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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埃及聖鹮(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原生於非洲與中東地區，引入台灣後

逃逸成為外來入侵鳥種，現已長年在台灣建立穩定族群。根據生態習性與國

外案例，埃及聖鹮與其他共域鳥種可能存在競爭關係，或捕食鳥蛋與雛鳥，

對台灣原生物種造成威脅。故本計畫目標針對台灣的埃及聖鹮族群進行全台

調查及生殖干擾作業試驗，亦嘗試進行成鳥移除，並持續維護「埃及聖鹮危

害及防治宣導」臉書(Facebook)粉絲團，與製作宣傳圖卡進行埃及聖鹮危害

及防治宣導作業。本計畫首度利用同步普查的方式，進行埃及聖鹮的全台族

群監測，確認族群量介於 2227 至 3046 隻之間，族群可能仍在增長當中。生

殖干擾作業主要針對台灣 6 處曾有埃及聖鹮築巢之地點進行，由於繁殖季節

已大致結束，僅在台北關渡和彰化漢寶分別確認有離巢幼鳥和棄蛋，其中關

渡巢區移除幼鳥 3 隻。而成鳥移除選在彰化巢區執行，利用套索捕獲 2 隻埃

及聖鹮成鳥。本計畫除了持續維護「埃及聖鹮危害及防治宣導」臉書

(Facebook)粉絲團，也利用粉絲團推廣埃及聖鹮的通報回傳表單，今年共有

31 筆的回傳資料，以宜蘭地區的回報較踴躍。宣傳圖卡以生態危害、外觀

辨識與生活史 3 個主題設計完成，期望能讓更多民眾了解埃及聖鹮造成的危

害。由於今年的計畫執行時間未在埃及聖鹮的繁殖期間，生殖干擾與成鳥移

除都未達到顯著之成效，建議未來執行本種移除作業應於繁殖期 3 月至 8

月期間，並運用適合之方式或工具進行成鳥移除。



1 

 

目錄 

一、 前言 ................................................................................................................... 5 

二、 工作項目與方法： ........................................................................................... 9 

(一) 埃及聖鹮全臺族群數量普查工作................................................................ 9 

(二) 埃及聖鹮生殖管理...................................................................................... 11 

(三) 埃及聖鹮成鳥移除...................................................................................... 14 

(四) 防治宣導及推廣.......................................................................................... 17 

(五) 其他配合事項.............................................................................................. 17 

三、 結果 ................................................................................................................. 18 

(一) 埃及聖鹮全臺族群數量普查工作.............................................................. 19 

(二) 埃及聖鹮生殖管理...................................................................................... 22 

(三) 埃及聖鹮成鳥移除...................................................................................... 29 

(四) 防治宣導及推廣.......................................................................................... 37 

四、 檢討與建議 ..................................................................................................... 43 

參考資料： ................................................................................................................. 47 

附件一：埃及聖鹮調查紀錄表 ................................................................................. 48 

附件二：二氧化碳動物安樂死流程與示意圖 ......................................................... 49 

附件三：期初新聞稿 ................................................................................................. 50 

附件四：期中新聞稿 ................................................................................................. 51 

附件五：期末新聞稿 ................................................................................................. 52 

附件六：執行記錄照片 ............................................................................................. 53 

附件七：關渡巢數計數 ............................................................................................. 56 

附件八：各月份調查資料 ......................................................................................... 57 

附件 九：期中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表 ....................................................................... 81 

 

  



2 

 

圖目錄 

圖 1. 1995-2009 全台埃及聖鹮族群數量(袁孝維，2009) .......................................... 6 

圖 2. 歐洲外來入侵鳥種影響分數(Kumschick and Nentwig, 2010) ......................... 7 

圖 3. 主要調查區域.................................................................................................... 10 

圖 4. 6 處曾有埃及聖鹮築巢紀錄之地點.................................................................. 12 

圖 5. 執行空拍之四軸多旋翼無人機........................................................................ 13 

圖 6. 二氧化碳鋼瓶.................................................................................................... 14 

圖 7. 地面套索陷阱.................................................................................................... 15 

圖 8. 欲架設霧網與陷阱之堤防................................................................................ 15 

圖 9. 漢寶巢區核心區................................................................................................ 16 

圖 10. 各月份數量分布圖.......................................................................................... 21 

圖 11. 9 月各巢區空拍照片 ........................................................................................ 22 

圖 12. 關渡巢數計數.................................................................................................. 23 

圖 13. 關渡區之巢鳥皆已接近成鳥.......................................................................... 24 

圖 14. 彰化漢寶巢區空拍.......................................................................................... 25 

圖 15. 空拍時尚有一巢蛋.......................................................................................... 25 

圖 16. 巢蛋已經消失.................................................................................................. 26 

圖 17. 巢下地上有破碎蛋殼...................................................................................... 26 

圖 18. 10 月各巢區空拍照.......................................................................................... 27 

圖 19. 10 月 26 日關渡巢區空拍之族群.................................................................... 28 

圖 20. 11 月各巢區空拍照 .......................................................................................... 29 

圖 21. 關渡巢區位置與進入巢區之路線.................................................................. 30 

圖 22. 潮汐影響移除工作.......................................................................................... 31 

圖 23. 伸縮長竿搭配抓雞鉤...................................................................................... 31 

圖 24. 二氧化碳執行人道處理.................................................................................. 32 

圖 25.巢中已無繁殖中之成鳥與幼鳥........................................................................ 32 

圖 27. 核心區有水域供鳥群活動與棲息.................................................................. 33 

圖 28. 土堤上架設霧網.............................................................................................. 34 

圖 29. 10 米主線繫上 200 個套索.............................................................................. 35 

圖 30. 架設地面套索.................................................................................................. 35 

圖 31. 套索捕獲之成鳥.............................................................................................. 36 

圖 32. 保定後執行人道處理...................................................................................... 36 

圖 33. 埃及聖鹮危害及防治宣導紛絲團.................................................................. 38 

圖 34.同步調查活動與通報表單................................................................................ 38 

圖 35. 關渡博覽會宣傳調查活動.............................................................................. 39 

圖 36. 漢寶社區外來種防治宣導.............................................................................. 39 

圖 37. 調查表單回傳點位.......................................................................................... 40 



3 

 

圖 38. 埃及聖鹮生活史宣傳圖卡.............................................................................. 41 

圖 39. 埃及聖鹮外觀辨識宣傳圖卡.......................................................................... 41 

圖 40. 埃及聖鹮生態危害宣傳圖卡.......................................................................... 42 

 

  



4 

 

表目錄 

表 1. 各縣市主要調查區域.......................................................................................... 9 

表 2. 計畫執行成果檢核表........................................................................................ 18 

表 3. 各縣市族群調查數量(括號內為 eBird 調查資料) .......................................... 19 

表 4. 各式移除工具分析表....................................................................................... 45 

 

  



5 

 

一、 前言 

埃及聖鹮(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原生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東非、

衣索比亞、南非與伊拉克東南方等地，屬於鸛形目、朱鷺科、朱鷺亞科，身

長為 65-89 公分，體重約為 1500 公克，展翅長可逹 112-124 公分(Hoyoet al. 

1992)。台灣於民國73年在臺北關渡首次記錄到個位數的埃及聖鹮野外個體，

嗣後於各地偶見零星個體記錄，但目前聖鹮族群已擴散至西部各縣市沿海濕

地，且有明顯之繁殖群聚紀錄，已成為臺灣之入侵鳥種。埃及聖鹮與臺灣本

地鷺科鳥類在食物、巢樹等生態資源上有諸多重疊，可能對臺灣繁殖的小白

鷺、黃頭鷺、夜鷺以及度冬的蒼鷺、大白鷺、中白鷺等鳥類造成生存及繁殖

上的競爭排除效應，而根據台灣大學袁孝維老師(2009)調查研究指出埃及聖

鹮的巢附近其他鷺科鳥類屍體的出現、聖鹮成鳥嗉囊如蛋形狀般的鼓起和翅

膀受傷的黃頭鷺幼鳥等跡象，顯示巢區中確有與其他鷺科鳥類打鬥及掠食等

行為，顯示埃及聖鹮確實會對本地鷺科鳥類在繁殖上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埃及聖鹮在台灣的族群狀況根據袁孝維(2009)整理中華鳥會資料庫自

1995 年至 2010 年的鳥類調查資料顯示(圖 1.)，埃及聖鹮族群自 2005 年後顯

著成長，直至 2009 年的族群年成長率已到達 67.0 隻，其族群成長速度已位

於族群指數成長模式(exponential growth model)中的前期階段，具有極高的

成長潛力。 

為了瞭解埃及聖鹮在台灣的實際分布與族群現況，2015 年由本會委託

各縣市鳥會於當年 8-11 月，進行全台的埃及聖鹮族群數量調查。調查結果

顯示全台埃及聖鹮年族群量以達到 1902 隻次，然就嘉義縣單一縣市數量已

來到 1197 隻次，調查結果亦發現發現在 8 月以前，全台埃及聖鹮數量主要

集中在雲林縣以北，但 8 月之後，雲林縣以北之縣市埃及聖鹮的族群數量有

明顯減少之趨勢。就調查結果中年觀察數量增多及不同縣市族群量之季變化

的現象，顯示埃及聖鹮可能有島內遷移的現象。近年來的調查結果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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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族群調查數量雖較 2015 年低，但族群數量仍高達 1532 隻次。 

根據Kumschick and Nentwigy在2010年透過文獻及資料收集方式，分析

歐洲各外來入侵鳥種在環境及經濟兩個層面的影響力，環境層面探討的因子

包含競爭、捕食、種間雜交、疾病散播力及植食行為，經濟層面因子包含農

業、畜牧業、林業的影響、國家基礎設施、人類健康、人類社會生活的探討，

經量化後得到潛在影響分數及實際影響分數(如圖2)。文中更指出埃及聖鹮

為外來入侵種且潛在環境影響分數僅次於加拿大雁，經濟影響分數次於加拿

大雁及2種鸚鵡，而實際影響分數則受物種分布侷限及紀錄資料不足等因素

而偏低。因此外來入侵鳥種的管理考量需審慎評估，避免造成對生態及人類

社會的危害。 

 

圖 1. 1995-2009 全台埃及聖鹮族群數量(袁孝維，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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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歐洲外來入侵鳥種影響分數(Kumschick and Nentwig, 2010) 

因埃及聖鹮為外來入侵種，且於林務局2010年「外來入侵動物物種資料

收集及管理工具之建立」計畫報告中列為應優先處理的A級物種，其族群數

量持續增加可能會對本土鳥種甚至棲地生態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本會於2016

年受林務局委託執行埃及聖鹮族群管理試驗，執行項目包含埃及聖鹮的族群

數量監控，並於彰化漢寶巢區執行空拍攝影了解埃及聖鹮築巢位置，進行生

殖干擾試驗。去年共執行3次空拍，於7月20日記錄205巢、8月5日共紀錄302

巢及8月26日共紀錄125巢，生殖干擾作業共執行8次，共移除63個巢及126

個卵，其中46巢為移除卵、17巢為破壞巢。 

本會雖於去年執行埃及聖鹮生殖干擾作業，然埃及聖鹮在長成成體後，

於野外可存活10至15年，且目前未發現明顯天敵。根據Calle and Gawlik在

2011年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針對埃及聖鹮進行食性調查的研究發現，埃及聖鹮

會取食人類活動所產生之資源，並在郊區建立族群。台灣地狹人稠，各地皆

有人類活動，而遺留下來的食物廚餘、碎屑甚至養殖場的飼料等提供了埃及

聖鹮豐富的食物來源，因此只針對鳥蛋與雛鳥進行生殖干擾來降低埃及聖鹮

整體的族群量，在短期上未必能看到成效，需投入想當長的時間與成本。因

此本會今年度除了執行以往的族群調查和生殖干擾外，今年度也計畫執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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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的移除作業，以達到降低埃及聖鹮族群量之目標。 

埃及聖鹮成鳥移除在國外已有3筆成功案例，分別為美國佛羅里達州、

法國南岸與法國西部。美國佛羅里達州至埃及聖鹮逸出後，至2008年於野外

發現76隻個體，因埃及聖鹮於非洲原生地以海鳥的蛋及雛鳥為食，佛羅里達

州當地雖尚未觀察到排擠築或捕食其他鳥類，但擔心其對當地近脅鳥種危害

而決定移除，移除以槍枝射殺與多種陷阱並用之方式執行，共移除75個體

(SFERT Force, 2015) 。 

法國南岸於2000年引進，至2007年估計有360個體，並在2003年及2004

年觀察到捕食黃頭鷺及白翅黃池鷺的蛋及雛鳥，且鷺科巢數由1998年的680

巢降至2007年不足100巢，造成當地鳥類生態衝擊，因此法國當局於2007年

開會對法國南部埃及聖鹮族群進行移除，2007年至2013年間利用槍械與混了

鎮靜劑的誘餌陷阱及移除巢方式共移除395成鳥及90雛鳥，至2013年野外僅

觀察到3個體(Fermandez, 2016)。法國西部於63年以觀賞用途引進埃及聖鹮，

至95年共於野外調查到超過1700對、共5000隻以上個體，同時也觀察到捕食

數種鳥類的蛋及幼鳥(燕鷗科、鷺科、及一些涉禽)，法國狩獵及野生動物管

理局於96年起以槍械及刺穿蛋方式開始移除，96年至102年共移除6626個體

及2720個蛋，野外觀察之數量也由1700對下降至280-300對(Yésou et al., 

2016)。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以槍枝射殺的方式可能為最有效之方法，不過也需搭

配其他的移除方法一併進行，然台灣目前對於槍枝等射擊性槍械的使用上有

諸多管制，且需受過專業射擊訓練之人員執行，因此本計畫成鳥的移除將參

考文獻並以槍械射殺以外之方法設計成鳥移除之適用方法，且移除方法均需

符合人道處理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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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項目與方法： 

(一) 埃及聖鹮全臺族群數量普查工作 

埃及聖鹮族群數量調查，於8至11月各月份的最後一個周六、日進

行，依據去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埃及聖鹮族主要分布之地點，選定主要調

查區域為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地區之沿海濕地與埃及聖

鹮主要棲息區，此外，由於宜蘭亦有埃及聖鹮出沒之紀錄，本年度新增

宜蘭縣埃及聖鹮的調查，監測埃及聖鹮於台灣東部擴張況狀，主要調查

區域如下表。 

表 1. 各縣市主要調查區域 

縣市 地區 

宜蘭縣 宜蘭主要濕地普查 

台北市 關渡自然公園與自然保留區 

新北市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桃園市 許厝港濕地範圍 

新竹縣 頭前溪、客雅溪口、美山里 

苗栗縣 中港溪口、後龍溪口 

台中市 高美濕地、大甲溪北岸、大肚溪口 

彰化市 漢寶濕地、芳苑潮間帶、永興海埔地 

雲林縣 口湖鄉成龍濕地 

嘉義縣 東石鄉、義竹鄉、布袋鎮、太保市 

台南市 北門區、將軍區、七股區 

高雄縣 茄萣濕地、永安濕地、二仁溪口 

屏東縣 大鵬灣左岸濕地、高屏溪河床灘地、崁頂生態公園、崁頂焚化

爐、林邊溪口、恆春龍鑾潭東魚塭、恆春龍鑾潭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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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主要調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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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式延續去年之調查方法，由各地鳥會以區域搜尋法協助進行

埃及聖鹮族群數量調查，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埃及聖鹮個體便記下發現地

點名稱、GPS座標、時間、數量、埃及聖鹮之行為、棲地類型、共域鳥

種等資訊(附件一)，調查區域可能依各地鳥會調查狀況增加，主要目的

為儘量涵蓋其全國棲息地。 

 

(二) 埃及聖鹮生殖管理 

埃及聖鹮的生殖管理工作於9-11月，每月執行一次，共選擇6處曾

有埃及聖鹮築巢紀錄之地點執行，分別為台北關渡自然保護區

(25°06'47.6"N, 121°28'12.5"E)、桃園大園區沙崙里廢棄魚塭

(25°05'55.6"N, 121°13'15.9"E)、新竹頭前溪口(24°50'24.6"N, 

120°57'01.7"E)、苗栗中港溪口(24°40'16.8"N, 120°50'46.0"E)、台中大甲

溪北岸(24°21'00.8"N, 120°33'55.4"E)、彰化漢寶(24°01'21.3"N, 

120°22'34.0"E)，共6處曾有埃及聖鹮築巢紀錄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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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處曾有埃及聖鹮築巢紀錄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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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管理工作之執行需確認調查地區內含有雛鳥或鳥蛋之築巢位

置與數量，本計畫運用四軸多旋翼無人機(Inspire 1/ Phantom 4 pro)進行

調查區域之空拍作業(圖5)，確認含埃及聖鹮雛鳥或鳥蛋之巢位後，隨

即進行埃及聖鹮鳥蛋與雛鳥的移除。 

 

 

a. Inspire 1 

 

b. Phantom 4 pro 

圖5. 執行空拍之四軸多旋翼無人機 

 

鳥蛋與雛幼鳥的移除依規定以人道方式處理，鳥蛋移除後先儲存於

學術單位冰箱中，之後統一由動物焚化處理單位處理。雛幼鳥移除則遵

循農委會建議之實驗動物麻醉及安樂死方法(蔡倉吾，2010)，在捕捉到

雛幼鳥之後，於現地使用垃圾袋套住頭部或將雛幼鳥放入整理箱，注入

二氧化碳進行安樂死，二氧化碳動物安樂死流程參照文獻之步驟執行

(附件二)，雛幼鳥之屍體也將先儲存於冰箱中，待聯絡動物焚化處理單

位後集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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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二氧化碳鋼瓶 

 

(三) 埃及聖鹮成鳥移除 

1. 埃及聖鹮之捕捉 

本年度計畫視各巢區之棲地狀況，選定彰化漢寶巢區進行埃及

聖鹮成鳥的捕捉試驗，此巢區位於彰化芳苑鄉漢寶濕地，為木麻

黃防風林行列式栽植，埃及聖鹮多築巢於矮灌木樹頂及地面上，

且巢區旁水道會有成鳥聚集，因此，彰化巢區成鳥的捕捉方式將使

用霧網與套索陷阱兩種方式進行，霧網於清晨架設於巢區中，捕捉

繁殖之成鳥與亞成鳥；套索陷阱之架設以地面鋪設捕捉孔雀用套索

陷阱(如圖7)，陷阱將用露營釘固定於堤防上或綁在樹幹上(如圖8

土堤)，捕捉地面尚未上網之成鳥與亞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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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地面套索陷阱 

 

圖 8. 欲架設霧網與陷阱之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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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漢寶巢區核心區 

 

 

2. 埃及聖鹮成鳥安樂死方式 

霧網或陷阱捕抓之成鳥以人道方式進行處，捕抓織成鳥先執行

保定，將雙腳及翅膀收回在正常蹲踞的位置後以大毛巾將鳥整個包

覆，再以黑布蒙住眼睛避免受到驚嚇掙扎，之後同雛鳥移除遵循農

委會建議之實驗動物麻醉及安樂死方法(蔡倉吾，2010)。安樂死後

之成鳥也將先保存於學術單位之冰箱中，之後統一交由動物焚化單

位處理。由於根據文獻(HumaneSlaughter Association, 2005)指出使

用純二氧化碳執行安樂死時仍可能造成動物死亡時之痛苦，之後的

移除作業依文獻建議使用惰性氣體混合二氧化碳之混合氣體且二

氧化碳含量不要超過 30%之標準，我們使用 75%氮氣混合 25%二

氧化碳之混合氣體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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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治宣導及推廣 

本計畫繼續維護「埃及聖鹮危害及防治宣導」臉書(Facebook)粉絲

團，並以埃及聖鹮生活史、外觀辨識與生態危害，三個主題設計三式宣

傳圖卡，圖卡將使用於臉書或其他與埃及聖鹮防治宣導有關之活動上。

另外有鳥友觀察到嘉義地區之埃及聖鹮有往內陸移棲或覓食之現象，為

補足埃及聖鹮全臺族群數量普查工作上只局限於出海口或溪流邊之不

足，本年度也於同步普查日期在臉書紛絲團舉行全台同步普查活動，活

動將分享於各地鳥會臉書社團中宣傳，期望一般民眾也能參與埃及聖鹮

之防治工作達到防治宣導與推廣之目的。 

 

(五) 其他配合事項 

新聞稿請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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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下表為各工作項目、計畫目標與實際執行成果之檢核表，詳細執行成果

請見以下各執行工作結果。 

表 2. 計畫執行成果檢核表 

項次 工作項目 計畫目標 實際執行狀況 

(一) 埃及聖鹮全臺族

群數量普查工作 

8-11月每月固定日期

執行調查，至少涵蓋15

處棲息地。 

於全台34個以上調查區

域，8-11月每月執行一次

同步調查。 

(二) 埃及聖鹮生殖管

理 

 6處巢區至少每40

天執行一次空

拍，各3次。 

 6處巢區執行雛鳥

和鳥蛋移除，各3

次。 

 6處巢區於9-11月每

月各執行一次空拍

作業 

 彰化巢區9月執行一

次鳥蛋移除，10、

11月因成鳥移除也

有進入巢區觀察，

其餘巢區隨空拍作

業前往巢區巡視一

次；關渡巢區進入

執行兩次 

(三) 埃及聖鹮成鳥移

除 

移除成鳥300隻 目前移除5隻 

(四) 防治宣導及推廣  維護「埃及聖鹮危

害及防治宣導」臉

書(Facebook)粉絲

團 

 製作三式宣傳圖

卡 

 持續維護「埃及聖鹮

危害及防治宣導」

臉書(Facebook)粉

絲團，並發布同步

調查活動 

 三式宣傳圖卡已製

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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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配合事項 每次申請撥款時提供

一篇新聞稿 

新聞稿已提供 

(一) 埃及聖鹮全臺族群數量普查工作 

各地鳥會於8~11月在西部各濱海地區，依埃及聖鹮可能出沒地區採

區域搜尋法進行族群數量調查，調查時間為每個月的最後一個周末，各

月份調查資料如 

表3，8至11月份埃及聖鹮調查分別紀錄到1206隻次、2100隻次、1002

隻次與1465隻次。另外我們也調閱eBird上的調查資料，將eBird上調查

數量較多之地區資料附於 

表3括號中。考量目前的調查多集中在沿海地區，且成鳥繁殖季後

可能自巢區向外擴散，目前的調查數量有可能低估實際族群數，所以我

們也取各地區與月份最大之調查數量加總作為今年可能之族群最大量，

總計共3046隻次。 

本計畫依調查地點不同，分為北部、中部、南部等三大區域，總數

量以9月的2227隻次的調查數量最多，8、9月的族群調查資料顯示埃及

聖鹮出沒的主要區域北部為台北，中部為台中和彰化，南部為嘉義和台

南，不過分區的數量資料顯示，10月之後北部與中部的調查數量降低，

台北地區至11月的調查數量僅剩74隻次，彰化的族群調查數量下降至37

隻次，11月甚至無觀察到埃及聖鹮個體，雲林地區只有9月調查到較多

的族群數量，其他月份無顯著差異。南部的數量在10月之後開始增加，

此調查結果與去年類似，推測在10月之後族群有往南部遷移之趨勢，11

月的調查數量更顯示族群都集中在嘉義地區，不過台南地區11月的調查

數量相較9月與10月份明顯降低，屏東則於11月觀察到較前幾個月分多

的族群數量。 

 

表 3. 各縣市族群調查數量(括號內為 eBird 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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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8月 9月 10月 11月 最大數量 

北部 台北 350 587 320 74 587 

新北 36 2 (129) 4 7 (56) 129 

桃園 8 11 15 (31) 51 51 

新竹 25 21 54 26 54 

小計 419 621 (748) 393 (409) 158 (207) 821 

中部 苗栗 58 11 15 55 58 

台中 226 187 177 111 226 

彰化 139 380 37 0 380 

雲林 40 197 49 73 197 

小計 463 775 278 239 861 

南部 嘉義 116 303 228 (320) 743 743 

台南 116 327 11 (387) 92 387 

高雄 61 50 79 89 89 

屏東 31 20 0 132 132 

小計 324 700 318 (786) 1056 1351 

東部 宜蘭 0 4 13 12 13 

Total 1206 2100 (2227) 1002 (1486) 1465 (1514)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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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 月 

 

b. 9 月 

 
c. 10 月 

 

d. 11 月 

圖 10. 各月份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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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埃及聖鹮生殖管理 

1. 9 月埃及聖鹮築巢位點調查 

本計畫於 9月針對 6個有埃及聖鹮築巢紀錄之地點執行空拍作業，

分別為關渡自然保護區、桃園大園區沙崙里、新竹頭前溪口、苗栗中港

溪口、台中大甲溪北岸與彰化漢寶等，6 個巢區的空拍於 9 月 24 日前

完成，空拍照片如圖 11。6 個巢區中只有關渡自然保留區與彰化漢寶巢

區尚有繁殖紀錄，其他地區可能因為繁殖季結束，所有巢鳥與成鳥皆已

離開巢區。 

 

a. 關渡自然保留區 

 

b. 桃園大園區沙崙里 

 

c. 新竹頭前溪口 

 

d. 苗栗中港溪口 

 

e. 台中大甲溪北岸 

 

f. 彰化漢寶 

圖 11. 9 月各巢區空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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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地區於 9 月共紀錄約 32 個巢 90 隻個體(如圖 12)，多數鳥巢之

幼鳥體型皆已接近成鳥(如圖 13)，且已在學飛的階段，具有一定的移動

能力，此次空拍未有巢蛋的影像紀錄。由於所有巢鳥皆已接近或已是亞

成鳥，所以我們將此區視為進行捕捉成鳥之地點，並設計適合捕抓之方

法。 

 

 

圖 12. 關渡巢數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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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關渡區之巢鳥皆已接近成鳥 

 

彰化漢寶巢區於 9 月的空拍結果顯示，該巢區今年所有的巢鳥都已

經離巢，共發現三個巢(如圖 14)，僅有一巢有巢蛋(如圖 15)。調查人員

於 9 月 22 日前往該處進行生殖干擾，發現巢蛋已經消失(圖 16)，但巢

下地上發現有破碎蛋殼(圖 17)，因於繁殖季末，初步推測可能為未受精

卵，但造成巢蛋於巢外被破壞之實際情況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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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彰化漢寶巢區空拍 

 

圖 15. 空拍時尚有一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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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巢蛋已經消失 

 

圖 17. 巢下地上有破碎蛋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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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月埃及聖鹮築巢位點調查 

本計畫於 10 月進行第二次空拍攝影調查埃及聖鹮築巢位點，

並於該月 26 日執行完畢。6 個巢區中僅關渡巢區有拍到埃及聖鹮

個體，共紀錄 26 隻成鳥與亞成鳥，無法確定是否還有在離巢學飛

階段之個體，未有巢蛋之紀錄，於 11 月 1 日再進入巢區進行移除

工作。其餘 5 個巢區(桃園大園區沙崙里、新竹頭前溪口、苗栗中

港溪口、台中大甲溪北岸、彰化漢寶)未有築巢繁殖之情形。 

 

a. 關渡自然保護區 

 

b. 桃園大園區沙崙里 

 

c. 新竹頭前溪口 

 

d. 苗栗中港溪口 

 

e. 台中大甲溪北岸 

 

f. 彰化漢寶 

圖 18. 10 月各巢區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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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10 月 26 日關渡巢區空拍之族群 

 

3. 11 月埃及聖鹮築巢位點調查 

我們於 11 月 16 日執行 6 個巢區的第三次空拍，空拍結果如下

圖 20。11 月的空拍結果顯示，6 個巢區於 11 月皆未有繁殖之情況，

台北的關渡巢區中也未發現有鳥群聚，顯示繁殖季後，原本聚集於

巢區之個體已離開巢區，巢區中族群聚集的狀況降低甚至沒有族群

聚集。 

11 月 6 日前往彰化巢區執行成鳥移除時，發現巢區開始有怪

手進入整地，經了解為彰化巢區地主欲種植其他樹種或作物，所以

彰化巢區將全數剷除並回填土方，11 月 16 的空拍照片顯示巢區已

幾乎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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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關渡自然保護區 

 

h. 桃園大園區沙崙里 

 

i. 新竹頭前溪口 

 

j. 苗栗中港溪口 

 

k. 台中大甲溪北岸 

 

l. 彰化漢寶 

圖 20. 11 月各巢區空拍照 

 

(三) 埃及聖鹮成鳥移除 

1. 關渡地區： 

本計畫於 10 月 11 日進入關渡自然保留區進行移除作業，依照過去

的執行方式，皆於最高潮前 2-3 小時於關渡漁港乘船進入巢區，由於今

年巢區離河岸有一小段距離(圖 21)，需另闢進入巢區之道路，以致移除

作業時間不多，且在潮水開始淹沒巢區時便要退出(圖 22)。此地區移除

方式以 5 米伸縮長竿搭配抓雞鉤鉤住鳥爪的方式進行捕抓(如圖 23)，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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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適合捕捉飛行能力不足之個體，目前已捕獲三隻飛行能力尚不足之

亞成鳥，捕獲之亞成鳥使用二氧化碳執行安樂死之後帶出(圖 24)。 

根據 10 月底的空拍結果仍有鳥群於巢區，我們在 11 月 1 日第二次

進入關渡巢區。本次移除作業根據文獻(HumaneSlaughter Association, 

2005)之建議使用純二氧化碳執行安樂死時仍可能造成動物死亡時之痛

苦，所以攜帶 75%氮氣混合 25%二氧化碳之鋼瓶進入。為了增加作業

時間，此次於最高潮後1-2小時乘船進入巢區，時間總共為三個半小時。

此次進入巢區後沒有發現飛行能力尚不足之亞成鳥，且巢區中也未發現

任何繁殖中之埃及聖鹮個體(圖 25)，因此 10 月 26 日所記錄之族群可能

只是在休息中或已具有飛行能力之個體。 

 

 

圖 21. 關渡巢區位置與進入巢區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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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潮汐影響移除工作 

 

 
圖 23. 伸縮長竿搭配抓雞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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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二氧化碳執行人道處理 

 

  

圖 25.巢中已無繁殖中之成鳥與幼鳥 

 

2. 彰化漢寶： 

彰化漢寶巢區主要環境為木麻黃與紅樹林混生的棲息地，活動核心

區有部分水域提供鳥群活動與棲息(圖 26)，依據現場環境與捕捉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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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下，採套索陷阱與霧網的方式並行來進行。霧網部分於巢區活動核

心區邊緣有樹林遮蔽處來架設，於木麻黃一側架設 20 米長、3 米高之

霧網(圖 27)，另外，於活動核心區的水陸域交界設置套索陷阱(圖 28)，

陷阱沿著水邊的紅樹林做偽裝，並將套索一一確實攤開，共布置兩條(圖

29)，設置好後，調查人員每 1-2 小時巡視一次。至 11 月共執行 22 天

次移除作業，套索目前共捕獲 2 隻個體 (圖 30)，為避免個體受到更多

驚嚇與窘迫，兩次捕獲目標個體當場以二氧化碳執行人道處理(圖 31)。 

 

圖 26. 核心區有水域供鳥群活動與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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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土堤上架設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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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10 米主線繫上 200 個套索 

 

圖 29. 架設地面套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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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套索捕獲之成鳥 

 

圖 31. 保定後執行人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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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治宣導及推廣 

1. 維護「埃及聖鹮危害及防治宣導」臉書(Facebook)粉絲團 

本年度繼續維護「埃及聖鹮危害及防治宣導」臉書(Facebook)粉絲

團(圖32)，並於9月開始後的每個同步調查日期發布同步調查活動(圖33)，

且將活動分享至各縣市鳥會社團，讓一般民眾也能參與埃及聖鹮防治工

作，目前粉絲團共有576個讚數。粉絲團的同步調查活動也另外製作了

通報表單(圖33)，讓民眾在通報上能更方便，而在資料蒐集上也能更齊

全。 

為了增加民眾對於外來鳥種埃及聖鹮的認識，我們也在 10/21 和

10/22 的關渡博覽會上宣傳埃及聖鹮的同步調查活動(圖 34)，期望透過

關渡博覽會增加民眾對外來鳥種防治的參與。另外我們也藉由彰化鳥會

與漢寶社區合作的社區演講來宣導外來鳥種埃及聖鹮的防治工作(圖

35)，提升一般社區居民對於外來鳥種移除的認識。 

調查活動表單回傳之結果請見圖 36，雖然主要宣傳調查活動之日

期為同步調查日，但民眾也運用此平台回傳非同步調查日之調查資料。

至 11 月的同步調查時間為止，共有 31 筆的回傳資料，其中西部有四筆

資料位於較內陸之地區，分別為新北市的萬華區 15 隻次、桃園市大溪

區 27 隻次、苗栗縣公館鄉 10 隻次、台中市太平區 2 隻次。此調查回傳

表單中以宜蘭地區的民眾參與度較高，補足了宜蘭地區調查上之不足，

回傳的資料顯示宜蘭地區的埃及聖鹮分布主要位於蘭陽平原，有調查到

的地區分別為宜蘭市、壯圍鄉、五結鄉、員山鄉、礁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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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埃及聖鹮危害及防治宣導紛絲團 

  

圖 33.同步調查活動與通報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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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關渡博覽會宣傳調查活動 

 

圖 35. 漢寶社區外來種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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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調查表單回傳點位 

 

2. 製作三式宣傳圖卡 

宣傳圖卡以埃及聖鹮生活史、外觀辨識與生態危害三個主題設計，

目前已完成埃及聖鹮生態危害(如圖 37)與外觀辨識(圖 38)與生活史(圖

39) 三式宣傳圖卡之設計，未來此三圖卡將運用於防治宣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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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埃及聖鹮生態危害宣傳圖卡 

 

圖 38. 埃及聖鹮外觀辨識宣傳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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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埃及聖鹮生活史宣傳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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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埃及聖鹮全臺族群數量普查工作 

由於去年的調查方式未選定固定之調查日期，調查資料可能有重複計算個體

之疑慮，今年度採同步調查方法，於兩天內執行完全台之族群普查。今年的調查

資料以9月出現高達2227隻的調查數量為最多，考量我們的調查多位於西部沿海，

且因於非繁殖季，鳥群已自巢區分散出去，我們的調查可能低估實際的族群數量，

所以我們將各月份、地區的最大數量相加所得3046隻代表埃及聖鹮今年可能的族

群最大量，埃及聖鹮今年的族群數量可能位於2227至3064隻之間。 

比較各月份調查資料，今年9月調查到的族群數量相較其他月份多，因時間

點位於繁殖季末與季節交替的時間，造成9月調查數量與其他月份差異較大之原

因，是否為9月後巢區的幼鳥離巢與族群開始遷移所造成亦或是調查上的誤差，

可能還需調整調查方式之後才能確定，建議明年的調查可將成鳥與幼鳥分開計數，

以便確認幼鳥離巢期是否會影響族群數量調查。 

由於我們目前的主要調查區域都分布在台灣沿海地區，然根據eBird與同步

調查活動的回傳資料顯示，埃及聖鹮可能有沿著河流往靠近內陸地區遷移之族群，

我們的同步調查資料可能仍低估台灣埃及聖鹮實際的族群數量。在調查人力有限

的情況下，對於原調查區域以外之族群調查建議搭配eBird或粉絲團舉行調查活

動等公民科學家的方式，優先掌握埃及聖鹮於內陸棲息之區域，待確認主要出沒

區域後再派人員執行普查。 

今年度東部地區僅增加宜蘭縣的調查，然調閱 eBird 的回傳資料顯示 2015

與 2016 年於台東地區的知本濕地、卑南溪口與成功鎮花東海岸公路旁魚塭地有

發現埃及聖鹮出沒之紀錄，明年度的族群調查除了針對今年宜蘭地區調查到的主

要出沒區域持續進行調查外，也建議增加台東地區的埃及聖鹮族群調查，監控埃

及聖鹮於東部的擴張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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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埃及聖鹮生殖管理 

根據原袁孝維老師於 2009 年的調查研究，埃及聖鹮的繁殖時間為每年的 3

至 8 月，其中共有兩次的營巢期，由於今年的計畫執行期間未在該鳥種的繁殖期

間，所以在針對目前已知的 6 個巢區的空拍作業上，除了彰化於 9 月發現一巢蛋

外，關渡巢區的幼鳥於 9 月底也進入離巢階段，10 月底關渡巢區的空拍顯示幼

鳥已全部離巢，根據Urban於 1974的研究顯示埃及聖鹮的育雛期為 35至 40天，

關渡今年最後一波繁殖期可能為 8 月中至 8 月底，符合袁老師所調查 3 至 8 月之

繁殖時間。 

今年的計畫執行成果顯示除了關渡與彰化巢區於9月尚有繁殖之記錄之外，

其他巢區皆未拍攝到巢蛋與雛幼鳥，其可能原因是今年已過繁殖期所以皆已離開

巢區，或今年該巢區沒有成鳥前往繁殖。所以建議未來在執行生殖干擾作業上，

應選定埃及聖鹮繁殖季期間且確實執行至繁殖季結束，才能確認各巢區的利用狀

況，並達到防治之成效。 

 

(三) 埃及聖鹮成鳥移除 

今年度成鳥的移除試驗由於執行時間未在繁殖季，導致架設在巢區的霧網與

套索之成效並不顯著，不過該巢區之水域在非繁殖季期間仍有族群會在此區休息

與覓食，我們仍可用套索捕抓到埃及聖鹮個體，顯示套索地使用上仍有一定之捕

抓機率。未來建議套索除了繁殖季期間於巢區中架設之外，也可搜尋埃及聖鹮常

出沒覓食或棲息之區域架設，並搭配餌料來吸引鳥群聚集以提升套索的捕抓成效，

不過套索地架設仍需要選擇人員能固定巡視之區域以避免傷害到原生鳥種。 

由於套索為被動式移除方法，捕捉成效需視架設區域內目標族群的數量與聚

集狀況，而參考國外三個主要的成功案例，其主要之移除方式皆是由專業人員使

用槍枝進行射殺，另外再搭配誘餌陷阱與 GPS 發報器等方法吸引或找尋鳥群，

顯示此方式應該是目前最適合的移除方法。未來若欲執行大量移除作業，除了可

使用今年於關渡巢區首次使用的抓雞鈎於繁殖季末捕抓飛行能力不足之幼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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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成鳥外，在法規許可的條件下，成鳥的捕捉建議使用射擊性槍械進行主動式移

除工作，惟射擊性槍械的使用上需以專業人士執行，且需注意避免傷及其它物種

或民眾。除了射擊性槍械、霧網、套索之外，炮網在國外也常被用來進行鳥隻的

大量捕捉，然炮網的操作需經過專業訓練且較適用於平坦開闊的地形，另外也涉

及火藥的使用管制，使用上也需經主管機關許可。目前各式移除工具的適用時間

與優缺點列表於下。 

 

表 4. 各式移除工具分析表 

移除方法 繁殖季移

除 

非繁殖季

移除 

誤抓其他

鳥種 

主要優點 主要缺點 

槍枝 可 可 ╳ 專一性與

機動性高 

槍械管制且

需專業人員

操作 

十字弓 可 可 ╳ 專一性與

機動性高 

槍械管制且

需專業人員

操作 

炮網 可 可 ○ 可一次大

量捕捉 

受地形限

制，適合開

闊區域；受

火藥管制且

需專業人員

操作 

霧網 可 成效不佳 ○ 使用與架

設容易，成

本低 

受限於鳥群

的棲息高度

與區域，且

需長期設置

人力巡視 

套索 可 成效不佳 ○ 使用與架

設容易，成

本低 

會受到鳥群

密度與活動

區域影響，

需長期設置

人力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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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治宣導及推廣 

今年度於粉絲團首次運用網路表單之方式進行同步調查活動，以公民科學家

的方式來補足調查人員的不足。儘管今年度的資料回傳數量有限，但仍有一些以

往的調查無法涵蓋之區域的回傳資料，建議明年度持續進行與推廣同步調查活動，

監控台灣地區埃及聖鹮族群實際的分布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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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埃及聖鹮調查紀錄表  

調查縣市：調查人員：     調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點位 時間 緯度 經度 鳥種 數量 
行為(覓食/
休息/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
狀況 

備註 

          

          

          

          

          

          

          

          

          

          

 8~11 月每月調查一次，以區域搜尋法每次調查 3 小時，將於各月份的最後一個周末的其中一天完成全台同步調查。 

 請按照表格所需資訊填寫，除了埃及聖鹮之外，也請紀錄棲地環境狀況(棲地類型)與共域鳥類種類，如可以也請記下共域鳥種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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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二氧化碳動物安樂死流程與示意圖 

(1) 放入動物前，先灌注CO2於保溫箱或整理箱內20-30秒，關閉CO2，放入動物。 

(2) 再灌注CO2於箱內約1-5 分鐘，確定動物不動、不呼吸、瞳孔放大，關閉CO2

再觀察2分鐘，確定死亡。 

(3) 動物屍體以不透明感染性物質專用塑膠袋包裝，儲藏至冷凍櫃後依法焚燒處

理。(蔡倉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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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埃及聖鹮防治宣導與調查 

附件三：期初新聞稿 

《外來入侵鳥種埃及聖鹮族群管理》 

 

埃及聖鹮(Threskornisaethiopicus)是原生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東非、衣索比亞、南非與伊拉克東南方等地鳥種，當初經由動物園引

進至台灣後逃逸至野外。由於台灣的氣候與其原生地相似，且埃及聖

鹮對於環境有高度的忍受力，國內外都有觀察到牠們於繁殖場、垃圾

場等區域覓食紀錄。台灣於 1984 年於關渡紀錄後，現已擴散至全台

灣，至去年全台已有 1532 隻次的紀錄。 

由於埃及聖鹮的繁殖與活動區域與台灣許多原生鷺科鳥類重疊，

其族群量如果持續增加可能會影響原生鳥種的生存，因此林務局自

2015 年開始與中華鳥會合作執行埃及聖鹮的調查與生殖干擾工作，

先以移除鳥蛋與雛幼鳥的方式控制族群的成長，但埃及聖鹮成鳥壽命

長達 10 至 15 年，只執行生殖干擾的話無法短期內減少族群量，因此

今年將增加成鳥的移除，期望達到降低埃及聖鹮族群量的目標。 

今年的埃及聖鹮族群調查於 8 月開始，由全台各地鳥會協助同步

調查。為增進民眾對外來鳥種埃及聖鹮的認識與參與，中華鳥會也將

於同步調查日在「外來鳥種埃及聖鹮防治宣導」粉絲團舉行同步調查

活動，期望各地民眾一同參與外來種防治工作，詳細活動日期將公布

於粉絲團。 

  

新聞聯絡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02-8663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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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埃及聖鹮調查與防治方法測試 

附件四：期中新聞稿 

《外來入侵鳥種埃及聖鹮族群管理》 

 

埃及聖鹮(Threskornis aethiopicus)於 1984 年於台北關渡紀錄後，

現已擴散至全台灣，至去年全台已有 1532 隻次的紀錄。今年的全台

同步調查資料顯示 8 月全台有 1206 隻次的調查紀錄，9 月的調查記

錄更多達 2100 隻次，顯示台灣埃及聖鹮的族群仍在增長當中。 

林務局自 2015 年開始與中華鳥會合作執行埃及聖鹮的調查與生

殖干擾工作，由於埃及聖鹮成鳥壽命長達 10 至 15 年，只移除幼鳥與

鳥蛋無法短期內減少族群量，因此今年嘗試進行成鳥的移除，然埃及

聖鹮成鳥移除具有難度，今年中華鳥會於不同巢區測試不同的移除方

法，期望找出適合之移除方法，以利未來繁殖季時進行大量移除作

業。 

為增進民眾對埃及聖鹮的認識與防治之參與，中華鳥會於同步調

查日在「外來鳥種埃及聖鹮防治宣導」粉絲團舉行同步調查活動，目

前 9 月與 10 月的調查活動已執行完畢，11 月的調查活動將於 11 月

25 和 26 日舉行，期望各地民眾一同參與外來種防治工作，詳細活動

細節將公布於粉絲團。 

  

新聞聯絡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02-8663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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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埃及聖鹮調查與防治方法測試結果 

附件五：期末新聞稿 

《外來入侵鳥種埃及聖鹮族群管理》 

 

今年度埃及聖鹮(Threskiornis aethiopicus)的全台同步普查工作已

於 11 月 26 結束，今年度的調查以 9 月的調查記錄最多，達 2100 隻

次，較去年未實施同步普查的 1532 隻次的紀錄還多，顯示台灣埃及

聖鹮的族群仍在增長當中，且目前的調查多位於沿海地區，實際族群

數量可能更多。 

今年度中華鳥會與林務局首次嘗試進行成鳥的移除試驗，然埃及

聖鹮成鳥移除具有難度，需先測試適合的捕捉方法。中華鳥會於關渡

巢區首次使用抓雞鈎捕捉剛離巢、飛行能力不足的個體，而在彰化巢

區使用霧網搭配套索的方式進行捕捉，雖然因今年執行期間不在繁殖

季節導致捕捉數量不多，不過方法仍可運用於未來繁殖季的移除作業

上。 

為增進民眾對埃及聖鹮的認識與防治之參與，中華鳥會於同步調

查日在「外來鳥種埃及聖鹮防治宣導」粉絲團舉行同步調查活動，同

時開放調查表單供一般民眾回傳目擊資料，民眾的回傳狀況以宜蘭地

區較為踴躍，宜蘭地區因過去沒有針對埃及聖鹮的普查作業，經由一

般民眾的回傳資料，目前已掌握埃及聖鹮在宜蘭地區的主要分布位於

蘭陽平原的宜蘭市、壯圍鄉、五結鄉、員山鄉和礁溪鄉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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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執行記錄照片 

 

進入漢寶營巢區現場驚飛目標物種 

 

坐落於地面數個巢窩組成的巢群 

 

連續多個巢窩組成大範圍的巢群 

 

甫破殼中的雛鳥 

 

破殼十天後跟未成功孵化的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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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殼五天內集未孵化的蛋體a  

 

破殼五天內集未孵化的蛋體b  

 

大安區林相環境 

 

關渡區林相環境 

 

漢寶區營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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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巢區執行空拍 

 

彰化巢區清晨成鳥離開夜棲點 

 

台中巢區執行空拍 
 

苗栗巢區空拍 

 

桃園巢區執行空拍 

 

新竹巢區執行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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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關渡巢數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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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各月份調查資料 

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新北市 張智偉、呂

翊維 

挖仔尾 2017/9/2 8 11:50 25.16602  121.42050  36 覓食/休息  泥灘地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9/3 8 16:00

~17:0

0 

22.88713  120.19815  7 休息/覓食  淺水塘、短草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9/3 8 18:04 22.88696  120.19290  54 飛行然後停棲  紅樹林、雜木

林 

 

台南市 郭東輝 北門溪底

寮 

2017/9/2 8 1200

~130

0 

23.23495  120.12734  16 覓食 X 農田  

台南市 郭東輝 將軍廣山

村 

2017/9/3 8 0930

~100

0 

23.22091  120.12099  16 覓食 X 農田  

台南市 郭東輝 將軍廣山

村 

2017/9/3 8 1000

~103

0 

23.22106  120.13377  42 覓食 X 農田  

台南市 郭東輝 將軍玉山

村 

2017/9/3 8 1030

~110

0 

23.21371  120.10502  24 覓食 X 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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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台南市 簡竹君 二仁溪 2017/8/6 8 17:11 22.91963  120.19462  18  X 河灘地  

屏東縣 鳥友回報 3 2017/9/2 8 17:00 23.56513  120.15857  31   林邊大鵬灣左

岸濕地 

非正試調查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港南 2017/9/2 8 16:03 24.82440  120.91940  6 休息 N 稻田 高蹺鴴 32, 黃頭鷺 11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港南 2017/9/2 8 16:25 24.81420  120.92250  7 飛行 N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美山 2017/9/2 8 17:14 24.82440  120.91940  12 覓食/休息 N 稻田 小白鷺 4, 大白鷺 3 

桃園市 吳豫州、姜

中偉 

許厝港 2017/9/3 8 1400-

1700 

25.08765  121.17676  8 休/覓食 無 河口  

雲林縣 陳雪琴、江

秉翰 

 2017/9/2 8 09:00 23.54397  120.16856  2 飛行  草澤  

雲林縣 陳雪琴、江

秉翰 

 2017/9/2 8 11:00 23.57239  120.15519  38 休息  草澤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9/3 8 13:00 25.11170  121.47017  28 覓食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9/3 8 13:00 25.11170  121.47017  64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2017/9/3 8 14:00 25.11170  121.47017  35 覓食  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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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保留區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9/3 8 14:00 25.11170  121.47017  39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9/3 8 15:00 25.11170  121.47017  35 覓食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9/3 8 15:00 25.11170  121.47017  59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9/3 8 13:00 25.11642  121.47103  18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9/3 8 13:00 25.11673  121.47358  4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9/3 8 14:00 25.11642  121.47103  26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9/3 8 14:00 25.11673  121.47358  4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9/3 8 15:00 25.11642  121.47103  34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9/3 8 15:00 25.11673  121.47358  4 休息 0 灘地  

台南市 簡竹君 二仁溪 2017/9/3 8 17:45 22.91963  120.19462  0 X X 河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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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9/3 8 1450 23.50417  120.18031  7 覓食 N 休耕農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5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9/3 8 1455 23.50236  120.17836  24 覓食 N 休耕農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9/3 8 1520 23.49419  120.16861  9 覓食 N 休耕農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35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9/3 8 1525 23.48347  120.16869  3 覓食 N 休耕農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9/3 8 1630 23.43800  120.19425  5 覓食 N 農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20，小白鷺 10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9/3 8 1640 23.44572  120.19992  13 休息 N 休耕農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18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9/3 8 1435 23.34831  120.17767  13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高蹺鴴、

大白鷺、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9/3 8 1456 23.33169  120.18547  7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高蹺鴴、蒼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9/3 8 1520 23.31558  120.19661  5 休息 N 魚塭 共棲鳥種：夜鷺、大

白鷺、中白鷺、小白

鷺、小白鷺、蒼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9/3 8 1550 23.31653  120.21714  2 覓食 N 農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9/3 8 1610 23.31267  120.21486  3 覓食 N 農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中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9/3 8 1638 23.30767  120.22375  25 覓食 N 溪床 共棲鳥種：燕鴴、高

蹺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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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苗栗縣 林厥雋 中港溪司

令台 

2017/9/5 8 1624 24.66643  120.86106  22 覓食 無 溪流  

苗栗縣 林厥雋 中港溪司

令台 

2017/9/5 8 1700 24.66548  120.85672  2 覓食 無 溪流  

苗栗縣 劉春鳳.陳

琗瑢.陳柏

仲 

後龍溪三

高希南東

側 

2017/9/2 8 1555 24.60684  120.78477  1 覓食 無 溪流  

苗栗縣 劉春鳳.陳

琗瑢.陳柏

仲 

後龍溪三

高希南東

側 

2017/9/2 8 1630 24.61592  120.76786  3 覓食 無 溪流  

苗栗縣 劉春鳳.陳

琗瑢.陳柏

仲 

後龍溪三

高希南東

側 

2017/9/2 8 1610 24.61222  120.76098  30 覓食 無 溪流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西八橋 2017/9/2 8 8:12 24.00188  120.35000  2 飛行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北斜坡 2017/9/2 8 8:28 24.02072  120.35934  6 覓食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彩鷸池底 2017/9/2 8 8:49 24.03434  120.38041  2 飛行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天寶宮底 2017/9/2 8 09:10 24.01256  120.37125  7 飛行  魚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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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承昊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養豬場 2017/9/2 8 9:14 24.01600  120.37160  1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巢區 2017/9/2 8 9:25 24.02160  120.37666  13  Y 防風林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永興魚塭

南三路 

2017/9/2 8 9:59 23.93698  120.31455  16 覓食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永興魚塭

南三路 

2017/9/2 8 10:14 23.94869  120.32244  1 飛行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永興魚塭

南三路 

2017/9/2 8 10:21 23.95652  120.32770  44 覓食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永興魚塭

南三路 

2017/9/2 8 10:39 23.96147  120.32486  3 覓食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永興魚塭

南三路 

2017/9/2 8 10:47 23.96147  120.32486  2 飛行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永興魚塭

南三路 

2017/9/2 8 10:51 23.94912  120.31662  3 飛行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承昊 

永興魚塭

南三路 

2017/9/2 8 10:51 23.94912  120.31662  38 停棲  魚塭  

彰化縣 黃崇鑫、林 永興魚塭 2017/9/2 8 10:57 23.94499  120.31394  1 飛行  魚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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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承昊 南三路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高美濕地

（整區） 

2017/8/26 8 0730-

1100 

24.36039  120.54496  126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草澤、泥灘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大安南埔

（沿線） 

2017/8/26 8 0730-

1100 

24.33675  120.56700  32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防風林，沙

灘、稻田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大肚溪口

北岸 

2017/8/26 8 0730-

1100 

24.24994  120.50467  68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水池、泥灘、

稻田等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1 9 10:00 25.11170  121.47017  75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1 9 10:00 25.11170  121.47017  14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1 9 11:00 25.11170  121.47017  80 覓食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1 9 11:00 25.11170  121.47017  13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1 9 12:00 25.11170  121.47017  97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1 9 12:00 25.11170  121.47017  21 休息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2017/10/1 9 10:00 25.11642  121.47103  91 休息 0 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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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公園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10/1 9 10:00 25.11673  121.47358  6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10/1 9 11:00 25.11642  121.47103  81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10/1 9 11:00 25.11673  121.47358  6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10/1 9 12:00 25.11642  121.47103  95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10/1 9 12:00 25.11673  121.47358  8 休息 0 灘地  

桃園市 吳豫州、姜

中偉 

廣興堂 2017/9/30 9 1400-

1700 

25.08583  121.20026  11 覓食/休息  農地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頭前溪 2017/9/30 9 6:35 24.84154  120.94528  3 休息/覓食 N 河岸 大白鷺 1,蒼鷺 1,小白

鷺 2,磯鷸 1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頭前溪 2017/9/30 9 7:00 24.84218  120.93962  5 覓食 N 河岸 磯鷸 2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客雅溪 2017/9/30 9 8:19 24.80949  120.90938  2 休息 N 河流 大白鷺 4,蒼鷺 8,小白

鷺 1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客雅溪 2017/9/30 9 8:42 24.81983  120.91845  2 覓食 N 河流出海口 大白鷺 6,小白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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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如華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美山 2017/9/30 9 9:05 24.78535  120.91140  9 覓食 N 潮間帶 小白鷺 6 

苗栗縣 林厥雋 中港溪 2017/9/30 9 16:10 24.66670  120.86285  6 覓食 無 溪流  

苗栗縣 林厥雋 中港溪 2017/9/30 9 16:28 24.66489  120.85306  4 覓食 無 溪流  

苗栗縣 劉春鳳.陳

琗瑢 

後龍溪 2017/9/26 9 8:05 24.61119  120.77736  1 休息 無 溪流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高美濕地

（整區） 

2017/9/30 9 0730-

1100 

24.36039  120.54496  103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草澤、泥灘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大安南埔

（沿線） 

2017/9/30 9 0730-

1100 

24.33675  120.56700  29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防風林，沙

灘、稻田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大肚溪口

北岸 

2017/9/30 9 0730-

1100 

24.24994  120.50467  55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水池、泥灘、

稻田等 

 

彰化縣 黃崇鑫 巢區 2017/9/30 9 17:27 24.02151  120.37429  50 休息/飛行 雜木

林 

彰化縣  

彰化縣 黃崇鑫 天寶宮底 2017/9/30 9 17:36 24.00931  120.37036  1 覓食  魚塭  

彰化縣 鍾上瑋 永興漁塭 2017/9/30 9 14:30

 –16:

10 

  28 飛行  魚塭  

彰化縣 鍾上瑋 永興漁塭 2017/9/30 9 14:58 23.94720  120.32106  51 覓食休息  漁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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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彰化縣 鍾上瑋 永興漁塭 2017/9/30 9 15:47 23.94929  120.31668  6 覓食  漁塭  

彰化縣 鍾上瑋 永興漁塭 2017/9/30 9 16:03 23.94116  120.31118  1 覓食  漁塭  

彰化縣 鍾上瑋 漁民廣場 2017/9/30 9 17:07

-18:0

0 

23.92266  120.31144  243 覓食/飛行  漁塭 定點觀察記錄灘地上

及從南邊飛來越過上

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1 9 1528 23.50717  120.12228  5 覓食 N 鰲鼓溼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1 9 1545 23.49350  120.15047  12 覓食 N 鰲鼓溼地 共棲鳥種：大白鷺、

中白鷺、小白鷺、黃

頭鷺、高蹺鴴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1 9 1548 23.49406  120.15306  6 覓食 N 鰲鼓溼地 共棲鳥種：中白鷺、

小白鷺、黃頭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1 9 1558 23.48306  120.16944  3 覓食 N 台 61線旁草澤

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高蹺鴴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10/1 9 1450 23.38622  120.21250  14 覓食/休息 N 水田 共棲鳥種：高蹺鴴、

小環頸鴴、鷹斑鷸、

雲雀鷸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1 9 1530 23.39158  120.19831  2 覓食 N 水田 共棲鳥種：黃頭鷺、

高蹺鴴、鷹斑鷸、燕

鴴、黑腹濱鷸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1 9 1550 23.36358  120.17703  24 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高蹺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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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大白鷺、小白鷺、青

足鷸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1 9 1605 23.32703  120.17422  39 覓食/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蒼鷺、小白鷺、高蹺

鴴、黑腹濱鷸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1 9 1615 23.33469  120.18406  10 覓食/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小白鷺、

大白鷺、高蹺鴴、小

青足鷸、青足鷸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1 9 1620 23.33308  120.18631  7 覓食/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蒼鷺、大

白鷺、中白鷺、小白

鷺、蒼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1 9 1625 23.33206  120.18792  80 覓食/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中白鷺、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10/1 9 1645 23.31553  120.19606  16 休息 N 棄養魚塭 共棲鳥種：蒼鷺、大

白鷺、中白鷺、小白

鷺、夜鷺、黃頭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太保 2017/10/1 9 1345 23.43792  120.29325  6 覓食/休息 N 農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陳建樺 太保 2017/10/1 9 1400 23.43603  120.29469  15 覓食/休息 N 農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1 9 1017 23.49169  120.18164  6 覓食/休息 N 草澤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1 9 1033 23.48494  120.17844  58 覓食/休息 N 農地 共棲鳥種：黃頭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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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台南市 郭東輝 北門區三

寮灣 

2017/9/30 9 0700

~080

0 

23.23468  120.11687  285 覓食 X 暫時性魚塭  

台南市 郭東輝 將軍廣山

村 

2017/9/30 9 0820

~090

0 

23.23160  120.11425  30 覓食 X 農田  

台南市 郭東輝 七股區頂

山 

2017/9/30 9 0930

~100

0 

23.18787  120.11565  3 覓食 X 鹽田  

台南市 郭東輝 七股區三

股五塊厝 

2017/9/30 9 1000

~103

0 

23.09344  120.11260  9 覓食 X 農田  

屏東縣 鳥友回報 潮州 2017/10/1 9 12:46 22.53259  120.53631  14 休息   非正試調查 

屏東縣 鳥友回報 林邊大鵬

灣左岸濕

地 

2017/10/1 9 13:33 23.56513  120.15857  6 休息   非正試調查 

宜蘭縣 陳樹德、莊

雅慧 

壯圍鄉南

北三路 

2017/10/1 9 AM8:

25 

24.73861  121.80944  3 覓食 無 水田，高蹺

鴴、小青足

鷸、鷹斑鷸。 

無爭食情形 



69 

 

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宜蘭縣 楊錦秀 宜七線 2017/10/1 9 AM8:

46 

24.74611  121.80639  1 覓食 無 無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9/30 9 1530

~17:0

0 

22.88580  120.19957  8 休息/覓食  淺水塘、短草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9/30 9  22.88753  120.19773  16 休息/覓食  淺水塘、短草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9/30 9 17:46 22.88636  120.19040  26 自南方飛入然後

停棲 

 紅樹林、雜木

林 

 

雲林縣 陳雪琴、江

秉翰 

成龍濕地 2017/10/1 9 1430 23.56211  120.16289  3 覓食  草澤 大白、高蹺 

雲林縣 陳雪琴、江

秉翰 

成龍濕地 2017/10/1 9 1530 23.57328  120.15606  158 休息  草澤 停棲於樹上 

雲林縣 陳雪琴、江

秉翰 

成龍濕地 2017/10/1 9 1600 23.60778  120.16486  36 休息  魚塭 停棲於堤岸高蹺 

新北市 張智偉、蔣

功國 

挖仔尾 106 年 10

月 1 日 

9 12:00 25.16602 121.42050  2 覓食  泥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28 10 14:00 25.11170  121.47017  82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28 10 14:00 25.11170  121.47017  16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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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28 10 14:00 25.11170  121.47017  18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28 10 15:02 25.11170  121.47017  83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28 10 16:00 25.11170  121.47017  4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0/28 10 16:00 25.11170  121.47017  104 休息 0 紅樹林上方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10/28 10 14:00 25.11673 121.47358  3 休息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公園 

2017/10/28 10 15:00 25.11673 121.47358  10 休息 0 灘地  

新北市 張智偉、蔣

功國 

挖仔尾 2017/10/29 10 12:20 25.16602 121.42050  4 覓食  泥灘地 10 月調查 

桃園市 吳豫州、姜

中偉 

廣興堂 2017/10/28 10 0800-

1700 

25.08586 121.20024  15 飛行 無 農地 向埔心溪口飛去,趕

往埔心溪口未見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美山 2017/10/29 10 7:37 24.78482 120.91363  11 覓食 N 潮間帶 大白鷺 4,小白鷺 2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客雅溪 2017/10/29 10 8:30 24.80925 120.91863  28 覓食/休息 N 河流出海口，

紅樹林清除後

大白鷺 6,蒼鷺 2,小白

鷺 3,夜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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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泥灘地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客雅溪 2017/10/29 10 8:50 24.81042  120.91581  15 覓食 N 河流出海口，

紅樹林清除後

泥灘地 

大白鷺 1,蒼鷺 1,青足

鷸 1 

苗栗縣 林厥雋 中港溪 2017/10/28 10 13:45 24.66670  120.86285  2 覓食  溪流  

苗栗縣 劉春鳳.陳

琗瑢 

新港大橋

南邊西側 

2017/10/28 10 06:50 24.59769  120.81324  1 休息  溪流  

苗栗縣 劉春鳳.陳

琗瑢 

後龍溪高

鐵南邊西

側 

2017/10/28 10 07:10 24.59824  120.80786  10 休息  溪流  

苗栗縣 劉春鳳.陳

琗瑢 

後龍溪西

濱大橋北

邊東側 

2017/10/28 10 08:25 24.61592  120.76786  2 休息  溪流  

彰化縣 黃崇鑫 養豬場 2017/10/28 10 15:00 24.01528  120.37175  6 覓食/休息 N 魚塭 小白鷺、高蹺鴴、蒼

鷺 

彰化縣 蕭舜昌 永興魚塭

區 

2017/10/28 10 10:29 23.94451  120.31951  30 27 休息 

1 飛行 

2 覓食 

NA 魚塭堤岸 高蹺 2 

大白鷺 2 退潮&風大 

(樹枝搖動) 

彰化縣 蕭舜昌 漁民廣場 2017/10/28 10 12:38 23.92300  120.31000  1 1 飛行 NA 堤岸 退潮&風大 (樹枝搖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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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055 23°26'48.

8" 

120°10'18.

5" 

6   溪床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101 23°25'46.

9" 

120°09'29.

4" 

4   農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145 23°26'00.

0" 

120°09'05.

3" 

3   農地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154 23°29'31.

4" 

120°10'58.

0" 

5   草澤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鷹斑鷸，高

蹺鴴，東方環頸鴴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256 23°29'30.

6" 

120°10'48.

2" 

10 飛過 N 飛過 共棲鳥種：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311 23°29'40.

6" 

120°07'25.

6" 

17 覓食/休息 N 鰲鼓西南提 共棲鳥種：黑面琵

鷺，大白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410 23°29'37.

6" 

120°07'33.

2" 

13 覓食/休息 N 鰲鼓西南提 共棲鳥種：黑面琵

鷺，大白鷺，中白鷺，

小白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436 23°29'42.

3" 

120°08'58.

3" 

12 覓食/休息 N 鰲鼓千島湖西

側草澤地 

共棲鳥種：大白鷺，

中白鷺，小白鷺，蒼

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0/29 10 1452 23°29'43. 120°09'11. 2 覓食/休息 N 鰲鼓千島湖 共棲鳥種：大白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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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2" 3" 中白鷺，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230 23°20'33.

6" 

120°09'13.

0" 

4 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高蹺鴴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240 23°20'26.

5" 

120°09'25.

0" 

3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250 23°20'37.

0" 

120°09'23.

2" 

6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320 23°20'18.

5" 

120°09'44.

7" 

3 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335 23°20'07.

9" 

120°09'39.

9" 

12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黑面琵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350 23°19'23.

7" 

120°10'25.

9" 

5 休息 N 鹽田 共棲鳥種：黑面琵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415 23°20'02.

9" 

120°09'26.

7" 

11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黑面琵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440 23°19'56.

4" 

120°10'53.

4" 

4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高蹺鴴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0/29 10 1455 23°19'35.

1" 

120°11'01.

4" 

16 覓食 N 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黑面琵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10/29 10 1530 23°18'53. 120°11'46. 79 休息 N 廢棄魚塭 共棲鳥種：大白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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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1" 5" 小白鷺，夜鷺，蒼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10/29 10 1545 23°19'15.

3" 

120°12'57.

7" 

13 休息 N 廢棄魚塭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中白鷺，夜

鷺，蒼鷺 

台南市 郭東輝 北門區三

寮灣 

20171031 10 0730

~075

0 

23.23585

9 

120.11776 5 覓食 X 廢棄農田積水  

台南市 郭東輝 安南區土

城水流媽

廟 

20171031 10 0930

~095

0 

23.06774

7 

120.10828

3 

6 覓食 X 魚塭  

雲林縣  雲 149 鄉

道 

2017/10/28 10 16:09 23.54213 120.19719 8     

雲林縣  口湖湖口

濕地 

2017/10/29 10 06:45 23.53336 120.15952 40     

雲林縣  鰲鼓北堤

電桿石農 

2017/10/28 10 14:34 23.51622 120.14382 1     

屏東縣 吳正文 崁頂焚化

爐附近農

田 

2017/10/29 10  22.4977 120.49832

6 

0     

屏東縣 吳正文 崁頂生態 2017/10/29 10  22.51966 120.499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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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公園及附

農田 

8 

屏東縣 吳正文 林邊大鵬

灣左岸濕

地 

2017/10/29 10  23.56512

5 

120.15856

8 

0     

屏東縣 吳正文 林邊溪口 2017/10/29 10  22.41513

8 

120.51566

3 

0     

屏東縣 吳正文 屏東高屏

溪舊鐵橋

河床灘地 

2017/10/29 10  22.67115

1 

120.44227

6 

0     

屏東縣 吳正文 恆春龍鑾

潭北岸農

田 

2017/10/29 10  21.98639

1 

120.73910

7 

0     

屏東縣 吳正文 恆春龍鑾

潭東魚塭 

2017/10/29 10  21.98585

08 

120.74565

77 

0     

高雄市 

 

簡竹君 X 2017/10/29 10 13:43 22°54'59.

28" 

120°12'18.

56" 

2 休息 

 

X 河灘地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10/29 10 1630

~173

0 

22°53'10.

89"N 

120°11'25.

44"E 

21 自南方飛入然後

停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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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10/29 10 1715 22°53'10.

89"N 

120°11'25.

44"E 

3 自南方飛入然後

停棲 

   

高雄市 鄭和泰 茄萣濕地 2017/10/29 10 1716 22°53'10.

89"N 

120°11'25.

44"E 

5 自南方飛入然後

停棲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頭前溪 2017/11/26 11 12:50 24.83953

23 

120.94749

02 

3 覓食 N 河流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頭前溪 2017/11/26 11 13:15 24.84829

59 

120.94314

3 

5 覓食 N 河流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金城湖 2017/11/26 11 13:37 24.82020

15 

120.91847

01 

1 覓食 N 河流（港北溝）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美山 2017/11/26 11 14:20 24.78482

21 

120.91362

8 

9 覓食 N 潮間帶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南港 2017/11/26 11 15:00 24.7433 120.89537

1 

1 覓食 N 海濱淺水池 

(廢漁塭 ?) 

 

新竹市 茆世民、陳

如華 

客雅溪 2017/11/26 11 15:40 24.80935

8 

120.91773

31 

7 覓食 N 河流出海口，

紅樹林清除後

泥灘地 

 

嘉義縣 陳建樺 東石 2017/11/25 11 1210 23°25'49.

7" 

120°12'57.

7" 

15 覓食/休息 N 廢棄鹽灘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黑面琵鷺、

鸕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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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1/25 11 1255 23°21'18.

7" 

120°12'57.

7" 

24 休息 N 魚塭土堤 共棲鳥種：蒼鷺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1/25 11 1325 23°21'38.

0" 

120°12'57.

7" 

11 休息 N 布袋鹽田 共棲鳥種：大白鷺、

黑面琵鷺、蒼鷺、反

嘴鴴、高蹺鴴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1/25 11 1350 23°21'05.

3" 

120°12'57.

7" 

6 覓食 N 大排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尖尾鴨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1/25 11 1420 23°19'20.

0" 

120°12'57.

7" 

46 覓食/休息 N 廢棄鹽灘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黑面琵鷺、

黑腹燕鷗 

嘉義縣 陳建樺 布袋 2017/11/25 11 1445 23°20'06.

0" 

120°12'57.

7" 

13 覓食 N 魚塭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11/25 11 1520 23°18'55.

2" 

120°12'57.

7" 

142 休息 N 廢棄魚塭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蒼鷺、夜鷺、

紅冠水雞 

嘉義縣 陳建樺 義竹 2017/11/25 11 1555 23°19'15.

3" 

120°12'57.

7" 

109 休息 N 廢棄魚塭 共棲鳥種：大白鷺、

中白鷺、小白鷺、蒼

鷺、夜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1/25 11 1536 23°26'47.

9" 

120°10'16.

5" 

12 覓食/休息 N 朴子溪河口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大杓鷸、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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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嘴鷗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1/25 11 1417 23°30'11.

5" 

120°07'23.

7" 

12 覓食/休息 N 鰲鼓西堤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中白鷺、黑

面琵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1/25 11 1631 23°29'40.

6" 

120°07'25.

6" 

34 覓食/休息 N 鰲鼓西南堤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鸕鶿、黑面

琵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1/25 11 1647 23°29'42.

3" 

120°08'58.

3" 

4 覓食/休息 N 鰲鼓千島湖西

側草澤地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中白鷺、蒼

鷺、夜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1/25 11 1650 23°29'43.

2" 

120°09'11.

3" 

13 覓食/休息 N 鰲鼓千島湖 共棲鳥種：大白鷺、

小白鷺、中白鷺 

嘉義縣 李灌霖 東石 2017/11/25 11 1702 23°29'45.

0" 

120°09'13.

7" 

302 飛過 夜棲 鰲鼓七孔水門 共棲鳥種：飛進鰲鼓

濕地夜棲點 

台南市 郭東輝 北門永華

村 

2017/11/28 11 0700

~073

0 

23.25932

5 

120.11018

1 

30 覓食 X 廢棄鹽田  

台南市 郭東輝 七股區頂

山 

2017/11/28 11 0750

~082

0 

23.19018

9 

120.10500

4 

62 覓食 X 廢棄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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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新北市 張智偉、蔣

功國 

挖仔尾 2017/11/26 11 13:30 25.16601

9° 

121.42049

6° 

7 覓食  泥灘地 11 月調查 

屏東縣 鳥友回報  2017/11/26 11 06:00 22.52122

3 

120.42412

6 

132 休息/覓食  高屏溪河床休

息 

 

苗栗縣 林厥雋 中港溪 2017/11/25 11 12:50 
24.66670

4 
120.86285 1 覓食  溪流 

 

苗栗縣 林厥雋 中港溪 2017/11/25 11 13:45 
24.67176

4 

120.83583

7 
6 休息  水塘 焚化廠後面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高美濕地

（整區） 
2017/11/28 11 

0730-

1100 

24.36039

4 

120.54496

2 
51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草澤、泥灘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大安南埔

（沿線） 
2017/11/28 11 

0730-

1100 

24.33675

2 

120.56700

3 
34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防風林，沙

灘、稻田 

 

台中市 
吳自強，黃

淑華 

大肚溪口

北岸 
2017/11/28 11 

0730-

1100 

24.24993

9 

120.50467

4 
26  

覓食/休息/飛行-

都有 
no 

水池、泥灘、

稻田、 

建物等 

 

宜蘭縣 
陳樹德、楊

錦秀 

宜蘭市黎

明三路 
2017/11/26 11 

am7:

04 

24°44'58

" 
121°46'05" 2  覓食 無 水田 小白鷺 1 隻 

宜蘭縣 
陳樹德、楊

錦秀 

員山鄉大

安路 
2017/11/26 11 

Am8:

22 

24°44'14

" 
121°41'51" 5  覓食 無 水田 

小型鷸鴴科 10 隻、大

白鷺 1 隻，無干擾 

宜蘭縣 黃仲霙 191 縣道 2017/11/26 11 am7: 24.77742 121.78334 4  覓食 無 水田 小辮鴴 6 隻、黃頭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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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調查人員 點位 日期 月

份 

時間 緯度 經度 數量 行為(覓食/休息/

飛行) 

築巢 棲地環境狀況 備註 

旁 45 7 1 隻，無干擾 

宜蘭縣 黃仲霙 
礁溪鄉釣

鱉池 
2017/11/26 11 

am8:

30 

24.82599

6 

121.79710

5 
1  飛行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1/26 11 10:00 

25.11169

8 

121.47017

1 
25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1/26 11 11:00 

25.11169

8 

121.47017

1 
23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周品秀 
關渡自然

保留區 
2017/11/26 11 12:00 

25.11169

8 

121.47017

1 
24 覓食 0 灘地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保留公園 
2017/11/27 11 10:00 

25.11807

3 

121.47369

7 
1 休息 0 水域 

 

台北市 林章信 
關渡自然

保留公園 
2017/11/30 11 11:00 

25.11642

1 

121.47103

4 
1 休息 0  

 

桃園市 
吳文心、吳

豫州 
許厝港 2017/11/25 11 

0700-

0950 

25.08679

9 

121.17593

8 
34 以休息為主  出海口水澤地 

 

桃園市 
吳文心、吳

豫州 
許厝港 2017/11/25 11 

1120-

1240 

25.08600

3 

121.19854

5 
17 伴休半食  廢耕地水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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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九：期中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袁委員孝維 1. 9-11 月進行生殖管理，是

否已經太遲?埃及聖鹮正常

是 5-6 月開始生殖，且會有

兩個生殖高峰，是以報告

中說明某些巢區未發現巢

蛋的狀況，是因為繁殖期

已經結束，還是整個繁殖

季都沒有利用到這些巢區? 

謝謝委員指導，相關討論已補

充於第 21 頁。 

 2. 成鳥在 10-11 月移除，為何

不在繁殖季前?一般來說有

害生物的移除都在生殖季

前移除，可減少子代的產

生，移除效果會比較好。 

由於今年計畫起始時間為8月

中，包含申請進入保護區等行

政程序在內，致使移除工作已

逾繁殖季。同意應在繁殖季前

進行移除作業，謝謝委員指

教。 

 3. 按照合約應捕捉多少隻成

鳥?目前之進度(5 隻)可否

符合期末之要求? 

按照合約應捕抓 300 隻，目前

將盡力符合期末要求，若未達

標將依照合約處理。 

 4. 2017 年 9 月族群暴增至

2100 隻，不知此數據正確

性有多高? 

謝謝委員指導，此為調查回傳

資料統計之結果，可能有低估

之虞，故期末報告另計算各縣

市最大量之總和，達 3000 餘

隻，故推測族群量可能約在

2100-3000 隻之間。 

李委員壽先 1. 目前的工作項目很多，部

分項目跟移除的關係不

大，對於目標的達成也是

有限的，建議明年要進行

計畫時可以稍微調整工作

項目，更集中於移除工作

上。 

謝謝委員指導，此部分將與林

務局商議。 

 2. 目前移除的效率不佳，以

在野外 18天才移除 5隻成

鳥估算，要移除 300 隻成

鳥需要花費超過一年的時

間，但在法國及美國移除

埃及聖鹮都有很好的成

謝謝委員指導，由於計畫執行

期間未在繁殖季，所以造成捕

捉成效不佳，若於繁殖季執行

應可提高移除效率。 

國外移除方法多為槍枝射

殺，此部分還需與各界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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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宜檢討採取較有效之

方式，並排除可能的阻

礙，才能達成目標。 

 3. 目前關渡自然公園的埃及

聖鹮，其覓食地點固定，

可以考慮在園內設置套索

嘗試捕捉。 

謝謝委員指導，將與關渡自然

公園討論於園區架設套索的

可行性。 

丁委員宗蘇 1. 本年度埃及聖鹮普查，8、

9 月數值差異很大，必須

確認這是調查誤差還是新

生個體補充。請 8、9 月各

鳥會的調查人員略估成鳥

比例，以評估繁殖成功程

度，並建請未調查成鳥與

幼鳥數量要分開計數。 

謝謝委員指導，今年度的調查

未請調查員注意成幼鳥比

例，未來將要求調查員分開計

數成、幼鳥數量。 

 2. 關於成鳥捕捉方法，由於

捕捉個體數目前僅有 5

隻，請執行單位未來在期

末報告檢討捕捉方法的成

效。 

謝謝委員指導，期末報告將附

上捕捉方法成效的相關討論。 

詹委員芳澤 1. 附件三. 獸醫師建議之安

樂死方式與劑量，圖片中

舒泰液體麻醉劑不建議使

用，因無實際執行，建議

直接刪除不用附上。 

謝謝委員指導，由於未執行所

以已移除該附件。 

 2. 舒泰在安樂死的指南內是

不會列出，但實際操作可

能會用。使用舒泰安樂死

過程會較久，動物可能會

躁動。單使用舒泰很難造

成死亡，所以還要施打

KCl，讓心臟麻痺死亡，

對動物而言較不人道。 

謝謝委員補充說明。 

 3. 用在安樂死的液體麻醉藥

都是「管制藥品」，而舒泰

不是，舒泰的特性是「強

直性昏厥，用於止痛及外

科麻醉」，而且使用要有獸

謝謝委員補充說明。 



83 

 

醫師。 

 4. 報告中，中華鳥會使用二

氧化碳有加氮氣來進行昏

迷跟安樂死，個人有用過

二氧化碳在小雞的經驗，

但沒用過二氧化碳加氮

氣，但大量的大雞與大鴨

安樂死(如禽流感爆發時

的撲殺)，是有用液態氮與

二氧化碳來執行。 

謝謝委員補充說明。 

夏組長榮生 1. 本年度計畫執行的時效上

的確是沒有掌握到，在這

上面不單純是中華鳥會的

問題，因為計畫第一次招

標流標，第 2 次招標才有

廠商投標，嗣後對於類此

具期限時效之計畫當提前

作業。 

謝謝委員補充說明。 

 2. 對於計畫執行時程造成執

行成果有落差，請中華鳥

會在報告上要說明清楚，

避免外界不了解，認為移

除成效非常不好。 

謝謝委員指導，已補充於第 30

頁，未來也將於期末進行更詳

細的討論。 

 3. 過去對於埃及聖鹮的族群

調查都著重在西部沿岸，

缺乏花東及南投山區的資

料，是因為資料庫以往都

沒有這三處的分布紀錄，

還是因為在調查時就直接

排除，所以才沒有分布紀

錄? 

謝謝委員指導。目前沒有南投

與花蓮的出沒紀錄。本年度依

循去年的調查資料與報告，僅

增加宜蘭的調查，而調閱

eBird 資料庫則發現台東也有

出沒記錄，建議未來可增加東

部地區的監測。 

 4. 報告中提及彰化漢寶巢區

有發現巢蛋，但後續觀察

時於巢底下發現蛋殼，因

此推測可能是未受精卵遭

親鳥踹下巢，請問有實際

觀察過類似狀況而做出的

推測嗎? 

謝謝委員指導，已修改補充於

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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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目前設計的埃及聖鹮生活

史、外觀辨識宣傳圖卡，

若是單獨一張運用於宣

傳，缺乏說明移除埃及聖

鹮之必要性，無法讓民眾

瞭解外來物種防治的概

念，建議加強說明其負面

影響。 

謝謝委員指導，已修改補充於

第 32 頁。 

羅簡任技正尤

娟 

1. 今年因計畫時程的關係，

執行時間已經稍晚了，明

年度計畫繼續執行的時

間，建議是從幾月開始才

有能較佳的成果? 

根據袁孝維老的調查，埃及聖

鹮的繁殖時間為 3-8 月，計畫

從繁殖季開始前執行並持續

到繁殖季結束才能達到成效。 

 2. 因 8 月以後不少埃及聖鹮

的雛鳥已經離巢，是以本

年度進行族群調查的地

點，是僅限於巢區範圍，

還是有包含其他地方?來

年進行族群調查時，是否

能盡可能地把所有族群都

調查到? 

本年度調查不僅限於巢區，也

包含埃及聖鹮常出沒之區

域，但調查區域多位於沿海地

區，若要盡可能調查到全部族

群，建議利用繁殖季成鳥會集

中於巢區繁殖之特性，於繁殖

季進行調查較為合適。另一方

面可蒐集 eBird、中華鳥會資

料庫等資訊，或亦可鼓勵民眾

回報，藉此增加資料來源。 

廖副局長一光 1. 建議宣傳圖卡可以簡報第

三頁的族群變化曲線為

底，以文字說明其族群成

長效率驚人，對環境的不

良影響、對其他鳥類的領

域競爭等來像民眾宣導其

危害情況，至於移除方法

無須納入圖卡內。 

謝謝委員指導，將參考委員意

見進行修改。 

 2. 請中華鳥會依照契約規

定，將執行工作項目以數

據量化方式呈現是否達到

目標，俾利後續計價撥付

經費。 

謝謝委員指導，已補充於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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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埃及聖鹮成鳥移除部分，

請中華鳥會儘量動員各地

鳥會人力幫忙，俾利達成

計畫目標。 

謝謝委員指導，將盡力與各地

鳥會協調埃及聖鹮成鳥移除

事宜。 

 4. 本局近期將開會邀集警

政、民航局等相關機關，

研商是否能使用槍械、十

字弓、炮網等比較有效的

方式來移除外來種。 

謝謝委員補充說明。 

 5. 建議中華鳥會在跟各鳥會

進行會議、座談時，能夠

進行埃及聖鹮移除的心理

建設跟進行理念上的交

換，才能讓移除工作順利

進行，避免在移除進行時

出現雜音。 

謝謝委員指導，將盡力與各地

鳥會溝通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