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年國有林班地繁殖鳥類監測之成果報告 

 

一、前言 

    若要瞭解臺灣鳥類現況及長期趨勢，以作為評量臺灣生態環境之基準資料，

並可作為臺灣生態環境保育管理之基石，需要長期監測及大量人力或機構的共同

參與。要獲得大空間尺度及長時間的監測資料，需投入大量的人力、時間和經費，

不易由單一機構或研究人員獨立完成，於是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近年遂成為

監測廣時空尺度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方法(Dickinson et al. 2012；林等 2015；林等 

2017)。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簡稱 BBS Taiwan)以

臺灣本島的繁殖鳥類(包括留鳥與夏候鳥)為主要對象，並設計一套有效率、易執

行的鳥類調查方式，針對臺灣本島各種不同的自然環境，期望能瞭解臺灣繁殖鳥

類的現況並追蹤其變化。 

 

    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自 2009年開始推行，透過結合學術單位、政府機關和

民間團體的跨組織合作，設計明確的標準化調查方法，藉由眾多公民科學家的參

與，每年進行野外調查，獲得繁殖鳥類族群數量的第一手資料，並依此建立即時

的繁殖鳥類族群指標(Ko et al. 2017)。2020年起，林務局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簡稱：特生中心)合作，藉由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 

BBS Taiwan)的運作模式，運用現有護管人員在其巡視的地區，依循其標準化的

方法，在國有林班地進行臺灣繁殖鳥類的監測工作，以擴增調查的樣點數和資料，

共同對臺灣本島的繁殖鳥類進行長期性的監測。 

 

二、2020年度目標 

1. 各林管處從尚未有人認養的BBS Taiwan樣區或既有的臺灣獼猴調查樣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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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 1個以上樣區作為繁殖鳥類調查的示範樣區。 

2. 完成該樣區今年度的繁殖鳥類調查。 

 

三、方法 

(一)調查方法 

   本計畫調查方法為定點調查法(point count)。各林管處從尚未有人認養的 BBS 

Taiwan 樣區或既有的臺灣獼猴調查樣區中，挑選出至少 1 個樣區進行繁殖鳥類

調查。每個樣區以 1 km X 1 km網格為基礎，沿著車行道路或步道於前述網格範

圍內或周邊設置 6-10個樣點，每個樣點之間的直線距離需相隔 200m以上，每個

樣區最遠的兩個樣點直線距離以不超過 4 km為原則。 

 

每個樣點調查 6分鐘，並且在每年第一次調查時拍攝各樣點 4個方位共計 4張

的環境照片。調查期間為每年 3 - 6月，每個樣區一年進行 2次調查，2次調查至

少間隔 2周以上。依海拔不同，各樣區進行調查的月份也有差異，分別是：低海

拔樣區 (海拔<1,000 m)為 3月、5月各調查 1次；中海拔樣區 (海拔 1,001 - 2,500 

m)為 4月、6月各調查 1次；高海拔樣區 (海拔>2,500 m)為 5月、6月各調查 1

次。調查時間為日出後 4小時內完成。 

 

    調查時，依循調查表(表1)之規定，分為0 - 3分鐘及3 - 6分鐘兩個時段記錄。以

調查者為圓心，記錄看到與聽到的鳥種和數量。每一筆資料均需記錄鳥類和調查者

的「水平」距離，分成：(1)小於25公尺、(2) 26 - 100公尺、(3)大於100公尺、(4)飛過：

鳥類僅於空中飛行通過而沒有利用取樣點周圍環境，但是空中盤旋之猛禽、空中飛

行覓食之燕科，以及空中鳴唱歌聲之小型燕雀，例如小雲雀、棕扇尾鶯、黃頭扇尾

鶯等，不以「飛過」計，須按距離分段記錄。在記錄距離時，是記錄「第一次」看

到或聽到這隻鳥時的水平距離，不管這隻鳥後來如何移動；唯一的例外只有當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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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空中飛，後來停下來才會記「停下來時的距離」，而不會記「飛過」。同一種

鳥，只要是不同個體，且出現時段不同、距離不同，皆須分開記錄。若發現鳥類為

結群活動時請將該筆記錄的「結群」打勾。結群的定義為：5 隻鳥以上(含)一起活動。

數量不易明確計數時(如僅有聽到卻無法看到，或鳥群太過龐大時），請謹慎給定數

量範圍(如20 - 30隻)。理想調查天氣應為晴天或陰天，理想風速條件應為「樹葉草莖

不動」或是「風拂面，樹葉有聲、草莖及小樹枝動」。有霧或間歇的毛毛雨仍可進

行調查, 但請盡可能避免陣雨與持續性毛毛雨的天候。若一樣點調查的 6 分鐘期間

天氣有變化，請記錄最差的那一種天氣狀況。 

 

(二)調查資料的檢核和彙整 

    調查完成之後，請各林管處將 1.原始調查紀錄表掃描後的 PDF檔案；2.每個

樣點 4 張照片之 JPG 檔案；3.調查結果彙整後的 Excel 檔案，回傳給特生中心

進行資料的檢核與彙整工作。 

 

四、結果 

(一) 2020年的鳥類調查資料回收及檢核情形 

    2020年林務局執行的繁殖鳥類調查樣區共計 9個(表 2)，其中，東勢處的樣

區為 2個，其餘各林管處皆 1個。9個樣區的資料皆如期回傳。檢核今年回傳的

調查資料後，東勢處、嘉義處和花蓮處的資料均符合 BBS Taiwan繁殖鳥類調查

方法的標準，是可以納入分析的資料。其餘 5個林管處的資料因調查者不具鳥類

辨識功力，無法辨識該樣區的大部分鳥類，所得到的資料無法代表該樣區的鳥種

紀錄，故無法納入分析。 

 

    由於鳥類調查主要是藉助調查者的鳥類辨識功力，以記錄各樣區的鳥類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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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所以盤點各林管處的鳥類人才，並且推派其出來並加以訓練及熟悉調查方

法，方可使林務局執行繁殖鳥調查的目標落實。 

 

(二) 辦理「2020年繁殖鳥類和臺灣獼猴調查訓練班」 

    繁殖鳥類及臺灣獼猴之監測調查已納入森林護管員巡護勤務，為加強林務

局各林區管理處及工作站保育主辦和現場同仁之辨識和調查技巧，以順利完成

調查工作並提升資料之正確性，因此 2020年在花蓮處(8月 24 - 25日)及特生中

心(9月 15 - 16日)各辦理一場訓練班。課程內容包括繁殖鳥類和獼猴的調查方

法、鳥類調查的辨識工具、鳥音辨識技巧、調查實習及野外調查問題解析及研

討等。詳細課程內容及課表請詳見附錄。花蓮場的學員人數為 30人，特生場

45人，總計 75人。活動照片如圖 1、圖 2。 

 

五、2020年遭遇問題及建議解決方案 

(一) 問題：執行繁殖鳥類調查的人員缺乏鳥類辨識能力。 

解決方案：未來請各林管處除了可以盤點內部具有鳥類辨識能力的人才，

讓其執行此調查，也可以運用志工、社區或地方鳥會等團體的資源，以發

揮其效益。 

 

(二) 問題：隨著明年每個林管處需增加到 4個繁殖鳥類調查樣區，因鳥類調查

人才有限，是否有人才培育的可能。 

解決方案：由於鳥類辨識能力無法一蹴可幾，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建議各

處可以與地方鳥會合作辦理鳥類辨識的教育訓練。此外，未來在招聘森林

護管人員時，也可以將鳥類等動物辨識技巧作為人員招募的加分項目，以

廣納具有此技能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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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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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0年各林管處負責的繁殖鳥類調查樣區列表 

林管處 負責的樣區 

羅東 礁溪(MA-A04-07) 

新竹 東滿步道(烏來事業區第 36林班) (MA-B09-12) 

東勢 
大雪山 230林道 B(MC-C11-13) 

大雪山林道 210林道 B(MB-C11-11) 

南投 瑞岩溪水管路(MB-D17-01) 

嘉義 森鐵 41號隧道(MB-E21-12) 

屏東 墾丁苗圃(MA-F26-01) 

花蓮 大禹嶺(MB-G29-01) 

臺東 台東 8林班(MA-H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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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場(2020年 8月 24-25日) 

 

 

 

圖 1、花蓮場訓練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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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場(2020年 9月 15-16日) 

 

 

圖 2、特生場訓練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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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0年繁殖鳥類和臺灣獼猴調查訓練班簡章 

 

課程目的：繁殖鳥類及臺灣獼猴之監測調查已納入森林護管員巡護勤

務，為加強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及工作站保育主辦和現場

同仁之辨識和調查技巧，以順利完成調查工作並提升資料

之正確性，特舉辦此研習班。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協辦單位(花蓮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課程時間及上課地點： 

2020年 8月 24-25日(星期一 ~ 二) 

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市林政街 1號) 

 
2020年 9月 15-16日(星期二 ~ 三)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路 1號) 

     保育教育館 2F研習教室 

 
課程名額：花蓮場 40人、特生場 50人 

 
參與對象：各林管處辦理野生動物保育承辦人員以及執行林野巡護人

員 

 
線上報名：請填寫線上報名表單。花蓮場之報名截止日為 8月 14日(星

期五)，特生場之報名截止日為 9月 4日(星期五)。 

 
注意事項：1.本課程採事先報名制，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報名錄取者將

會收到 E-mail或電話通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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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課程將辦理保險，請參加學員提供相關資料。 

3.戶外調查和賞鳥實習裝備請自理(包括 GPS、臺灣野鳥手

繪圖鑑和輕便雙筒望遠鏡)。 

4.全程參與的學員，可申請公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環境教

育學習時數各 10小時。 

5.參與特生場的學員可協助安排 9月 15日晚上於本中心學

員宿舍住宿，如有需要和共房需求者，請於報名表備註中

敘明。宿舍僅提供床位、棉被、枕頭等基本設備，請自備

個人盥洗用具。 

6.為愛護地球、減少垃圾，請自備餐具與水壺。 

 

課程表： 

日期 8月 24日或 9月 15日 日期 8月 25日或 9月 16日 

時間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學員報到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10:40 繁殖鳥類和臺灣獼猴 

的調查方法 

(100分鐘) 

09:00-10:00 初階鳥音辨識技巧(二) 

(60分鐘) 

10:40-12:20 鳥類辨識工具介紹和實作 

(100分鐘) 

10:00-11:00 鳥音錄製 APP介紹與實作

(60分鐘) 

12:20-13:00 午餐 11:00-11:10 休息 

13:00-14:00 初階鳥音辨識技巧(一) 

(60分鐘) 

11:10-12:00 野外調查常見問題解析 

和研討 

(50分鐘) 

14:00-14:10 休息 12:00- 賦歸 

14:10-15:10 調查實習(室內課) 

(60分鐘) 

  

15:10-15:20 休息   

15:20-16:30 調查實習(戶外課) 

(7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