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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土豆鳥大集合！2016 雲林小辮鴴普查 

◆稀有鳥種發現記錄／白頂鵐、栗耳畫眉 

◆北太平洋節能延繩釣捕撈海鳥死亡率的挑戰 

 

 

服務鳥友，保育野鳥，推動國家保育政策，參與全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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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President 

 

 

 

 

 

 

 

 

 

 

 

 

 

各位鳥友新年好！小弟在此先向大家拜個年，祝福全國鳥友新年快樂、身體健康、鳥運亨

通、萬事如意！ 

 

去年在中華飛羽中曾向大家報告，依中華鳥會理監事會議的決議，今年度的中華飛羽將改

發行電子版，目前規劃每月發行活動快訊、逢單月發行飛羽會訊，因內容做了大幅度的調整，

且是第一次發行全電子版刊物，難免有諸多不周全之處，還望大家多多指導與建議，也歡迎大

家將刊物轉寄給您身邊關心大自然的朋友，讓更多人知道全國各鳥會的努力！ 

 

    在這新的一年，我們除持續推動黑面琵鷺普查之外，也將分別於 4 月及 10 月舉辦大雪山

與阿里山賞鳥大賽，誠摯的邀請大家組隊來參賽。 

 

同時我們也正在努力爭取資源，希望能在今年度推動里山生態保育推廣計畫，讓更多人認

識「里山-生態友善農業」，並透過支持消費行為來支持保育行動。 

另外我們也期望能結合全國獸醫的能量，辦理鳥類救傷志工相關培訓課程，並與地方政府合

作，協助解決各地的鳥類救傷問題。 

 

生態保育領域中，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所幸有大家的支持，許多工作雖未能一次到位，但

總能不斷的前進，未來的路還很長，還需要大家給予更多的支持，期望在全國鳥友的共同努力

下，能讓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留給孩子們，一個友善的環境，也給自然萬物，一片自在生存

的大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第十四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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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訊 

好書推薦 

桃園許厝港及機場周邊 

溼地常見鳥類 

 

 

 

 

具有桃園市沿海濕地特色的鳥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第一本口袋書出爐了！本書主要介紹桃園市許厝港國家重

要濕地的由來與生態，包含機場周邊的範圍，針對 63 種常見野鳥，詳列中文學名、英文、日

名及生態習性，並對每一種鳥的形態特徵做了十分詳盡的介紹，相信這是一本所有愛鳥人士不

可或缺的好書。 

    本書非常適合國中、小學童於野外觀察時使用，方便攜帶及辨識，對臺灣推動賞鳥、自然

體驗及環境教學相當有裨益，誠摯推薦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教師於環境教育或戶外教育之鳥類

生態教材首選。 

    有了這本賞鳥秘笈，您一定會更容易辨識、觀察和愛護這些可愛的小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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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

訊息 

2015 老鷹季 

「重返老鷹岩」 

 

文—基隆鳥會 

 

 

 

 

 

 

基隆鳥會 2015 年老鷹季活動於 12 月 20 日舉行，主題定為「重返老鷹岩」，活動將由海洋

廣場開始，再分由海興步道及大武崙砲台兩條路線登上情人湖老鷹岩，「老鷹先生」—沈振中

將在終點和參加活動之民眾會合，活動採用線上報名的方式。 

 

看完「老鷹想飛」紀錄片後，觀眾很好奇片頭和片尾空拍畫面的地點在哪？基隆鳥會表示，

那是情人湖的「老鷹岩」，也就是老鷹先生沈振中當初調查老鷹的地方，可以俯瞰外木山海灘

並遠眺野柳。基隆鳥會指出，在老鷹岩的旁邊有鐵欄杆圍著，而這鐵欄杆則被命名為「鐵達尼

號船頭」，主要是和情人湖的「情人」意象結合。也因為這種思考模式，環山步道旁的圓形城

堡也被稱為「溫莎堡」。 

 

基隆鳥會決定 2015 年的老鷹季主題為「重返老鷹岩」，

除了將和民眾重返電影場景，現場體驗當初老鷹先生在這裡

調查老鷹的情境，也希望能行銷基隆情人湖獨有的觀光景

點。 

 

「重返老鷹岩」活動將在早上九點從海洋廣場開場，由

於當天是黑鳶調查日，沈振中老師將在現場實地示範 23 年

來的調查方式，並有解說員從鳶碑談起，導覽老鷹的故事；

十點分兩條路線，一為搭公車至德和國小下車，步行解說外

木山老鷹的故事，再由海興步道上到老鷹岩；另一條路線則

搭乘遊覽車至大武崙砲台，循著沈振中當初觀察情人湖老鷹

聚集區的路線到老鷹岩。兩條路線在老鷹岩會合，將由老鷹

先生帶領共同宣讀「尊重土地行動宣言」，再回到溫莎堡午

餐及進行「回首來時路」的體驗遊戲。 

 

攝影／劉定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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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

訊息 

2015 

黑面琵鷺 T75 搶救實錄 

 

文／攝影—台南鳥會 

 

 

 

 

 

  

 

11 月 21 日 

  曾文溪口黑面琵鷺主棲地台江國家公園巡守員發現一隻體弱黑面琵鷺個體無法飛行，立即

動員搶救，依照臺南市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通報及緊急應變作業要點，單隻黑面

琵鷺先送至緊急救傷獸醫院—慈愛動物醫院金華院初步檢傷醫護，只呈現虛弱狀況。 

 

11 月 22 日 

  獸醫師發現有癱軟現像，疑是肉毒桿菌毒素中毒，聯絡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支援抗毒血

清，經適當處置後狀況穩定。 

 

11 月 27 日 

  經獸醫師評估體能狀況恢復，但考量覓食及收容空間，建議轉送集集特有生物保育中心野

生動物急救站以利於後續照護及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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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 

  專車轉送至集集，經二星期照護， 

體重由 1,000g 回至 1,400g，徵詢急救站獸醫師，評估可以擇期野放。 

 

12 月 14 日 

  臺南鳥會前往急救站標識，依照臺灣地區黑面琵鷺繫放腳環清單，右腳掛上 T75 號碼環

（脛胕骨）及金屬環 H02527（跗蹠骨），左腳掛上紅藍綠三色顏色環（脛胕骨）來標識及測量

數據。由外觀來看，頭部眼下有黃斑，上嘴喙橫紋分佈至嘴前端，翅膀飛行羽皆白色，初級飛

羽第八根換羽達 4，第九根換與至 3，第十根為 0（舊羽），判定應是 3+年齡，上嘴長達 177.5mm，

可能是一隻雄鳥。 

 

12 月 18 日 

  清晨 07：30 經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決定在曾文溪口第二賞鳥亭前野放，台江國家公園張

處長、臺南市動保處李處長及本會蔡理事長代表開籠，T75 走出獸籠未立即起飛，在大陣仗的

媒體前，移動至岸邊整理羽毛，於 08：04 振翅飛起，空中盤旋幾圈後降落到主棲地泥灘，重

回野外。 

團體會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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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

訊息 

2016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簡章 

 

文—臺灣野鳥協會 

 

 

 

 

 

 

 

 

一、緣起 

    『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自 1994 年起，每隔 2 年由台灣和大陸輪流舉辦，至今海峽

兩岸已分別主辦多次。2016 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輪由台灣主辦，並由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等四個單位成立籌備處共同主辦，希望海峽兩岸鳥類學者專家，藉由相互切磋，

以促進學術交流，並提升彼此的學術研究水準。 

 

二、目的 

    1.提供國人鳥類基礎研究的交流平台，促進對台灣鳥類之認識，以作為科普教育及推動生 

態保育工作之科學基礎。 

    2.藉由海峽兩岸學術交流，進而提升彼此的研究水準，並提供未來兩岸鳥類學術研究與保

育的合作根基。 

 

三、辦理單位 

    1.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主辦單位：（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籌備單位)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野鳥資訊社、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3.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中國動物學會鳥類學分會 

    4.贊助單位：視群傳播有限公司、太陽電台 

 

四、活動期間 

    1.2016 年 4 月 23~24 日：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 

    2.2016 年 4 月 25~28 日：山林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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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地點 

    1.研討會地點：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際會議廳（地址：台中市館前路 1 號。） 

    2.賞鳥地點：南投埔里、蕙蓀林場、杉林溪、大雪山……等。 

 

六、報名方式 

    1.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goo.gl/9yzRZI 

    2.第 1 次報名時間：2015 年 12 月 15 日~2016 年 1 月 31 日止（優惠價）。 

      第 2 次報名時間：2016 年 02 月 01 日~2016 年 4 月 23 日止（無優惠）。 

    3.請於報名完成後 5 天完成匯款手續。 

      轉帳銀行：合作金庫 006，建成分行，帳號：1885-717-108308。 

      匯款完成後，請電話(04)-22600518 告知帳號後 5 碼，以便核對。 

 

七、論文摘要撰寫格式 

    請至報名系統檔案下載處點選： 

    第 11 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徵求論文通知與範例-檔案。 

 

八、聯絡方式：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1.電話：04-2260-0518 

    2.電子信箱：birdtw.a1@gmail.com 

 

 

團體會員訊息 

http://goo.gl/9yzRZI
mailto:birdtw.a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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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

訊息 

最佳鳥主角野放迎春 

落翅黦鷸重回許厝港 
 

文／攝影—桃園鳥會 

 

 

 

 

 

 

 

 

    桃園市野鳥學會昨天在名列國家重要濕地的大園許厝港順利野放一隻被野狗攻擊的黦

(音：ㄩˋ)鷸，野鳥學會將持續派義工排班守護、驅趕野狗，讓這隻斷翅的黦鷸繼續成為桃園

濕地保育的重要指標鳥。 

 

    去年(104 年)9 月中旬，12 隻有著大杓子般長嘴的黦鷸，從東北亞南飛至許厝港濕地補充

體力，吸引眾多鳥友前往。10 月初鳥友發現有一隻右翅受傷的黦鷸未隨大家繼續南下，就留

在許厝港國家家重要濕地裡，鳥友們都非常關心牠的傷勢，桃園鳥會也接到許多求援電話，經

救傷組前往觀察評估，黦鷸屬於涉禽，常躲藏蘆葦叢中，落翅的黦鷸覓食及生活皆正常，為避

免因捕捉造成緊迫導致更嚴重的傷害，因此決定持續觀察。 

 

    今年 1 月 12 日穆姓鳥友於許厝港賞鳥時，發現黦鷸遭受野狗攻擊被壓制在灘地。鳥友見

狀即驅趕野狗，將無法移動的黦鷸保護帶離濕地，經送高生動物醫院義診，醫師細心檢查除嚴

重驚嚇外無外傷及骨折，但是右翅落翅處的關節已經硬化，無法恢復。桃園鳥會救傷組依長期

救傷經驗，決定先對黦鷸做收容觀察及餵養，同時通報相關單位，請求解決許厝港野狗氾濫問

題，兩週來未獲政府積極回應。 

 

    經過桃園鳥會救傷組的細心照料，黦鷸吃得頭好壯壯、排泄正常，身體脂肪囤積及羽毛生

長豐富、胸肌飽滿，考量野生動物不宜長期收養於義工家中，經水鳥專家觀察評估後，應可以

回到野外繼續生活。但考量棲地野狗問題仍未解決，桃園鳥會將請義工於野放後排班守護驅趕

野狗，讓黦鷸能安全地留在許厝港國家重要濕地。桃園市野鳥學會理事長吳豫州也懇請政府有

關部門應加強許厝港國家重要濕地之管理維護，也籲請鳥友及攝影朋友到許厝港賞鳥拍鳥時，

一起守護黦鷸，並避免驅近壓迫，以免影響其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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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翅的黦鷸體型較大，像杓子般的長嘴相當特殊，因此成為桃園鳥會帶領學童及民眾進行

濕地教育時的最佳鳥主角。小朋友與民眾初次觀察到黦鷸時，總是為牠長如杓狀的嘴喙感到驚

訝，單筒望遠鏡前總是大排長龍，對牠的食性及遷徙路徑充滿好奇，有問不完的問題，春節前

夕最佳鳥主角野放回大自然，鳥友們也祝福黦鷸新年快樂。 

 

 

 

 

 

 

 

團體會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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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

訊息 

會務報告 

 

台北鳥會 

1.2016 年 3 月 26 日(六)下午 13：00-16：50 

  於台北市建民區活動中心舉辦第十六屆第二是會員大會，請踴躍參加，若不客前來參加的 

  會員，請上官網下載 105 年委託書，並填寫完畢後傳真至 02-2755-4209 或 ed@wbst.org.tw 

  相關訊息：http://goo.gl/o1n2us 

2.台北鳥會志工招募 

  相關訊息：http://goo.gl/bGGnMh 

3.限有效會員報名的大型活動，相關訊息請參閱活動預報表，或官網公告。 

 

 

新竹鳥會 

1.2015 年度四季鳥類調查結果顯示豐富度最高的鳥種依序為東方環頸鴴、麻雀、黑腹濱鷸、灰

斑鴴、高蹺鴴、鐵嘴鴴。 

2.大庄區以水鳥為主，7 次調查共記錄鳥類 107 種 12,966 隻次，物種數及豐富度都最高。 

3.大庄區隨著紅樹林的移除，棲地性質恢復為泥灘地，鷸科及鴴科鳥類數量逐年上升。 

 

 

屏東鳥會 

 

1.配合 2016 新年數鳥嘉年（NYBC）活動，順利完成包括尾寮山、霧臺、三地門、農科園區、

屏科大、泰武、林後四林、崁頂濕地、大鵬灣、大漢山、雙流、四重溪及龍鑾潭等 13 樣區

的調查。 

2.支援屏東市凌雲國小及竹田鄉大明國小共 4 場次國小校園生態保育宣導賞鳥活動。 

3.每週五舉辦「野望自然影展賞析」，2016 年 1 月份計有： 

  01/08 怪怪動物寶貝     分享人：吳姵榛 

  01/15 原始新大陸—山   分享人：吳正文 

  01/22 紅色警戒—大白鯊 分享人：吳正文 

  01/29 與寄生蟲共存     分享人：蕭恩沛 

 

 

http://goo.gl/o1n2us
http://goo.gl/bGGnMh


19 
 

飛羽  FEATHER／Vol.272 

團體會員

訊息 

團體會員

訊息 

會務報告 

 

台東鳥會 

 

1. 105/01/03 大坡池賞鳥活動因下大雨無法進行賞鳥活動。 

2. 105/01/09 召開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3.105/01/10 進行 2016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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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5/01/13 第四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參選實地查訪。 

 

 

 

5.105/01/17 進行泰源鳥梅同賞活動。 

6.105/01/17 執行黑面琵鷺全國族群分布監測計畫 

 

團體會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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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分享 

 

土豆鳥大集合！ 

2016 雲林小辮鴴普查 
 

文／攝影—雲林鳥會 

 

 

 

 

 

 

 

 

    全台小辮鴴數量最多的元長，也是全國花生的重要產地，而收割後的花生田正是提供小辮

鴴覓食的絕佳環境，可見元長的農田提供了鳥類重要的棲息與覓食環境。健康無毒的農田將提

供棲息其上的生物豐富且安全的生存環境，因此今年我們特別將普查活動與元長當地友善農業

做連結，將安排調查員參訪元長合和有機村，除了體驗無毒有機農園，也讓全台關心小辮鴴的

朋友能認識在地為環境與健康默默努力的農夫。而今年活動餐點的食材也將採購自合和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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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體驗 

 

 

 

 

 

 

 

 

 

 

 

 

 

 

                                                              ▲鳥調志工於合和社區農園體驗 

 

    合和有機村故事起頭來自一位退休黑手---目前擔任元長合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李長

發先生。2010 年李長發回到故鄉元長啟動了合和無毒健康村的夢想引擎，以黑手師父按部就

班的踏實精神帶領在地年輕人，希望有朝一日能恢復農村的活力光采。從一個人到數十人，從

無毒到有機認證，一路走來有進也有退，即便如此，大家仍然抱持著最初的理想，期盼故鄉的

無毒農地能夠一片接續一片地拼湊起來。走進元長，走進合和，一起來認識這群可愛又可敬的

農夫吧！ 

 

好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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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雲林鳥會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共同主辦的「雲林小辮鴴普查」在今年已經是第八年

舉辦了。1 月 24 日當日，近百位來自全臺各地的調查志工於雲林縣 15 個鄉鎮 30 個樣區中同

步搜尋小辮鴴的蹤跡，一隻一隻來個鳥口總普查。而在元長鄉和平國小也有一系列的同學表

演、生態解說及手作 DIY 活動。雲林縣政府與雲林縣環保局更是提供多項宣導禮物，準備給

前來參與活動與猜中鳥數的民眾。日友公司亦捐贈 80 支小辮鴴風箏，與民眾及志工分享，讓

大家驚喜連連。重頭戲在所有調查員回到和平國小後回報調查數量統計掀起最高潮。今年雲林

縣普查數量為 4500 隻比去年還多出一些，全場志工無不歡心鼓動。 

 

 

                                                                                 ▼拼貼 DIY 

 

 

 

 

 

 

 

 

 

 

 

 

 

                               

                                 ▲鳥兒剪紙 DIY   ▲小小解說員介紹小辮鴴 

 

好文分享 好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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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蘇美如 

 

 

    今年度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好消息是「土豆鳥大集合—雲林小辮鴴普查」獲選為 2016 年臺

灣新年數鳥嘉年華(NYBC Taiwan)的年度贊助團體，意即今年小辮鴴普查活動將獲得來自

NYBC Taiwan 的募款贊助！普查活動當天將由中華鳥會理事長蔡世鵬先生頒發贊助款項，在

此邀請大家一起來分享榮耀與喜悅。更多有關小辮鴴普查資訊請上「土豆鳥大集合」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a/birds-tesri.twbbs.org/yunlinlapwingsurvey/）查詢。 

 

 

 

 

好文分享 

https://sites.google.com/a/birds-tesri.twbbs.org/yunlinlapwing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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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王振芳 

 

關於土豆鳥 

  在雲林度冬的小辮鴴以元長鄉數量最多，而雲林為全台花生（閩南語：土豆）的主要產區，

其中又以元長的種植面積最廣，來此度冬的小辮鴴經常出現在採收後的花生田裡覓食、休息，

因此當地賞鳥人便暱稱小辮鴴為「土豆鳥」，於是這個既可愛又貼切的名稱就成為小辮鴴普查

活動的主題名稱了。經過多年活動後，「土豆鳥」故鄉，也已經成為地方元長鄉的代名詞。 

  「土豆鳥」小辮鴴是冬候鳥，每年 11 月到隔年 2、3 月在台灣度冬，在黑色的頭頂上長有

一撮像辮子一般上翹的冠羽是最重要的辨識特徵，嘴黑腳暗紅，背部暗綠色有光澤，而飛行時

翼形寬圓，相當容易辨識。體型約 34 公分，停棲時體型跟鴿子差不多大，屬於大型的鴴。飛

行時會發出「喵、喵、喵」的叫聲。 

 

土豆鳥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krkNhH_S4E&feature=youtu.be 

（特生中心提供，拍攝／林瑞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1Zb4DkSjtg 

（雲林鳥會 王振芳提供） 

 

土豆鳥照片及新聞稿電子檔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mwtf9wicc353z5o/AAD0MB9pdPJAf1d-9kg_lwT_a?dl=0 

 

**禽流感注意事項** 

目前爆發之禽流感，並無禽傳人情形，但提醒面臨野鳥時，記得保持距離，不接觸野鳥排遺，

也不要碰觸野鳥或水禽的屍體（含雞、鴨、鵝），不到疫區或養禽場賞鳥。一有接觸鳥禽或其

排遺，請立即以肥皂清潔雙手。 

好文分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krkNhH_S4E&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1Zb4DkSjtg
https://www.dropbox.com/sh/mwtf9wicc353z5o/AAD0MB9pdPJAf1d-9kg_lwT_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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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分享 

 

2016 新年數鳥嘉年華會 

大雪山 9k-50k 記錄 

 

文—羅美玉 

 

 

 

    今年是第三年辦理大雪山新年數鳥活動，每年參加的鳥友都很踴躍，因為大雪山的鳥況真

的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地方。 

    今年選在 12 月 19 日一天完成 9-50k，41 公里的數鳥再分成三組（三個樣區），每個樣區

由資深鳥友擔任鳥老大，因為 12/15(二)至 12/18(五)連續四天的低溫，讓我們很害怕如果星期

六仍然低溫，對於一大清早六點集合，勢必於五點就要起床的鳥友來說是一件痛苦的事，還好

星期六終於回暖，而且天氣意外的好，萬里無雲，藍藍的天，真是要感謝老天爺給我們這麼好

的一天。 

 

    我帶的這組從 42k 到 50k，最精彩的地方是大雪山遊客中心園區附近，先是傳來火冠戴菊

鳥的叫聲，循聲而去現身的卻是煤山雀（火冠躲得很隱密），一群煤山雀在鐵杉樹上吃著小蟲

子，一下子倒吊一下子伸進毬果裡，梳著黑色的龐克頭，這麼可愛的鳥大家看了 10 幾分鐘都

不膩！ 

    剛剛的火冠戴菊一直躲在紅檜裡面，眼力不好的鳥友要找到他有點困難，還好後來在另外

一個鳥點又出現，終於讓新鳥友看清楚了！一時之間紅頭山雀、青背山雀、茶腹鳲、冠羽畫眉

都一起出現，不知道該先看哪一隻呢！ 

    數完遊客中心附近的鳥後一路慢慢開車往上，白眉林鴝、栗背林鴝、金翼白眉、星鴉陸續

出現。50k 的酒紅朱雀、灰鷽、褐頭花翼、深山鶯都不出現，連叫聲都沒有，可能是時間太晚

還是還在睡覺？而令人驚喜的事是往天池的路上帝雉突然在邊坡上散步，後來又走到步道旁覓

食，對於很多遊客經過牠的身邊都無動於衷，看來只有大雪山的帝雉會如此親民吧！ 

 

    今年參加人員共 25 人。當天數鳥結束後大家在 22k 集合，大家一邊分享數鳥的心得一邊

享用薑母鴨，真是太幸福了!而在大家享用大餐時突然飛來一隻猛禽，機警的鳥友馬上用相機

拍下，經過努力比對圖鑑確認為松雀鷹，唉！鳥人就是這樣，到了野外隨時都要注意天空和樹

叢間的所有動靜，一刻都不能鬆懈，就怕漏看了稀有鳥呢！ 

    這次綜合各組的成果也還不錯，總共看到 64 種，比較特別的是第一組在 15k 橫流溪記錄

到黃胸青鶲和林鵰，第二組看到虎鶇，其餘的鳥種都是大雪山常見的鳥種。每次賞鳥總有遺憾

（想看到的鳥沒看到）但也有驚喜（在低海拔看到中高海拔的鳥），累積越多經驗就會慢慢認

識鳥類的生態習性。這次新年數鳥沒看到的，期待明年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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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分享 

 

2015/12/27 

台東知本濕地觀察活動心得 

 

文／攝影—蘇俊榮 

 

 

 

 

 

 

 

 

    位於台東市南方的「知本濕地」是豐富生態、濾水和防洪功能良好的濕地，也是知本居民

的共同生活記憶、卡大地布部落的傳統領域。 

 

    知本濕地同時也是國際鳥盟劃設之「重要野鳥棲地」（Important Bird Area，簡稱 IBA，編

號 TW040），歷年來有種類繁多的候鳥度冬，包括聞名全球的瀕危鳥種黑面琵鷺，及在 2014

年 11 月，觀察到全球僅存約兩千多隻的東方白鸛蹤跡，為台灣候鳥遷徙路徑上之重要棲息所

在。 

 

    但知本濕地長久以來就面臨潛在、持續的開發壓力，為了要保護這塊野生動物樂園，避免

被開發造成野生動物棲地的喪失，台東縣野鳥學會多年來在知本濕地定期進行觀察紀錄，將知

本濕地豐富的鳥類生態資源介紹、推薦給一般民眾，藉由環境教育活動喚起民眾愛護自然環境

的意識，進而推動保護自然環境的各項行動。近年來更結合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台東知本

卡大地布部落辦理多項保護知本濕地的活動，包括淨灘、賞鳥活動等，希望能讓更多民眾了解

知本濕地寶貴的自然資源價值，更希望能推動知本濕地成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以讓知本濕地有

法律效力能保存下來，免受開發之危害。 

 

    104年 12月 27日帶領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東一炫蜂團的大小朋友到知本濕地進行鳥類觀

察，水面波光粼粼，眾多的候鳥也來此棲息、覓食。觀察到的鳥種有烏頭翁、鸕鶿、白冠雞、

紅冠水雞、花嘴鴨、鳳頭潛鴨、紅頭潛鴨、蒼鷺、大白鷺、綠頭鴨、紫鷺、魚鷹、紅嘴鷗等等，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鳥種是魚鷹。在知本濕地魚鷹是常客，算是蠻容易觀察到的鳥種之一，但是

這天不一樣，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知本濕地同時間看到三隻出現。以往觀察到一隻或二隻魚鷹

算是稀鬆平常，但是三隻同時出現盤旋，讓在現場的大小朋友驚呼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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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魚鷹與鸕鶿的互動也是當天相當精彩的畫面。稍早有一隻鸕鶿停在椰子樹上，就看到

一隻魚鷹飛來驅趕鸕鶿，鸕鶿飛下來到水域與另一隻鸕鶿在一起。但是魚鷹稍後又飛來騷擾兩

隻鸕鶿，兩隻隨即鸕鶿飛走（因為前幾天在知本濕地觀察到 13 隻鸕鶿，此時夥伴們開玩笑說

這兩隻鸕鶿要去呼叫夥伴來幫忙抵抗魚鷹）。但是之後發現飛來的不是鸕鶿而是另二隻魚鷹，

三隻魚鷹同時在上空盤旋一陣子，似乎是在宣示地盤後就鳥獸散飛走了！ 

 

    最後發現鸕鶿果真烙鳥來了！一小群共六隻的飛來了，可能發現魚鷹走了，就大喇喇地停

棲在原先的椰子樹上。整個過程感覺像是棲息地地盤的爭奪戰！真有趣！ 

 

    知本濕地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尤其是鳥類資源，每次去都有不同收穫，即使鳥況不佳，

光是欣賞美麗的風景，也足以讓人心曠神怡。很多外縣市的鳥友、親戚、朋友來到知本濕地時，

都讓這裡迷人的景觀給深深吸引，直呼下回要再來。我們也希望能將如此容易親近、擁有豐富

生態的濕地保護下來，不僅我們可以欣賞得到，也能留給下一代美好的環境。 

 

 

好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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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鳥種 

發現記錄 

Rare Birds 

 

稀有鳥種發現記錄表 

中文：白頂鵐 
英文：White-capped Bunting or Chestnut-breasted Bunting 

學名：Emberiza stewarti 

 

文／攝影—林智偉 

 

 

 

 

 

 

 

 

 

 

1.發現日期：2016 年 1 月 9 日 

2.發現地點：新北市貢寮鄉，田寮洋中央芒草區 

3.天氣情況：陰，偶小雨 

4.鳥是否逆光：否 

5.觀察時間：早上 8 點剛過第一次看到，觀察時間約 10 分鐘，第二次 9 點過後看到， 

  觀察時間約 5 分鐘左右。 

6.觀察者與鳥的距離：5~10 公尺不等 

7.當時所使用的器材：Zeiss 10x42 雙筒望遠鏡 

 

 

      請以文字敘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色、行為、鳴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 

      以及與其他鳥類一起行動。 

 

    那天天未亮我就到田寮洋了，目標是中央芒草區的鵐，來來去去看了一個多小時，都只有

小鵐、田鵐、黑臉鵐，還有一隻黑/褐頭鵐（未定論），這時候我又走回到最大片的芒草，剛好

跳上來約十隻鵐，望遠鏡掃過去仍是黑臉鵐較多，突然看到一隻臉部黑白分明，胸前明顯赤紅

色的鵐，我嚇了一跳，當下第一個反應是白頭鵐，因為我看過草鵐的繁殖羽，直覺不像草鵐，

而其他台灣有記錄過的鵐與這隻更是天差地遠，完全沒有誤認的可能。這時候我和牠距離約

10 公尺左右，而我的相機位在我和牠之間的草地上，我得要再前進 2 公尺才能拿到，還好再

往前一點點草很長，我只要蹲低一點，牠就看不到我，再加上我看牠雖然站在長草尖端，但是 

01

11 

0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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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縮成一團，不像其他鵐頻頻伸展、跳躍，牠看起來很累的樣子，我也知道這隻這麼特別一

定得要拍下來才好確認是什麼，於是我冒險又往前走了幾步，拿到相機，立刻先拍了幾張模糊

的紀錄，但拍完發現他並沒有想要動的意思，我才蹲穩、找好草間空隙多拍了幾張清晰的照片，

此時我知道自己已經夠近了，大約是一般鵐可以忍受的距離，目前沒有任何鵐飛走，都在草端

理毛，於是我也很放心地待在原地，改用望遠鏡繼續觀察。只是我越看越覺得奇怪，這隻似乎

不像是台灣野鳥手繪圖鑑上記載的任何一隻鵐，灰色頭、黑色過眼線，然後喉部黑色，與胸交

際明顯，胸前除了兩塊赤紅色三角形以外都是灰白色的，這特徵與白頭鵐似乎差得太多了些。

在第一次觀察的約 10 分鐘內裡面，牠只有抓了一次癢，其他時間幾乎都是維持像照片的動作，

後來毫無預警的，所有的鵐都往外飛，直接進到田裡，牠也跟著其他的鵐飛進田中。鳥走了之

後，我用手機翻拍相機照片，直接傳 Facebook 訊息給何瑞暘，並表示我覺得可能是美洲的 New 

world sparrow，但是他說查了 HBW 網路版找不到此鳥，想說可能我們兩個對於台灣地區以外

的鳥經驗不夠，不知從何找起，又傳給了魏千鈞詢問，他過沒幾分鐘立刻回電說這是

White-capped bunting，我用手機 google 了這個名字，發現跳出來的圖案就跟我眼前看到的這

隻鳥一模一樣，於是確認。後來 9 點過後又在原地點的旁邊 2 公尺處看到一次，這次牠也一樣

都用那個姿勢站著不動，然後也跟著一群鵐飛出去到田裡。 

 

 

 

 

 

       補充資料 

 

      1.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哪些鳥種？ 

        白頭鵐（Pine Bunting）、草鵐（Meadow Bunting），但只是想到而已，稍一跟圖鑑比 

        較就立刻排除掉了。 

      2.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斷斷續續賞鳥約 20 年，認真開始看約 5 年，密集衝鳥 3 年半，生涯鳥種（只記台灣）   

        470 種。 

 

 

 

 

03

11 

稀有鳥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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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若有是何種證據？存放於何處？ 

       有影像紀錄。 

       第一次觀察： 

 

 

 

 

 

 

 

 

 

 

 

 

       第二次觀察： 

 

 

 

 

 

 

 

 

 

 

 

 

 

       填表者資料： 

       林智偉 

 

       共同發現者： 

       無 

 

       參考資料： 

       台灣野鳥手繪圖鑑、網路、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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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鳥種 

發現記錄 

Rare Birds 

 

稀有鳥種發現記錄表 

中文：栗耳鳳眉 

英文：Indochinese Yuhina 

學名：Yuhina torqueola 

 

文／攝影—張智偉 

 

 

 

 

 

 

 

 

 

1.發現日期：2016 年 1 月 12 日 

2.發現地點：連江縣莒光鄉—東莒大埔石刻旁步道 

3.天氣情況：多雲 

4.鳥是否逆光：否 

5.觀察時間：下午 2：00 

6.觀察者與鳥的距離：10 公尺 

7.當時所使用的器材：Nikon D7000 + Nikkor 200-500mm 

 

 

      請以文字敘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色、行為、鳴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 

      以及與其他鳥類一起行動。 

 

1 月 12 日台北鳥會於東莒進行新年數鳥嘉年華調查，在大埔石刻往碼頭的步道調查時發現一

群小現鳥類，行為模式類似綠繡眼，整群聒噪不休於樹冠層活動，不甚怕人；外形類似冠羽畫

眉，有冠羽，喙暗色，頭頂為淡藍灰色；眼下、頰及後頸為栗色帶縱斑；喉、胸、腹及尾下腹

羽白色；背、肩羽及翅為棕色，背及肩羽有白色軸斑；尾羽棕色，下側有白斑；腳粉紅色附近

還有發現黃尾柳鶯、黃腰柳鶯、藍尾鴝、黃尾鴝、白腹鶇。翻閱台北鳥會二版手繪圖鑑，沒有

類似的鳥類，應為新記錄種，上網查閱中國鳥類圖鑑、HBW、Clments 2015 等，判斷為栗耳

鳳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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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 

 

      1.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哪些鳥種？ 

        無 

      2.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約 8 年的鳥類調查經驗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若有是何種證據？存放於何處？ 

       有拍攝的照片。 

 

       填表者資料： 

       張智偉 

 

       共同發現者： 

       阮錦松、杜秀良、張智偉 

 

       參考資料： 

       臺灣野鳥手繪圖鑑、中國鳥類圖鑑、HBW 網站、Clemnet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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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鳥瞰 

 

 

減少北太平洋因延繩釣 

造成的海鳥死亡率有了重大突破， 

但仍另含隱憂！ 
 

翻譯—Scott Pursner 

 

 

 

 

 

 

    國際鳥盟「國際海洋專案」做為信天翁保育工作專責小組，為海鳥在國際政策上發聲─與

漁民一起增加海鳥存活率。 

 

    延繩釣漁船意外混獲海鳥是影響全球信天翁存活的最大威脅之一。世界五大鮪魚區域漁業

管理組織管轄範圍有 80%和全球信天翁分布區域重疊，國際鳥盟的「國際海洋專案」以及紐西

蘭夥伴組織在參加 2015 年 12 月於印尼巴里島舉辦的「西部及中部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會議時，

提出強烈的主張，要求減少南、北太平洋延繩釣漁業的海鳥意外混獲，認為這是一個拯救海鳥

遠離魚鉤威脅的絕佳機會。 

 

    從 2014 年起，大型漁船被要求至少需使用 2 種減輕混獲措施，以減少海鳥的死亡率。然

而，小型漁船仍未被要求遵守此規範。 

 

    在會議中國際鳥盟獲得重大的突破，從 2017 年 1 月起，未滿 24 公尺長的小型漁船，將強

制至少使用 1 種減輕混獲措施，如此將能使紐西蘭的候鳥─淡足鸌以及北太平洋的信天翁獲得

較佳的保護。然而，此協議在會議中未能獲得南半球組織的同意，無法對分布在南緯 25~30

度的瀕危海鳥提供更多保護措施。 

 

    國際鳥盟紐西蘭夥伴組織表示：「南太平洋部分島國對此協議仍有執行上的疑慮，但我們

仍希望在明年(2016)委員會會議中，能促使這些減輕混獲措施被採納執行。」 

 

    國際鳥盟表示：「很高興最終能促使北太平洋所有漁船實施海鳥保護措施，但長期目標是

希望所有小型漁船都能使用 2 種減輕混獲措施，我們仍須努力。促使所有參與國家簽署協議，

保護海鳥免於意外混獲，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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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for saving seabirds from longline 

fishing mortality in the north Pacific, but there’s a catch 

 

 

 

 

 

Along with saving seabirds on-board with fisherman as the Albatross Task Force, BirdLife’s Marine 

Programme also gives seabirds a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arena. 

 

Accidental capture of birds by longline fishing vessels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reats to albatross 

survival worldwide. Karen Baird, seabird supporter from Forest & Bird (BirdLife in New Zealand) 

and BirdLife International Marine Programme, attended a meeting strongly advocating for measures 

to protect seabirds in both the north and south Pacific from accidental bycatch due to longline 

fishing. 

 

The jurisdictions of the world’s five tuna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 (RFMOs) 

overlap with for example 80% of global albatross distribution. As such, the meeting of the Western &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an RFMO) in Bali, Indonesia, was a vital opportunity to help 

keep seabirds off hooks. 

 

Large fishing vessels have been required to use two methods of bycatch mitigation to reduce seabird 

deaths since 2014, however the numerous smaller boats have alluded these measures. 

“We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aid Karen Baird. 

 

“Now small vessels less than 24m long are required to use one seabird bycatch mitigation method, so 

species that migrate there from New Zealand such as Flesh-footed Shearwater will be better 

protected, alongside North Pacific albatrosses.” 

 

 

 

 

 

 

 

全球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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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measure for smaller boats will come into effect from January 2017. However, the meeting 

was a mixed result. 

 

“Despite this positive progress in the north, no gai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is time round”, said 

Karen. 

 

Two proposals were submitted to improve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 for seabirds 

at this year’s Commission meeting. Both were the result of two years of work by BirdLife  

 

International, supported by the David &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 aimed at filling gaps where the 

available science indicates that mitigation is needed. 

 

“Unfortunately, agreement could not be reached on acceptable measures to protect vulnerable 

seabirds between 25°S and 30°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said Karen. 

 

“I think there may be practical issues in particular for som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o adopt 

mitigation measures at this time, however we hope these can be resolved over the coming year and a 

measure can be introduced for adoption at the next Commission meeting”. 

 

“BirdLife is very pleased to finally have protection for seabirds required on all vessels in the north 

Pacific,” said Karen. “But long term we would like to see two measures required on small vessels 

and it’s not over yet.” 

 

There is more work to do for all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o reach agreement, and ensure seabirds are 

protected from accidental by-catch. 

 

 

 

 

 

原文出處：http://goo.gl/mmXJSo 

 

 

全球鳥瞰 

http://goo.gl/mmXJ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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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 

徵稿 

中華鳥會《飛羽》雙月刊 
 

 

 

 

 

 

本會出版的《飛羽》雙月刊要徵稿嘍！主要分為研究報告類、鳥類新資訊或議題整合分享

類、賞鳥玩家類(賞鳥旅遊活動心得資訊分享)、鳥影寫真系列類四大類別，無論你是專家

學者還是賞鳥玩家，我們都提供發揮的平台！ 

 

1.圖片檔案請另外用 e-mail 夾帶寄出，圖檔解析度請盡量 300dpi 以上，圖說請另外說明。 

2.請註明文章作者與圖片的攝影者。 

 

 研究報告類  

1.每篇文章需要：中文標題、英文標題、約 100~200 字的中、英文摘要。 

2.5 張以上與文章相關的照片。 

3.文章長度建議維持在 3,000~5,000 字之間。 

 鳥類新資訊或議題整合分享類  

1.每篇文章需要：中文標題、約 100~200 字的摘要，附英文標題摘要佳。 

2.5 張以上與文章相關的照片。 

3.文章長度建議維持在 1,500~5,000 字之間。 

 賞鳥玩家類(賞鳥旅遊活動心得資訊分享)  

1.每篇文章需要：中文標題，附英文標題摘要佳。 

2.5 張以上與文章相關的照片。 

3.文章長度建議維持在 1,200~3,000 字之間，長程行程篇幅過長則分次刊載。 

 鳥影寫真系列  

1.每篇文章需要：中文標題，附英文標題佳。 

2.5 張以上同系列照片，附相機型號、鏡頭、ISO、光圈、快門…說明。 

3.文字引言建議維持在 1,00~3,00 字之間，簡要與讀者分享拍攝小故事插曲即可。 

 

附註 1.如果有特別需求，例如哪張照片有搭配哪段文字、圖片有設定好的解說文字，也請在文章或來信中

告訴我們喔! 

附註 2.文章內容與標題會依雜誌需求與排版篇幅，做小幅度之調整。再請投稿者見諒。 

附註 3.飛羽的出版為保育推廣性質，不支付稿酬。 

 

 
聯絡人   張小姐  tel: 02-86631252  信箱: mail@bird.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