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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馬祖列島位於台灣海峽西北方，由南竿、北竿、東莒、西莒、東

引、西引、大坵、高登、亮島等三十餘個島礁組成，臨近海域暖寒海

流交會，漁產豐饒，為海洋迴游生物棲息繁衍場所，且地處東亞候鳥

遷徙路線上，因此每年皆有大量沿大陸邊緣遷徙之野鳥於本區繁殖、

渡冬與過境。其中於「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範圍內，每年夏天皆有

數以千計的燕鷗於此繁衍，其中以鳳頭燕鷗(Thalasseus bergii)為最大

宗，而最稀有的莫過於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皮書(IUCN Red list)列

為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黑嘴端鳳頭燕鷗(T. bernsteini)，為連江

地區重要的鳥類資源。 

連江縣政府自 2000年 1月 26日，公告成立「馬祖列島燕鷗保護

區」後，即積極進行生物資源調查與研究，2008 年起針對夏季於該

地區繁殖的燕鷗，進行衛星追蹤及繁殖族群數量監測。由過去觀察中

得知，黑嘴端鳳頭燕鷗與鳳頭燕鷗(T. bergii)有混群繁殖的現象，因此

鳳頭燕鷗的研究保育與黑嘴端鳳頭燕鷗息息相關。由 2000-2010年的

資料顯示，在當年度繁殖地點選擇上，除 2003及 2004年，鳳頭燕鷗

皆只選擇一個島嶼作為主要繁殖地點；而在隔年繁殖地點選擇上，除

了 2005及 2006年連續使用三連嶼外，其他皆使用與前一年不同之島

嶼。由此可知，鳳頭燕鷗的習性為僅選擇一個，且與前一年不同之島

嶼作為繁殖地點。因此，雖然每年皆有大量的個體到來繁殖，但鳳頭

燕鷗每年選擇繁殖的島礁並不固定，以致繁殖地點的管理措施推行上

形成障礙，且不利於生態觀光推廣及燕鷗繁殖生態研究。 

參考國外以模型假鳥對海鳥進行誘引實驗的研究，如海鴉(Uria 

aalge)(Parker et al. 2007)、裏海燕鷗(Hydroprogne caspia)(Roby et al. 

2002)、眼斑燕鷗(Sterna nereis)(Jeffries and Brunton 2001)、暗腰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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鹱(Pterodroma phaeopygia)(Podolsky and Kress 1992)等，顯示在淺棲

地放置模型假鳥，或以聲音播放器回播燕鷗叫聲，可以達到誘集群聚

繁殖的效果。而據 Burger (1988)於小白額燕鷗(Sternula antillarum)的

研究顯示，模型假鳥不同之擺放數量、範圍大小、假鳥間間距，皆會

影響誘鳥效果。 

考量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燕鷗繁殖的情況，為吸引鳳頭燕鷗及黑

嘴端鳳頭燕鷗族群於特定島嶼繁殖，且為配合林務局「自動化監測技

術應用於鳥類行為及棲地監管計畫」乙案，於 2011 年始執行了「馬

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鳳頭燕鷗誘鳥計畫」，直至 2015年為止，每年皆以

假鳥模型吸引兩種燕鷗登島繁殖，並確認此方式確實能吸引燕鷗前來

島嶼繁殖。但綜觀誘鳥計畫執行以來，卻也曾發生過數次棄巢事件，

目前仍無法判斷原因為何，如天氣、食物資源、天敵或人類活動等因

素，皆有可能是造成棄巢的原因。2015 年則嘗試於鐵尖島調整棲地

植被整理的範圍與時間，避免燕鷗前來繁殖以前，因植被成長過快而

降低假鳥對於燕鷗的吸引力，而當年的燕鷗繁殖成果也是誘鳥計畫實

施以來最為成功的一次，鳳頭燕鷗最大量超過 4000 隻，成功孵化的

幼鳥估計有千隻左右。黑嘴端鳳頭燕鷗則確認最大量有 13 隻，台灣

大學燕鷗研究團隊與本會也成功繫放一隻黑嘴端鳳頭燕鷗幼鳥，足旗

編號 A74，是為世界第一筆黑嘴端鳳頭燕鷗繫放紀錄，並且至 2016

年度繁殖季期間再度被鳥友們發現 A74回到鐵尖島棲息。 

目前世人所知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地點，除馬祖列島燕鷗保護

區外，即屬浙江省外海的舟山群島及五峙山群島，該區的燕鷗繁殖研

究為浙江自然博物館進行，近年本會多與之交流，從 2012 於浙江象

山所舉辦的「極危鳥類中華鳳頭燕鷗種群恢復與監測培訓會議」、2013

於馬祖的「海峽兩岸燕鷗保育研討」，及於浙江的「第十二屆全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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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除了交換彼此研

究心得外，並得知有兩筆於馬祖繫放的鳳頭燕鷗，一成一幼皆於浙江

外海再發現，顯示浙江與馬祖的鳳頭燕鷗互為關聯族群

(metapopulation)，在保育生物學上，關聯族群具有其重要性，同一物

種可在不同棲地中流動，達到基因交流的功能，且其異地保存的功用，

有助於降低將雞蛋放於同一個籃子所帶來的風險。 

根據今年 4-7 月的調查結果，黑嘴端鳳頭燕鷗與鳳頭燕鷗穩定於

鐵尖島繁殖，結合簡易觀察站及空拍機之監測，黑嘴端鳳頭燕鷗至少

22隻，鳳頭燕鷗則至少 3500隻以上。本計畫將延續「106年度(2017

年繁殖季)連江縣燕鷗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營管理計畫」之燕鷗監測，

累積燕鷗族群變化資料，期望能進一步了解燕鷗生態，並作為保護區

永續經營管理之參考，進而達到落實生態資源永續經營及利用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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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機關及人員 

一、 機關名稱：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負責人：劉新白 

 職 稱：理事長 

 

二、 計畫聯絡人： 

 姓名：蔣功國 

 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職稱：代理副總幹事 

 電話：02-23259190 分機12  

 傳真：02-27554209 

 電子信箱：rc@wb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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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工作內容 

 

一、 鳥類資源調查及傷鳥救援 

(一)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鳥類調查 

於燕鷗繁殖季 5-9 月期間，租用民間船隻，調查馬祖列

島燕鷗保護區 8座島嶼，含雙子礁、三連嶼、白廟、鐵尖、

中島、蛇山、進嶼及瀏泉礁，共計至少 4次調查。調查方式

以群集計數法方式進行鷗科鳥類調查工作，並輔以望遠鏡頭

拍攝群聚狀態，計算鳥類數量。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調查現場示意圖。圖為鐵尖島鳳頭燕鷗。 

 

(二) 四鄉五島鳥類調查 

在 5-9月期間，於南竿、北竿、莒光、東引共四鄉五島

設置調查路線，以每小時約 1至 2公里的速度進行陸域鳥類

調查，記錄沿途所聽到或看到的鳥種及數量，共計 4次。為

避免個體重複計數，以鳴聲判斷資料時，若所有的鳴叫均來

自相同方向且持續鳴叫，則記為同一隻鳥。 

 

(三) 調查物種相片與影像彙整 

彙整調查期間所拍攝記錄到的相片或影片等影音資料，

並燒錄製成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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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四鄉五島鳥類調查紀錄照示意。圖為白斑紫嘯鶇、鳳頭燕鷗。 

 

(四) 協助進行燕鷗保護區狀況與四鄉五島特殊鳥種回報並

發佈於媒體 

調查期間將燕鷗保護區或四鄉五島之特殊鳥況公布於

媒體，如馬祖資訊網或馬祖日報等，共計 6則。 

 

(五) 將 107年馬祖地區總成果、特殊成果放入台北鳥會刊物

中。 

為將保育成果散播出去，本年度擬將監測成果整理撰文，

刊登在本會刊物中，以利讓更多關心鳥類保育生態的民眾，

能進一步了解馬祖燕鷗情況，希冀讓更多民中因了解而關心，

進而行動增加保育力量。 

 

(六) 傷鳥救援工作 

本會設有救傷中心 20 於年，並協助臺北市政府野鳥救

傷業務每年達 3000 餘隻。本計畫擬將救傷中心的資源，協

助連江縣政府進行野鳥救傷工作，以利野鳥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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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僱用漁船辦理保護區巡護與通報(計 12次) 

為避免燕鷗保護區遭受人為不法破壞或干擾，擬於燕鷗繁殖

季期間 5-8 月，僱用民間漁船協助燕鷗保護區內的巡護工作並

代為通報主管機關。 

 

三、 告示牌追蹤 

(一) 配合「107年連江縣燕鷗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營管理計

畫」追蹤保護區各島告示牌。 

本案將於保護區巡護及燕鷗監測期間，配合貴單位追蹤

保護區各島告示牌之現況，若發現有損毀或遺失之情形，將

於第一時間通報。 

 

(二) 非燕鷗季進行棲地除鼠及棲地整理。 

為營造適合燕鷗永續繁殖之棲地，將會於非繁殖季時期，

進行棲地經營管理作業，包含植被整理及鼠類移除等作業。 

 

四、 標本列冊管理 

馬祖擁有豐富的鳥類資源，而鳥類標本是重要的保育宣導工

具，可以讓拉近民眾與野鳥的距離，本計畫將協助管理貴處所

典藏之標本、標示牌製作，並進行列冊。 

 

五、 舉辦鳥類宣導活動 2場 

本計畫將針對一般民眾及娛樂漁船業者(含導遊)各辦理一場

燕鷗宣導活動，前項活動除讓民眾對於燕鷗生態有進一步了解

外，議會介紹馬祖地區常見鳥類；而針對娛樂漁船業者(含導遊)

的宣導活動，則會著重在賞鷗時應注意的細節、如何降低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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鷗的干擾，及進一步的燕鷗生態，希冀能透過宣導活動，增加

日後民間業者辦理賞鷗活動的知識性，讓觀光與燕鷗保育永續

並行。 

以上每場活動預計 4 小時，並包含場地租借、租船、活動所

需材料、協助報名、主持、準備茶點等工作。 

 

六、 製作燕鷗保護區宣導品及摺頁 

(一) 製作燕鷗保護區宣導品 200份。 

(二) 設計製作生態摺頁 1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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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進度 

一、 鳥類資源調查及傷鳥救援 

(一)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鳥類調查 

整合 2018年截至 8月底的調查成果，4月至 8月期間，於馬

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8座島共記錄到鳥類 11種，分別有叉尾雨燕、

白眉燕鷗、岩鷺、紅燕鷗、黃頭鷺、黑尾鷗、黑嘴端鳳頭燕鷗、

遊隼、蒼燕鷗、鳳頭燕鷗及藍磯鶇等(附錄一)。 

目前保護區各島各島已調查過 4 至 7 次不等(如下表)，調查

次數除了因保護區各島分散，無法於同一日完成調查外，還受限

於海上風浪影響。 

日期 
北竿鄉 莒光鄉 南竿鄉 東引鄉 

三連嶼 中島 白廟 鐵尖 進嶼 蛇山 瀏泉礁 雙子礁 

2018/5/10 
       

v 

2018/5/11 
     

v 
  

2018/5/20 v v v v v 
   

2018/6/3 v v v v v v 
  

2018/6/21 
       

v 

2018/6/22 v v v v v v 
  

2018/6/25 
      

v 
 

2018/7/15 
     

v 
  

2018/7/17 
    

v 
   

2018/7/18 
 

v 
 

v 
    

2018/7/19 
      

v 
 

2018/7/28 
       

v 

2018/7/29 v v v v v 
   

2018/7/30 
     

v v 
 

2018/8/11 v v v v 
 

v v v 

2018/8/19 v v v v   v v   

小計 6 7 6 7 5 7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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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8 月底，今年於燕鷗保護區鳳頭燕鷗最大量為 6 月 25

日於瀏泉礁記錄到的 1000隻(如下表)。 

日期 中島 蛇山 瀏泉礁 鐵尖 

2018/5/20 4 

  

33 

2018/5/30 

 

500 

  2018/5/31 

   

500 

2018/6/2 

 

800 

  2018/6/3 

 

800 

  2018/6/5 

 

400 

  2018/6/11 

 

450 

  2018/6/22 

 

450 

  2018/6/25 

  

1000 

 2018/7/15 

 

2 

  2018/7/19 

  

320 

 2018/7/29 

   

1 

2018/7/30 

  

350 

 2018/8/11 

  

120 

 2018/8/19 

  

10 

  

 

然鳳頭燕鷗繁整體殖狀況較複雜令人費解，首先在 5 月 30

日於蛇山記錄到 500 隻鳳頭燕鷗於島上繁殖，隔天 5 月 31 日於

鐵尖同樣發現有約 500隻的鳳頭燕鷗在島上繁殖。然在 6月 1日，

透過事後取得鐵尖的自動相機影像，發現鳳頭燕鷗從當日的 11:15

之後，一直在空中盤旋而不降落於巢區，並於 16:15 左右全體離

開，留下 259顆棄蛋，是何原因造成干擾棄巢，尚無法得知。 

鐵尖的鳳頭燕鷗於 6 月 1 日棄巢後，6 月 2 日即觀察到蛇山

的鳳頭燕鷗族群增加至 800隻，據時間點及族群數量推測，很可

能是鐵尖棄巢的族群加入蛇山的族群一起繁殖，6月 22日調查時

發現族群量下降至約 450 隻，而 6 月 25 日於瀏泉礁調查記錄到

有 1000隻的鳳頭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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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1日瑪麗亞颱風繞過了台灣，直撲馬祖，負責蛇山監測

影像的劉甲雲老闆，於颱風掃過當天，透過攝影機看到在待在低

潮線礁岩的一批幼鳥，慘遭浪濤捲走。7月 15日調查發現蛇山已

鳥去巢空，在此繁殖的鳳頭燕鷗應該是因颱風導致繁殖失敗。而

瀏泉礁的狀況，於 7月 15日及 7月 30日分別記錄到鳳頭燕鷗 320

隻及 350隻，是目前燕鷗保護區僅存的鳳頭燕鷗繁殖族群。 

今年鳳頭燕鷗所使用之繁殖島族群變化整理如下圖，另繁殖

巢未免干擾，有使用空拍機進行監測巢區監測，相關畫面亦如下

圖。 

 

 

2018年鳳頭燕鷗所使用之繁殖島族群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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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3 蛇山燕鷗族群正射畫面 

 

 

2018-07-15 蛇山遭瑪麗亞颱風侵襲造成鳥去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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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嘴端鳳頭燕鷗今年記錄到的最大量為 5 隻(如下表)，分別

為 5 月 31 日在鐵尖、6 月 2 日及 6 月 22 日的蛇山。推測雖在兩

地出現，但應該是隨鳳頭燕鷗於鐵尖棄巢後，一併轉移至蛇山的

相同個體。 

日期 蛇山 鐵尖 

2018/5/30 3 

 2018/5/31 

 

5 

2018/6/2 5 

 2018/6/5 4 

 2018/6/22 5 

  

今年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狀況，於 5月 31日時監測到有 1

對營巢，隨後轉移至蛇山，於蛇山的監測有 2個巢在繁殖中，巢

位位置雖然相當隱密，從坤坵趙大王廟觀察視線易被植被所遮蔽

(如下圖)，但兩巢都穩定有親鳥往返孵巢。但黑嘴端鳳頭燕鷗在 7

月 11 日，同樣遭受了瑪麗亞颱風的侵襲，7 月 15 日的調查並無

再發現黑嘴端鳳頭燕鷗的蹤跡，推測很可能與鳳頭燕鷗一起繁殖

失敗，棄巢離開。 

另黑嘴端鳳頭燕鷗今年較令人矚目的一點，是有觀測到編號

A74 的黑嘴端鳳頭燕鷗(下簡稱 A74)，在蛇山營巢繁殖的紀錄。

A74 為 2015 年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及本會，一同

於鐵尖所繫放的一隻雌性幼鳥，亦是史上第一隻黑嘴端鳳頭燕鷗

的繫放紀錄，隨後，於 2016及 2017年繁殖季，皆有記錄到 A74

回到馬祖，但在過往兩年並無參與繁殖的紀錄。直到今年，才首

次記錄到 A74參與繁殖，亦是首次由幼鳥開始追蹤到參與繁殖的

黑嘴端鳳頭燕鷗。藉此可推測，黑嘴端鳳頭燕鷗可能需要經歷 4

年的時間，才會開始參與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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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坤坵趙大王廟監測到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畫面 

 

 

A74在蛇山營巢繁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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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馬祖地區歷年鳳頭燕鷗及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族群資料

(下圖)，可見今年黑嘴端鳳頭燕鷗及鳳頭燕鷗最大量分別為 1000

隻及 5隻，相較去年又大幅的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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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燕鷗今年於燕鷗保護區所記錄到的最大量為 7 月 29 日

的 3336 隻。今年白眉燕鷗於多個島都有為數不少的族群參與繁

殖(如下表)，五月中至五月底，首先於白廟及蛇山監測到繁殖族

群，6 月開始，在三連與、中島、白廟、蛇山及鐵尖都有數百隻

的繁殖族群，整體燕鷗保護區的族群數量，也一路攀升(如下圖)，

七月中旬族群量有出現下跌的現象，不過調查時因風浪臨時轉強，

因此未到白眉燕鷗主要繁殖的兩個島嶼─三連嶼及白廟，因此下

跌的曲線應為採樣偏差所致，而非實際族群實際變化狀況。 

 

 

白眉燕鷗 2018年於燕鷗保護區族群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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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燕鷗及紅燕鷗今年於多個島嶼都有記錄到零星族群量，兩

者截至目前的最大量，分別為 6月 3日所監測到的 63隻蒼燕鷗，

及 5月 20日所監測到的 30隻紅燕鷗(如下表)。 

蒼燕鷗 

日期 三連嶼 中島 白廟 蛇山 進嶼 瀏泉礁 鐵尖 

2018/5/11 

   

25 

   2018/5/20 1 8 

    

5 

2018/6/3 

 

40 3 20 

   2018/6/22 

 

2 2 7 

 

7 

 2018/7/17 

    

5 5 

  

紅燕鷗 

日期 中島 白廟 蛇山 瀏泉礁 

2018/5/20 

 

30 

  2018/6/3 20 

 

2 

 2018/7/19 

   

16 

 

今年紅燕鷗所記錄到的族群量少，且持續時間短暫，推測僅

是途經馬祖仍在遷移的個體，如果過往幾年，應未在馬祖進行繁

殖。而蒼燕鷗則初群量較穩定，且於蛇山有監測到會在固定位置

停留及盤旋，推測應是有少量的族群在進行繁殖。 

黑尾鷗原先在東引安東坑道外有穩定繁殖族群，近年則因不

明干擾原因，將繁殖群移至小紫澳一帶，今年於 5月 10日調查，

始記錄到 450 隻的繁殖族群，6 月 21 日調查達到年度最大量的

700隻，之後數量則開始下降，至 7月 28日調查時則僅剩 200隻

的黑尾鷗個體。今年族群數量較往年有稍微回升的趨勢，然在小

紫澳所能觀測的範圍有限，推測有些繁殖個體築巢於山坳之間，

不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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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鄉五島鳥類調查 

去除掉保護區的資料，本年度 1 月至 11 月底間，個調查 5

至 11 次不等(如下表)，分別於，共記錄到鳥類 38 科 111 種(含無

法分辨的極北柳鶯複合群 1種)。 

日期 北竿 東引 南竿 莒光 

2018/1/5     v   

2018/1/6       v 

2018/1/7 v       

2018/4/19   v     

2018/4/21       v 

2018/4/22 v   v   

2018/5/10   v v   

2018/5/11       v 

2018/5/12 v       

2018/6/3       v 

2018/6/5     v   

2018/6/21   v     

2018/6/23     v   

2018/6/24       v 

2018/7/15       v 

2018/7/16     v   

2018/7/28   v     

2018/7/29 v       

2018/7/30       v 

2018/7/31     v   

2018/8/18     v v 

2018/8/19       v 

2018/8/20 v   v v 

2018/8/21     v   

2018/11/17   v     

2018/11/18     v   

2018/11/19       v 

2018/11/20 v       

小計 6 5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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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鄉來看，鳥種數分別為南竿鄉 64種、北竿鄉 32種、莒

光鄉 53種及東引鄉 84種(如下圖)。 

 

2018年 4至 11月四鄉分別記錄到的鳥種數 

 

保育類鳥種計有 16 種，分別為一級保育類的遊隼；二級保

育類的八哥、日本松雀鷹、北雀鷹、水雉、赤腹鷹、東方鵟、紅

隼、唐白鷺、魚鷹、蒼燕鷗、蒼鷹、鴛鴦；三級保育類的紅尾伯

勞、麻鷺、燕鴴。 

從遷移屬性來看，數量最多的是過境鳥有 69 種，其他分別

為留鳥 24種、夏候鳥 10種、迷鳥及引進種各 2種、冬候鳥 1種、

海鳥 3種(如下圖)。 

北竿, 32

東引, 84
南竿, 64

莒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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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息狀態鳥種數比較 

 

以月份來看，4月及 11月份因正值春過境高峰，鳥種數最多

達 60逾種，5至 8月夏季則僅有留鳥及少量的夏候鳥，記錄到的

鳥種數分別為 47種、40種、29種及 19種，1月份的冬候鳥則記

錄到 30種(如下圖)。 

 

各月份所記錄到之鳥種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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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助進行燕鷗保護區狀況與四鄉五島特殊鳥種回報並

發佈於媒體 

截至 8 月 7 號為止，目前計有新聞露出 14 篇，除了馬

祖日報外，包含多加主流媒體，如蘋果日報、中央社、中時

電子報、自由時報、聯合新聞網、環境資訊中心及中天電視

等。詳細列表如下。 

日期 標題及連結 

5/15  誘鳥計畫啟動  今年再度選定鐵尖島│馬祖日報 

6/9  西莒蛇山驚現神話之鳥做巢孵蛋│馬祖日報 

6/9 
 4 月至 9 月為燕鷗繁殖季  產發處呼籲民眾勿進入或靠近

燕鷗保護區│馬祖日報 

6/23 
 生態賞鷗暨海上看馬祖活動夯  帶領遊客體驗馬祖獨特的

燕鷗生態│馬祖日報 

6/28  鳳頭燕鷗瀏泉礁繁殖  神話之鳥蛇山穩定孵巢│馬祖日報 

6/28  今年鐵尖數量驟減  推測與食物短缺有關│馬祖日報 

8/2 

 全球僅百隻黑嘴端鳳頭燕鷗雛鳥馬祖遇颱全滅| 蘋果日報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hWYN7HRTEhpOI

aj2njoWWT7FN9RApH?usp=sharing 

8/2 

 瑪莉亞颱風重創馬祖神話之鳥窩毀了| 中央社| NOWnews

今日新聞 

 https://nownews.com/news/20180802/2796229 

8/2 

 未躲過瑪莉亞風災馬祖「神話之鳥」繁殖失敗- 中時電子

報 

 http://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02004498-260405 

8/2  瑪莉亞颱風重創馬祖神話之鳥窩毀了| 生活| 中央社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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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8020359-1.aspx 

8/2 

 未躲過瑪莉亞風災馬祖「神話之鳥」繁殖失敗 - 中天快點

TV - 中天電視 

 http://gotv.ctitv.com.tw/2018/08/942485.htm 

8/2 

 瑪莉亞颱風侵襲 馬祖「神話之鳥」繁殖失敗│生活│自由

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07684 

8/2 

 鳳頭燕鷗不敵颱風威力 西莒島幼鳥無一倖存 繁殖失敗│

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node/213258 

8/3 

 「神話之鳥」棲息馬祖繁殖遇颱風 雛鳥無一倖存│UDN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470/328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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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5 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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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9 馬祖日報 

 

 

2018-06-23 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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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8 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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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將 107年馬祖地區總成果、特殊成果放入台北鳥會刊物

中。 

本會已於確認黑嘴端鳳頭燕鷗坐巢的資訊，及其過往在

馬祖的生息狀態整理成文章，刊登於本會刊物第 285期中。

詳細資訊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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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傷鳥救援照護 

今年一共有 10 筆傷鳥救援照護，拾獲日期、地點及照

護結果請參照下圖表。 

日期 品種 情形 拾獲地點 

107.04.09 日本松雀鷹 民眾發現，死亡 介壽國中小 

107.07.04 家燕 家燕幼鳥，被蜘蛛絲困住，健康 聚英路與中央大

道交會聚英路上

入口 

107.07.06 藍磯鶇 原復原良好，後從高處摔落死亡  

107.07.17 燕子 高處摔落，死亡 福澳 

107.07.20 燕子 海巡尋獲，放回原處附近  福澳 

107.07.23 燕子 海巡尋獲，放回原處附近 福澳 

107.08.26 紫鷺 民眾發現，翅膀骨折 東引 

107.09.26 夜鷺(幼鳥) 民眾發現，未受傷 清水 

107.11.13 麻雀 鄉公所發現，撞玻璃吐血死亡 清水鄉公所 

107.11.25 鳳頭潛鴨 野放於清水濕地 北竿惠民市場 

 

 

1070409日本松雀鷹 

 

1070704家燕 

 

1070706藍磯鶇 

 

1070826紫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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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6夜鷺 

 

1071113麻雀 

 

鳳頭潛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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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僱用漁船辦理保護區巡護與通報(計 12次) 

整理目前巡護狀況如下表所示，7月 28日的調查中，發現有

人登島雙子礁(如下圖所示)，當下已通報產發處，並轉知海巡

前往查緝。 

日期 巡護範圍 

5/11 蛇山 

5/20 中島、鐵尖、白廟、三連嶼 

6/3 蛇山、三連、白廟、中島、鐵尖 

6/21 雙子礁 

6/22 中島、鐵尖、三連嶼、白廟、蛇山 

6/25 瀏泉礁 

7/15 蛇山 

7/17 進嶼 

7/18 鐵尖、中島 

7/19 瀏泉礁 

7/28 雙子礁 

7/29 三連嶼、白廟、中島、鐵尖 

7/30 蛇山、瀏泉礁 

8/11 蛇山、瀏泉礁、三連嶼、中島、白廟、鐵尖 

8/19 瀏泉礁、三連嶼、中島、白廟、鐵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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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8 例行調查時發現有人登雙子礁如箭頭所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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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告示牌追蹤 

本計畫追蹤保護區各島告示牌是否存在，在每次出海調查時，

會加以確認。經查詢目前確認告示牌存在的有鐵尖、白廟、蛇

山；告示牌消失的有三連嶼、中島、瀏泉礁等。整體資訊彙整

如下表。 

島嶼 確認日期 是否存在 

三連嶼 7/29 否 

鐵尖 7/29 是 

中島 7/29 否 

白廟 7/29 是 

進嶼 ─ ─ 

瀏泉礁 7/30 否 

雙子礁 ─ ─ 

蛇山 7/30 是 

 

 

白廟告示牌如圖中箭頭所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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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尖告示牌如圖中箭頭所指位置 

 

 

蛇山告示牌如圖中箭頭所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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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4 三連告示牌如圖中箭頭所指位置 

 

 

 

2018-07-29 三連告示牌已消失 

  



34 
 

另本年度有於燕鷗非繁殖季針對鐵尖及中島進行棲地維護工

作。植被整理工作於鐵尖島進行，將島中間部分燕鷗繁殖區位

子的植被將已清除(如下圖)，已盡可能擴大燕鷗可使用的繁殖

面積，並將監測小屋進行整理，維上遮蔽網，並安裝太陽能板

回撥系統。 

 

鐵尖島棲地整理前後空拍圖 

 

另分別於鐵尖及中島於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間，進行地面

捕食清移除作業，於兩島各放置 10個薛爾氏門陷阱。中島於第

1天捕抓到 4隻中國石龍子(Eumeces chinensis)和 1隻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第 2天捕抓到 1隻中國石籠子，第 3天捕抓到 4

隻中國石龍子；鐵尖島則無捕獲任何地面捕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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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標本列冊管理 

連江縣整府產業發展處所典藏隻標本，於 2012年時已經過清

點造冊，共有 160件，經清查新增隻標本如下表，並以製作標

本標籤(範例如下)。 

編號 中文名 學名 科別 生息狀態 拾獲日期 拾獲地點 

M0161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鷺科 留、普 不明 不明 

M0162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鷺科 夏、稀/過、普 不明 不明 

M0163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鷺科 夏、稀/過、普 不明 不明 

M0164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鶇科 過、不普 不明 不明 

M0165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普 不明 不明 

M0166 家燕 Hirundo rustica 燕科 夏、普 不明 不明 

M0167 翠鳥 Alcedo atthis 翠鳥科 留、普 不明 不明 

M0168 翠鳥 Alcedo atthis 翠鳥科 留、普 不明 不明 

M0169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鳩鴿科 留、稀 不明 不明 

M0170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普 不明 不明 

M0171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鶇科 過、不普 不明 不明 

M0172 白氏地鶇 Zoothera aurea 鶇科 冬、不普 不明 不明 

M0173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鶲科 冬、普 不明 不明 

M0174 鴛鴦 Aix galericulata 雁鴨科 過、稀 不明 不明 

M0175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伯勞科 過、普 不明 不明 

M0176 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gii 鷗科 夏、普 不明 不明 

M0177 日本松雀鷹 Accipiter gularis 鷹科 冬、不普/過、普 2018-04-09 介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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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舉辦鳥類宣導活動 2場 

本會已於 8月 20日辦理「2018馬祖賞鷗逍遙遊」宣導活動

乙場，本場活動係由北竿橋仔馬頭出發，於航行賞鷗的過程中，

解說及實地走訪燕鷗保護區，供繞行了中島、鐵尖、白廟及三

連共四個島嶼，活動海報、現場照片及相關報導請參見下圖。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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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馬祖日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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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場則於 11月 19日假南竿產業發展處 4F辦理「馬祖鳥事知

多少」講座活動，講座以兩大主題進行分享討論，本會的蔣功國代理

副總幹事分享「馬類概況簡介」，讓參加的聽眾能初步瞭解馬祖的豐

富鳥類資源，涵蓋基礎生態介紹、馬祖常見鳥類、何處賞鳥去，及鳥

類保育整。另一主題怎由本會資深義工，同時也為台灣大學森林系博

士生的張樂寧小姐，分享「燕鷗的故鄉─馬祖」一課，讓民眾進一步

了解燕鷗相關知識，並介紹連江縣政府歷年於燕鷗所進行的保育工作，

讓民眾能有深度了解。 

整場活動從晚上 6點至 10點，參與人數近 30位，除了一般民眾

外，更有許多導遊，及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夥伴，相關活動亦呈

及照片請參照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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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製作燕鷗保護區宣導品及摺頁 

今年宣導品製作為黑嘴端鳳頭燕鷗隨身碟。黑嘴端鳳頭燕鷗

隨身碟系為 2017年製作設計之產品，今年經議約過後，將容量

從 8GB調整為 32GB，並加印製「連江縣政府」字樣。廠商初

步設計打樣如下圖，並已完成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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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頁部分則參考期中審查委員隻建議，除了介紹馬祖燕鷗外，

亦加入馬祖一般鳥類的介紹，故在正反面分別為燕鷗及一般鳥

類兩大主軸(詳見下圖)。燕鷗的部分，會介紹馬祖繁殖的鷗科

鳥類，並標示出保護區各島，及相關賞鷗警語，讓民眾除了對

鷗科鳥類有進一步認識外，也能用安全且正確的方式賞鷗。 

在馬祖一般鳥類介紹的部分，會先提點馬祖鳥類多樣性資源

的豐富，並說明原因，讓讀者了解為何是許多賞鳥者每年必訪

的聖地，由於馬祖鳥類資源豐富，難以一一介紹，因此從生息

狀態來讓民眾了解何時是最佳的賞鳥時機及馬祖的鳥類組成。

此外，並介紹馬祖的熱門賞鳥地點，讓民眾除能瞭解馬祖野鳥，

更能進一步親近馬祖野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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