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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關心台灣鳥類的鳥友： 

我們是由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第十五屆理監事會所選出的第四屆（2017年 9

月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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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灣鳥類名錄，（2）審查台灣鳥類新紀錄種。委員會於 2018年 1月 20日召

開本屆第一次會議。 

本屆依循第三屆鳥類紀錄委員會的決議事項：（1）本屆委員會將僅提出一

次台灣鳥類名錄，於 2020年出版。但是本委員會仍將持續討論並每年召開會議，

審查鳥類新紀錄種，及檢討台灣鳥類紀錄。每年將公告討論結果於中華飛羽，以

利關心的各界鳥友參考。（2）我們所建立的台灣鳥類名錄，主要依循 Clements

世界鳥類名錄（http://www.birds.cornell.edu/clementschecklist）的分類系統。而另

外 IOC（International Ornithologists Committee）所建立的世界鳥類名錄分類系統

也普遍被依循，並可以於網路自由查詢下載（http://www.worldbirdnames.org）。

本委員會於 2020年出版的台灣鳥類名錄，將同時依據 Clements 世界鳥類名錄及

IOC 世界鳥類名錄，並列出台灣鳥類在這二個分類系統間的差異，以利鳥友比

較。 

委員會本次會議依循Clements世界鳥類名錄目前最新的2017年版（Clements 

et al. 2017），台灣鳥類名錄有幾項分類變動，分列如下： 

1. 赤膀鴨、羅紋鴨、赤頸鴨、葡萄胸鴨屬名由 Anas改為 Mareca。 

2. 白眉鴨、琵嘴鴨屬名由 Anas 改為 Spatula。 

3. 巴鴨屬名由 Anas 改為 Sibirionetta。 

4. 中白鷺屬名由 Mesophoyx 改為 Ardea。 

5. 樹鶯科學名由 Cettiidae 改為 Scotocercidae。 

http://www.birds.cornell.edu/clementschecklist
http://www.worldbirdnames.org/


6. 白尾鴝學名由 Cinclidium leucurum 改為 Myiomela leucura。 

7. 烏鵑在台灣出現的亞種是 barussarum，確認該亞種已改置於 Square-tailed 

Drongo-Cuckoo Surniculus lugubris 之下，並非在 Fork-tailed Drongo-Cuckoo 

Surniculus dicruroides。所以學名由 Surniculus dicruroides 改為 Surniculus 

lugubris，英名由 Fork-tailed Drongo-Cuckoo改為 Square-tailed Drongo-Cuckoo，

建議中文名由烏鵑改為「方尾烏鵑」。 

本委員會已審查於2017年鳥友所提出的4種新紀錄鳥種，共接受（孤田鷸、

藍頰蜂虎、紅交嘴雀）3種為台灣自然遷徙的新紀錄鳥種，另1種（酒紅朱雀）雖

為新紀錄鳥種但暫時列入附錄一。將原屬附錄二的引進種（藍孔雀）移入正表及

多年前被認為是逸出的鳥種（大紅鸛）移入附錄一。目前台灣鳥類名錄正表，總

計暫時納入87科657種（台灣本島、澎湖群島、蘭嶼、綠島及北方三島，不含金

門、馬祖共87科628種）。 

1. 孤田鷸/孤沙錐 Solitary Snipe Gallinago solitaria japonica 同意為新紀錄種，建

議以「孤田鷸」為中文名，遷徙屬性為台灣本島迷鳥。 

2. 藍頰蜂虎 Blue-cheeked Bee-eater Merops persicus persicus 同意為新紀錄種，遷

徙屬性為金門迷鳥。  

3. 酒紅朱雀 Vinaceous Rosefinch Carpodacus vinaceus 同意為新紀錄種，但因地

理分布距離差異大，且中國鄰近地區沒有明確紀錄，無法排除逸鳥的可能，

暫時列入附錄一待觀察名單。 

4. 紅交嘴雀 Red Crossbill Loxia curvirostra japonica 同意為新紀錄種，遷徙屬性

為台灣本島迷鳥。 

5. 藍孔雀 Indian Peafowl Pavo cristatus 已在金門地區建立族群多年，分布範圍擴

及全島，決議將其移入主名錄，遷徙屬性為金門不普遍引進種。 

6. 大紅鸛 Greater Flamingo Phoenicopterus roseus 歷年來在台灣各地已有多筆紀

錄（台北、宜蘭、嘉義、高雄…等等），東亞、南亞、東南亞、中國等地區亦

有觀察紀錄，有可能是屬自然遷徙，決議暫時列入附錄一待觀察名單。 



有關各離島的新紀錄種，變動如下： 

金門──增加 3科 14 種（含藍孔雀）變為 70 科 381種 

1. 大水薙鳥（鸌科），列為不普遍過境鳥。 

2. 黑叉尾海燕（海燕科）、黑嘴端鳳頭燕鷗，列為稀有過境鳥。 

3. 藍頰蜂虎、八色鳥（八色鳥科）、棕耳鵯、棕面鶯、克氏冠紋柳鶯、厚嘴

葦鶯、海南藍仙鶲、紅尾歌鴝、日本歌鴝、白腰文鳥等 10種，列為迷鳥。 

馬祖──增加 3科 12 種變為 71科 415種（不含列入附錄一的酒紅朱雀） 

1. 草鴞（草鴞科），列為稀有冬候鳥。 

2. 黑嘴鷗、灰喉針尾雨燕、飯島柳鶯等 3種，列為稀有過境鳥。 

3. 緋秧雞、簑羽鶴（鶴科）、栗背短腳鵯、比氏鶲鶯、銹胸藍姬鶲等 5種，

列為迷鳥。 

4. 白尾熱帶鳥、紅尾熱帶鳥（熱帶鳥科）、藍臉鰹鳥等 3種，列為迷海鳥。 

5. 酒紅朱雀列入附錄一待觀察名單。 

東沙──增加 3種變為 55科 290種 

1. 遊隼，列為不普遍過境鳥和稀有冬候鳥。 

2. 小秧雞、沙䳭，列為迷鳥。 

感謝所有提供鳥類紀錄與特殊鳥種報告的鳥友，未來本委員會將持續收集各

方資訊，定期更新台灣鳥類名錄與生息狀態。也謝謝各界鳥友對台灣鳥類名錄的

指教與建議，更歡迎您將寶貴的意見提供中華民國野學鳥會或本委員會，期望經

由您對本名錄的不吝指教或建議，讓我們能夠維持台灣鳥類名錄的真善美。 

 

阮錦松、丁宗蘇、吳森雄、吳建龍、林瑞興、楊玉祥、蔡乙榮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