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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名稱 

 

「105年度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棲地監管計畫」專業委託服務案 

 

貳、 計畫執行期程 

 

 自 105 年 04 月 25 日至 105 年 12 月 15 日止 

 

參、 計畫緣由 

 

一、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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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海域寒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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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萬的燕鷗於

此繁殖，其中以鳳頭燕鷗佔最大宗(Thalasseusbergii)，而最稀有的莫過於

名列紅皮書極危(IUCN 2012)的黑嘴端鳳頭 燕鷗(T. bernsteini)，為連江地

區重要的鳥類資源。 

    黑嘴端鳳頭燕鷗於 1863 年被人類命名，至今 140 多年來，對牠的觀

察紀錄少之又少，所以牠的生態習性可說是一無所知，因為就像傳說中的

鳳凰一樣，所以被稱為「神話之鳥」。2000 年時，連江縣政府建請中央

主管機關將所屬的八個無人島礁劃設為國內第十二處野生動物保護區－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而保護區在成立之初，即發現了自 1937 年以來就

被懷疑已經滅絕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的蹤跡，當年共發現四對，並成功的繁

衍下一代，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發現牠們繁殖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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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 

位於台灣海峽西北方的馬祖列島，面臨閩江口及連江口，與大陸

一衣帶水，隔海相望。馬祖列島大小島嶼眾多，由南竿、北竿、東莒、

西莒、東引、西引、大坵、高登、亮島等二十餘個島礁組成，總面積

約二十九平方公里，以南竿島為行政中心。各島嶼排列宛如一長串的

珍珠，羅佈於台灣海峽的西北端，與金門並稱雙雄，並為捍衛自由台

灣的最前哨，被譽稱為「台海之珠」。因此彭主任委員於實地視察時

說：「天上撒下的一串珍珠，散落在閩江口外」，正是馬祖列嶼地理

位置的最佳寫照。 

1949年之後，因為軍事上的需要，馬祖列島中有些不適人居的島

嶼常被國軍用來當作訓練射擊的標靶；但自 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後，

這些無人島嶼也回歸自然，在沒有人為干擾的狀況下，成為海鳥繁殖

的最佳處所。 

連江縣政府積極從事動植物的普查工作時，發現一些無人居住的

島礁上有大量的鷗科鳥類聚集，估計每年總有上萬隻在這些島上繁衍

下一代。為了讓這種獨特的生態景觀永續，縣政府相關單位便主動積

極地建請主管機關—行政院農委員會，將這些無人島礁劃設為「馬祖

列島燕鷗保護區」。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設立於 2000 年，是國內第十二處野生

動物保護區。保護區由東引鄉的雙子礁、北竿鄉的白廟、中島、鐵尖、

三連嶼、莒光鄉的蛇山、南竿鄉的進嶼及瀏泉礁等八個無人島礁所組

成，主要保護對象為每年夏天來這些島上繁殖的鷗科鳥類。這些鷗科

鳥類有黑尾鷗、紅燕鷗、蒼燕鷗、白眉燕鷗、大鳳頭燕鷗及後來發現

疑為已絕種的黑嘴端鳳頭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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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範圍區域概況  

 

1.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紀錄中在各列島上繁殖的鳥類計有白眉燕鷗、鳳頭燕鷗、紅

燕鷗、蒼燕鷗、黑尾鷗、岩鷺、叉尾兩燕等七種，其中黑尾鷗繁

殖紀錄為全國獨一無二、珍貴無比，此外更有稀有鳥類如紅喉潛

鳥、大水雉鳥、穴鳥、短尾水雉鳥、丹氏鷺鶿、黑頸鷿鵜、海秋

沙、唐白鷺等均有在島礁上停留的紀錄。 

 

2. 黑嘴端鳳頭燕鷗 

「黑嘴端鳳頭燕鷗」比黑面琵鷺還罕見，黑嘴端鳳頭燕鷗是

燕鷗科鳥類中最稀有罕見的一種，常混群於外貌相似的大鳳頭燕

鷗之中，過去曾認為其全球數量不超過 50隻，名列 IUCN(國際自

然保育聯盟)紅皮書 CR (極危)等級，在國內也屬保育等級 I的瀕

臨絕種野生動物，比全球數量近 3000 隻的黑面琵鷺還稀有。由

於黑嘴端鳳頭燕鷗數量稀少，長期行蹤成謎，國內鳥友與學者過

去就以「神話之鳥」稱之，直到 2000 年才在馬祖列島燕鷗保護

區內發現其蹤跡，並有繁殖現象，成為全球第一筆確認的繁殖紀

錄。2004年再於大陸浙江的韭山列島發現，目前已確認黑嘴端鳳

頭燕鷗的繁殖地，有臺灣的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及大陸的舟山五

峙山列島鳥類保護區、象山韭山列島自然保護區，且由臺灣研究

團隊過去進行的燕鷗衛星追蹤計畫，發現三地族群應有互相流通

的現象。 

 

3. 環境資源分析 

 生物資源 

馬祖各島嶼基盤全由花崗岩所構成，島礁數量眾多但面積狹

小，地型多丘陵，崎嶇不平，土地貧瘠，陸上物種較為稀少，海

洋物種及漁產則相當豐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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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資源 

馬祖列島過去因交通不便，又屬軍事管制區，因此生物基礎

資料較為缺乏，目前農委會正積極輔導連江縣政府進行地區之相

關動物相調查工作，初步記錄陸上物種較不豐富。但因為多年環

境綠、美化功效卓著，連江縣政府廣植蜜源植物-馬櫻丹等，因

此蝴蝶之種類與數量皆相當豐富，將來如能妥善規劃，其觀光潛

力將無可限量。 

馬祖最具地方特色的生物資源是豐富的漁場及鳥類生態。由

於位處世界著名漁場-舟山群島西南端，暖寒海流相匯，漁產豐

饒，並因花崗石岩岸地形，海水全年清澈，形成優良之磯釣場，

黃雞魚、黑鯛、黑毛、鱸魚、黃魚、黃鰭鯛、嘉納、紅甘等都是

本處常見的經濟魚種，其他如鯷魚、鯡魚等小型魚類除可供漁獲

外，更可充分供應海鳥所需食物來源。由於地處於東亞候鳥遷徙

路線之中繼站，因此每年皆吸引無數鳥類在此過境、渡冬或繁

殖。此外，馬祖地理位置接近大陸而離台灣較遠，因此出現的鳥

種和台灣地區者差異度頗高，尤其是一些在台灣地區被列為迷鳥

或稀有的鳥種，在此地卻蹤跡常現，更增添馬祖地區在鳥類資源

保育上的重要性。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包括東引鄉之雙子礁，北竿鄉之三

連嶼、中島、鐵尖島、白廟、進嶼，南竿鄉之劉泉礁，莒光鄉之

蛇山等八座島嶼，面積共約七十二公頃（陸域十二公頃、海域六

十公頃），主要保護對象為以這些島嶼作繁殖地區的白眉燕鷗、

紅燕鷗、蒼燕鷗、鳳頭燕鷗、黑尾鷗、岩鷺、叉尾雨燕等七種鳥

類。根據調查，近兩年在保護區預定地繁殖的燕鷗數量已達上萬

隻，其數量與密度皆不亞於澎湖貓嶼海鳥保護區，其中白眉燕

鷗、蒼燕鷗為保育類鳥類，鳳頭燕鷗數量則為全國之冠，黑尾鷗

之繁殖紀錄更為全國唯一發現地區，彌足珍貴。此外，亦發現有

紅喉潛鳥、大水雉鳥、穴鳥、短尾水雉鳥、丹氏鸕鶿、黑頭鷿鷈、

海秋沙、唐白鷺等多種稀有或保育類鳥類在島礁上停留之紀錄。

此外被稱作神話之鳥的黑嘴端鳳頭燕鷗(Sterna bernsteini)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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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發現命名於 1863 年，是燕鷗科鳥類中族群數最少的一種，已

被列入瀕危物種。2000 年於馬祖地區發現八隻黑嘴端鳳頭燕

鷗，並紀錄其繁殖行為，2014 年數量達到近 50 隻(包含幼體)並

且成功繫放了第一隻黑嘴端鳳頭燕鷗，且於今年 7月由王建華校

長發現又回到鐵間島上，引起鳥類研究領域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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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燕鷗種類 

主要為保護在此繁殖的白眉燕鷗、紅燕鷗、蒼燕鷗、鳳頭燕

鷗、黑尾鷗、岩鷺、叉尾雨燕等七種鳥類。攝影師梁皆得在 2000

年時應連江縣政府委託進行拍攝時，發現已瀕臨絕跡的「神話之

鳥」黑嘴端鳳頭燕鷗在此處繁殖。這是 1937 年後首次確認的採

集或觀測紀錄，也是首次繁殖紀錄。 

 

項次 燕鷗介紹 

1 

黑尾鷗 

馬祖東引島上，幾乎整年都可以看見

黑尾鷗，但牠們分屬不同族群；有渡

冬的族群、過境的族群，也有繁殖的

族群。在東引島上繁殖的族群是國內

唯一的，也是目前所知黑尾鷗在世界上繁殖位置最南的族群。 

來馬祖繁殖的鷗科鳥類中只有黑尾鷗有築巢行為，牠們會在陡

峭的岩壁上選擇岩縫或小平台，以乾草堆砌成淺盤狀的巢；黑

尾鷗一巢生 2~3 枚蛋，親鳥會輪流孵蛋，以反芻方式撫育幼

鳥。駐守東引當地的部隊及聞名的東引高粱酒都以黑尾鷗為圖

騰，所以黑尾鷗可說是東引的象徵。 

2 

蒼燕鷗 

蒼燕鷗除了背部有點淡灰色及腳黑嘴

黑外，全身都是白色的，而牠最明顯的

的特徵是後頭綁著一塊黑色的三角頭

巾，所以又有人叫牠們黑枕燕鷗。蒼燕

鷗並不築巢，牠們直接將蛋產在平緩或

有凹陷的岩石或礁岩上。一窩可生 2~3 個蛋，蛋具有很好的保

護色，通常在生第一個蛋以後，就會開始孵蛋。而為了防止蛋

滾出巢外，在孵蛋期間，親鳥會在巢附近尋找小石頭，將小石

頭慢慢往巢邊丟，然後堆在蛋的周圍，使中間形成一個凹槽，

如此便可預防蛋滾到巢外。蒼燕鷗是受法律保護的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物。保護區每個島上幾乎都有牠們的蹤跡，但在總

數量上，卻是保護區中最少的一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9C%89%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BC%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B3%E9%A0%AD%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B3%E9%A0%AD%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5%B0%BE%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A9%E9%B7%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9%E5%B0%BE%E9%9B%A8%E7%87%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5%98%B4%E7%AB%AF%E9%B3%B3%E9%A0%AD%E7%87%95%E9%B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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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紅燕鷗  

燕鷗又稱粉紅燕鷗，因為牠們在繁殖

期時，胸前及腹部的與毛會變成淡粉

紅色；在繁殖季初期牠們的嘴喙是黑

色的，之後會慢慢變成紅色。紅燕鷗

一窩生 2~3 個蛋，蛋具有很好的保護

色。紅燕鷗在國內雖然未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但是在國際上

卻被認為是容易受威脅的保育類鳥類。 

 

4 

大鳳頭燕鷗 

大鳳頭燕鷗是燕鷗屬鳥類之中體型

較大的一種，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頭部

可以豎起的黑色冠羽，像是一個時髦

的龐克頭。大鳳頭燕鷗有集體繁殖的

習性，牠們沒有規則地將蛋下在比較

空曠的草坡地上，一巢生一個蛋；而在這麼密集的繁殖區裡，

牠們卻可以很準確的找到屬於自己的蛋。大鳳頭燕鷗雖然喜好

成群繁殖，卻常見牠們與左鄰右舍吵鬧不休，個個怒髮衝冠，

以嘴當武器似的打來打去，目的是為了保護牠們的蛋及雛鳥。 

5 

白眉燕鷗 

白眉燕鷗的特徵是牠白色的額頭與眉

線，從正面看好像頭上帶著代表勝利的

V 字形花紋。白眉燕鷗在求偶季節時，

雄鳥也會和其他燕鷗一樣提供雌鳥食

物，不過和其他燕鷗不同的是：雄鳥並

不會把食物以嘴叼回來給雌鳥，而是以反芻的方式提供雌鳥食

物；親鳥餵雛鳥時也是以同樣的方式給食。白眉燕鷗也是一巢

生一個蛋，不過牠們對築巢位置的選擇較保護區裡其他燕鷗謹

慎，會尋找比較隱密的處所，通常在草叢內或岩縫裡，在地上

扒出一個凹洞，然後將蛋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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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岩鷺 

岩鷺為中型鷺鷥，體長約 62 公分，是

典型的海岸鳥類，故名思義「岩鷺」就

是在多岩石的海濱出沒，從北部的野柳

岬至東北角海岸的岬灣奇巖，只要有岩

礁海岸的地形，都可以看到牠們，牠們除了雙腳是黃綠色之

外，全身大致是黑色的鷺鷥，與海邊礁石的顏色非常相近，牠

就是岩鷺。分布於東南亞、澳大利亞、紐西蘭、台灣以及中國

大陸的海南、廣東、福建、浙江等地，主要生活於岩壁海岸或

小島上以及築巢於岩壁或樹上。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太平洋的

大溪地。 

7 

叉尾雨燕 

雌雄鳥的羽色無法分辨。虹膜棕褐色，

頭上、後頸、背及雙翼為黑褐色，腰白

色，尾羽黑色且分叉，雙翼形狀狹長，

喉部白色，具褐色細縱斑，胸、腹及尾

下覆羽為黑褐色，具白色細橫斑，腳短

且為黑褐色。羽色較深，喉部及腰的白色斑塊較小、顏色較深，

胸、腹及尾下覆羽的白色，喜成群活動，在各種自然及城鎮環

境的高空飛行覓食，攝取昆蟲為食。與其他燕及雨燕混群活動

時，通常是飛得最高的鳥，只有在天氣變差要下雨時，才會飛

到較低的高度。多出現於台灣低海拔及中海拔山區，於馬祖列

島、蘭嶼及綠島則可以在海平面附近看到。細橫斑較不明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A9%E9%B7%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9%E5%B0%BE%E9%9B%A8%E7%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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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目標與執行理念 

一、 目標: 為維護馬祖地區生態多樣性、保育及推廣馬祖列島燕鷗保護

區，進行全面性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等野生鳥類棲息、生活型態、繁

殖情形及數量等影像儲存工作，以提供野鳥保育工作之重要參考，將

依計畫完成: 

   (一)維護燕鷗保護區影像監測系統。 

   (二)燕鷗保護區攝影資料儲存整理。 

   (三)委託架設電視牆系統。 

   (四)燕鷗保護區教育宣導。 

   (五)維護馬祖四維水試所燕鷗展示區設備。 

 

二、 計畫以系統面、資訊面及宣導面三大面向作為計畫執行理念，共同保

衛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等野生鳥類棲息，其說明如下： 

1.系統面： 

於馬祖燕鷗聲帶保護區內架設高效能監控器統，進行全面性馬祖燕

鷗保護區燕鷗及其他野生鳥類棲息、生活型態、遷徙路徑、繁殖情

形及數量調查等研究工作，長期取得監控馬祖燕鷗保護區影像，逐

年於保護區建設共 3 組監視影像系統，以杜絕大陸船隻不法行為，

並將珍貴鳥類影像做為研究宣導重要參考資料。 

2.資訊面： 

監控錄影平台已經推行很多年，多數未能將平台的功用加值甚至拉

大，僅停留在被動的網路使用，使用硬碟櫃系統分類,可定期剪輯及

後製。現今的社會已經被網路包覆，不管到哪都需要透過網路查詢

或分享，讓網路傳輸趨勢更加蓬勃，業可達到擴大宣導之效用。 

3.宣導面： 

為使瀕臨絕種之野鳥及燕鷗能持續繁衍，應加強法律保護措施及提

高民眾保育意識，並宣導不得侵擾、虐待及捕捉等嚴格規定，違者

將面臨刑責不同的處罰維護馬祖地區生態多樣性、提升保育形象及

推動生態觀光業務保護黑嘴端鳳頭燕鷗物種，保育及復育地方原生

物種，避免其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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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計畫執行理念 

  

 

 

           

                 

                    

 

 

 

 

圖 2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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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工作內容與執行情況: 

一、 工作內容: 

1. 維護燕鷗保護區影像監測系統: 

維護本府架設於北竿高登島、西莒趙大王廟旁、東引安東坑道內 3

組監視設備(含攝影鏡頭、管線、儲存設備及機台) 

A. 至少準備備品鏡頭 2顆 
B. 增加 3處監視系統支架以防風吹搖晃 
C. 登島檢查設備線路至少每月 1次 
D. 協助將各島監視系統內儲存單元，每月 1次替換送回本府建

設局，以利本府長期監控島礁環境、取得燕鷗等海鳥棲息活
動等珍貴影像。 

E.  (以上起算月份為簽約後下一個月起至 10月) 

2. 燕鷗保護區攝影資料儲存整理： 

本年度持續以燕鷗保護區島礁為觀察標的，燕鷗保護區攝影資料儲

存需達 720小時，並進行分類剪輯等整理。 

A. 儲存片庫設備總容量至少 30T以上。 

3. 架設電視牆系統至少 1處: 於馬祖重要遊客集散地點，架設電視牆

系統，以利本府播放燕鷗保護區鳥況等生態保育資訊。 

A. 至少架設一處戶外大型電視牆系統(戶外電視牆面面板尺寸
至少 4.5米*2.5米以上)，並協助操作及播放生態保育資
訊，架設地點由本府視需求而定(需保固一年以上)。 

B. LED模組燈泡距離至少 P10mm以下。 
C. 中華電信網路未建置完成前以本局控制影像資料等播放。 

4. 辦理燕鷗保護區教育宣導活動 2次: 

利用取得之燕鷗保護區影像進行宣傳、保育等後續生態觀
光、保育工作項目。 

A. 針對民眾、學生、賞鷗船或導遊等相關人員舉行燕鷗保護區
教育宣活動 2次 。 

5. 維護馬祖四維水試所燕鷗展示區設備: 

包含冷氣 1台、冷暖氣 1台、投影機 3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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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狀況 

I. 維護燕鷗保護區影像監測系統: 

維護本府架設於北竿高登島、西莒趙大王廟旁、東引安東坑道內

3組監視設備(含攝影鏡頭、管線、儲存設備及機台) 

A. 至少準備備品鏡頭 2顆: 

2Mp Full HD 40x Ultra-smart Network Laser PTZ Dome 
Camera 取代 iCam 攝影機及望遠鏡，可自動對焦,數位變焦
16X, 最大 64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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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加 3處監視系統支架以防風吹搖晃 

使用材料 

 

 

 

 

 

 

 

  

 

 

 

 

 

 

 

 

 2.0mm 7×7 100 米 白鐵鋼絲

線 鋼索 不銹鋼繩 台灣製  

 3分白鐵吊環/白鐵內牙壁虎  

 6.0mm 7×7 100 米 白鐵鋼絲

線 鋼索 不銹鋼繩 台灣製 

 4分白鐵壁虎釘+吊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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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繩索固定 

圖為繩索固定 

莒光-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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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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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安東坑道 

因馬管處建議監視系統換位置至平台上方，以利遊客拍攝風景時不會被我們
所設之監視鏡頭及固定繩索擋住，也較安全，完成監視鏡頭移動等評估工程。 

 

 

 

 

 

 

 

 

 

 

 

 

 

 

 

 

 

 

 

 

 

 

 

 

圖為繩索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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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登島檢查設備線路至少每月 1次 

D. 協助將各島監視系統內儲存單元，每月 1次替換送回本府建設

局，以利本府長期監控島礁環境、取得燕鷗等海鳥棲息活動

等珍貴影像。 

E.  (以上起算月份為簽約後下一個月起至 10月) 

 
地點 

時間 

東引鄉 

4月 登島進行監視系統檢查及開啟監視系統功能。 

 
 

4/15發現正在施工中 

 

 

 

 

 

 

 
5月 登島進行線路檢查及影片儲存單元收回，發現馬管處委託之廠商坑

道施工時未告知便移動機櫃並且造成損壞，立即通報貴局及詢求東
引遊客中心主任協助，同意要求施工廠商恢復原狀或以等值價格賠
償，目前維修當中。鏡頭未損壞開起錄影。 

 

5/4機櫃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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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主機損壞 

 

 

 

 

 

 

 

 

 

 

 
6月 進行線路檢查及影片儲存單元收回，廠商已施工完成，暫時將機櫃

訂上，待新機櫃材料到達替換。並勘查適合架設監視系統之位置及
管線安排。 

 

 

 

 

 

 
 
 
 

維修泡水光電轉換器和硬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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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
片儲存單元收
回、管線施工規劃 

賞鳥人士建議於
燕鷗繁殖季結束
後再行施工，一方
面目前遊客較多
較不安全，二方面
較不會干擾燕鷗
繁殖。 

 

 

 
8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管線施工規劃 

預計位置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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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管線施工規劃 

預計位置確定 

 

 

 

 

 

 
10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管線施工規劃 

監視設備
位置移
動、鋼索設
置、管線拉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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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莒光 

4月 登島進行監視系統檢查及開啟監視系統功能。 

5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設置簡易繩防風支架 

 

6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鋼索防風支架施工 

 

7月 7/20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設定遠端控制網路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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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

片儲存單元收
回、鏡頭檢查 

 

 

 

 

 

 
9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 

 

 

 

 

 

 
10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鏡頭清潔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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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高登 

4月 登島進行監視系統檢查及開啟監視系統功能。 

5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 

五月底雷擊登島檢查線路-電壓跳掉 

調整電壓 

 

 

 

 

 

 

 

 
6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收回。 

6/14登島回
程鐵間島鳥
況 

 

6/26雷擊登
島檢查線路-
光電轉換器
損壞 

 

6/27維修光電轉換器 

 

 

 

 



24 
 

7月 進行線路檢查、影片儲存單元
收回、鋼索防風支架施工 

7/20雷擊 登島檢查正常 

查看高登往中島方向設鏡頭
之可能性 
 

8月 雷擊，更換鏡頭，進行線路檢查、儲存單元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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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進行線路檢查、儲存單元收
回。 

 

 

 

 

 

 
10月 更換新鏡頭，進行線路檢查、儲存單元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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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燕鷗保護區攝影資料儲存整理： 

本年度持續以燕鷗保護區島礁為觀察標的，燕鷗保護區攝影資料儲

存需達 720小時(如表附件 1-各島錄影時數)。 

莒光島 821  小時 

東引島 336  小時    合計 1246小時 

鐵尖島 88.5小時 

A. 儲存片庫設備總容量至少 30T以上。(8Tb*4=32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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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架設電視牆系統至少 1處: 於馬祖重要遊客集散地點，架設電

視牆系統，以利本府播放燕鷗保護區鳥況等生態保育資訊。 

A. 至少架設一處戶外大型電視牆系統(戶外電視牆面面板尺寸至

少 4.5 米*2.5 米以上)，並協助操作及播放生態保育資訊，

架設地點由本府視需求而定(需保固一年以上)。 

B. LED模組燈泡距離至少 P10mm以下。 

C. 中華電信網路未建置完成前以本局控制影像資料等播放。 

 戶外電視牆規格:512*398CM (4:3尺寸) 
 像素間距: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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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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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成品測試-與內部結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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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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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辦理燕鷗保護區教育宣導活動 2次: 

A. 針對民眾、學生、賞鷗船或導遊等相關人員舉行燕鷗保護區教

育宣活動 2次 。 

 預計於 8/14日舉辦 1場戶外燕鷗宣導活動 
 第 2場預計於戶外電視牆架設完成後，以電視牆撥放燕

鷗畫面為教育宣導(委員要求) 

2016年燕鷗保育教育宣導活動-1 

時間:105/8/14 下午 1:30-2:30     地點:福沃碼頭 

講師:王建華校長      預計人數:45人 

船班:龍福賞鷗船 

 於燕鷗繁殖期間以賞鷗船方式海上解說  

時間 內容 備註 

13:30-14:00 辦理簽到及宣導摺頁發放 
 

 

14:00-14:30 1.乘船安全宣導及賞鷗知識宣導 

2.合影 

 

14:30-17:30 南竿出發繞島 

鐵尖-中島-白廟-三連嶼 

由王建華校長主持解說 

 

17:30 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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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燕鷗保育教育宣導活動-2 

時間:105/10/24 上午 11:00-14:00     地點:介壽電視牆前 

預計人數:45人  

時間 內容 備註 

11:00-12:00 辦理簽到及宣導摺頁發放 
 

 

12:00-13:00 燕鷗保護區法規解說 
 

13:00-13:20 提問&休息時間 
 

13:20-14:00 燕鷗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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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維護馬祖四維水試所燕鷗展示區設備: 

A. 包含冷氣 1台、冷暖氣 1 台、投影機 3 台。已完成並使用中。 

 

 

 

 

 

 

 

 

 

 

 

 

 

 

 

投影機三台皆為燈泡損壞，以汰換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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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試所內冷氣、冷暖氣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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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服務建議書上回饋事項: 

A. 網路租賃:光世代(莒光、東引)及無線網路(高登)租賃共三組

12個月(提供三島嶼資訊回傳)。 

B. 影印機設備耗材:提供彩色影印機 Xerrox c5575 設備耗材 1

套。 

C. 空拍機:提供空拍機 1 台用已拍攝燕鷗保護區地勢險峻無法到

達之地區鳥類狀況等。 

VII. 議約: 

A. 製作期初報告書。(已完成附於合約書內。) 

B. 空拍機備品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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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機耗材 

 

 

 

 

 

 

 

 

 

 

 

空拍機 1 

 

 

 

 

 

 

 

 

空拍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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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期中、期末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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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表附件 1-各島錄影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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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圖附件 1-監視系統協助巡護保護區 
本府於 105 年 7/20 日下午 14:30 控制假設於蛇山保護區周邊監視系統，陸續發現有 6 位民

眾及 1 隻家犬登島進行釣魚、採貝等行為，立即通報岸巡大隊協助，感謝岸巡大隊林先生、

弟兄及莒光鄉公所財經課陳課長及時趕往現場進行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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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圖附件 2-通報海巡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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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圖附件 3-通報海巡驅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