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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委員孝維 

在有限的經費下，台北鳥會完成

了計畫中工作項目，成果豐碩，

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的肯定 

此計畫中，黑嘴端鳳頭燕鷗仍是

焦點物種，因而經營管理措施，

以及研究、保育、推廣等，要有

效配合與合作。 

感謝委員建言，黑嘴端鳳頭燕鷗

一直是最著重的焦點，相關研究

及推廣工作也此為主題，希冀能

做到保護傘物種效應，以照護整

個燕鷗保護區。 

多運用高科技器材、監視器、無

人飛機等，盡量減少人員上島之

干擾。 

感謝委員建言，本會於繁殖季時

期秉持的零干擾策略，除了往年

無人機的使用，今年的即時影響

傳輸亦發揮出很大的功效，能確

切掌握燕鷗繁殖生態。 

繫放追蹤之工作仍應持續進行，

但繫放數量足夠即可，以增加對

族群分布、行為、食物來源等了

解。 

感謝委員提點，本會擬遵從指

示，每年亦都持續記錄是否有繫

放之個體出現於島上。 

未來應設置多少假鳥，以增加族

群穩定，但也不會佔據真鳥棲地。 

可考慮放置 100-150 隻，回播聲

音很重要，可增加族群穩定。 

感謝委員建言，本回認同委員建

議，若經費許可增加假鳥數量絕

對有助於燕鷗繁殖群的穩定。 

劉副處長剛 

小紫澳剛剛有提到目前缺乏長期

監測資料，那是否建議監測幾年

後有足夠資料可評估是否劃設保

護區? 

因小紫澳屬軍事管制區，地處偏

遠，當地民眾表示平常也不會進

入，所以目前並無立即需要劃設

保護區之需求。 

今年捕鼠成果請納入成果報告 已遵照委員指示，將資料更新於

52 頁。 

梁導演皆得 

東引黑尾鷗放棄安東坑道原因，

猜測很有可能是貓，之前在東引

拍攝時，在安東坑道有看到貓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經驗，會再多

留意貓對於黑尾鷗繁殖群的影

響。 

劉處長德全 



 
 

縣長要求製作 1 分鐘燕鷗影片，

納入明年計畫製作。 

擬遵從委員指示，未來如有機會

會盡力協助此宣導短片，將歷年

保育成果及研究所得，讓更多人

知曉。 

縣長覺得燕鷗(神話之鳥)宣傳資

訊量仍可以增加，目前仍不足。 

感謝委員指點，目前露出多在傳

統平面媒體上，未來會朝向社群

網站，以多增加網路曝光量。 

明年整年度工作 SOP(含導演上

島拍片 SOP)及期程(含燕鷗季可

開始上島時間)，請相關單位(台

北鳥會、台大、梁導)協調討論

後，納入成果報告提報，縣府原

則上尊重專家意見，且會盡力協

助。 

感謝委員建言，本會會全力配合

相關單位，擬定 SOP 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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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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至 2008 年期間，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的鳥類調查工作主要

由當時在連江縣政府建設局服務的張壽華先生執行，也完成了首篇對

黑嘴端鳳頭燕鷗外型、行為與繁殖生態進行描述的碩士論文。根據台

北市野鳥學會(以下簡稱台北鳥會)在 2008-2017 年的觀察紀錄，黑嘴

端鳳頭燕鷗每年於 5 月底至 6 月初抵達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與大鳳

頭燕鷗共用繁殖島嶼行群聚繁殖，成鳥的年平均數量為 9 ± 5 隻

(2000-2017 年，最大量 16 隻，最低量 1 隻，如下表)。繁殖的地點每

年並不固定，2000-2017 年間除了距離較遠的雙子礁外，保護區內的

其他 7 座島嶼都有繁殖群落出現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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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大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年度觀察最

大量與繁殖島嶼 

 

由於調查頻率、人員的變動，2000-2007 與 2008-2017 年調查到族

群數量有較大的差異，但兩個時期中發現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成鳥數量

雖有年間波動，但並無顯著變化。但在幼鳥的部分，依據每年繁殖季

末期觀察到具飛行能力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幼鳥數量，發現近年的繁殖

狀況較差，且在 2012-2014 連續 3 年沒觀察到幼鳥(如下圖)。另外，

根據台北鳥會 2008-2017 年在繁殖季期間(5-9 月)每月兩次的調查紀

錄，黑嘴端鳳頭燕鷗抵達馬祖的時間除了 2012 與 2013 年外，都較大

鳳頭燕鷗晚。而且，十年來每次調查發現的兩種燕鷗數量呈現顯著的

正相關性(Pearson’s r = 0.59, p < 0.001)。 

年分 
大鳳頭燕鷗 黑嘴端鳳頭燕鷗 繁殖島嶼 

成鳥 幼鳥 成鳥 幼鳥  

2004 3400 6 3 白廟，鐵尖 

2005 1823 2 0 三連嶼 

2006 3180 6 3 三連嶼 

2007 3070 10 5 蛇山，三連嶼 

2008 3000 15 5 鐵尖 

2009 2556 14 3 三連嶼 

2010 5500 10 3 中島 

2011 3090 500 13 1 中島，鐵尖 

2012 1130 5 4 0 蛇山 

2013 3500 200 15 0 蛇山，鐵尖 

2014 4900 50 7 0 鐵尖，白廟 

2015 4803 1000 13 4 鐵尖 

2016 2600 50 15 0 蛇山，鐵尖 

2017 4730 1000 16 1 蛇山，鐵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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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2000-2018 年黑嘴端鳳頭燕鷗成幼鳥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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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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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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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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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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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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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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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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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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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麟 

 職 稱：理事長 

 

二、 計畫主持人： 

 姓名：蔣功國 

 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職稱：副總幹事 

 電話：02-23259190 分機12  

 傳真：02-27554209 

 電子信箱：arthur@wb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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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工作內容 

 

一、 鳥類資源調查及辦理保護區巡護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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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鄉五島鳥類調查及雌光螢劃設保護區內鳥類物種調

查 

馬祖列島鳥類資源豐富，記錄過的鳥類逾 350 種，近全

台一半以上的鳥種皆可在馬祖見到，且因距台灣本島遠，離

大陸近，因此鳥類相也與台灣本島有很大的差異，更顯其珍

貴價值。本會於 2018 年間紀錄了 38 科 111 種鳥類，保育類

鳥種 16 種。為讓調查資料能持續累積，本年度將在 5-9 月

期間，於南竿、北竿、莒光、東引共四鄉五島，及設置調樣

點，以穿越線法每小時約 1 至 2 公里的速度進行陸域鳥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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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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貴處後續宣傳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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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更多民眾認識及親

近鳥類，預計提供 16 則鳥訊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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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鳥訊與相關媒體記者，並刊載於馬祖日報範例 

 

(五) 傷鳥救援工作 

本會進行野鳥救傷工作自 1992 年 3 月成立救傷中心以

來，已長達 26 年。秉持著『野鳥救傷，不是要干預自然』

的理念，長期進行照護、收容及野放民眾所拾獲之傷病及幼

雛野鳥，迄今救護的野鳥已超過 27,000 隻。據統計，2018

年共接獲鳥種 100 種，其中保育類 12 種共 127 隻、非保育

類 3,774 隻，總共 3,901 隻。目前總服勤志工人數 117 人，

除此之外，本會亦透過傷鳥解說的過程，推廣鳥類及自然保

育的理念，讓社會大眾更加瞭解與尊重生命、珍惜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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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生態保育觀念在民眾心中紮根，進而期盼能降低傷鳥數

量。本計畫擬利用本會救傷的經驗及資源，協助連江縣政府

進行野鳥救傷工作，以利野鳥保育。 

 

本會救傷中心場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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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鳥處理照片 

 

(六) 保護區巡護與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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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期間協助燕鷗保護區巡護及通報 5次以上。

若有發現違反規護區規定事項，會立即通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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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2018-07-28 調查時發現有人登燕鷗保護區雙子礁，當下已及

時回報主管機關。 

 

 

二、 評估小紫澳周邊海域是否納入燕鷗保護區 

黑尾鷗(Larus crassirostris)雖在全球是數量眾多的普遍鳥種，

然東引是台灣唯一有其繁殖的地點，因而彌足珍貴。故黑尾鷗

雖繁殖地雖不再燕鷗保護區範圍，但自本會 2008 年起於馬祖調

查以來，皆會特別記錄黑尾鷗的族群數量(如下表)。2008 年起

東引的黑尾鷗主要於東引安東坑道口外側的峭壁繁殖，不過自

2015 年起，安東坑道口外的黑尾鷗除群數量急速銳減，可能原

因來自人為干擾，如遊憩行為所造成的音量。 

黑尾鷗自安東坑道口離去後，轉移至小紫澳及其周邊區域繁

殖。為避免安東坑道的事件重演，了解小紫澳棲地及影響黑尾

鷗繁殖因子有其重要性，本計畫擬從依族群量、受脅程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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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等因子，評估小紫澳周邊海域是否納入燕鷗保護區一事。 

年分 年度最大量 最大量日期 地點 

2008 476 6 月 9 日 安東坑道 

2009 350 7 月 7 日 安東坑道 

2010 130 7 月 9 日 安東坑道 

2011 413 7 月 16 日 安東坑道 

2012 718 7 月 8 日 安東坑道 

2013 950 5 月 8 日 安東坑道 

2014 550 5 月 11 日 安東坑道 

2015 200 5 月 25 日 安東坑道 

2016 400 8 月 5 日 小紫澳 

2017 500 7 月 25 日 小紫澳 

2018 700 6 月 21 日 小紫澳 

本會自 2008 年起於馬祖東引鄉所記錄到的各年度黑尾鷗族群最大

量。 

 

三、 維護及製作告示牌、棲地整理及進行誘鳥計畫 

(一) 追蹤及維護保護區各島告示牌。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成立於 2000 年，將 8 個燕鷗繁殖

島依野生動物保育法進行維管，讓為每年不遠千里來此的鳥

類提供一個可以安心傳宗接代的場所。然而馬祖島礁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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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馬祖居民又不少是在海上討生活，如何讓繁殖的鳥類

與漁民有一個保護彼此的界線，告示牌在這之中便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然而設立告示牌後並非可以恆久維持，經觀察颱風、海

浪、或甚至人為蓄意破壞，皆會造成告示牌毀損，據「107

年度連江縣燕鷗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營管理計畫」報告，即

指出保護區內有多座島嶼缺少告示牌(如下表)，本年度將於

保護區巡護及燕鷗監測期間，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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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汰換或維修，並且

維持保護區內至少有三面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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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連江縣燕鷗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營管理計畫」中所

列燕鷗保護區中各島告示牌的存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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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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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先前島上架設的太陽能裝置及回播系統，因長年使用及颱

風侵擾，皆已毀損，今年將重新建設相關系統，草擬規格如

下。 

1. 太陽能系統：1200W 功率太陽能板、10 萬瓦時鋰

鐵電池、24V 轉 110V 的 1000W 逆變器。 

2. 錄影設備：1080p攝影鏡頭兩隻、4T硬碟儲存空間。 

3. 回播系統：200W 雙聲道擴大機，戶外防水喇叭。 

4. 電器儲存設備：70cm X 70cm X 80cm 不鏽鋼防水配

電箱、60cm X 50cm X 19cm 塑膠防水配電箱。 

 

四、 舉辦鳥類宣導活動 3 場 

本計畫將針對一般民眾及娛樂漁船業者(含導遊)辦理馬祖常

見鳥類及燕鷗宣導活動，前項活動將辦理 2 場，讓民眾對於燕

鷗生態有進一步了解外，亦會介紹馬祖地區常見鳥類；而針對

娛樂漁船業者(含導遊)的宣導活動將辦理 1 場，會著重在賞鷗

時應注意的細節、如何降低對燕鷗的干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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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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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製作燕鷗保護區宣導品 

本計畫預計製作燕鷗保護區宣導品 300 份。目前草擬製作的

宣導品有遮陽棒球帽及友善環境材質的真稻水滴杯(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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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製作 5 分鐘燕鷗生態宣導短片 

(一)、 故事內容 

馬祖在 1994 年解除戰地政務後，縣政府積極推動自然

資源的調查，發現每年夏天總有無數的燕鷗前來無人島上進

行繁殖，同時縣政府也積極推動觀光，希望民眾能欣賞到這

樣的自然景觀。1999 年縣政府主動積極的將八個發現燕鷗

繁殖的無人島嶼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劃設為燕鷗保護區，希

望藉此保護每年夏天來繁殖的燕鷗們，同時也意外地發現了

被認為已經絕種將近 60 年的黑最端鳳頭燕鷗，這樣的發現

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重視，也讓馬祖一夕成名。 

除了每年夏天成千上萬的燕鷗繁殖景觀外，馬祖也得天

獨厚是眾多候鳥過境停棲地重要地點，更是黑尾鷗繁殖的最

南限，讓馬祖擁有更多特殊的自然景觀，受到世人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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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事大綱及拍攝畫面 

 內容 時間長度 

1 馬祖的地理位置解說 （四鄉五島）                30 秒 
2 各種燕鷗或過境鳥畫面（包含東引的過境鳥及

黑尾鷗） 1  
分

1 鐘 30 秒 
3 船拍或空拍保護區 8 個島嶼景觀                   30 秒 
4 拍攝研究人員島上進行研究工作畫面              30 秒 
5 上島架設告示牌                                 20 秒 
6 跟著賞鷗船出海，拍攝船上賞鷗畫面，解說畫

面及應注意事項      
                                             

1 分鐘 

7 結語    4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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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進度 

 

一、 鳥類資源調查及辦理保護區巡護及通報 

(一)、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鳥類調查 

整合 2018 年截至 9 月底的調查成果，4 月至 9 月期間，於馬祖

列島燕鷗保護區 8 座島共記錄到鳥類 16 種，分別有大白鷺、小

白鷺、白眉燕鷗、池鷺、岩鷺、金鵐、紅燕鷗、黃眉鵐、黃頭鷺、

黑尾鷗、黑嘴端鳳頭燕鷗、黑臉鵐、蒼燕鷗、蒼鷺、鳳頭燕鷗、

磯鷸及叉尾雨燕等。 

目前保護區各島各島已調查過 4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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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連嶼 中島 白廟 蛇山 進嶼 瀏泉礁 雙子礁 鐵尖 

2019-4-28        v 

2019-5-21  v       

2019-5-22 v  v  v   v 

2019-5-23    v     

2019-6-3       v  

2019-6-5    v     

2019-6-6  v v  v   v 

2019-6-23    v     

2019-6-24  v v  v   v 

2019-7-15 v v v     v 

2019-7-16      v   

2019-7-24  v   v  v v 

2019-7-25    v  v   

2019-7-26 v  v     v 

2019-8-12 v v v  v  v v 

2019-8-19    v  v   

2019-8-20  v v  v   v 

2019-9-8  v v   v  v 

2019-9-27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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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三連嶼 中島 白廟 蛇山 進嶼 瀏泉礁 雙子礁 鐵尖 

2019-9-29       v         

小計 4 8 8 6 6 4 4 10 

 

 

今年繁殖季於燕鷗保護區鳳頭燕鷗最大量為 8月 20日於鐵尖所

記錄到的 5500 隻(如下表)。 

日期 三連嶼 中島 白廟 蛇山 鐵尖島 

2019-5-22 8 
   

30 

2019-5-23 
   

3 
 

2019-6-23 2 
  

2 
 

2019-6-24 
    

1700 

2019-6-5 
   

10 
 

2019-6-6 
    

3000 

2019-7-24 
 

10 
  

2600 

2019-7-26 
  

1 
 

4500 

2019-8-12 
    

4000 

2019-8-20 
    

5500 

2019-9-29 
   

0 
 

2019-9-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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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於島上布置得宜，且對於人為干擾管制徹底落實，使的

鳳頭燕鷗及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非常順利。透過架設於島上的

即時影像系統，鳳頭燕鷗最早即有一對於 5 月 25 日在鐵尖產卵，

然可能是因為看等到其他族群，故 26 日以後即棄巢位在回來。

穩定的繁殖群始於 5 月 28 日，從鐵尖島的最北區開始往擴散，

從一開始的約 50 隻個體，至 5 月 29 日傍晚已達近 500 隻個體，

北面的族群增加持續至 6 月 13 日到達觀測小屋維止，而鐵尖島

南面的族群始於 6/4，且於 6 月 5 日族群量即達 500 隻，增加速

度較北面為快。6月 17日監測小屋南北兩側族群已呈穩定跡象(如

下圖)，經由即時影像估算，北區巢數約 1156 巢，南區則有約 500

巢。 

 

第一批離巢的雛鳥首次發現於 6 月 29 日，7 月 27 日本會隨同

台大研究團隊登島進行雛鳥繫放，挑選 50 餘隻 2-3 周大之雛鳥繫

上金屬環及有編碼的足旗，估計鳳頭燕鷗雛鳥至少約 1100 隻，

繁殖狀況之佳，乃近年難少有的盛況。 

今年由於天氣狀況不佳，雖無颱風但多次調查時海上風浪太大

或起大霧，因此空拍機的使用有所限制，且為將對燕鷗繁殖干擾

的因素降至最低，至7月 27日才完成首次繁殖期的正射影像圖(如

下)。此時因雛鳥多以達 1-2 周大，許多雛鳥皆已離開巢區，降至

邊坡或低潮線處的礁岩，因此島上的燕鷗族群顯得較為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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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黑嘴端鳳頭燕鷗首次記錄於 5 月 23 日在蛇山，最大量

則記錄為 7 月 15 日於鐵尖的 14 隻，後續 6 月及 7 月的調查則都

記錄於鐵尖，截至 7 月底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族群變化如下圖。 

日期 蛇山 鐵尖 

2019-5-23 2 
 

2019-6-24 
 

4 

2019-6-6 
 

3 

2019-7-15 
 

14 

2019-7-24 
 

3 

2019-7-26 
 

12 

2019-8-12 
 

8 

2019-8-20 
 

8 

 

 

 

今年於 6 月 29 日經由即時影像傳輸監測，發現孵巢的黑嘴端鳳

頭燕鷗約有 6 巢，與現地調查之結果相仿。由於林務局委託梁皆

得導演拍攝黑嘴端鳳頭燕鷗之紀錄片，於 7 月曾上島數次，根據

通訊絲料，梁皆得導演指出在島上的黑嘴端鳳頭燕鷗雛鳥至少有

三隻，由於在島頂皆為剛出生至 1 周左右大小的雛鳥，而 1 周以

上則會逐漸下降到礁岩，因此推測今年黑嘴端鳳頭燕鷗的數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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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達 4-5 隻。 

另黑嘴端鳳頭燕鷗另一量點，是持續觀測到編號 A74 的黑嘴端

鳳頭燕鷗(下簡稱 A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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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18 年在蛇山首次有繁

殖紀錄，很可惜當年因颱風過境以繁殖失敗收場。今年雖尚無明

確監測到 A74 的繁殖紀錄，但推斷其亦很有可能參加繁殖，故後

續監測值得注意。 

 

白眉燕鷗今年於燕鷗保護區所記錄到的最大量為 7 月 24 日的

2345 隻。今年白眉燕鷗於多個島都有為固定族群參與繁殖(如下

表)，五月中至五月底，首先於三連嶼、白廟及蛇山監測到繁殖族

群，隨著進入繁殖高峰，整體燕鷗保護區的族群數量一路攀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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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三連嶼 中島 白廟 蛇山 進嶼 雙子礁 鐵尖 瀏泉礁 小計 

2019-5-22 170 7 250 200   10  637 

2019-6-24  300 120 110   11  541 

2019-6-6  160 200 550  200 200  1310 

2019-7-24 80 1000 200 500 200 150 15 200 2345 

2019-7-15 140 110 210    10 60 530 

2019-7-16        60 60 

2019-7-24  1000   350 15   1365 

2019-7-25    500    200 700 

2019-7-26 80  200   2   282 

2019-8-12 600 230 150   100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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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9    750     750 

2019-8-20  450 300   30   780 

2019-9-29    0     0 

2019-9-8  200 70   2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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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燕鷗 

日期 中島 蛇山 鐵尖 

2019-5-21 2 
  

2019-6-23 
 

60 
 

2019-6-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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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燕鷗 

日期 三連嶼 中島 白廟 蛇山 進嶼 鐵尖 

2019-5-21  13     

2019-5-22 3  2   7 

2019-5-23    6   

2019-6-5    18   

2019-6-6  19 5   2 

2019-6-23    20   

2019-6-24  20    1 

2019-7-15  12 9    

2019-7-24     10 9 

2019-7-25    20   

2019-7-26 3  6    

2019-8-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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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鐵尖有監測到蛋，且在多個固定

島間會在固定位置停留及盤旋，應有少量的族群在進行繁殖。 

 

 

於鐵尖所拍攝到之蒼燕鷗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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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於燕鷗保護區中島，記錄到岩鷺繁殖，發現巢時已有兩

隻雛鳥及一顆為孵化蛋。岩鷺常見於保護區內，且亦有發見幾次

繁殖紀錄，然因其非目標鳥種，且其繁殖計較燕鷗為早開始早結

束，固本次所拍攝到的照片仍是難得的紀錄。另外本年度亦於 5

月進行棲地管理時記錄到金鵐，過往金鵐在整個東亞澳大利亞遷

移縣上雖數量繁多，但因人為獵捕，使其族群數量快速下降，已

被列為優先關注鳥種，台灣農委會也以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告

修正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將金鵐納入保育類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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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島所拍攝到繁殖中的岩鷺巢 

 

 

於鐵尖所拍攝到之金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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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鄉五島鳥類調查及雌光螢劃設保護區內鳥類物種調

查 

本會長年於四鄉五島共設置近 40 個調查樣點，以每個月 1-2 次

的頻率進行鳥類相調查，以供未來建立長期生態監測，或保育策

略擬定之用。各鄉調查樣點如下圖。 

 

 

北竿鄉調查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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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鄉調查樣點 

 

 

莒光鄉調查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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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鄉調查樣點 

 

去除掉保護區的資料，本年度共記錄到鳥類 40 科 113 種(含無

法分辨的極北柳鶯複合群 1 種)，按各鄉來看，鳥種數分別為南竿

鄉 69 種、北竿鄉 36 種、莒光鄉 68 種及東引鄉 61 種(如下圖)。 

 

今年於四鄉分別記錄到的鳥種數 

36

61

69 68

北竿 東引 南竿 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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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鳥種計有 16 種，分別為一級保育類的遊隼、黃鸝；二級

保育類的八哥、水雉、白眉燕鷗、赤腹鷹、東方鵟、野鵐、黑鳶、

蒼燕鷗、鴛鴦、鴛鴦、魚鷹、日本松雀鷹及紅隼；三級保育類的

紅尾伯勞、燕鴴。 

從遷移屬性來看，數量最多的是過境鳥有 33 種，其他分別為留

鳥 24 種、冬候鳥 14 種、夏候鳥 10 種、引進種 2 種及迷鳥 1 種(如

下圖)。 

 

各生息狀態鳥種數比較 

 

以月份來看，4 月份因正值春過境高峰，鳥種數多達 56 種，隨

著季節逐漸轉入夏天，鳥種數逐漸減少，5 至 8 月記錄到的鳥種

數分別為 39 種、51 種、26 及 38 種，9 月分則開始進入過境期，

鳥種數上升到全年最高的 74 種(如下圖)。 

2

21

11

26

1

52

引 冬 夏 留 迷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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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月份所記錄到之鳥種數比較 

 

馬祖預計劃設雌光螢保護區計有三處，分處北竿、西莒及東莒。

已完成四次調查，三個樣區共記錄到 18 科 28 種 272 隻次的鳥類

(如附件二)，各樣區鳥類名鷺如下表所示。 

鳥種 Scientific Name 科別 生息狀態 北竿 西莒 東莒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v v v 

黑翅山椒鳥 Lalage melaschistos 山椒鳥科 過     v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伯勞科 過 v     

噪鵑 Eudynamys scolopaceus 杜鵑科 過   v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卷尾科 夏     v 

極北/勘察加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examinandus 柳鶯科 0   v v 

褐色柳鶯 Phylloscopus fuscatus 柳鶯科 過 v     

黃眉柳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柳鶯科 過     v 

金翅雀 Chloris sinica 雀科 留     v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v v v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黃鸝科 過   v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v v v 

小鶯 Horornis fortipes 樹鶯科 留   v v 

遠東樹鶯 Horornis borealis 樹鶯科 過     v 

家燕 Hirundo rustica 燕科 夏     v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v v v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v v v 

56

39

51

26

38

74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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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斑紫嘯鶇 Myophonus caeruleus 鶲科 留 v     

鵲鴝 Copsychus saularis 鶲科 留 v v   

灰斑鶲 Muscicapa griseisticta 鶲科 過     v 

寬嘴鶲 Muscicapa dauurica 鶲科 過     v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鶲科 留     v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鶺鴒科 過   v v 

東方鵟 Buteo japonicus 鷹科 過 v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鷹科 過   v   

大白鷺 Ardea alba 鷺科 過     v 

池鷺 Ardeola bacchus 鷺科 夏     v 

 

三個雌光螢保護區預定地皆以留鳥為主(如下圖)，其次是過境

鳥，然過境鳥為馬祖地區鳥類相的特色，遍布四鄉五島。保護區

預定地內鳥類相皆為常見鳥類，雖有部分稀有或保育類鳥種計錄，

如東方鵟、赤腹鷹、黃鸝及八哥等，但東方鵟及赤腹鷹僅為上方

掠過，並不會以保護區預定地為主要棲地，黃鸝及八哥雖名列 I

級和 II 級保育類，但應指的是台灣的特有亞種，而馬祖出現的為

華南亞種，兩者間族群不同也不會交流，因此綜觀來說，保護區

內並無需特別關注或保育之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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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光螢保護區預定地鳥類生息狀態，各色塊標籤依序是生息狀態、鳥

隻數及鳥隻數所占整體之百分比。 

  

留, 98, 98%

過, 2, 2%

北竿

留, 63, 81%

過, 15, 19%

西莒

冬, 10, 11%

夏, 7, 7%

留, 68, 72%

過, 9, 10%

東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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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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18 則新聞露出，涵蓋馬祖日報、聯合新聞網、中央通訊

社、三立新聞網及 YAHOO！新聞等，相關內容請參照下圖表。 

日期 標題及連結 

5/25 神話之鳥繁殖計 馬祖強化設施判燕鷗來築巢｜聯合新聞網 

 

5/25 神話之鳥繁殖計 馬祖強化設施判燕鷗來築巢｜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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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神話之鳥現蹤西莒蛇山 馬祖今年第 1 筆記錄｜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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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鳳頭燕鷗選定北竿鐵尖島繁殖 2 對神話之鳥產卵孵蛋｜馬祖日報 



36 
 

 

6/11 神話之鳥 A74 馬妞現身福建閩江河口 且成對活動｜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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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今年燕鷗繁殖順利 6 月底出現第 1 批雛鳥｜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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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新玩法！海上看馬祖賞燕鷗 遇見神話之鳥｜三立新聞網 

https://travel.setn.com/News/570778 

https://travel.setn.com/News/57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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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神話之鳥 A74 連 4 年回馬祖 全球首例成功繫放｜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7190240.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719024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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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海洋保育署一行走訪燕鷗保護區 關心繁殖情況｜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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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日本賞鳥團追尋神話之鳥 造訪馬祖賞鷗｜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907290101.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9072901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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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日本賞鳥團追尋神話之鳥 造訪馬祖賞鷗｜YAHOO！新聞 

https://ppt.cc/fxEOAx 

https://ppt.cc/fxEO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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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追尋神話之鳥 日本賞鳥團來馬參與生態賞鷗活動｜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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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日本賞鳥團追尋「神話之鳥」 造訪馬祖賞鷗｜TVBS NEWS 

https://news.tvbs.com.tw/life/1174188 

 

https://news.tvbs.com.tw/life/117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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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推廣燕鷗保育觀念 台北市野鳥學會馬祖燕鷗宣傳影片上線｜馬

祖日報 

 

8/19 影音／2019 馬祖燕鷗宣傳影片 縣府、北市鳥會聯合製作｜馬祖

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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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馬祖不只藍眼淚 還能目睹僅存百隻「神話之鳥」｜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002049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00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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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抓住賞鷗尾巴 馬祖鳥類生態研習出海賞鷗趣｜馬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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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傷鳥救援工作 

今年度共提供產業發展處 9 件傷鳥技術性支援工作，報

含判定鳥種、特殊鳥種照護方式等，詳細圖表如下。 

日期 品種 情形 拾獲地點 

108.05.17 燕子幼鳥 民眾發現，人工

餵養，死亡 

清水 

108.07.07 燕子幼鳥 民眾發現，放回

原處 

仁愛 

108.07.15 綠繡眼 民眾發現，人工

餵養，死亡 

福澳 

108.07.18 小白鷺 

(唐白鷺) 

需再做確認 

民眾送至產發

處，虛弱，死亡 

清水 

108.08.06 白斑紫嘯鶇 民眾發現送至產

發處 

清水 

108.08.29 褐翅鴉鵑的亞成鳥 民眾發現，野放 清水 

108.09.27 蒼鷺 民眾發現，人工

餵養，死亡 

復興 

108.10.02 鐵嘴鴴 海巡發現，人工

飼養後野放 

福澳 

108.10.30 山鷸 撞玻璃受傷，治

療後野放 

東引 

    

 

   

白斑紫嘯鶇                   鐵嘴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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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估小紫澳周邊海域是否納入燕鷗保護區 

黑尾鷗(Larus crassirostris)雖在全球是數量眾多的普遍鳥種，然東

引是台灣唯一有其繁殖的地點，因而彌足珍貴。故黑尾鷗雖繁殖地雖

不再燕鷗保護區範圍，但自本會 2008 年起於馬祖調查以來，皆會特

別記錄黑尾鷗的族群數量(如下表)。2008 年起東引的黑尾鷗主要於東

引安東坑道口外側的峭壁繁殖，不過自 2015 年起，安東坑道口外的

黑尾鷗除群數量急速銳減，可能原因來自人為干擾，如遊憩行為所造

成的音量。黑尾鷗自安東坑道口離去後，轉移至小紫澳及其周邊區域

繁殖。為避免安東坑道的事件重演，了解小紫澳棲地及影響黑尾鷗繁

殖因子有其重要性，本計畫擬從依族群量、受脅程度、重要性等因子，

評估小紫澳周邊海域是否納入燕鷗保護區一事。 

 

 

 

為評估小紫澳周邊海域是否納入燕鷗保護區一事，本會於 7 月

18 日招集相關專家學者，函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系袁孝維教授、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航空測量所管立豪所長，及洪崇航博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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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深入討論。會議之初先由本會進行相關簡報(附件一)，並達

成下列共識： 

A. 現行燕鷗保護區事以野生動物保育法(野保法)所畫設，然現

行燕鷗保護區皆是獨立島礁，跟陸連的小紫澳不同，現行

條文並不適用。 

B. 小紫澳族群 2016 年才由安東坑道轉移過去，時間尚短，缺

乏長期監測資料，劃入保護區立論稍嫌不足，建議可先建

立相關生態資料，在評估納入保護區一事。 

C. 由於目前黑尾鷗所使用的小紫澳地區，接維懸崖峭壁，無

論是遊客或居民皆無法靠近，部分棲地又處軍事管制區，

故黑尾鷗繁殖棲地並無立即危害，無即刻納入保護區之需

求。 

故經專家會議評估結果，小紫澳周邊海域並無現下納入燕鷗保

護區之即刻性，依據專家意見，製作 SWOT 分析表如下。 

內部 

優勢 劣勢 

⚫ 黑尾鷗族群數量眾多 

⚫ 現行保護區條文不適用 

⚫ 缺乏長期監測提供納入保護區

所需資料 

⚫ 黑尾鷗自 2016 年才遷至小紫

澳地區，是否穩定仍須觀察 

外部 
機會 威脅 

⚫ 地方主管機關支持 ⚫ 中央權責機關仍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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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維護及製作告示牌、棲地整理及進行誘鳥計畫 

(一) 追蹤及維護保護區各島告示牌 

經多次出海巡護及調查得知，目前在鐵尖、白廟及蛇山仍有告

示牌，依約完成確認保護區內至少有三面告示牌，然其他近年才

設立如中島及三連嶼之告示牌皆已遺失。 

 

(二) 非燕鷗季進行棲地除鼠及棲地整理 

分別於 4 月 25 日至 29 日，及 5 月 12 日至 13 日，完成鼠類移

除、植被清理，及擺設假鳥之作業。本次鼠類移除採用紐西蘭最

新的 GoodNature A24 無毒自動滅鼠器(如下圖)，該滅鼠器使用誘

餌吸引老鼠後，採物理捕殺方式，不會有任何毒害遺留，可避免

傳統使用滅鼠藥有可能經食物鏈轉移到高位捕食者如鳥類的疑

慮，然在棲地整理期間，鐵尖並無抓到老鼠，中島則有兩次擊發

紀錄，推測中島仍有其族群。 

 

 

鐵尖島棲地整理期間滅鼠器擺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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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Nature A24 物理擊殺老鼠示意圖 

 

此外，由於先前所架設之太陽能裝置及回撥系統因長年使用，

又經颱風侵襲，以損毀不堪。鑒於完善的棲地經營管理乃群集誘

引必須的準備，故本會於 4 月時自費重新架設系統，並額外增加

即時影像傳輸系統，以落實監控機制。本次所架設之規格如下(設

備完成如下圖)： 

1. 太陽能系統：1200W 功率太陽能板、10 萬瓦時鋰鐵電池、

24V 轉 110V 的 1000W 逆變器。 

2. 錄影設備：1080p 攝影鏡頭兩隻、4T 硬碟儲存空間。 

3. 回播系統：200W 雙聲道擴大機，戶外防水喇叭。 

4. 電器儲存設備：70cm X 70cm X 80cm 不鏽鋼防水配電箱、

60cm X 50cm X 19cm 塑膠防水配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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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板及監測小屋 

 

 

回撥系統所使用的戶外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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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影像畫面截圖，完整縮時影片請點下片網址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lR1kIVoQI 

 

 

模型假鳥及即時影像監視鏡頭擺放現場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lR1kIVo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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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辦鳥類宣導活動 

鳥類宣導活動室內場已於 9/7 及 9/8 日辦理完畢，9/7 的南竿場計

有 16 人參加，9/8 的北竿場則計有 38 人參加，課程內容涵蓋馬祖鳥

類認識，燕鷗生態講解，及近年縣府保育工作成效等，投影片及簽到

表如附件三，相關照片集錦如下 

 

南竿場室內課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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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竿場室內課實景 

海上賞鷗活動則於 9/8 辦理完畢，現場計有 15 人參與，今年燕鷗

繁殖狀況良好，原預計在鷗最好的 8 月份辦理，無奈兩梯次接遇到風

浪太大而取消，所幸於 9 月初辦理時仍有看到為數不少的燕鷗，讓參

與者能一睹風采，海上賞鷗活動簽到表如附件三，活動照片則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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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五、 製作燕鷗保護區宣導品 

考量往年宣導品曾做過杯子、隨身碟、棒球帽、筷子，今年則選

擇製作金屬書籤兼吊飾，並以馬祖最具代表性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

燕鷗為主視覺進行設計，設計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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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5 分鐘燕鷗生態宣導短片 

5 分鐘宣導影片已製作完畢，內容以馬祖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

鷗為主軸，先述說馬祖是其全球及少數地重要繁殖地之一，在說明即

時監控及生物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擬定保育策略，最後在呼籲全民一起

加入保育行列。拍攝畫面涵蓋全景空拍、離親鳥帶雛鳥、及直擊繫放

研究等。完整影片請參考後面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eHbRJzg2U&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eHbRJzg2U&t=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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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預期績效目標及評估基準 

 

一、 可量化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成果 
四鄉五島野鳥調查 次 4 超標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內調查 次 4 超標 

媒體發佈 則 16 超標 

僱用漁船辦理保護區巡護及通報 次 5 達標 

追蹤保護區各島告示牌 式 1 達標 
棲地除鼠及棲地整理 式 1 達標 
維持保護區內至少有三面告示牌 式 1 達標 
舉辦鳥類宣導活動 場 3 達標 
燕鷗保護區宣導品 份 300 達標 
燕鷗生態宣導片 份 1 達標 

 

二、 評估指標 

指標項目 單位 數量 備註 
四鄉五島
野鳥調查 

次 4 四鄉五島為 1 單位，包含南竿、北竿、東引、東西莒 

馬祖列島
燕鷗保護
區內調查 

次 4 8 座島礁為 1 個單位 

媒體發佈 則 16  
僱用漁船
辦理保護
區巡護及
通報 

次 5  

追蹤保護
區各島告
示牌 

式 1  

棲地除鼠
及棲地整
理 

式 1 維持保護區內至少有三面告示牌 

舉辦鳥類
宣導活動 

場 3 ⚫ 於燕鷗季針對一般民眾舉辦賞鷗活動(約 50 人)，
宣導民眾正確的賞鷗知識及介紹馬祖地區常見鳥
類。(2 場) 

⚫ 針對娛樂漁船業者、導遊舉辦一場宣導活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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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單位 數量 備註 
容需提及進行賞鷗活動時應盡量降低對鳥類之影
響、賞鷗時應注意事項。(1 場) 

燕鷗保護
區宣導品 

份 200  

燕鷗生態
宣導片 

份 1 片長五分鐘，並須提供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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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附件一、黑尾鷗專家會議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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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雌光螢保護區預定地鳥類調查紀錄表 

Common Name Scientific Name 科別 生息狀態 保育等級 Count Location Date 

噪鵑 Eudynamys scolopaceus 杜鵑科 過 0 1 西莒 2019/5/23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黃鸝科 過 I 1 西莒 2019/5/23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7 西莒 2019/5/23 

小鶯 Horornis fortipes 樹鶯科 留 0 1 西莒 2019/5/23 

極北/勘察加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examinandus 柳鶯科 過 0 1 西莒 2019/5/23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2 西莒 2019/5/23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3 西莒 2019/6/5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11 西莒 2019/6/5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3 西莒 2019/6/5 

鵲鴝 Copsychus saularis 鶲科 留 0 2 西莒 2019/6/5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II 2 西莒 2019/6/5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0 5 西莒 2019/6/5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2 西莒 2019/7/25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7 西莒 2019/7/25 

小鶯 Horornis fortipes 樹鶯科 留 0 2 西莒 2019/7/25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5 西莒 2019/7/25 

東方鵟 Buteo japonicus 鷹科 過 II 1 北竿 2019/5/24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15 北竿 2019/5/24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4 北竿 2019/5/24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II 3 北竿 2019/5/24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4 北竿 2019/5/24 

褐色柳鶯 Phylloscopus fuscatus 柳鶯科 過 0 1 北竿 2019/5/24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7 北竿 2019/6/7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3 北竿 2019/6/7 

白斑紫嘯鶇 Myophonus caeruleus 鶲科 留 0 1 北竿 2019/6/7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4 北竿 2019/7/27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0 17 北竿 2019/7/27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1 北竿 2019/7/27 

鵲鴝 Copsychus saularis 鶲科 留 0 1 北竿 2019/7/27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II 3 北竿 2019/7/27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II 1 東莒 2019/5/23 

大白鷺 Ardea alba 鷺科 過 0 1 東莒 2019/5/23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卷尾科 夏 0 1 東莒 2019/5/23 

小鶯 Horornis fortipes 樹鶯科 留 0 2 東莒 2019/5/23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2 東莒 20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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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Name Scientific Name 科別 生息狀態 保育等級 Count Location Date 

池鷺 Ardeola bacchus 鷺科 夏 0 1 東莒 2019/5/23 

金翅雀 Chloris sinica 雀科 留 0 1 東莒 2019/5/23 

家燕 Hirundo rustica 燕科 夏 0 1 東莒 2019/5/23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1 東莒 2019/5/23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0 2 東莒 2019/5/23 

極北/勘察加柳鶯 0 柳鶯科 過 0 2 東莒 2019/5/23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1 東莒 2019/5/23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II 1 東莒 2019/6/5 

小鶯 Horornis fortipes 樹鶯科 留 0 1 東莒 2019/6/5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1 東莒 2019/6/5 

家燕 Hirundo rustica 燕科 夏 0 2 東莒 2019/6/5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2 東莒 2019/6/5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1 東莒 2019/6/5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II 1 東莒 2019/7/25 

小鶯 Horornis fortipes 樹鶯科 留 0 2 東莒 2019/7/25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2 東莒 2019/7/25 

家燕 Hirundo rustica 燕科 夏 0 1 東莒 2019/7/25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1 東莒 2019/7/25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0 2 東莒 2019/7/25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繡眼科 留 0 1 東莒 2019/7/25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1 西莒 2019/9/29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鷹科 過 II 12 西莒 2019/9/29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5 西莒 2019/9/29 

綠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繡眼科 留 0 1 西莒 2019/9/29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0 2 西莒 2019/9/29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鶺鴒科 留 0 2 西莒 2019/9/29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3 東莒 2019/9/29 

黑翅山椒鳥 Lalage melaschistos 山椒鳥科 過 0 1 東莒 2019/9/29 

家燕 Hirundo rustica 燕科 夏 0 1 東莒 2019/9/29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28 東莒 2019/9/29 

黃眉柳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柳鶯科 冬 0 7 東莒 2019/9/29 

極北/勘察加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examinandus 柳鶯科 過 0 2 東莒 2019/9/29 

遠東樹鶯 Horornis canturians 樹鶯科 冬 0 2 東莒 2019/9/29 

綠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繡眼科 留 0 3 東莒 2019/9/29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科 留 II 2 東莒 2019/9/29 

灰斑鶲 Muscicapa griseisticta 鶲科 過 0 2 東莒 20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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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Name Scientific Name 科別 生息狀態 保育等級 Count Location Date 

寬嘴鶲 Muscicapa dauurica 鶲科 過 0 1 東莒 2019/9/29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鶲科 冬 0 1 東莒 2019/9/29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0 6 東莒 2019/9/29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鶺鴒科 留 0 1 東莒 2019/9/29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鳩鴿科 留 0 4 北竿 2019/9/12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伯勞科 留 0 1 北竿 2019/9/12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鵯科 留 0 10 北竿 2019/9/12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麻雀科 留 0 20 北竿 20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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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舉辦鳥類宣導活動投影片及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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