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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透過繫放，利用無線電追蹤方式，建立水雉個體的活動範

圍，確立水雉活動空間利用模式。 

今年度共繫放 10 隻水雉，所有個體均為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的個體。繫放

個體中有 9 隻根據體型以及形質測量結果可辨識性別，其中雄鳥 7 隻，雌鳥 2

隻。10 隻個體中，成鳥 3 隻，亞成鳥 7 隻。雄性成鳥平均體重 127.00 ± 9.90 g (n=2)，

雌性成鳥只有一隻，體重 250.00 g (n=1)，雄性亞成鳥平均體重 107.50 ± 24.75 g 

(n=4)，雌性亞成鳥平均體重 220.00 ± 28.28 g (n=2)，性別未辨的亞成鳥只有一

隻，體重為 165.00 g (n=1)。 

2016 年繫放之個體，於園區內共有 57 筆目擊紀錄，涵蓋 13 隻個體，其中 7

隻為 2016 年繫放的個體，6 隻為 2017 年新繫放的個體。全數集中在園區一期棲

地中。 

無線電追蹤的點位來看，10 隻個體的活動區域仍侷限於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及西側瓦窯溝附近菱角田為主，偶有少數個體會至靠近台 1 線省道、葫蘆埤以及

曾文溪河床附近活動，但僅不到 20%的出現機率。 

以最小多邊形法畫出每一隻個體的活動範圍並計算其面積，度冬期的活動範

圍面積介於 3.03 公頃至 30.88 公頃。平均值大小依次為雌性亞成鳥〉雌性成鳥〉

雄性亞成鳥〉雄性成鳥。 

每一隻個體在園區內、外活動的比例，度冬期在園區內出現的機率介於

0~89%，除編號 241 外，其他個體出現在園區內的機率亦均低於 40%。所有個體

活動位置距離園區基準點均不超過 600 公尺，顯示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的個體在

度冬期，向外擴散情形並不明顯。 

關鍵字：水雉、菱角、繫放、無線電追蹤、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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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水雉為台灣二級保育鳥類，因棲地遭受經濟開發需求而減少，導致全台數量

曾降至不到 30 隻，且侷限分布於台南市官田區及周邊區域，嚴重面臨在台滅絕

之危機(陳 2008)。 

因台灣高速鐵路開發，路線行經水雉僅存之主要棲地─官田區葫蘆埤周邊地

區，為挽救此珍貴稀有保育鳥類之生存，自此開啟水雉保育工作，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的多年支持下，結合台南市政府、民間保育組織與企業之力，進行

多項水雉保育及棲地復育工作，包括菱農獎補助措施以及官田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的設置，多年努力下，2015 年最新的台南市水雉普查共紀錄有約 700 隻水雉個

體散佈於台南市各地，2016 年 12 月進行普查，總數已突破 1000 隻，但主要族

群分布區仍以官田區為主。 

文獻指出，影響鳥類生殖成功與否的因素有許多，涵蓋生物和非生物的因

素，生物因子有食物豐富度、族群密度、種內及種間競爭、掠食者壓力、寄生蟲、

生殖個體本身因素（年齡、位階、繁殖經驗）等（Burger 1982, Frederic 2007, Fowler 

1995, Geslin 2004, Garamszegi 2004, Marzal 2005）；環境因子則包括氣候因素（溫

度、雨量）、繁殖棲地面積、繁殖棲地週遭地景類型、棲地破碎化、都市化程度、

人類干擾、生殖時間等（Bradley 1997, Burger 1982, Donovan 1995, Parsons 2003, 

Morneaua 1995, Newhouse 2008, Powell 1998, Powell 2000, Rodríguez 2003, 

Verhulst 1995, Urfi 2003）。 

水雉對棲地有嚴格的專一性，僅能在鋪滿浮葉性水生植物的埤塘或淺水溼地

棲息繁衍（del Hoyo et al. 1996），在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之努力下，近年水雉族群

逐漸增加，2017 年水雉冬季普查已多達 1478 隻，但在園區未擴增的情況下，逐

漸增長的水雉族群勢必向外擴散分布，2016 年雖已於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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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隻水雉個體的繫放，並進行其活動範圍之追蹤調查，至 2017 年 2 月為止，多

數目擊回收的繫放個體，仍維持在園區中或在緊鄰園區西側的外圍農田活動，僅

有 2 隻個體至遠離園區約 1.6 公里處活動覓食。從繫放個體的追蹤資料發現二個

問題，一為繫放個體野外調查不易，必須累積長時間的資料，否則無法精確說明

園區中水雉個體的空間利用方式；二為透過繫放個體追蹤，僅能得知精細度較低

之水雉個體出現位置的資訊，在活動範圍大小，空間利用方式等面向均難以獲得

更多資訊。 

因此，僅透過繫放追蹤的方式，並不能進一步掌握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的水

雉個體活動空間利用方式，為了解園區中水雉的棲地及活動空間利用方式，2017

年除持續追蹤調查 2016 年繫放隻個體外，更需進一步使用較精密的方式進行個

體追蹤，以了解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個體之空間利用方式，提供群擴張現況下，

園區進行水雉族群復育時，棲地空間規劃管理上的參考資訊。 

 

二、研究方法 

   (一) 水雉繫放及無線電追蹤 

     時間：2017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地點：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台南市各水雉棲息區域 

     工作內容： 

1. 以霧網捕捉水雉，進行各項形質測量。 

2. 每隻水雉個體以中華鳥會統一編號規格之金屬環進行繫放，並輔以

不同顏色編組之塑膠色環做為野外個體辨識之用。 

3. 捕捉後綁上揹負式無線電發報器，進行無線電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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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年度共計繫放 10 隻個體。 

   (二) 水雉棲地及活動空間利用方式研究 

     時間：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地點：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台南市各水雉棲息區域 

     工作內容： 

1. 追蹤觀察 106 年度繫放的個體，利用無線電接收器追蹤記錄其出現

位置之 GPS 座標，計算每一隻個體的活動範圍面積，並計算分析其出

現位置與水雉生態教育園區間的距離以及在園區內外活動的頻率差

異，以作為棲地利用模式分析之用。   

 

三、結果與討論 

   (一) 水雉繫放成果 

本年度共進行 11 次水雉繫放工作，共捕捉繫放 10 隻個體，分別繫

上統一編號序列之金屬環以及供野外辨識之塑膠色環(表一)。繫放地點

除 1 隻個體於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7、8 號池間土堤外，其餘 9 隻個體均在

緊鄰園區西側的瓦瑶溝邊外圍菱角田區捕捉，根據觀察，瓦瑶溝邊外圍

菱角田區的水雉個體均為園區中飛至外圍覓食的個體，所以今年度繫放

的所有水雉均為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的個體。 

繫放個體中有 9 隻根據體型以及形質測量結果可辨識性別，其中雄

鳥 7 隻，雌鳥 2 隻。10 隻個體中，成鳥 3 隻，亞成鳥 7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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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成鳥平均體重 127.00 ± 9.90 g (n=2)，雌性成鳥只有一隻，體重

250.00 g (n=1)，雄性亞成鳥平均體重 107.50 ± 24.75 g (n=4)，雌性亞成鳥

平均體重 220.00 ± 28.28 g (n=2)，性別未辨的亞成鳥只有一隻，體重為

165.00 g (n=1) (表二) (圖一)。 

雄性成鳥平均身長 207.00 ± 2.83 cm (n=2)，雌性成鳥只有一隻，身

長 242.00 cm (n=1)，雄性亞成鳥平均身長 212.00 ± 9.90 cm (n=4)，雌性

亞成鳥平均身長 232.50 ± 24.75 cm (n=2)，性別未辨的亞成鳥只有一隻，

身長為 197.00 g (n=1) (表二) (圖二)。 

   (二) 水雉繫放個體回收紀錄 

2016 年繫放之個體，今年持續進行野外追蹤觀察記錄，2017 年 7~8

月密集於水台南市水雉分布範圍內進行 50 天的調查，均未於水雉生態教

育園區外發現繫放個體。只有一隻 2016 年繫放的個體於 2017 年 2 月 15

日出現在屏東市林邊地區的菱角田中，被賞鳥者拍攝記錄公布於 fb 社群

中，但沒有詳細的地點、座標等資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內則藉由志工

協助，進行繫放個體紀錄，於園區內共有 57 筆目擊紀錄，涵蓋 13 隻個

體(圖三)，其中 7 隻為 2016 年繫放的個體，6 隻為 2017 年新繫放的個體。 

從 13 隻在園區中被目擊回收的個體出現位置看來，全數集中在園區

一期棲地中，原因為園區僅開放一期棲地供志工進行觀察，二期棲地並

未開放，且園區工作人員以避免干擾二期核心區水雉的繁殖為由，未配

合支援本計畫人員進入二期棲地進行觀察，因此缺乏繫放個體於園區二

期的分布資料，此部分尚待日後，由園區工作人員自行進行觀測補足資

料，方能更全面的了解水雉繫放個體於園區中的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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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雉無線電追蹤結果 

2017 年共繫放 10 隻個體進行無線電追蹤，僅有 1 隻雌性成鳥於繁

殖季(6 月)捕捉，因此有完整的繁殖期和度冬期活動範圍資訊，其餘 9 隻

個體均為繁殖季結束後進行捕捉，至目前僅有度冬期的活動範圍資訊。 

從無線電追蹤的點位來看，10 隻個體的活動區域仍侷限於水雉生態

教育園區及西側瓦窯溝附近菱角田為主，偶有少數個體會至靠近台 1 線

省道、葫蘆埤以及曾文溪河床附近活動，但僅不到 20%的出現機率。今

年度進行追蹤的水雉均為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的個體，從目前的結果顯

示，於度冬期間，園區的個體仍集中於附近活動，並未有明顯地向外擴

散的情形(圖四)。 

使用熱區分析，在 1：5000 的比例尺下，找出水雉出現機率高於 20%

的點位，以最小多邊形法畫出每一隻個體的活動範圍並計算其面積，因

繁殖期只有一隻個體，未具代表性，故僅計算每一隻個體度冬期的活動

範圍面積加以比較，其中活動範圍最小的為編號 080 的個體，面積為 3.03

公頃，最大的是編號 161 的個體，面積為 30.88 公頃。以性別和成熟度

區分，度冬期雌性亞成鳥活動面積平均值最大，依次為雌性亞成鳥〉雌

性成鳥〉雄性亞成鳥〉雄性成鳥(圖五)，但因樣本數過少，無法進行有

效性的統計，但此結果和水雉一妻多夫婚配制度下，雌鳥佔據大面積超

級領域，雄鳥領域小於雌鳥，以及亞成鳥為探索新的空間資源，因此活

動範圍比成鳥大的趨勢相符。 

編號 241 的雌性成鳥個體是唯一追蹤期完整涵蓋繁殖季和度冬季的

個體，比較期不同季節的活動範圍面積，繁殖期為 8.12 公頃，度冬期為

10.52 公頃，度冬期稍微比繁殖期大，顯示在繁殖結束後，水雉的領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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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活動範圍有擴大的情形。 

(四) 水雉活動空間利用分析 

根據無線電追蹤紀錄，畫出每一隻個體的活動熱區圖，顯示多數個

體仍集中在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以及園區西側瓦窯溝附近菱角田為主(圖

六~圖十五)。 

以出現機率高於 20%的點位計算每一隻個體在園區內、外活動的比

例，度冬期在園區內出現的機率介於 0~89%，其中編號 181 及 292 二隻

個體，活動範圍均在園區外，其他個體除編號 241 的個體外，出現在園

區內的機率亦均低於 40%，顯示冬季園區內棲地食物量可能未能充足供

應水雉所需，因此多數個體選擇至園區外尚未萎凋的菱角田覓食。 

編號 241 的個體，其繁殖期在園區內出現機率僅有 46%，遠低於度

冬期的 89%，為何有此種差異，因樣本數尚嫌不足，未能據以推論，尚

待日後持續蒐集資料再予以探討(圖十六)。 

以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幾何中心為基準點(利用 QGIS 軟體計算得

出)，計算度冬期每一隻個體出現機率高於 20%的點位與基準點的距離，

取平均值藉此探討水雉活動範圍與園區間的關聯性，平均值最小為編號

241 個體的 105.67±公 94.61 尺，最大為編號 292 個體的 581.42±173.28

公尺(圖十七)。所有個體活動位置距離園區基準點均不超過 600 公尺，

顯示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中的個體在度冬期，向外擴散情形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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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與建議 

今年度計畫執行過程中，因保育類野生動物利用申請過程中有所延誤，導致

繫放時程延後，直至 6 月底才開始進行繫放工作，因此在繁殖季僅捕捉到 1 隻個

體，其餘 9 隻個體均為度冬期才捕捉到，造成僅能先探討度冬期的活動空間利用

情形，因無線電發報器電池效能可以持續半年至一年，因此於 2018 年仍會持續

進行無線電追蹤工作至 6 月發報器電量耗盡為止，以補足繁殖期的水雉活動資

料，進行更完整的空間利用模式分析。 

從目前已有的資料探討，發現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的個體，無論從活動距離，

活動熱區，園區內外活動分布點位比例等各方面來看，活動範圍均侷限在距離園

區不超過 600 公尺的距離內，主要的活動熱區均位於園區內或西側的瓦窯溝菱角

田區，且度冬期在區外活動的比例遠高於區內，顯示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在水雉度

冬期間可能在食物供應上稍有不足，致使水雉必須花較多時間在園區外的菱角田

覓食，在未來冬季期間，園區棲地管理上應以增加提供水雉度冬期食物量供給為

重點。 

今年度計畫在執行期間，為配合園區工作人員要求，避免造成水雉繁殖干

擾，因此於 7 月後均未進入二期核心區進行繫放和調查工作，導致針對 2016 年

繫放的個體追蹤資料上有所疏漏，殊為可惜，期待日後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能自行

進行觀測，補足此部分資料，對掌握水雉活動空間利用模式上方能有更多參考之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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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17 年水雉繫放色環組合辨識表 

 

編號 環號 左脛 左跗蹠 右脛 右跗蹠 無線電頻率 

1 F06256   金屬環 紅   241 

2 F06257 藍 金屬環 紅   061 

3 F06259 白 金屬環 紅   161 

4 F06260 綠 金屬環 紅   102 

5 F06270   金屬環 黃   181 

6 F06261 紅 金屬環 黃   022 

7 F06269   金屬環 藍   202 

8 F06262   金屬環 白   080 

9 F06263   金屬環 紅白   292 

10 F06264   金屬環 黃白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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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形質一覽表 

 

日期 地點 
座標 

鋁環編號  
色環組合 

性別  成熟度  
體重 體長 

無線電

編號 

(頻率) 
X Y L 脛 L 跗 R 脛 R 跗 (g) (mm) 

20170624 水雉園區 7 號池 120.312667° 23.182124° F06256   A R   ♀ 成、夏 250.00  242.00  241 

20170831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053° 23.182663° F06257 B A R   ♂ 成 134.00  205.00  61 

20171013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053° 23.182663° F06259 W A R   ♀ 亞成 240.00  250.00  161 

20171013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053° 23.182663° F06260 G A R   ♂ 亞成 90.00  205.00  102 

20171014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053° 23.182663° F06270   A Y   ♂ 成 120.00  209.00  181 

20171014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053° 23.182663° F06261 R A Y   ♂ 亞成 125.00  219.00  22 

20171020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543° 23.181805° F06269   A B   ？ 亞成 165.00  197.00  202 

20171020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543° 23.181805° F06262   A W   ♀ 亞成 200.00  215.00  80 

20171110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053° 23.182663° F06263   A RW   ♂ 亞成 155.00  222.00  292 

20171110 瓦窯溝邊(園區西側) 120.310053° 23.182663° F06264   A YW   ♂ 亞成 140.00  20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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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不同性別及成熟度體重分布直方圖 

 

 

 

圖二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不同性別及成熟度身長分布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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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2016~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目擊記錄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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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2017 年水雉繫放無線電追蹤個體活動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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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不同性別及成熟度活動範圍面積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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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022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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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061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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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080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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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102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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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161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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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一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181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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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二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202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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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241 活動熱區分布圖 



 

27 
 

 

            圖十四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292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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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五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 300 活動熱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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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出現園區外比例直方圖 

 

 

 

圖十七  2017 年水雉繫放個體活動距離直方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