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報告 

3月 31日 

各位關心臺灣鳥類的朋友： 

我們是由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第十六屆理監事會所選出的第五屆（2020 年 9月至

2023年 8月）鳥類紀錄委員會委員，委員會的主要任務為：（1）建立及更新臺

灣鳥類名錄，（2）檢視臺灣鳥類新紀錄種。本屆承第三屆鳥類紀錄委員會之決

議，每屆將僅更新臺灣鳥類名錄一版並於 2023 年發布，但其間仍持續召開審查

會議，並於會後將審查結果公告於《飛羽》電子報，以供各界鳥友參考。 

本屆委員會於 2021 年 2月 7日在臺灣野鳥協會會館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針對

下列事項進行審查及討論：（1）國內新紀錄鳥種之審查，（2）分類及名稱異動

之更新，及（3）2020 臺灣鳥類名錄之修正建議。 

一、 新紀錄鳥種審查： 

(一) 新紀錄種： 

1. Bar-headed Goose（Anser indicus）：同意為新紀錄種，無亞種，暫名

為「斑頭雁」，屬性為臺灣本島迷鳥。

2. Christmas Island Frigatebird（Fregata andrewsi）：同意為新紀錄種，

無亞種，暫名為「聖誕島軍艦鳥」，屬性為臺灣本島迷鳥。

3. Great Gray Shrike（Lanius excubitor）：同意為新紀錄種，有 12個亞

種，依外型與分布應為 Steppe亞種 Lanius excubitor pallidirostris，暫

名為西方灰伯勞，屬性為臺灣本島迷鳥。

4. Philippine Pied Fantail（Rhipidura nigritorquis）：同意為新紀錄種，無

亞種，暫名為「菲律賓扇尾鶲」，屬性為臺灣本島迷鳥。

5. Chinese Blue Flycatcher（Cyornis glaucicomans）：同意為新紀錄種，

無亞種，暫名為「中華藍仙鶲」，屬性為臺灣本島迷鳥。

(二) 新紀錄亞種： 

1. 中杓鷸（Numenius phaeopus hudsonicus）：新竹，同意為新紀錄亞種。

2. 白腹鰹鳥（Sula leucogaster brewsteri）：基隆，同意為新紀錄亞種，

相關紀錄應為 brewsteri 亞種，然尚無法排除雜交之可能，故加註

「？」。



二、 各地區鳥類遷徙屬性更新： 

(一) 臺灣本島： 

1. 小綠鳩（Ptilinopus leclancheri）：依據發現紀錄回顧（邱與林，2021），

遷徙屬性自「留、稀」更改為「冬、稀」，中文俗名不異動。

2. 大白鷺（Ardea alba）：依據發報器追蹤紀錄（邱，2020），遷徙屬

性自「夏、不普/冬、普」更改為「留、不普/夏、不普/冬、普」。

3. 東方蜂鷹（Pernis ptilorhynchus）：依據發報器追蹤與觀察紀錄，遷徙

屬性自「留、不普/過、普」更改為「留、不普」。

4. 黑鳶（Milvus migrans）：依據發報器追蹤紀錄（林等人，2020），遷

徙屬性自「留、不普」更改為「留、不普/過、稀」。

(二) 金門地區： 

1. 藍翅八色鳥（Pitta moluccensis）：同意遷徙屬性自「無」更改為「迷」，

並建議發現者提交稀有鳥類紀錄報告。

2. 綠畫眉（Erpornis zantholeuca）：同意遷徙屬性自「無」更改為「迷」，

並建議發現者提交稀有鳥類紀錄報告。

3. 虎紋伯勞（Lanius tigrinus）：同意遷徙屬性自「無」更改為「迷」，

並建議發現者提交稀有鳥類紀錄報告。

4. 飯島柳鶯（Phylloscopus ijimae）：同意遷徙屬性自「無」更改為「迷」，

並建議發現者提交稀有鳥類紀錄報告。

5. 小鶯（Horornis fortipes）：同意遷徙屬性自「留、不普」更改為「留、

普/過、稀」。

6. 白眉鶇（Turdus obscurus）：同意遷徙屬性自「冬、不普/過、不普」

更改為「冬、稀/過、稀」。

7. 朱連雀（Bombycilla japonica）：同意遷徙屬性自「無」更改為「迷」，

並建議發現者提交稀有鳥類紀錄報告。

8. 水鷚（Anthus spinoletta）：同意遷徙屬性自「過、稀」更改為「迷」。

9. 臘嘴雀（Coccothraustes coccothraustes）：同意遷徙屬性自「過、稀」

更改為「迷」。

三、 分類異動： 

(一) 灰鷽（Pyrrhula erythaca）：學名更新為 Pyrrhula owstoni，英文俗名更新

為 Taiwan Bullfinch （Dong et al., 2020），中文俗名不異動；特有性更改

為「臺灣特有種」。臺灣特有種鳥類新增 1種，共有 30種。 



四、 其它調整建議： 

(一) 白嘴端燕鷗（Thalasseus sandvicensis）：同意歷史紀錄證據不足，建議從

臺灣本島迷鳥移至附錄一待觀察名單。 

(二) 栗耳鳳鶥（Yuhina torqueola）：中文名稱更改為栗耳鳳眉。 

(三) 黑臉噪鶥（Garrulax perspicillatus）：中文名稱更改為黑臉噪眉。 

(四) 海南藍仙鶲（Cyornis hainanus）：亞種小名確定從「？」更改為 C. h. hainanus

亞種。 

 最後，感謝所有提交鳥類紀錄與稀有鳥種報告的鳥友們，也謝謝各界鳥友對鳥

類名錄的指教與建議。懇請各位未來持續提供相關資訊，更歡迎您將寶貴的意見

提供給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或本委員會，讓我們得以持續更新臺灣鳥類名錄並提升

其品質，以利各界參考。 

蔡乙榮、丁宗蘇、吳森雄、吳建龍、阮錦松、林瑞興、楊玉祥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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