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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之目的為蒐集文獻資料撰寫四種入侵魚類及三種入侵鳥

類之治理手冊。四種魚類為大嘴鱸（Micropterus salmoides）、小盾鱧

（Channa micropeltes）、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及雲斑尖

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等；入侵鳥類則包含白腰鵲鴝

（Copsychus malabaricus）、中國藍鵲（Urocissa erythrorhyncha）及黑

頭織雀（Ploceus cucullatus）等三種。蒐集之文獻資料包括專業期刊、

碩士論文、調查報告、計畫資料及研討會論文集等。撰寫內容為有關

入侵生物之生物資訊，包含分類資訊、入侵地區、原產地生態特性、

台灣分佈及適應，對台灣之可能衝擊等，各物種之防治與管理策略和

方法在手冊內也一併提出。 

 
 
 
 
 
 
 
 
 
 
 
關鍵詞：外來魚種、外來鳥種、大嘴鱸、小盾鱧、珍珠石斑、雲斑尖

塘鱧、白腰鵲鴝、中國藍鵲、黑頭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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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write a management handbook for 

three invasive fishes and three invasive birds in Taiwan.  Four invasive 

fishes included Micropterus salmoides, Channa micropeltes, Cichlasoma 

managuens, Oxyeleotris marmorata.  Three invasive birds included 

Copsychus malabaricus,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Ploceus cucullatus.  

We collected academic papers, master theses, project reports, research 

data,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 for reviewing biological information of 

these species.  The content of handbook for these six invasion animals 

contained species taxonomy, invasive regions,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original habitat, distribution and adaptation in Taiwan, and potential 

impact to endemic organisms.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recommendation for each animal is also proposed. 
 
 
 
 
 
 
 
 
Keywords: invasive exotic fishe, invasive exotic bird, Micropterus 

salmoides, Channa micropeltes, Cichlasoma managuens, 
Oxyeleotris marmorata, Copsychus malabaricus,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Ploceus cucull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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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

能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

生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

120,000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

業等嚴重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

巴西）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2 

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對已

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入侵

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物、魚

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物各分

為：A類：優先管理；B類：持續監測；C類：觀察評估等三等級，進

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A類已入侵外來鳥類及魚類

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整理，並編

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工作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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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目的 
 

本年度計畫目的針對評估為A類應優先管理之四種已入侵外來

魚類 - 大嘴鱸（Micropterus salmoides）、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及雲斑尖塘鱧

（Oxyeleotris marmorata）及三種已入侵外來鳥類 - 白腰鵲鴝

（Copsychus malabaricus）、中國藍鵲（Urocissa erythrorhyncha）及黑

頭織雀（Ploceus cucullatus），對其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

治理對策，予以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

及作為執行防制工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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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材料及方法 
 

本年度計畫將被歸類為應優先管理之已入侵之外來 3 種鳥類及 4

種魚類，共 7 種，蒐集整理其生物背景，研擬其管理策略及整治方法，

並據以編寫被這些被歸類為應優先管理之已入侵外來鳥類及魚類之

治理手冊。手冊撰寫內容包含生物背景、管理策略及整治方法等，以

提供行政及管理單位使用。生物背景將閱覽期刊文獻及專業書籍等資

料，再整理聯合國、歐盟與美國、澳洲及紐西蘭等國家相關網站之官

方資訊，同時，在其已入侵國家之行政管理單位所出版之手冊、摺頁

等資料，亦將進行蒐集，再將以上資料進行篩選整合，以編撰入侵魚

類及鳥類之生物資料。 

防治政策之研擬，將參考澳洲、紐西蘭、美國等具有外來物種實

際防治經驗之國家的防治政策與處理方法，搭配期刊文獻、書籍及各

種防治實例及經驗之相關資訊，也將依據在本土執行外來種防治之累

積經驗過程、挫折及成功之實例等知識，予以統合後，發展適用於臺

灣本土之外來入侵魚類及鳥類的防治策略與管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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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果與討論（含文獻回顧） 

 

ㄧ、大嘴鱸（Micropterus salmoides） 

（一）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entrarchidae 

屬（Genus） Micropterus 

種（Species） salmoides 

學名：Micropterus salmoides Lacepede（1802） 

俗名：largemonth bass 

 

外型描述： 

大嘴鱸有兩副背鰭，前方背鰭具硬棘，後方背鰭均為軟鰭條，體

型側扁。通常捕獲魚長均在 20～38 cm（Scott and Crossman, 1973），

但體長 50 cm 個體，甚至 82 cm 長，也曾被發現（McPhail, 2007）。 

大嘴鱸之嘴裂延伸至眼睛後方，體呈深至淺綠色，幼年時，體側

有一條黑色直線，但會隨年齡增加而漸淡（圖 4-1）。 



 
6 

 

 

圖
4-

1、
大

嘴
鱸

外
觀

（
B

ro
w

n 
et

 a
l.,

 2
00

9）
 

 



 7 

（二）原產地與入侵地區 

1. 分布 

太陽魚科（Centrarchidae）具有 30 種魚類，為北美原生魚種之第

二大科，原分布地區為五大湖下緣流域、密西西比河中游、佛羅里達

州及喬治亞至維琴尼亞州之沿海地區，具有北方及佛羅里達兩亞種

（圖 4-2）。

 

圖 4-2、北美洲大嘴鱸原產區域與引入地區（Brow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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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分布現況 

因為是重要的垂釣經濟魚種，大嘴鱸現在是全世界最廣泛的魚種

之一（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美國目前只有阿拉斯加未發現。

在加拿大則主要出現在東部地區，在安大略省，大嘴鱸在五大湖區、

南方淡水溪流、東部及西南部均有記錄，在魁北克（Quebec），主要

出現於聖羅倫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和Richelieu-Lake Champlain 

Systems（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 Munitoba，記錄出現於 Fort 

Whyte Nature Centre 、 Lake Minnewasta 及 Lake of the woods

（Langhorne et al., 2001）。亞洲地區在韓國（Korea）及日本（Japan）

亦有引進。 

 

（三）生物學及生活史 

1. 年齡與成長 

影響大嘴鱸幼魚成長的最重要環境因子，為冬季水溫及持續時

間，其他因子還包含地理起源、食物量及孵化體長（Fullerton et al., 

2000）。 

在安大略省，30 cm 體長的大嘴鱸約需 4～5 年長成（Scott and 

Crossman, 1973），一般北美洲東部之平均成長速率約為 450 g/年

（Stuber et al., 1982），大嘴鱸體重每增加 0.5 kg 約需 1.8 kg 之食物

（Scott and Crossma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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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安大略省，大嘴鱸的最長壽命約為 13～15 年，體長可

達 55 cm，體重約 2 kg（Scott and Crossman, 1973）。 

 

2. 生理耐受度 

（1）水溫 

水溫耐受度依時期和活動而有差異。就成年個體而言，最佳成長

水溫約為 24～30℃（Venables et al., 1978），最低與最高之生長水溫則

分別為 15℃及 36℃（Stuber et al., 1982）。生殖個體適宜成長溫度之

範圍在 13～26℃間（Kelley, 1968）。 

卵及胚胎在 30℃以上及 10℃以下的水體將無法存活（Kramer and 

Smith, 1960）。幼年個體適宜成長溫度範圍在 27～30℃間，若水溫高

於 32℃或低於 15℃，將停止成長（Strawn, 1961）。 

 

（2）溶氧和 pH 

大嘴鱸通常避免出現在溶氧低於 3 mg/L 的水域，但是若溫度合

宜，仍可生活於溶氧 1.5 mg/L 的環境（Scott and Crossman, 1973）。不

過，若溶氧低於 1.0 mg/L，則會造成個體死亡（Stuber et al., 1982）。 

對大嘴鱸適宜之 pH 範圍約在 6.5～8.5 間（Stroud, 1967），但也可

短暫忍受暴露於 3.9～10.9 之範圍，卵則在 pH 值高於 9.6 之水域無法

生存（Stuber et a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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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濁度 

適宜濁度在 5～25 ppm 間，在 25～100 ppm 尚有部份個體具生長

能力，但是幼年個體未於超過 100 ppm 之環境被發現（Stuber et al., 

1982）。 

 

（4）鹽度 

可生存於淡水至低鹽度（0.5～5 ppt）。不過，少數個體可忍耐鹽

度至 24 ppt（Moyle, 2002）。胚胎在鹽度 10.5 ppt 以上，活存率為 0。

幼年個體則在鹽度 6 ppt 以上會全部死亡（Tebo and McCoy, 1964）。 

 

3. 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對於大嘴鱸族群相當重要。且有減少幼年個體被掠食的

風險，而成年個體可利用植被達成隱蔽之效果（Scott and Crossman, 

1973；Stuber et al., 1982）。在喬治亞州 Seminole 湖，移除水生植物後，

大嘴鱸之覓食策略由等待捕食更改為主動搜尋（Sammons et al., 

2003）。 

 

4. 棲地需求 

大嘴鱸可利用多種棲地，例如：沼澤、水塘、湖泊、水庫、溪流、

河口和大型河流（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各種型態的棲地中，

最適合的棲地特徵為靜水環境、湖畔淺水區、多水生植被水域等，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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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緯度地區，則需有提供渡冬水岸的棲息環境（Winter, 1977）。 

Lasenby 和 Kerr（2000）歸納大嘴鱸喜好水塘棲地特質為面積小

於 0.1 公頃且具泥質或碎石底質。該魚種通常出現於少於 6 m 深之水

域。喜好出現於波動少，中等至高透明度，同時具有植被。大嘴鱸喜

好陰暗水域，若是流動水域，大嘴鱸較喜好寬廣、慢流之瀨區或迴水

區，且泥及積沙底質，存有水生植被，且清澈之水域（Scott and 

Crossman, 1973）。 

 

5. 行為及運動 

（1）運動 

    大嘴鱸在夏季活動力強，冬季則常靜止（Demers et al., 1996）。

冬季在喬治亞州 Seminole 湖，標識個體每小時運動距離小於 50 m

（Sammons and Maceina, 2005）。在密西西比河，則發現運動範圍少

於 40 km（Funk, 1957）。 

 

（2）日運動模式 

    大嘴鱸夜間轉換至淺水區覓食（Scott and Crossman, 1973），日間

則在水深約 1～3 公尺水域游動，也會在荷花叢或其他遮蔭結構下休

息。在 Seminole 湖（Sammons and Maceina, 2005）和北方湖泊（Hanson 

et al., 2007）均發現類似之運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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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覓食行為 

    大嘴鱸主要利用視覺覓食，但味覺及振動也會有幫助（Scott and 

Crossman, 1973）。McMahon 和 Holanov（1995）紀錄大嘴鱸覓食成功

率在日間低亮度及有月光時均能大於 95％，但在星光下覓食則成功

率降至 62％，完全黑暗時，則無法覓食。水域透明度也能影響牠的

覓食深度。 

 

（4）生殖 

大嘴鱸一般有 9 年壽命，多數雄性個體有 6 年壽命。在加拿大，

雄性在 3～4 年而雌性在 4～5 年可達性成熟（McPhail, 2007）。在較

溫暖的加拿大南方，雌性成熟時間會提早，且可全年生殖（Stuber et al., 

1982）。 

 

（5）繁殖行為 

繁殖期起於春季晚期至早夏，主要時間約為 6 月中旬，但會延長

至 8 月（Scott and Crossman, 1973），當水溫到達 15.6℃時，雄性即會

開始築巢（McPhail, 2007），生殖由雄性清理底質，並構建寬約 1 cm

的巢穴開始（Moyle, 2002），築巢底質包含近植叢、蘆葦和荷花的沙

灘、細石、碎屑及軟泥區（McPhail, 2007），巢多出現在淺水區，約 1 

m 深（Moyle, 2002）。適宜產卵棲地可出現多個產卵巢穴，但彼此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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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至少 2 m，以避免大嘴鱸的好攻擊習性（Moyle, 2002）。不過，也

有觀察指出大嘴鱸產卵時並不需要太多的巢穴準備，卵可直接產於適

宜棲地的淹沒支根、木頭及植被（Scott and Crossman, 1973）。 

多數生殖發生於清晨或黃昏（McPhail, 2007）。當懷孕母魚接近

生殖巢時，雄性即展開求偶。雌性個體並不會一次產完所有的卵，有

多次產卵能力，二次以後產卵對象可為同一雄性或不同雄性（McPhail, 

2007）。雌性體重每公斤約可產下 4000～14000 顆卵（Scott and 

Crossman, 1973）。因為體重多變，估計雌性個體總卵數約在 2000～

94,000 或更多的卵（Moyle, 2002）。在華盛頓湖估計 3 年魚約有 2100

顆卵，7 年魚約有 46,015 顆卵。體型大的個體會較早產卵，對於改善

成長效率及次年個體替換率均有較好的效益（Goodgame and Miranda, 

1993）。 

 

（6）幼魚照顧與發育 

雌性個體離巢後，雄性守衛巢使卵發育。卵在 3～5 天內孵化

（Scott and Crossman, 1973）。孵化時，透明幼體約 3 mm 長（Hardy, 

1978）。孵化個體直到將卵黃囊物質消化完畢後，長成淺黃及白綠色

約 5.9～6.3 mm 長度的幼體才離巢（Scott and Crossman, 1973；McPhail, 

2007）。被掠食及巢的損壞是兩個主要造成卵及幼體死亡的重要原因

（Scott and Crossman, 1973）。 



 14 

（7）影響生殖成功的因子 

大嘴鱸生育成功的原因可歸功於良好的生殖棲地及生殖時穩定

的氣候。影響繁殖及活存率的因子包含水位變化（Hill and Cichra, 

2005）、風、波浪、水質、覆蓋度、水溫變化幅度、掠食及人類活動

（Allan and Romero, 1975），若環境狀況不理想，則雄性個體可能會

有棄巢行為。 

 

6. 食性組成 

（1）幼體食性組成 

    Stein（1970）在華盛頓湖觀察大嘴鱸幼魚的食性組成，他將幼魚

個體（小於 100 mm）以 20 mm 大小區分後檢驗。在 21～40 mm 以

cladocera、copepoda、dipteran 的幼體和蛹及 Amphipoda 為食。當體

長增加至 61～80 mm 時，食物中 cladocera、copepoda 及 dipteran 幼

體的量減少，而 dipteran 蛹、ephemeropteran 蛹及小的 cottid 魚類（5

％）的量增加。在 81～100 mm 個體，29％的胃內含物以魚類為主，

其他包含 mysids、ephemeropteran nymphs、isopoda、dipteran 幼體和

蛹、cladocera 和 copepoda，所以大嘴鱸食物從小型動物、浮游生物至

小型昆蟲幼體，再轉換至大型昆蟲 pupae 和 nymphs，最後則以大型

mysidacea、isopoda 和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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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年食性 

成年個體屬肉食性且可利用多樣的小型魚類或幼魚為食。被掠食

魚種包括 minnow、yellow perch、bullhead、sunfish 及 rainbow trout

（Lasenby and Kerr, 2000），大嘴鱸也以同類為食，體長大於 203 mm

的個體，約有 10％的食物組成為同種幼魚（Scott and Crossman, 

1973）。此外，蝦類、蛙及蠑螈均曾被記錄為大嘴鱸之食物（Lasenby 

and Kerr, 2000），Schindler et al.（1997）曾發現大嘴鱸個體的食性非

常穩定，並不會因為族群密度改變而有變化。 

 

（3）掠食性轉換 

    華盛頓湖中，體長大於 10 cm 的大嘴鱸胃內含物 57％為魚類

（Stein, 1970）。更大型的個體，胃內含物之魚類比例可達 87％。主

要出現魚種包含 Cottidae（44.6％）、Salmonidae（13.9％）、Cyprinidae

（11.7％）及 Centrarchidae（5.6％）。Crustacea（13％體積比例）也

是主要的食物材料。最常出現的是 Chironomid pupae 和幼蟲，Insecta

則只會佔胃內含物的 0.6％。 

在阿肯色水庫發現，大嘴鱸食性由昆蟲轉換成 gizzard shad，此

現象大約發生在體長 40 mm（Applegate and Mullan, 1967），較華盛頓

湖之記錄體長早（Stein, 1970）。在有植被的佛羅里達湖中，有植被的

食性轉換出現於體長 120 mm，無植被則發生於體長 60 mm，在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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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植被的湖中，食性轉變發生在體長達到 140 mm 後才發生（Hill and 

Cichra, 2005）。 

 

7. 種間互動 

    大嘴鱸成體因為具有大型體型、游泳能力強及背鰭硬棘，故不易

被其他生物掠食。但是，幼年個體則常被鷺科、魚鷹及翠鳥等鳥類及

Yellow perch、Northern pike及Walleye等魚類掠食（Scott and Crossman, 

1973）。 

 

8. 人類使用 

（1）釣魚 

    大嘴鱸是北美洲最受歡迎的運動釣魚魚種（Lasenby and Kerr, 

2000）。管理方式包括強化棲地結構、族群控制及增加養殖場。2001

年調查顯示全美3千4百萬釣客中，有1千1百萬釣客以大嘴鱸為對象魚

種（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2002）。 

 

（2）商業魚獲 

    大嘴鱸被歸類為運動魚種，而非商業養殖魚類，在野外若被商業

網具捕獲，必須放回水域（Smith and Edward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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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養殖 

    1994 年，首次登錄大嘴鱸之人工養殖（FAO, 1996）。在美國，大

嘴鱸人工養殖主要目的為補充釣魚損失之數量（USDA, 2006）。在

2005 年，192 座美國養殖場估計大嘴鱸消費金額約為 1 千萬美金。 

 

（四）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台灣目前主要記錄出現於北部河川，如宜蘭河（表 4-1、圖 4-3、

圖 4-4）（陳等，2003），亦有口語傳說出現於桶後、烏來一帶。但

在本地之生活史及適應狀況仍待研究。 

 

（五）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1. 對浮游生物及大型無脊椎動物 

由於大嘴鱸成年個體主要以魚類為食，幼年個體對於浮游生物及

大型無脊椎動物之衝擊較大（Scott and Crossman, 1973）。不過，由於

成年個體以多種小型魚種為食，故間接影響之可能性常被提出。

Spencer 和 King（1984）發現當大嘴鱸存在水塘時，植物性浮游生物

之數量少且存在沈水植物，若無大嘴鱸存在的水域，則常見藻華發生

及少量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在大嘴鱸引進古巴後，瘧疾發生率極高，

據說這是因為大嘴鱸將本地許多小型魚種大量掠食，因而導致蚊蟲滋

生（Kerr and Gran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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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名錄（陳等，2003） 

 

 
 



 19 

 
圖 4-3、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海拔高度（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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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台灣部分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分佈圖（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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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地區，大嘴鱸被以運動魚種引入，至今已使當地三種魚類

滅絕（Hickley et al., 1994；Impson, 1998）。 

大嘴鱸引進日本始於 1925 年，在 1972 年再度執行，至 60 年代

晚期，才開始在各水體廣為推廣（Takamura, 2007）。但近年來，因為

其嚴重威脅到各種魚類及淡水魚獲，故被列為法定之入侵魚類，並開

始予以控管。在日本，大嘴鱸被描述為〝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物種〞

（Iguchi et al., 2004），同時也被認為具嚴重的生物威脅（bio-hazard）

且鼓勵移除（Hosoya and Nishi, 2003）。在日本之大嘴鱸食性主要以魚

類和甲殼類為主，如在 Shorenji 湖（104 公頃）和 Nishinoko（217 公

頃）（Yodo and Kimura, 1998）。Maezono and Miyashita（2003）在日

本 15 處埤塘研究發現，大嘴鱸除可能會因掠食而造成魚類、甲殼類

及蜻蛉類之物種消失外，有大嘴鱸存在的水域，這三種生物的體型較

小，但是，底棲生物如蝌蚪、顫蚓類及 chaoborids 等底棲生物之數量

有增加（表 4-2），顯示掠食魚種如大嘴鱸可能經由食物網之連鎖作用

（cascade），造成水域生物族群生物的數量變動。 

在北美洲，因為大嘴鱸掠食習性而在湖泊（Jackson, 2002）、溪流

及河流造成衝擊之報告有很多（Power et al., 1985）。例如，在

Adirondack 之 minnow（Findlay et al., 2000）、加州 Clear 湖的 prickly 

sculpin（Cottus asper）在引入大嘴鱸魚後，數量均有銳減現象。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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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如鯉科之 fathead minnow 等小型魚類之數量均因大嘴鱸之掠食

行為而受到極大威脅（Kerr and Grant, 1999），類似例子在加拿大已有

許多文獻支持相似結論（Jackson, 2002）。 

Tonn and Magnuson（1982）在北 Wisconsin 的 18 個湖發現兩種

魚類群聚組成。Whittier and Kincaid（1999）隨機調查美州東北部 203

座湖泊（深度 21 m，1 公頃≦面積≦10000 公頃），發現非本地魚種

數量和本地魚種數量呈現顯著負相關，其中最重要魚種為大嘴鱸。在

加拿大之調查，也顯示大嘴鱸對於族群內鯉科和其他魚種均有重要的

數量調節作用（Jackson, 2002）。對於以浮游生物為食的小型鯉科魚

類，如 golden shiner（Notemigonus crysoleucas），大嘴鱸有抑制族群

數量，甚至滅種的威脅（Savino and Stein, 1989）。 

 

2. 對野生動物 

    可能被大嘴鱸作為食物的野生動物包含河蚌類、蝸牛、蛙類、小

型鼠類等哺乳類、蠑螈、小烏龜、小鴨、蛇類等（Hill and Cichr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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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 

（一）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hannidae 

屬（genus） Channa 

種（species） micropeltes 

學名：Channa micropeltes Cuvier（1831） 

俗名：Indonesian snakehead、giant snakehead 

 

外型描述： 

    圓形身體，牙尖齒利之掠食魚種（圖 4-5），幼年個體，體側具兩

條黑色縱斑，中間為鮮橘色，常被水族業者引入販賣。成年後，體側

僅出現寬黑縱帶，體背有不規則、灰黑色之虎斑斑紋。 

 

（二）原產地與引入地區 

1. 原分布區域 

原記錄分布區域含印度、泰國、寮國、越南、馬來西亞等，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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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印度之記錄可能為不同物種或早期引入之物種。 

 

2. 引入區域 

在美國，該物種在加州、緬因州、麻州、羅德島州均有被捕獲的

記錄（Fuller et al., 1999）。此外，馬利蘭州在 2002 年有二次的捕捉記

錄，體長約在 50～60 cm 間。 

 

（三）生態習性 

1. 體長 

可長成至 1～1.5 公尺，體重可達 20 kg（Lee and Ng, 1991），Wee

（1982）將其歸類為成長最快的該科魚種之一。 

 

2. 適應溫度 

無文獻記錄，但分布範圍在 20°N 至約 7°S，所以應屬於亞熱帶

及熱帶魚種。 

 

3. 生殖棲地 

會清除圓形區域之植被後開始生殖，浮水性卵會浮至水面，親代

有護卵及護幼行為，且護幼行為可能持續至轉變為底棲性幼體（Lee 

and Ng,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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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性 

日間覓食，生性兇猛肉食，親代及幼年個體可能成群索食（Lee 

and Ng, 1991）（圖 4-6），護幼之成體可能有攻擊人類的行為，造成傷

害，甚至致命（Kottelat et al., 1993）。 

食物包括魚類、蛙類，甚至鳥類（Lee and Ng, 1991）。該魚種被

稱為最兇猛蛇頭魚種（Ng and Lim, 1990）。同時，被引入後，所傷害

及消耗的魚種更甚於原始棲地（Roberts, 1989）。 

在寮國的 Nam Ngum 水庫，Beeckman 和 De Bont（1985）報導

幼年個體以甲殼類為食，但成年魚以其他魚類為主要食物。 

 

5. 商業重要性 

（1）原始棲地 

在馬來西亞和越南，均有箱網養殖（Lee and Ng, 1991），是重要

的食用魚種，FAO（1994）記錄泰國在 1986 年生產 386 噸，但至 1992

年即有近 150 萬噸產量。 

 

（2）美國 

主要出現在水族商店，但有多次於馬利蘭州、緬因、羅德島及加

州被棄置野外水域的發現。另外在東方人採購的活魚店偶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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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小盾鱧幼魚成群索食（Courtenay and William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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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小盾鱧在台灣之分佈以水庫為主要分佈，南部地區之曾文水庫及

烏山頭水庫均有紀錄（賴等，2006）。北部地區之分佈資料，則較不

足。 

1. 族群特徵 

嘉義大學賴弘智教授（2006）於 94 年 1～12 月及 95 年 1～6 月，

曾於曾文水庫及烏山頭水庫分別調查小盾鱧之族群最大量及分布。當

時在烏山頭水庫並未發現小盾鱧，在曾文水庫於 94 年 5 月（6 尾）、

6 月（9 尾）、8 月（10 尾）、9 月（7 尾）、10 月（3 尾）、11 月（5 尾），

共採集得 40 尾，平均體長在 16.4～64.9 cm 間，平均重量在 414～3920 

g 間，平均體高在 4.2～11.1 cm 間（表 4-3）。 

 

2. 食性組成 

依據賴等（2006）對於曾文水庫小盾鱧之攝食食物種類分析，發

現在 8 月及 9 月之胃內含物包括大量的粗糙沼蝦（Macrobrachium 

asperulum）及未能分類的幼魚（表 4-4），其他胃內含物出現種類還

包含鱗片、魚骨、石頭、樹枝枝條、水生昆蟲、鰕虎及餐鰷（Hemiculter 

leucisculus）等。該調查也將採獲個體之體長分成七個體長等級（表

4-5），分別及比較食物組成的異同，發現體長 10～20 cm 及 51～60 cm

等級之個體，胃內含物主要包含粗糙沼蝦、幼魚、鰕虎科魚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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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biidae）。在體長等級 31～40 cm 及 41～50 cm 的個體之食物組

成，則以餐鰷、樹枝和昆蟲等為主。 

在 95 年 1～6 月的調查，共採得 17 尾個體（表 4-6）。依據胃內

含物分析結果發現在 5 月及 6 月攝食大量的餐鰷和魚體，其他月份則

以鯽魚（Crucian carp）、樹枝及魚類為主（表 4-7），在體長 51～60 cm

及>70 cm 等級的個體，以餐鰷及樹枝等物品為主要胃內含物組成（表

4-8、圖 4-7、圖 4-8）。61～70 cm 則記錄有大量的魚骨、餐鰷、鯽魚、

魚體及樹枝等。 

綜合約一年半的食性分析結果顯示，曾文水庫之小盾鱧食物主要

以魚類為主，主要以中上層魚種如餐鰷及鯽魚為主，但仍包括部分底

棲魚種，如鰕虎等。體型增加時，食物組成的種類及豐富度也有多樣

化的趨勢。 

 

3. 生殖習性 

依據賴等（2006）於 94 年採集記錄發現，體重 470 克的小盾鱧

即開始有生殖腺發育，體重 600 g 以上的雌魚卵細胞已開始發育，

可以肉眼判別性別，體重 5000 g 的雌魚卵巢則可成熟發育。 

在 8～11 月的採集均捕獲魚苗（體重 11～30 g），8～9 月份之魚

苗體重在 11～30 g 間，10～11 月的魚苗體重在 78～105 g，所以，小

盾鱧在台灣曾文水庫的繁殖季應於 8 月之前即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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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95 年度曾文水庫小盾鱧不同月份攝食食物種類之出現頻率百分

率（賴等，2006） 
 
 

 
圖 4-8、95 年度曾文水庫小盾鱧不同體長等級攝食食物種類之平均豐度

百分率（賴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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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適應（賴等，2006） 

（1）致死水質條件 

小盾鱧最低致死水溫約在 13～14℃，最高致死水溫約在 42℃，

致死溶氧約 2.7 ppm。鹽度耐受性測試之 24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15.7 

ppt，96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13.7 ppt。 

 

（2）急性毒性試驗 

無患子種皮對小盾鱧之 96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21.8 ppm，24 小時

完全死亡之致死濃度為 45 ppm。茶米白對小盾鱧之 24 小時完全死亡

之致死濃度為 15～20 ppm。 

 

（3）離水耐受力 

小盾鱧離水後，暴露於空氣的時間增加，再進入水中後，死亡速

度會增快，離水 2 小時，放回水中，約 1.5 小時後開始死亡。離水 4

小時，放回水中，約 1.5 小時後，所有個體均死亡，離水 6 小時後，

在放入水中，即全部死亡。 

 

（五）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賴等（2006）也對小盾鱧入侵影響之衝擊，進行等級區分的評估，

結果以「族群繁生後對環境的影響」及「外來種入侵絡徑」推測入侵

後之危害程度和確定程度最高，此外，「入侵地區環境之溫度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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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列為高危害等級，「經濟的影響性」則被列為中度危害程度（表

4-9）。 

鱧科魚類除了掠食習性使當地水域生物之活存受到威脅外，該科

魚種也會引入病原菌（Qureshi et al., 1999）、病毒（Lio et al., 2000）

和寄生蟲（Kanchanakhan et al., 1999）等相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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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 

（一）、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ichlidae 

屬（Genus） Cichlasoma 

種（species） managuense 

學名：Cichlasoma managuense Günther（1869） 

俗名：Jaguar guapote 

 

外型描述： 

背鰭 XVIII-12，臀鰭 VIII-10，腹鰭 I-5，胸鰭 4，背鰭具 17～18

硬棘，10～11 軟鰭條，臀鰭硬棘 6～8，軟條 11～12，大型口吻部，

下顎突出，明顯且大型齒。身體及鰭均具黑斑，眼至鰓蓋有一不連續

黑條斑紋，體側具連續之黑斑條塊，尾鰭黑色條紋與身體垂直，口上

位，體長／高比約為 2.6～2.8，體色銀或全綠及紫色，有白或黃色腹

色，進入繁殖期，雌性個體在鰓蓋具深紅色（圖 4-9）。最大標準體長

約 25 cm（Fuller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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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1. 原始區域 

分布於熱帶美洲區，自宏都拉斯之 Ulua 河到哥斯大黎加的

Mafina 河（Conkel, 1993），引入國家包括巴西、夏威夷、墨西哥、巴

拿馬、菲律賓、台灣及美國等。 

 

2. 侵入區域 

在北美洲，首先在 1990 年早期發現入侵的位置在佛羅里達州邁

阿密的灌溉渠道，然後漸漸在 Everglades 的附近渠道內出現，佛羅里

達南部地區也開始有記錄（Fuller et al., 1999）。 

在1992年，珍珠石斑首次出現在夏威夷歐胡島夏威夷大學的一個

小池（Fuller et al., 1999）。1988年則首次於美國猶他州Boiler spring發

現，當時記錄約500個個體，其中包含3～4種不同體長，並利用rotenone

和炸藥清除珍珠石斑，但最後作業結果失敗（Marsh et al., 1989）。 

 

（三）生物學及生態習性 

1. 棲地 

分布範圍約在北緯 37°至南緯 9°，生活於淡水之中底水層，pH 值

介於 7.0～8.7，水深約 3～10 m（Agasen et al., 2006）。原始棲地水溫

約 35～36°C（Bussing, 1998）。分布於濁度高、低氧、泥沙底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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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鹽之湖泊類靜水水域（Conkel, 1993），在湧泉及池塘皆有發現

（Page and Burr, 1991）。 

 

2. 食性 

成魚為肉食性，主要以魚類為主（Coukel, 1993），幼魚以浮游動

物為主，體型差異大時，會有大吃小的現象。在 1993 年佛羅里達州

發現個體之胃內含物分析顯示，有以螺類及魚類為食（Shafland, 

1996）。 

 

3. 溫度 

原產於熱帶，耐高溫，不耐低溫。適溫範圍約在 25～30℃間，

15℃以下會有失衡現象，冬季水溫最好維持於 19℃以上（余等，

1999）。 

 

4. 生長 

在台灣，夏季時魚苗養殖 6～8 個月，可成長至 500 g，雄魚生長

速度顯著大於雌魚（余等，1999）。 

 

5. 繁殖 

雌雄異體，體外受精，每年有兩次產卵期，可多次產卵，有孵卵

行為，可產下 500 顆卵，在石頭及其他硬質底質產卵，公魚及母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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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守護卵及仔魚（Yamamoto and Tagawa, 2000）。也有報告指稱可產

下 10,496 顆卵（Agasen et al., 2006），另在菲律賓報告全年均可產卵

（Agasen et al., 2006），在哥斯大黎加，有進行單種養殖。 

一年後之個體即可產卵，將卵產於池塘底部，會築巢，雄魚及雌

魚均有護卵行為，卵呈黃綠色，不透明，有黏性，140 g 雌魚可產卵

約 3000～4000 顆，在 27～29℃水溫時，48 小時後魚卵可孵化。卵黃

囊消失後之幼魚，可以小型浮游動物、原生動物等餵食，稍大後，可

改以紅蟲餵食，再漸改以人工飼料飼養（余等，1999）。 

 

6. 重金屬毒性測試 

96 小時的 LC50的 Hg2+、Cd2+、Cu2+、Pb2+半數致死濃度分別為 0.069 

mg/l、0.48 mg/l、0.928 mg/l 及 3.42 mg/l。安全濃度分別為 0.00069 

mg/l、0.0048 mg/l、0.00928 mg/l 及 0.03421 mg/l。急性毒性由強至弱

依次為：Hg+2＞Cd+2＞Cu+2＞Pb+2（何等，2006）。 

 

7. 養殖 

有兩種方法 

（1）在池塘混養約 20 尾珍珠石斑，每 667 m2養殖約 20 尾，半

年後，平均魚重可達 315 g 左右，一年後，體重可達 500 g

（劉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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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主養珍珠石斑，但混養草魚、吳郭魚、鯽魚等。每 667 m2

放養珍珠石斑 150 尾，混養魚 300 尾，以人工飼料及牧草

餵食，半年後，石斑平均體重可達 175 g，一年後，可達

250 g 以上（劉等，2000）。 

 

（四）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珍珠石斑在台灣於 1987 年自東非及坦桑尼亞引入（表 4-1）依據

陳等（2003），分布主要於低海拔（圖 4-3），當時主要分布於南部溪

流（圖 4-4）。珍珠石斑之養殖曾在美濃區推廣，但因受「孔雀綠」事

件影響，嚴重滯銷，當時曾改名「珍珠魚」，以提高消費意願及與石

斑進行區隔。該魚於 2001 年引入美濃養殖，以取代漸縮減的菸田產

業，當時約有 30 多公頃，40 多家養殖戶，養殖面積佔全省 8 成，市

場價格可達百元以上。當時也有以該魚發展多種料理，如生魚片、燒

烤、火鍋等各種不同料理，以推廣食用。目前在牡丹水庫亦有被發現，

但是水庫地區無法開放供民眾捕撈。 

 

（五）入侵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在美國佛州南部之學者認為珍珠石斑會有取代本土物種的可能

（Fuller et al., 1999），但影響仍未清楚。1976 年引入台灣，2007 年由

台灣引入江西省飼養，本魚種被認為是同類魚種掠食性最強的魚種，



 47 

具掠食性及高度之攻擊性，對於本地魚種和水生生物均有嚴重負面影

響。目前在台灣之詳細分布及生活習性仍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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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雲斑尖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 

（一）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Eleotridae 

屬（Genus） Oxyeleotris 

種（Species） marmorata 

 

學名：Oxyeleotris marmorata Bleeker（1852） 

俗名：Marble goby 

 

1. 外型描述 

雲斑尖塘鱧背鰭具有 7 硬鰭及 9 軟鰭，臀鰭具 1 硬棘及 8 軟鰭

（Kottleat, 2001）。圓筒形體型，頭部扁平，寬口裂，下頷突出於上

頷。體色灰褐色，體側有數塊不規則褐色深斑，類似竹筍外殼，俗稱

筍殼魚。最大體長約 65 cm（Kottleat, 2001），一般體長全長約 30 cm

（Rainboth, 1996），在鰕虎類之魚種，為體型最大的個體（Smith,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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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自19世紀始，就於池塘及箱網中飼養雲斑尖塘鱧（Suwansart, 

1979）。依據泰國漁業部在 1981 的統計，箱網養殖的總重量即達 500

公噸（DOF, 1983）。 

 

2. 雌雄分辨 

檢驗 urogenital papillae，雄性具有小及三角形構造物，雌性則顯

現手指狀突起，且在繁殖期會呈現深紅色（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 

 

（二）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雲斑尖塘鱧原產於泰國中南半島湄公河（Mekong）、菲律賓、印

尼等東南亞地區，為重要的經濟魚種，後引入中國、新加坡、台灣等

國，因逃逸、洪水、放養等因素，而漸入侵臺灣水域。 

 

（三）原產地生態習性 

1. 環境 

淡水及半鹹水均可活存，pH 值約 6.5～7.5（Riede, 2004）。 

 

2. 氣候 

熱帶地區水溫約 22～28℃（Riehl and Baensch, 1996），分布範圍

約自北緯 23°至南緯 18°。 



 50 

3. 食性 

筍殼魚為坐等型的掠食者，以魚類、蝦、蟹等為食。 

 

4. 生物資訊 

出現於河流、沼澤、水庫及運輸水道，以小魚、蝦蟹類、水生昆

蟲、螺貝類為食（Ukkatawewat, 2005），在東亞地區為高價值經濟魚

種（Rainboth, 1996）。 

 

5. 繁殖 

繁殖時水質 pH 變化範圍 5.8～9.0，一般多在 7 左右；溶氧變化

範圍 4.5～12 mg/l，多在 6 mg/l 左右；水溫變化範圍 21～35℃，多在

28℃左右，可調控水溫，控制產卵。 

這魚種幾乎全年均能繁殖，繁殖高峰出現於 5～6 月，但在 11～

12 月無產卵之紀錄（陳等，2010），Tavarutmaneegul 和 Lin（1988）

人工飼養繁殖時，全年收集巢數在 502～551 巢間，平均產卵數 3.3

～4.4 次巢／雌性。在 2 月、9 月之產卵頻繁期，有 125～150 雌性個

體的水域內，平均每月約有 60 餘巢，估計每年每尾雌性個體至少可

產 3 次卵。雌性每次產卵估計有 2000 至 30,000 顆卵，卵埋藏於圓形、

漿狀之透明膜內，每次產卵的面積約為 250～350 cm2，平均每巢估計

約有 24,000 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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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arutmaneegul 和 Lin（1988）也發現 80%的受精卵可孵化，但

死亡率高達 90%。在活存個體中，經 30 天養育後，仔魚可長至 1 cm

長，活存率約為 7～55%（平均 20%）；在 30～60 天後，活存率約為

75～100%。控管族群數量在夏季捕捉雌性個體，捕捉及移除幼年個

體，特別是＞1 cm 長之幼體（因死亡率已低）。成長速率和養殖密度

有逆相關存在（圖 4-10）。 

在 28℃水溫下，受精卵約 22 小時後可孵化（陳等，2010），筍

殼魚為一夫一妻制，產卵後雄魚會以胸鰭搧動水流，使卵維持適當的

溶氧量，雌魚則未發現存在護卵行為。受精卵若未受到適量供應的溶

氧，會發生白化現象而死亡。 

藉晶片植入而辨識個體，發現雌魚在繁殖季可多次產卵，約 2～

6 次（陳等，2010）。每次產卵間隔時間約 7～15 天，仔魚孵化後，

初期會在中下水層游動，約 20 多天後轉變為底棲。 

 

6. 生殖 

雌雄異體，體外受精，會築巢且有護巢行為（Breder and Rosen, 

1966）。 

 

7. 產卵期（Spawning） 

在泰國，產卵期自 1 月至 10 月，水溫約 28～35℃，育卵數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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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雲斑尖塘鱧於孵化 60 天內成長速率和養殖密度之相關圖

（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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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顆，最多 30,000 顆（Tavarutmaneegual and Lin, 1988）。 

 

8. 體長與體重之關係（Length-weight） 

在泰國，Chi 河捕捉得之 34 尾個體，其體長與體重之關係式為

（Satrawaha and Pilasamorn, 2009）： 

W=0.0094TL3.11 （R2=0.95） 

TL=Total length 
 

9. 養殖 

在養殖池繁殖時，利用 30 cm × 30 cm 硬板，組合成三角形狀，

沿養殖池邊緣之底部排設，在個體置入約 2 星期後，即會於人工結構

之內部產卵（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圖 4-11）。 

在 26～28℃，中性 pH 及硬度之水質，受精卵約需 2～4 天孵化，

卵黃囊在 3～5 天內會被消耗，幼體食物轉化為煮熟蛋泥和輪蟲

（rotifer），大幼體就利用輪蟲、顫蚓及 Moina 等食物餵食

（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表 4-10）。 

 

（四）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該魚種多出現於池塘、湖泊、河川、水庫等水域之緩流區域。平

時棲息於底層，活動量低。在臺灣地區之分布多見於嘉義以南地區、

烏山頭、曾文水庫等區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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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雲斑尖塘鱧為底棲坐等型掠食者，以魚、蝦、蟹類等水生生物為

食，目前對於本魚種引入後，可能造成的衝擊尚無文獻進行探討。但

單就其掠食性而進行推論，對於本土水生生物至少有減少族群數量的

威脅，同時，因在台灣本魚種幾乎可全年繁殖，若數量過多，則可能

使本土物種產生滅絕，至於因營養連鎖（trophic cascade）效應而改

變生物型態及群聚結構之影響，亦可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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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腰鵲鴝（Copsychus malabaricus） 

（一）分類資訊 

白腰鵲鴝（Copsychus malabaricus）原屬於鶲科（Muscicapidae），

但在最新出版的世界鳥書（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中歸

為鶇科（Turdidae）；而美國鳥類學會認為根據最新的分子親源分析

（Sangster et al., 2010）應該歸在鶲科（Muscicapidae）（http://www.aou. 

org/committees/nacc/proposals/2010-B.pdf）。 

白腰鵲鴝有 12 個亞種，這些亞種廣泛分布在印度、斯里蘭卡、

中國大陸南部、泰國、馬來西亞、越南等，不同地區的亞種雄鳥頭冠

顏色略有不同或全黑或有白冠，但皆具有白腰黑長尾及橙腹（圖 4-12）

（Del Hoyo et al., 2005）。在台灣出現的多為全黑頭的 C. m. 

malabaricus，此亞種雌成鳥顏色與雄鳥相似，但背部及腹部顏色較

淡、且顏色對比較無雄鳥明顯（圖 4-13）。 

 

（二）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白腰鵲鴝在原產地如越南為稀有的鳥種（Brooks-Moizer et al., 

2009），但卻能在非原產地成為成功的入侵鳥種。在夏威夷群島的歐

胡島（Oahu）及考艾島（Kauai），白腰鵲鴝是普遍的入侵鳥種。在夏

威夷的族群繁殖季是 3～8 月，可以孵兩窩，且生殖成功高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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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白腰鵲鴝不同亞種雄鳥外型及 C. m. malabaricus 雌鳥 

（Del Hoyo et al., 2005） 



 59 

 
 

 
（a）雄成鳥 
 

 
（b）雌成鳥 

圖 4-13、台灣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白腰鵲鴝成鳥（任永旭拍攝） 



 60 

發現有兩隻以上雄鳥共用一巢的合作生殖；孵蛋期13.6天、育雛期12.4

天、雛鳥離巢後依賴親鳥期可至26天。在入侵地的夏威夷研究也發

現，餵食雛鳥的食物，53%是昆蟲成蟲、36%是蚯蚓、其他節肢動物

及幼蟲占10%、石龍子占1%，成鳥存活紀錄可達4.5年（Del Hoyo et al., 

2005）。 

 

（三）原產地生態習性 

白腰鵲鴝與鵲鴝（Oriental Magpie-robin, Copsychus saularis）同

屬，相較於其他同屬的不同鳥種，此兩種鵲鴝偏好較密的森林，並且

廣泛的分布在東南亞大陸及島嶼，在波羅洲（Bornea）兩種鵲鴝有雜

交的現象（Lim et al., 2010）。 

白腰鵲鴝偏好在樹木稀疏的低地闊葉林築巢，巢位於天然樹洞，

一窩2～5個蛋，以節肢動物為主食（Del Hoyo et al., 2005）。在原產

地的越南研究（Palko et al., 2009）發現，白腰鵲鴝在3～6月使用人工

巢箱及天然樹洞築巢，築巢棲地包括森林、灌木或森林邊緣。平均孵

蛋期是13.4天，一窩1～4個蛋，以3個蛋的窩數最多，窩的成功率是

85.1%，而且在人造園地（garden）的白腰鵲鴝，其繁殖季較早開始；

研究也發現白腰鵲鴝對巢箱使用率高（56.5%），雄鳥領域約0.3公頃，

遠高於夏威夷的0.09公頃紀錄（Aguon and Conant, 1994）。雖然白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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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鴝於原產地越南被列為禁止商業販賣的保育鳥種（Group IIB of the 

Vietnam Government Decree 32/2006/ND-CP），但在越南河內（Hanoi）

的鳥類販賣市場仍占有相當的比例（2.3%）（Brooks-Moizer et al., 

2009）。 

 

（四）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根據中華鳥會的紀錄，白腰鵲鴝在台灣的野外紀錄可追朔至 1988

年（Fan et al., 2009），主要分布在海拔 400 公尺以下的山區，從北至

南只有東部沒有發現紀錄，繁殖地則集中在台灣西側中南部（任與

謝，2007a；Fan et al., 2009）。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於 2006 年及 2007 年，在雲林縣林內地區

調查此鳥種的族群分布和繁殖行為，發現其繁殖成功率（離巢幼鳥數

/總卵數）可達 49%（n = 27）（吳等，2009）。任與謝（2007b）在 2007

年於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進行白腰鵲鴝的繁殖觀察，發現白腰鵲鴝於

3～6 月築巢，巢位於既有樹洞、離地面高度 0.7～3.4 公尺，母鳥啣

枯草築巢，一窩 4～5 個蛋，蛋底色為淡綠具有棕班，雄鳥及雌鳥都

有育雛行為（圖 4-14）。 

由於在雲林地區的白腰鵲鴝族群數量於 2005 年之後突然大幅增

加，引起關注，於是在林務局補助下於 2007 年實施白腰鵲鴝的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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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白腰鵲鴝（a）巢洞外觀，（b）雌鳥銜

巢材，（c）蛋外觀，及（d）雌鳥攜食物育雛（任永旭拍攝） 

 

（a）巢洞外觀 （c）蛋外觀 

（b）雌鳥銜巢材 （d）雌鳥攜食物育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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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隨後 2008 年並擴展至彰化、南投、台南及高雄地區（Fan et al., 

2009）。2008 年至 2011 年止，4 年期間在台灣中南部總共至少移除

872 隻白腰鵲鴝及 21 個蛋，移除鳥隻中成鳥占 65%、幼雛鳥占 35%

（表 4-11）。 

 

（五）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白腰鵲鴝對台灣生態的危害主要有傳染禽流感，及對台灣本地脊

椎動物的掠食、競爭與干擾等負面衝擊。 

1. 傳染禽流感 

白腰鵲鴝的原產地中國與東南亞地區，被認為是人類傳染病的新

興熱點（Jones et al., 2008），尤其是禽流感曾經大流行的越南，雖然

在 2005 年有立法禁止市區寵物貿易，但仍不能杜絕寵物鳥如白腰鵲

鴝的貿易（Brooks-Moizer et al., 2009），如果在禽流感流行時，由這

些疫區進口的寵物鳥包括白腰鵲鴝極可能成為禽流感的傳染媒介。 

 

2. 對本地脊椎動物的負面衝擊 

白腰鵲鴝對台灣脊椎動物造成的負面衝擊包括掠食、傳染鳥類疾

病、與本地鳥種競爭資源、干擾本地鳥種繁殖等。 

根據林等（2009）研究，白腰鵲鴝會掠食本地種的青蛙及蜥蜴等

脊椎動物，此食性是原產地所沒有的。而在鳥類疾病的傳染，白腰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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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台灣地區 2008～2010 年間白腰鵲鴝移除類別（成鳥、幼雛、

鳥蛋）及數量 

 
 
 

年代 移除地區 成鳥 幼雛鳥 蛋 資料來源 

2008 雲林、南投、彰化、台南、高雄 165 93 8 吳等，2009 

2009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20 84 10 吳等，2010 

2009 高雄 9 0 0 高雄鳥會，2011

2010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45 72 3 鍾等，2011 

2010 高雄 13 0 0 高雄鳥會，2011

2011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15 56 0 鍾等，2012 

總計  567 30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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鴝血液發現有兩種鳥類瘧原蟲（avian malaria parasites）（Laird, 1962）

及血液孢子寄生蟲（haemosporozoan parasites, Haemoproteus copsychi）

（Paperna et al., 2008），可見白腰鵲鴝會攜帶多種鳥類病原體，值得

注意。 

與本地鳥種的資源競爭方面，因為白腰鵲鴝主食為昆蟲，所以對

低海拔森林的食蟲鳥種將產生很大的競爭壓力。另外在巢位的競爭

上，白腰鵲鴝以麻竹筒做為築巢點與本地種棕面鶯（Abroscopus 

albogularis）與頭烏線（Alcippe brunnea）利用重疊（范與方，2006），

而本地種體型較大的黃嘴角鴞也被發現會利用竹筒洞築巢，所以也受

白腰鵲鴝利用竹筒築巢的競爭（吳等，2009）。在台灣許多地區都有

架設巢箱供給山雀築巢，目前雖尚無白腰鵲鴝利用這些巢箱的發現，

但因為白腰鵲鴝善利用人工巢箱築巢（Palko et al., 2009），所以不排

除會與這些山雀競爭巢箱，尤其是在海拔較低的山區，若架設巢箱將

有助長白腰鵲鴝繁殖的風險。 

白腰鵲鴝以其婉轉歌聲而為受歡迎的寵物鳥種，雄鳥在繁殖季鳴

唱並能模仿本地鳥種聲音增加其歌聲複雜度，進而干擾低海拔共域的

畫眉科鳥種如小彎嘴、台灣畫眉等鳥種的鳴唱行為，嚴重影響這些鳥

種在繁殖季時領域及求偶的行為（謝，2007；高雄鳥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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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中國藍鵲（Urocissa erythrorhyncha） 

（一）分類資訊 

中國藍鵲（紅嘴藍鵲）（Red-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erythroryncha）為鴉科（Corvidae）的一種，與黃嘴藍鵲（Yellow-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flavirostris）及台灣藍鵲（Taiwan Blue Magpie, 

Urocissa caerulea）形成一個超種（superspecies）。超種是指一群親源

接近但分布在不同地區偶而會雜交的物種（Mallet, 2007）。中國藍鵲

有 5 個確認的亞種，分別分布在印度東北、印度西北、中國大陸南部、

中國大陸東部、及海南等大陸東南部（Del Hoyo et al., 2009）。 

 

（二）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在夏威夷的歐胡島（Oahu）曾有逃逸的中國藍鵲在野外形成一

小族群，但目前已經剷除（Del Hoyo et al., 2009）。 

 

（三）原產地生態習性 

中國藍鵲雌雄外型顏色相似，都具紅嘴及很長的白端藍色尾羽。

中國藍鵲除了白腹（台灣藍鵲是藍腹）及白頭冠（台灣藍鵲頭全黑色）

外，其他特徵都與台灣藍鵲相似（圖 4-15）。中國藍鵲的聲音多樣而

吵雜，甚至會模仿松鼠、猛禽及杜鵑鳥的叫聲（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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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國藍雀 
 

 
（b）台灣藍鵲 
 
圖 4-15、（a）中國藍雀（Red-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erythroryncha）；（b）台灣藍鵲（Taiwan Blue Magpie, Urocissa 
caerulea）（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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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藍鵲原產於印度及中國大陸，主要棲息於闊葉林，然而在香

港海平面的紅樹林至喜馬拉雅山 2200 公尺的海拔都有中國藍鵲的紀

錄。食性雖是雜食但以肉食為主；食物種類包括較大的無脊椎動物如

甲蟲、毛毛蟲，及樹蛙、蜥蜴、其他鳥種的蛋及雛鳥，甚至是小型哺

乳類等；也會吃腐肉或廚餘。中國藍鵲雖以肉食為主，但也發現攝食

整顆果實，是中國大陸瀕危植種南方紅豆杉（Chinese yew, Taxus 

chinensis）種子傳播的重要鳥種（Lu et al., 2008）。 

覓食群以家族組成，通常是 6 至 7 隻一群，也曾有黃嘴藍鵲與中

國藍鵲共同覓食的紀錄。中國藍鵲雌雄共同築巢及育幼，一般認為是

單對繁殖但也有可能與台灣藍鵲相似有合作生殖的行為（Del Hoyo et 

al., 2009）。 

 

（四）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根據中華鳥會的資料庫顯示，從2001年起就有野外逃逸的中國藍

鵲，台灣北中南部皆有發現紀錄，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表4-12）。

繁殖記錄則在2007年台中縣和平鄉武陵地區及大甲鎮郊區首度發

現，隨後即展開移除相關工作（姚等，2007）。 

在武陵發現的巢有5顆蛋，幼雛成功孵化後，與台灣藍鵲相似也

有巢邊幫手育雛期間，5隻成鳥都會回巢餵養幼雛。在台中縣大甲鎮

發現的巢，內有3隻幼雛，正由1隻紅嘴藍鵲與1隻台灣藍鵲輪流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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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中國藍鵲在台灣的野外紀錄（資料來源：中華鳥會，http:// 
wildbird.e-land.gov.tw/wildbird/newwildbird/Record/searchreco
rd.asp?b_id=5413） 

發現日期 地點 記錄人 數量 
2012/07/16 台中武陵農場 趙偉凱 1 
2009/03/08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9/03/07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9/02/09 台中武陵農場 張珮文 1 
2009/02/08 台中武陵農場 蘇昭如 1 
2009/01/29 台中武陵農場 侯毅倫 1 
2008/06/06 台中武陵農場 楊榮崇 1 
2008/02/10 台中武陵農場 侯承昊 1 
2007/06/16 台中武陵農場 陳介鵬 2 
2007/05/12 台中武陵農場 張國郎 2 
2007/02/06 台中武陵農場 茆世民 5 
2007/02/05 台中武陵農場 茆世民 5 
2007/01/27 台北新店 張國郎 4 
2006/02/11 台中武陵農場 潘致遠 3 
2005/06/22 高雄美術館 謝宛珊 11 
2005/04/19 南投奧萬大 盛士淦 3 
2004/11/28 台中武陵農場 張凱音 3 

2004/11/24 基隆八斗子 蕭世輝,吳
政翰 1 

2004/11/15 台中武陵農場 陳文君 6 
2004/07/18 桃園龍潭景觀步道 孫金星 1 
2004/05/22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4/03/21 台中武陵農場 簡克昌 4 
2003/12/13 台中武陵農場 盧勁羽 1 
2003/05/11 台中武陵農場 侯毅倫 1 
2002/04/14 南投竹山一光山 樂國柱 1 
2001/05/28 台中武陵農場 吳宗隆 1 
2001/04/24 台中武陵農場 陳坤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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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證實中國藍鵲會與台灣藍鵲雜交並繁衍後代。 

雖然 2007 年兩地發現繁殖的中國藍鵲已經確認捕捉移除，但

2008 年之後在武陵地區仍有中國藍鵲的發現（表 4-12），2009 年更

發現有成群中國藍鵲（http://mypaper.pchome.com.tw/earthk2009/post/ 

1312005393），持續至 2010～2012 都有目睹拍攝紀錄，可見武陵地

區仍有中國藍鵲族群存在。（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 

taipeibird16&f=7091791&i=11849669；http://album.udn.com/rejon15/ 

photo/5960854?o=new；http://tw.myblog.yahoo.com/binfeng-peng/ 

article?mid=18220&next=17014&l=f&fid=311） 

 

（五）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中國藍鵲對台灣陸域生態的衝擊包括對台灣野生動物的危害及

公共衛生。對台灣野生動物的危害最嚴重的是會與台灣特有種台灣藍

鵲雜交，其次為對本地脊椎動物的掠食與資源的競爭。 

1. 與台灣藍鵲雜交 

已經發現有紅嘴藍鵲與台灣藍鵲共同築巢繁衍後代（姚等，

2007），兩種的雜交將會造成台灣藍鵲獨特基因的喪失。因為兩種藍

鵲都有合作生殖的可能，所以只要少數的中國藍鵲不限雌雄個體，都

可以與台灣藍鵲因為合作而共同繁殖，大大增加雜交的可能與成功

性，所以逃逸的隻數雖不多卻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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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台灣脊椎動物的掠食與資源競爭 

中國藍鵲以肉食為主，食物種類不僅包括較大的無脊椎動物，也

包括樹蛙、蜥蜴、其他鳥種的蛋及雛鳥、小型哺乳類等（Del Hoyo et 

al., 2009）。加上中國藍鵲常成群出現，不僅會壓迫台灣其他肉食性的

鳥種覓食，也會掠食台灣本地種的樹蛙或蜥蜴。 

 

3. 公共衛生 

中國藍鵲有可能使人類感染會導致下痢的寄生蟲。Qi et al.

（2011）在鳥店販賣的中國藍鵲糞便驗出有隱孢子蟲

（Cryptosporidium spp.），隱孢子蟲是原蟲類寄生蟲，其宿主範圍十

分廣泛，可造成人類的隱孢子蟲症（cryptosporidiosis），是造成下痢

的主因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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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黑頭織雀（Ploceus cucullatus） 

（一）分類資訊 

黑頭棲群織布鳥/黑頭織雀（Village Weaver, Ploceus cucullatus）

為在非洲分布最廣的織雀科（Family Ploceidae, Weavers）種類，但在

分類上此種可與巨織雀（Giant Weaver, P. grandis）形成超種

（superspecies），超種是指一群親源接近但分布在不同地區偶而會雜

交的物種（Mallet, 2007）。黑頭織雀也能與黑織雀（Vieillot’s Black 

Weaver, Ploceus nigerrimus）雜交（圖 4-16），加上屬於此種的亞種名

常有變動，所以此種的界線並不明確。黑頭織雀包含諸多的亞種

（subspecies）及品系（race）；目前確認的亞種有 5 個（P. c. cucullatus, 

P. c. collaris, P. c. abyssinicus, P. c. nigiceps, P. c. spilonotus），都分布在

非洲（Del Hoyo et al., 2010）。 

 

（二）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黑頭織雀是常見的籠中逸鳥，已能成功的由人工繁殖，目前在許

多地方都有入侵的族群，產生嚴重的農害。 

在 17 世紀黑頭織雀就被引入至印度，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在中

南美洲島嶼都陸續有發現逃逸野外紀錄，但都維持在低密度，直到

1960 年代在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黑頭織雀族群暴

增，造成嚴重的稻米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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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黑頭織雀 

 
（b）巨織雀 

 
（c）黑織雀 
 

 
圖 4-16、（a）黑頭織雀（Village Weaver, P. cucullatus）的四個亞種；（b）

巨織雀（Giant Weaver, P. grandis）；（c）黑織雀（Vieillot’s Black 
Weaver, Ploceus nigerrimus）的兩個亞種（P. n. nigerrimus, P. n. 
castaneofiuscus）（Del Hoyo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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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外海的模里西斯（Mauritius）小島上，在 1886 年有籠中

逃逸的紀錄開始，至 1982 年黑頭織雀已成為與麻雀（House sparrow）

同列為此島最嚴重的農害鳥種（Lahti, 2003a）。現在北美洲及中南美

洲的波多黎各（Puerto Rico）、委內瑞拉（Venezuela）及歐洲的義大

利及法國都有引入繁殖的紀錄；目前黑頭織雀的引入尚未有失敗的例

子（Lahti, 2003a）。 

寵物鳥販賣（cage bird trade）是造成黑頭織雀引入至他地的最重

要原因，根據塞內加爾每年的寵物鳥出口統計，13%是織雀屬鳥種，

而歐洲的法國是最大進口國，美國市場則在 1980 年代取代法國成為

最大宗進口國（Lahti, 2003a）。 

 

（三）原產地生態習性 

黑頭織雀成鳥雌雄體色不同，雌鳥頭部及臉部黃綠色，雄鳥則臉

部全黑，頭部則在不同的亞種或是全黑（P. c. collaris）、或是全黃（P. 

c. spilonotus）、或是黃黑各半（P. c. abyssinicus）（圖4-16）（Del Hoyo 

et al., 2010）。 

黑頭織雀多巢聚集在同一樹上，為聚集式的繁殖（colonial 

breeding），配對系統是一夫多妻制（polygyny），巢由雄鳥編織完成，

根據Collias and Collias（1971）觀察，在一個生殖季中雄鳥要編織9

至10個鳥巢才有一窩成功孵化，所以雄鳥的能量多用於編織巢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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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雌鳥；反之，雌鳥只修補巢內襯並孵蛋，並負責主要的餵雛工作

（Collias and Collias, 1967）。 

黑頭織雀的蛋個體間差異大，親鳥能記憶並辨識自己蛋的顏色及

斑點，此種能力有助於抵抗杜鵑鳥種（Diederik Cuckoo, Chrysococcyx 

caprius）的托卵寄生（brood parasitism）（Lahti and Lahti, 2002）。 

黑頭織雀喜歡潮濕棲地，在雨季時傍水繁殖，雨量是黑頭織雀形

成生殖群及同步生殖的重要因子（Hall, 1970）；雨季的長短也決定

生殖季的長短 （Da Camara-Smeets, 1982）。但在被入侵的中南美洲，

竟發現在乾燥沙漠地，此鳥會靠覓食仙人掌果實進行繁殖，仙人掌果

實的水含量已取代雨量成為刺激黑頭織雀繁殖的重要因素（Lahti, 

2003b）。 

黑頭織雀鳴聲吵雜多樣（Collias, 1963），至少可區分成26型

（Collias, 2000）。黑頭織雀是具廣泛生態適應的鳥種（ecological 

generalist）（Lahti, 2003a），以種子為主要食物，也食用果實及昆蟲。 

黑頭織雀通常棲息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水邊林地、灌木疏原、

農墾地、郊區園地，習慣出現在人為的環境，是非洲數量最多的織雀

種類，在史瓦濟蘭（Swarziland）估計有20,000隻。在奈及利亞（Nigeria）

黑頭織雀的標本占了傳統藥用鳥體的59%（Del Hoyo et al., 2010）。黑

頭織雀在原產地的非洲是破壞穀物榜上有名的害鳥種類（Mani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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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也是奈及利亞危害高蛋白玉米品種產量的前3鳥種之一（另2

個危害鳥種為Francolinus bicalcaratus, bush fowl；Lonchura spp, 

Bronze marikins）（Fayenuwo et al., 2007）。 

因為黑頭織雀多聚集生殖築巢於經濟樹種如椰子樹、棕梠樹、香

蕉樹等，並利用其葉子做巢材使得危害加劇，加上其成群取食稻米穀

粒、玉米粒、油棕果實（Funmilayo and Akande, 1976），農作損害多

發生於果實形成時期（Inah et al., 2007）。再者，根據Adegoke（1983）

捕捉標識鳥隻的研究發現，研究期間最遠活動距離是1.5公里，顯示

黑頭織雀並不做長距離的遷徙，危害農作的多是當地留鳥。所以，黑

頭織雀是非洲當地提高農產量最需要控制的危害因子。 

 

（四）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被引進台灣在寵物店有販賣紀錄的織雀科鳥種有 6 種：黑頭織

雀、橙色織雀（Orange Weaver, Ploceus aurantius）、黃肩羽寡婦鳥

（Euplectes macrourus）、黑翅紅寡婦鳥（Euplectes hordeaceus）、

紅寡婦鳥（Euplectes orix）及黃頂寡婦鳥（Euplectes afer），這 6 種

在台灣都有被發現逃逸野外（Shieh et al., 2006）。 

其中只有橙色織雀與黑頭織雀在台灣有野外繁殖紀錄，且橙色織

雀的販賣及繁殖紀錄都比黑頭織雀要早；1994 年的寵物調查就有橙

色織雀的販賣紀錄而黑頭織雀則至 1996 才有販賣紀錄，且黑頭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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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野外的繁殖紀錄距今也不超過 5 年。 

黑頭織雀在台灣的繁殖，在 2009 年之前只局限於人為圈養的環

境如新竹綠世界、新竹市立動物園（ http://www.appledaily. 

com.tw/appledaily/article/property/20060806/2800743/）

（ http://tw.myblog.yahoo.com/fm10375/article?mid=1578&l

=f&fid=55），最早查到的報導為 2003 年在台北市立動物

園就有繁殖的現象（ http://www.epochtimes.com/b5/3/1/21/ 

n268240.htm）。而黑頭織雀於台灣野外的繁殖，則直到 2010

年才於苗栗後龍被發現（7 隻黑頭織雀成鳥及 12 個鳥巢，https: 

//sites.google.com/a/aisstop.tw/aisstop/wai-lai-niao-zhong-jian-ce-wang- 

jie-shao/cheng-gong-fang-zhi-an-li），隨後經林務局會同相關單

位摘除 3 個鳥巢並移除 3 隻雄鳥、1 隻雌鳥及 4 隻幼雛（林務局

新聞 2010/7/15, 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52398&ctNode= 

1787&mp=1）。此次發現點黑頭織雀築巢於水邊（池塘邊），（http:// 

www.peopo.org/news/56667）築巢時間是 5 月，雄鳥以野草為巢材編

隻多個鳥巢，2 隻雄鳥共編織 12 鳥巢，但使用的只有 4 個鳥巢。 

2011 年持續在新竹新豐有發現雄鳥蹤跡（http://www.flickr.com/ 

photos/bobdu/6171772737/）及未知地點有戴腳環的母鳥、雄鳥及鳥巢

（http://gallery.dcview.com/showGallery.php?id=46837），可見 2010 年

的移除行動之後仍有逃逸在野外並繁殖的黑頭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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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黑頭織雀對台灣陸域生態的衝擊主要有農作物的危害及與本地

鳥種的資源競爭。 

1. 危害農作物 

黑頭織雀主要以種子為食，不管在原產地或入侵地都能引起嚴重

的農作危害（Manikowski, 1984；Fayenuwo et al., 2007；Lahti, 2003a），

加上其高繁殖的族群擴張力，能夠在短時間內暴增族群，所以對台灣

農作的危害潛力不可忽視。 

 

2. 與本地鳥種競爭 

黑頭織雀主要以種子為食，與本地鳥種如白腰文鳥（Lonchura 

striata）、斑文鳥（L. punctulata）等同以種子為主食的鳥種，競爭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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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防治與管理建議 

 

一、大嘴鱸（Micropterus salmoides） 

1. 對於大嘴鱸魚，目前首要應是建立其分布與族群數量資料，以

瞭解該物種在臺灣之空間分布及數量發展潛勢。 

2. 大嘴鱸魚屬於中緯度魚種，目前存有目視紀錄及考量天候因

素，研判先期較可能出現之區域應以北部水域為主，但因其耐受

之成長水溫在 24～30℃，最高之生長水溫可達到 36℃，故應也

可能漸次向南部地區水域擴展。不過，卵及胚胎在溫度 30℃以

上，將無法存活，或許會是暫時限制其南侵的主要障礙。 

3. 大嘴鱸在溶氧低於 1.0 ppm 以下之水域無法活存，在濁度 100 

ppm 以上的環境，也有生存困難，因此，若在臺灣水域出現，可

能都在較原始及低污染之水域，考量其肉食性及在台灣少有天

敵，對於本土魚種之衝擊，將有減少數量，甚至滅種的危機。 

4. 大嘴鱸可利用多種棲地，如沼澤、水塘、湖泊、水庫、溪流、

河口及大型河流等，特別是在溪畔、湖畔等多水生植物之靜水區

域。未來在捕捉及管理時，應將這類水域列為重點。 

5. 可能被大嘴鱸列為食物之生物包括浮游性生物、蝦蟹、河蚌、

蝸牛、蛙類、蠑螈、烏龜等水生生物，陸生生物則有小型鼠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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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類等。幼體以浮游性生物為食時，因大量減少其數量，致使藻

害易發生。成體在南非等地區，則有使當地魚種滅絕之報導。 

6. 水域魚種及生物如長期被大嘴鱸幼魚及成魚掠食，因為營養連

鎖（trophic cascade）的作用，可能會造成水域族群的體型選擇

及數量變化的結果，如日本發現有大嘴鱸存在的埤塘之魚類、甲

殼類及蜻蛉類體型均呈現較小的現象。 

7. 在日本，大嘴鱸被描述為〝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物種〞，也

鼓勵移除。臺灣若有發現，開始應先抑制其族群數量，其次為設

法限縮其分布區域，再將其完全撲殺，可能為最好管理方式之建

議。 

8. 大嘴鱸為優良的垂釣魚種，應也在釣魚界多予宣導，使釣友不

致於私下引入魚苗或成魚，予以飼養及放養，藉以達成有利垂釣

之目的。 

9. 對大嘴鱸，政府及民間應有共同預防其入侵之共識，終究，預

防是最好的入侵種管理方法。 



 81 

二、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 

1. 小盾鱧生性凶猛，肉食性，新代及幼年個體可能成群索食，也

可能攻擊人類，造成傷害及致命攻擊，此外，被引入後，所傷害

及消耗的魚種更勝於原始棲地，因此，完全移除應是唯一可選擇

之管理措施。 

2. 目前小盾鱧在台灣分佈主要在各水庫區域，都會區大型靜水濕

地及湖泊，尚未有發現，但亦應特別注意其分佈，勿使其進入人

口密集區域及休閒娛樂之水域，以維護民眾安全。 

3. 水庫周圍商家有以「魚虎」之名販賣小盾鱧之料理，行政單位

可利用此商業型態，對小盾鱧之數量直接進行控管，也可考慮推

動這種消費行為，有利於該魚種之控管，但也需注意勿造成私人

飼養及放流，以延續該類商業行為之可能。 

4. 寵物魚種是該魚種進入台灣的重要管道，因此，應檢討寵物魚

種之進口名錄（包括成魚及幼魚），強化海關檢驗人員的生物分

類訓練及背景。 

5. 經過賴等（2006）評估，推論小盾鱧入侵台灣後的危害，以「族

群繁生後對環境的影響」之危害程度最高，對於「經濟的影響

性」，也達到中等程度，因此其負面危害之衝擊極大。此外，其

攝食生物組成多樣，亦有可能發生營養連鎖（trophic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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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致使水生生物之數量體型及多樣性均可能受到重大衝擊。 

6. 小盾鱧在台灣之生殖時間可能全年均可生殖，故捕捉時，除以

雌性個體為主外，幼體固有成群索食，亦可以網捕的方式移除幼

體，將有加成效果。 

7. 行政單位對此物種之管理態度，應以「不鼓勵養殖，鼓勵消費，

預防為主」等方向為重點，另外對於小盾鱧之食品加工，亦可考

慮予以研究，可收加速宜除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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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 

1. 珍珠石斑屬於熱帶魚種，對低溫環境較為敏感，以往紀錄於北

部，但在南部地區亦有養殖，可能目前全省均有分佈。 

2. 珍珠石斑因適應力強，生長快及抗病力強，開始以觀賞魚引入

台灣，後因市場接受度不高，並未風行，但部分個體可能因此被

棄置而進入野外。後又在高雄縣美濃地區進行養殖，但近年來美

濃地區多有水患，可能也因此而進入野外水域。要管理此魚種，

應先注意此二來源，予以注意。 

3. 珍珠石斑曾被發展為各種料理，以鼓勵民眾食用，水庫及埤塘

等政府可鼓勵商家推廣及民眾消費，特別是野外族群之利用，更

應予以鼓勵，以收控管之效。 

4. 水庫地區無法開放供民眾捕撈，建議可以公開招標方式，吸引

業者捕撈，出售所得可上繳國庫，行政單位則可推廣該魚種之食

用料理及消費，以減少野外族群之數量。 

5. 由於本魚種成魚為掠食魚類，但幼年個體也會以浮游生物為

食，因此，不同年齡的個體對水生生態系的影響均不容忽視，特

別是可能引起食物鏈骨牌效應，導致改變族群數量結構，及體型

大小等衝擊，均有可能會發生。 

6. 由於本魚種曾被選用為觀賞魚類及養殖魚種。因此，教育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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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隨意棄養及注意養殖管理勿使個體逸逃，均需要特別注意。以

預防及減少該魚種通達野外水域的可能管道，可能是最有效的管

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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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雲斑尖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 

1. 筍殼魚為高級的食用魚種，可以鼓勵民眾食用消費的方式，進

行成魚清除。 

2. 筍殼魚為坐等型的掠食者，以魚類、蝦、蟹等水生生物為食，

對於本土生物可能造成數量減少及滅種的危機。此外，也可能造

成食物鏈的骨牌的作用，因而改變水生生物的族群組成及體長等

作用。 

3. 雌魚每年可多次產卵，故全年都應進行捕捉及移除工作。 

4. 除捕捉及移除等管理行為外，亦需注意商業之養殖行為是否因

筍殼魚之販售價格及商業消費而有出現或重現之現象，以免投入

之管理資源有浪費之虞。 

5. 捕捉可針對雌性個體，除可減少成年個體，亦可減低幼體族群，

得多種成效。 

6. 仍應以教育方式減少民眾隨意野放及遺棄該魚種之行為，以達

成預防及管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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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腰鵲鴝（Copsychus malabaricus）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5-1），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白腰鵲鴝歷經2008～2011年四年的移除計畫已成功將族群量最

大的雲林地區降為2008年族群量之50%以下（鍾等，2012），移除的

方法主要利用鳥音、鳥媒搭配戰鬥籠或霧網進行捕捉並輔以找巢的方

式，移除成效良好。鍾等（2012）在其防治作業程序建議書中也探討

比較國外其他移除方法，如射擊、毒藥（有限制性的毒藥）及巢蛋的

破壞（使用在小範圍）等方式最後認為運用霧網、戰鬥籠的誘捕是最

有人道考量、且對動物生態衝擊最小的防治方式。考量白腰鵲鴝在台

灣的高適應力（過去在台灣的成功繁殖紀錄）及目前在台灣野外仍有

不少的數量（如中部的雲彰地區及高雄市）尚未移除殆盡，建議應該

持續鍾等（2012）已經建立完善的白腰鵲鴝防治程序，包括通報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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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修改自Wittenberg and Coc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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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鳥隻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才能防止白腰鵲鴝族群擴大至全台

灣造成無法彌補的危害。 

 

（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針對白腰鵲鴝在台灣的入侵現況，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建議如

下： 

1. 應持續鍾等（2012）已建立的白腰鵲鴝防治作業程序，包括通

報與宣導、族群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 

2. 由於白腰鵲鴝在台灣為寵物鳥種，應控管寵物引入管道，除禁

止其從禽流感疫區進口外，寵物市場的規範與寵物商的協調是必

須的。 

3. 由於白腰鵲鴝善利用人工巢箱，也會利用天然樹洞，所以可以

加強這些具有豐富天然樹洞的低海拔林地或有人工巢箱的棲

地，加強白腰鵲鴝的監測與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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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中國藍鵲（Urocissa erythrorhyncha）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5-1），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因為中國藍鵲會與台灣藍鵲雜交，造成台灣多樣性的喪失，所以

應該被列為禁止入口的黑名單，並對已經逃逸野外的個體，加強移除

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移除方面，針對小族群的中國藍鵲，姚等（2007）以弓網陷阱及

霧網兩種方法捕捉成鳥，配合巢蛋及雛鳥的移除，成效良好。唯因中

國藍鵲就算只有一隻在逃仍可與台灣藍鵲合作生殖的可能，產生雜交

危害，所以通報的宣導與移除的工作必須持續進行至完全沒有中國藍

鵲在逃為止。 

 

（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中國藍鵲外型雖優美但卻有極大的入侵危害，建議外來的防治管

理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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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眾觀感及支持：加強宣導中國藍鵲對台灣動物的危害及可能

引起的公共衛生風險，並利用民眾的通報，加強偵測少數鳥隻的

活動範圍，以利進行後續的移除工作。 

2. 禁止進口，管控寵物市場現有的中國藍鵲並訂定寵物飼養規

範，減少逃逸。 

3. 建立跨部會的合作協調及中央與地方間的溝通機制，促使防治

與管理的各個流程都能夠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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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黑頭織雀（Ploceus cucullatus）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5-1），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Lahti（2003a）認為控管黑頭織雀最好的策略是禁止進口，其他

控制族群的方法如用火、稻草人、破壞巢、砍掉巢棲的樹等在非洲都

沒有較成功的效益。毒餌雖對數量多的個體能暫時有效的控制，但較

昂貴且會有其他動物誤食遺害（Witmer et al., 2007）。由於黑頭織雀

的繁殖季與雨量關係密切（Lahti, 2003b），且目前發現在台灣繁殖的

地點為水邊，所以建議進行繁殖棲地的監測並配合移除行動。 

根據 Adegoke（1983）的研究發現，黑頭織雀最遠活動距離是 1.5

公里，所以繁殖棲地的監測應根據過去的繁殖地點及有繁殖黑頭織雀

的動物園，在周遭 2 公里內的水邊棲地，於可能進行繁殖的時間（3

～8 月）進行巡視，一旦發現有築巢，立即捕抓成鳥並摘除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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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黑頭織雀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參考美國對付入侵脊椎動物常面

臨的主要問題（Witmer et al., 2007）建議如下： 

1. 鳥園及動物園的管控：因為台灣逃逸野外的黑頭織雀可能來自

人圈養的動物園或鳥園等，加上黑頭織雀在人圈養環境能成功的

繁殖，更增加其逃逸野外的風險，所以與鳥園及動物園的協調與

規範是必須的。 

2. 公眾觀感及支持：公眾缺乏入侵動物造成傷害的知識且無法區

辨本地種與外來入侵種，對看起來無害漂亮的外來種並不覺得有

任何危機感，對外來種抱持友善的態度除非證明有害否則是無辜

的（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所以要讓民眾瞭解外來種入侵

的危害，對入侵外來種終極目標應是消滅所有個體，所以應該宣

導並鼓勵民眾，發現黑頭織雀在拍下美麗照片之後，應立即通報

相關單位進行移除的工作。 

3. 加強與持續野外繁殖棲地的監測：針對過去發現的野外繁殖

點、與有黑頭織雀繁殖的鳥園動物園等，周遭 2 公里內的水邊棲

地，定時巡視與監測，一旦發現黑頭織雀築巢，應立即移除巢與

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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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治理手冊 

 
 

ㄧ、大嘴鱸（Micropterus salmoides） 

二、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 

三、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 

四、雲斑尖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 

五、白腰鵲鴝（Copsychus malabaricus） 

六、中國藍鵲（Urocissa erythrorhyncha） 

七、黑頭織雀（Ploceus cucullatus） 



 
 

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大嘴鱸 

（Micropterus salmoides） 
 
 
 
 
 
 
 

梁世雄 
 
 



摘 要 

大嘴鱸（Micropterus salmoides）為原產於北美的掠食性魚類，

亦為受歡迎的垂釣魚種，因此，被引進加拿大、日本、中國等國家。

影響大嘴鱸的成長因子，最重要為冬季低水溫及其持續時間。該魚種

可利用靜水及流水之多種水域，有護巢及保護幼魚行為，其掠食食性

除可能造成水生生物數量減少及滅絕外，並可能造成食物網之連鎖作

用，引起水域族群之族群數量和形態之變動。在日本，該魚被描述為

〝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魚類〞，也被鼓勵移除。 

對於大嘴鱸之控管，仍應以移除為主，可先限制族群量，設法限

縮，再完全撲殺，但亦應教育民眾及釣友，勿隨意棄置與放流，以免

造成入侵危害。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太陽魚科 Centrarchidae 
 
中文俗名：大嘴鱸 
中文名稱：美洲大嘴鱸 
物種學名：Micropterus salmoides 
原產地：北美五大湖、密西西比河流域、哈得遜灣、北卡羅萊那州到佛羅里達與到墨西

哥北部的大西洋的流域 
食性：成魚吃魚、小龍蝦與青蛙；幼魚捕食甲殼動物、昆蟲與小魚 
入侵紀錄：夏威夷、日本、關島、中國等 59 國家 
在台分布狀況：基隆情人湖、龍潭 

 
http://www.fishbase.com/Photos/PicturesSummary.php?ID=457&what=s

pecies 

形態特徵： 
體長約 40 公分，最大可達 97.0 公分，體重可達 10,100 克。背棘（總數）：10；背

的軟條（總數）：11 – 14；臀棘：3；臀鰭軟條：10 – 12；脊椎骨：30 – 32。嘴大，顎的

延伸超過眼。背面為綠色至橄欖色，腹部為乳白色至黃色，具有一個從鰓蓋到尾鰭基底

延續的黑色的條紋。尾鰭圓狀。尾鰭有 17 個鰭條。 
偏好棲地與習性： 

棲息環境為淡水，深度可達 7 m，底棲。環境溫度介於 10°C～32°C 的亞熱帶區 47°N
～26°N。棲息於清澈長滿植物的湖泊、池塘、沼澤。也在小溪的洄水區、水池與河中。

成魚吃魚、小龍蝦與青蛙；幼魚捕食甲殼動物、昆蟲與小魚；有時同類相食。5～10 年

可達性成熟，在產卵時不進食。在北美洲為受歡迎的遊釣魚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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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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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工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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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鱸魚（Micropterus salmoides）原產於北美洲，是一種入侵性

及競爭能力都很強勢的魚種，分布範圍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入侵

之大嘴鱸將威脅本土的中小型魚種，對當地水域之生物多樣性也會造

成極嚴重負面的威脅。 

加拿大漁業及水產部在 2009 年對於大嘴鱸在加拿大之棲地可能

漸漸擴大，而對其生物背景、分布及可能衝擊進行整理，以提早因應，

本報告摘錄與整理 Brown et al.（2009）部分資料，並對大嘴鱸在亞

洲地區入侵後之相關研究內容，亦進行統合，以提供行政單位對該魚

種入侵後的因應策略及行動方案，有所建議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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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entrarchidae 

屬（Genus） Micropterus 

種（Species） salmoides 

 

學名：Micropterus salmoides Lacepede（1802） 

俗名：largemonth bass 

 

外型描述： 

大嘴鱸有兩副背鰭，前方背鰭具硬棘，後方背鰭均為軟鰭條，體

型側扁。通常捕獲魚長均在 20～38 cm（Scott and Crossman, 1973），

但體長 50 cm 個體，甚至 82 cm 長，也曾被發現（McPhail, 2007）。 

大嘴鱸之嘴裂延伸至眼睛後方，體呈深至淺綠色，幼年時，體側

有一條黑色直線，但會隨年齡增加而漸淡（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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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原產地與入侵地區 

 

一、分布 

太陽魚科（Centrarchidae）具有 30 種魚類，為北美原生魚種之第

二大科，原分布地區為五大湖下緣流域、密西西比河中游、佛羅里達

州及喬治亞至維琴尼亞州之沿海地區，具有北方及佛羅里達兩亞種

（圖 3-1）。

 

圖 3-1、北美洲大嘴鱸原產區域與引入地區（Brow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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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分布現況 

因為是重要的垂釣經濟魚種，大嘴鱸現在是全世界最廣泛的魚種

之一（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美國目前只有阿拉斯加未發現。

在加拿大則主要出現在東部地區，在安大略省，大嘴鱸在五大湖區、

南方淡水溪流、東部及西南部均有記錄，在魁北克（Quebec），主要

出現於聖羅倫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和Richelieu-Lake Champlain 

Systems（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 Munitoba，記錄出現於 Fort 

Whyte Nature Centre、Lake Minnewasta及Lake of the woods（Langhorne 

et al., 2001）。亞洲地區在韓國（Korea）及日本（Japan）亦有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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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物學及生活史 

 

一、年齡與成長 

影響大嘴鱸幼魚成長的最重要環境因子，為冬季水溫及持續時

間，其他因子還包含地理起源、食物量及孵化體長（Fullerton et al., 

2000）。 

在安大略省，30 cm 體長的大嘴鱸約需 4～5 年長成（Scott and 

Crossman, 1973），一般北美洲東部之平均成長速率約為 450 g/年

（Stuber et al., 1982），大嘴鱸體重每增加 0.5 kg 約需 1.8 kg 之食物

（Scott and Crossman, 1973）。 

在加拿大安大略省，大嘴鱸的最長壽命約為 13～15 年，體長可

達 55 cm，體重約 2 kg（Scott and Crossman, 1973）。 

 

二、生理耐受度 

（一）水溫 

水溫耐受度依時期和活動而有差異。就成年個體而言，最佳成長

水溫約為 24～30℃（Venables et al., 1978），最低與最高之生長水溫則

分別為 15℃及 36℃（Stuber et al., 1982）。生殖個體適宜成長溫度之

範圍在 13～26℃間（Kelley, 1968）。 

卵及胚胎在 30℃以上及 10℃以下的水體將無法存活（Kram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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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1960）。幼年個體適宜成長溫度範圍在 27～30℃間，若水溫高

於 32℃或低於 15℃，將停止成長（Strawn, 1961）。 

 

（二）溶氧和 pH 

大嘴鱸通常避免出現在溶氧低於 3 mg/L 的水域，但是若溫度合

宜，仍可生活於溶氧 1.5 mg/L 的環境（Scott and Crossman, 1973）。不

過，若溶氧低於 1.0 mg/L，則會造成個體死亡（Stuber et al., 1982）。 

對大嘴鱸適宜之 pH 範圍約在 6.5～8.5 間（Stroud, 1967），但也可

短暫忍受暴露於 3.9～10.9 之範圍，卵則在 pH 值高於 9.6 之水域無法

生存（Stuber et al., 1982）。 

 

（三）濁度 

適宜濁度在 5～25 ppm 間，在 25～100 ppm 尚有部份個體具生長

能力，但是幼年個體未於超過 100 ppm 之環境被發現（Stuber et al., 

1982）。 

 

（四）鹽度 

可生存於淡水至低鹽度（0.5～5 ppt）。不過，少數個體可忍耐鹽

度至 24 ppt（Moyle, 2002）。胚胎在鹽度 10.5 ppt 以上，活存率為 0。

幼年個體則在鹽度 6 ppt 以上會全部死亡（Tebo and McCoy,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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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對於大嘴鱸族群相當重要。且有減少幼年個體被掠食的

風險，而成年個體可利用植被達成隱蔽之效果（Scott and Crossman, 

1973；Stuber et al., 1982）。在喬治亞州 Seminole 湖，移除水生植物後，

大嘴鱸之覓食策略由等待捕食更改為主動搜尋（Sammons et al., 

2003）。 

 

四、棲地需求 

大嘴鱸可利用多種棲地，例如：沼澤、水塘、湖泊、水庫、溪流、

河口和大型河流（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各種型態的棲地中，

最適合的棲地特徵為靜水環境、湖畔淺水區、多水生植被水域等，若

在高緯度地區，則需有提供渡冬水岸的棲息環境（Winter, 1977）。 

Lasenby 和 Kerr（2000）歸納大嘴鱸喜好水塘棲地特質為面積小

於 0.1 公頃且具泥質或碎石底質。該魚種通常出現於少於 6 m 深之水

域。喜好出現於波動少，中等至高透明度，同時具有植被。大嘴鱸喜

好陰暗水域，若是流動水域，大嘴鱸較喜好寬廣、慢流之瀨區或迴水

區，且泥及積沙底質，存有水生植被，且清澈之水域（Scott and 

Crossma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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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行為及運動 

（一）運動 

    大嘴鱸在夏季活動力強，冬季則常靜止（Demers et al., 1996）。

冬季在喬治亞州 Seminole 湖，標識個體每小時運動距離小於 50 m

（Sammons and Maceina, 2005）。在密西西比河，則發現運動範圍少

於 40 km（Funk, 1957）。 

 

（二）日運動模式 

    大嘴鱸夜間轉換至淺水區覓食（Scott and Crossman, 1973），日間

則在水深約 1～3 公尺水域游動，也會在荷花叢或其他遮蔭結構下休

息。在 Seminole 湖（Sammons and Maceina, 2005）和北方湖泊（Hanson 

et al., 2007）均發現類似之運動模式。 

 

（三）覓食行為 

    大嘴鱸主要利用視覺覓食，但味覺及振動也會有幫助（Scott and 

Crossman, 1973）。McMahon 和 Holanov（1995）紀錄大嘴鱸覓食成功

率在日間低亮度及有月光時均能大於 95％，但在星光下覓食則成功

率降至 62％，完全黑暗時，則無法覓食。水域透明度也能影響牠的

覓食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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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殖 

大嘴鱸一般有 9 年壽命，多數雄性個體有 6 年壽命。在加拿大，

雄性在 3～4 年而雌性在 4～5 年可達性成熟（McPhail, 2007）。在較

溫暖的加拿大南方，雌性成熟時間會提早，且可全年生殖（Stuber et al., 

1982）。 

 

（五）繁殖行為 

繁殖期起於春季晚期至早夏，主要時間約為 6 月中旬，但會延長

至 8 月（Scott and Crossman, 1973），當水溫到達 15.6℃時，雄性即會

開始築巢（McPhail, 2007），生殖由雄性清理底質，並構建寬約 1 cm

的巢穴開始（Moyle, 2002），築巢底質包含近植叢、蘆葦和荷花的沙

灘、細石、碎屑及軟泥區（McPhail, 2007），巢多出現在淺水區，約 1 

m 深（Moyle, 2002）。適宜產卵棲地可出現多個產卵巢穴，但彼此距

離至少 2 m，以避免大嘴鱸的好攻擊習性（Moyle, 2002）。不過，也

有觀察指出大嘴鱸產卵時並不需要太多的巢穴準備，卵可直接產於適

宜棲地的淹沒支根、木頭及植被（Scott and Crossman, 1973）。 

多數生殖發生於清晨或黃昏（McPhail, 2007）。當懷孕母魚接近

生殖巢時，雄性即展開求偶。雌性個體並不會一次產完所有的卵，有

多次產卵能力，二次以後產卵對象可為同一雄性或不同雄性（McPhail, 

2007）。雌性體重每公斤約可產下 4000～14000 顆卵（Scot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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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man, 1973）。因為體重多變，估計雌性個體總卵數約在 2000～

94,000 或更多的卵（Moyle, 2002）。在華盛頓湖估計 3 年魚約有 2100

顆卵，7 年魚約有 46,015 顆卵。體型大的個體會較早產卵，對於改善

成長效率及次年個體替換率均有較好的效益（Goodgame and Miranda, 

1993）。 

 

（六）幼魚照顧與發育 

雌性個體離巢後，雄性守衛巢使卵發育。卵在 3～5 天內孵化

（Scott and Crossman, 1973）。孵化時，透明幼體約 3 mm 長（Hardy, 

1978）。孵化個體直到將卵黃囊物質消化完畢後，長成淺黃及白綠色

約 5.9～6.3 mm 長度的幼體才離巢（Scott and Crossman, 1973；McPhail, 

2007）。被掠食及巢的損壞是兩個主要造成卵及幼體死亡的重要原因

（Scott and Crossman, 1973）。 

 

（七）影響生殖成功的因子 

大嘴鱸生育成功的原因可歸功於良好的生殖棲地及生殖時穩定

的氣候。影響繁殖及活存率的因子包含水位變化（Hill and Cichra, 

2005）、風、波浪、水質、覆蓋度、水溫變化幅度、掠食及人類活動

（Allan and Romero, 1975），若環境狀況不理想，則雄性個體可能會

有棄巢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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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食性組成 

（一）幼體食性組成 

    Stein（1970）在華盛頓湖觀察大嘴鱸幼魚的食性組成，他將幼魚

個體（小於 100 mm）以 20 mm 大小區分後檢驗。在 21～40 mm 以

cladocera、copepoda、dipteran 的幼體和蛹及 Amphipoda 為食。當體

長增加至 61～80 mm 時，食物中 cladocera、copepoda 及 dipteran 幼

體的量減少，而 dipteran 蛹、ephemeropteran 蛹及小的 cottid 魚類（5

％）的量增加。在 81～100 mm 個體，29％的胃內含物以魚類為主，

其他包含 mysids、ephemeropteran nymphs、isopoda、dipteran 幼體和

蛹、cladocera 和 copepoda，所以大嘴鱸食物從小型動物、浮游生物至

小型昆蟲幼體，再轉換至大型昆蟲 pupae 和 nymphs，最後則以大型

mysidacea、isopoda 和魚為主。 

 

（二）成年食性 

成年個體屬肉食性且可利用多樣的小型魚類或幼魚為食。被掠食

魚種包括 minnow、yellow perch、bullhead、sunfish 及 rainbow trout

（Lasenby and Kerr, 2000），大嘴鱸也以同類為食，體長大於 203 mm

的個體，約有 10％的食物組成為同種幼魚（Scott and Crossman, 

1973）。此外，蝦類、蛙及蠑螈均曾被記錄為大嘴鱸之食物（Lasenby 

and Kerr, 2000），Schindler et al.（1997）曾發現大嘴鱸個體的食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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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穩定，並不會因為族群密度改變而有變化。 

 

（三）掠食性轉換 

    華盛頓湖中，體長大於 10 cm 的大嘴鱸胃內含物 57％為魚類

（Stein, 1970）。更大型的個體，胃內含物之魚類比例可達 87％。主

要出現魚種包含 Cottidae（44.6％）、Salmonidae（13.9％）、Cyprinidae

（11.7％）及 Centrarchidae（5.6％）。Crustacea（13％體積比例）也

是主要的食物材料。最常出現的是 Chironomid pupae 和幼蟲，Insecta

則只會佔胃內含物的 0.6％。 

在阿肯色水庫發現，大嘴鱸食性由昆蟲轉換成 gizzard shad，此

現象大約發生在體長 40 mm（Applegate and Mullan, 1967），較華盛頓

湖之記錄體長早（Stein, 1970）。在有植被的佛羅里達湖中，有植被的

食性轉換出現於體長 120 mm，無植被則發生於體長 60 mm，在德州

有植被的湖中，食性轉變發生在體長達到 140 mm 後才發生（Hill and 

Cichra, 2005）。 

 

七、種間互動 

    大嘴鱸成體因為具有大型體型、游泳能力強及背鰭硬棘，故不易

被其他生物掠食。但是，幼年個體則常被鷺科、魚鷹及翠鳥等鳥類及

Yellow perch、Northern pike及Walleye等魚類掠食（Scott and Cro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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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八、人類使用 

（一）釣魚 

    大嘴鱸是北美洲最受歡迎的運動釣魚魚種（Lasenby and Kerr, 

2000）。管理方式包括強化棲地結構、族群控制及增加養殖場。2001

年調查顯示全美3千4百萬釣客中，有1千1百萬釣客以大嘴鱸為對象魚

種（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2002）。 

 

（二）商業魚獲 

    大嘴鱸被歸類為運動魚種，而非商業養殖魚類，在野外若被商業

網具捕獲，必須放回水域（Smith and Edwards, 2002）。 

 

（三）養殖 

    1994 年，首次登錄大嘴鱸之人工養殖（FAO, 1996）。在美國，大

嘴鱸人工養殖主要目的為補充釣魚損失之數量（USDA, 2006）。在

2005 年，192 座美國養殖場估計大嘴鱸消費金額約為 1 千萬美金。 



  17

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台灣目前主要記錄出現於北部河川，如宜蘭河（表 5-1、圖 5-1、

圖 5-2）（陳等，2003），亦有口語傳說出現於桶後、烏來一帶。但

在本地之生活史及適應狀況仍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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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名錄（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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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海拔高度（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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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台灣部分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分佈圖（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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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一、對浮游生物及大型無脊椎動物 

    由於大嘴鱸成年個體主要以魚類為食，幼年個體對於浮游生物及

大型無脊椎動物之衝擊較大（Scott and Crossman, 1973）。不過，由於

成年個體以多種小型魚種為食，故間接影響之可能性常被提出。

Spencer 和 King（1984）發現當大嘴鱸存在水塘時，植物性浮游生物

之數量少且存在沈水植物，若無大嘴鱸存在的水域，則常見藻華發生

及少量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在大嘴鱸引進古巴後，瘧疾發生率極高，

據說這是因為大嘴鱸將本地許多小型魚種大量掠食，因而導致蚊蟲滋

生（Kerr and Grant, 1999）。 

    在南非地區，大嘴鱸被以運動魚種引入，至今已使當地三種魚類

滅絕（Hickley et al., 1994；Impson, 1998）。 

大嘴鱸引進日本始於 1925 年，在 1972 年再度執行，至 60 年代

晚期，才開始在各水體廣為推廣（Takamura, 2007）。但近年來，因為

其嚴重威脅到各種魚類及淡水魚獲，故被列為法定之入侵魚類，並開

始予以控管。在日本，大嘴鱸被描述為〝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物種〞

（Iguchi et al., 2004），同時也被認為具嚴重的生物威脅（bio-hazard）

且鼓勵移除（Hosoya and Nishi, 2003）。在日本之大嘴鱸食性主要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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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和甲殼類為主，如在 Shorenji 湖（104 公頃）和 Nishinoko（217 公

頃）（Yodo and Kimura, 1998）。Maezono and Miyashita（2003）在日

本 15 處埤塘研究發現，大嘴鱸除可能會因掠食而造成魚類、甲殼類

及蜻蛉類之物種消失外，有大嘴鱸存在的水域，這三種生物的體型較

小，但是，底棲生物如蝌蚪、顫蚓類及 chaoborids 等底棲生物之數量

有增加（表 6-1），顯示掠食魚種如大嘴鱸可能經由食物網之連鎖作用

（cascade），造成水域生物族群生物的數量變動。 

在北美洲，因為大嘴鱸掠食習性而在湖泊（Jackson, 2002）、溪流

及河流造成衝擊之報告有很多（Power et al., 1985）。例如，在

Adirondack 之 minnow（Findlay et al., 2000）、加州 Clear 湖的 prickly 

sculpin（Cottus asper）在引入大嘴鱸魚後，數量均有銳減現象。在加

拿大，如鯉科之 fathead minnow 等小型魚類之數量均因大嘴鱸之掠食

行為而受到極大威脅（Kerr and Grant, 1999），類似例子在加拿大已有

許多文獻支持相似結論（Jackson, 2002）。 

Tonn and Magnuson（1982）在北 Wisconsin 的 18 個湖發現兩種

魚類群聚組成。Whittier and Kincaid（1999）隨機調查美州東北部 203

座湖泊（深度 21 m，1 公頃≦面積≦10000 公頃），發現非本地魚種

數量和本地魚種數量呈現顯著負相關，其中最重要魚種為大嘴鱸。在

加拿大之調查，也顯示大嘴鱸對於族群內鯉科和其他魚種均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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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調節作用（Jackson, 2002）。對於以浮游生物為食的小型鯉科魚

類，如 golden shiner（Notemigonus crysoleucas），大嘴鱸有抑制族群

數量，甚至滅種的威脅（Savino and Stein, 1989）。 

 

二、野生動物 

    可能被大嘴鱸作為食物的野生動物包含河蚌類、蝸牛、蛙類、小

型鼠類等哺乳類、蠑螈、小烏龜、小鴨、蛇類等（Hill and Cichr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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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對於大嘴鱸魚，目前首要應是建立其分布與族群數量資料，以瞭

解該物種在臺灣之空間分布及數量發展潛勢。 

2. 大嘴鱸魚屬於中緯度魚種，目前存有目視紀錄及考量天候因素，

研判先期較可能出現之區域應以北部水域為主，但因其耐受之成

長水溫在 24～30℃，最高之生長水溫可達到 36℃，故應也可能漸

次向南部地區水域擴展。不過，卵及胚胎在溫度 30℃以上，將無

法存活，或許會是暫時限制其南侵的主要障礙。 

3. 大嘴鱸在溶氧低於 1.0 ppm 以下之水域無法活存，在濁度 100 ppm

以上的環境，也有生存困難，因此，若在臺灣水域出現，可能都

在較原始及低污染之水域，考量其肉食性及在台灣少有天敵，對

於本土魚種之衝擊，將有減少數量，甚至滅種的危機。 

4. 大嘴鱸可利用多種棲地，如沼澤、水塘、湖泊、水庫、溪流、河

口及大型河流等，特別是在溪畔、湖畔等多水生植物之靜水區域。

未來在捕捉及管理時，應將這類水域列為重點。 

5. 可能被大嘴鱸列為食物之生物包括浮游性生物、蝦蟹、河蚌、蝸

牛、蛙類、蠑螈、烏龜等水生生物，陸生生物則有小型鼠類及鳥

類等。幼體以浮游性生物為食時，因大量減少其數量，致使藻害

易發生。成體在南非等地區，則有使當地魚種滅絕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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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域魚種及生物如長期被大嘴鱸幼魚及成魚掠食，因為營養連鎖

（trophic cascade）的作用，可能會造成水域族群的體型選擇及數

量變化的結果，如日本發現有大嘴鱸存在的埤塘之魚類、甲殼類

及蜻蛉類體型均呈現較小的現象。 

7. 在日本，大嘴鱸被描述為〝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物種〞，也鼓

勵移除。臺灣若有發現，開始應先抑制其族群數量，其次為設法

限縮其分布區域，再將其完全撲殺，可能為最好管理方式之建議。 

8. 大嘴鱸為優良的垂釣魚種，應也在釣魚界多予宣導，使釣友不致

於私下引入魚苗或成魚，予以飼養及放養，藉以達成有利垂釣之

目的。 

9. 對大嘴鱸，政府及民間應有共同預防其入侵之共識，終究，預防

是最好的入侵種管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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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小盾鱧 
（Channa micropeltes） 

 

 

 

 

 

 

 

 

 

 

梁世雄 
 



摘  要 
 

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為分布於熱帶亞洲的掠食魚種，現

在主要入侵於臺灣水庫之半流動水域，成魚具有保護幼魚的天性，幼

魚有成群覓食的習性，食性包括魚類、蛙類等水生生物，甚至包含鳥

類。主要入侵途徑為養殖、棄養及幼魚為觀賞魚等管道。在台灣之曾

文水庫及烏山頭水庫研究結果發現，其食物主要以魚類為主，在 8 月

前即可開始繁殖，由於其凶猛掠食之習性，對小盾鱧之管理，完全移

除應為最終目標。目前消耗其族群數量之方法為鼓勵食用，但同時亦

應注意私人飼養及放養，未來管理態度建議以「不鼓勵養殖，鼓勵消

費，預防為主」等方向為重點。另對於其魚肉之食品加工，亦可考慮

研發，以收加速移除之效。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鱧科 Channidae 
 
中文俗名：魚虎、紅鱧 
中文名稱：小盾鱧 
物種學名：Channa micropeltes 
原產地：印度、緬甸、越南、泰國、馬來西亞 
食性：肉食性，以魚類、蛙類及甲殼類等為食，也會捕食水鳥。 
入侵紀錄：美國、新加坡（1980~1989）、中國（1986）、菲律賓（1989） 
在台分布狀況：中、南部水庫（曾文，烏山頭，日月潭）、澄清湖、高美館。 

 

 
http://www.fishbase.com/Photos/PicturesSummary.cfm?StartRow=5&ID

=344&what=species 
形態特徵： 

身體呈圓筒狀，最大可達 180 公分，體重 20 公斤以上。幼魚階段體側具兩條黑色

縱帶，中間呈橘色，體色豔麗，故多引進或繁殖作為觀賞用。個體成熟後鮮豔體色消失，

體側形成一寬黑縱帶，體背出現類似虎斑的灰黑色花紋。 
偏好棲地與習性： 

棲息於寬廣溪流的緩流區，如大型河流、運河、湖泊及貯水池棲息，通常伴隨著深

水域，環境溫度 25 ~ 28°C。成魚具有保護幼魚的天性，築巢產卵期間，會兇猛地攻擊

任何靠近窩巢的生物。幼魚孵出後，會在近水面處互相靠攏成群結隊，成一「紅色球團」，

成魚則在不遠處輪流監視著。以早晨為主要捕食時間，幼魚有合群包抄獵物的狩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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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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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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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依據。 

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原產於中南半島一帶，是一種肉食

性之強勢魚種（圖 1-1）。分布範圍在泰國、越南、緬甸等國家，入侵

之小盾鱧將威脅本土的中小型魚種及水生生物，對當地水域之生物多

樣性也會造成極嚴重之直接與負面的威脅（圖 1-2、圖 1-3）。 

本報告摘錄與整理 Courtenay and Williams（2004）部分資料，並

對小盾鱧在世界各地區入侵後之相關研究內容，亦進行統合，以提供

行政單位對該魚種入侵後的因應策略及行動方案，有所建議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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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hannidae 

屬（genus） Channa 

種（species） micropeltes 

 

學名：Channa micropeltes Cuvier（1831） 

俗名：Indonesian snakehead、giant snakehead 

 

外型描述： 

圓形身體，牙尖齒利之掠食魚種（圖 1-1），幼年個體，體側具兩

條黑色縱斑，中間為鮮橘色，常被水族業者引入販賣。成年後，體側

僅出現寬黑縱帶，體背有不規則、灰黑色之虎斑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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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原產地與引入地區 

 

一、原分布區域 

原記錄分布區域含印度、泰國、寮國、越南、馬來西亞等，但有

人認為印度之記錄可能為不同物種或早期引入之物種。 

 

二、引入區域 

在美國，該物種在加州、緬因州、麻州、羅德島州均有被捕獲的

記錄（Fuller et al., 1999）。此外，馬利蘭州在 2002 年有二次的捕捉記

錄，體長約在 50～60 cm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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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態習性 

 

一、體長 

可長成至 1～1.5 公尺，體重可達 20 kg（Lee and Ng, 1991），Wee

（1982）將其歸類為成長最快的該科魚種之一。 

 

二、適應溫度 

無文獻記錄，但分布範圍在 20°N 至約 7°S，所以應屬於亞熱帶

及熱帶魚種。 

 

三、生殖棲地 

會清除圓形區域之植被後開始生殖，浮水性卵會浮至水面，親代

有護卵及護幼行為，且護幼行為可能持續至轉變為底棲性幼體（Lee 

and Ng, 1991）。 

 

四、食性 

日間覓食，生性兇猛肉食，親代及幼年個體可能成群索食（Lee 

and Ng, 1991）（圖 4-1），護幼之成體可能有攻擊人類的行為，造成傷

害，甚至致命（Kottelat et al., 1993）。 

食物包括魚類、蛙類，甚至鳥類（Lee and Ng, 1991）。該魚種被

稱為最兇猛蛇頭魚種（Ng and Lim, 1990）。同時，被引入後，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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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小盾鱧幼魚成群索食（Courtenay and William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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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耗的魚種更甚於原始棲地（Roberts, 1989）。 

在寮國的 Nam Ngum 水庫，Beeckman 和 De Bont（1985）報導

幼年個體以甲殼類為食，但成年魚以其他魚類為主要食物。 

 

五、商業重要性 

（一）原始棲地 

在馬來西亞和越南，均有箱網養殖（Lee and Ng, 1991），是重要

的食用魚種，FAO（1994）記錄泰國在 1986 年生產 386 噸，但至 1992

年即有近 150 萬噸產量。 

 

（二）美國 

主要出現在水族商店，但有多次於馬利蘭州、緬因、羅德島及加

州被棄置野外水域的發現。另外在東方人採購的活魚店偶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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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小盾鱧在台灣之分佈以水庫為主要分佈，南部地區之曾文水庫及

烏山頭水庫均有紀錄（賴等，2006）。北部地區之分佈資料，則較不

足。 

 

一、族群特徵 

嘉義大學賴弘智教授（2006）於 94 年 1～12 月及 95 年 1～6 月，

曾於曾文水庫及烏山頭水庫分別調查小盾鱧之族群最大量及分布。當

時在烏山頭水庫並未發現小盾鱧，在曾文水庫於 94 年 5 月（6 尾）、

6 月（9 尾）、8 月（10 尾）、9 月（7 尾）、10 月（3 尾）、11 月（5 尾），

共採集得 40 尾，平均體長在 16.4～64.9 cm 間，平均重量在 414～3920 

g 間，平均體高在 4.2～11.1 cm 間（表 5-1）。 

 

二、食性組成 

依據賴等（2006）對於曾文水庫小盾鱧之攝食食物種類分析，發

現在 8 月及 9 月之胃內含物包括大量的粗糙沼蝦（Macrobrachium 

asperulum）及未能分類的幼魚（表 5-2），其他胃內含物出現種類還

包含鱗片、魚骨、石頭、樹枝枝條、水生昆蟲、鰕虎及餐鰷（Hemiculter 

leucisculus）等。該調查也將採獲個體之體長分成七個體長等級（表

5-3），分別及比較食物組成的異同，發現體長 10～20 cm 及 51～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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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之個體，胃內含物主要包含粗糙沼蝦、幼魚、鰕虎科魚類

（Gobiidae）。在體長等級 31～40 cm 及 41～50 cm 的個體之食物組

成，則以餐鰷、樹枝和昆蟲等為主。 

在 95 年 1～6 月的調查，共採得 17 尾個體（表 5-4）。依據胃內

含物分析結果發現在 5 月及 6 月攝食大量的餐鰷和魚體，其他月份則

以鯽魚（Crucian carp）、樹枝及魚類為主（表 5-5），在體長 51～60 cm

及>70 cm 等級的個體，以餐鰷及樹枝等物品為主要胃內含物組成（表

5-6、圖 5-1、圖 5-2）。61～70 cm 則記錄有大量的魚骨、餐鰷、鯽魚、

魚體及樹枝等。 

綜合約一年半的食性分析結果顯示，曾文水庫之小盾鱧食物主要

以魚類為主，主要以中上層魚種如餐鰷及鯽魚為主，但仍包括部分底

棲魚種，如鰕虎等。體型增加時，食物組成的種類及豐富度也有多樣

化的趨勢。 

 

三、生殖習性 

依據賴等（2006）於 94 年採集記錄發現，體重 470 克的小盾鱧

即開始有生殖腺發育，體重 600 g 以上的雌魚卵細胞已開始發育，

可以肉眼判別性別，體重 5000 g 的雌魚卵巢則可成熟發育。 

在 8～11 月的採集均捕獲魚苗（體重 11～30 g），8～9 月份之魚

苗體重在 11～30 g 間，10～11 月的魚苗體重在 78～105 g，所以，小

盾鱧在台灣曾文水庫的繁殖季應於 8 月之前即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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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5 年度曾文水庫小盾鱧不同月份攝食食物種類之出現頻率百分

率（賴等，2006） 
 
 

 
圖 5-2、95 年度曾文水庫小盾鱧不同體長等級攝食食物種類之平均豐度

百分率（賴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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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適應（賴等，2006） 

（一）致死水質條件 

小盾鱧最低致死水溫約在 13～14℃，最高致死水溫約在 42℃，

致死溶氧約 2.7 ppm。鹽度耐受性測試之 24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15.7 

ppt，96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13.7 ppt。 

 

（二）急性毒性試驗 

無患子種皮對小盾鱧之 96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21.8 ppm，24 小時

完全死亡之致死濃度為 45 ppm。茶米白對小盾鱧之 24 小時完全死亡

之致死濃度為 15～20 ppm。 

 

（三）離水耐受力 

小盾鱧離水後，暴露於空氣的時間增加，再進入水中後，死亡速

度會增快，離水 2 小時，放回水中，約 1.5 小時後開始死亡。離水 4

小時，放回水中，約 1.5 小時後，所有個體均死亡，離水 6 小時後，

在放入水中，即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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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賴等（2006）也對小盾鱧入侵影響之衝擊，進行等級區分的評估，

結果以「族群繁生後對環境的影響」及「外來種入侵絡徑」推測入侵

後之危害程度和確定程度最高，此外，「入侵地區環境之溫度適應」

被列為高危害等級，「經濟的影響性」則被列為中度危害程度（表

6-1）。 

鱧科魚類除了掠食習性使當地水域生物之活存受到威脅外，該科

魚種也會引入病原菌（Qureshi et al., 1999）、病毒（Lio et al., 2000）

和寄生蟲（Kanchanakhan et al., 1999）等相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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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小盾鱧生性凶猛，肉食性，新代及幼年個體可能成群索食，也可

能攻擊人類，造成傷害及致命攻擊，此外，被引入後，所傷害及

消耗的魚種更勝於原始棲地，因此，完全移除應是唯一可選擇之

管理措施。 

2. 目前小盾鱧在台灣分佈主要在各水庫區域，都會區大型靜水濕地

及湖泊，尚未有發現，但亦應特別注意其分佈，勿使其進入人口

密集區域及休閒娛樂之水域，以維護民眾安全。 

3. 水庫周圍商家有以「魚虎」之名販賣小盾鱧之料理，行政單位可

利用此商業型態，對小盾鱧之數量直接進行控管，也可考慮推動

這種消費行為，有利於該魚種之控管，但也需注意勿造成私人飼

養及放流，以延續該類商業行為之可能。 

4. 寵物魚種是該魚種進入台灣的重要管道，因此，應檢討寵物魚種

之進口名錄（包括成魚及幼魚），強化海關檢驗人員的生物分類訓

練及背景。 

5. 經過賴等（2006）評估，推論小盾鱧入侵台灣後的危害，以「族

群繁生後對環境的影響」之危害程度最高，對於「經濟的影響性」，

也達到中等程度，因此其負面危害之衝擊極大。此外，其攝食生

物組成多樣，亦有可能發生營養連鎖（trophic cascade）作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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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水生生物之數量體型及多樣性均可能受到重大衝擊。 

6. 小盾鱧在台灣之生殖時間可能全年均可生殖，故捕捉時，除以雌

性個體為主外，幼體固有成群索食，亦可以網捕的方式移除幼體，

將有加成效果。 

7. 行政單位對此物種之管理態度，應以「不鼓勵養殖，鼓勵消費，

預防為主」等方向為重點，另外對於小盾鱧之食品加工，亦可考

慮予以研究，可收加速宜除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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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珍珠石斑 
（Cichlasoma managuense） 

 

 

 

 

 

 

 

 

 

 

梁世雄 
 



摘  要 

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e）原產於中美洲之宏都拉斯至

哥斯大黎加地區，引入國家包括巴西、夏威夷及台灣等，以往在台灣

記錄主要分布可能於桃園及宜蘭等區域之靜水區域，但在美濃地區，

有養殖該魚類。該魚種為掠食性魚種，食物包含魚類及其他多種水生

生物，此魚種每年可多次產卵，有護卵行為，曾在台灣養殖及推廣食

用，對本地水生生物有極重大之負面衝擊，建議首應以移除為主要管

理方法。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麗魚科 Cichilidae 
 
中文俗名：珍珠石斑、淡水石斑 
中文名稱：馬拉麗體魚 
物種學名：Cichlasoma managuense 
原產地：中美洲（從洪都拉斯烏魯亞河至哥斯達黎加馬蒂娜河大西洋斜坡）。 
食性：小型魚類和無脊椎動物 
入侵紀錄：美國、菲律賓、台灣等 11 個國家 
在台分布狀況：桃園及宜蘭等區域之靜水區域 

 
http://www.fishbase.org/images/thumbnails/jpg/tn_Paman_u3.jpg 

形態特徵： 
本種的特色就是大嘴巴、下顎和大犬齒突出、黑色斑點鰭和身體，些許連續黑色條

紋的眼睛和鰓蓋邊緣間，一排黑色斑點於中間側面。透過前鰓蓋骨擴張角度和其他屬區

別。體色有銀色、金綠色、紫色；背部是苔綠色，兩側紫虹色，腹部白色或微黃色，背

鰭、臀鰭和尾鰭有許多黑點，身體間隙白色、黃色或藍虹色，尾鰭端部有黑色斑點。成

熟母魚鰓蓋是深紅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棲息於溫暖高優養化湖泊的靜止混濁水域和底泥處，也會在泉水和池塘底部碎石沙

粒。主要以小型魚類和無脊椎動物為食，屬卵生（分批產卵），體長最長 6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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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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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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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依據。 

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e）為原產於中美洲的掠食魚

種，目前主要分布於台灣北部之靜水區域，目前對其他生物相關資

訊，並未相當了解，故乃撰寫本手冊，期能提供基礎生物資訊，作為

未來整治及管理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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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ichlidae 

屬（Genus） Cichlasoma 

種（species） managuense 

 

學名：Cichlasoma managuense Günther（1869） 

俗名：Jaguar guapote 

 

外型描述： 

背鰭 XVIII-12，臀鰭 VIII-10，腹鰭 I-5，胸鰭 4，背鰭具 17～18

硬棘，10～11 軟鰭條，臀鰭硬棘 6～8，軟條 11～12，大型口吻部，

下顎突出，明顯且大型齒，身體及鰭均具黑斑，眼至鰭蓋有一不連續

黑條斑紋，體側具連續之黑斑條塊，尾鰭黑色條紋與身體垂直，口上

位，體長/高比約為 2.6～2.8，體色銀或全綠及紫色，有白或黃色腹色，

進入繁殖期，雌性個體在鰓蓋具深紅色（圖 2-1）。最大標準體長約

25 cm（Fuller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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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一、原始區域 

分布於熱帶美洲區，自宏都拉斯之 Ulua 河到哥斯大黎加的

Mafina 河（Conkel, 1993），引入國家包括巴西、夏威夷、墨西哥、巴

拿馬、菲律賓、台灣及美國等。 

 

二、侵入區域 

在北美洲，首先在 1990 年早期發現入侵的位置在佛羅里達州邁

阿密的灌溉渠道，然後漸漸在 Everglades 的附近渠道內出現，佛羅里

達南部地區也開始有記錄（Fuller et al., 1999）。 

在1992年，珍珠石斑首次出現在夏威夷歐胡島夏威夷大學的一個

小池（Fuller et al., 1999）。1988年則首次於美國猶他州Boiler spring發

現，當時記錄約500個個體，其中包含3～4種不同體長，並利用rotenone

和炸藥清除珍珠石斑，但最後作業結果失敗（Marsh et a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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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物學及生態習性 

 

一、棲地 

分布範圍約在北緯 37°至南緯 9°，生活於淡水之中底水層；pH 值

介於 7.0～8.7；水深約 3～10 m（Agasen et al., 2006）；原始棲地水溫

約 35～36°C（Bussing, 1998），分布於濁度高、低氧、泥沙底質、高

營養鹽之湖泊類靜水水域（Conkel, 1993），在湧泉及池塘皆有發現

（Page and Burr, 1991）。 

 

二、食性 

成魚為肉食性，主要以魚類為主（Coukel, 1993），幼魚以浮游動

物為主，體型差異大時，會有大吃小的現象，在 1993 年佛羅里達州

發現個體之胃內含物分析顯示，有以螺類及魚類為食（Shafland, 

1996）。 

 

三、溫度 

原產於熱帶，耐高溫，不耐低溫。適溫範圍約在 25～30℃間，

15℃以下會有失衡現象，冬季水溫最好維持於 19℃以上（余等，

1999）。 

 

四、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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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夏季時魚苗養殖 6～8 個月，可成長至 500 g，雄魚生長

速度顯著大於雌魚（余等，1999）。 

五、繁殖 

雌雄異體，體外受精，每年有兩次產卵期，可多次產卵，有孵卵

行為，可產下 500 顆卵，在石頭及其他硬質底質產卵，公魚及母魚均

會守護卵及仔魚（Yamamoto and Tagawa, 2000），也有報告指稱可產

下 10,496 顆卵（Agasen et al., 2006），另在菲律賓報告全年均可產卵

（Agasen et al., 2006），在哥斯大黎加，有進行單種養殖。 

一年後之個體即可產卵，將卵產於池塘底部，會築巢，雄魚及雌

魚均有護卵行為，卵呈黃綠色，不透明，有黏性，140 g 雌魚可產卵

約 3000～4000 顆，在 27～29℃水溫時，48 小時後魚卵可孵化。卵黃

囊消失後之幼魚，可以小型浮游動物、原生動物等餵食，稍大後，可

改以紅蟲餵食，再漸改以人工飼料飼養（余等，1999）。 

 

六、重金屬毒性 

96 小時的 LC50的 Hg2+、Cd2+、Cu2+、Pb2+半數致死濃度分別為 0.069 

mg/l、0.48 mg/l、0.928 mg/l 及 3.42 mg/l。安全濃度分別為 0.00069 

mg/l、0.0048 mg/l、0.00928 mg/l 及 0.03421 mg/l。急性毒性由強至弱

依次為：Hg+2＞Cd+2＞Cu+2＞Pb+2（何等，2006）。 

 



 9

七、養殖 

有兩種方法 

1. 在池塘混養約 20 尾珍珠石斑，每 667 m2養殖約 20 尾，半年後，

平均魚重可達 315 g 左右，一年後，體重可達 500 g（劉等，2000）。 

2. 可主養珍珠石斑，但混養草魚、吳郭魚、鯽魚等。每 667 m2放養

珍珠石斑 150 尾，混養魚 300 尾，以人工飼料及牧草餵食，半年

後，石斑平均體重可達 175 g，一年後，可達 250 g 以上（劉等，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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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珍珠石斑在台灣於 1987 年自東非及坦桑尼亞引入（表 5-1）依據

陳等（2003），分布主要於低海拔（圖 5-1），當時主要分布於南部溪

流（圖 5-2）。珍珠石斑之養殖曾在美濃區推廣，但因受「孔雀綠」事

件影響，嚴重滯銷，當時曾改名「珍珠魚」，以提高消費意願及與石

斑進行區隔。該魚於 2001 年引入美濃養殖，以取代漸縮減的菸田產

業，當時約有 30 多公頃，40 多家養殖戶，養殖面積佔全省 8 成，市

場價格可達百元以上。當時也有以該魚發展多種料理，如生魚片、燒

烤、火鍋等各種不同料理，以推廣食用。目前在牡丹水庫亦有被發現，

但是水庫地區無法開放供民眾捕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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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名錄（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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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海拔高度（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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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台灣部分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分佈圖（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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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入侵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在美國佛州南部之學者認為珍珠石斑會有取代本土物種的可能

（Fuller et al., 1999），但影響仍未清楚。 

1976 年引入台灣，2007 年由台灣引入江西省飼養，本魚種被認

為是同類魚種掠食性最強的魚種，具掠食性及高度之攻擊性，對於本

地魚種和水生生物均有嚴重負面影響。目前在台灣之詳細分布及生活

習性仍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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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珍珠石斑屬於熱帶魚種，對低溫環境較為敏感，以往紀錄於北部，

但在南部地區亦有養殖，可能目前全省均有分佈。 

2. 珍珠石斑因適應力強，生長快及抗病力強，開始以觀賞魚引入台

灣，後因市場接受度不高，並未風行，但部分個體可能因此被棄

置而進入野外。後又在高雄縣美濃地區進行養殖，但近年來美濃

地區多有水患，可能也因此而進入野外水域。要管理此魚種，應

先注意此二來源，予以注意。 

3. 珍珠石斑曾被發展為各種料理，以鼓勵民眾食用，水庫及埤塘等

政府可鼓勵商家推廣及民眾消費，特別是野外族群之利用，更應

予以鼓勵，以收控管之效。 

4. 水庫地區無法開放供民眾捕撈，建議可以公開招標方式，吸引業

者捕撈，出售所得可上繳國庫，行政單位則可推廣該魚種之食用

料理及消費，以減少野外族群之數量。 

5. 由於本魚種成魚為掠食魚類，但幼年個體也會以浮游生物為食，

因此，不同年齡的個體對水生生態系的影響均不容忽視，特別是

可能引起食物鏈骨牌效應，導致改變族群數量結構，及體型大小

等衝擊，均有可能會發生。 

6. 由於本魚種曾被選用為觀賞魚類及養殖魚種。因此，教育民眾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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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棄養及注意養殖管理勿使個體逸逃，均需要特別注意。以預

防及減少該魚種通達野外水域的可能管道，可能是最有效的管理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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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雲斑尖塘鱧 
（Oxyeleotris marmorata） 

 

 

 

 

 

 

 

 

 

 

梁世雄 
 



摘  要 

雲斑尖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俗稱筍殼魚，為熱帶亞洲

地區的掠食魚種，該魚生性喜穴居，耐低氧，為夜行性底棲魚類，該

物種為重要之經濟魚種，幾乎全年繁殖，目前在臺灣多見於嘉義以南

地區，但可能全省水庫及大型靜水水域均有可能分佈。覓食行為屬於

坐等型之掠食者，對於本土生物有造成數量減少及食物鏈骨牌效應的

危機，可以捕捉及食用消費等商業行為予以控管，另亦應以教育方式

減少民眾隨意野放及棄置之行為，以達成預防及控管之目的。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塘鱧科 Eleotridae 
 
中文俗名：筍殼魚（雲斑尖塘鱧） 
中文名稱：雲斑尖塘鱧 
物種學名：Oxyeleotris marmorata 
原產地：亞洲（湄公河與湄南河流域、馬來半島、印度支那、菲律賓和印尼） 
食性：小魚、蝦、水生昆蟲、軟體動物和螃蟹 
入侵紀錄： 
在台分布狀況：嘉義以南地區、烏山頭、曾文水庫等區域 

  
形態特徵： 

體延長呈圓筒狀，頭部前方縱扁，外形酷似竹筍，因而取名為筍殼魚，口裂寬大，

下頜較上頜前突，體呈灰褐色，頭部及體側具有 3-5 塊大小不一之褐色斑駁，且鰭膜亦

有黑黃褐色斑駁，尾部沒有眼狀花紋。 
偏好棲地與習性： 

筍殼魚生活在有微流水的沙泥底層和草叢中，喜穴居，性溫順，不善跳，耐低氧，

屬夜行性魚類。底棲性，河川洄游；淡水；pH range：6.5 – 7.5；dH range：10 – 15；熱

帶；22°C - 28°C。高度回復力，族群倍增時間少於 1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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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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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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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依據。 

雲斑尖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又稱筍殼魚，該魚種為原

分佈於熱帶亞洲地區的掠食性魚類，目前主要分佈於臺灣地區之埤

塘、濕地、湖泊及水庫等靜水區，具領域行為，但對其生物相關資訊，

並未相當瞭解，故乃撰寫本手冊，期能提供基礎生物資訊，作為未來

整治及管理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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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Eleotridae 

屬（Genus） Oxyeleotris 

種（Species） marmorata 

 

學名：Oxyeleotris marmorata Bleeker（1852） 

俗名：Marble goby 

 

一、外型描述 

雲斑尖塘鱧背鰭具有 7 硬鰭及 9 軟鰭，臀鰭具 1 硬棘及 8 軟鰭。

（Kottleat, 2001），圓筒形體型，頭部扁平，寬口裂，下頷突出於上

頷。體色灰褐色，體側有數塊不規則褐色深斑，類似竹筍外殼，俗稱

筍殼魚。最大體長約 65 cm（Kottleat, 2001），一般體長全長約 30 cm

（Rainboth, 1996），在鰕虎類之魚種，為體型最大的個體（Smith,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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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自 19 世紀始，就於池塘及箱網中飼養雲斑尖塘鱧（Suwansart, 

1979）。依據泰國漁業部在 1981 的統計，箱網養殖的總重量即達 500

公噸（DOF, 1983）。 

 

二、雌雄分辨 

檢驗 urogenital papillae，雄性具有小及三角形構造物，雌性則顯

現手指狀突起，且在繁殖期會呈現深紅色（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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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雲斑尖塘鱧原產於泰國中南半島湄公河（Mekong）、菲律賓、印

尼等東南亞地區，為重要的經濟魚種，後引入中國、新加坡、台灣等

國，因逃逸、洪水、放養等因素，而漸入侵臺灣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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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一、環境 

淡水及半鹹水均可活存，pH 值約 6.5～7.5（Riede, 2004）。 

 

二、氣候 

熱帶地區水溫約 22～28℃（Riehl and Baensch, 1996），分布範圍

約自北緯 23°至南緯 18°。 

 

三、食性 

筍殼魚為坐等型的掠食者，以魚類、蝦、蟹等為食。 

 

四、生物資訊 

出現於河流、沼澤、水庫及運輸水道，以小魚、蝦蟹類、水生昆

蟲、螺貝類為食（Ukkatawewat, 2005），在東亞地區為高價值經濟魚

種（Rainboth, 1996）。 

 

五、繁殖 

繁殖時水質 pH 變化範圍 5.8～9.0，一般多在 7 左右；溶氧變化

範圍 4.5～12 mg/l，多在 6 mg/l 左右；水溫變化範圍 21～35℃，多在

28℃左右，可調控水溫，控制產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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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魚種幾乎全年均能繁殖，繁殖高峰出現於 5～6 月，但在 11～

12 月無產卵之紀錄（陳等，2010），Tavarutmaneegul 和 Lin（1988）

人工飼養繁殖時，全年收集巢數在 502～551 巢間，平均產卵數 3.3

～4.4 次巢/雌性。在 2 月 9 月之產卵頻繁期，有 125～150 雌性個體

的水域內，平均每月約有 60 餘巢，估計每年每尾雌性個體至少可產

3 次卵。雌性每次產卵估計有 2000 至 30,000 顆卵，卵埋藏於圓形、

漿狀之透明膜內，每次產卵的面積約為 250～350 cm2，平均每巢估計

約有 24,000 卵。 

Tavarutmaneegul 和 Lin（1988）也發現 80%的受精卵可孵化，但

死亡率高達 90%，在活存個體中，經 30 天養育後，仔魚可長至 1 cm

長，活存率約為 7～55%（平均 20%）。在 30～60 天後，活存率約為

75～100%。控管族群數量在夏季捕捉雌性個體，捕捉及移除幼年個

體，特別是＞1 cm 長之幼體（固死亡率已低）。成長速率和養殖密度

有逆相關存在（圖 4-1）。 

 



 9

 

圖 4-1、雲斑尖塘鱧於孵化 60 天內成長速率和養殖密度之相關圖

（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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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8℃水溫下，受精卵約 22 小時後可孵化（陳等，2010），筍

殼魚為一夫一妻制，產卵後雄魚會以胸鰭搧動水流，使卵維持適當的

溶氧量，雌魚則未發現存在護卵行為。受精卵若未受到適量供應的溶

氧，會發生白化現象而死亡。 

藉晶片植入而辨識個體，發現雌魚在繁殖季可多次產卵，約 2～

6 次（陳等，2010）。每次產卵間隔時間約 7～15 天，仔魚孵化後，

初期會在中下水層游動，約 20 多天後轉變為底棲。 

 

六、生殖 

雌雄異體，體外受精，會築巢且有護巢行為（Breder and Rosen, 

1966）。 

 

七、產卵期（Spawning） 

在泰國，產卵期自 1 月至 10 月，水溫約 28～35℃，育卵數最少

2,000 顆，最多 30,000 顆（Tavarutmaneegual and Lin, 1988）。 

 

八、體長與體重之關係（Length-weight） 

在泰國，Chi 河捕捉得之 34 尾個體，其體長與體重之關係式為

（Satrawaha and Pilasamorn, 2009）： 

W=0.0094TL3.11 （R2=0.95） 

TL=Total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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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養殖 

在養殖池繁殖時，利用 30 cm × 30 cm 硬板，組合成三角形狀，

沿養殖池邊緣之底部排設，在個體置入約 2 星期後，即會於人工結構

之內部產卵（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圖 4-2）。 

在 26～28℃，中性 pH 及硬度之水質，受精卵約需 2～4 天孵化，

卵黃囊在 3～5 天內會被消耗，幼體食物轉化為煮熟蛋泥和輪蟲

（rotifer），大幼體就利用輪蟲、顫蚓及 Moina 等食物餵食

（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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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該魚種多出現於池塘、湖泊、河川、水庫等水域之緩流區域。平

時棲息於底層，活動量低。在臺灣地區之分布多見於嘉義以南地區、

烏山頭、曾文水庫等區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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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雲斑尖塘鱧為底棲坐等型掠食者，以魚、蝦、蟹類等水生生物為

食，目前對於本魚種引入後，可能造成的衝擊尚無文獻進行探討。但

單就其掠食性而進行推論，對於本土水生生物至少有減少族群數量的

威脅，同時，因在台灣本魚種幾乎可全年繁殖，若數量過多，則可能

使本土物種產生滅絕，至於因營養連鎖（trophic cascade）效應而改

變生物型態及群聚結構之影響，亦可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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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筍殼魚為高級的食用魚種，可以鼓勵民眾食用消費的方式，進行

成魚清除。 

2. 筍殼魚為坐等型的掠食者，以魚類、蝦、蟹等水生生物為食，對

於本土生物可能造成數量減少及滅種的危機。此外，也可能造成

食物鏈的骨牌的作用，因而改變水生生物的族群組成及體長等作

用。 

3. 雌魚每年可多次產卵，故全年都應進行捕捉及移除工作。 

4. 除捕捉及移除等管理行為外，亦需注意商業之養殖行為是否因筍

殼魚之販售價格及商業消費而有出現或重現之現象，以免投入之

管理資源有浪費之虞。 

5. 捕捉可針對雌性個體，除可減少成年個體，亦可減低幼體族群，

得多種成效。 

6. 仍應以教育方式減少民眾隨意野放及遺棄該魚種之行為，以達成

預防及管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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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鳥種 - 白腰鵲鴝/長尾四喜 
（Copsychus malabar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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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腰鵲鴝原產於中國、東南亞，在台灣為籠中逸鳥，自 1988 年

起就有野外紀錄，2006 年後在中南部都有穩定成長的繁殖族群。白

腰鵲鴝在夏威夷為常見的入侵鳥種，生殖成功率高達 91%。台灣在中

南部進行 4 年（2008～2011）的野外移除計畫中，至少移除 872 隻白

腰鵲鴝。有鑑於白腰鵲鴝是禽流感傳染的可能媒介及對台灣本地動物

的危害（包括掠食、競爭與干擾），為防止仍逃逸野外的白腰鵲鴝族

群的擴展，建議應該持續已建立的白腰鵲鴝防治程序，包括通報宣

導、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另外應該加強禁止禽流感疫區來源的進

口，並針對低海拔有巢箱架設的林地做必要的管控，防止白腰鵲鴝利

用巢箱繁殖。 

 



 

 

已入侵外來種 – 鳥類 
鶲科 Muscicapidae 
 
中文俗名：白腰鵲鴝、長尾四喜 
物種學名：Copsychus malabaricus 
原產地：印度半島南部、斯里蘭卡、尼泊爾到阿薩姆及印度東北、安達曼群島、中國西

南到緬甸、泰國、中南半島及丹老群島（緬甸東南端海岸外安達曼海中的島

群）、海南島、馬來半島、廖內群島及林加群島、蘇門達臘島、爪哇西部、班

克斯群島（太平洋西南部萬那杜的火山島群）、印尼婆羅洲島與蘇門答臘島之

間的島嶼、爪哇中部、爪哇東部 
食性：蟋蟀、甲蟲、毛蟲、蜘蛛、蝨子等 
入侵紀錄：夏威夷群島、考艾島、歐胡島 

在台分佈狀況：在台灣有野外繁殖紀錄。出現於高雄市、臺北市、雲林縣、嘉義縣、台

南縣。 

 

 

型態特徵： 
體型略大（27 cm）而尾長的黑白色及赤褐色鵲鴝。雄鳥：頭、頸及背黑色而具藍

色光澤，兩翼及中央尾羽暗黑，腰及外側尾羽白，腹部橙褐。雌鳥似雄鳥但黑色為灰色

所代。虹膜－深褐；嘴－黑色；腳－淺肉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普遍分佈於山谷樹林，在樹木稀疏的低地闊葉林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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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已建立

一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態健康的生物。入

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el et al., 2005），也是威

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

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 120,000 外來物種，

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的經濟損

失，單單依據估計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之累

計，每年損失即約 3140 億美金。有關外來鳥種危害最著名的例子，

就是歐椋鳥（European starling, Sturnus vulgaris）引進美國後，由於

增加數量的龐大，不只每年造成農作物損失 10 億美金以上，更對當

地物種造成生態威脅（Pimentel et al., 2000）。 

台灣地區林立的鳥店與野外日益增多的外來鳥種，顯示侵入鳥種

的威脅，日益增加。根據Shieh et al.（2006）報告，從1994年起至2004，

台灣至少有290種外來寵物鳥種被引進入口，其中有93種逃逸野外成

為引入鳥種，28種有在野外繁殖的紀錄。外來物種入侵本地時，包括

四個階段：輸入（transport）、引進（introduction）、建立（establishment）

及擴張（spread）（Williams, 1996），侵入物種常因其在早期未被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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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其族群擴張至難以驅除、引起重大損失時才被注意，所以及早偵

測、評估、明快處理應是減少入侵物種危害、損失的最重要途徑，因

此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已成為世界

各地重要的生態研究主題（此可由google搜尋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超過1860,000相關網頁得知）。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也已發展針對台灣外來入侵鳥種處理順序

的評估系統，此評估系統包括三個方面的考量：處理緊迫性、入侵潛

力及生物特質（陳等，2007）。而後，有鑑於已入侵鳥種處理之急迫

性，我們將入侵鳥種分成三類：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入侵地點侷限

且可立即執行防制者 9 種）、B 長期觀察管理物種（入侵範圍廣或防

制困難需要長期研究觀察者 12 種）、C 待觀察評估物種（入侵危害及

防制待更確切的研究及評估者 15 種）（梁等，2010）。本報告即針對

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名單中的白腰鵲鴝，探討其分類、生態習性及入

侵其他地區的狀況，並根據這些背景資料及相關文獻提出移除或防制

的處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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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白腰鵲鴝（Copsychus malabaricus）原屬於鶲科（Muscicapidae），

但在最新出版的世界鳥書（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中歸

為鶇科（Turdidae）；而美國鳥類學會認為根據最新的分子親源分析

（Sangster et al., 2010）應該歸在鶲科（Muscicapidae）（http://www.aou. 

org/committees/nacc/proposals/2010-B.pdf）。 

白腰鵲鴝有12個亞種，這些亞種廣泛分布在印度、斯里蘭卡、中

國大陸南部、泰國、馬來西亞、越南等，不同地區的亞種雄鳥頭冠顏

色略有不同或全黑或有白冠，但皆具有白腰黑長尾及橙腹（圖一）（Del 

Hoyo et al., 2005）。在台灣出現的多為全黑頭的C. m. malabaricus，

此亞種雌成鳥顏色與雄鳥似，但背部及腹部顏色較淡、且顏色對比較

無雄鳥明顯（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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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白腰鵲鴝在原產地如越南為稀有的鳥種（Brooks-Moizer et al., 

2009），但卻能在非原產地成為成功的入侵鳥種。在夏威夷群島的歐

胡島（Oahu）及考艾島（Kauai），白腰鵲鴝是普遍的入侵鳥種。在

夏威夷的族群繁殖季是3～8月，可以孵兩窩，且生殖成功高達91%；

發現有兩隻以上雄鳥共用一巢的合作生殖；孵蛋期13.6天、育雛期12.4

天、雛鳥離巢後依賴親鳥期可至26天。在入侵地的夏威夷研究也發

現，餵食雛鳥的食物，53%是昆蟲成蟲、36%是蚯蚓、其他節肢動物

及幼蟲占10%、石龍子占1%，成鳥存活紀錄可達4.5年（Del Hoyo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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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白腰鵲鴝與鵲鴝（Oriental Magpie-robin, Copsychus saularis）同

屬，相較於其他同屬的不同鳥種，此兩種鵲鴝偏好較密的森林，並且

廣泛的分布在東南亞大陸及島嶼，在波羅洲（Bornea）兩種鵲鴝有雜

交的現象（Lim et al., 2010）。 

白腰鵲鴝偏好在樹木稀疏的低地闊葉林築巢，巢位於天然樹洞，

一窩2～5個蛋，以節肢動物為主食（Del Hoyo et al., 2005）。在原產

地的越南研究（Palko et al., 2009）發現，白腰鵲鴝在3～6月使用人工

巢箱及天然樹洞築巢，築巢棲地包括森林、灌木或森林邊緣，平均孵

蛋期是13.4天，一窩1～4個蛋，以3個蛋的窩數最多，窩的成功率是

85.1%，而且在人造園地（garden）的白腰鵲鴝，其繁殖季較早開始；

研究也發現白腰鵲鴝對巢箱使用率高（56.5%），雄鳥領域約0.3公頃，

遠高於夏威夷的0.09公頃紀錄（Aguon and Conant, 1994）。雖然白腰

鵲鴝於原產地越南被列為禁止商業販賣的保育鳥種（Group IIB of the 

Vietnam Government Decree 32/2006/ND-CP），但在越南河內（Hanoi）

的鳥類販賣市場仍占有相當的比例（2.3%）（Brooks-Moizer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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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根據中華鳥會的紀錄，白腰鵲鴝在台灣的野外紀錄可追朔至 1988

年（Fan et al., 2009），主要分布在海拔 400 公尺以下的山區，從北至

南只有東部沒有發現紀錄，繁殖地則集中在台灣西側中南部（任與

謝，2007a；Fan et al., 2009）。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於 2006 年及 2007 年，在雲林縣林內地區

調查此鳥種的族群分布和繁殖行為，發現其繁殖成功率（離巢幼鳥數

/總卵數）可達 49%（n = 27）（吳等，2009）。任與謝（2007b）在 2007

年於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進行白腰鵲鴝的繁殖觀察，發現白腰鵲鴝於

3～6 月築巢，巢位於既有樹洞、離地面高度 0.7～3.4 公尺，母鳥啣

枯草築巢，一窩 4～5 個蛋，蛋底色為淡綠具有棕班，雄鳥及雌鳥都

有育雛行為（圖三）。 

由於在雲林地區的白腰鵲鴝族群數量於 2005 年之後突然大幅增

加，引起關注，於是在林務局補助下於 2007 年實施白腰鵲鴝的移除

計畫，隨後 2008 年並擴展至彰化、南投、台南及高雄地區（Fan et al., 

2009）。2008 年至 2011 年止，4 年期間在台灣中南部總共至少移除

872 隻白腰鵲鴝及 21 個蛋，移除鳥隻中成鳥占 65%、幼雛鳥占 35%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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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白腰鵲鴝對台灣生態的危害主要有傳染禽流感，及對台灣本地脊

椎動物的掠食、競爭與干擾等負面衝擊。 

一、傳染禽流感 

白腰鵲鴝的原產地中國與東南亞地區，被認為是人類傳染病的新

興熱點（Jones et al., 2008），尤其是禽流感曾經大流行的越南，雖然

在 2005 年有立法禁止市區寵物貿易，但仍不能杜絕寵物鳥如白腰鵲

鴝的貿易（Brooks-Moizer et al., 2009），如果在禽流感流行時，由這

些疫區進口的寵物鳥包括白腰鵲鴝極可能成為禽流感的傳染媒介。 

 

二、對本地脊椎動物的負面衝擊 

白腰鵲鴝對台灣脊椎動物造成的負面衝擊包括掠食、傳染鳥類疾

病、與本地鳥種競爭資源、干擾本地鳥種繁殖等。 

根據林等（2009）研究，白腰鵲鴝會掠食本地種的青蛙及蜥蜴等

脊椎動物，此食性是原產地所沒有的。而在鳥類疾病的傳染，白腰鵲

鴝血液發現有兩種鳥類瘧原蟲（avian malaria parasites）（Laird, 1962）

及血液孢子寄生蟲（haemosporozoan parasites, Haemoproteus copsychi）

（Paperna et al., 2008），可見白腰鵲鴝會攜帶多種鳥類病原體，值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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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地鳥種的資源競爭方面，因為白腰鵲鴝主食為昆蟲，所以對

低海拔森林的食蟲鳥種將產生很大的競爭壓力。另外在巢位的競爭

上，白腰鵲鴝以麻竹筒做為築巢點與本地種棕面鶯（Abroscopus 

albogularis）與頭烏線（Alcippe brunnea）利用重疊（范與方，2006），

而本地種體型較大的黃嘴角鴞也被發現會利用竹筒洞築巢，所以也受

白腰鵲鴝利用竹筒築巢的競爭（吳等，2009）。在台灣許多地區都有

架設巢箱供給山雀築巢，目前雖尚無白腰鵲鴝利用這些巢箱的發現，

但因為白腰鵲鴝善利用人工巢箱築巢（Palko et al., 2009），所以不排

除會與這些山雀競爭巢箱，尤其是在海拔較低的山區，若架設巢箱將

有助長白腰鵲鴝繁殖的風險。 

白腰鵲鴝以其婉轉歌聲而為受歡迎的寵物鳥種，雄鳥在繁殖季鳴

唱並能模仿本地鳥種聲音增加其歌聲複雜度，進而干擾低海拔共域的

畫眉科鳥種如小彎嘴、台灣畫眉等鳥種的鳴唱行為，嚴重影響這些鳥

種在繁殖季時領域及求偶的行為（謝，2007；高雄鳥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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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四），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白腰鵲鴝歷經2008～2011年四年的移除計畫已成功將族群量最

大的雲林地區降為2008年族群量之50%以下（鍾等，2012），移除的

方法主要利用鳥音、鳥媒搭配戰鬥籠或霧網進行捕捉並輔以找巢的方

式，移除成效良好。鍾等（2012）在其防治作業程序建議書中也探討

比較國外其他移除方法，如射擊、毒藥（有限制性的毒藥）及巢蛋的

破壞（使用在小範圍）等方式最後認為運用霧網、戰鬥籠的誘捕是最

有人道考量、且對動物生態衝擊最小的防治方式。考量白腰鵲鴝在台

灣的高適應力（過去在台灣的成功繁殖紀錄）及目前在台灣野外仍有

不少的數量（如中部的雲彰地區及高雄市）尚未移除殆盡，建議應該

持續鍾等（2012）已經建立完善的白腰鵲鴝防治程序，包括通報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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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鳥隻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才能防止白腰鵲鴝族群擴大至全台

灣造成無法彌補的危害。 

 

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針對白腰鵲鴝在台灣的入侵現況，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建議如

下： 

1. 應持續鍾等（2012）已建立的白腰鵲鴝防治作業程序，包括通報

與宣導、族群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 

2. 由於白腰鵲鴝在台灣為寵物鳥種，應控管寵物引入管道，除禁止

其從禽流感疫區進口外，寵物市場的規範與寵物商的協調是必須

的。 

3. 由於白腰鵲鴝善利用人工巢箱，也會利用天然樹洞，所以可以加

強這些具有豐富天然樹洞的低海拔林地或有人工巢箱的棲地，加

強白腰鵲鴝的監測與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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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地區 2008～2010 年間白腰鵲鴝移除類別（成鳥、幼雛、

鳥蛋）及數量 

年代 移除地區 成鳥 幼雛鳥 蛋 資料來源 

2008 雲林、南投、彰化、台南、高雄 165 93 8 吳等，2009 

2009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20 84 10 吳等，2010 

2009 高雄 9 0 0 高雄鳥會，2011

2010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45 72 3 鍾等，2011 

2010 高雄 13 0 0 高雄鳥會，2011

2011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15 56 0 鍾等，2012 

總計  567 30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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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白腰鵲鴝不同亞種雄鳥外型及C. m. malabaricus雌鳥（Del Hoyo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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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雄成鳥 

 
（b）雌成鳥 

 

圖二、台灣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白腰鵲鴝成鳥（任永旭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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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白腰鵲鴝（a）巢洞外觀，（b）雌鳥銜巢

材，（c）蛋外觀，及（d）雌鳥攜食物育雛（任永旭拍攝） 

（a）巢洞外觀 （c）蛋外觀 

（b）雌鳥銜巢材 （d）雌鳥攜食物育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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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修改自Wittenberg and Cock, 

2005） 



 
 

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鳥種 - 中國藍鵲（紅嘴藍鵲）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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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藍鵲原產於中國大陸及印度，在台灣為籠中逸鳥，自 2001

年起就有野外紀錄，2007 年在台灣中部發現有繁殖巢並有與台灣藍

鵲合作生殖的雜交情況。中國藍鵲曾經入侵夏威夷，但已被成功剷

除。中國藍鵲在 2007 年發現繁殖後，雖立即移除繁殖的成鳥及巢中

雛鳥，但目前仍有少數在逃的中國藍鵲。因為中國藍鵲能與台灣藍鵲

合作生殖，所以就算只有 1 隻在逃，無論雌雄個體，仍有與台灣藍鵲

雜交的危害發生。加上中國藍鵲會傳染隱孢子蟲給人及其對台灣本地

動物的危害（包括掠食、競爭），建議應該持續已建立的通報及移除

的工作程序，並管控進口及寵物鳥店的販賣。 

 



已入侵外來種 – 鳥類 
鴉科 Corvidae 
 
中文俗名：紅嘴藍鵲/中國藍鵲 
物種學名：Urocissa erythrorhyncha 
原產地：滿州（指中國東北地區）西南及中國北部；中國中部到雲南南部、寮國北部及

越南北部；中國西南（雲南北部）及緬甸東北；喜馬拉雅山脈；阿薩姆到中南

半島山丘） 
食性：果實、昆蟲、其他小鳥、蛋、腐肉。 
入侵紀錄：夏威夷（西班牙野外偶見無繁殖， 

http://www.gisp.org/whatsnew/docs/wild-birdtrade.pdf） 
在台分布狀況：在台灣有野外繁殖紀錄。出現於台中縣、苗栗縣、臺北縣、基隆市、南

投縣、高雄市。 

 

 

型態特徵： 
體長約為 68 cm。有亮藍色長尾巴，黑色頭部有著白色頂冠。腹部與排泄口為白色。

尾巴外側羽毛顏色有漸層和黑色，末端為白色；虹膜、鳥喙和腳為紅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常出現於森林邊緣、灌木村落旁，也常在地面覓食。常發出吵雜聲以小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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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已建立

一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態健康的生物。入

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el et al., 2005），也是威

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

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 120,000 外來物種，

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的經濟損

失，單單依據估計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之累

計，每年損失即約 3140 億美金。有關外來鳥種危害最著名的例子，

就是歐椋鳥（European starling, Sturnus vulgaris）引進美國後，由於

增加數量的龐大，不只每年造成農作物損失 10 億美金以上，更對當

地物種造成生態威脅（Pimentel et al., 2000）。 

台灣地區林立的鳥店與野外日益增多的外來鳥種，顯示侵入鳥種

的威脅，日益增加。根據Shieh et al.（2006）報告，從1994年起至2004，

台灣至少有290種外來寵物鳥種被引進入口，其中有93種逃逸野外成

為引入鳥種，28種有在野外繁殖的紀錄。外來物種入侵本地時，包括

四個階段: 輸入（transport）、引進（introduction）、建立（establishment）

及擴張（spread）（Williams, 1996），侵入物種常因其在早期未被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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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其族群擴張至難以驅除、引起重大損失時才被注意，所以及早偵

測、評估、明快處理應是減少入侵物種危害、損失的最重要途徑，因

此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已成為世界

各地重要的生態研究主題（此可由google搜尋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超過1860,000相關網頁得知）。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也已發展針對台灣外來入侵鳥種處理順序

的評估系統，此評估系統包括三個方面的考量：處理緊迫性、入侵潛

力及生物特質（陳等，2007）。而後，有鑑於已入侵鳥種處理之急迫

性，我們將入侵鳥種分成三類：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入侵地點侷限

且可立即執行防制者 9 種）、B 長期觀察管理物種（入侵範圍廣或防

制困難需要長期研究觀察者 12 種）、C 待觀察評估物種（入侵危害及

防制待更確切的研究及評估者 15 種）（梁，2010）。本報告即針對 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名單中的中國藍鵲，探討其分類、生態習性；及入

侵其他地區的狀況，並根據這些背景資料及相關文獻提出移除或防制

的處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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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中國藍鵲（紅嘴藍鵲）（Red-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erythroryncha）為鴉科（Corvidae）的一種，與黃嘴藍鵲（Yellow-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flavirostris）及台灣藍鵲（Taiwan Blue Magpie, 

Urocissa caerulea）形成一個超種（superspecies）。超種是指一群親源

接近但分布在不同地區偶而會雜交的物種（Mallet, 2007）。中國藍鵲

有 5 個確認的亞種，分別分布在印度東北、印度西北、中國大陸南部、

中國大陸東部、及海南等大陸東南部（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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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在夏威夷的歐胡島（Oahu）曾有逃逸的中國藍鵲在野外形成一

小族群，但目前已經剷除（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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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中國藍鵲雌雄外型顏色相似，都具紅嘴及很長的白端藍色尾羽。

中國藍鵲除了白腹（台灣藍鵲是藍腹）及白頭冠（台灣藍鵲頭全黑色）

外，其他特徵都與台灣藍鵲相似（圖一）。中國藍鵲的聲音多樣而吵

雜，甚至會模仿松鼠、猛禽及杜鵑鳥的叫聲（Del Hoyo et al., 2009）。 

中國藍鵲原產於印度及中國大陸，主要棲息於闊葉林，然而在香

港海平面的紅樹林至喜馬拉雅山 2200 公尺的海拔都有中國藍鵲的紀

錄。食性雖是雜食但以肉食為主；食物種類包括較大的無脊椎動物如

甲蟲、毛毛蟲，及樹蛙、蜥蜴、其他鳥種的蛋及雛鳥，甚至是小型哺

乳類等；也會吃腐肉或廚餘。中國藍鵲雖以肉食為主，但也發現攝食

整顆果實，是中國大陸瀕危植種南方紅豆杉（Chinese yew, Taxus 

chinensis）種子傳播的重要鳥種（Lu et al., 2008）。 

覓食群以家族組成，通常是 6 至 7 隻一群，也曾有黃嘴藍鵲與中

國藍鵲共同覓食的紀錄。中國藍鵲雌雄共同築巢及育幼，一般認為是

單對繁殖但也有可能與台灣藍鵲相似有合作生殖的行為（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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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根據中華鳥會的資料庫顯示，從 2001 年起就有野外逃逸的中國

藍鵲，台灣北中南部皆有發現紀錄，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表一）。

繁殖記錄則在 2007 年台中縣和平鄉武陵地區及大甲鎮郊區首度發

現，隨後即展開移除相關工作（姚等，2007）。 

在武陵發現的巢有 5 顆蛋，幼雛成功孵化後，與台灣藍鵲相似也

有巢邊幫手育雛期間，5 隻成鳥都會回巢餵養幼雛。在台中縣大甲鎮

發現的巢，內有 3 隻幼雛，正由 1 隻紅嘴藍鵲與 1 隻台灣藍鵲輪流餵

食，初步證實中國藍鵲會與台灣藍鵲雜交並繁衍後代。 

雖然 2007 年兩地發現繁殖的中國藍鵲已經確認捕捉移除，但

2008 年之後在武陵地區仍有中國藍鵲的發現（表一），2009 年更發

現有成群中國藍鵲（http://mypaper.pchome.com.tw/earthk2009/post/ 

1312005393），持續至 2010～2012 都有目睹拍攝紀錄，可見武陵地

區仍有中國藍鵲族群存在。（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 

taipeibird16&f=7091791&i=11849669；http://album.udn.com/rejon15/ 

photo/5960854?o=new；http://tw.myblog.yahoo.com/binfeng-peng/ 

article?mid=18220&next=17014&l=f&fid=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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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中國藍鵲對台灣陸域生態的衝擊包括對台灣野生動物的危害及

公共衛生。對台灣野生動物的危害最嚴重的是會與台灣特有種台灣藍

鵲雜交，其次為對本地脊椎動物的掠食與資源的競爭。 

一、與台灣藍鵲雜交 

已經發現有紅嘴藍鵲與台灣藍鵲共同築巢繁衍後代（姚等，

2007），兩種的雜交將會造成台灣藍鵲獨特基因的喪失。因為兩種藍

鵲都有合作生殖的可能，所以只要少數的中國藍鵲不限雌雄個體，都

可以與台灣藍鵲因為合作而共同繁殖，大大增加雜交的可能與成功

性，所以逃逸的隻數雖不多卻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二、對台灣脊椎動物的掠食與資源競爭 

中國藍鵲以肉食為主，食物種類不僅包括較大的無脊椎動物，也

包括樹蛙、蜥蜴、其他鳥種的蛋及雛鳥、小型哺乳類等（Del Hoyo et 

al., 2009）。加上中國藍鵲常成群出現，不僅會壓迫台灣其他肉食性的

鳥種覓食，也會掠食台灣本地種的樹蛙或蜥蜴。 

 

三、公共衛生 

中國藍鵲有可能使人類感染會導致下痢的寄生蟲。Q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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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在鳥店販賣的中國藍鵲糞便驗出有隱孢子蟲

（Cryptosporidium spp.），隱孢子蟲是原蟲類寄生蟲，其宿主範圍十

分廣泛，可造成人類的隱孢子蟲症（cryptosporidiosis），是造成下痢

的主因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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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二），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因為中國藍鵲會與台灣藍鵲雜交，造成台灣多樣性的喪失，所以

應該被列為禁止入口的黑名單，並對已經逃逸野外的個體，加強移除

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移除方面，針對小族群的中國藍鵲，姚等（2007）以弓網陷阱及

霧網兩種方法捕捉成鳥，配合巢蛋及雛鳥的移除，成效良好。唯因中

國藍鵲就算只有一隻在逃仍可與台灣藍鵲合作生殖的可能，產生雜交

危害，所以通報的宣導與移除的工作必須持續進行至完全沒有中國藍

鵲在逃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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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中國藍鵲外型雖優美但卻有極大的入侵危害，建議外來的防治管

理重點如下： 

1. 公眾觀感及支持：加強宣導中國藍鵲對台灣動物的危害及可能引

起的公共衛生風險，並利用民眾的通報，加強偵測少數鳥隻的活

動範圍，以利進行後續的移除工作。 

2. 禁止進口，管控寵物市場現有的中國藍鵲並訂定寵物飼養規範，

減少逃逸。 

3. 建立跨部會的合作協調及中央與地方間的溝通機制，促使防治與

管理的各個流程都能夠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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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國藍鵲在台灣的野外紀錄（資料來源：中華鳥會，http:// 
wildbird.e-land.gov.tw/wildbird/newwildbird/Record/searchrecord. 
asp?b_id=5413） 

發現日期 地點 記錄人 數量 
2012/07/16 台中武陵農場 趙偉凱 1 
2009/03/08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9/03/07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9/02/09 台中武陵農場 張珮文 1 
2009/02/08 台中武陵農場 蘇昭如 1 
2009/01/29 台中武陵農場 侯毅倫 1 
2008/06/06 台中武陵農場 楊榮崇 1 
2008/02/10 台中武陵農場 侯承昊 1 
2007/06/16 台中武陵農場 陳介鵬 2 
2007/05/12 台中武陵農場 張國郎 2 
2007/02/06 台中武陵農場 茆世民 5 
2007/02/05 台中武陵農場 茆世民 5 
2007/01/27 台北新店 張國郎 4 
2006/02/11 台中武陵農場 潘致遠 3 
2005/06/22 高雄美術館 謝宛珊 11 
2005/04/19 南投奧萬大 盛士淦 3 
2004/11/28 台中武陵農場 張凱音 3 

2004/11/24 基隆八斗子 蕭世輝,吳
政翰 1 

2004/11/15 台中武陵農場 陳文君 6 
2004/07/18 桃園龍潭景觀步道 孫金星 1 
2004/05/22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4/03/21 台中武陵農場 簡克昌 4 
2003/12/13 台中武陵農場 盧勁羽 1 
2003/05/11 台中武陵農場 侯毅倫 1 
2002/04/14 南投竹山一光山 樂國柱 1 
2001/05/28 台中武陵農場 吳宗隆 1 
2001/04/24 台中武陵農場 陳坤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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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國藍雀 

 

（b）台灣藍鵲 

 
圖一、（a）中國藍雀（Red-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erythroryncha），

（b）台灣藍鵲（Taiwan Blue Magpie, Urocissa caerulea）（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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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修改自Wittenberg & Cock,  

2005） 



 

 

 
 

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鳥種 - 黑頭棲群織布鳥/黑頭織雀 
（Ploceus cucullatus） 

 

 

 

 

 

 

 

 

 

 

 

 

謝寶森 
 



 

 

摘  要 

黑頭織雀原產於非洲，台灣在 1996 年的鳥店調查就有販賣紀

錄，從 2003 年起在人圈養的動物園、鳥園都有成功繁殖，直至 2010

年在台灣的苗栗，首度發現野外繁殖的族群，隨後雖移除但目前仍有

逃逸野外。黑頭織雀不僅在原產地是嚴重的農害鳥種，在其入侵的美

洲，也產生嚴重的農害損失。有鑑於黑頭織雀是嚴重的農害鳥種及對

台灣本地鳥種的競爭危害，為防止仍逃逸野外的黑頭織雀族群的擴

展，建議應該加強繁殖棲地的監測，針對有繁殖黑頭織雀的鳥園或動

物園做必要的管控，宣導民眾認識入侵鳥種的危害並鼓勵通報。 

 



 

 

已入侵外來種 – 鳥類 
織布文鳥科 Ploceidae 
 
中文俗名：黑頭棲群織布鳥/黑頭織雀 
物種學名：Ploceus cucullatus 
原產地：非洲，塞內加爾到喀麥隆及查德；加彭到薩伊及安哥拉北部；薩伊北部到烏干

達、蘇丹南部及坦尚尼亞西北盡頭；薩伊南部；及鄰近的坦尚尼亞西邊；衣索

比亞；索馬利亞南部到肯亞、坦尚尼亞、馬拉威及莫三比克北部；南非 
食性：種子、穀物、昆蟲 
入侵紀錄：留尼旺島、模里西斯（Moulton and Sanderson, 1997） 

在台分佈狀況：在台灣有野外逃逸及繁殖紀錄（2010 苗栗後龍）。 

 
 

http://www.digimages.info/tisgen/tisgen.htm  
型態特徵： 

體長約 15～17 公分，有著圓錐狀的鳥喙和深紅色眼睛。在北方的族群，繁殖期的

雄性頭部為黑色，頸部與胸部間為栗色；在南方的族群，黑色與栗色部分減少，且在繁

殖期的雄性只有臉與喉嚨為黑色，頸部與頭頂則為黃色；在其他部分則全部族群都一

樣，有黑色鳥喙、黃色的身體與翅膀。非繁殖期的雄性頭部為黃色，頭頂為橄欖綠，身

體上半部為灰色，下半部為白色，翅膀為黃色與黑色。雌性身體上半部有橄欖綠色的條

紋，翅膀為黃色和黑色，身體下半部為淺黃色。雛鳥與雌性相似，但背部較咖啡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開放或半開放棲地，如林地或鄉鎮等人類活動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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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已建立

一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態健康的生物。入

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el et al., 2005），也是威

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

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 120,000 外來物種，

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的經濟損

失，單單依據估計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之累

計，每年損失即約 3140 億美金。有關外來鳥種危害最著名的例子，

就是歐椋鳥（European starling, Sturnus vulgaris）引進美國後，由於

增加數量的龐大，不只每年造成農作物損失 10 億美金以上，更對當

地物種造成生態威脅（Pimentel et al., 2000）。 

台灣地區林立的鳥店與野外日益增多的外來鳥種，顯示侵入鳥種

的威脅，日益增加。根據Shieh et al.（2006）報告，從1994年起至2004，

台灣至少有290種外來寵物鳥種被引進入口，其中有93種逃逸野外成

為引入鳥種，28種有在野外繁殖的紀錄。外來物種入侵本地時，包括

四個階段：輸入（transport）、引進（introduction）、建立（establishment）

及擴張（spread）（Williams, 1996），侵入物種常因其在早期未被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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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其族群擴張至難以驅除、引起重大損失時才被注意，所以及早偵

測、評估、明快處理應是減少入侵物種危害、損失的最重要途徑，因

此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已成為世界

各地重要的生態研究主題（此可由google搜尋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超過1860,000相關網頁得知）。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也已發展針對台灣外來入侵鳥種處理順序

的評估系統，此評估系統包括三個方面的考量：處理緊迫性、入侵潛

力及生物特質（陳等，2007）。而後，有鑑於已入侵鳥種處理之急迫

性，我們將入侵鳥種分成三類：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入侵地點侷限

且可立即執行防制者 9 種）、B 長期觀察管理物種（入侵範圍廣或防

制困難需要長期研究觀察者 12 種）、C 待觀察評估物種（入侵危害及

防制待更確切的研究及評估者 15 種）（梁等，2010）。本報告即針對

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名單中的黑頭織雀，探討其分類、生態習性；及

入侵其他地區的狀況，並根據這些背景資料及相關文獻提出移除或防

制的處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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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黑頭棲群織布鳥/黑頭織雀（Village Weaver, Ploceus cucullatus）

為在非洲分布最廣的織雀科（Family Ploceidae, Weavers）種類，但在

分類上此種可與巨織雀（Giant Weaver, P. grandis）形成超種

（superspecies），超種是指一群親源接近但分布在不同地區偶而會雜

交的物種（Mallet, 2007）。黑頭織雀也能與黑織雀（Vieillot’s Black 

Weaver, Ploceus nigerrimus）雜交（圖一），加上屬於此種的亞種名常

有變動，所以此種的界線並不明確。黑頭織雀包含諸多的亞種

（subspecies）及品系（race）；目前確認的亞種有 5 個（P. c. cucullatus, 

P. c. collaris, P. c. abyssinicus, P. c. nigiceps, P. c. spilonotus），都分布在

非洲（Del Hoyo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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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黑頭織雀是常見的籠中逸鳥，已能成功的由人工繁殖，目前在許

多地方都有入侵的族群，產生嚴重的農害。 

在 17 世紀黑頭織雀就被引入至印度，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在中

南美洲島嶼都陸續有發現逃逸野外紀錄，但都維持在低密度，直到

1960 年代在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黑頭織雀族群暴

增，造成嚴重的稻米危害。 

在非洲外海的模里西斯（Mauritius）小島上，在 1886 年有籠中

逃逸的紀錄開始，至 1982 年黑頭織雀已成為與麻雀（House sparrow）

同列為此島最嚴重的農害鳥種（Lahti, 2003a）。現在北美洲及中南美

洲的波多黎各（Puerto Rico）、委內瑞拉（Venezuela）及歐洲的義大

利及法國都有引入繁殖的紀錄；目前黑頭織雀的引入尚未有失敗的例

子 （Lahti, 2003a）。 

寵物鳥販賣（cage bird trade）是造成黑頭織雀引入至他地的最重

要原因，根據塞內加爾每年的寵物鳥出口統計，13%是織雀屬鳥種，

而歐洲的法國是最大進口國，美國市場則在 1980 年代取代法國成為

最大宗進口國（Lahti,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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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黑頭織雀成鳥雌雄體色不同，雌鳥頭部及臉部黃綠色，雄鳥則臉

部全黑，頭部則在不同的亞種或是全黑（P. c. collaris）、或是全黃（P. 

c. spilonotus）、或是黃黑各半（P. c. abyssinicus）（圖一）（Del Hoyo et 

al., 2010）。 

黑頭織雀多巢聚集在同一樹上，為聚集式的繁殖（colonial 

breeding），配對系統是一夫多妻制（polygyny），巢由雄鳥編織完成，

根據Collias and Collias（1971）觀察，在一個生殖季中雄鳥要編織9

至10個鳥巢才有一窩成功孵化，所以雄鳥的能量多用於編織巢及展示

吸引雌鳥；反之，雌鳥只修補巢內襯並孵蛋，並負責主要的餵雛工作

（Collias and Collias, 1967）。 

黑頭織雀的蛋個體間差異大，親鳥能記憶並辨識自己蛋的顏色及

斑點，此種能力有助於抵抗杜鵑鳥種（Diederik Cuckoo, Chrysococcyx 

caprius）的托卵寄生（brood parasitism）（Lahti and Lahti, 2002）。 

黑頭織雀喜歡潮濕棲地，在雨季時傍水繁殖，雨量是黑頭織雀形

成生殖群及同步生殖的重要因子（Hall, 1970）；雨季的長短也決定

生殖季的長短 （Da Camara-Smeets, 1982）。但在被入侵的中南美洲，

竟發現在乾燥沙漠地，此鳥會靠覓食仙人掌果實進行繁殖，仙人掌果

實的水含量已取代雨量成為刺激黑頭織雀繁殖的重要因素（Lah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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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b）。 

黑頭織雀鳴聲吵雜多樣（Collias, 1963），至少可區分成26型

（Collias, 2000）。黑頭織雀是具廣泛生態適應的鳥種（ecological 

generalist）（Lahti, 2003a），以種子為主要食物，也食用果實及昆蟲。 

黑頭織雀通常棲息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水邊林地、灌木疏原、

農墾地、郊區園地，習慣出現在人為的環境，是非洲數量最多的織雀

種類，在史瓦濟蘭（Swarziland）估計有20,000隻。在奈及利亞（Nigeria）

黑頭織雀的標本占了傳統藥用鳥體的59%（Del Hoyo et al., 2010）。黑

頭織雀在原產地的非洲是破壞穀物榜上有名的害鳥種類（Manikowski, 

1984），也是奈及利亞危害高蛋白玉米品種產量的前3鳥種之一（另2

個危害鳥種為Francolinus bicalcaratus, bush fowl；Lonchura spp, 

Bronze marikins）（Fayenuwo et al., 2007）。 

因為黑頭織雀多聚集生殖築巢於經濟樹種如椰子樹、棕梠樹、香

蕉樹等，並利用其葉子做巢材使得危害加劇，加上其成群取食稻米穀

粒、玉米粒、油棕果實（Funmilayo and Akande, 1976），農作損害多

發生於果實形成時期（Inah et al., 2007）；再者，根據Adegoke（1983）

捕捉標識鳥隻的研究發現，研究期間最遠活動距離是1.5公里，顯示

黑頭織雀並不做長距離的遷徙，危害農作的多是當地留鳥。所以，黑

頭織雀是非洲當地提高農產量最需要控制的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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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被引進台灣在寵物店有販賣紀錄的織雀科鳥種有 6 種：黑頭織

雀、橙色織雀（Orange Weaver, Ploceus aurantius）、黃肩羽寡婦鳥

（Euplectes macrourus）、黑翅紅寡婦鳥（Euplectes hordeaceus）、

紅寡婦鳥（Euplectes orix）及黃頂寡婦鳥（Euplectes afer），這 6 種

在台灣都有被發現逃逸野外（Shieh et al., 2006）。 

其中只有橙色織雀與黑頭織雀在台灣有野外繁殖紀錄，且橙色織

雀的販賣及繁殖紀錄都比黑頭織雀要早；1994 年的寵物調查就有橙

色織雀的販賣紀錄而黑頭織雀則至 1996 才有販賣紀錄，且黑頭織雀

在台灣野外的繁殖紀錄距今也不超過 5 年。 

黑頭織雀在台灣的繁殖，在 2009 年之前只局限於人為圈養的環

境如新竹綠世界、新竹市立動物園（ http://www.appledaily. 

com.tw/appledaily/article/property/20060806/2800743/）

（ http://tw.myblog.yahoo.com/fm10375/article?mid=1578&l

=f&fid=55），最早查到的報導為 2003 年在台北市立動物

園就有繁殖的現象（ http://www.epochtimes.com/b5/3/1/21/ 

n268240.htm）。而黑頭織雀於台灣野外的繁殖，則直到 2010

年才於苗栗後龍被發現（7 隻黑頭織雀成鳥及 12 個鳥巢，https: 

//sites.google.com/a/aisstop.tw/aisstop/wai-lai-niao-zhong-jian-ce-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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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shao/cheng-gong-fang-zhi-an-li），隨後經林務局會同相關單

位摘除 3 個鳥巢並移除 3 隻雄鳥、1 隻雌鳥及 4 隻幼雛（林務局

新聞 2010/7/15, 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52398&ctNode= 

1787&mp=1）。此次發現點黑頭織雀築巢於水邊（池塘邊），（http:// 

www.peopo.org/news/56667）築巢時間是 5 月，雄鳥以野草為巢材編

隻多個鳥巢，2 隻雄鳥共編織 12 鳥巢，但使用的只有 4 個鳥巢。 

2011 年持續在新竹新豐有發現雄鳥蹤跡（http://www.flickr.com/ 

photos/bobdu/6171772737/）及未知地點有戴腳環的母鳥、雄鳥及鳥巢

（http://gallery.dcview.com/showGallery.php?id=46837），可見 2010 年

的移除行動之後仍有逃逸在野外並繁殖的黑頭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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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黑頭織雀對台灣陸域生態的衝擊主要有農作物的危害及與本地

鳥種的資源競爭。 

一、危害農作物 

黑頭織雀主要以種子為食，不管在原產地或入侵地都能引起嚴重

的農作危害（Manikowski, 1984；Fayenuwo et al., 2007；Lahti, 2003a），

加上其高繁殖的族群擴張力，能夠在短時間內暴增族群，所以對台灣

農作的危害潛力不可忽視。 

 

二、與本地鳥種競爭 

黑頭織雀主要以種子為食，與本地鳥種如白腰文鳥（Lonchura 

striata）、斑文鳥（L. punctulata）等同以種子為主食的鳥種，競爭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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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二），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Lahti（2003a）認為控管黑頭織雀最好的策略是禁止進口，其他

控制族群的方法如用火、稻草人、破壞巢、砍掉巢棲的樹等在非洲都

沒有較成功的效益。毒餌雖對數量多的個體能暫時有效的控制，但較

昂貴且會有其他動物誤食遺害（Witmer et al., 2007）。由於黑頭織雀

的繁殖季與雨量關係密切（Lahti, 2003b），且目前發現在台灣繁殖的

地點為水邊，所以建議進行繁殖棲地的監測並配合移除行動。 

根據 Adegoke（1983）的研究發現，黑頭織雀最遠活動距離是 1.5

公里，所以繁殖棲地的監測應根據過去的繁殖地點及有繁殖黑頭織雀

的動物園，在周遭 2 公里內的水邊棲地，於可能進行繁殖的時間（3

～8 月）進行巡視，一旦發現有築巢，立即捕抓成鳥並摘除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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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黑頭織雀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參考美國對付入侵脊椎動物常面

臨的主要問題（Witmer et al., 2007）建議如下： 

1. 鳥園及動物園的管控：因為台灣逃逸野外的黑頭織雀可能來自人

圈養的動物園或鳥園等，加上黑頭織雀在人圈養環境能成功的繁

殖，更增加其逃逸野外的風險，所以與鳥園及動物園的協調與規

範是必須的。 

2. 公眾觀感及支持：公眾缺乏入侵動物造成傷害的知識且無法區辨

本地種與外來入侵種，對看起來無害漂亮的外來種並不覺得有任

何危機感，對外來種抱持友善的態度除非證明有害否則是無辜的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所以要讓民眾瞭解外來種入侵的

危害，對入侵外來種終極目標應是消滅所有個體，所以應該宣導

並鼓勵民眾，發現黑頭織雀在拍下美麗照片之後，應立即通報相

關單位進行移除的工作。 

3. 加強與持續野外繁殖棲地的監測：針對過去發現的野外繁殖點、

與有黑頭織雀繁殖的鳥園動物園等，周遭 2 公里內的水邊棲地，

定時巡視與監測，一旦發現黑頭織雀築巢，應立即移除巢與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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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黑頭織雀 

 
（b）巨織雀 

 
（c）黑織雀 
 

圖一、（a）黑頭織雀（Village Weaver, P. cucullatus）的四個亞種，（b）
巨織雀（Giant Weaver, P. grandis），（c）黑織雀（Vieillot’s Black 
Weaver, Ploceus nigerrimus）的兩個亞種（P. n. nigerrimus, P. n. 
castaneofiuscus）（Del Hoyo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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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修改自Wittenberg and Cock, 

2005） 
 



 
 

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大嘴鱸 

（Micropterus salmoides） 
 
 
 
 
 
 
 

梁世雄 
 
 



摘 要 

大嘴鱸（Micropterus salmoides）為原產於北美的掠食性魚類，

亦為受歡迎的垂釣魚種，因此，被引進加拿大、日本、中國等國家。

影響大嘴鱸的成長因子，最重要為冬季低水溫及其持續時間。該魚種

可利用靜水及流水之多種水域，有護巢及保護幼魚行為，其掠食食性

除可能造成水生生物數量減少及滅絕外，並可能造成食物網之連鎖作

用，引起水域族群之族群數量和形態之變動。在日本，該魚被描述為

〝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魚類〞，也被鼓勵移除。 

對於大嘴鱸之控管，仍應以移除為主，可先限制族群量，設法限

縮，再完全撲殺，但亦應教育民眾及釣友，勿隨意棄置與放流，以免

造成入侵危害。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太陽魚科 Centrarchidae 
 
中文俗名：大嘴鱸 
中文名稱：美洲大嘴鱸 
物種學名：Micropterus salmoides 
原產地：北美五大湖、密西西比河流域、哈得遜灣、北卡羅萊那州到佛羅里達與到墨西

哥北部的大西洋的流域 
食性：成魚吃魚、小龍蝦與青蛙；幼魚捕食甲殼動物、昆蟲與小魚 
入侵紀錄：夏威夷、日本、關島、中國等 59 國家 
在台分布狀況：基隆情人湖、龍潭 

 
http://www.fishbase.com/Photos/PicturesSummary.php?ID=457&what=s

pecies 

形態特徵： 
體長約 40 公分，最大可達 97.0 公分，體重可達 10,100 克。背棘（總數）：10；背

的軟條（總數）：11 – 14；臀棘：3；臀鰭軟條：10 – 12；脊椎骨：30 – 32。嘴大，顎的

延伸超過眼。背面為綠色至橄欖色，腹部為乳白色至黃色，具有一個從鰓蓋到尾鰭基底

延續的黑色的條紋。尾鰭圓狀。尾鰭有 17 個鰭條。 
偏好棲地與習性： 

棲息環境為淡水，深度可達 7 m，底棲。環境溫度介於 10°C～32°C 的亞熱帶區 47°N
～26°N。棲息於清澈長滿植物的湖泊、池塘、沼澤。也在小溪的洄水區、水池與河中。

成魚吃魚、小龍蝦與青蛙；幼魚捕食甲殼動物、昆蟲與小魚；有時同類相食。5～10 年

可達性成熟，在產卵時不進食。在北美洲為受歡迎的遊釣魚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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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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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工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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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鱸魚（Micropterus salmoides）原產於北美洲，是一種入侵性

及競爭能力都很強勢的魚種，分布範圍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入侵

之大嘴鱸將威脅本土的中小型魚種，對當地水域之生物多樣性也會造

成極嚴重負面的威脅。 

加拿大漁業及水產部在 2009 年對於大嘴鱸在加拿大之棲地可能

漸漸擴大，而對其生物背景、分布及可能衝擊進行整理，以提早因應，

本報告摘錄與整理 Brown et al.（2009）部分資料，並對大嘴鱸在亞

洲地區入侵後之相關研究內容，亦進行統合，以提供行政單位對該魚

種入侵後的因應策略及行動方案，有所建議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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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entrarchidae 

屬（Genus） Micropterus 

種（Species） salmoides 

 

學名：Micropterus salmoides Lacepede（1802） 

俗名：largemonth bass 

 

外型描述： 

大嘴鱸有兩副背鰭，前方背鰭具硬棘，後方背鰭均為軟鰭條，體

型側扁。通常捕獲魚長均在 20～38 cm（Scott and Crossman, 1973），

但體長 50 cm 個體，甚至 82 cm 長，也曾被發現（McPhail, 2007）。 

大嘴鱸之嘴裂延伸至眼睛後方，體呈深至淺綠色，幼年時，體側

有一條黑色直線，但會隨年齡增加而漸淡（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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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原產地與入侵地區 

 

一、分布 

太陽魚科（Centrarchidae）具有 30 種魚類，為北美原生魚種之第

二大科，原分布地區為五大湖下緣流域、密西西比河中游、佛羅里達

州及喬治亞至維琴尼亞州之沿海地區，具有北方及佛羅里達兩亞種

（圖 3-1）。

 

圖 3-1、北美洲大嘴鱸原產區域與引入地區（Brow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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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分布現況 

因為是重要的垂釣經濟魚種，大嘴鱸現在是全世界最廣泛的魚種

之一（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美國目前只有阿拉斯加未發現。

在加拿大則主要出現在東部地區，在安大略省，大嘴鱸在五大湖區、

南方淡水溪流、東部及西南部均有記錄，在魁北克（Quebec），主要

出現於聖羅倫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和Richelieu-Lake Champlain 

Systems（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 Munitoba，記錄出現於 Fort 

Whyte Nature Centre、Lake Minnewasta及Lake of the woods（Langhorne 

et al., 2001）。亞洲地區在韓國（Korea）及日本（Japan）亦有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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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物學及生活史 

 

一、年齡與成長 

影響大嘴鱸幼魚成長的最重要環境因子，為冬季水溫及持續時

間，其他因子還包含地理起源、食物量及孵化體長（Fullerton et al., 

2000）。 

在安大略省，30 cm 體長的大嘴鱸約需 4～5 年長成（Scott and 

Crossman, 1973），一般北美洲東部之平均成長速率約為 450 g/年

（Stuber et al., 1982），大嘴鱸體重每增加 0.5 kg 約需 1.8 kg 之食物

（Scott and Crossman, 1973）。 

在加拿大安大略省，大嘴鱸的最長壽命約為 13～15 年，體長可

達 55 cm，體重約 2 kg（Scott and Crossman, 1973）。 

 

二、生理耐受度 

（一）水溫 

水溫耐受度依時期和活動而有差異。就成年個體而言，最佳成長

水溫約為 24～30℃（Venables et al., 1978），最低與最高之生長水溫則

分別為 15℃及 36℃（Stuber et al., 1982）。生殖個體適宜成長溫度之

範圍在 13～26℃間（Kelley, 1968）。 

卵及胚胎在 30℃以上及 10℃以下的水體將無法存活（Kram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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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1960）。幼年個體適宜成長溫度範圍在 27～30℃間，若水溫高

於 32℃或低於 15℃，將停止成長（Strawn, 1961）。 

 

（二）溶氧和 pH 

大嘴鱸通常避免出現在溶氧低於 3 mg/L 的水域，但是若溫度合

宜，仍可生活於溶氧 1.5 mg/L 的環境（Scott and Crossman, 1973）。不

過，若溶氧低於 1.0 mg/L，則會造成個體死亡（Stuber et al., 1982）。 

對大嘴鱸適宜之 pH 範圍約在 6.5～8.5 間（Stroud, 1967），但也可

短暫忍受暴露於 3.9～10.9 之範圍，卵則在 pH 值高於 9.6 之水域無法

生存（Stuber et al., 1982）。 

 

（三）濁度 

適宜濁度在 5～25 ppm 間，在 25～100 ppm 尚有部份個體具生長

能力，但是幼年個體未於超過 100 ppm 之環境被發現（Stuber et al., 

1982）。 

 

（四）鹽度 

可生存於淡水至低鹽度（0.5～5 ppt）。不過，少數個體可忍耐鹽

度至 24 ppt（Moyle, 2002）。胚胎在鹽度 10.5 ppt 以上，活存率為 0。

幼年個體則在鹽度 6 ppt 以上會全部死亡（Tebo and McCoy,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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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對於大嘴鱸族群相當重要。且有減少幼年個體被掠食的

風險，而成年個體可利用植被達成隱蔽之效果（Scott and Crossman, 

1973；Stuber et al., 1982）。在喬治亞州 Seminole 湖，移除水生植物後，

大嘴鱸之覓食策略由等待捕食更改為主動搜尋（Sammons et al., 

2003）。 

 

四、棲地需求 

大嘴鱸可利用多種棲地，例如：沼澤、水塘、湖泊、水庫、溪流、

河口和大型河流（Scott and Crossman, 1973）。在各種型態的棲地中，

最適合的棲地特徵為靜水環境、湖畔淺水區、多水生植被水域等，若

在高緯度地區，則需有提供渡冬水岸的棲息環境（Winter, 1977）。 

Lasenby 和 Kerr（2000）歸納大嘴鱸喜好水塘棲地特質為面積小

於 0.1 公頃且具泥質或碎石底質。該魚種通常出現於少於 6 m 深之水

域。喜好出現於波動少，中等至高透明度，同時具有植被。大嘴鱸喜

好陰暗水域，若是流動水域，大嘴鱸較喜好寬廣、慢流之瀨區或迴水

區，且泥及積沙底質，存有水生植被，且清澈之水域（Scott and 

Crossma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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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行為及運動 

（一）運動 

    大嘴鱸在夏季活動力強，冬季則常靜止（Demers et al., 1996）。

冬季在喬治亞州 Seminole 湖，標識個體每小時運動距離小於 50 m

（Sammons and Maceina, 2005）。在密西西比河，則發現運動範圍少

於 40 km（Funk, 1957）。 

 

（二）日運動模式 

    大嘴鱸夜間轉換至淺水區覓食（Scott and Crossman, 1973），日間

則在水深約 1～3 公尺水域游動，也會在荷花叢或其他遮蔭結構下休

息。在 Seminole 湖（Sammons and Maceina, 2005）和北方湖泊（Hanson 

et al., 2007）均發現類似之運動模式。 

 

（三）覓食行為 

    大嘴鱸主要利用視覺覓食，但味覺及振動也會有幫助（Scott and 

Crossman, 1973）。McMahon 和 Holanov（1995）紀錄大嘴鱸覓食成功

率在日間低亮度及有月光時均能大於 95％，但在星光下覓食則成功

率降至 62％，完全黑暗時，則無法覓食。水域透明度也能影響牠的

覓食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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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殖 

大嘴鱸一般有 9 年壽命，多數雄性個體有 6 年壽命。在加拿大，

雄性在 3～4 年而雌性在 4～5 年可達性成熟（McPhail, 2007）。在較

溫暖的加拿大南方，雌性成熟時間會提早，且可全年生殖（Stuber et al., 

1982）。 

 

（五）繁殖行為 

繁殖期起於春季晚期至早夏，主要時間約為 6 月中旬，但會延長

至 8 月（Scott and Crossman, 1973），當水溫到達 15.6℃時，雄性即會

開始築巢（McPhail, 2007），生殖由雄性清理底質，並構建寬約 1 cm

的巢穴開始（Moyle, 2002），築巢底質包含近植叢、蘆葦和荷花的沙

灘、細石、碎屑及軟泥區（McPhail, 2007），巢多出現在淺水區，約 1 

m 深（Moyle, 2002）。適宜產卵棲地可出現多個產卵巢穴，但彼此距

離至少 2 m，以避免大嘴鱸的好攻擊習性（Moyle, 2002）。不過，也

有觀察指出大嘴鱸產卵時並不需要太多的巢穴準備，卵可直接產於適

宜棲地的淹沒支根、木頭及植被（Scott and Crossman, 1973）。 

多數生殖發生於清晨或黃昏（McPhail, 2007）。當懷孕母魚接近

生殖巢時，雄性即展開求偶。雌性個體並不會一次產完所有的卵，有

多次產卵能力，二次以後產卵對象可為同一雄性或不同雄性（McPhail, 

2007）。雌性體重每公斤約可產下 4000～14000 顆卵（Scot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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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man, 1973）。因為體重多變，估計雌性個體總卵數約在 2000～

94,000 或更多的卵（Moyle, 2002）。在華盛頓湖估計 3 年魚約有 2100

顆卵，7 年魚約有 46,015 顆卵。體型大的個體會較早產卵，對於改善

成長效率及次年個體替換率均有較好的效益（Goodgame and Miranda, 

1993）。 

 

（六）幼魚照顧與發育 

雌性個體離巢後，雄性守衛巢使卵發育。卵在 3～5 天內孵化

（Scott and Crossman, 1973）。孵化時，透明幼體約 3 mm 長（Hardy, 

1978）。孵化個體直到將卵黃囊物質消化完畢後，長成淺黃及白綠色

約 5.9～6.3 mm 長度的幼體才離巢（Scott and Crossman, 1973；McPhail, 

2007）。被掠食及巢的損壞是兩個主要造成卵及幼體死亡的重要原因

（Scott and Crossman, 1973）。 

 

（七）影響生殖成功的因子 

大嘴鱸生育成功的原因可歸功於良好的生殖棲地及生殖時穩定

的氣候。影響繁殖及活存率的因子包含水位變化（Hill and Cichra, 

2005）、風、波浪、水質、覆蓋度、水溫變化幅度、掠食及人類活動

（Allan and Romero, 1975），若環境狀況不理想，則雄性個體可能會

有棄巢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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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食性組成 

（一）幼體食性組成 

    Stein（1970）在華盛頓湖觀察大嘴鱸幼魚的食性組成，他將幼魚

個體（小於 100 mm）以 20 mm 大小區分後檢驗。在 21～40 mm 以

cladocera、copepoda、dipteran 的幼體和蛹及 Amphipoda 為食。當體

長增加至 61～80 mm 時，食物中 cladocera、copepoda 及 dipteran 幼

體的量減少，而 dipteran 蛹、ephemeropteran 蛹及小的 cottid 魚類（5

％）的量增加。在 81～100 mm 個體，29％的胃內含物以魚類為主，

其他包含 mysids、ephemeropteran nymphs、isopoda、dipteran 幼體和

蛹、cladocera 和 copepoda，所以大嘴鱸食物從小型動物、浮游生物至

小型昆蟲幼體，再轉換至大型昆蟲 pupae 和 nymphs，最後則以大型

mysidacea、isopoda 和魚為主。 

 

（二）成年食性 

成年個體屬肉食性且可利用多樣的小型魚類或幼魚為食。被掠食

魚種包括 minnow、yellow perch、bullhead、sunfish 及 rainbow trout

（Lasenby and Kerr, 2000），大嘴鱸也以同類為食，體長大於 203 mm

的個體，約有 10％的食物組成為同種幼魚（Scott and Crossman, 

1973）。此外，蝦類、蛙及蠑螈均曾被記錄為大嘴鱸之食物（Lasenby 

and Kerr, 2000），Schindler et al.（1997）曾發現大嘴鱸個體的食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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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穩定，並不會因為族群密度改變而有變化。 

 

（三）掠食性轉換 

    華盛頓湖中，體長大於 10 cm 的大嘴鱸胃內含物 57％為魚類

（Stein, 1970）。更大型的個體，胃內含物之魚類比例可達 87％。主

要出現魚種包含 Cottidae（44.6％）、Salmonidae（13.9％）、Cyprinidae

（11.7％）及 Centrarchidae（5.6％）。Crustacea（13％體積比例）也

是主要的食物材料。最常出現的是 Chironomid pupae 和幼蟲，Insecta

則只會佔胃內含物的 0.6％。 

在阿肯色水庫發現，大嘴鱸食性由昆蟲轉換成 gizzard shad，此

現象大約發生在體長 40 mm（Applegate and Mullan, 1967），較華盛頓

湖之記錄體長早（Stein, 1970）。在有植被的佛羅里達湖中，有植被的

食性轉換出現於體長 120 mm，無植被則發生於體長 60 mm，在德州

有植被的湖中，食性轉變發生在體長達到 140 mm 後才發生（Hill and 

Cichra, 2005）。 

 

七、種間互動 

    大嘴鱸成體因為具有大型體型、游泳能力強及背鰭硬棘，故不易

被其他生物掠食。但是，幼年個體則常被鷺科、魚鷹及翠鳥等鳥類及

Yellow perch、Northern pike及Walleye等魚類掠食（Scott and Cro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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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八、人類使用 

（一）釣魚 

    大嘴鱸是北美洲最受歡迎的運動釣魚魚種（Lasenby and Kerr, 

2000）。管理方式包括強化棲地結構、族群控制及增加養殖場。2001

年調查顯示全美3千4百萬釣客中，有1千1百萬釣客以大嘴鱸為對象魚

種（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2002）。 

 

（二）商業魚獲 

    大嘴鱸被歸類為運動魚種，而非商業養殖魚類，在野外若被商業

網具捕獲，必須放回水域（Smith and Edwards, 2002）。 

 

（三）養殖 

    1994 年，首次登錄大嘴鱸之人工養殖（FAO, 1996）。在美國，大

嘴鱸人工養殖主要目的為補充釣魚損失之數量（USDA, 2006）。在

2005 年，192 座美國養殖場估計大嘴鱸消費金額約為 1 千萬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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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台灣目前主要記錄出現於北部河川，如宜蘭河（表 5-1、圖 5-1、

圖 5-2）（陳等，2003），亦有口語傳說出現於桶後、烏來一帶。但

在本地之生活史及適應狀況仍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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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名錄（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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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海拔高度（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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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台灣部分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分佈圖（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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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一、對浮游生物及大型無脊椎動物 

    由於大嘴鱸成年個體主要以魚類為食，幼年個體對於浮游生物及

大型無脊椎動物之衝擊較大（Scott and Crossman, 1973）。不過，由於

成年個體以多種小型魚種為食，故間接影響之可能性常被提出。

Spencer 和 King（1984）發現當大嘴鱸存在水塘時，植物性浮游生物

之數量少且存在沈水植物，若無大嘴鱸存在的水域，則常見藻華發生

及少量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在大嘴鱸引進古巴後，瘧疾發生率極高，

據說這是因為大嘴鱸將本地許多小型魚種大量掠食，因而導致蚊蟲滋

生（Kerr and Grant, 1999）。 

    在南非地區，大嘴鱸被以運動魚種引入，至今已使當地三種魚類

滅絕（Hickley et al., 1994；Impson, 1998）。 

大嘴鱸引進日本始於 1925 年，在 1972 年再度執行，至 60 年代

晚期，才開始在各水體廣為推廣（Takamura, 2007）。但近年來，因為

其嚴重威脅到各種魚類及淡水魚獲，故被列為法定之入侵魚類，並開

始予以控管。在日本，大嘴鱸被描述為〝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物種〞

（Iguchi et al., 2004），同時也被認為具嚴重的生物威脅（bio-hazard）

且鼓勵移除（Hosoya and Nishi, 2003）。在日本之大嘴鱸食性主要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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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和甲殼類為主，如在 Shorenji 湖（104 公頃）和 Nishinoko（217 公

頃）（Yodo and Kimura, 1998）。Maezono and Miyashita（2003）在日

本 15 處埤塘研究發現，大嘴鱸除可能會因掠食而造成魚類、甲殼類

及蜻蛉類之物種消失外，有大嘴鱸存在的水域，這三種生物的體型較

小，但是，底棲生物如蝌蚪、顫蚓類及 chaoborids 等底棲生物之數量

有增加（表 6-1），顯示掠食魚種如大嘴鱸可能經由食物網之連鎖作用

（cascade），造成水域生物族群生物的數量變動。 

在北美洲，因為大嘴鱸掠食習性而在湖泊（Jackson, 2002）、溪流

及河流造成衝擊之報告有很多（Power et al., 1985）。例如，在

Adirondack 之 minnow（Findlay et al., 2000）、加州 Clear 湖的 prickly 

sculpin（Cottus asper）在引入大嘴鱸魚後，數量均有銳減現象。在加

拿大，如鯉科之 fathead minnow 等小型魚類之數量均因大嘴鱸之掠食

行為而受到極大威脅（Kerr and Grant, 1999），類似例子在加拿大已有

許多文獻支持相似結論（Jackson, 2002）。 

Tonn and Magnuson（1982）在北 Wisconsin 的 18 個湖發現兩種

魚類群聚組成。Whittier and Kincaid（1999）隨機調查美州東北部 203

座湖泊（深度 21 m，1 公頃≦面積≦10000 公頃），發現非本地魚種

數量和本地魚種數量呈現顯著負相關，其中最重要魚種為大嘴鱸。在

加拿大之調查，也顯示大嘴鱸對於族群內鯉科和其他魚種均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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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調節作用（Jackson, 2002）。對於以浮游生物為食的小型鯉科魚

類，如 golden shiner（Notemigonus crysoleucas），大嘴鱸有抑制族群

數量，甚至滅種的威脅（Savino and Stein, 1989）。 

 

二、野生動物 

    可能被大嘴鱸作為食物的野生動物包含河蚌類、蝸牛、蛙類、小

型鼠類等哺乳類、蠑螈、小烏龜、小鴨、蛇類等（Hill and Cichr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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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對於大嘴鱸魚，目前首要應是建立其分布與族群數量資料，以瞭

解該物種在臺灣之空間分布及數量發展潛勢。 

2. 大嘴鱸魚屬於中緯度魚種，目前存有目視紀錄及考量天候因素，

研判先期較可能出現之區域應以北部水域為主，但因其耐受之成

長水溫在 24～30℃，最高之生長水溫可達到 36℃，故應也可能漸

次向南部地區水域擴展。不過，卵及胚胎在溫度 30℃以上，將無

法存活，或許會是暫時限制其南侵的主要障礙。 

3. 大嘴鱸在溶氧低於 1.0 ppm 以下之水域無法活存，在濁度 100 ppm

以上的環境，也有生存困難，因此，若在臺灣水域出現，可能都

在較原始及低污染之水域，考量其肉食性及在台灣少有天敵，對

於本土魚種之衝擊，將有減少數量，甚至滅種的危機。 

4. 大嘴鱸可利用多種棲地，如沼澤、水塘、湖泊、水庫、溪流、河

口及大型河流等，特別是在溪畔、湖畔等多水生植物之靜水區域。

未來在捕捉及管理時，應將這類水域列為重點。 

5. 可能被大嘴鱸列為食物之生物包括浮游性生物、蝦蟹、河蚌、蝸

牛、蛙類、蠑螈、烏龜等水生生物，陸生生物則有小型鼠類及鳥

類等。幼體以浮游性生物為食時，因大量減少其數量，致使藻害

易發生。成體在南非等地區，則有使當地魚種滅絕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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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域魚種及生物如長期被大嘴鱸幼魚及成魚掠食，因為營養連鎖

（trophic cascade）的作用，可能會造成水域族群的體型選擇及數

量變化的結果，如日本發現有大嘴鱸存在的埤塘之魚類、甲殼類

及蜻蛉類體型均呈現較小的現象。 

7. 在日本，大嘴鱸被描述為〝世界最嚴重危害的入侵物種〞，也鼓

勵移除。臺灣若有發現，開始應先抑制其族群數量，其次為設法

限縮其分布區域，再將其完全撲殺，可能為最好管理方式之建議。 

8. 大嘴鱸為優良的垂釣魚種，應也在釣魚界多予宣導，使釣友不致

於私下引入魚苗或成魚，予以飼養及放養，藉以達成有利垂釣之

目的。 

9. 對大嘴鱸，政府及民間應有共同預防其入侵之共識，終究，預防

是最好的入侵種管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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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小盾鱧 
（Channa micropeltes） 

 

 

 

 

 

 

 

 

 

 

梁世雄 
 



摘  要 
 

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為分布於熱帶亞洲的掠食魚種，現

在主要入侵於臺灣水庫之半流動水域，成魚具有保護幼魚的天性，幼

魚有成群覓食的習性，食性包括魚類、蛙類等水生生物，甚至包含鳥

類。主要入侵途徑為養殖、棄養及幼魚為觀賞魚等管道。在台灣之曾

文水庫及烏山頭水庫研究結果發現，其食物主要以魚類為主，在 8 月

前即可開始繁殖，由於其凶猛掠食之習性，對小盾鱧之管理，完全移

除應為最終目標。目前消耗其族群數量之方法為鼓勵食用，但同時亦

應注意私人飼養及放養，未來管理態度建議以「不鼓勵養殖，鼓勵消

費，預防為主」等方向為重點。另對於其魚肉之食品加工，亦可考慮

研發，以收加速移除之效。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鱧科 Channidae 
 
中文俗名：魚虎、紅鱧 
中文名稱：小盾鱧 
物種學名：Channa micropeltes 
原產地：印度、緬甸、越南、泰國、馬來西亞 
食性：肉食性，以魚類、蛙類及甲殼類等為食，也會捕食水鳥。 
入侵紀錄：美國、新加坡（1980~1989）、中國（1986）、菲律賓（1989） 
在台分布狀況：中、南部水庫（曾文，烏山頭，日月潭）、澄清湖、高美館。 

 

 
http://www.fishbase.com/Photos/PicturesSummary.cfm?StartRow=5&ID

=344&what=species 
形態特徵： 

身體呈圓筒狀，最大可達 180 公分，體重 20 公斤以上。幼魚階段體側具兩條黑色

縱帶，中間呈橘色，體色豔麗，故多引進或繁殖作為觀賞用。個體成熟後鮮豔體色消失，

體側形成一寬黑縱帶，體背出現類似虎斑的灰黑色花紋。 
偏好棲地與習性： 

棲息於寬廣溪流的緩流區，如大型河流、運河、湖泊及貯水池棲息，通常伴隨著深

水域，環境溫度 25 ~ 28°C。成魚具有保護幼魚的天性，築巢產卵期間，會兇猛地攻擊

任何靠近窩巢的生物。幼魚孵出後，會在近水面處互相靠攏成群結隊，成一「紅色球團」，

成魚則在不遠處輪流監視著。以早晨為主要捕食時間，幼魚有合群包抄獵物的狩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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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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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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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依據。 

小盾鱧（Channa micropeltes）原產於中南半島一帶，是一種肉食

性之強勢魚種（圖 1-1）。分布範圍在泰國、越南、緬甸等國家，入侵

之小盾鱧將威脅本土的中小型魚種及水生生物，對當地水域之生物多

樣性也會造成極嚴重之直接與負面的威脅（圖 1-2、圖 1-3）。 

本報告摘錄與整理 Courtenay and Williams（2004）部分資料，並

對小盾鱧在世界各地區入侵後之相關研究內容，亦進行統合，以提供

行政單位對該魚種入侵後的因應策略及行動方案，有所建議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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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hannidae 

屬（genus） Channa 

種（species） micropeltes 

 

學名：Channa micropeltes Cuvier（1831） 

俗名：Indonesian snakehead、giant snakehead 

 

外型描述： 

圓形身體，牙尖齒利之掠食魚種（圖 1-1），幼年個體，體側具兩

條黑色縱斑，中間為鮮橘色，常被水族業者引入販賣。成年後，體側

僅出現寬黑縱帶，體背有不規則、灰黑色之虎斑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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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原產地與引入地區 

 

一、原分布區域 

原記錄分布區域含印度、泰國、寮國、越南、馬來西亞等，但有

人認為印度之記錄可能為不同物種或早期引入之物種。 

 

二、引入區域 

在美國，該物種在加州、緬因州、麻州、羅德島州均有被捕獲的

記錄（Fuller et al., 1999）。此外，馬利蘭州在 2002 年有二次的捕捉記

錄，體長約在 50～60 cm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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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態習性 

 

一、體長 

可長成至 1～1.5 公尺，體重可達 20 kg（Lee and Ng, 1991），Wee

（1982）將其歸類為成長最快的該科魚種之一。 

 

二、適應溫度 

無文獻記錄，但分布範圍在 20°N 至約 7°S，所以應屬於亞熱帶

及熱帶魚種。 

 

三、生殖棲地 

會清除圓形區域之植被後開始生殖，浮水性卵會浮至水面，親代

有護卵及護幼行為，且護幼行為可能持續至轉變為底棲性幼體（Lee 

and Ng, 1991）。 

 

四、食性 

日間覓食，生性兇猛肉食，親代及幼年個體可能成群索食（Lee 

and Ng, 1991）（圖 4-1），護幼之成體可能有攻擊人類的行為，造成傷

害，甚至致命（Kottelat et al., 1993）。 

食物包括魚類、蛙類，甚至鳥類（Lee and Ng, 1991）。該魚種被

稱為最兇猛蛇頭魚種（Ng and Lim, 1990）。同時，被引入後，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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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小盾鱧幼魚成群索食（Courtenay and William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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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耗的魚種更甚於原始棲地（Roberts, 1989）。 

在寮國的 Nam Ngum 水庫，Beeckman 和 De Bont（1985）報導

幼年個體以甲殼類為食，但成年魚以其他魚類為主要食物。 

 

五、商業重要性 

（一）原始棲地 

在馬來西亞和越南，均有箱網養殖（Lee and Ng, 1991），是重要

的食用魚種，FAO（1994）記錄泰國在 1986 年生產 386 噸，但至 1992

年即有近 150 萬噸產量。 

 

（二）美國 

主要出現在水族商店，但有多次於馬利蘭州、緬因、羅德島及加

州被棄置野外水域的發現。另外在東方人採購的活魚店偶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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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小盾鱧在台灣之分佈以水庫為主要分佈，南部地區之曾文水庫及

烏山頭水庫均有紀錄（賴等，2006）。北部地區之分佈資料，則較不

足。 

 

一、族群特徵 

嘉義大學賴弘智教授（2006）於 94 年 1～12 月及 95 年 1～6 月，

曾於曾文水庫及烏山頭水庫分別調查小盾鱧之族群最大量及分布。當

時在烏山頭水庫並未發現小盾鱧，在曾文水庫於 94 年 5 月（6 尾）、

6 月（9 尾）、8 月（10 尾）、9 月（7 尾）、10 月（3 尾）、11 月（5 尾），

共採集得 40 尾，平均體長在 16.4～64.9 cm 間，平均重量在 414～3920 

g 間，平均體高在 4.2～11.1 cm 間（表 5-1）。 

 

二、食性組成 

依據賴等（2006）對於曾文水庫小盾鱧之攝食食物種類分析，發

現在 8 月及 9 月之胃內含物包括大量的粗糙沼蝦（Macrobrachium 

asperulum）及未能分類的幼魚（表 5-2），其他胃內含物出現種類還

包含鱗片、魚骨、石頭、樹枝枝條、水生昆蟲、鰕虎及餐鰷（Hemiculter 

leucisculus）等。該調查也將採獲個體之體長分成七個體長等級（表

5-3），分別及比較食物組成的異同，發現體長 10～20 cm 及 51～60 cm



 
13

表
5-

1、
94

年
度

曾
文

水
庫

各
月

份
小

盾
鱧

（
C

ha
nn

a 
m

ic
ro

pe
lte

s）
收

集
數

量
之

結
果

（
賴

等
，

20
06
）

 

 



 
14

表
5-

2、
94

年
度

曾
文

水
庫

各
月

份
小

盾
鱧

（
C

ha
nn

a 
m

ic
ro

pe
lte

s）
攝

食
食

物
種

類
之

出
現

頻
率

百
分

率
、

平
均

豐
度

百
分

率
、

重
量

百
分

率
（

賴
等

，
20

06
）

 

 



 
15

表
5-

3、
94

年
度

曾
文

水
庫

各
月

份
小

盾
鱧

（
C

ha
nn

a 
m

ic
ro

pe
lte

s）
不

同
體

長
等

級
攝

食
食

物
種

類
之

出
現

頻
率

百
分

率
、

平
均

豐
度

百
分

率
、

重
量

百
分

率
（

賴
等

，
20

06
）

 

 
 



 16

等級之個體，胃內含物主要包含粗糙沼蝦、幼魚、鰕虎科魚類

（Gobiidae）。在體長等級 31～40 cm 及 41～50 cm 的個體之食物組

成，則以餐鰷、樹枝和昆蟲等為主。 

在 95 年 1～6 月的調查，共採得 17 尾個體（表 5-4）。依據胃內

含物分析結果發現在 5 月及 6 月攝食大量的餐鰷和魚體，其他月份則

以鯽魚（Crucian carp）、樹枝及魚類為主（表 5-5），在體長 51～60 cm

及>70 cm 等級的個體，以餐鰷及樹枝等物品為主要胃內含物組成（表

5-6、圖 5-1、圖 5-2）。61～70 cm 則記錄有大量的魚骨、餐鰷、鯽魚、

魚體及樹枝等。 

綜合約一年半的食性分析結果顯示，曾文水庫之小盾鱧食物主要

以魚類為主，主要以中上層魚種如餐鰷及鯽魚為主，但仍包括部分底

棲魚種，如鰕虎等。體型增加時，食物組成的種類及豐富度也有多樣

化的趨勢。 

 

三、生殖習性 

依據賴等（2006）於 94 年採集記錄發現，體重 470 克的小盾鱧

即開始有生殖腺發育，體重 600 g 以上的雌魚卵細胞已開始發育，

可以肉眼判別性別，體重 5000 g 的雌魚卵巢則可成熟發育。 

在 8～11 月的採集均捕獲魚苗（體重 11～30 g），8～9 月份之魚

苗體重在 11～30 g 間，10～11 月的魚苗體重在 78～105 g，所以，小

盾鱧在台灣曾文水庫的繁殖季應於 8 月之前即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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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5 年度曾文水庫小盾鱧不同月份攝食食物種類之出現頻率百分

率（賴等，2006） 
 
 

 
圖 5-2、95 年度曾文水庫小盾鱧不同體長等級攝食食物種類之平均豐度

百分率（賴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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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適應（賴等，2006） 

（一）致死水質條件 

小盾鱧最低致死水溫約在 13～14℃，最高致死水溫約在 42℃，

致死溶氧約 2.7 ppm。鹽度耐受性測試之 24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15.7 

ppt，96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13.7 ppt。 

 

（二）急性毒性試驗 

無患子種皮對小盾鱧之 96 小時半致死濃度為 21.8 ppm，24 小時

完全死亡之致死濃度為 45 ppm。茶米白對小盾鱧之 24 小時完全死亡

之致死濃度為 15～20 ppm。 

 

（三）離水耐受力 

小盾鱧離水後，暴露於空氣的時間增加，再進入水中後，死亡速

度會增快，離水 2 小時，放回水中，約 1.5 小時後開始死亡。離水 4

小時，放回水中，約 1.5 小時後，所有個體均死亡，離水 6 小時後，

在放入水中，即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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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賴等（2006）也對小盾鱧入侵影響之衝擊，進行等級區分的評估，

結果以「族群繁生後對環境的影響」及「外來種入侵絡徑」推測入侵

後之危害程度和確定程度最高，此外，「入侵地區環境之溫度適應」

被列為高危害等級，「經濟的影響性」則被列為中度危害程度（表

6-1）。 

鱧科魚類除了掠食習性使當地水域生物之活存受到威脅外，該科

魚種也會引入病原菌（Qureshi et al., 1999）、病毒（Lio et al., 2000）

和寄生蟲（Kanchanakhan et al., 1999）等相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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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小盾鱧生性凶猛，肉食性，新代及幼年個體可能成群索食，也可

能攻擊人類，造成傷害及致命攻擊，此外，被引入後，所傷害及

消耗的魚種更勝於原始棲地，因此，完全移除應是唯一可選擇之

管理措施。 

2. 目前小盾鱧在台灣分佈主要在各水庫區域，都會區大型靜水濕地

及湖泊，尚未有發現，但亦應特別注意其分佈，勿使其進入人口

密集區域及休閒娛樂之水域，以維護民眾安全。 

3. 水庫周圍商家有以「魚虎」之名販賣小盾鱧之料理，行政單位可

利用此商業型態，對小盾鱧之數量直接進行控管，也可考慮推動

這種消費行為，有利於該魚種之控管，但也需注意勿造成私人飼

養及放流，以延續該類商業行為之可能。 

4. 寵物魚種是該魚種進入台灣的重要管道，因此，應檢討寵物魚種

之進口名錄（包括成魚及幼魚），強化海關檢驗人員的生物分類訓

練及背景。 

5. 經過賴等（2006）評估，推論小盾鱧入侵台灣後的危害，以「族

群繁生後對環境的影響」之危害程度最高，對於「經濟的影響性」，

也達到中等程度，因此其負面危害之衝擊極大。此外，其攝食生

物組成多樣，亦有可能發生營養連鎖（trophic cascade）作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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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水生生物之數量體型及多樣性均可能受到重大衝擊。 

6. 小盾鱧在台灣之生殖時間可能全年均可生殖，故捕捉時，除以雌

性個體為主外，幼體固有成群索食，亦可以網捕的方式移除幼體，

將有加成效果。 

7. 行政單位對此物種之管理態度，應以「不鼓勵養殖，鼓勵消費，

預防為主」等方向為重點，另外對於小盾鱧之食品加工，亦可考

慮予以研究，可收加速宜除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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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鳥種 - 中國藍鵲（紅嘴藍鵲）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謝寶森 
 



摘  要 

中國藍鵲原產於中國大陸及印度，在台灣為籠中逸鳥，自 2001

年起就有野外紀錄，2007 年在台灣中部發現有繁殖巢並有與台灣藍

鵲合作生殖的雜交情況。中國藍鵲曾經入侵夏威夷，但已被成功剷

除。中國藍鵲在 2007 年發現繁殖後，雖立即移除繁殖的成鳥及巢中

雛鳥，但目前仍有少數在逃的中國藍鵲。因為中國藍鵲能與台灣藍鵲

合作生殖，所以就算只有 1 隻在逃，無論雌雄個體，仍有與台灣藍鵲

雜交的危害發生。加上中國藍鵲會傳染隱孢子蟲給人及其對台灣本地

動物的危害（包括掠食、競爭），建議應該持續已建立的通報及移除

的工作程序，並管控進口及寵物鳥店的販賣。 

 



已入侵外來種 – 鳥類 
鴉科 Corvidae 
 
中文俗名：紅嘴藍鵲/中國藍鵲 
物種學名：Urocissa erythrorhyncha 
原產地：滿州（指中國東北地區）西南及中國北部；中國中部到雲南南部、寮國北部及

越南北部；中國西南（雲南北部）及緬甸東北；喜馬拉雅山脈；阿薩姆到中南

半島山丘） 
食性：果實、昆蟲、其他小鳥、蛋、腐肉。 
入侵紀錄：夏威夷（西班牙野外偶見無繁殖， 

http://www.gisp.org/whatsnew/docs/wild-birdtrade.pdf） 
在台分布狀況：在台灣有野外繁殖紀錄。出現於台中縣、苗栗縣、臺北縣、基隆市、南

投縣、高雄市。 

 

 

型態特徵： 
體長約為 68 cm。有亮藍色長尾巴，黑色頭部有著白色頂冠。腹部與排泄口為白色。

尾巴外側羽毛顏色有漸層和黑色，末端為白色；虹膜、鳥喙和腳為紅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常出現於森林邊緣、灌木村落旁，也常在地面覓食。常發出吵雜聲以小群活動。 
 



 I

目  錄 

壹、前言……………………………………………………………… 1 

貳、分類資訊………………………………………………………… 3 

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4 

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5 

伍、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6 

陸、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7 

柒、防治與管理……………………………………………………… 9 

捌、參考文獻…………………………………………………………11 



 II

表 目 錄 

表一、中國藍鵲在台灣的野外紀錄……………………………………13 

 
 

圖 目 錄 

圖一、（a）中國藍雀（Red-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erythroryncha），

（b）台灣藍鵲（Taiwan Blue Magpie, Urocissa caerulea）……14 

圖二、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15 

 



 1

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已建立

一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態健康的生物。入

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el et al., 2005），也是威

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

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 120,000 外來物種，

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的經濟損

失，單單依據估計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之累

計，每年損失即約 3140 億美金。有關外來鳥種危害最著名的例子，

就是歐椋鳥（European starling, Sturnus vulgaris）引進美國後，由於

增加數量的龐大，不只每年造成農作物損失 10 億美金以上，更對當

地物種造成生態威脅（Pimentel et al., 2000）。 

台灣地區林立的鳥店與野外日益增多的外來鳥種，顯示侵入鳥種

的威脅，日益增加。根據Shieh et al.（2006）報告，從1994年起至2004，

台灣至少有290種外來寵物鳥種被引進入口，其中有93種逃逸野外成

為引入鳥種，28種有在野外繁殖的紀錄。外來物種入侵本地時，包括

四個階段: 輸入（transport）、引進（introduction）、建立（establishment）

及擴張（spread）（Williams, 1996），侵入物種常因其在早期未被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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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其族群擴張至難以驅除、引起重大損失時才被注意，所以及早偵

測、評估、明快處理應是減少入侵物種危害、損失的最重要途徑，因

此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已成為世界

各地重要的生態研究主題（此可由google搜尋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超過1860,000相關網頁得知）。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也已發展針對台灣外來入侵鳥種處理順序

的評估系統，此評估系統包括三個方面的考量：處理緊迫性、入侵潛

力及生物特質（陳等，2007）。而後，有鑑於已入侵鳥種處理之急迫

性，我們將入侵鳥種分成三類：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入侵地點侷限

且可立即執行防制者 9 種）、B 長期觀察管理物種（入侵範圍廣或防

制困難需要長期研究觀察者 12 種）、C 待觀察評估物種（入侵危害及

防制待更確切的研究及評估者 15 種）（梁，2010）。本報告即針對 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名單中的中國藍鵲，探討其分類、生態習性；及入

侵其他地區的狀況，並根據這些背景資料及相關文獻提出移除或防制

的處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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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中國藍鵲（紅嘴藍鵲）（Red-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erythroryncha）為鴉科（Corvidae）的一種，與黃嘴藍鵲（Yellow-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flavirostris）及台灣藍鵲（Taiwan Blue Magpie, 

Urocissa caerulea）形成一個超種（superspecies）。超種是指一群親源

接近但分布在不同地區偶而會雜交的物種（Mallet, 2007）。中國藍鵲

有 5 個確認的亞種，分別分布在印度東北、印度西北、中國大陸南部、

中國大陸東部、及海南等大陸東南部（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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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在夏威夷的歐胡島（Oahu）曾有逃逸的中國藍鵲在野外形成一

小族群，但目前已經剷除（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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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中國藍鵲雌雄外型顏色相似，都具紅嘴及很長的白端藍色尾羽。

中國藍鵲除了白腹（台灣藍鵲是藍腹）及白頭冠（台灣藍鵲頭全黑色）

外，其他特徵都與台灣藍鵲相似（圖一）。中國藍鵲的聲音多樣而吵

雜，甚至會模仿松鼠、猛禽及杜鵑鳥的叫聲（Del Hoyo et al., 2009）。 

中國藍鵲原產於印度及中國大陸，主要棲息於闊葉林，然而在香

港海平面的紅樹林至喜馬拉雅山 2200 公尺的海拔都有中國藍鵲的紀

錄。食性雖是雜食但以肉食為主；食物種類包括較大的無脊椎動物如

甲蟲、毛毛蟲，及樹蛙、蜥蜴、其他鳥種的蛋及雛鳥，甚至是小型哺

乳類等；也會吃腐肉或廚餘。中國藍鵲雖以肉食為主，但也發現攝食

整顆果實，是中國大陸瀕危植種南方紅豆杉（Chinese yew, Taxus 

chinensis）種子傳播的重要鳥種（Lu et al., 2008）。 

覓食群以家族組成，通常是 6 至 7 隻一群，也曾有黃嘴藍鵲與中

國藍鵲共同覓食的紀錄。中國藍鵲雌雄共同築巢及育幼，一般認為是

單對繁殖但也有可能與台灣藍鵲相似有合作生殖的行為（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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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根據中華鳥會的資料庫顯示，從 2001 年起就有野外逃逸的中國

藍鵲，台灣北中南部皆有發現紀錄，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表一）。

繁殖記錄則在 2007 年台中縣和平鄉武陵地區及大甲鎮郊區首度發

現，隨後即展開移除相關工作（姚等，2007）。 

在武陵發現的巢有 5 顆蛋，幼雛成功孵化後，與台灣藍鵲相似也

有巢邊幫手育雛期間，5 隻成鳥都會回巢餵養幼雛。在台中縣大甲鎮

發現的巢，內有 3 隻幼雛，正由 1 隻紅嘴藍鵲與 1 隻台灣藍鵲輪流餵

食，初步證實中國藍鵲會與台灣藍鵲雜交並繁衍後代。 

雖然 2007 年兩地發現繁殖的中國藍鵲已經確認捕捉移除，但

2008 年之後在武陵地區仍有中國藍鵲的發現（表一），2009 年更發

現有成群中國藍鵲（http://mypaper.pchome.com.tw/earthk2009/post/ 

1312005393），持續至 2010～2012 都有目睹拍攝紀錄，可見武陵地

區仍有中國藍鵲族群存在。（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 

taipeibird16&f=7091791&i=11849669；http://album.udn.com/rejon15/ 

photo/5960854?o=new；http://tw.myblog.yahoo.com/binfeng-peng/ 

article?mid=18220&next=17014&l=f&fid=311） 



 7

陸、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中國藍鵲對台灣陸域生態的衝擊包括對台灣野生動物的危害及

公共衛生。對台灣野生動物的危害最嚴重的是會與台灣特有種台灣藍

鵲雜交，其次為對本地脊椎動物的掠食與資源的競爭。 

一、與台灣藍鵲雜交 

已經發現有紅嘴藍鵲與台灣藍鵲共同築巢繁衍後代（姚等，

2007），兩種的雜交將會造成台灣藍鵲獨特基因的喪失。因為兩種藍

鵲都有合作生殖的可能，所以只要少數的中國藍鵲不限雌雄個體，都

可以與台灣藍鵲因為合作而共同繁殖，大大增加雜交的可能與成功

性，所以逃逸的隻數雖不多卻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二、對台灣脊椎動物的掠食與資源競爭 

中國藍鵲以肉食為主，食物種類不僅包括較大的無脊椎動物，也

包括樹蛙、蜥蜴、其他鳥種的蛋及雛鳥、小型哺乳類等（Del Hoyo et 

al., 2009）。加上中國藍鵲常成群出現，不僅會壓迫台灣其他肉食性的

鳥種覓食，也會掠食台灣本地種的樹蛙或蜥蜴。 

 

三、公共衛生 

中國藍鵲有可能使人類感染會導致下痢的寄生蟲。Q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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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在鳥店販賣的中國藍鵲糞便驗出有隱孢子蟲

（Cryptosporidium spp.），隱孢子蟲是原蟲類寄生蟲，其宿主範圍十

分廣泛，可造成人類的隱孢子蟲症（cryptosporidiosis），是造成下痢

的主因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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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二），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因為中國藍鵲會與台灣藍鵲雜交，造成台灣多樣性的喪失，所以

應該被列為禁止入口的黑名單，並對已經逃逸野外的個體，加強移除

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移除方面，針對小族群的中國藍鵲，姚等（2007）以弓網陷阱及

霧網兩種方法捕捉成鳥，配合巢蛋及雛鳥的移除，成效良好。唯因中

國藍鵲就算只有一隻在逃仍可與台灣藍鵲合作生殖的可能，產生雜交

危害，所以通報的宣導與移除的工作必須持續進行至完全沒有中國藍

鵲在逃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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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中國藍鵲外型雖優美但卻有極大的入侵危害，建議外來的防治管

理重點如下： 

1. 公眾觀感及支持：加強宣導中國藍鵲對台灣動物的危害及可能引

起的公共衛生風險，並利用民眾的通報，加強偵測少數鳥隻的活

動範圍，以利進行後續的移除工作。 

2. 禁止進口，管控寵物市場現有的中國藍鵲並訂定寵物飼養規範，

減少逃逸。 

3. 建立跨部會的合作協調及中央與地方間的溝通機制，促使防治與

管理的各個流程都能夠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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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國藍鵲在台灣的野外紀錄（資料來源：中華鳥會，http:// 
wildbird.e-land.gov.tw/wildbird/newwildbird/Record/searchrecord. 
asp?b_id=5413） 

發現日期 地點 記錄人 數量 
2012/07/16 台中武陵農場 趙偉凱 1 
2009/03/08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9/03/07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9/02/09 台中武陵農場 張珮文 1 
2009/02/08 台中武陵農場 蘇昭如 1 
2009/01/29 台中武陵農場 侯毅倫 1 
2008/06/06 台中武陵農場 楊榮崇 1 
2008/02/10 台中武陵農場 侯承昊 1 
2007/06/16 台中武陵農場 陳介鵬 2 
2007/05/12 台中武陵農場 張國郎 2 
2007/02/06 台中武陵農場 茆世民 5 
2007/02/05 台中武陵農場 茆世民 5 
2007/01/27 台北新店 張國郎 4 
2006/02/11 台中武陵農場 潘致遠 3 
2005/06/22 高雄美術館 謝宛珊 11 
2005/04/19 南投奧萬大 盛士淦 3 
2004/11/28 台中武陵農場 張凱音 3 

2004/11/24 基隆八斗子 蕭世輝,吳
政翰 1 

2004/11/15 台中武陵農場 陳文君 6 
2004/07/18 桃園龍潭景觀步道 孫金星 1 
2004/05/22 台中武陵農場 林哲安 1 
2004/03/21 台中武陵農場 簡克昌 4 
2003/12/13 台中武陵農場 盧勁羽 1 
2003/05/11 台中武陵農場 侯毅倫 1 
2002/04/14 南投竹山一光山 樂國柱 1 
2001/05/28 台中武陵農場 吳宗隆 1 
2001/04/24 台中武陵農場 陳坤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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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國藍雀 

 

（b）台灣藍鵲 

 
圖一、（a）中國藍雀（Red-billed Blue Magpie, Urocissa erythroryncha），

（b）台灣藍鵲（Taiwan Blue Magpie, Urocissa caerulea）（Del 
Hoy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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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修改自Wittenberg & Cock,  

2005） 



 

 

 
 

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鳥種 - 白腰鵲鴝/長尾四喜 
（Copsychus malabaricus） 

 

 

 

 

 

 

 

 

 

 

謝寶森 
 

 



 

 

摘  要 

白腰鵲鴝原產於中國、東南亞，在台灣為籠中逸鳥，自 1988 年

起就有野外紀錄，2006 年後在中南部都有穩定成長的繁殖族群。白

腰鵲鴝在夏威夷為常見的入侵鳥種，生殖成功率高達 91%。台灣在中

南部進行 4 年（2008～2011）的野外移除計畫中，至少移除 872 隻白

腰鵲鴝。有鑑於白腰鵲鴝是禽流感傳染的可能媒介及對台灣本地動物

的危害（包括掠食、競爭與干擾），為防止仍逃逸野外的白腰鵲鴝族

群的擴展，建議應該持續已建立的白腰鵲鴝防治程序，包括通報宣

導、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另外應該加強禁止禽流感疫區來源的進

口，並針對低海拔有巢箱架設的林地做必要的管控，防止白腰鵲鴝利

用巢箱繁殖。 

 



 

 

已入侵外來種 – 鳥類 
鶲科 Muscicapidae 
 
中文俗名：白腰鵲鴝、長尾四喜 
物種學名：Copsychus malabaricus 
原產地：印度半島南部、斯里蘭卡、尼泊爾到阿薩姆及印度東北、安達曼群島、中國西

南到緬甸、泰國、中南半島及丹老群島（緬甸東南端海岸外安達曼海中的島

群）、海南島、馬來半島、廖內群島及林加群島、蘇門達臘島、爪哇西部、班

克斯群島（太平洋西南部萬那杜的火山島群）、印尼婆羅洲島與蘇門答臘島之

間的島嶼、爪哇中部、爪哇東部 
食性：蟋蟀、甲蟲、毛蟲、蜘蛛、蝨子等 
入侵紀錄：夏威夷群島、考艾島、歐胡島 

在台分佈狀況：在台灣有野外繁殖紀錄。出現於高雄市、臺北市、雲林縣、嘉義縣、台

南縣。 

 

 

型態特徵： 
體型略大（27 cm）而尾長的黑白色及赤褐色鵲鴝。雄鳥：頭、頸及背黑色而具藍

色光澤，兩翼及中央尾羽暗黑，腰及外側尾羽白，腹部橙褐。雌鳥似雄鳥但黑色為灰色

所代。虹膜－深褐；嘴－黑色；腳－淺肉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普遍分佈於山谷樹林，在樹木稀疏的低地闊葉林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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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已建立

一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態健康的生物。入

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el et al., 2005），也是威

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

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 120,000 外來物種，

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的經濟損

失，單單依據估計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之累

計，每年損失即約 3140 億美金。有關外來鳥種危害最著名的例子，

就是歐椋鳥（European starling, Sturnus vulgaris）引進美國後，由於

增加數量的龐大，不只每年造成農作物損失 10 億美金以上，更對當

地物種造成生態威脅（Pimentel et al., 2000）。 

台灣地區林立的鳥店與野外日益增多的外來鳥種，顯示侵入鳥種

的威脅，日益增加。根據Shieh et al.（2006）報告，從1994年起至2004，

台灣至少有290種外來寵物鳥種被引進入口，其中有93種逃逸野外成

為引入鳥種，28種有在野外繁殖的紀錄。外來物種入侵本地時，包括

四個階段：輸入（transport）、引進（introduction）、建立（establishment）

及擴張（spread）（Williams, 1996），侵入物種常因其在早期未被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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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其族群擴張至難以驅除、引起重大損失時才被注意，所以及早偵

測、評估、明快處理應是減少入侵物種危害、損失的最重要途徑，因

此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已成為世界

各地重要的生態研究主題（此可由google搜尋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超過1860,000相關網頁得知）。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也已發展針對台灣外來入侵鳥種處理順序

的評估系統，此評估系統包括三個方面的考量：處理緊迫性、入侵潛

力及生物特質（陳等，2007）。而後，有鑑於已入侵鳥種處理之急迫

性，我們將入侵鳥種分成三類：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入侵地點侷限

且可立即執行防制者 9 種）、B 長期觀察管理物種（入侵範圍廣或防

制困難需要長期研究觀察者 12 種）、C 待觀察評估物種（入侵危害及

防制待更確切的研究及評估者 15 種）（梁等，2010）。本報告即針對

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名單中的白腰鵲鴝，探討其分類、生態習性及入

侵其他地區的狀況，並根據這些背景資料及相關文獻提出移除或防制

的處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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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白腰鵲鴝（Copsychus malabaricus）原屬於鶲科（Muscicapidae），

但在最新出版的世界鳥書（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中歸

為鶇科（Turdidae）；而美國鳥類學會認為根據最新的分子親源分析

（Sangster et al., 2010）應該歸在鶲科（Muscicapidae）（http://www.aou. 

org/committees/nacc/proposals/2010-B.pdf）。 

白腰鵲鴝有12個亞種，這些亞種廣泛分布在印度、斯里蘭卡、中

國大陸南部、泰國、馬來西亞、越南等，不同地區的亞種雄鳥頭冠顏

色略有不同或全黑或有白冠，但皆具有白腰黑長尾及橙腹（圖一）（Del 

Hoyo et al., 2005）。在台灣出現的多為全黑頭的C. m. malabaricus，

此亞種雌成鳥顏色與雄鳥似，但背部及腹部顏色較淡、且顏色對比較

無雄鳥明顯（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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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白腰鵲鴝在原產地如越南為稀有的鳥種（Brooks-Moizer et al., 

2009），但卻能在非原產地成為成功的入侵鳥種。在夏威夷群島的歐

胡島（Oahu）及考艾島（Kauai），白腰鵲鴝是普遍的入侵鳥種。在

夏威夷的族群繁殖季是3～8月，可以孵兩窩，且生殖成功高達91%；

發現有兩隻以上雄鳥共用一巢的合作生殖；孵蛋期13.6天、育雛期12.4

天、雛鳥離巢後依賴親鳥期可至26天。在入侵地的夏威夷研究也發

現，餵食雛鳥的食物，53%是昆蟲成蟲、36%是蚯蚓、其他節肢動物

及幼蟲占10%、石龍子占1%，成鳥存活紀錄可達4.5年（Del Hoyo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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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白腰鵲鴝與鵲鴝（Oriental Magpie-robin, Copsychus saularis）同

屬，相較於其他同屬的不同鳥種，此兩種鵲鴝偏好較密的森林，並且

廣泛的分布在東南亞大陸及島嶼，在波羅洲（Bornea）兩種鵲鴝有雜

交的現象（Lim et al., 2010）。 

白腰鵲鴝偏好在樹木稀疏的低地闊葉林築巢，巢位於天然樹洞，

一窩2～5個蛋，以節肢動物為主食（Del Hoyo et al., 2005）。在原產

地的越南研究（Palko et al., 2009）發現，白腰鵲鴝在3～6月使用人工

巢箱及天然樹洞築巢，築巢棲地包括森林、灌木或森林邊緣，平均孵

蛋期是13.4天，一窩1～4個蛋，以3個蛋的窩數最多，窩的成功率是

85.1%，而且在人造園地（garden）的白腰鵲鴝，其繁殖季較早開始；

研究也發現白腰鵲鴝對巢箱使用率高（56.5%），雄鳥領域約0.3公頃，

遠高於夏威夷的0.09公頃紀錄（Aguon and Conant, 1994）。雖然白腰

鵲鴝於原產地越南被列為禁止商業販賣的保育鳥種（Group IIB of the 

Vietnam Government Decree 32/2006/ND-CP），但在越南河內（Hanoi）

的鳥類販賣市場仍占有相當的比例（2.3%）（Brooks-Moizer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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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根據中華鳥會的紀錄，白腰鵲鴝在台灣的野外紀錄可追朔至 1988

年（Fan et al., 2009），主要分布在海拔 400 公尺以下的山區，從北至

南只有東部沒有發現紀錄，繁殖地則集中在台灣西側中南部（任與

謝，2007a；Fan et al., 2009）。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於 2006 年及 2007 年，在雲林縣林內地區

調查此鳥種的族群分布和繁殖行為，發現其繁殖成功率（離巢幼鳥數

/總卵數）可達 49%（n = 27）（吳等，2009）。任與謝（2007b）在 2007

年於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進行白腰鵲鴝的繁殖觀察，發現白腰鵲鴝於

3～6 月築巢，巢位於既有樹洞、離地面高度 0.7～3.4 公尺，母鳥啣

枯草築巢，一窩 4～5 個蛋，蛋底色為淡綠具有棕班，雄鳥及雌鳥都

有育雛行為（圖三）。 

由於在雲林地區的白腰鵲鴝族群數量於 2005 年之後突然大幅增

加，引起關注，於是在林務局補助下於 2007 年實施白腰鵲鴝的移除

計畫，隨後 2008 年並擴展至彰化、南投、台南及高雄地區（Fan et al., 

2009）。2008 年至 2011 年止，4 年期間在台灣中南部總共至少移除

872 隻白腰鵲鴝及 21 個蛋，移除鳥隻中成鳥占 65%、幼雛鳥占 35%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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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白腰鵲鴝對台灣生態的危害主要有傳染禽流感，及對台灣本地脊

椎動物的掠食、競爭與干擾等負面衝擊。 

一、傳染禽流感 

白腰鵲鴝的原產地中國與東南亞地區，被認為是人類傳染病的新

興熱點（Jones et al., 2008），尤其是禽流感曾經大流行的越南，雖然

在 2005 年有立法禁止市區寵物貿易，但仍不能杜絕寵物鳥如白腰鵲

鴝的貿易（Brooks-Moizer et al., 2009），如果在禽流感流行時，由這

些疫區進口的寵物鳥包括白腰鵲鴝極可能成為禽流感的傳染媒介。 

 

二、對本地脊椎動物的負面衝擊 

白腰鵲鴝對台灣脊椎動物造成的負面衝擊包括掠食、傳染鳥類疾

病、與本地鳥種競爭資源、干擾本地鳥種繁殖等。 

根據林等（2009）研究，白腰鵲鴝會掠食本地種的青蛙及蜥蜴等

脊椎動物，此食性是原產地所沒有的。而在鳥類疾病的傳染，白腰鵲

鴝血液發現有兩種鳥類瘧原蟲（avian malaria parasites）（Laird, 1962）

及血液孢子寄生蟲（haemosporozoan parasites, Haemoproteus copsychi）

（Paperna et al., 2008），可見白腰鵲鴝會攜帶多種鳥類病原體，值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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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地鳥種的資源競爭方面，因為白腰鵲鴝主食為昆蟲，所以對

低海拔森林的食蟲鳥種將產生很大的競爭壓力。另外在巢位的競爭

上，白腰鵲鴝以麻竹筒做為築巢點與本地種棕面鶯（Abroscopus 

albogularis）與頭烏線（Alcippe brunnea）利用重疊（范與方，2006），

而本地種體型較大的黃嘴角鴞也被發現會利用竹筒洞築巢，所以也受

白腰鵲鴝利用竹筒築巢的競爭（吳等，2009）。在台灣許多地區都有

架設巢箱供給山雀築巢，目前雖尚無白腰鵲鴝利用這些巢箱的發現，

但因為白腰鵲鴝善利用人工巢箱築巢（Palko et al., 2009），所以不排

除會與這些山雀競爭巢箱，尤其是在海拔較低的山區，若架設巢箱將

有助長白腰鵲鴝繁殖的風險。 

白腰鵲鴝以其婉轉歌聲而為受歡迎的寵物鳥種，雄鳥在繁殖季鳴

唱並能模仿本地鳥種聲音增加其歌聲複雜度，進而干擾低海拔共域的

畫眉科鳥種如小彎嘴、台灣畫眉等鳥種的鳴唱行為，嚴重影響這些鳥

種在繁殖季時領域及求偶的行為（謝，2007；高雄鳥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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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四），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白腰鵲鴝歷經2008～2011年四年的移除計畫已成功將族群量最

大的雲林地區降為2008年族群量之50%以下（鍾等，2012），移除的

方法主要利用鳥音、鳥媒搭配戰鬥籠或霧網進行捕捉並輔以找巢的方

式，移除成效良好。鍾等（2012）在其防治作業程序建議書中也探討

比較國外其他移除方法，如射擊、毒藥（有限制性的毒藥）及巢蛋的

破壞（使用在小範圍）等方式最後認為運用霧網、戰鬥籠的誘捕是最

有人道考量、且對動物生態衝擊最小的防治方式。考量白腰鵲鴝在台

灣的高適應力（過去在台灣的成功繁殖紀錄）及目前在台灣野外仍有

不少的數量（如中部的雲彰地區及高雄市）尚未移除殆盡，建議應該

持續鍾等（2012）已經建立完善的白腰鵲鴝防治程序，包括通報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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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鳥隻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才能防止白腰鵲鴝族群擴大至全台

灣造成無法彌補的危害。 

 

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針對白腰鵲鴝在台灣的入侵現況，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建議如

下： 

1. 應持續鍾等（2012）已建立的白腰鵲鴝防治作業程序，包括通報

與宣導、族群誘捕移除及族群監測。 

2. 由於白腰鵲鴝在台灣為寵物鳥種，應控管寵物引入管道，除禁止

其從禽流感疫區進口外，寵物市場的規範與寵物商的協調是必須

的。 

3. 由於白腰鵲鴝善利用人工巢箱，也會利用天然樹洞，所以可以加

強這些具有豐富天然樹洞的低海拔林地或有人工巢箱的棲地，加

強白腰鵲鴝的監測與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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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地區 2008～2010 年間白腰鵲鴝移除類別（成鳥、幼雛、

鳥蛋）及數量 

年代 移除地區 成鳥 幼雛鳥 蛋 資料來源 

2008 雲林、南投、彰化、台南、高雄 165 93 8 吳等，2009 

2009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20 84 10 吳等，2010 

2009 高雄 9 0 0 高雄鳥會，2011

2010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45 72 3 鍾等，2011 

2010 高雄 13 0 0 高雄鳥會，2011

2011 台中、雲林、南投、彰化 115 56 0 鍾等，2012 

總計  567 30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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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白腰鵲鴝不同亞種雄鳥外型及C. m. malabaricus雌鳥（Del Hoyo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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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雄成鳥 

 
（b）雌成鳥 

 

圖二、台灣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白腰鵲鴝成鳥（任永旭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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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白腰鵲鴝（a）巢洞外觀，（b）雌鳥銜巢

材，（c）蛋外觀，及（d）雌鳥攜食物育雛（任永旭拍攝） 

（a）巢洞外觀 （c）蛋外觀 

（b）雌鳥銜巢材 （d）雌鳥攜食物育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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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修改自Wittenberg and Cock, 

2005） 



 
 

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珍珠石斑 
（Cichlasoma managuense） 

 

 

 

 

 

 

 

 

 

 

梁世雄 
 



摘  要 

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e）原產於中美洲之宏都拉斯至

哥斯大黎加地區，引入國家包括巴西、夏威夷及台灣等，以往在台灣

記錄主要分布可能於桃園及宜蘭等區域之靜水區域，但在美濃地區，

有養殖該魚類。該魚種為掠食性魚種，食物包含魚類及其他多種水生

生物，此魚種每年可多次產卵，有護卵行為，曾在台灣養殖及推廣食

用，對本地水生生物有極重大之負面衝擊，建議首應以移除為主要管

理方法。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麗魚科 Cichilidae 
 
中文俗名：珍珠石斑、淡水石斑 
中文名稱：馬拉麗體魚 
物種學名：Cichlasoma managuense 
原產地：中美洲（從洪都拉斯烏魯亞河至哥斯達黎加馬蒂娜河大西洋斜坡）。 
食性：小型魚類和無脊椎動物 
入侵紀錄：美國、菲律賓、台灣等 11 個國家 
在台分布狀況：桃園及宜蘭等區域之靜水區域 

 
http://www.fishbase.org/images/thumbnails/jpg/tn_Paman_u3.jpg 

形態特徵： 
本種的特色就是大嘴巴、下顎和大犬齒突出、黑色斑點鰭和身體，些許連續黑色條

紋的眼睛和鰓蓋邊緣間，一排黑色斑點於中間側面。透過前鰓蓋骨擴張角度和其他屬區

別。體色有銀色、金綠色、紫色；背部是苔綠色，兩側紫虹色，腹部白色或微黃色，背

鰭、臀鰭和尾鰭有許多黑點，身體間隙白色、黃色或藍虹色，尾鰭端部有黑色斑點。成

熟母魚鰓蓋是深紅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棲息於溫暖高優養化湖泊的靜止混濁水域和底泥處，也會在泉水和池塘底部碎石沙

粒。主要以小型魚類和無脊椎動物為食，屬卵生（分批產卵），體長最長 6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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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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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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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依據。 

珍珠石斑（Cichlasoma managuense）為原產於中美洲的掠食魚

種，目前主要分布於台灣北部之靜水區域，目前對其他生物相關資

訊，並未相當了解，故乃撰寫本手冊，期能提供基礎生物資訊，作為

未來整治及管理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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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Cichlidae 

屬（Genus） Cichlasoma 

種（species） managuense 

 

學名：Cichlasoma managuense Günther（1869） 

俗名：Jaguar guapote 

 

外型描述： 

背鰭 XVIII-12，臀鰭 VIII-10，腹鰭 I-5，胸鰭 4，背鰭具 17～18

硬棘，10～11 軟鰭條，臀鰭硬棘 6～8，軟條 11～12，大型口吻部，

下顎突出，明顯且大型齒，身體及鰭均具黑斑，眼至鰭蓋有一不連續

黑條斑紋，體側具連續之黑斑條塊，尾鰭黑色條紋與身體垂直，口上

位，體長/高比約為 2.6～2.8，體色銀或全綠及紫色，有白或黃色腹色，

進入繁殖期，雌性個體在鰓蓋具深紅色（圖 2-1）。最大標準體長約

25 cm（Fuller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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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一、原始區域 

分布於熱帶美洲區，自宏都拉斯之 Ulua 河到哥斯大黎加的

Mafina 河（Conkel, 1993），引入國家包括巴西、夏威夷、墨西哥、巴

拿馬、菲律賓、台灣及美國等。 

 

二、侵入區域 

在北美洲，首先在 1990 年早期發現入侵的位置在佛羅里達州邁

阿密的灌溉渠道，然後漸漸在 Everglades 的附近渠道內出現，佛羅里

達南部地區也開始有記錄（Fuller et al., 1999）。 

在1992年，珍珠石斑首次出現在夏威夷歐胡島夏威夷大學的一個

小池（Fuller et al., 1999）。1988年則首次於美國猶他州Boiler spring發

現，當時記錄約500個個體，其中包含3～4種不同體長，並利用rotenone

和炸藥清除珍珠石斑，但最後作業結果失敗（Marsh et a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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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物學及生態習性 

 

一、棲地 

分布範圍約在北緯 37°至南緯 9°，生活於淡水之中底水層；pH 值

介於 7.0～8.7；水深約 3～10 m（Agasen et al., 2006）；原始棲地水溫

約 35～36°C（Bussing, 1998），分布於濁度高、低氧、泥沙底質、高

營養鹽之湖泊類靜水水域（Conkel, 1993），在湧泉及池塘皆有發現

（Page and Burr, 1991）。 

 

二、食性 

成魚為肉食性，主要以魚類為主（Coukel, 1993），幼魚以浮游動

物為主，體型差異大時，會有大吃小的現象，在 1993 年佛羅里達州

發現個體之胃內含物分析顯示，有以螺類及魚類為食（Shafland, 

1996）。 

 

三、溫度 

原產於熱帶，耐高溫，不耐低溫。適溫範圍約在 25～30℃間，

15℃以下會有失衡現象，冬季水溫最好維持於 19℃以上（余等，

1999）。 

 

四、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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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夏季時魚苗養殖 6～8 個月，可成長至 500 g，雄魚生長

速度顯著大於雌魚（余等，1999）。 

五、繁殖 

雌雄異體，體外受精，每年有兩次產卵期，可多次產卵，有孵卵

行為，可產下 500 顆卵，在石頭及其他硬質底質產卵，公魚及母魚均

會守護卵及仔魚（Yamamoto and Tagawa, 2000），也有報告指稱可產

下 10,496 顆卵（Agasen et al., 2006），另在菲律賓報告全年均可產卵

（Agasen et al., 2006），在哥斯大黎加，有進行單種養殖。 

一年後之個體即可產卵，將卵產於池塘底部，會築巢，雄魚及雌

魚均有護卵行為，卵呈黃綠色，不透明，有黏性，140 g 雌魚可產卵

約 3000～4000 顆，在 27～29℃水溫時，48 小時後魚卵可孵化。卵黃

囊消失後之幼魚，可以小型浮游動物、原生動物等餵食，稍大後，可

改以紅蟲餵食，再漸改以人工飼料飼養（余等，1999）。 

 

六、重金屬毒性 

96 小時的 LC50的 Hg2+、Cd2+、Cu2+、Pb2+半數致死濃度分別為 0.069 

mg/l、0.48 mg/l、0.928 mg/l 及 3.42 mg/l。安全濃度分別為 0.00069 

mg/l、0.0048 mg/l、0.00928 mg/l 及 0.03421 mg/l。急性毒性由強至弱

依次為：Hg+2＞Cd+2＞Cu+2＞Pb+2（何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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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養殖 

有兩種方法 

1. 在池塘混養約 20 尾珍珠石斑，每 667 m2養殖約 20 尾，半年後，

平均魚重可達 315 g 左右，一年後，體重可達 500 g（劉等，2000）。 

2. 可主養珍珠石斑，但混養草魚、吳郭魚、鯽魚等。每 667 m2放養

珍珠石斑 150 尾，混養魚 300 尾，以人工飼料及牧草餵食，半年

後，石斑平均體重可達 175 g，一年後，可達 250 g 以上（劉等，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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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珍珠石斑在台灣於 1987 年自東非及坦桑尼亞引入（表 5-1）依據

陳等（2003），分布主要於低海拔（圖 5-1），當時主要分布於南部溪

流（圖 5-2）。珍珠石斑之養殖曾在美濃區推廣，但因受「孔雀綠」事

件影響，嚴重滯銷，當時曾改名「珍珠魚」，以提高消費意願及與石

斑進行區隔。該魚於 2001 年引入美濃養殖，以取代漸縮減的菸田產

業，當時約有 30 多公頃，40 多家養殖戶，養殖面積佔全省 8 成，市

場價格可達百元以上。當時也有以該魚發展多種料理，如生魚片、燒

烤、火鍋等各種不同料理，以推廣食用。目前在牡丹水庫亦有被發現，

但是水庫地區無法開放供民眾捕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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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名錄（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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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台灣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海拔高度（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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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台灣部分外來種淡水魚類、蝦類分佈圖（陳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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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入侵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在美國佛州南部之學者認為珍珠石斑會有取代本土物種的可能

（Fuller et al., 1999），但影響仍未清楚。 

1976 年引入台灣，2007 年由台灣引入江西省飼養，本魚種被認

為是同類魚種掠食性最強的魚種，具掠食性及高度之攻擊性，對於本

地魚種和水生生物均有嚴重負面影響。目前在台灣之詳細分布及生活

習性仍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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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珍珠石斑屬於熱帶魚種，對低溫環境較為敏感，以往紀錄於北部，

但在南部地區亦有養殖，可能目前全省均有分佈。 

2. 珍珠石斑因適應力強，生長快及抗病力強，開始以觀賞魚引入台

灣，後因市場接受度不高，並未風行，但部分個體可能因此被棄

置而進入野外。後又在高雄縣美濃地區進行養殖，但近年來美濃

地區多有水患，可能也因此而進入野外水域。要管理此魚種，應

先注意此二來源，予以注意。 

3. 珍珠石斑曾被發展為各種料理，以鼓勵民眾食用，水庫及埤塘等

政府可鼓勵商家推廣及民眾消費，特別是野外族群之利用，更應

予以鼓勵，以收控管之效。 

4. 水庫地區無法開放供民眾捕撈，建議可以公開招標方式，吸引業

者捕撈，出售所得可上繳國庫，行政單位則可推廣該魚種之食用

料理及消費，以減少野外族群之數量。 

5. 由於本魚種成魚為掠食魚類，但幼年個體也會以浮游生物為食，

因此，不同年齡的個體對水生生態系的影響均不容忽視，特別是

可能引起食物鏈骨牌效應，導致改變族群數量結構，及體型大小

等衝擊，均有可能會發生。 

6. 由於本魚種曾被選用為觀賞魚類及養殖魚種。因此，教育民眾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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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棄養及注意養殖管理勿使個體逸逃，均需要特別注意。以預

防及減少該魚種通達野外水域的可能管道，可能是最有效的管理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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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魚種 - 雲斑尖塘鱧 
（Oxyeleotris marmorata） 

 

 

 

 

 

 

 

 

 

 

梁世雄 
 



摘  要 

雲斑尖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俗稱筍殼魚，為熱帶亞洲

地區的掠食魚種，該魚生性喜穴居，耐低氧，為夜行性底棲魚類，該

物種為重要之經濟魚種，幾乎全年繁殖，目前在臺灣多見於嘉義以南

地區，但可能全省水庫及大型靜水水域均有可能分佈。覓食行為屬於

坐等型之掠食者，對於本土生物有造成數量減少及食物鏈骨牌效應的

危機，可以捕捉及食用消費等商業行為予以控管，另亦應以教育方式

減少民眾隨意野放及棄置之行為，以達成預防及控管之目的。 

 



已入侵外來種 - 魚類 
塘鱧科 Eleotridae 
 
中文俗名：筍殼魚（雲斑尖塘鱧） 
中文名稱：雲斑尖塘鱧 
物種學名：Oxyeleotris marmorata 
原產地：亞洲（湄公河與湄南河流域、馬來半島、印度支那、菲律賓和印尼） 
食性：小魚、蝦、水生昆蟲、軟體動物和螃蟹 
入侵紀錄： 
在台分布狀況：嘉義以南地區、烏山頭、曾文水庫等區域 

  
形態特徵： 

體延長呈圓筒狀，頭部前方縱扁，外形酷似竹筍，因而取名為筍殼魚，口裂寬大，

下頜較上頜前突，體呈灰褐色，頭部及體側具有 3-5 塊大小不一之褐色斑駁，且鰭膜亦

有黑黃褐色斑駁，尾部沒有眼狀花紋。 
偏好棲地與習性： 

筍殼魚生活在有微流水的沙泥底層和草叢中，喜穴居，性溫順，不善跳，耐低氧，

屬夜行性魚類。底棲性，河川洄游；淡水；pH range：6.5 – 7.5；dH range：10 – 15；熱

帶；22°C - 28°C。高度回復力，族群倍增時間少於 1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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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且可能

或已在入侵區域建立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

態健康的生物。入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al et al., 

2005），也是威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120,000

外來物種，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

的經濟損失，單單依據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

之累計，每年損失即約3140億美金。 

外來物種在人類的糧食、蟲害防疫、寵物、養殖、研究等經濟與

生活層面，均有貢獻，在許多國家，外來種相關產業，已成為重要經

濟活動。如台灣外來寵物相關（飼養器具、生物買賣、醫療美容等）

之年產值，已超過100億元。近年來，世界交通日趨便利、網路發展

一日千里、經濟交易日漸熱絡，經由各種方式引入外來種之途徑與販

售管道也日漸多樣。外來種引入的原因有走私、農業、貿易、娛樂、

科學研究、棄置、逃逸、無心釋放、生物防治與棲地改變等數種（謝

與林，1999），但是，外來生物在被引進後，卻可能經由放養、棄置、

逃脫等管道而進入野外環境，現在危害台灣生態環境的福壽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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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cea canaliculata）、琵琶鼠魚（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us）、美國螯蝦（Procambarus clarkii）和

巴西龜（Trachemys scripta）等動物，均屬於此範例。不論是有意或

無意的引種，都可能透過掠食（Marsh and Douglas, 1997）、競爭及排

擠（Vos et al., 1990）、雜交（Williamson, 1996）、傳染病（Stewart, 1991）

與降低生物多樣性（Allendorf, 1991）等方式對本土生物帶來危害。

現在，外來物種入侵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消失，已經幾乎等同於棲

地破壞與消失，成為極其重要的衝擊因素（Enserink, 1999）。 

臺灣在近年對於外來入侵動物的普查、分布、衝擊分類，均有所

注重，並已有所成效。近年來，已完成執行「外來入侵動物物種資料

收集及管理工具之建立」三年計畫（梁等，2010），內容除已蒐集

550 種外來動物之生活史基本資料庫生活史資料及建立網站外，也針

對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優先順序舉行專家會議與問卷調查，以瞭解已

入侵動物在野外之分布及危害現況，整理相關決議後，依無脊椎動

物、魚類、兩棲類、爬行類及鳥類等五種生物類別，將已入侵外來動

物各分為：A 類：優先管理；B 類：持續監測；C 類：觀察評估等三

等級，進行管理。本計畫針對評估為應優先管理之 A 類已入侵外來

鳥類及魚類物種之生物背景、分布現況、可能衝擊及治理對策，予以

整理，並編寫手冊，以提供各級行政及相關單位參考及作為執行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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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依據。 

雲斑尖塘鱧（Oxyeleotris marmorata），又稱筍殼魚，該魚種為原

分佈於熱帶亞洲地區的掠食性魚類，目前主要分佈於臺灣地區之埤

塘、濕地、湖泊及水庫等靜水區，具領域行為，但對其生物相關資訊，

並未相當瞭解，故乃撰寫本手冊，期能提供基礎生物資訊，作為未來

整治及管理之應用。 

 



 4

貳、分類資訊 

 

界（Kingdom） Animalia 

門（Phylum） Chordata 

綱（Class） Actinopterygii 

目（Order） Perciformes 

科（Family） Eleotridae 

屬（Genus） Oxyeleotris 

種（Species） marmorata 

 

學名：Oxyeleotris marmorata Bleeker（1852） 

俗名：Marble goby 

 

一、外型描述 

雲斑尖塘鱧背鰭具有 7 硬鰭及 9 軟鰭，臀鰭具 1 硬棘及 8 軟鰭。

（Kottleat, 2001），圓筒形體型，頭部扁平，寬口裂，下頷突出於上

頷。體色灰褐色，體側有數塊不規則褐色深斑，類似竹筍外殼，俗稱

筍殼魚。最大體長約 65 cm（Kottleat, 2001），一般體長全長約 30 cm

（Rainboth, 1996），在鰕虎類之魚種，為體型最大的個體（Smith,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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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自 19 世紀始，就於池塘及箱網中飼養雲斑尖塘鱧（Suwansart, 

1979）。依據泰國漁業部在 1981 的統計，箱網養殖的總重量即達 500

公噸（DOF, 1983）。 

 

二、雌雄分辨 

檢驗 urogenital papillae，雄性具有小及三角形構造物，雌性則顯

現手指狀突起，且在繁殖期會呈現深紅色（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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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雲斑尖塘鱧原產於泰國中南半島湄公河（Mekong）、菲律賓、印

尼等東南亞地區，為重要的經濟魚種，後引入中國、新加坡、台灣等

國，因逃逸、洪水、放養等因素，而漸入侵臺灣水域。 

 



 7

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一、環境 

淡水及半鹹水均可活存，pH 值約 6.5～7.5（Riede, 2004）。 

 

二、氣候 

熱帶地區水溫約 22～28℃（Riehl and Baensch, 1996），分布範圍

約自北緯 23°至南緯 18°。 

 

三、食性 

筍殼魚為坐等型的掠食者，以魚類、蝦、蟹等為食。 

 

四、生物資訊 

出現於河流、沼澤、水庫及運輸水道，以小魚、蝦蟹類、水生昆

蟲、螺貝類為食（Ukkatawewat, 2005），在東亞地區為高價值經濟魚

種（Rainboth, 1996）。 

 

五、繁殖 

繁殖時水質 pH 變化範圍 5.8～9.0，一般多在 7 左右；溶氧變化

範圍 4.5～12 mg/l，多在 6 mg/l 左右；水溫變化範圍 21～35℃，多在

28℃左右，可調控水溫，控制產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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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魚種幾乎全年均能繁殖，繁殖高峰出現於 5～6 月，但在 11～

12 月無產卵之紀錄（陳等，2010），Tavarutmaneegul 和 Lin（1988）

人工飼養繁殖時，全年收集巢數在 502～551 巢間，平均產卵數 3.3

～4.4 次巢/雌性。在 2 月 9 月之產卵頻繁期，有 125～150 雌性個體

的水域內，平均每月約有 60 餘巢，估計每年每尾雌性個體至少可產

3 次卵。雌性每次產卵估計有 2000 至 30,000 顆卵，卵埋藏於圓形、

漿狀之透明膜內，每次產卵的面積約為 250～350 cm2，平均每巢估計

約有 24,000 卵。 

Tavarutmaneegul 和 Lin（1988）也發現 80%的受精卵可孵化，但

死亡率高達 90%，在活存個體中，經 30 天養育後，仔魚可長至 1 cm

長，活存率約為 7～55%（平均 20%）。在 30～60 天後，活存率約為

75～100%。控管族群數量在夏季捕捉雌性個體，捕捉及移除幼年個

體，特別是＞1 cm 長之幼體（固死亡率已低）。成長速率和養殖密度

有逆相關存在（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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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雲斑尖塘鱧於孵化 60 天內成長速率和養殖密度之相關圖

（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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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8℃水溫下，受精卵約 22 小時後可孵化（陳等，2010），筍

殼魚為一夫一妻制，產卵後雄魚會以胸鰭搧動水流，使卵維持適當的

溶氧量，雌魚則未發現存在護卵行為。受精卵若未受到適量供應的溶

氧，會發生白化現象而死亡。 

藉晶片植入而辨識個體，發現雌魚在繁殖季可多次產卵，約 2～

6 次（陳等，2010）。每次產卵間隔時間約 7～15 天，仔魚孵化後，

初期會在中下水層游動，約 20 多天後轉變為底棲。 

 

六、生殖 

雌雄異體，體外受精，會築巢且有護巢行為（Breder and Rosen, 

1966）。 

 

七、產卵期（Spawning） 

在泰國，產卵期自 1 月至 10 月，水溫約 28～35℃，育卵數最少

2,000 顆，最多 30,000 顆（Tavarutmaneegual and Lin, 1988）。 

 

八、體長與體重之關係（Length-weight） 

在泰國，Chi 河捕捉得之 34 尾個體，其體長與體重之關係式為

（Satrawaha and Pilasamorn, 2009）： 

W=0.0094TL3.11 （R2=0.95） 

TL=Total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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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養殖 

在養殖池繁殖時，利用 30 cm × 30 cm 硬板，組合成三角形狀，

沿養殖池邊緣之底部排設，在個體置入約 2 星期後，即會於人工結構

之內部產卵（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圖 4-2）。 

在 26～28℃，中性 pH 及硬度之水質，受精卵約需 2～4 天孵化，

卵黃囊在 3～5 天內會被消耗，幼體食物轉化為煮熟蛋泥和輪蟲

（rotifer），大幼體就利用輪蟲、顫蚓及 Moina 等食物餵食

（Tavarutmaneegul and Lin, 1988）（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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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水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該魚種多出現於池塘、湖泊、河川、水庫等水域之緩流區域。平

時棲息於底層，活動量低。在臺灣地區之分布多見於嘉義以南地區、

烏山頭、曾文水庫等區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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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淡水水域之可能衝擊 

 

雲斑尖塘鱧為底棲坐等型掠食者，以魚、蝦、蟹類等水生生物為

食，目前對於本魚種引入後，可能造成的衝擊尚無文獻進行探討。但

單就其掠食性而進行推論，對於本土水生生物至少有減少族群數量的

威脅，同時，因在台灣本魚種幾乎可全年繁殖，若數量過多，則可能

使本土物種產生滅絕，至於因營養連鎖（trophic cascade）效應而改

變生物型態及群聚結構之影響，亦可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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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1. 筍殼魚為高級的食用魚種，可以鼓勵民眾食用消費的方式，進行

成魚清除。 

2. 筍殼魚為坐等型的掠食者，以魚類、蝦、蟹等水生生物為食，對

於本土生物可能造成數量減少及滅種的危機。此外，也可能造成

食物鏈的骨牌的作用，因而改變水生生物的族群組成及體長等作

用。 

3. 雌魚每年可多次產卵，故全年都應進行捕捉及移除工作。 

4. 除捕捉及移除等管理行為外，亦需注意商業之養殖行為是否因筍

殼魚之販售價格及商業消費而有出現或重現之現象，以免投入之

管理資源有浪費之虞。 

5. 捕捉可針對雌性個體，除可減少成年個體，亦可減低幼體族群，

得多種成效。 

6. 仍應以教育方式減少民眾隨意野放及遺棄該魚種之行為，以達成

預防及管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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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管理入侵外來種 
魚類及鳥類治理手冊 

 

外來鳥種 - 黑頭棲群織布鳥/黑頭織雀 
（Ploceus cucullatus） 

 

 

 

 

 

 

 

 

 

 

 

 

謝寶森 
 



 

 

摘  要 

黑頭織雀原產於非洲，台灣在 1996 年的鳥店調查就有販賣紀

錄，從 2003 年起在人圈養的動物園、鳥園都有成功繁殖，直至 2010

年在台灣的苗栗，首度發現野外繁殖的族群，隨後雖移除但目前仍有

逃逸野外。黑頭織雀不僅在原產地是嚴重的農害鳥種，在其入侵的美

洲，也產生嚴重的農害損失。有鑑於黑頭織雀是嚴重的農害鳥種及對

台灣本地鳥種的競爭危害，為防止仍逃逸野外的黑頭織雀族群的擴

展，建議應該加強繁殖棲地的監測，針對有繁殖黑頭織雀的鳥園或動

物園做必要的管控，宣導民眾認識入侵鳥種的危害並鼓勵通報。 

 



 

 

已入侵外來種 – 鳥類 
織布文鳥科 Ploceidae 
 
中文俗名：黑頭棲群織布鳥/黑頭織雀 
物種學名：Ploceus cucullatus 
原產地：非洲，塞內加爾到喀麥隆及查德；加彭到薩伊及安哥拉北部；薩伊北部到烏干

達、蘇丹南部及坦尚尼亞西北盡頭；薩伊南部；及鄰近的坦尚尼亞西邊；衣索

比亞；索馬利亞南部到肯亞、坦尚尼亞、馬拉威及莫三比克北部；南非 
食性：種子、穀物、昆蟲 
入侵紀錄：留尼旺島、模里西斯（Moulton and Sanderson, 1997） 

在台分佈狀況：在台灣有野外逃逸及繁殖紀錄（2010 苗栗後龍）。 

 
 

http://www.digimages.info/tisgen/tisgen.htm  
型態特徵： 

體長約 15～17 公分，有著圓錐狀的鳥喙和深紅色眼睛。在北方的族群，繁殖期的

雄性頭部為黑色，頸部與胸部間為栗色；在南方的族群，黑色與栗色部分減少，且在繁

殖期的雄性只有臉與喉嚨為黑色，頸部與頭頂則為黃色；在其他部分則全部族群都一

樣，有黑色鳥喙、黃色的身體與翅膀。非繁殖期的雄性頭部為黃色，頭頂為橄欖綠，身

體上半部為灰色，下半部為白色，翅膀為黃色與黑色。雌性身體上半部有橄欖綠色的條

紋，翅膀為黃色和黑色，身體下半部為淺黃色。雛鳥與雌性相似，但背部較咖啡色。 
偏好棲地與習性： 

開放或半開放棲地，如林地或鄉鎮等人類活動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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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來入侵物種（invasive exotic species）是指非本地物種，已建立

一穩定族群，進而威脅、危害本地經濟、人類或生態健康的生物。入

侵生物不僅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Pimentel et al., 2005），也是威

脅各地原生物種的重要關鍵因素（Mooney and Hobbs, 2000）。根據

Pimentel et al.（2001）報告，全球各地已有超過 120,000 外來物種，

在沒有自然天敵的新環境下造成農業、畜牧、漁業等嚴重的經濟損

失，單單依據估計六個國家（美、英、澳、印度、南非、巴西）之累

計，每年損失即約 3140 億美金。有關外來鳥種危害最著名的例子，

就是歐椋鳥（European starling, Sturnus vulgaris）引進美國後，由於

增加數量的龐大，不只每年造成農作物損失 10 億美金以上，更對當

地物種造成生態威脅（Pimentel et al., 2000）。 

台灣地區林立的鳥店與野外日益增多的外來鳥種，顯示侵入鳥種

的威脅，日益增加。根據Shieh et al.（2006）報告，從1994年起至2004，

台灣至少有290種外來寵物鳥種被引進入口，其中有93種逃逸野外成

為引入鳥種，28種有在野外繁殖的紀錄。外來物種入侵本地時，包括

四個階段：輸入（transport）、引進（introduction）、建立（establishment）

及擴張（spread）（Williams, 1996），侵入物種常因其在早期未被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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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其族群擴張至難以驅除、引起重大損失時才被注意，所以及早偵

測、評估、明快處理應是減少入侵物種危害、損失的最重要途徑，因

此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已成為世界

各地重要的生態研究主題（此可由google搜尋invasive species risk 

assessment超過1860,000相關網頁得知）。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也已發展針對台灣外來入侵鳥種處理順序

的評估系統，此評估系統包括三個方面的考量：處理緊迫性、入侵潛

力及生物特質（陳等，2007）。而後，有鑑於已入侵鳥種處理之急迫

性，我們將入侵鳥種分成三類：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入侵地點侷限

且可立即執行防制者 9 種）、B 長期觀察管理物種（入侵範圍廣或防

制困難需要長期研究觀察者 12 種）、C 待觀察評估物種（入侵危害及

防制待更確切的研究及評估者 15 種）（梁等，2010）。本報告即針對

A 優先處理防制物種名單中的黑頭織雀，探討其分類、生態習性；及

入侵其他地區的狀況，並根據這些背景資料及相關文獻提出移除或防

制的處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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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類資訊 

 

黑頭棲群織布鳥/黑頭織雀（Village Weaver, Ploceus cucullatus）

為在非洲分布最廣的織雀科（Family Ploceidae, Weavers）種類，但在

分類上此種可與巨織雀（Giant Weaver, P. grandis）形成超種

（superspecies），超種是指一群親源接近但分布在不同地區偶而會雜

交的物種（Mallet, 2007）。黑頭織雀也能與黑織雀（Vieillot’s Black 

Weaver, Ploceus nigerrimus）雜交（圖一），加上屬於此種的亞種名常

有變動，所以此種的界線並不明確。黑頭織雀包含諸多的亞種

（subspecies）及品系（race）；目前確認的亞種有 5 個（P. c. cucullatus, 

P. c. collaris, P. c. abyssinicus, P. c. nigiceps, P. c. spilonotus），都分布在

非洲（Del Hoyo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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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物種現況與入侵地區 

 

黑頭織雀是常見的籠中逸鳥，已能成功的由人工繁殖，目前在許

多地方都有入侵的族群，產生嚴重的農害。 

在 17 世紀黑頭織雀就被引入至印度，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在中

南美洲島嶼都陸續有發現逃逸野外紀錄，但都維持在低密度，直到

1960 年代在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黑頭織雀族群暴

增，造成嚴重的稻米危害。 

在非洲外海的模里西斯（Mauritius）小島上，在 1886 年有籠中

逃逸的紀錄開始，至 1982 年黑頭織雀已成為與麻雀（House sparrow）

同列為此島最嚴重的農害鳥種（Lahti, 2003a）。現在北美洲及中南美

洲的波多黎各（Puerto Rico）、委內瑞拉（Venezuela）及歐洲的義大

利及法國都有引入繁殖的紀錄；目前黑頭織雀的引入尚未有失敗的例

子 （Lahti, 2003a）。 

寵物鳥販賣（cage bird trade）是造成黑頭織雀引入至他地的最重

要原因，根據塞內加爾每年的寵物鳥出口統計，13%是織雀屬鳥種，

而歐洲的法國是最大進口國，美國市場則在 1980 年代取代法國成為

最大宗進口國（Lahti,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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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產地生態習性 
 

黑頭織雀成鳥雌雄體色不同，雌鳥頭部及臉部黃綠色，雄鳥則臉

部全黑，頭部則在不同的亞種或是全黑（P. c. collaris）、或是全黃（P. 

c. spilonotus）、或是黃黑各半（P. c. abyssinicus）（圖一）（Del Hoyo et 

al., 2010）。 

黑頭織雀多巢聚集在同一樹上，為聚集式的繁殖（colonial 

breeding），配對系統是一夫多妻制（polygyny），巢由雄鳥編織完成，

根據Collias and Collias（1971）觀察，在一個生殖季中雄鳥要編織9

至10個鳥巢才有一窩成功孵化，所以雄鳥的能量多用於編織巢及展示

吸引雌鳥；反之，雌鳥只修補巢內襯並孵蛋，並負責主要的餵雛工作

（Collias and Collias, 1967）。 

黑頭織雀的蛋個體間差異大，親鳥能記憶並辨識自己蛋的顏色及

斑點，此種能力有助於抵抗杜鵑鳥種（Diederik Cuckoo, Chrysococcyx 

caprius）的托卵寄生（brood parasitism）（Lahti and Lahti, 2002）。 

黑頭織雀喜歡潮濕棲地，在雨季時傍水繁殖，雨量是黑頭織雀形

成生殖群及同步生殖的重要因子（Hall, 1970）；雨季的長短也決定

生殖季的長短 （Da Camara-Smeets, 1982）。但在被入侵的中南美洲，

竟發現在乾燥沙漠地，此鳥會靠覓食仙人掌果實進行繁殖，仙人掌果

實的水含量已取代雨量成為刺激黑頭織雀繁殖的重要因素（Lah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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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b）。 

黑頭織雀鳴聲吵雜多樣（Collias, 1963），至少可區分成26型

（Collias, 2000）。黑頭織雀是具廣泛生態適應的鳥種（ecological 

generalist）（Lahti, 2003a），以種子為主要食物，也食用果實及昆蟲。 

黑頭織雀通常棲息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水邊林地、灌木疏原、

農墾地、郊區園地，習慣出現在人為的環境，是非洲數量最多的織雀

種類，在史瓦濟蘭（Swarziland）估計有20,000隻。在奈及利亞（Nigeria）

黑頭織雀的標本占了傳統藥用鳥體的59%（Del Hoyo et al., 2010）。黑

頭織雀在原產地的非洲是破壞穀物榜上有名的害鳥種類（Manikowski, 

1984），也是奈及利亞危害高蛋白玉米品種產量的前3鳥種之一（另2

個危害鳥種為Francolinus bicalcaratus, bush fowl；Lonchura spp, 

Bronze marikins）（Fayenuwo et al., 2007）。 

因為黑頭織雀多聚集生殖築巢於經濟樹種如椰子樹、棕梠樹、香

蕉樹等，並利用其葉子做巢材使得危害加劇，加上其成群取食稻米穀

粒、玉米粒、油棕果實（Funmilayo and Akande, 1976），農作損害多

發生於果實形成時期（Inah et al., 2007）；再者，根據Adegoke（1983）

捕捉標識鳥隻的研究發現，研究期間最遠活動距離是1.5公里，顯示

黑頭織雀並不做長距離的遷徙，危害農作的多是當地留鳥。所以，黑

頭織雀是非洲當地提高農產量最需要控制的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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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侵台灣陸域之分布與生態習性 
 

被引進台灣在寵物店有販賣紀錄的織雀科鳥種有 6 種：黑頭織

雀、橙色織雀（Orange Weaver, Ploceus aurantius）、黃肩羽寡婦鳥

（Euplectes macrourus）、黑翅紅寡婦鳥（Euplectes hordeaceus）、

紅寡婦鳥（Euplectes orix）及黃頂寡婦鳥（Euplectes afer），這 6 種

在台灣都有被發現逃逸野外（Shieh et al., 2006）。 

其中只有橙色織雀與黑頭織雀在台灣有野外繁殖紀錄，且橙色織

雀的販賣及繁殖紀錄都比黑頭織雀要早；1994 年的寵物調查就有橙

色織雀的販賣紀錄而黑頭織雀則至 1996 才有販賣紀錄，且黑頭織雀

在台灣野外的繁殖紀錄距今也不超過 5 年。 

黑頭織雀在台灣的繁殖，在 2009 年之前只局限於人為圈養的環

境如新竹綠世界、新竹市立動物園（ http://www.appledaily. 

com.tw/appledaily/article/property/20060806/2800743/）

（ http://tw.myblog.yahoo.com/fm10375/article?mid=1578&l

=f&fid=55），最早查到的報導為 2003 年在台北市立動物

園就有繁殖的現象（ http://www.epochtimes.com/b5/3/1/21/ 

n268240.htm）。而黑頭織雀於台灣野外的繁殖，則直到 2010

年才於苗栗後龍被發現（7 隻黑頭織雀成鳥及 12 個鳥巢，https: 

//sites.google.com/a/aisstop.tw/aisstop/wai-lai-niao-zhong-jian-ce-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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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shao/cheng-gong-fang-zhi-an-li），隨後經林務局會同相關單

位摘除 3 個鳥巢並移除 3 隻雄鳥、1 隻雌鳥及 4 隻幼雛（林務局

新聞 2010/7/15, 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52398&ctNode= 

1787&mp=1）。此次發現點黑頭織雀築巢於水邊（池塘邊），（http:// 

www.peopo.org/news/56667）築巢時間是 5 月，雄鳥以野草為巢材編

隻多個鳥巢，2 隻雄鳥共編織 12 鳥巢，但使用的只有 4 個鳥巢。 

2011 年持續在新竹新豐有發現雄鳥蹤跡（http://www.flickr.com/ 

photos/bobdu/6171772737/）及未知地點有戴腳環的母鳥、雄鳥及鳥巢

（http://gallery.dcview.com/showGallery.php?id=46837），可見 2010 年

的移除行動之後仍有逃逸在野外並繁殖的黑頭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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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對台灣陸域生態之可能衝擊 
 

黑頭織雀對台灣陸域生態的衝擊主要有農作物的危害及與本地

鳥種的資源競爭。 

一、危害農作物 

黑頭織雀主要以種子為食，不管在原產地或入侵地都能引起嚴重

的農作危害（Manikowski, 1984；Fayenuwo et al., 2007；Lahti, 2003a），

加上其高繁殖的族群擴張力，能夠在短時間內暴增族群，所以對台灣

農作的危害潛力不可忽視。 

 

二、與本地鳥種競爭 

黑頭織雀主要以種子為食，與本地鳥種如白腰文鳥（Lonchura 

striata）、斑文鳥（L. punctulata）等同以種子為主食的鳥種，競爭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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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治與管理 

 

一、防治建議 

根據Wittenberg and Cock（2005）建議的入侵動物防制與管理流

程（圖二），最開始應建立三個重點工作：（1）進口黑名單的管理，

針對具入侵潛力高的鳥種禁止入口；（2）特定地點調查，包括機場、

港口等周遭棲地進行調查，以偵測外來物種的個體；（3）特定物種調

查，針對已經被引入台灣的外來鳥種，偵測族群數量，判斷對台灣生

態的入侵危害程度，探討移除的可能性及後續的危害控制。 

Lahti（2003a）認為控管黑頭織雀最好的策略是禁止進口，其他

控制族群的方法如用火、稻草人、破壞巢、砍掉巢棲的樹等在非洲都

沒有較成功的效益。毒餌雖對數量多的個體能暫時有效的控制，但較

昂貴且會有其他動物誤食遺害（Witmer et al., 2007）。由於黑頭織雀

的繁殖季與雨量關係密切（Lahti, 2003b），且目前發現在台灣繁殖的

地點為水邊，所以建議進行繁殖棲地的監測並配合移除行動。 

根據 Adegoke（1983）的研究發現，黑頭織雀最遠活動距離是 1.5

公里，所以繁殖棲地的監測應根據過去的繁殖地點及有繁殖黑頭織雀

的動物園，在周遭 2 公里內的水邊棲地，於可能進行繁殖的時間（3

～8 月）進行巡視，一旦發現有築巢，立即捕抓成鳥並摘除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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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 

黑頭織雀未來防治與管理重點，參考美國對付入侵脊椎動物常面

臨的主要問題（Witmer et al., 2007）建議如下： 

1. 鳥園及動物園的管控：因為台灣逃逸野外的黑頭織雀可能來自人

圈養的動物園或鳥園等，加上黑頭織雀在人圈養環境能成功的繁

殖，更增加其逃逸野外的風險，所以與鳥園及動物園的協調與規

範是必須的。 

2. 公眾觀感及支持：公眾缺乏入侵動物造成傷害的知識且無法區辨

本地種與外來入侵種，對看起來無害漂亮的外來種並不覺得有任

何危機感，對外來種抱持友善的態度除非證明有害否則是無辜的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所以要讓民眾瞭解外來種入侵的

危害，對入侵外來種終極目標應是消滅所有個體，所以應該宣導

並鼓勵民眾，發現黑頭織雀在拍下美麗照片之後，應立即通報相

關單位進行移除的工作。 

3. 加強與持續野外繁殖棲地的監測：針對過去發現的野外繁殖點、

與有黑頭織雀繁殖的鳥園動物園等，周遭 2 公里內的水邊棲地，

定時巡視與監測，一旦發現黑頭織雀築巢，應立即移除巢與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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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黑頭織雀 

 
（b）巨織雀 

 
（c）黑織雀 
 

圖一、（a）黑頭織雀（Village Weaver, P. cucullatus）的四個亞種，（b）
巨織雀（Giant Weaver, P. grandis），（c）黑織雀（Vieillot’s Black 
Weaver, Ploceus nigerrimus）的兩個亞種（P. n. nigerrimus, P. n. 
castaneofiuscus）（Del Hoyo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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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外來入侵物種監測與管理流程（修改自Wittenberg and Coc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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