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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首次於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與麗陽工作站內分別設置 31 及 4 組

鳥巢箱，探討以鳥巢箱執行鳥類生殖行為研究及長期監測之可行性。自 2005

年 5 月起每隔 5-7 日進行一次全面性的鳥巢箱巡查，至 9 月底止共進行 21

次的鳥巢箱巡查，每次巡查工作約需 1-2 個工作天。另於計畫進行之前，於

1 至 4 月間配合東勢林區管理處自行辦理的先期調查作業，發現於四月初開

始已經有赤腹山雀利用鳥巢箱築巢，對於已有築巢跡象的鳥巢箱改以每隔

3-5 日巡查一次的方式執行，至 6 月底共計有 2 巢，均為赤腹山雀利用鳥巢

箱築巢繁殖。 

赤腹山雀自 3 月底開始有築巢行為，4 月 8 日探巢時發現已經產下 5 個

卵並開始孵卵。赤腹山雀的孵卵期為 14 天，育雛期為 20 天，每窩產卵數為

5，2 巢的孵化率為 100％。這兩巢係由同一對赤腹山雀分別利用 2 個鳥巢箱

所築，第一巢孵出的 5 隻幼鳥中有 3 隻成功離巢；第二巢的產卵日約與第一

巢幼鳥的離巢日間隔 20 天，可惜第二巢孵出的 5 隻並未成功離巢。 

赤腹山雀為一雄一雌配對生殖，孵卵期間由雌鳥單獨負責孵卵，雄鳥則

會攜帶食物回巢餵食雌鳥；幼雛孵出後，雌雄鳥皆參與育雛的工作，在育雛

期間曾發現有第三隻成鳥出現在巢箱附近，但在錄影觀察紀錄中並未發現有

親鳥以外的個體進入巢箱中育雛。 

為探討親代付出的努力量與幼雛存活率之間的關係，以小型 DV 攝影機記

錄鳥巢內的育雛行為，有效的巢內育雛行為觀察時間共計 104 小時 40 分。

親鳥提供給幼雛的食物以鱗翅目(Lepidoptera)為主，占可辨認餵食種類的

79.6%；所餵食之食物大多小於 2 倍親鳥喙長，占全部食物之 83.0%；雌雄鳥

的總餵食次數比為 604:476。 

赤腹山雀為台灣特有亞種鳥類，也是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本年度

首度於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架設鳥巢箱即獲得赤腹山雀生殖習性的珍貴

研究成果和畫面，配合東勢林區管理處生態保育宣導業務之需求，已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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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及拍攝成果剪輯成赤腹山雀生態影片，以 DVD 影片光碟的方式提供林務

局東勢林區管理處作為生態保育推廣教育之用。另外，為使遊客能實地觀察

鳥類的繁殖習性，鼓勵民眾在森林遊樂區休憩的同時也能體驗賞鳥的樂趣，

建議未來可參考南投林區管理處「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揭開鳥巢箱內的秘

密」即時影像網站及國內外其他網路攝影機之架設，將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

區內相關鳥類之生殖習性以即時影像透過網路讓更多社會大眾有機會體驗

鳥類生態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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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山雀科、茶腹鳾等鳥類之築巢習性屬於次級寄住洞巢型(secondary 

cavity-nesting)，這類鳥種在自然環境中利用小樹洞、岩縫等天然洞隙築

巢，當可利用之天然樹洞因森林環境改變而減少之後，其族群數量可能會隨

其築巢機會減少而下降。因此，在人造林或次生林內適當地設置人工巢箱以

作為經營管理及學術研究目的使用，至今已兩百多年的歷史。台灣地區使用

巢箱作為遊樂區吸引遊客及鳥類保育用途，最早為林務局南投林區管理處於

1990年在奧萬大森林遊樂區開始設置鳥巢箱，至今已有15年的歷史。藉由設

立鳥巢箱進行學術研究，了解青背山雀、茶腹鳾、棕面鶯等利用鳥巢箱鳥類

的族群變動、繁殖習性與行為生態。根據這項「鳥巢箱監測計劃」的長期調

查經驗，所設置的120個鳥巢箱中，2002年的使用率是25%，2003年是29%，

2004年合計有31巢，巢箱使用率為29%(姚等，未發表資料 )。經由這項監測

計畫發現包括青背山雀、茶腹鳾、棕面鶯等3種鳥類對鳥巢箱的接受度極佳，

其中以青背山雀利用率較高。目前，關於山雀科鳥類的研究論文及文獻，多

為探討使用巢箱作為遊樂區吸引遊客及國家公園鳥類保育用途(簡等 

1991，1994；王等1994；黃1996；林 1999)。王等(1994)也曾於太魯閣國家

公園關原地區的二葉松人工林進行巢箱設立之研究，黃(1996)及林 (1999)

利用同一樣區之巢箱探討利用巢箱鳥類的生殖生物學。山雀科鳥類是使用巢

箱的主要鳥種，在前項研究中亦發現茶腹鳾及棕面鶯等鳥類使用巢箱築巢的

情形(王等1994；簡等 1991，1994；黃 1996；林 1999)。林務局東勢林區管

理處所轄之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鳥類資源豐富。區內的眾多鳥類中，較

常利用鳥巢箱進行繁殖的鳥種分別是赤腹山雀、黃山雀、茶腹鳾、棕面鶯與

青背山雀等種類相當豐富，其中赤腹山雀更是許多遊客及賞鳥者眼中的熱門

鳥種，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其生殖習性。 

本計畫在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嘗試以設置鳥巢箱的方式吸引鳥類前

來築巢繁殖，並藉由適當的管理和監測，以了解利用鳥巢箱築巢鳥類之生殖

習性、孵卵、育雛過程及其生活史，同時也讓遊客能實地觀察鳥類有趣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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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生態，藉以吸引民眾到森林遊樂區休憩並且體驗賞鳥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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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地區與方法 

一、研究地區 

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位於台中縣和平鄉之八仙山西

北方山麓下，南邊與南投縣仁愛鄉相接鄰，西北部約以大甲溪為分界，距離中部橫貫公

路東勢起約三十三公里為森林遊樂區之入口處，而八仙山林道自十文溪口篤銘橋轉入後

約 4.2 公里處，則是八仙山遊客服務中心。全區屬高山河谷地形，地貌上常可見數十公

尺的峭壁出現。區內最高點為九仙山 2987 公尺，最低點為入口處的 695 公尺，其中以海

拔高度 1,600-2,000 公尺所占面積為最多。坡度分布以六級坡(55%以上)分布最多，坡向

西北向所占面積最多。主要溪流十文溪和佳保溪，皆屬於大甲溪流域，由於保育完善，

水質清澈，水量充沛。受海拔高差影響，包括暖帶、溫帶及寒帶之垂直不同氣候。年平

均溫度約 18℃，最高溫是在七月，平均溫度約 26℃左右，最低溫在一月，平均溫度約 12

℃。雨期約自每年三月起至九月，雷雨盛行於六至八月，颱風則以七至九月三個月為最

多，雨量相當豐富，冬季則屬於乾季，全年降雨量約 2,250 公釐。遊樂區內鳥類資源豐

富，以低海拔的森林性鳥類為主，曾被記錄到的計有 39 科 117 種，除了赤腹山雀之外，

常見的還有五色鳥、紅嘴黑鵯、白環鸚嘴鵯、繡眼畫眉、灰喉山椒鳥及小卷尾等，而台

灣 4種啄木鳥中較易見到的小啄木以及台灣特有種-台灣藍鵲，在遊樂區內也都可以發現

其蹤跡。另外，在十文溪畔則可以見到鉛色水鶇與白鶺鴒等溪澗鳥類。 

 

二、研究方法 

(一)、巢箱設置 

2005 年分別在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及麗陽工作站共設置 35 個鳥巢箱

(彩圖 1)，未來可依實際需要，適當擴大巢箱設置數量及研究範圍。本研究

所使用之鳥巢箱係參考林務局簡益章等(1994)所設計之第三代雙簷式巢箱

之規格製作(圖 1)，屋頂部分為可掀開的巢箱蓋，外側面板為可開啟的方式，

以便工作人員探巢時進行觀察、拍照(彩圖 2)，同時，為避免觀察時巢材外

翻，在鳥巢箱內側加三面可移動的玻璃或壓克力板。雖然以人工巢箱作為鳥

類生殖生物學研究可能限制了對於利用巢箱鳥種生物學描述時的代表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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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山雀科鳥類及其他寄築巢洞鳥種的築巢位不易探查，尋巢的困難度極

高，利用巢箱的設置具有降低野外尋巢的困難度；觀察容易，可掌握確實的

資料；並且，可依實驗目的及樣本需求作適當的樣區配置。 

 

 

 

 

 

 

 

 

 

 

 

 

 

 

 

 

 

 

 

 

 

 

圖 1.鳥巢箱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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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監測 

本計畫開始前即配合東勢林區管理處育樂課的先期試驗，進行自 94 年 2

月底至 4 月底的觀察；本計畫自 5 月初開始執行至 8 月底止，每週至少檢視

所有巢箱 1 次，檢查時以鋁梯爬至巢箱高度詳細檢視巢箱內部(彩圖 3)。如

有開始築巢跡象，則至少每 3 日檢視築巢中的巢箱 1 次。依築巢材料及完成

之巢型判斷使用巢箱的鳥種，持續監測各巢產卵期、孵卵期、育雛期之時機

及時間長短等，並逐項登錄於格式化之巢卡中(附錄 1)。 

 

(三)、生殖行為觀察 

發現有幼雛孵出的巢箱，立即以 SONY 小型 DV 攝錄影機及高解析度 CCD

迷你攝影機進行巢內觀察及長時間錄影。在前期試驗，自 4 月 19 日 17 時 40

分至 4 月 30 日 18 時 25 分為第一階段錄影觀察；計畫開始執行後，自 5 月 1

日 5 時 23 分至 5 月 3 日 6 時 37 分為第二階段，總共錄得有效觀察時間 104

時 40 分。巢箱內育雛行為的長時間錄影可供觀察雌雄親鳥各項親代照顧行

為的相對貢獻度；還可從解析度較高的影像探討赤腹山雀之食性。 

 

參、結果與討論  

一、巢箱設置 

於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設置 31 組鳥巢箱，另於麗陽工作站內設置 4

組，合計 35 組。鳥巢箱均固定於樹幹上，平均離地高度為 3.1±0.3m；相鄰

巢箱的平均距離為 42.1±17.3m(表 1)。設置巢箱時，巢口方位盡量求平均分

布，但仍以巢口為西南向的巢箱數目較多(圖 2)。巢箱附近底層的型態可區

分為落葉堆、灌叢、草地及路面(表 2)；而巢箱所依附的樹幹上，有 17.6%

具有藤蔓，其餘則無藤蔓。雖然本計畫為首次在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嘗

試以設置鳥巢箱的方式吸引鳥類前來築巢，且計畫開始執行的時間稍晚，但

因為東勢林區管理處於計畫開始執行的三個月前進行先期試驗，截至 2005

年 8 月底止，仍有 2 個巢箱被利用來築巢，係由同一對赤腹山雀連續利用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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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巢箱進行繁殖。第一年開始進行評估就有鳥兒進住鳥巢箱，而且這是國內

首度觀察到赤腹山雀繁殖行為，並且於同一季中繁殖兩次，值得持續推動相

關調查及監測計畫，逐步探討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鳥類生殖習性。 

 

 

 巢樹高(m) 
巢箱 

離地高(m)

巢樹胸徑

(cm) 

最近樹木

距離(m) 

最近人工

物距離(m) 

相鄰巢箱 

最近距離(m)

Mean±SD 14.1±4.5 3.1±0.3 38.0±16.8 6.0±8.8 10.3±12.0 42.1±17.3 

樣本數 34 34 34 34 33 25 

 

 

 

 

 

 

 

 

 

 

 

 

 

 

底層型態 巢箱數 

落葉堆 15 

灌叢 10 

草地 8 

道路 1 

合計 34 

表 1.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巢箱之巢位參數表 

圖 2.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巢箱洞口方向示意圖

赤腹山雀巢洞口方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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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巢箱

之底層型態 

巢箱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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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監測 

於計畫開始之前，自 2月至 4月底期間配合東勢林區管理處的先期調查作業，協助探

視巢箱。自 2005年 5 月起每隔 5-7 日進行一次全面性的鳥巢箱巡查，每組巡查的人數為

至少 2人，至 6月底止共進行 12 次的鳥巢箱巡查，每次巡查工作約需 1-2 個工作天。對

於已經開始築巢的鳥巢箱，則以每隔 3-5 日巡查一次的方式執行。自 4月初開始有赤腹

山雀利用鳥巢箱築巢繁殖，每星期另外安排 2-3 個工作天執行繁殖中的鳥巢的錄影及觀

察工作。 

 

三、生殖行為觀察 

赤腹山雀：自 2005 年 4 月至 6 月共觀察到 2 巢赤腹山雀的生殖過程，其

中 1 窩至少有 3 隻幼鳥成功離巢。這 2 個鳥巢係由同一對赤腹山雀連續在同

一區域內的 A21 及 A17 巢箱中進行繁殖。赤腹山雀在 4 月 8 日已經有 1 巢築

巢完成並產下 5 顆卵。第二巢開始於 5 月底，5 月 30 日探巢時已經產下 5

顆卵並開始孵卵。赤腹山雀的孵卵期為 14 天，育雛期為 20 天，每窩產卵數

為 5。赤腹山雀為一雄一雌配對生殖，孵卵期由雌鳥單獨負責孵卵，雄鳥則

會攜帶食物回巢餵食雌鳥；幼雛孵出後，雌雄鳥皆會參與育雛的工作。在育

雛期間曾 3 度發現有第三隻配對以外的成鳥出現在巢箱附近，但在錄影觀察

紀錄中並未發現有親鳥以外的個體進入巢箱中育雛，可能只是同一區域內的

「遊蕩者」因好奇而靠近。 

 

四、鳥巢箱行為觀察 

2005 年 4 月至 6 月以小型 DV 攝影機記錄赤腹山雀鳥巢內的育雛行為，

有效觀察時間共計 104 小時 40 分；巢內行為觀察工作以探討親代照顧的分

工與幼雛食性為主。從巢內錄影觀察的資料帶及儲存硬碟中分析整理育雛行

為，雌雄鳥總共回巢餵食幼雛 1080 次(平均每小時餵食約 10 次)，其中雄鳥

餵食 604 次，雌鳥餵食 476 次。赤腹山雀親鳥餵養幼雛的食物中，有 397 次

餵食記錄因食物太小無法辨識，食物的可鑑別率為 62.9%(共計 673 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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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的食物中以鱗翅目(Lepidoptera)幼蟲次數最多(536 次)，占了 79.6 %；

其他可辨識的食物中蜘蛛目(Araneae)占 8.0%(54 次)；直翅目(Orthoptera)

占 2.8%(19 次)；另外，還觀察到赤腹山雀取食類似果凍狀的食物 46 次，占

可鑑別的食物的 6.8%；膜翅目(Hymenoptera)、半翅目(Hemiptera)、雙翅目

(Diptera)、蜚蠊目(Blattaria)等其他昆蟲的出現次數都在 1%(10 次)以下

(表 3)。餵食的食物長度大多小於 2 倍親鳥喙長，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喙長的

次數占總數的 42.5%，介於 1 倍與兩倍喙長之間的占 40.5%(圖 3) 

 

表 3. 赤腹山雀之食性組成 

 

 

 

 

 

 

 

 

 

 

 

 

 

 

 

 

 

 

食物種類 次數 百分比 (%) 

鱗翅目幼蟲 536 79.64  

蜘蛛目 54 8.02  

果肉 46 6.84  

直翅目 19 2.82  

半翅目 4 0.59  

鱗翅目成蟲 2 0.30  

双翅目 2 0.30  

竹節蟲目 2 0.30  

膜翅目 1 0.15  

蜚螊目 1 0.15  

蟲蛹 1 0.15  

青苔 1 0.15  

肉泥 1 0.15  

不知名小蟲 3 0.45  

總計 673 100 



 11

圖 3.赤腹山雀餵食食物長度分配圖 

1 代表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嘴喙長度，2 代表食物長度介

於 1 倍喙長與 2 倍喙長之間，3 代表長度介於 2 倍與 3

倍喙長之間，4 代表長度介於 3 倍與 4 倍喙長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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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像記錄及生態影片光碟製作 

目前，國內尚無針對赤腹山雀生態所作的研究報告或影片，本計畫除協

助東勢林區管理處建立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以鳥巢箱進行利用巢箱鳥

類之生殖習性研究的可行性評估外，亦將以研究過程中所拍攝的資料畫面剪

輯成可供一般民眾觀賞的生態影片，以利林務局進行生態保育教育及宣導使

用。 

此外，將來為使遊客能實地觀察鳥類的繁殖習性，鼓勵民眾在森林遊樂

區休憩的同時也能體驗賞鳥的樂趣，可參考南投林管處「造訪奧萬大鳥兒的

家-揭開鳥巢箱內的秘密」即時影像網站及國內外設置網路攝影機傳送即時

影像的方式，將各巢之生殖習性的即時影像透過網路讓更多社會大眾有機會

體驗鳥類繁殖生態的奧妙，獲得社會各界極熱烈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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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一、為使一般民眾也能實地觀察鳥類的繁殖習性，建議未來可參考南投林

區管理處「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揭開鳥巢箱內的秘密」及時影像網

站，將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相關鳥類之生殖習性的即時影像透過

網路對外呈現，讓更多社會大眾有機會一窺鳥類難得一見的繁殖行為。 

二、本年度首度於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架設鳥巢箱即獲得赤腹山雀生殖

習性的珍貴研究成果和畫面，除已配合林管處生態保育宣導業務之需

求，將部分觀察及拍攝成果剪輯成赤腹山雀生態影片，以 DVD 影片光

碟的方式提供林務局及東勢林區管理處作為生態保育推廣教育之用。

後續之研究及調查監測過程中，亦可持續進行影像記錄，配合對鳥類

生殖習性進一步了解後，將累積的研究成果加入 DVD 影片中。 

三、赤腹山雀為台灣特有亞種鳥類，也是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第一

年開始進行評估就有鳥兒進住鳥巢箱，而且這是國內首度觀察到赤腹

山雀繁殖行為，並且於同一季中繁殖兩次，值得持續推動相關調查及監測計

畫，逐步探討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鳥類生殖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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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巢卡 

鳥種：          
縣市：         鄉鎮：         樣點：            E□□□□□□N□□□□□□□ 

年□□□□  巢號. □□  使用次數 □  
 

NEST CHECKS 
日期   狀態 內容 附註(有無照相)  日期  狀態      內容 附註(有無照相)

月 日 
築巢 

中 

孵卵 

中 

育雛 

中 

探巢 

否 
卵數 幼鳥數   月 日 

築巢

中

孵卵

中

育雛 

中

探巢 

否 
卵數 幼鳥數  

                  

                  

                  

                  

                  

                  

                  

                  

                  

                  

                  

 

日期 & 繁殖階段               巢位測量                    單位：cm 

 
月    日             巢中內容                 巢樹                                

□□□□ 發現日                   屬名                                           

□□□□ 產卵日       數目           巢樹高 □□□□          離巢地高□□□□ 

□□□□ 結束產卵         □□ eggs     巢樹胸徑   □□□         巢到邊緣距離    □□□□ 

□□□□ 孵化             □□ nestl.     樹冠覆蓋率   □□□        巢至主幹距離□□□ 

□□□□ 離巢日或失敗     □□ fledg.    支撐巢體支幹數 □□□      巢枝的直徑□□□ 

□□□□ 最後探巢日                       巢頂覆蓋率  □□□        自巢下測覆蓋率  □□□ 

生殖結果                                       巢旁四方位覆蓋率     N□□□S□□□E□□□W□□□ 

失敗原因 □□                     巢口方位□□□  Total % cover nest substrate   □□□ 
             天數 

繁殖階段               觀察      成功/失敗        親鳥腳環                        採血/日期   

產卵期               □□      □                          YES□ 月□□日□□ 

孵卵期               □□      □                          YES□ 月□□日□□ 

育雛期               □□      □      幼鳥腳環 

                                                                             YES□ 月□□日□□ 

                                                                             YES□ 月□□日□□   

                                                                             YES□ 月□□日□□ 

                                                                             YES□ 月□□日□□                                        
                                                Picture of nest 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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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鳥巢箱行為觀察定義 

 

一、位置：以面對巢口等分為 4部分，親鳥、雛鳥相同； 

1. 1－45度； 

2. 46－90度； 

3. 91－135度； 

1. 136－180度。 

 

二、行為：親鳥飛入鳥巢，腳停立巢上時間 

2. 餵食 1st 雛鳥的時間。 

3. 理巢的時間。 

4. 孵雛的時間。 

5. 啣糞囊的時間。 

6. 親鳥飛離鳥巢，腳離開的時間。 

 

三、時間： 

1. 上為實際記錄日期時間精確至秒。 

2. 下方為錄影機長度記錄時間，精確至 1/30 秒。 

 

 

四、乞食強度： 

0. 安靜 

1. 斷性的張口索食。 

2. 持續性的張口索食 

3. 張口索食，伸長脖子。 

4. 張口索食＋伸長脖子＋拍動翅膀。 

 

五、食物種類：盡量精確 

 

六、大小：依據長度與親鳥嘴比例。 

1. 食物長度＜成鳥喙長 

2. 喙長＜食物長度＜2倍喙長 

3. 2 倍喙長＜食物長度＜3倍喙長 

4.-----依此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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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分/秒 AUDIO 

音樂 

錄 3.赤腹山雀文字腳本 

Color bars 

Leader 

八仙山的樹林 

藏匿林間的赤腹山雀 

樹枝上的赤腹山雀 

飛躍下樹枝的赤腹山雀 

飛入巢箱的赤腹山雀 

巢箱內育雛的赤腹山雀 

片名：                

00.00

 

 

附錄 3. 赤腹山雀文字腳本 

八仙山景色 

黃山雀 

赤腹山雀飛入樹洞 

赤腹山雀飛出樹洞 

青背山雀跳躍枝頭間 

00.54 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位於台中縣和平鄉，

在每年的四到六月間，都有群神秘的嬌客在園區內

繁殖。 

牠們在樹洞內育雛，在林蔭下嬉戲，生性警

覺，讓人很難親近，更無法窺知其完整的生活史。

東勢林區管理處大門（ZO） 

赤腹山雀飛出樹洞 

研究人員研究鳥類 

赤腹山雀在樹洞口鳴叫後飛離 

研究人員架設鳥巢箱 

樹枝上振翅的赤腹山雀（飛離） 

 

-轉場- 

A21 號巢箱（ZO） 

赤腹山雀飛入 A21 號巢箱 

赤腹山雀飛出 A21 號巢箱（特寫） 

赤腹山雀銜食物背影（逆光） 

研究人員架設攝影機（快轉） 

架設攝影機的研究人員 

A21 號巢箱（ZI） 

01.22

 

 

01.43

 

 

 

01.59

 

 

 

02.23

 

 

 

 

林務局東勢林區管理處，為了一窺這種於樹洞

築巢的鳥類，特別委託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鳥類

研究人員前來調查。 

目前，在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內，已經架設

了三十五個鳥巢箱，希望能吸引習慣於樹洞內築巢

繁殖的鳥類前來築巢。 

 

四月初，在編號 A21 號的巢箱中，來了一對山

雀科的赤腹山雀，這消息令東勢林管處的工作人員

振奮不已。因為學術界對於台灣特有亞種的赤腹山

雀，未曾有過完整的生活史紀錄。 

研究人員為了好好把握這機會，便展開嚴密的

觀察。調查的第一步就是架設攝影機，讓赤腹山雀

的巢內行為，能完整紀錄。 

一切都就緒了，接下來的「楚門秀」就交給赤

腹山雀吧。 

附錄 3.赤腹山雀文字腳本 頁數 1 



 19

VIDEO  AUDIO 

字卡：4月 19 日 

赤腹山雀飛入 A21 巢箱（正面） 

巢內育雛行為（鱗翅目幼蟲） 

赤腹山雀觀看攝影機 

赤腹山雀於巢箱內跳躍（跳剪） 

赤腹山雀飛離巢箱（大聲鳴叫） 

 

02.48

 

 

 

03.08

鳥媽媽回來時，發現巢頂透光，而且架了攝影

機，剛開始，牠很不習慣，不斷的抬頭觀望。 

嘴邊的毛毛蟲還在蠕動著。 

牠似乎被攝影機完全吸引住了。 

餵食完畢後，鳥媽媽不斷的檢查巢箱四周。

當牠發現，攝影機沒有太大的威脅，所以安心

離開。 

赤腹山雀飛入巢箱育雛後啣糞 

赤腹山雀飛離（巢外） 

 

棕面鶯育雛（啣糞囊） 

青背山雀育雛（啣糞囊） 

 

03.28

 

 

 

 

03.45

04.01

而鳥爸爸則無視攝影機的存在，很自然的在巢

內餵食鳥寶寶。 

親鳥臨走前，會順道將鳥寶寶拉出糞囊給帶

走。 

大多數的鳥類，在年幼時，排泄物都是托親鳥

帶走的。 

有時候親鳥甚至會吃掉幼雛的糞囊。 

飛入 A21 號巢箱 

赤腹山雀育雛 

食性分析圖卡 

 

赤腹山雀育雛 

赤腹山雀飛離（啣糞囊） 

燈蛾科幼蟲逃離赤腹山雀眼線 

（雌鳥已掛上腳環） 

黑畫面 

04.15

 

 

04.58

 

05.23

赤腹山雀的食物很多樣，最常出現在幼雛菜單

上的毛毛蟲占了 80%以上；此外，像蜘蛛占了 9%、

果肉占了 4%、直翅目、半翅目等也占 4%。 

有些時候食物是無法辨識的，因為親鳥們很細

心，牠們會先把食物啄碎，再拿來餵食幼雛。 

    赤腹山雀雖然都吃蛾類與蝶類的幼蟲，但是鳥

媽媽眼前的這隻燈蛾科幼蟲，牠們似乎不敢領教。

 

A21 號巢箱（ZI） 

赤腹山雀飛入巢箱（正面） 

赤腹山雀育雛 

赤腹山雀照片（雄鳥掛上腳環） 

研究人員紀錄表格 

赤腹山雀飛入鳥巢箱 

雌鳥於巢箱內育雛理巢 

05.38

 

 

 

 

 

 

05.56

由於赤腹山雀從外部型態難辨雌雄，所以研究

人員便在親鳥腳上掛腳環，在日後的觀察中就可以

分辨個體了。 

 

 

雄鳥與雌鳥在育雛行為上有很大的區別，那就

是雌鳥於餵食完畢後，經常會整理鳥巢，看看巢底

有無寄生蟲，或是未啣出丟棄的糞囊；當雛鳥羽翼

未豐時，雌鳥也會有孵雛幫牠們保溫的動作。 

附錄 3.(續)赤腹山雀文字腳本 頁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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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分/秒 AUDIO 

樹林雨景 

字卡：4月 25 日 

赤腹山雀飛入鳥巢箱（雨天巢外） 

巢內育雛 

幼雛大聲乞食 

幼雛講話：好餓 

赤腹山雀飛入鳥巢箱（雨天巢外） 

幼雛強烈乞食 

06.42

 

 

 

 

 

 

07.12

雛鳥成長期間，食量奇大無比，我們從 104

小時的巢內錄影觀察中分析出，親鳥總共回巢

餵食幼雛 1080 次，平均每 6 分鐘就得餵食

一次，其中雄鳥餵食 604 次，雌鳥餵食 476

次，估計在育雛期間，牠們總共要往返兩

千多次。 

 

下大雨的時候親鳥的覓食更顯艱辛，牠們不因

山雨的來襲，而停止育雛。 

 

字卡：4月 28 日 

赤腹山雀（站立巢頂後飛入巢箱） 

巢內育雛－雌鳥（啣糞囊） 

赤腹山雀飛離（巢外） 

赤腹山雀育雛－雄鳥 

赤腹山雀育雛－雌鳥 

赤腹山雀羽毛全濕育雛 

 

 

字卡：五月四日 A21 的雛鳥有三隻

成功的離巢，另外兩隻因為身體較

弱，所以留在巢內。 

樹林（TU） 

字卡：二十天之後，這對赤腹

山雀，又選擇在 A17 號巢箱產卵，

準備迎接新的下一代。 

五顆鳥蛋 

樹林濾下陽光 

 

 

 

08.24

 

 

 

 

 

09.10

 

 

09.39

 

 

 

09.50

雛鳥的成長過程中，育雛是由親鳥雙方共同承

擔，這五隻雛鳥必須快速成長，需要大量的食物，

因此只有一隻親鳥是不足以應付的。 

 

 

 

春天是多雨的季節，萬物都在滋長，赤腹山雀

也不例外！ 

 

經過 20 天漫長的育雛過程，A21 的五隻雛鳥

中有三隻成功的離巢，另外兩隻因為身體較弱，所

以留在巢內，親鳥不斷回巢招喚，不過卻回天乏

術，牠們在監視器底下嚥下最後一口氣。 

 

二十天之後，這對赤腹山雀，又選擇在編號

A17 號巢箱築巢產卵，這一次也產下五顆蛋。 

 

 

頁數 3 附錄 3.(續)赤腹山雀文字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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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分秒/ AUDIO 

字卡：6月 13 日 

赤腹山雀飛入 A17 巢箱 

赤腹山雀巢箱內育雛（A17） 

巢箱內的死去雛鳥 

 

 

雌鳥理巢時發現死亡幼雛 

雌鳥啣走死亡幼雛 

10.12

 

 

10.32

 

 

10.50

 

11.43

雛鳥已經孵化三天，親鳥一如往常的悉心照

顧。 

 

下午的時候，五隻雛鳥中，已經有一隻雛鳥不

會動了，被兄弟姊妹們壓著，研究人員很擔心牠的

死亡會對巢內帶來災難。 

鳥媽媽回來了，牠於餵食完畢後，先將幼雛排

出的糞囊吃掉，然後開始理巢。 

雌鳥在理巢時，發現死去的雛鳥，為了避免滋

生細菌，雌鳥落寞的將死亡的幼雛啣走。 

 

A17 號巢箱內育雛的親鳥（雨天） 12.10

 

 

 

 

12.36

不知是否因為天氣不好，雛鳥們都沒有胃口，

甚至沒吃下任何東西。 

牠們雖然有張嘴乞食的動作，不過聲音卻是微

弱的。 

 

親鳥們依舊無微不致的照顧雛鳥，但是這窩

A17 的幼雛並沒有成功離巢。 

樹林 

黃山雀嘴啣食物 

茶腹鳾鳴唱 

茶腹鳾築巢 

棕面鶯飛離樹洞 

青背山雀飛離電線 

赤腹山雀理巢 

赤腹山雀飛離樹枝（近景） 

13.07 赤腹山雀、黃山雀、茶腹鳾等小型鳥類，屬於

次級寄住洞巢型，這類鳥種在自然環境裡利用小樹

洞、岩縫等天然洞隙築巢。當可利用的天然樹洞因

森林環境改變而減少之後，這些鳥類的族群數量可

能會隨其築巢機會變少而下降。 

因此，適當地設置人工巢箱以作為經營管理及

學術研究目的使用，相信會對赤腹山雀的族群增

加，有一定的幫助。 

 

頁數 4 附錄 3.(續)赤腹山雀文字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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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分/秒 AUDIO 

版權頁（上字幕） 

 

片名：八仙山的赤腹山雀 (育雛

篇) 

發行人：顏仁德 

總編審：陳奕煌 

編審：林哲茂、劉聯和 

策劃：吳貞純、楊美珠 

 

製作：林務局東勢林區管理處 

執行製作 

 

攝影 

剪接 

腳本 

旁白 

配音 

 

感謝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製作 

 

林務局東勢林區管理處 監製 

14.03  

頁數 5 附錄 3.(續)赤腹山雀文字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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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圖 

 

 

 

 

 

彩圖 2.鳥巢箱 

彩圖 3.調查人員檢視巢箱內部

彩圖 1.八仙山國家森林遊樂區鳥巢箱配置圖 

彩圖 4. 赤腹山雀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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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圖 5.巢箱口的赤腹山雀 

彩圖 6.腹化約 2~3 天的雛鳥 彩圖 7.嗷嗷待哺的雛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