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壹.計畫名稱: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計畫 

             (105.林發-08.1保-11) 

 

貳.活動主題: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 

 

叁.活動構想、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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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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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活動項目: 

    一.專題演講，二.論文口頭報告，三.牆報展示。 

 

伍.活動期間、地點: 

    一.活動期間: 

      105年 4月 21、22日:大陸學者抵台報到。 

      105年 4月 22日:鳥音聲學研習工作坊。 

      105年4月23～24日:舉行研討會。  

    二.活動地點:  

      研討會：台中市自然科學博物館國際會議廳-藍廳、紅廳。 

      地址：台中市館前路 1號。 

     

陸.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二.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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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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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聲景協會、台灣野鳥資訊社。 

    四.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五.贊助單位：視群傳播有限公司、太陽電台。 

 

柒.研討會參加人數: 

    一.鳥音聲學研習工作坊報名計 20位。 

    二.研討會:台灣鳥類學者、專家、研究生、各鳥類學(協)會報名共計 

       90位，不含邀請貴賓。 

    三.中國鳥類學者、專家、研究生、各鳥類學(協)會報名共計 48位。 

    四.研討會邀請貴賓共計有 25位，(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廖一光副局長、 

       夏榮生簡任技正、許曉華科長等 3位，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中心劉 

       小如博士、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方國運主任、林瑞興 

       、姚正得研究員等 3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周文豪副館長、姚秋 

      如助理研究員、台江國家公園黃光瀛課長、東勢林區管理處施季芳  

      課長、國立台灣大學袁孝維教授、李培芬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李壽先教授、王穎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許育誠副教授、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翁國精副教授、國立嘉義大學蔡若詩助理教授、高雄醫學大 

      學程建中教授、開南大學劉良力副教授、導演梁皆得先生、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蔡世鵬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創會會 

      長吳森雄先生，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退休研究員顏重威先生、台北 

      市野鳥協會曾雲龍理事長。) 

   五.大會主持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李壽先教授。 

       

捌.執行成果: 

   一.鳥音聲學研習工作坊: 

      1.時間:105年 4月 22日。 

      2.參加人數:18位。 

       3.辦理方式:專題討論與研究。 

       4.地點: 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教室-2。     



      5. 研習課目:  

 

    6.執行成效: 

      (1).聲音是鳥類溝通的途徑之一，也是研究鳥類行為與族群現況的重 

          要依據。隨著都市的擴張與自然環境的開發，由其是人為噪音不 

管在都市、鄉野或森林都被認為可能會影響當地鳥類的溝通行

為，因此藉由研習，來瞭解噪音對於鳥類行為生態、族群分化的

影響更是未來重要的研究方向。 

      (2).鳥類聲學研究在台灣並不普遍，雖然在生態調查過程中，鳥音經 

          常被用作辨別鳥種的依據，但聲音分析的困難卻降低了非聲學領 

          域的研究人員應用聲學技術研究鳥類生態的興趣。因此藉由研習 

          可以帶動鳥類聲學研究新的領域。 

      (3).近年來隨著被動式聲學監測技術的發展，應用自動錄音機長時間 

          偵測野生動物活動已不再困難，大量的錄音也可以藉由自動偵測 

          器處理，減少資料分析的人力與時間，而掌握聲音分析的工具將 

          成為未來研究發展的重要基礎。 

時   間 項    目 講     師 

8:30-09:00 報到  

9:00-10:00 台灣鳥類聲音地理變異與都市噪音適

應研究 

謝寶森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

境生物學系副教授) 

10:00-11:00 鳥類鳴聲的演化及在分類學的應用 洪心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11:00 -11:20 休息茶敘   

11:20-12:20 聲學資料分析簡介與實作 林子皓 (台灣聲景協會秘書長) 

12:20-13:30 午餐  

13:30-14:00 都市噪音下的鳥類聲音分析 洪貫捷 (TaiwanBirdGuide.com) 

14:00-14:30 應用自動錄音技術監測動物活動與生態 姜博仁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14:30-14:40 休息   

14:40-15:30 台灣聲景長期監測網絡之建置與應用 王豫煌 (中央研究院節點經理) 

15:30-16:30 哨聲自動偵測與特徵擷取 林子皓 (台灣聲景協會秘書長) 

16:30 -16:40 休息茶敘   

16:40 -17:30 個人研究案例分享與討論  講師群 



  二.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 

      1.時間:105年 4月 23-24日。 

      2.參加人數: 

4月 23日:148位(台灣 77位、中國 48位、大會貴賓 23位。) 

4月 24日:138位(台灣 72位、中國 48位、大會貴賓 18位。) 

      3.辦理方式: 大會、專題演講、論文口頭報告，牆報展示。 

      4.地點: 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際會議廳(藍廳、紅廳)。 

      5.致贈儀式: 

        (1).105年 4月 23日，致贈台灣鳥類簡報文獻予 3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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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自然博物館，分別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周文豪副館長、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方國運主任、浙江自然博物館陳水華研究 

            員接受致贈，並頒贈感謝狀。 

        (2).105年 4月 24日，謝孝同博士生平介紹: 

            由陳炳煌先生介紹謝孝同博士對台灣鳥類保育共獻，分別由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廖一光副局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蔡 

            世鵬理事長致贈感謝狀與感謝牌予劉小如博士，已表彰謝孝同 

            博士對台灣鳥類保育之貢獻。 

      6.大會、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壁報展示: 

       (1).大會、專題演講:共計 5場。 

日期 議程 講師、講題 

105/4/23 大會演講 講者: DR.Kevin Omland 
題目: Geographical Bias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Avian 

Behavior: Elaborate Female Coloration and Female Song Are 
Common in Many Passerine Groups. 

105/4/23 專題演講 1 講者: 馬志軍 博士 
題目: 黃渤海濱海濕地對遷徙鴴鷸類的作用 

105/4/23 專題演講 2 講者: 李佩珍 博士 
題目: Niche variation in passerines across ecologic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105/4/24 專題演講 3 講者:沈聖峰 博士 

題目: A Sequential Collective Action Game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Cooperative Parental Care in Yuhina 

brunneiceps 
105/4/24 專題演講 4 講者:趙華斌 博士 

題目:鳥類食性分化的分子進化研究 



 

(2).論文口頭報告發表: 

     

       (3).口頭報告摘要分類:   

 

      (4).壁報展示: 

   

 

 

 

 

 

 

 

 

 

 

 

 

 

 

項目 發表地區 篇數 

1 台灣鳥類學者、專家、研究生、各鳥類學(協)會  33 

2 中國鳥類學者、專家、研究生、各鳥類學(協)會       19 

 總  計 52 

項目 口頭報告摘要分類 篇數 

1 鳥類行為生態  6 

2 鳥類族群生態  6 

3 鳥類群落生態 6 

4 鳥類分子生態與演化生物學       6 

5 猛禽研究 6 

6 水鳥研究 10 

7 公民科學及長期監測 6 

8 鳥類保育生物學及非政府組織 6 

 總  計 52 

  項目 發表地區 篇數 

1 台灣鳥類學者、專家、研究生、各鳥類學(協)會  6 

2 中國鳥類學者、專家、研究生、各鳥類學(協)會       9 

 總  計 15 



 

   7.執行成效: 

     (1).提供海峽兩岸鳥類基礎研究的交流平台，促進對亞洲、台灣、中 

         國鳥類之認識，以作為公民科學教育及推動生態保育工作之科學 

         基礎。 

     (2).藉由海峽兩岸鳥類學者專家，研討會相互切磋，以促進學術交流， 

         提升彼此的學術研究水準。並提供未來兩岸鳥類學術研究與保育 

         的合作根基。 

     (3).鳥類生態的調查與研究將在傳統調查方法之外，再發展創新並藉 

         由網絡來輔助，掌握分析的工具將成為未來研究發展的重要方向。 

     (4).藉由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能夠對鳥類行為、族群、群落、鳥 

         類分子生態、演化生物學、猛禽研究、水鳥研究、公民科學及長 

         期監測鳥類保育生物學及非營利事業組織，對鳥類生態的研究與 

         關注等，共同努力建構出鳥類研究與保育的新里程。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 

   大會議程 4/23（六） 

    大會議程 4/24（日） 

 

 

議程 時間 內容 

報到 08:30 – 09:00 報    到 

開幕式 

09:00 – 09:20 來賓致詞 

09:20 – 09:30 致贈儀式 

09:30 – 09:40 大會合影 

大會演講 09:40 – 10:40  

講者: DR.Kevin Omland 

題目: Geographical Bias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Avian 

Behavior: Elaborate Female Coloration and Female Song 

Are Common in Many Passerine Groups. 

茶敘 10:40 – 11:00 茶   敘 

專題演講 1 11:00 – 11:50 
講者: 馬志軍 博士 

題目: 黃渤海濱海濕地對遷徙鴴鷸類的作用 

座談會 

午餐 
11:50 – 13:15 

（成立台灣鳥類學學會的可行性） 

午    餐 

專題演講 2 13:15 – 14:15 

講者: 李佩珍 博士 

題目: Niche variation in passerines across ecologic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會議地點  藍廳 紅廳 

口頭報告 14:15 – 15:50 鳥類保育生物學及非政府組織 水鳥研究 1 

茶敘 15:50 – 16:10 茶    敘 

口頭報告 16:10 – 17:45 族群生態 行為生態 

議程 時間 內容 

報到 08:00 – 08:50 報    到 

 08:50 – 09:00 謝孝同博士生平介紹 

專題演講 3 09:00 – 10:00 

講者:沈聖峰 博士 
題目: A Sequential Collective Action Game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Cooperative Parental Care in Yuhina 
brunneiceps 

茶敘 10:00 – 10:30 茶敘、壁報展示講解 

口頭報告 10:30 – 12:00 水鳥研究 2 公民科學及長期監測 

午餐 12:00 – 13:15 午     餐 

專題演講 4 13:15 – 14:15 
講者:趙華斌 博士 

題目:鳥類食性分化的分子進化研究 
口頭報告 14:15 – 15:50 群落生態 猛禽研究 

茶敘 15:50 – 16:10 茶     敘 

口頭報告 16:10 – 17:45 分子生態與演化生物學 

閉幕典禮 17:45 – 18:15 綜合討論及閉幕典禮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 

口頭報告時程表-藍廳 

時 間 

4月 23日 

下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藍廳 

鳥類保育生物學及非政府組織 

主持人:劉良力 

14:15 

O1-01 

陝西甯陝朱鹮（Nipponia nippon）再引入種群的建立與維持 

于曉平 

14:30 

O1-02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之中華鳳頭燕鷗監測與保育研究 

洪崇航、張樂寧、袁孝維 

14:45 

O1-03 

城市動物恢復理念與實踐 

胡慧建、馮永軍 

15:00 

O1-05 

鳥類標本細部雕型製作工藝探討 

關貫之 

15:15 

O1-06 

台灣六個環評案例之焦點珍稀鳥類的現況追蹤 

陳炳煌 

 

時 間 

4月 23日 

下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藍廳 

族群生態 

主持人: 許育誠 

16:10 

O2-01 

洪水如何影響河烏的繁殖產出? 發生洪水的時間比流量更關鍵 

洪孝宇、華博諾、丘明智、郭美華、孫元勳 

16:25 

O2-02 

極危鳥類中華鳳頭燕鷗的種群恢復與保護網路構建 

陳水華、Daneil D Roby、陳承彥、袁孝維、Donald E Lyons、Yasuko 

Suzuki、范忠勇、陸禕瑋、洪崇航 

16:40 

O2-03 

台灣頭烏線瘧原蟲感染率調查及地理親緣分析 

梁瑋珊、姚秋如、林瑞興、姚正得、高孝偉 

16:55 

O2-04 

桃園大溪鴛鴦族群結構初探 

林佩蓉、劉良力 

17:10 

O2-05 

用佔據模型探討山麻雀於曾文水庫地區的分布動態 

廖晟宏、溫唯佳、林瑞興、許皓捷、蔡若詩 

17:25 

O2-06 

群聚滋擾叫聲是要趕人還是通風報信？ 

方唯軒、王穎、陳仲吉、林文隆 

 



時 間 

4月 24日 

上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藍廳 

水鳥研究 2 

主持人:蔣忠祐 

10:30 

O6-07 

鄱陽湖區稻田生境中灰鶴越冬行為的時間分配與覓食行為 

蔣劍虹、戴年華、邵明勤、黃志強、盧萍 

10:45 

O6-08 

湖泊濕地退化對越冬白頭鶴（Grus monacha）覓食活動的影響 

楊玲、周立志、鮑意偉 

11:00 

O6-09 

棲地零碎化對東方環頸鴴繁殖族群影響之探討 

蔣忠祐、周川夏、賴榮孝、何宗諭 

11:15 

O6-10 

東北地區濕地現狀、變化及其保護策略 

何興元、姜明 

11:30 

O1-04 

南方鳥類論壇的意義 

林昆海 

 

時 間 

4月 24日 

下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藍廳 

群落生態 

主持人: 丁宗蘇 

14:15 

O3-01 

Taxonomic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bird communities in the 

Thousand Island Lake, China 

Xingfeng Si, Ping Ding  

14:30 

O3-02 

The roles of ecology and behavior in the evolution of a forest bird 

community 

Chih-Ming Hung (洪志銘), Robert M. Zink 

14:45 

O3-06 

鳥類體型的海拔變異 

許育誠、徐中琪、鄭舜仁 

15:00 

O3-04 

臺灣高海拔混種鳥群之組成結構與環境因子的關係 

廖俊傑、陳炤杰、丁宗蘇 

15:15 

O3-05 

鳥類群聚與檳榔及次生林植群結構的關係 

張家豪、張凱筌、溫唯佳、宋國彰、許富雄、蔡若詩 

15:30 

O3-03 

繁殖鳥類沿相似氣候梯度之分布：東亞島鏈的海拔及緯度梯度之比較 

郭姿蒨、許皓捷 

 



時 間 

4月 24日 

下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藍廳 

分子生態與演化生物學 

主持人: 翁國精 

16:10 

O4-01 

北京地區鳥類血液寄生蟲的譜系多樣性與時空動態 

董路、黃希、劉博野、張雁雲 

16:25 

O4-02 

白頰噪鶥遺傳結構和形態特徵的研究 

文隴英 

16:40 

O4-03 

Standing regulatory variants as genetic origins of altitudinal 

adaptation on a continental island 

賴郁婷、李壽先 

16:55 

O4-04 

雲雀屬環形複合種的譜系地理學研究 

李韻、陳國玲、劉思敏、Sharon Birks、Elisa Dierickx、姚正得、

Saiko Shiraki、雷富民、Urban Olsson、Per Alstrom、劉陽 

17:10 

O4-05 

棕頸鉤嘴鶥與臺灣鉤嘴鶥的譜系地理學研究 

董鋒、李壽先、楊曉君 

17:25  

O4-06 

是表型可塑性還是遺傳差異主導生態位演化？ 

王鵬程、劉逸儂、常雅婧、陳德、王楠、李壽先、張正旺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 

口頭報告時程表-紅廳 

時 間 

4月 23日 

下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紅廳 

水鳥研究 1 

主持人:蔣忠祐 

14:15 

O6-01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oriental storks (Ciconia boyciana) in China: 

Ecological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on-going conservation effort for the 

breeding and migratory population 

Lizhi Zhou, Weiwei Xue, Chen Yang, Junlin Chen 

14:30 

O6-02 

中國紮龍保護區繁殖期丹頂鶴與白枕鶴共存分析 

吳慶明、孫岩、伍一甯、郝萌、鄒紅菲 

14:45 

O6-03 

巢位特徵對鰲鼓濕地小鸊鷉（Tachybaptus ruficollis）之繁殖表現

的影響曾暐倫、許富雄 

15:00 

O6-04 

長距離遷徙的鴴鷸類涉禽的生態成種-以環頸鴴為例 

王雪婧、闕品甲、黃秦、胡軍華、蔣忠佑、周揚凱、Tamas Szekely、 

張正旺、劉陽 

15:15 

O6-05 

七星河濕地內生境變化後白琵鷺繁育狀況及棲息地調查 

崔守斌 

15:30 

O6-06 

新寶溝渠的黑腹濱鷸 

顏重威 

 

時 間 
4月 23日 
下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紅廳 

行為生態 

主持人: 袁孝維 

16:10 

O1-01 

強腳樹鶯鳴唱強度的增加影響群落其它鳥類黎明鳴唱開始的時間 

夏燦瑋、史傑、魏晨韜、張雁雲 

16:25 

O1-02 

繁殖期黃腹山鷦鶯鳴聲特徵 

李凱、丁志鋒、胡慧建、唐思賢 

16:40 

O1-03 

玉山地區高海拔鳥類的降遷行為及其在氣候變遷上的應用 

陳炤杰、吳禎祺 

16:55 

O1-04 

八色鳥的繁殖與天敵 

陳宛均、李培芬、林瑞興 

17:10 

O1-05 

鳥音回播對棕面鶯繁殖的影響 

林穆明、姚正得、丁宗蘇 

17:25 

O1-06 

Carotenoid-based bills are quality cues in the Himalayan black bulbul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Hsin-Yi Hung(洪心怡) , Shou-Hsien Li 

 



 

時 間 

4月 24日 

上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紅廳 

公民科學及長期監測 

主持人:林大利 

10:30 

O7-01 

臺灣鳥類公民科學簡介 

林瑞興 

10:45 

O7-02 

從一年早起兩個早上開始－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 

李培芬、范孟雯、蔡世鵬、楊昌諺、呂祐甄、柯智仁、林瑞興 

11:00 

O7-03 

以公民科學資料估算族群數量－以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為例 

呂亞融、吳采諭、柯智仁、陳宛均、林瑞興 

11:15 

O7-04 

以公民科學監測臺灣度冬鳥類相：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林大利、呂翊維、邱柏瑩、林昆海、林瑞興 

11:30 

O7-05 

eBird Taiwan：新一代的公民科學鳥類資料庫及其在台灣的應用與發

展 

蔡若詩、林瑞興、蔡世鵬 

11:45 

O7-06 

不該死的鳥調查—臺灣野生動物路死觀察網 

林德恩、姚正得、林大利 

 

時 間 

4月 24日 

下午 

口頭報告 - 國際會議廳 – 紅廳 

猛禽研究 

主持人: 蔡若詩 

14:15 

O5-01 

臺中市區鳳頭蒼鷹的族群生態 

林文隆 

14:30 

O5-02 

台北都會區鳳頭蒼鷹育雛期食性研究 

楊明淵、林思民 

14:45 

O5-03 

東方草鴞於台灣南部地區之分佈模式 

張舜雲、溫唯佳、林昆海、林世忠、許皓捷、蔡若詩 

15:00 

O5-04 

老鐵山猛禽遷徙規律及保護 

孫康、蘇子曉、安普翠 

15:15 

O5-05 

灰面鵟鷹在苗栗地區的遷徙模式與地方俗名初探 

李璟泓 

15:35 

O5-06 

鵟在金門的度冬數量與春季遷移路徑 

許育誠、鍾坤燕、劉小如 

 



壁報展示 

序號 壁報展示地點 - 國際會議廳 - 藍廳外牆 

1 西藏吉隆溝繁殖鳥類物種多樣性及其垂直分佈 

Bird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along the elevational gradient in Gyirong 

County, Tibet 

謝莉、丁志鋒、周江、胡慧建 

2 金廈兩岸水鳥同步調查成果（2012、2015） 

The results of waterbird census between Xiamen and Kinmen 2012 and 2015 

蔣忠祐、陳志鴻、劉小如、林植、劉志暉、陳尚鴻、文胤臣、陳躍生 

3 彰化地區鷸鴴類水鳥對魚塭的棲地利用 

Habitat use of shorebirds in aquaculture area of Changhua, Taiwan 

賴怡蒨、白梅玲、池文傑、連裕益、福爾摩莎自然史資訊有限公司 

4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鳳頭燕鷗及黑嘴端鳳頭燕鷗族群調查報告 

The Greater Crested Tern and Chinese Crested Tern Population Investigation Reportof 

Terns in Matsu 

蔣功國*、呂翊維、張智偉 

5 斑鶇種組的線粒體全基因組結構特徵及其系統發育研究 

A new insight in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dusky thrush complex: Bearings on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Turdidae 

李博、周立志、董元秋 

6 斑尾榛雞育幼雌鳥比非育幼雌鳥具有更高的生存代價 

Significant higher survival cost for brood rearing hens of Chinese grouse  

趙金明、方昀、樓瑛強、孫悅華 

7 基於居民的紮龍保護區生態生產性土地環境承載分析 

朱井麗、孫雪穎、吳慶明、鄒紅菲 

8 利用簡單、低花費的攝影系統和捕食痕跡辨識草叢性鳥類的巢掠食者 

Using a simple, low cost video system and preyed mark to identify the nest predators of 

grassland birds 

鄭舜仁、許育誠 

9 東沙島白腹秧雞的繁殖行為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the white-breasted waterhen on Dongsha Island 

陳炤杰、林昆海、王筌宥、周盟傑、楊玉祥 

10 中國鹮科鳥類研究現狀及展望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forecast of Threskiornithidae in China 

李國富、尹偉平、李曉民、徐建民 

11 中國鹮科鳥類研究現狀及展望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forecast of Threskiornithidae in China 

李國富、尹偉平、李曉民、徐建民 



 

 

 

 

 

 

 

 

 

 

 

 

 

 

 

 

 

 

 

 

 

 

 

 

 

 

 

12 以泉州與彰化鳥類組成探討遷徙路徑選擇之差異 

The migration route differential between Chunghua and Quanzhou :  

A case study of the comparison of the bird communities 

陳志豪、蔣忠祐、劉志暉、陳志鴻、林植 

13 台灣小虎鶇之首次繁殖巢測量紀錄 

The first measurement of the nest of scaly thrush (Zoothera dauma dauma）in 

Taiwan 

林大利、劉威廷、郭福麟、池文傑、林瑞興、丁宗蘇、吳采諭 

14 多基因序列分析證實樹鷓鴣（Tropicoperdix）是一個單獨的屬 

陳德、劉陽、Geoffrey W. H. Davison、董路、常江、高勝寒、李壽先、張正旺 

15 長江中下游湖泊食物資源因數對越冬白頭鶴覓食行為的影響 

鄭猛，周立志，于超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大陸地區學者名冊 

項次 姓名 性別 單          位 學  歷 職    稱 

1 崔守斌 男 黑龍江省七星河自然保護區 大學 副高級工程師 

2 李曉民 男 東北林業大學 碩士 教授 

3 蘇子曉 男 遼寧師範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 碩士 碩士研究生 

4 孫  康 女 
遼寧師範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大連市旅順口區野生鳥類保護協會 
博士 教授/秘書長 

5 何興元 男 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 博士 研究員 

6 姜  明 男 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 博士 研究員 

7 吳慶明 男 東北林業大學 博士 博士 

8 李  林 男 黑龍江省野生動物研究所 碩士 研究員 

9 高學斌 男 陝西省動物研究所 大學 研究員 

10 于曉平 男 陝西師範大學 博士 教授 

11 夏燦瑋 男 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博士 博士 

12 董  路 男 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博士 副教授 

13 陳  德 男 北京師範大學 博士後 博士後 

14 王鵬程 男 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博士 學生 

15 曲江勇 男 山東煙臺大學 碩士 教授 

16 馬志軍 男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博士 教授 

17 斯幸峰 男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博士 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18 丁  平 男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博士 教授 

19 陳水華 男 浙江自然博物館 博士 研究員 

20 郁  君 女 安徽大學 大學 職員 

21 于  超 男 安徽大學 碩士 學生 

22 董元秋 女 安徽大學 碩士 學生 

23 鮑意偉 男 安徽大學 碩士 學生 

24 趙金明 男 安徽大學 博士 博士 

25 于  敏 女 安徽省動物學會 博士 秘書長 

26 趙華斌 男 武漢大學 博士 教授 

27 文隴英 女 四川樂山師範學院 博士 教授 

28 胡軍華 男 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博士 研究員 

29 楊曉君 男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大學 研究員 

30 常雲艷 女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大學 副研究員 

31 劉魯明 女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大學 研究實習員 

32 吳  飛 男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博士 助理研究員 

33 戴年華 男 江西省科學院生物資源研究所 博士 研究員 

34 黃曉鳳 女 江西省林業科學院 博士 研究員 

35 胡慧建 男 廣東省昆蟲研究所（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 博士 研究員 

36 丁志鋒 男 廣東省昆蟲研究所（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 博士 助理研究員 



37 田  麗 女 嶺南師範學院 碩士 實驗師 

38 劉  陽 男 廣東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博士 副教授 

39 王雪婧 女 廣東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碩士 碩士研究生 

40 李  韻 男 廣東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碩士 無 

41 陳志鴻 女 廈門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 大學 高級工程師 

42 林  植 男 廈門市濱海濕地與鳥類研究中心 大學 主任 

43 郭立新 女 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 處長  

44 費長有 男 大連市野生動植物保護站 站長  

45 趙勝利 男 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 副秘書長  

46 秦道戰 男 榮成大天鵝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 副主任  

47 王喜武 男 遼寧省林業廳野生動植物保護與自然保護區管理處 站長  

48 王永幅 男 大連市林業局 副局長  

  
 

  

 

  
 

  

 

 

 

 

 

 

 

 

 

 

 

 

 

 

 

 

 

 

 

 

 

 

 

 

 

 

 



 

 

              2016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台灣學者名冊 

 

項次 姓名 性別 單位 職稱 

1 曾士美 女 台灣人壽 業務員 

2 沈韋佟 男 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碩士研究生 

3 林佳祈 女 中山大學 碩士研究生 

4 羅詠虹 女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碩士研究生 

5 蕭明堂 男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博士班 

6 董  鋒 男 臺灣師範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7 劉奕炘 男 臺灣師範大學 碩士研究生 

8 林以荷 女 台灣師大學生命科學系 碩士研究生 

9 曾惠芸 女 東海大學 碩士研究生 

10 林思民 男 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11 林憲文 男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正工程師 

12 許妙鴻 女 臺中市上石國民小學 教師 

13 曾暐倫 男 健康署 研發替代役 

14 覺一容 女 台師大生命科學系 碩士研究生 

15 賴郁婷 女 中興大學 碩士研究生 

16 洪志銘 男 中研院生多中心 助研究員 

17 鄭舜仁 男 東華大學 碩士研究生 

18 林大利 男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助理研究員 

19 王郁傑 男 台大生態演化所 研究生 

20 羅英元 男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助理研究員 

21 丁宗蘇 男 台大森林系 副教授 

22 姚  望 男 台湾大学森林环境暨资源学系 硕士生 

23 林佑駿 男 嘉義大學 學生 

24 蔡溦芯 女 嘉義大學 學生 

25 劉晉岦 男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學生 

26 梁瑋珊 女 興大生科系 學生 

27 蔣功國 男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研究保育副組長 

28 呂翊維 男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研究保育專員 

29 魏美莉 女 帝雉鄉野工作室 負責人 

30 陳炳煌 男 台中市政府 市政顧問 

31 林昆海 男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總幹事 

32 楊明淵 男 猛禽研究會 研究保育專員 

33 吳采諭 女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助理研究員 

34 李璟泓 男 彰化野鳥學會 理事 



35 洪愷璘 女 東華大學 學生 

36 洪心怡 女 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博士 

37 黃聖揚 男 社團法人彰化縣野鳥學會 理事長 

38 陳奕全 男 臺灣大學森林所 碩士研究生 

39 姚凱仁 男 雅基利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 

40 洪孝宇 男 屏東科技大學 博士生 

41 林雅雯 女 嘉義大學 碩士研究生 

42 賴梅瑛 女 大福花藝 一般人士 

43 賴玉齡 女 ㄧ般人士 一般人士 

44 張家豪 男 嘉義大學 碩士研究生 

45 許皓捷 男 臺南大學 副教授 

46 張伊鈞 女 臺師大生科系 研究生 

47 廖俊傑 男 台灣大學 碩士 

48 沈芳伃 女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學生 

49 林佩蓉 女 桃園市野鳥學會 專職 

50 蘇秋榛 女 福科國中 行政人員 

51 劉志暉 男 東海大學 計劃助理 

52 陳志豪 男 東海大學 助理 

53 張舜雲 男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專任助理 

54 賴怡蒨 女 福爾摩莎自然史資訊有限公司 專職調查員 

55 林德恩 男 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助理研究員 

56 鄭和泰 男 高雄市茄萣生態文化協會 理事長 

57 陳宛均 女 

特有生物中心/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

生物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58 陳宏昌 男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所 研究助理 

59 許雅玟 女 屏東科技大學 學生 

60 李秋珊 女 屏東科技大學 研究生 

61 黃子倫 女 屏東科技大學 研究生 

62 蔡志偉 男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所 研究生 

63 連裕益 男 福爾摩莎自然史資訊有限公司 經理 

64 陳炤杰 男 高雄醫學大學 副教授 

65 蔡若詩 男 嘉義大學 助理教授 

66 蔡牧起 男 南投縣野鳥學會 會員 

67 薛綺蓮 女 南投縣野鳥學會 會員 

68 郭姿蒨 女 台南大學生態科學技術系 碩士生 

69 黃昱嘉 男 台南大學生態科學技術系 碩士生 

70 林穆明 女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研究生 

71 馮孟婕 女 台灣大學 學生 

72 關貫之 男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學生 



 73 呂亞融 男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計畫助理 

74 廖晟宏 男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 研究生 

75 蔣忠祐 男 東海大學系放中心 研究員 

76 楊道偊 女 屏東科技大學 學生 

77 林文隆 男 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研究組組長 

78 方唯軒 男 臺灣師範大學 研究生 

79 袁琪萱 女 中興大學 學生 

80 吳俊毅 男 台南大學 碩士研究生 

81 廖贊淳 女 高醫大生物系鳥類生態研究室 碩士研究生 

82 紀海珊 女 嘉義大學 副教授 

83 詹宗達 男 雲林縣野鳥學會 理事 

84 洪崇航 男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博士生 

85 曾楚倩 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 

86 羅宏仁 男 鳥類觀察者 社會人士 

87 許富雄 男 嘉義大學 副教授 

88 端木茂甯 男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89 邱滿星 男 高雄鳥會 高雄鳥會 

90 廖翊晨 男 台師大生科所 碩士研究生 

91     

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