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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南新化畜產試驗所內進行東方草鴞(Tyto longimembris)活動

有無的調查工作。使用人工棲架搭配相機（Browning SPEC Ops 

Advantage）和自動錄音機（Song Meter Micro）以固定方格樣區方式

進行全區域普查，同時比較二種調查工具之間的偵測率差異。20 個

樣區內的棲架相機均有拍攝到草鴞活動，7至 11月分別有 11-15個樣

區有草鴞紀錄，12 月的出現紀錄最少，僅在 8 個樣區有活動情形。

草鴞出現在樣區內的活動天數累計，以 7 月(173 天)出現頻率最高，

逐月遞減，12 月的出現天數最低(27 天)。夜間活動以每小時內出現

有無進行紀錄，活動高峰 7 月在夜間 20 點；8 月和 9 月出現高峰在

19 點；10 月和 11 月出現高峰則在凌晨 4 點；12 月則僅有在少數樣

區零星出現無明顯活動高峰。棲架相機和自動錄音機的偵測差異比較，

繁殖巢區除了在 7月棲架相機出現時數略高於自動錄音機外，其餘時

間自動錄音機的偵測出現率均高於棲架相機(出現時數累計>100)。進

入 11 月後，整體調查偵測率下降，巢區仍是以自動錄音機的偵測出

現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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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草鴞(Tyto longimembris)是目前野生動物保育法中被列為瀕臨絕

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根據衛星追蹤個體繫放後回傳的資料顯示，草鴞

主要棲息在河床開闊高灘地、帄原農耕區和軍用管制區等環境；這些

地點經常因為暴雨沖刷、火災、土地開發、種植作物改變、植被演替

等因素導致地景變化甚至消失，因此難以對於吸引草鴞出現的棲地條

件進行預測分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以下簡稱畜試所)是

國內唯一進行牧草生產和育種改良的研究單位，轄內擁有大陎積的牧

草種植試驗區域，供應本身與輔導之酪農業者所需的乾草飼料來源。

依據台南歸仁區沙崙農場內牧草生產區許多攝影人士在不同時間內

陸續拍攝到草鴞活動影像推測，畜試所內規模更大、干擾更少的牧草

地應該也會是臺南地區草鴞穩定棲息的重要地點。2020年實地訪談，

畜試所內現場工作人員對於草鴞這個物種並不陌生，在不同年間均有

多次個體目擊、甚至地陎巢與帅雛的發現紀綠，可惜均未留下任何影

像和實體証據可供佐証。2020 年 11 月 20 日，調查人員在接獲所方

人員告知後，首次在草地試驗區內拾獲食繭和羽毛，隔年 1月所方再

度回報巢區蛋和帅雛與 2隻親鳥的活動目擊，顯示畜試所內的確存在

草鴞穩定的活動情形。畜試所夜間無人活動和全天候的管制門禁，可

能也是目前最合適進行草鴞長期生態研究的調查場域。關於畜試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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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鴞的出現熱區、對於特定微棲地的選擇偏好、割草作業造成的干擾

影響和牧草植株高度與草鴞活動之間關連性等問題均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行蹤隱密的草鴞，由於夜間進行目視觀察困難，目前所使用的

鳴聲回播技術又存在許多應用限制，因此本研究嘗試在場域條件相對

安全的畜試所內，對於現階段不同研究中所使用的草鴞調查工具進行

比較測試，提供偵測環境中草鴞存在有無所需要的調查技術，作為未

來主管機關在稀有物種保育上經營管理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目的 

1〃 調查草鴞在畜試所(新化)牧草地個體活動情形與分布位置。 

2〃 比較棲架相機和自動錄音機二種不同調查方法的應用差異。 

3〃 了解草鴞在帄原農業生產區(牧草地)的出現活動模式。 

4〃 建立特定草種(白茅)的栽培管理技術。 

三、研究地點 

在臺南新化區畜產試驗所轄區範圍草鴞潛在活動環境(飼料作物

種植區)進行草鴞出沒有無的調查工作。樣區劃設使用固定方格法，

以 200 帄方公尺作為樣區方格(圖 1)，排除辦公宿舍區、畜飼籠舍、

檢疫管制場域和造林地等區域後進行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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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畜產試驗所研究樣區劃設方式示意 

四、研究方法 

1〃調查工具 

使用自製人工棲架(高度 3公尺)搭配相機（Browning SPEC Ops 

Advantage）(圖 2)在牧草種植區內設置固定樣區進行草鴞出現有無的

長期監測紀錄。樣區外其它周圍地區則輔以自動錄音機（Song Meter 

Micro）(圖 3)協助進行草鴞出沒有無的偵測工作(圖 4)。 



4 

圖 2、調查工具 人工棲架相機 圖 3、調查工具 自動錄音機 

圖 4、棲架相機和自動錄音機樣區位置示意 

調查期間在拍攝到草鴞活動影像的樣區內同步放置自動錄音機

進行整夜錄音工作，作為二種調查工具間偵測率效果差異比較。 

此圖網路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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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生地植被高度變化調查  

植被調查方法是固定間隔時間(二週)測量固定樣區內人工棲架

半徑 5公尺範圍內植被帄均高度，用以探討草鴞出沒與植被之間的相

互關連。 

3〃巢區特定草種(白茅)的田間栽培試驗 

探討人工培育白茅草種的可行性，試驗項目包括種植方式、植株

生長速度和田間管理注意事項等工作，目的在作為未來擴大在其它地

區進行草鴞棲息地營造時可供參考的實務方法。人工培育分為直播和

苗株移植 2種方式進行比較，植株生長速度變化則選定畜試所範圍內

白茅生長區域特定範圍定期進行測量工作。 

 

五、結果與討論 

(一)草鴞個體活動情形 

計畫核定通過後進行調查器材準備和調整測試，同時與畜試所人

員共同現勘確認架設的適合地點。在每個固定樣區內架設 1組棲架相

機，合計完成 20組棲架相機的架設工作。調查時間自 7月開始，第

1週即有 5個樣站拍攝到草鴞活動影像，持續至第 7週，累計已有 18

個樣區紀錄到草鴞的出現情形。調查時間持續進行至 21 週時，畜試

所內 20個固定樣區均有拍攝到草鴞活動影像(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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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草鴞在樣區內 20組棲架相機被紀錄的出現情形 

 

(二)不同月份間出沒情形 

20個固定樣區在 7至 11月的調查期間內分別有 11-15個樣區的

棲架相機有紀錄到草鴞活動，12 月的調查出現紀錄最少，僅在 8 個

樣區有活動情形。草鴞在樣區內出現活動天數的累計結果，以 7月(173

天)出現頻率最高，逐月遞減，12月的出現天數最低(27天)。 

表 2、各月份樣區(棲架相機)紀錄草鴞出現天數的差異比較 

編號 樣區代號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小計 

1 A4 1 0 0 0 0 0 1 

2 A5 20 10 14 8 6 0 58 

3 B5 1 1 18 1 8 2 31 

4 B6 24 15 0 0 0 0 39 

5 C4 0 1 1 0 1 12 15 

6 C5 0 1 5 0 3 0 9 

7 C6 27 18 20 13 12 5 95 

8 D7 0 7 2 18 11 2 40 

9 D8 0 1 7 0 0 0 8 

10 F3 0 2 0 17 9 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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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月份樣區(棲架相機)紀錄草鴞出現天數的差異比較(續) 

編號 樣區代號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小計 

11 F6 0 0 0 0 1 1 2 

12 F9 0 2 7 8 10 5 32 

13 G2 24 30 26 31 24 0 135 

14 G6 3 8 4 0 1 0 16 

15 H2 17 7 3 2 3 0 32 

16 H3 2 0 0 0 0 0 2 

17 H5 0 0 2 1 1 1 5 

18 H6 27 13 14 24 12 4 94 

19 H7 26 25 17 8 12 1 89 

20 J3 1 0 0 0 0 0 1 

合計 173 141 140 131 114 33 732 

7至 11月持續有草鴞紀錄的樣區合計有 7處，分別為 C6、H6、

H7、G2、A5、H2和 B5。前述 7處樣區在不同月間的草鴞利用頻度

並不相同，差異變化大。同時拍攝到 2隻草鴞在棲架上出現的樣區分

別有 C6、F3、G2、H2、H6 和 H7。本年度下半年調查期間分別在

G2 和 H7 樣區發現草鴞繁殖育雛巢位。棲架相機紀錄草鴞在不同月

份的出現活動高峰時段比較，7月在夜間 20點；8月和 9月出現高峰

在 19點；10月和 11月出現高峰則在凌晨 4點；12月則僅有在少數

樣區零星出現無明顯活動高峰(附錄 1)。 

(三)、棲架相機與錄音機調查結果比較 

在調查進行開始棲架相機就拍攝到草鴞活動影像的 C6、H7 和

G2 等三個樣區內同步進行棲架相機和自動錄音機整夜錄音的偵測率

差異比較；H7和 G2分別在 11月上下旬因割草作業意外發現草鴞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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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確認為繁殖巢區；C6則未有發現繁殖情形，視為夜間活動場域。

以不同時段草鴞出現/鳴叫有無累計時數作為偵測率差異的比較方式，

整體而言，7 至 10 月無論是在繁殖巢區或夜間活動場域，自動錄音

機和棲架相機 2種方式都能作為有效偵測草鴞有無的調查工具。繁殖

巢區(H7)除了 7月棲架相機效果略高於自動錄音機外，其餘時間自動

錄音機的偵測出現率均高於棲架相機(出現時段累計>100)。進入 11

月後，整體調查偵測率下降，巢區仍是以自動錄音機的偵測出現率較

高，夜間活動區的結果則相反，棲架相機的調查出現率高於自動錄音

機(附錄 2)。 

(四)、草生地植被高度變化調查 

畜試所飼料作物區種植的牧草種類為盤固拉草，屬於熱帶草種，

溫度和水為主要影響生長因子，理想條件下在春夏季節間隔八週可進

行收割作業。今年度由於降雨頻繁，連續大雨導致地表積水泥濘，機

具操作不易導致多區採收作業延遲至 11 月，原計畫觀測草生地植被

高度變化對草鴞活動影響因此未能順利進行。牧草以植株高度分成

A(0-15cm)、B(15-40cm)、C(40-70cm)、D(70-110cm)、E(>110cm)進行

紀錄，持續降雨造成低漥處積水，僅在路邊地勢較高的區域能進行局

部小陎積收割，多數地點均不在調查樣區或位於邊緣位置，因此無法

比較牧草收割作業對於草鴞活動所產生的實際影響情形(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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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草鴞巢區草種(白茅)的田間栽培試驗 

田間栽培試驗分成人工育苗和田間成長情形紀錄二個項目，分別

在 5月、7月和 9月分次採集種籽，以培養皿進行發芽率試驗，由於

發芽率欠佳，嘗試以浸泡法進行催芽，多次試驗結果均未成功，可能

是種籽發育不全或抑制發芽的生理機制仍未突破，現階段種籽直播法

並不適合作為白茅栽培的可行方式；利用野外採集的白茅植株直接進

行分株的方式存活率高，移植後 10 日左右即恢復生長，是目前取得

白茅種苗來源較可行的育苗方式。白茅植株成長變化紀錄則是在畜試

所內選定 5處白茅生育地進行植株高度測量工作，間隔二週測量植株

高度變化。結果發現白茅在株高超過 110cm 時，自然高度會隨植株

高度增加而降低，在過度生長的狀況下若發生連續降雨情形，倒伏情

形嚴重而不利於提供作為草鴞躲藏的隱蔽效果。 

表 3、白茅植株成長高度變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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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年度透過在畜產試驗所內進行的調查首次証實草鴞在牧草種

植區穩定出沒的活動情形，不同月份的連續紀錄和繁殖情形更顯示畜

產試驗所的確為草鴞在台南的重要棲息環境。從個體出現和巢區位置

分布推測，畜試所內至少同時提供 3對草鴞所需要的生存空間。利用

棲架相機和自動錄音機的調查結果顯示，草鴞的活動高峰以 7-8月最

為頻繁，8-9 月配對完成階段後，對於人工棲架的利用情形可能隨著

個體偏好不同而有所差異，地陎營巢的行為推測是繁殖階段棲架利用

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草鴞夜間出現的鳴叫行為從 7 月開始會持續至

11月，直至 12月中下旬帅雛成長至第 5週後才明顯減少。草鴞在夜

間活動區和繁殖巢區二者間個體活動和鳴叫的頻度差異提供了未來

作為偵測環境中巢區有無的參考依據，礙於本年度計畫執行期程因素，

1-6 月草鴞個體在環境中的活動和鳴叫變化資料仍需要持續收集累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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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調查工具(棲架相機)紀錄草鴞出現樣區和活動時段比較 

樣區

代號 

出現時段(2021/07)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2 3 4 5 

A4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A5 0 0 4 2 5 6 7 5 6 6 6 2 0 

B5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B6 0 0 5 11 10 12 7 8 6 6 3 2 0 

G6 0 0 1 2 0 1 0 0 0 0 1 2 0 

H3 0 0 0 1 0 0 0 0 0 1 0 1 0 

J3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H6 0 0 13 14 12 11 12 9 8 6 7 4 0 

H2 0 0 8 9 6 7 10 10 8 5 5 5 0 

H7 0 0 16 20 18 18 16 14 15 12 15 13 0 

G2 0 0 17 17 14 14 14 14 13 12 16 13 0 

C6 0 0 6 5 8 7 10 10 11 7 5 7 0 

12站 0 0 70 81 73 76 76 71 68 56 58 49 0 

 

樣區

代號 

出現時段(2021/08)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2 3 4 5 

A5 0 0 3 5 3 2 2 4 4 2 3 0 0 

B5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B6 0 0 7 5 5 4 3 4 2 4 2 0 0 

C4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C5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D7 0 0 1 3 3 2 1 2 2 0 1 2 0 

D8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F9 0 0 2 2 1 2 2 3 0 1 1 3 0 

G6 0 0 5 2 1 1 0 0 1 1 2 1 0 

F3 0 0 1 0 0 0 0 0 1 0 2 1 0 

H6 0 0 5 5 4 2 1 2 2 1 2 4 1 

H2 0 0 3 1 0 0 0 0 1 1 3 2 0 

H7 0 2 10 10 12 12 9 10 6 9 8 10 2 

G2 0 0 22 19 18 14 20 14 18 23 22 20 0 

C6 0 0 7 9 6 5 5 5 7 6 8 3 0 

15站 0 2 66 61 53 44 44 45 45 49 55 4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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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調查工具(棲架相機)紀錄草鴞出現樣區和活動時段比較(續 1) 

樣區

代號 

出現時段(2021/09)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2 3 4 5 

A5 0 0 3 5 6 3 4 2 1 1 0 1 0 

B5 0 2 8 5 4 3 0 0 2 2 4 3 0 

C4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C5 0 1 4 1 0 0 1 0 0 0 0 0 0 

D7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D8 0 0 2 1 1 0 1 1 1 0 1 1 0 

F9 0 0 1 1 2 0 1 1 0 0 2 4 0 

G6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H5 0 2 1 1 1 1 1 1 0 0 0 1 0 

H6 0 0 1 1 2 2 2 2 2 3 3 6 2 

H2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0 

H7 0 8 6 7 5 1 5 1 6 3 6 5 2 

G2 0 0 20 16 13 9 10 5 8 10 7 10 0 

C6 0 0 6 6 2 4 6 2 2 4 5 9 3 

14站 0 13 57 47 36 24 31 15 22 24 28 41 7 

 

樣區

代號 

出現時段(2021/10)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2 3 4 5 

A5 0 0 3 1 1 2 1 0 0 1 1 1 0 

B5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D7 0 5 8 8 7 4 0 1 3 2 2 2 1 

F9 0 1 0 0 1 2 1 1 3 1 0 0 0 

F3 0 0 4 2 4 2 2 7 3 5 4 4 0 

H5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H6 0 10 7 7 2 4 5 4 5 3 9 10 5 

H2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H7 0 2 3 1 1 1 0 1 0 2 0 0 1 

G2 0 0 9 13 11 12 15 15 15 10 13 21 1 

C6 0 1 4 2 1 2 3 1 2 0 3 2 2 

11站 0 19 39 34 29 29 28 30 31 24 32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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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調查工具(棲架相機)紀錄草鴞出現樣區和活動時段比較(續 2) 

樣區

代號 

出現時段(2021/11)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2 3 4 5 

A5 0 0 2 1 1 1 0 1 1 1 0 1 0 

B5 0 5 1 2 0 0 1 0 0 2 0 1 0 

C4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C5 0 1 0 0 0 0 0 2 1 0 0 1 2 

D7 1 3 3 2 1 1 2 2 3 2 0 1 2 

F9 0 0 2 3 0 2 0 1 0 1 1 4 2 

F6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G6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F3 0 0 0 1 2 1 0 0 0 2 1 5 0 

H5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H6 1 2 2 5 5 1 1 4 4 2 2 2 2 

H2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0 

H7 0 3 1 1 1 1 1 2 3 2 7 1 0 

G2 0 5 4 2 3 3 3 6 5 6 6 12 2 

C6 0 1 2 4 2 1 1 4 3 1 1 0 2 

15站 2 20 17 21 16 11 9 23 20 20 19 31 12 

 

樣區

代號 

出現時段(2021/12)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2 3 4 5 

B5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C4 1 2 1 3 1 2 0 0 0 1 1 0 0 

D7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F9 0 2 0 1 0 0 0 1 1 0 0 1 1 

H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H6 0 1 2 2 0 0 0 1 1 1 0 0 0 

C6 0 2 0 2 0 0 0 0 0 0 0 2 6 

H7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8站 1 9 5 8 1 4 0 2 2 2 1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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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棲架相機和自動錄音機調查草鴞出現有無月份和時段差異 

月份 樣區 
調查

工具 
18 19 20 21 22 23 0 1 2 3 4 5 

小

計 

7 巢區 H7 錄音 0 12 11 10 9 10 6 12 9 14 11 0 104 

7 巢區 H7 相機 0 13 16 15 15 14 10 12 10 13 10 0 128 

7 巢區 G2 錄音 0 20 22 15 17 17 16 16 10 14 20 0 167 

7 巢區 G2 相機 0 17 16 13 12 12 13 12 10 14 12 0 131 

7 活動區 C6 錄音 0 9 11 10 4 8 7 7 6 6 3 0 71 

7 活動區 C6 相機 0 5 4 6 5 7 7 8 4 1 4 0 51 

8 巢區 H7 錄音 16 22 23 19 19 15 14 10 15 20 23 4 200 

8 巢區 H7 相機 2 10 10 12 12 9 10 6 9 8 10 2 100 

8 巢區 G2 錄音 8 25 24 19 21 24 20 18 24 25 23 3 234 

8 巢區 G2 相機 0 22 19 18 14 20 14 18 23 22 20 0 190 

8 活動區 C6 錄音 3 10 6 8 8 8 4 10 7 11 9 0 84 

8 活動區 C6 相機 0 7 9 6 5 5 5 7 6 8 3 0 61 

9 巢區 H7 錄音 22 20 18 18 17 15 14 16 15 20 24 18 217 

9 巢區 H7 相機 8 6 7 5 1 5 1 6 3 6 5 2 55 

9 巢區 G2 錄音 22 20 16 14 13 12 12 7 11 13 17 8 165 

9 巢區 G2 相機 0 20 16 13 9 10 5 8 10 7 10 0 108 

9 活動區 C6 錄音 3 8 8 8 8 6 3 2 4 8 11 4 73 

9 活動區 C6 相機 0 6 6 2 4 6 2 2 4 5 9 3 49 

10 巢區 H7 錄音 19 14 17 13 8 15 19 15 20 20 17 24 201 

10 巢區 H7 相機 1 2 1 1 1 0 0 0 2 0 0 1 9 

10 巢區 G2 錄音 21 14 14 14 9 12 15 15 18 18 24 15 189 

10 巢區 G2 相機 0 9 13 11 12 15 15 15 10 13 21 1 135 

10 活動區 C6 錄音 3 4 1 4 0 0 1 1 4 3 6 2 29 

10 活動區 C6 相機 1 4 2 1 2 3 1 2 0 3 2 2 23 

11 巢區 H7 錄音 5 7 5 7 2 6 8 6 6 5 10 4 71 

11 巢區 H7 相機 2 1 1 1 1 1 2 3 2 6 1 0 21 

11 巢區 G2 錄音 6 3 7 7 6 2 6 7 9 8 16 9 86 

11 巢區 G2 相機 5 2 2 2 3 2 4 4 6 6 10 2 48 

11 活動區 C6 錄音 2 0 0 1 0 0 0 1 0 0 0 0 4 

11 活動區 C6 相機 1 1 3 0 1 1 3 3 0 1 0 1 15 

12 巢區 H7 錄音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3 

12 巢區 G2 錄音 2 0 0 1 0 0 0 0 0 0 0 0 3 

12 活動區 C6 錄音 3 1 0 2 0 0 0 0 0 0 2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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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樣區內植被測量高度變化 

編號 樣區 0615 0630 0715 0730 0815 0830 0915 0930 1015 1030 1115 1130 

1 D7 C A A B C C C C C A B B 

2 H5 A A A A C C C C B A A A 

3 H3 B B B B A A B B B A B B 

4 G6 C C C C C C C C A A A B 

5 C5 C C C A B A B B B B B A 

6 J3 C C A A A B B B B B B B 

7 B6 C C C C C C C C A B B B 

8 C6 C C C C C C C C C C C D 

9 A4 C C C C C C C C C A A A 

10 A5 C C C C C C A A B B B A 

11 B5 C C A A B A B C C C C A 

12 H2 E E E E E D A A B B A A 

13 C4 D D D D D D D D D D A A 

14 D8 C C C D D D E E E E E E 

15 F3 E E E C C D D D D D D A 

16 H6 C D C C C C C C C A A A 

17 F6 C C C C C C C C C C C A 

18 H7 D D C C C C C C C D C A 

19 G2 D D D E E E E E E E E A 

20 F9 D D D D D D E D D D D D 

註 A(0-15cm)、B(15-40cm)、C(40-70cm)、D(70-110cm)、E(>1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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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草鴞在牧草生產區活動模式與調查方法學比較計畫工作照 

  

圖 01、人工棲架相機架設現場 圖 02、自動錄音機架設現場 

  

圖 03、白茅高度測量工作照 圖 04、調查期間樣區內驚飛的草鴞個體 

  

圖 05、調查期間現場拾獲的草鴞食繭 圖 06、調查期間意外發現的草鴞日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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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草鴞在牧草生產區活動模式與調查方法學比較計畫工作照 

  

圖 07、調查期間發現的巢區 H7 圖 08、巢區內的帅雛(三週齡) 

  

圖 09、簡易阻隔圍籬保護草鴞帅雛 圖 10、順利成長離巢的草鴞帅雛 

  

圖 11、自動相機拍攝到的草鴞影像 圖 12、自動相機拍攝到的草鴞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