區的普查，因中華鳥會邀請

黑面琵鷺保育學會調查，呈現不同的數據。 

2015年 1月 兩個黑面琵鷺調查團隊調查結果如下: 

台江團隊    1/17       1/18          黑琵保育學會   1/17      1/18 

嘉義鰲鼓      81       * 81                         -           - 

    布袋     134        219                  布袋   130        *215 

   八掌溪      0  215     8  308 

臺南 雙春     97        118                  北門   225       * 221 

     學甲    227        134                  將軍     0        *  1 

     頂山    133        163                  頂山   351       * 227 

     三股     62         20 

    西校區    13         16 

    東魚塭     4          0                  東魚塭  37       *  22 

    北魚塭   252        276                  北魚塭 268      *  656 

    主棲地    16  804    63  790             保護區  16      *   68 

 臺南土城    267        327                   

    四草 A1    0          0                   南四草 118      *  249 

    四草 A2  114         94                   北四草  64       *  43 

    春生      32         10                   安平     0       *   3 

  四草東魚塭  2           4 

    鹽水溪   90          71 

    四鯤鯓    1  506      0  506 

  高雄茄萣  154        * 162                   茄萣    55         23 

      永安   46  200   *  29                   永安     0         18 

               1,725   1,795                        1,264       1,746 

中華鳥會決定以紅色數目(有註記*，含鰲鼓 81隻，茄萣 162隻，永安 29隻) 再加台灣

其他地區 57隻共 2,034隻為臺灣地區黑琵的族群數量。 

台灣其他地區:  宜蘭 15        11、12月  ( 32隻) 

 (1/16~18)      台北 1  關渡 

               新竹 3  香山 

               彰化 2 (漢寶 1，大城 1) 

               雲林 11 (濁水溪 9, 蚵寮 2) 

               高雄 17 (援中港 3 高屏溪 14) 

               屏東  3 (龍鑾潭) 

               金門  5              1/20  11隻 

                總 共  57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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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採用綜合兩個團隊的數據並取最大值 2,034隻為

臺灣地區的數據，經香港觀鳥會彙整亞洲各度冬區黑面琵鷺族群數量總共

為 3,272隻。 

   台江國家公園以 1,795隻(台江團隊 1/18 調查)加上台灣其他地區數量

57隻等於 1,852隻為黑面琵鷺琵度冬數量，因此 2015年全球黑面琵鷺的族

群數量應為 3,090隻(圖 1)，比起前一年度增加 364隻，成長 13.4%。台灣

度冬族群數量佔全球 59.9%(1,852隻)，香港和深圳佔 10.7%(411隻)，中

國大陸(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及上海)佔 12.4%(330隻)，日本佔

12%(371隻)，澳門佔 1.8%(55隻)，越南佔 1.3%(40隻)，南韓佔 1%(31隻)，

其族群分佈如(圖 1)。 歷年來全球、台灣及台南度冬黑面琵鷺的族群數量

比較如(圖 2)，雖然台南地區得族群量有減少，但全區的族群數量卻明顯增

加，代表度冬區域有往外擴展的現象，減少族群過於集中的風險。 

   雖然同日調查，不同的調查團隊因不同的調查方法、時間，得到不同的

數據是可預期的，本計畫調查團隊每年皆以同樣的調查方法執行，相信調

查的誤差可減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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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5年 1月國際黑面琵鷺同步普查亞洲族群分布.        

  

 本計畫在年度調查中將多處主要度冬區，根據地緣及其黑面琵鷺活動範

圍由北往南分為三個區域： 

 

嘉義地區: 包含鰲鼓濕地、布袋鹽田、八掌溪沿線。 

曾文溪北地區: 包含北門學甲濕地、頂山、北魚塭、主棲地、東魚塭、臺

南大學西校區及龍山等。 

曾文溪南地區: 包含土城、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A1及 A2 、保護區東側魚

塭 、鹽水溪濕地 及高雄茄萣濕地。 

各地區環境描述與度冬情形: 

       鰲鼓： 屬於台糖公司海埔墾植地鰲鼓農場，已規劃成鰲鼓濕地。今年度

整個度冬期都有黑面琵鷺在此棲息，2015年 1月前約有 100隻族群，

最大量在 2014年 11/23(238隻)，2015年 2月以後約有 30隻族群，

五月底仍有 15隻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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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屬於台鹽布袋鹽場廢棄停工之第六、七、八鹽區，干擾減少，今

年度至 2015 年 3 月前維持平均 165 隻的度冬族群，最大量在 2014

年 12/13(258隻)，2015年 5月底仍有 13隻幼鳥停留。  

 

  八掌溪：以往小族群度冬黑面琵鷺會聚集於八掌溪口北岸，近年來可能

人為干擾逐漸往上游移動，以 61號公路嘉南大橋兩側溪畔泥灘棲息

地度冬，今年族群較少，野外觀察有發現小群在嘉南橋南岸聚集，

此處也許可以成為新的度冬棲地。 

 

  學甲濕地：急水溪中段學甲濕地西側溪畔泥灘是近年度冬族群選擇的棲

地，在高水位泥灘休息，低潮時會在水邊覓食活動，高潮時會至岸

邊休息，今年度度冬族群不穩定，平均未超過 100隻，最大量在 2015

年 1/17(227隻)。 

  頂山區：屬於七股鹽場荒廢鹽田，但因水路堵塞，無法提供足夠食物。

今年度 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3月平均有 200隻的族群，最大量再

2014年 12/13(364隻)。  

  龍山區：位於七股潟湖東側，皆為養殖魚塭，部份魚塭於池水放乾之際

可提供短暫雜魚食物來源，人為干擾大，只能短暫休息，今年度無

發現紀錄。 

主棲地：曾文溪口北岸黑面琵鷺保護區主棲地，為 300公頃廣闊潮間帶，

以往為在台度冬黑面琵鷺族群主要棲地;最早到達的黑面琵鷺族群

會先聚集於此區，再遷移至其他棲地，今年度冬初期有 2014 年

10/11(315 隻)、11/8(669 隻)的大族群，但隨後的度冬中期、後期

只有少於 100 隻的族群，有時由於東北季風強盛，更移動到灘地南

邊的紅樹林。 

東魚塭:主棲地東側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大部分是小面積養殖魚塭，

以往是小族群黑面琵鷺覓食與休息的場域，近年來大部分廢棄魚塭

被重新使用，黑面琵鷺族群使用瀕度急遽減少，今年度只有兩筆記

錄 2015年 1/17(4隻)，3/14(2隻)。 

北漁塭:主棲地堤岸北邊養殖魚塭區，度冬期休作的魚塭能提供食物來源，

吸引不少族群利用，今年度 2014年 12月至 2015年 3月有平均達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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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的族群數量。  

臺南大學西校區:東魚塭區再往東為國立台南大學七股西校區，尚未填土， 

管理處有委託經營虱目魚養殖來吸引黑面琵鷺使用，今年度在此棲

息的族群數量不多，平均小於 50隻，只有兩次記錄大於 100隻。 

 

土城區：位處曾文溪南岸，介於黑面琵鷺保護區及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A2 區之間，屬於台南市安南區，有大面積虱目魚魚塭，度冬期魚塭

池水陸續放乾，沿安清路南北兩側會有部分區域提供度冬族群覓食

及休息場域，主要的棲息地為水流媽廟附近廢棄魚塭及安清路沿線

鄰近魚塭，今年度的平均族群數量有 2014 年十月至 2015 年三月達

286隻，甚至有 2014年 11/22(646隻)、12/13(415隻)的大族群。 

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A2區為中心， 西北方為四

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A1區，以往是曾文溪以南地區的主要棲息地，也

許是保護區內無法提供足夠魚源，周遭魚塭陸續被開發為工業區，

族群數量有減少情形，今年度 2014年十月至 2015年三月平均族群

只有 143隻。 

保護區東側魚塭:，鳥友習稱為郭婦產魚塭，近年使用情形少，今年度只

有兩次紀錄達 30隻。 

春生海釣場:嘉南大排與台十七號公路北邊魚塭區，有大面積廢棄魚塭；

今年度保持平均 50隻的族群。 

鹽水溪溼地:臺十七號公路以東，嘉南大排以南，鹽水溪以北的魚塭區，

有大面積廢棄魚塭是度冬雁鴨科、鷺科及黑面琵鷺聚集棲地，今年

度 2014年十二月至 2015年三月平均有 60隻的族群。 

 

  高雄茄萣濕地:舊竹滬鹽田，101年高雄市政府規劃成茄萣濕地，近年來

冬天聚集不少雁鴨科、鷸鴴科、鷺科水鳥，本年度 2014年十一月至

2015年 4月維持平均 164隻的族群數量，最大量在 2014年 12/13(281

隻)。 近年干擾狀況有增加，部分會移動至南邊的永安濕地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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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人員訓練計畫: 

為提升調查員素質以獲得精確資料，於 104年 9月 28日舉辦調查員訓練，參

加課程人員近 30名，訓練課程如下。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  

 

長官 

09:00~10:00 鳥類調查的理論及意義 陳炤杰老師 

10:00~10:50 黑面琵鷺的習性 王佳琪老師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1:50 黑面琵鷺的繫放與遷徙 王佳琪老師 

11:50~13:30 午休時間  

13:30~14:20 2013~2014黑面琵鷺調查結

果 

 

郭東輝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5:20 黑面琵鷺野外辨識 郭東輝 

15:20~16:00 調查表格 調查員 

16:00~16:30 結語  

 
上課地點: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二樓會議室 

詳細課程內容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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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台灣度冬黑面琵鷺 

   由 2015年的黑面琵鷺全球普查結果來看，台灣地區的度冬族群佔全球數量

的比重雖有減少，由60.9%(2014)減少至59.9%(2015)，但成長速率也達到11.6%，

又回到以往>10%的成長率，彙集比較 2010~2015每年的數量曲線(圖 14) ，今年

度的度冬族群數量在 10月下旬達到一千隻，11月接近二千隻(1,962隻)，12月

上旬紀錄到超過二千隻(2,278隻)，雖然以後的數量未再超過二千隻，相信近年

內台灣的度冬族群絕對超過二千隻； 族群數量曲線型式維持雙高峰，前高峰比

歷年延遲 1個月至 12月上旬，後高峰延後半個月，如以往 80%度冬族群可維持

3.5月，北返的啟程仍在 3月下旬，數量快速減少。影響棲地停留或使用時間的

重要因素在棲地的形式變化及度冬前的夏季雨量多寡，今年度雨量少，度冬後

期可用之魚塭、池塘不多，也許觸發成鳥提早北返。

圖 5、2010~2015年黑面琵鷺在台度冬期間族群數量趨勢比較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23 

 

(二)台灣度冬黑面琵鷺分佈 

    由(圖 4)黑面琵鷺同步普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度冬族群仍集中在台灣西南部

本計畫主要調查區(97.8%)，雲林的度冬族群有增加現象，高雄的援中港、高屏

溪口的數量也增加，但位於台灣東北角的宜蘭度冬族群沒有成長，曾有 32隻的

紀錄，也許干擾多，族群分散。新興的茄萣濕地因為較容易觀賞，干擾程度大

時會往南移動至永安濕地，甚至更南邊的高屏溪口亦有族群出現，但茄萣濕地

仍有 1-4號公路通過溼地的威脅存在。東部的花蓮與台東及東沙環礁在本季調

查無紀錄，離島的族群只有金門有穩定數量。台北到彰化沿岸有小的度冬族群，

北返期間未紀錄到大批過境數量 。 

(三)嘉義、曾文溪北、曾文溪南三區比較 

    比較三個主要區域(嘉義、曾文溪北、曾文溪南)的黑面琵鷺度冬數量顯示，

主要度冬族群仍選擇曾文溪南(平均族群數量 678隻)、曾文溪北(平均族群數量

670隻)為主要棲息地，嘉義地區(平均族群數量 237隻)為輔，在度冬後期(四月

以後)的幼鳥及亞成鳥部分以曾文溪以南及嘉義區作為主要棲息地，五月份以後

則集中於嘉義區(圖 6、圖 7)。 



103年台江國家公園及其週緣地區黑面琵鷺數量調查 

24 

 

 
圖 6、2014~2015年度全區與主要三區黑面琵鷺族群數量比較 

 

圖 7、2014~2015年度主要三區黑面琵鷺族群數量比較 

   1.嘉義地區的主要棲地仍以鰲鼓溼地及布袋鹽田為主，八掌溪的小棲地有潛

力增加族群數量，鄰近的雙春魚塭區常有覓食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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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14~2015年度嘉義區黑面琵鷺族群數量比較 

2.曾文溪以北地區的度冬族群仍以曾文溪口北邊主棲地為度冬前期的聚集

地，再分散至其他度冬棲地，頂山鹽田及北邊魚塭區仍為主要利用區，東邊魚

塭區利用程度低，臺南大學西校區確實可吸引部分族群利用，北返前可見換好

飾羽的成鳥群由主棲地出發。 

 

圖 9、2014~2015年度曾文溪以北區黑面琵鷺族群數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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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曾文溪以南的度冬族群以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A2為度冬早期聚集地，

再分散至其他棲地，今年度土城地區的度冬族群明顯增加，十一月紀錄到 646

隻的族群集體覓食，整個度冬期維持相當數量，仍以水流媽廟及安清路沿線到

蔡姑娘廟的魚塭為主要棲息地。2015年二月底到三月出的肉毒桿菌毒素中毒事

件，因為既有的黑面琵鷺救傷系統及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臺南市政府及民間

團體的志工發揮團隊合作使得衝擊減小，傷亡 14隻個體經過搶救有 6隻重回野

外，可惜的是無法找到毒源發生的第一現場，可能是當時適逢當地魚塭重整修

復期，發生後已被破壞，因此疫情也沒有繼續發生。11月下旬有部分族群遷移

至茄萣濕地，停留至 4月份，度冬期會短暫移動至永安濕地及更南邊的高屏溪

口活動。 

 

圖 10、2014~2015年度曾文溪以南區黑面琵鷺族群數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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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黑面琵鷺普查: 

自 1993 年起的國際黑面琵鷺度冬期同步普查顯示黑面琵鷺族群數量逐年增加

(圖 2)，彙集 2013~2015 年的數據(表)近年成長速率已趨緩，2015 年族群數量

有明顯增加情形，度冬族群數量加 364 隻(+13.4%)，台灣的度冬族群成長速率

也昇至 11.6%，綜觀亞洲其他地區，香港深圳(后海灣)自 2013 年有下降趨勢，

今年卻明顯增加 159 隻(+63.1%)，佔全球族群數量比率為 13.3%;中國大陸沿海

今年也持續小幅下降(-2.7%)，中國大陸與香港深圳度冬族群有密切的互動，若

把兩區域合計，雖然比去年度有明顯增加，但比 2013年略增 3.8%。日本的度冬

族群只小幅的增加(+6%)；澳門地區族群呈小幅的下降(-8.3%)，南韓濟州島的

族群有增加(+19.2%)，越南的族群仍持平。整體而言，今年度黑面琵鷺度冬族

群有較明顯的增加，回復以往 10%的成長率趨勢，但需要三年的時間達成。 

表 2、2013~2015年國際黑面琵鷺普查結果                  

地區 2013 (%) 2014 (%) 2015  (%) 與上年度比較 

全球  2725 2726 3090 +364 (+13.4%) 

台灣 1,624(59.6%) 1,659(60.9%) 1,852(59.9%) +193 (+11.6%) 

香港深圳   351(12.9%)   252 (9.2%)   411(13.3%) +159(+63.1%) 

中國大陸   363(13.3%)   339(12.4%) 330(10.7%) -9 (-2.7%) 

日本   277(10.2%)   350(12.8%)   371(12.0%) +21 (+6%) 

越南    39(1.4%)    40(1.5%) 40 (1.3%) 沒有變化  

澳門    48(1.8%)    60(2.2%) 55(1.8%) -5(-8.3%%) 

南韓    23(0.8%)    26(1.0%)    31(1.0%) +5 (+19.2%) 

菲律賓   1* (0.04%)    3*(0.0%)     0     x 

泰國   1* (0.04%)     0(0.0%)      0     x 

柬埔寨    0(0.0%)     0(0.0%)     0     x 

備註: 1. * 代表是非普查日的數據 , x 代表未改變 

      2.中國大陸包括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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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台灣西南沿海濕地，仍提供六成的黑面琵鷺度冬族群棲息場域，大部

份族群集中於台江國家公園的範圍及周遭地區，由今年的國際普查顯示亞洲各

地度冬族群皆有增加，總數已超過三千隻，台灣地區已接近兩千隻，近年其族

群成長更凸顯出現有棲地是否能提供足夠的空間與食源。由調查數據顯示台江

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兩個國際級保護區，在提供休息場域及食源的功能上有減弱

的趨勢，在停留時間與數量皆有減少情形，建議保護區主管機關應更重視及啟

動保護區積極的經營管理，尤其在棲地改善，以提供穩定食物來源與安全的避

風場所；由西校區的試驗魚塭經驗，建議在私有的魚塭以輔導或獎勵方式恢復

成對黑面琵鷺友善的淺坪式虱目魚養殖或延長魚塭休作前淺水位的時間，應是

最有效的作法； 公有的濕地建議以最經濟的自然感潮方式來經營，應有事半功

倍的效果。 

    二、台灣每年承擔最大的責任，國內的學者專家對黑面琵鷺的研究已有多

年的經驗累積，在國外卻未受到應有的對待，建議管理處應多辦理國際級的研

討會或工作坊，讓國外的友人瞭解台灣在黑面琵鷺的保育貢獻與深入研究。 

    三、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與臺南市政府及民間保育團體對於肉毒桿菌毒素

中毒事件已有多次合作的經驗，人員的動員、傷鳥的搶救、後續處理有 SOP可

遵循，讓疫情控制，減少保育鳥種的傷亡。今年度其他地區有相同的疫情就呈

現不同的結果，証明台南地區歷年來的救傷演習經驗值得國內外公部門及民間

團體共同來分享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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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末審查會審查意見辦理情況對照表 

委員 審查意見 辦理情況 

程委員建中 1.文中年度部分以民國，部分以西元，

請統一。 

2. 2014-2015三區族群數量比較圖 7、

8、9從生物統計學上來看，因縱軸

以比例表示故意義不大，建議以族

群量或取 Log值。 

3. 在討論中可以把主管機關的保育作

為放在討論中。 

4. P21中雀是錯字。 

5.中華鳥會採用不同取樣法，建議在  

文中提出與本案方法進行討論比

較。 

6. 救傷部分建議可另做專章討論，野      

生鳥類對於禽流感可能可以自行復

原，只要給予限制的空間，監視其身

體病毒量變化即可。 

7. P9表一，各區每年的年度最大量，

建議與當地氣候、溫度進行比對分析

，或許可以探討出台灣最適宜做普查

的時間，做為進一步說服國際鳥盟調

整全球普查時間的可能性。 

1.已修正，封面

以民國，報

告內文以西

元來表示。 

2.遵照辦理，已

更 正 為 數

量，請見圖

6、7、8、9。 

3.遵照辦理，請

見 建 議 部

分。 

4.遵照辦理，已

修正 

5.遵照辦理，已

在 P13~15 

頁說明。 

6.遵照辦理。 

7.國際黑面琵

鷺普查時間

是歷年來經

過 討 論 決

定，為配合國

際同步普查

仍以其公布

時間為調查

日。 

 

蔡委若詩員 
1. 報告書的標題有誤。 

2. P9內文有 13區，表中卻有 16

1. 遵照辦理，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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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3. 文中一些有關地名部分前後請

統一用語。 

4. 本研究資料與中華鳥會資料不

同的原因，是調查方法或是其

他因素。 

5. 台灣其他區資料是如何得來。 

6. P19度冬後期幼鳥與亞成鳥的

狀況，有何種數據可以呈現在

地理選擇的狀況。 

2.請見 P7頁調

查方法(-) 。 

3.遵照辦理。 

4.請見 P15頁說

明。 

5.主要由各地鳥

會調查員野外

資料。 

6.度冬後期調  

查員在計數時

會註明成鳥及

幼鳥數量，據此

來說明。 

姚委員正得 
1文中全球資料也請統一，部份有

國名、部分卻以地名。 

2. 台灣今年有 2種數據，請說明

清楚。 

3. 有關調查數量與全球數量不同

一事，需要技巧性的處理，或

許詳細的說明本案調查方法

，不要再強調去統計全球的數

據。 

4. 建議依照計畫目標，將調查方

法與結果進行重排，以彰顯本

計畫的重點，配合國際普查只

是一小部分，但在成果中却放

在最重要的重點，建議可以聚

焦在計畫目標上。 

1.引用香港觀

鳥會彙整的

資料。 

2.請見 P13~15

頁說明。 

3.遵照辦理。 

 

 

4.遵照辦理，已

重新調整。 

 

楊副處長金

臻 

1. 本案調查數量與全球數量中台

灣數量不一致，其中原因為何

，未來應如何處理，請在結案

報告中要補充說明。 

1. 請見 P13~15

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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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黑面琵鷺調查員訓練手冊 

103年台江國家公園及其周緣地區 

黑面琵鷺數量調查 

調查員訓練課程 

 

  
 

主辦單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野鳥學會 編印 

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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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台江國家公園及其週緣地區黑面琵鷺數量調查 

調查員訓練課程表          103/9/28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  

 

長官 

09:00~10:00 鳥類調查的理論及意義 陳炤杰老師 

10:00~10:50 黑面琵鷺的習性 王佳琪老師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1:50 黑面琵鷺的繫放與遷徙 王佳琪老師 

11:50~13:30 午休時間  

13:30~14:20 2013~2014黑面琵鷺調查結

果 

 

郭東輝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5:20 黑面琵鷺野外辨識 郭東輝 

15:20~16:00 調查表格 調查員 

16:00~16:30 結語  

上課地點: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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