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 - 

 

 

 

 

 

 

 

 

 

 

 

 

 

 

 

 

 

 

 

 

 

 

圖 1：台東縣境內發現熊鷹地點分布圖。方格大小為 10km*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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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發現熊鷹調查資料及發現地點之環境與森林林型圖比對結果

顯示，熊鷹出現之環境主要為闊葉林或針闊葉混合林（圖 2）。 

 

圖 2：發現熊鷹調查區塊之森林林型圖。（資料來源：農委會林務局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http://ngis.zo.ntu.edu.tw/forest_type/index.htm） 

http://ngis.zo.ntu.edu.tw/forest_typ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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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 58 次發現熊鷹記錄中有 29 次詳細記錄時間，從有記錄資料

顯示熊鷹發現的時間最早為 9 時 10 分，最晚為 15 時 40 分。熊鷹被調查

人員發現時間以上午 10 時至 11 時最為頻繁（圖 3）。一般猛禽飛行需要

上升氣流，一天之中不論太早或太晚上升氣流並不明顯，此時飛行較耗體

力，又熊鷹屬於守株待兔型的獵食習性，因此熊鷹在較早時間或較晚時間

出現應該是巡視獵場或宣示領域。在接近中午時間上升氣流最為旺盛，此

時最適合猛禽飛行，因此熊鷹在 10～11 時出現頻度最高，此項結果並不

意外。 

 

 

 

 

 

 

 

 

 

圖 3 熊鷹出現時間/頻度 

 

（六）在 58 筆發現熊鷹記錄中有 51 個記錄有記載熊鷹出現高度，依

發現熊鷹的海拔高度記錄來看，最高 2200 公尺，最低 300 公尺（圖 4）。

出現海拔高度最多次為 500-1000 公尺。這與熊鷹出現之環境森林類型為

闊葉林或針闊葉混合林所分布的海拔高度契合。此外，其出沒環境也與熊

鷹的主要食物，如赤腹松鼠、大赤鼯鼠等動物（參考自劉燕明導演紀錄片、

周大慶先生育雛觀察及照片記錄，姜博仁個人通訊等）棲息的海拔高度也

有關。可見本研究熊鷹的發現地點與棲地環境及食物可能有某種程度的關

聯。 

4

10

6

3

5

0
1

0

2

4

6

8

10

12

9-10時 10-11時 11-12時 12-13時 13-14時 14-15時 15-16時

時間

次
數



 - 14 - 

 

 

 

 

 

 

 

 

 

圖 4 海拔高度/熊鷹出現頻度 

 

（七）在調查期間除了熊鷹之外也觀察記錄到其他猛禽，共發現有 1

目 3 科 16 種（表 2）。除了 6 種留鳥外，有 6 種冬候鳥及 4 種過境鳥。 

表 2 調查期間記錄之其他猛禽名錄 

目 科 中名 學 名 居留狀況 保育等級 特有類別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鶚科 Pandionidae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冬候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鷲鷹科 Accipitridae 日本松雀鷹Accipiter gularis 過境鳥   

 
 北雀鷹 Accipiter nisus 冬候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過境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留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特有亞種

  松雀鷹 Accipiter virgatus 留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灰面鵟鷹 Butastur indicus 過境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澤鵟 Circus spilonotus 冬候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林雕 Ictinaetus malayensis留鳥 瀕臨絕種之第一級保育類  

  黑鳶  Milvus migrans 留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冬候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留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特有亞種

  熊鷹 Spizaetus nipalensis 留鳥 瀕臨絕種之第一級保育類  

 隼科 Falconidae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冬候鳥 瀕臨絕種之第一級保育類  

  燕隼 Falco subbuteo 過境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冬候鳥 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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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猛禽的活動領域與熊鷹有重疊狀況，調查期間曾觀察發現

當熊鷹在盤旋時若有其他鳥種靠近，熊鷹會有驅離的行為出現。調查員曾

觀察到二隻熊鷹驅趕飛近的林鵰及其他鳥類如巨嘴鴉的現象。參考日本熊

鷹活動範圍依功能區分為 3 種結構，（1）離巢幼鳥的活動範圍；（2）繁殖

領域；（3）核心區（Murate，2003）。推論調查所見之驅離行為有可能是

為維護其繁殖領域的作為。 

（九）在調查期間觀察到熊鷹飛行的時間從幾秒鐘到數分鐘不等，多

數觀察時間均相當短，顯示其行蹤較為隱密，觀察時間較長的記錄為成對

展示的幾筆資料。此現象與日本熊鷹在吃飽後或壞天氣時活動範圍很小，

及飛行主要是獵食與展示（Ichinose，2003）的情形有些吻合。 

（十）多數幼鳥（10/13 隻次）不是在原始森林中被觀察到，反而是

在一些已開發的淺山林地被記錄到，推論是幼鳥離巢後被親鳥驅離的擴散

行為（姜博仁，個人通訊），此種幼鳥離巢後的擴散情形也和日本熊鷹研

究雷同（Takehiko，2003） 

（十一）在現有調查記錄中，熊鷹出現的林型大致為闊葉林及針闊葉

混合林為主的林地，其地形多為有溪流流經之谷地，推測其棲息地可能與

溪谷的避風、隱密地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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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議 

熊鷹的棲息環境大多交通不易到達，而且其生活習性隱密，觀察不易，因此對其生態

習性的了解有限。本年度本縣有許多道路無法抵達地點尚未進行調查，建議下一年度可結

合林務人員、山地原住民、相關學術研究人員一起合作參與調查研究，以充分了解、掌握

其分布資訊。此外調查人力投入也應加重繁殖季期間（1-6 月），以嘗試了解其繁殖季節棲

地的分布狀態。 

熊鷹出現的環境大多為林相完整老熟的大片林地，然而隨著人為的各項林地開發如道

路開闢、林地開墾、林相變更等等，使得本種的生存遭受到極大的威脅。要做好保育工作，

林地的保護相形之下最為重要。因此建議維護現有林地之林相的完整性與多樣性，避免在

現有林相完整區域進行或許可各種土地開發及道路建設造成棲地破碎，如此熊鷹才能有連

續完整的棲息地和充足的食物來源，以保障熊鷹的生存。 

有鑒於熊鷹棲地和森林種類和分布息息相關，本研究單位希望下一年度可以獲得林務

局支持，取得台東林區林相的詳細分布資料及最新正射化空照圖，以利熊鷹分布地點林型

分析。 

此外，獵捕的壓力終將本種推向滅絕之路。遭獵捕熊鷹中，活的大都是雛鳥，因為可

作為豢養之用；而死的熊鷹大都是成鳥，因為成鳥不易活捉，而捉成鳥是為取其毛。其尾

羽及飛羽在原住民祭典或習俗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與價值，物以稀為貴，造成非法狩獵難

以斷絕。建議尋求熊鷹飛羽的替代品，或與原住民溝通，在維繫熊鷹的生存和保持原住民

文化傳統兩難之間尋求平衡的最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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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台 東 縣 野 鳥 學 會 熊 鷹 調 查 記 錄 表  

日期：         時間：            天氣：                   調查員：              頁次： 

路線：                    起點(里程/時間)：           /         終點(里程/時間)：            /     

調查環境概述： 

 

 

觀察者位置 目標距觀察者 組成 行為 

時間 鳥種 
橫坐標 縱座標 海拔高度 距離 方位

俯仰角

(±  °)
♂ ♀ 成 幼

休

息

覓

食

警

戒

追

逐

求

偶

築

巢

育

雛

其

他

備註 

樹種/林相/相片編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