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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延續上一年度的伴生鳥種繫放先導研究工作，執行期

間為 102年 10月至 103年 6月，於 102年 11月中旬與 3月中旬

各舉辦一次的訓練活動，訓練對象包含管理處的志工、巡守員與

相關人員、台南大學生態保育社社員與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修課

學生等，同時，計畫期程共執行了 10次的繫放工作，繫放地點分

別選擇在七股、城西、四草等地區共計 11個不同的地點，共捕捉

了 28種 95隻的鳥類，包含 5種陸鳥，其餘均為在水域活動的水

鳥，其中最主要的類群是鷸鴴科水鳥，約佔總數量的 67%。在協

助管理處捕捉衛星發報器的目標鳥種部分，共計捕捉了 4種 5隻

的個體，分別有鳳頭潛鴨、赤頸鴨、琵嘴鴨與蒼鷺。今年度無穩

定的棲地環境以進行繫放工作，建議嘗試營造合適的繫放環境以

規劃為長期之繫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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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黑面琵鷺是全球注目的保育類鳥種，位於黑面琵鷺遷移路線的

國家均建立長期的數量監測計畫；台灣亦投注很大的精力在黑面琵

鷺研究上，惟關於黑面琵鷺伴生鳥種研究相對較少，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在 101 年 1 月至 102 年 7 月已針對伴生鳥種繫放進行先導研

究，為延續此項研究計畫，進而了解伴生鳥種的遷移路線與習性，

以期成為黑面琵鷺相關研究的基礎資料，並藉由本計畫的教育訓

練，落實繫放員在地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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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預期目標 

 

1.建立黑面琵鷺伴生鳥種繫放調查表格。 

2.訓練相關人員及本處同仁、保育志工熟悉繫放工作。 

3.建立伴生鳥種繫放相關資料紀錄與數化工作，並予以分析。 

4.完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登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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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度說明 

 

依據研究目標已完成之工作內容 

1. 延續台灣鳥類繫放中心之相關繫放格式為黑面琵鷺伴生鳥種

繫放調查表格，加註台江國家公園字樣以利於區別。 

2. 已針對相關人員及本處同仁、保育志工、台南大學生態保育

社師生，進行兩次繫放訓練工作，包含室內鳥類、棲地與繫

放相關知識的解說，以及室外工具操作、使用的說明與實地

練習，並包含夜間野外繫放實習課程。 

3. 已進行 10 次的鳥類繫放工作，共計捕捉到 28 種 95 隻的鳥

類，並將結果數化至電腦中。 

4. 協助管理處執行中、大型水鳥衛星追蹤計畫，並於所捕捉的

3 種雁鴨科(赤頸鴨、琵嘴鴨、鳳頭潛鴨)與 1 種鷺科 (蒼鷺) 

水鳥繫上衛星發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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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進度表如表 1-1：深灰色為目前已完成進度。 

表 1-1  計畫執行進度表 

 

月次 

工作項目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水鳥族群與棲地調查工作          

調查人員訓練工作          

鳥類捕捉與繫放工作          

資料數化與上傳          

期中簡報          

期末簡報          

計畫完稿與報告書印製          

預計進度 

(百分比%) 
10 10 15 15 5 5 15 15 10 

預計進度 

(累積數%) 
10 20 35 50 55 60 75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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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繫放訓練工作 

 

鳥類繫放是一種研究鳥類的方法之一，由於方法本身涉及捕捉、持握

鳥類的過程，不論對人或是對於鳥類，都有安全上的考量與顧慮，因

此，參與繫放工作的繫放人員需要經過一定的訓練過程來熟悉相關的作

業流程與瞭解應具備的知識後，才能進行相關的研究工作，以減低因操

作過程中對鳥的傷害、以及對人鳥在安全上的顧慮。 

繫放訓練工作包含一些基本知識的講授、繫放過程的介紹、繫放基本

應有的態度與倫理概念的了解、相關測量值的操作與測量方式等等，以

建立繫放員在進行繫放工作時，具有正面且正向的觀念與知識。因此，

除了基本的知識介紹外，也需要搭配足夠野外實地操作的練習，包含架

網、收網、解鳥、測量、記錄等等工作，對於相關的技術與技巧才能達

到一定熟練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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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鳥類繫放工作 

 

鳥類繫放是一種獲得鳥類各種資料的基本研究方式。進行方法是利用

各種安全的方法去捕捉鳥類，然後給牠們掛上腳環或其他標記，同時紀

錄鳥類個體形值及相關資訊後放飛，再由同地或異地的捕捉回收，獲得

其移動相關資料。但由於透過再捕捉回收的效率趕不上環境破壞的壓

力，近年來，各地的研究人員開始尋求其他附加的標記方式，來加快資

料的獲得，如各種彩色標記、發報器的應用。 

1990 年澳洲開始將足旗繫於水鳥的腳上，1993 年拉母薩公約

(Ramsar Convention)第五次會議的討論後，決定讓東亞-澳洲遷徙線上的

各個繫放地區分別使用不同顏色組合的足旗，以利區分(劉等 2005)。澳

洲統整的資料顯示，野外足旗觀察回收的資料約為繫放回收的 5-30 倍

(Minton 2004)。台灣的足旗回收率（0.66%）是繫放回收率（0.14%）的

4.6 倍(劉等 2005)，也顯示配合足旗的標放與野外再觀察，不僅有利於

在野外直接辨識原繫放地區，提高回收率，並且加速提供了遷徙線上不

同水鳥族群遷徙路徑與時期的資訊。自 2004 年澳洲繫放團隊為了研究個

別鳥種的遷徙路線和停棲地差異，開始使用編碼足旗(在足旗上烙印文字

與數字編碼，圖 2-2、2-3 所示) (Minton 2004)。台灣則在 2005 年首將編

碼足旗開始使用在紅燕鷗與鷸科、鴴科水鳥上，提高了透過觀察回收個

體資料的程度。色環組合雖然也可用於個體的辨識，可惜受限於可使用

的色環組合有限，在野外觀察上，足旗與色環均允許由較遠距離得到完

整的資訊(Bruns et al. 2010)。 

由於目前台灣地區的水鳥繫放主要靠霧網捕捉，本研究位置位於台南

七股與四草一帶，因此，潮水時間參考中央氣象局潮汐預報中北側的將

軍與南側的安平的潮水時間與潮高資料，選定在潮水適當的期間（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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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大潮之間滿潮時段在夜間的期間），先進行夜間調查確定當月鳥群

選擇的棲息地，第二天再於適當的地點張網進行捕捉繫放。繫放當天於

入夜前先架設好霧網，並在附近尋找合適的地點設置臨時工作站，張網

後每個半至 1 小時巡網一次，若有鳥上網，則將鳥自網上解下，帶回工

作站的鳥箱放置，開始進行測量與資料收集。 

(1)地點選取：繫放地點的選取，參酌過去在台江地區一帶繫放的成

果，以及現地調查的結果作為選點的參考。自 1987 年開始，台南野鳥學

會即於四草地區進行繫放，是早期重要的水鳥繫放地點之一，由當時繫

放的成果與去年的繫放結果發現，四草地區的優勢鳥種有紅領瓣足鷸、

紅胸濱鷸、東方環頸鴴、黑腹濱鷸、彎嘴濱鷸、金斑鴴等等。預計地點

的選取，也將參考這些優勢鳥種出現頻率較高的區域來做為選擇的依

據。 

(2)鳥種選取：目標鳥種的選取，除上述的優勢鳥種外，同時也考慮

了過去在台南地區所回收到國外鳥種的資訊，包含在地繫放國外回收與

國外繫放在地回收兩部分的個體，其中發現以彎嘴濱鷸、赤足鷸、紅胸

濱鷸為主，因此也將考慮將這些鳥種納入目標鳥種之列。 

所捕捉到之個體，除了繫上由台灣鳥類繫放中心統一訂製之金屬環

外，並進行簡式的測量工作，包括嘴長、全頭長、跗蹠長、翼長、體

重，及判定年齡、性別、換羽程度等，並於每一隻鳥繫上白/藍足旗（代

表台灣）台灣南部地區的足旗是繫於右腳（有別於中北部足旗繫於左

腳），編碼足旗規劃於白旗上，將依捕捉的情況，在優勢鳥種與特色鳥

種繫上編碼足旗，以獲得更多的回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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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野外足旗觀察資料整理 

 

透過繫放時在水鳥腳上繫上足旗，以便於在野外直接觀察是那個地區

所繫放的個體，遠較傳統繫放需回收金屬環更能快速瞭解水鳥族群的遷徙

路線，每年在鳥類的遷徙季節，透過足旗的觀察，就能收集在棲地中棲息

的鳥類，曾經在那些地方停留等資訊（Minton 2004）。 

 

1.原繫放地的足旗鑑別 

本計畫將所觀察到繫有足旗之鳥種依附錄 1 中所標示之原繫放地分別

整理，並利用這些資料，探討在台江國家公園出現的水鳥是來自那個繁

殖地、度冬地、或是其他中途的停棲地。 

 

2.足旗觀察之資料回報 

已繫放之個體在異地回收可幫助瞭解個體(鳥種)遷移的路徑，而同地

區的回收資料則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其活動範圍與棲地的利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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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結果 

第一節 繫放訓練 

 

一、第一次訓練工作 

在計畫核定後，為了確定計畫執行的地點，隨即進行前期的前置作業

與各項準備工作，包括繫放工具的準備、環境與繫放地點的勘查(圖 3-1)、

繫放訓練地點的選定等等，同時，與管理處討論與協調訓練課程可安排的

時間與場地。 

在經過與管理處的討論協調後，繫放訓練課程安排於 102 年 11 月 14

日於管理處會議室以及台南大學的七股校區來進行，由管理處協助通知相

關人員、志工來參與，相關的課程安排與參與人員整理如附錄一。本次研

習共計有 9 位學員參與，包含管理處的相關人員、解說與生態志工等等，

訓練課程包含室內課程：台南地區繫放歷史回顧，台南地區環境、保護區

概況與注意事項，鳥類繫放概論與介紹，台南地區足旗回收成果(圖 3-2、

3-3、3-4)，實習課程：上環、測量、填表說明，戶外架網、收網實際操作

與練習等等(圖 3-5、3-6)，並在傍晚進行野外的實習課程，在實習課程中，

能練習解鳥、持鳥、測量、紀錄等等操作與測量工作，在實際操作後，能

確實練習白天課程所學的部分，同時，也能增加熟練度。 

 

二、第二次訓練工作 

由於第一次的繫放工作主要針對台江國家公園的志工夥伴，因此時間上並未

刻意安排在週末，第二次主要針對台南大學生態保育社的同學，將時間安排在三

月中旬的週末進行，課程內容大致與第一次相同，因課程時間較短，因此室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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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間縮短為兩個小時，將重點安排在鳥類繫放作業的知識與必要了解之操作流

程，地點安排在北汕尾水鳥保護區旁的台江鳥類生態館(圖 3-7、3-8)，室內課程

後，立即於鳥生館外側空地進行架網、收網與解鳥的練習(圖 3-9、3-10)，感謝台

江國家公園的巡守員、生態保育志工前來協助訓練課程，生態保育社的指導老師

王一匡教授也一同參與整個訓練過程，瞭解學生參與、學習的情況(圖 3-11)。訓

練課程後的野外實習操作，學生也一同前往，練習架網的實際操作過程，以瞭解

架網時，因地點、棲地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架網情況(圖 3-12、3-13)。 

 

 

圖 3-1  黑面琵鷺伴生鳥種棲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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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13.11.14 繫放訓練課程，由管理處黃課長主持開幕式，

同時澳門學者梁博士來訪 

 

 

 

圖 3-3  繫放訓練室內課程：台南鳥類繫放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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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繫放訓練室內課程：台江簡介與鳥類繫放介紹 

 

 

 

 

圖 3-5  繫放實習課程：解說繫放工具使用方式及操作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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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繫放實習課程：開網、收網練習 

 

 

 

 

 

圖 3-7  第二次繫放訓練課程：於台江鳥生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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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第二次繫放訓練課程：於台江鳥生館上課 

 

 

 

 

 

 

圖 3-9  繫放實習課程：開網、收網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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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繫放實習課程：開網、收網練習 

 

 

 

 

 

圖 3-11  繫放實習課程：開網、收網練習結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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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繫放野外實習課程：開網 

 

 

 

 

圖 3-13  繫放野外實習課程：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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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鳥繫放結果 

 

本計畫年度共計執行 10 次的繫放工作， 12 月底再冬季(102 年 11 月至

103 年 2 月底)執行 5 次，春季(103 年 3 月至 5 月底)執行 5 次，(為配合期中

報告結案時間，冬季再細分為冬季前期—102 年 10 月中至 12 月底、冬季後

期—103 年 1 月至 2 月底)，各期間執行繫放工作的地點如圖 3-14 所示，以三

種不同顏色來表示，包含了七股地區的台南大學西校區魚塭、七股魚塭區、土

城城西里一帶的魚塭區、以及安南區府安路上的魚塭區等地區，共計 11 處不

同的架網地點，共計捕捉到 28 種 95 隻的水鳥(包含 5 種陸鳥)，整體繫放成果

整理於表 3-1。 

 

 

圖 3-14  繫放地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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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季前期繫放結果 

 

經過 10 月份的地點探勘與夜間調查的評估，並考量場地、學員實

習等等因素考量下，第一次的繫放工作選擇在台南大學七股校區區內的

半乾養殖池(圖 3-15)。在訓練課程前一天，先於這棲地進行繫放工作，

考量當天人力與天候條件，一共開了 4 張霧網，並於滿潮後一個半小時

後收網(架設情況如 3-16、3-17、3-18)。由於天候狀況不佳，風勢強勁，

加上月亮與鄰近路燈光害的影響，使得活動於本區的水鳥能閃避霧網，

以致成果並不理想，共計捕捉 2 種 6 隻的水鳥，鳥種為黑腹濱鷸和田鷸

（圖 3-19），資料彙整於表 3-1。 

 

鑒於第一晚的捕捉效率不佳，因此，在第二天室內實習課告一段落

後，商請熟悉台江國家公園巡守員陳大哥尚欽帶我們至附近的區域繞

繞，找尋其他合適的地點，在北側發現一區約有一百多隻鷸鴴科水鳥停

棲的棲地，因此，第二晚改至新的棲地，同樣也開了 4 張霧網。雖然第

二晚仍受到風勢的影響，但路燈的影響較低，加上棲地的鳥群數量也較

多，因此捕獲較多的鳥類，共計捕捉 4 種 14 隻水鳥，鳥種為長趾濱

鷸、東方環頸鴴、黑腹濱鷸與鷹斑鷸。 

 

來自澳門的梁華博士也在黑面琵鷺保育學會與黃課長的陪同下，前

來繫放實習的現場參與繫放工作，繫放過程也與我們分享與交流他們在

澳門的經驗(圖 3-20)。 

 

合計期中報告前的兩次繫放，由前兩次的繫放結果來看，共計繫放 5

種 20 隻水鳥，成果並不佳，主要受到天候因素的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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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季後期繫放結果 

 

冬季的下半期選擇在二月份進行，至二月底前共進行三次繫放，

期間同時配合管理處中、大型水鳥的衛星追蹤計畫，針對中大型的雁

鴨、鷺科鳥類研擬捕捉的策略與方法，並且選擇適當的地點來施行。

這三次的繫放工作一次在七股地區的半乾魚塭，另外兩次選在安南區

府安路旁的魚塭區，雖然天候條件尚可，但仍然有其他的因素所影

響，七股半乾魚塭於繫放前幾日的調查發現鳥況還不錯，但到了預定

前往的時間，地主已將魚塭重新翻土，使得棲地環境明顯改變，捕捉

的鳥數也不如預期；鹽水溪旁的府安路邊魚塭，是這一帶許多雁鴨喜

愛停棲與覓食的地點，但雁鴨的生性隱密，一點干擾會立刻驚飛離

開，加上鄰近府安路上路燈所產生的光害，使得所選擇棲地的光害與

人為干擾較大，因此成果並不十分理想。 

 

冬季後期共計捕捉 16 種 31 隻，雖然數量仍舊偏低，但因棲地條

件因素，使得種類數還算不錯，較少捕捉到的種類包含白冠雞、赤頸

鴨、鳳頭潛鴨等等雁鴨科的鳥類(圖 3-21)，其中，赤頸鴨與鳳頭潛鴨皆

為目標鳥種，同時重量也符合上衛星發報器的標準，而繫上了衛星發

報器。鷸鴴科以外的水鳥還包含了夜鷺、栗小鷺、家八哥、紅鳩、珠

頸斑鳩、洋燕等等鳥種，但這兩種鷺科鳥類並不是預設的目標鳥種，

因此，僅於右腳上繫上足旗後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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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過境繫放結果 

 

三月份開始水鳥陸續開始北返，正式進入春過境的高峰期，這段期

間我們除了繫放工作，也同時安排一次對台南大學生態保育社同學的

訓練工作。另安排 5 次的繫放工作地點分別選擇在安南區府安路的魚

塭區、土城城西里一帶的魚塭區、七股台南大學西校區的西側魚塭等

地進行，共計捕捉 17 種 44 隻的鳥類，其中也包含繼續延續上一季協

助管理處捕捉中、大型水鳥的衛星追蹤計畫，成功地捕捉了 3 隻雁鴨

科水鳥(2 隻琵嘴鴨、1 隻赤頸鴨)、與 1 隻鷺科鳥種(蒼鷺)(圖 3-21)，與

上季成果合計共將 4 隻雁鴨科水鳥與 1 隻鷺科水鳥繫上了衛星發報

器，開始追蹤他們的遷徙路線，各資料呈現如表 3-2、圖 3-22。 

 

在 17 種 44 隻的繫放成果中，水鳥均為春季常見的鷸鴴科水鳥，數

量較多的有東方環頸鴴(8)、小青足鷸(8)，其餘數量均在 5 隻以下，較

特別的有 2 隻反嘴鴴(圖 3-23)、3 隻琵嘴鷸、1 隻蒼鷺。尤其是蒼鷺，

在正常情況下，我們所使用的霧網不太容易捕獲這種大型的鷺科水

鳥，這隻是湊巧筆直地撞上網時，頭部已經穿過霧網的網眼，使得他

在掙脫網子之前讓繫放人員有足夠的時間趕到網區進行解鳥的動作，

惟操作過程時時需注意鳥嘴的動態，以免遭到鷺科水鳥啄食動作造成

的傷害。 

 

經由鳥類繫放中心資料庫的查詢，本年度的繫放鳥種中，鳳頭潛

鴨與白冠雞可能是台灣第一筆的繫放資料，而蒼鷺可能是第二筆的標

放紀錄，且帶有衛星發報器來追蹤其遷徙路線，另外，反嘴鴴應為首

度以足旗標放的個體，期待未來能透過野外賞鳥者的觀察，可能繼續

追蹤到其遷徙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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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每次繫放過程所使用的網子數量、開網時間長短與捕捉數量等數

據整理如表 3-3，可以瞭解本年度的繫放努力量與相對之捕捉效率，冬季

由於開網的時間較短，但捕捉到相對較多的數量，因此捕捉效率略高於

春過境期，分別為冬季 0.32 與春季的 0.24。 

 

野外回收資料部分，本年度僅收到一筆來自日本仙台港附近的紅胸

濱鷸，回收的日期是 5月 19日，恰為北返過境期間，可惜未能讀出金屬

環資料，因此無法判定是哪時候繫放的個體，只能由右腳白/藍色足旗判

別為南部繫放的某一隻紅胸濱鷸(圖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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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013-2014 年水鳥繫放結果總表 

季節 
2012-2013* 

先期計畫 

冬季前期 

11 月-12 月 

冬季後期 

11 月-12 月 

春季 

3 月-5 月 
合計 

捕捉次數  2 3 5 10 

鳥種   \  網數  8 13 22 43 

黑腹濱鷸  7 4 4 15 

東方環頸鴴 5 3 2 8 13 

夜鷺   5 4 9 

長趾濱鷸 1 8   8 

小青足鷸 3   8 8 

青足鷸 1  3 1 4 

珠頸斑鳩   3 1 4 

赤足鷸 8   4 4 

家八哥   3  3 

琵嘴鴨    3 3 

栗小鷺 1  2  2 

赤頸鴨   1 1 2 

鷹斑鷸 1 1  1 2 

尖尾濱鷸 7   2 2 

蒙古鴴   1 1 2 

反嘴鴴    2 2 

紅胸濱鷸 2   1 1 

高蹺鴴   1  1 

紅鳩   1  1 

洋燕   1  1 

鳳頭潛鴨   1  1 

翠鳥   1  1 

田鷸  1   1 

紅隼   1  1 

白冠雞   1  1 

蒼鷺    1 1 

田鷸    1 1 

小水鴨    1 1 

磯鷸 9     

金班鴴 6     

小環頸鴴 2     

黃小鷺 2     

紅領瓣足鷸 1     

鳥種數 14 5 16 17 28 

總隻數 49 20 31 44 9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資料取自”台江國家公園及其週緣地區

黑面琵鷺長期數量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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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衛星追蹤個體資料一覽表 

鳥種 
Argos 

ID 
繫放日期 地點 體重 

發報器

重量比

例 

訊號最新(最終)資

料 

鳳頭潛鴨♀ XXX225 2014-02-18 四草 705g 3.12% 台南四草 

赤頸鴨♀ XXX226 2014-02-18 四草 809g 2.72% 日本宮崎南方 

赤頸鴨♂ XXX227 2014-03-15 四草 785g 2.80% 浙江溫州北側 

琵嘴鴨♂ XXX228 2014-03-27 城西里 615g 3.58% 南韓全羅南道西岸 

蒼鷺 XXX229 2014-03-15 四草 1,720g 1.86% 浙江寧波外 

（資料來源：與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合作提供） 

 

 

 

表 3-3、捕捉效率統計表 

 冬季 

11 月-2 月 

春季 

3 月-5 月 

總使用網數(net) 21 22 

總捕捉時間(hr) 47 44 

總捕捉網時(net*hr) 158 182 

捕捉數量(隻數) 51 44 

捕捉效率(隻數/net-hr) 0.3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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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繫放地點：放乾魚塭 

 

 

 

圖 3-16  架網：固定網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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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架網：架完網後，巡視網有無纏繞 

 

 

 

 

圖 3-18  架網：架網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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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繫放鳥種：黑腹濱鷸 

 
 
 

 

圖 3-20  繫放實習：夜間實際操作，澳門梁華博士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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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繫放鳥種：蒼鷺(繫有衛星發報器) 

 

 

圖 3-22  衛星發報器追蹤初步成果 

（資料來源：與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合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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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繫放鳥種：反嘴鴴 

 

 

 

圖 3-24  於日本仙台觀察回收帶有白/藍足旗的紅胸濱鷸 

（資料來源：細谷 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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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討論 

 

檢討本年度執行繫放結果，雖然種類數達 28種，但數量比預期的

少很多，以群聚的鷸鴴科水鳥來說，這樣的繫放成果是偏低的，檢討

主要的因素除了天候影響之外，找尋不到合適的棲地環境來執行繫放

工作是最主要的關鍵，雖然有幾次已發現有合適的半乾魚塭環境，但

待研究團隊欲進行繫放工作時，地主已經進行了翻土的動作，減少了

鳥願意停棲的意願，另外也有遇過架網前的鳥況還不差，在架好網

後，鳥群因干擾離開後，就未再回到原棲地，也是導致數量少的因素

之一。 

 

此外，在執行的過程亦發現，水鳥移動情況與潮水漲退並無明顯

的差異，與過往在四草保護區的核心區繫放的經驗不同，可能目前找

到的棲地環境並不是夜間滿潮後的夜間休息地，未來會增加夜間調查

的頻度，期能獲得更好的結果。 

 

鳥種數多主要是因為嘗試在各種不同的架網地點進行，能捕獲一

些在預期之外的鳥種，而共計有四種雁鴨科與三種鷺科的捕捉是本年

度在新地點嘗試最大的收穫，然而我們發現，持續在同一地點的捕

捉，會提高當地棲息鳥群的警戒，因此，仍應多改變架網地點，來提

高捕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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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鑒於本年度不理想的繫放成果，雖然今年目標主要是希望找到適合

台江地區棲地的繫放環境，因此未先設限在某個地區而改採盡量選擇在

不同的棲地上來做不同的嘗試，顯然還是受到無穩定的棲地環境可執行

的影響，因此，仍建議未來應在台江國家公園地的範圍內，找尋一區可

控制水位的棲地，利用水位的調控，來達到棲地理想的狀態，以便進行

繫放工作的同時，也能一併獲得良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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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江國家公園繫放人員訓練計畫 

目的：台江國家公園位於台灣西南部，是整合黑面琵鷺保護區與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等重要濕

地範圍所成立的國家公園。每年許多南來北返的候鳥會經過國家公園所轄的這些濕地

中，有些族群會選擇能提供食物補充的區域，如曾文溪口黑面琵鷺保護區，四草野生動

物保護區等及鄰近魚塭，灘地或海岸防風林作短暫休息再繼續其遷徙的旅程；有些族群

更會以上述地區作為度冬場域至隔年春季再北返。自 1987 年開始，在台南地區一帶就開

始進行水鳥的繫放工作，至今已超過 20 年的歷史，由繫放資料的累積，目前已經有超過

54 種 5,032 隻次的鳥類個體，歷年來有 11 種 104 隻次回收，並有繫放到澳洲上環的彎嘴

濱鷸、翻石鷸、紅胸濱鷸、日本的小燕鷗等，證明台江國家公園為亞洲遷移性水鳥重要

棲息地。本計畫擬於 10 月進行室內繫放課程，再於計畫的其他月份進行戶外的繫放實習

練習。 

日期：2013 年 11 月 14 日 

地點： (室內課程)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室 

 (野外實習)台江國家公園七股地區、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鄰近魚塭。 

 

◎ 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900 學員報到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室  

0900-0930 台南地區繫放歷史回顧 郭東輝 

0930-1000 台江國家公園棲地環境概況 王昕華 

1000-1100 鳥類繫放概論與介紹 陳尚鴻 

1100-1200 足旗使用、製作與台南地區野外觀察記錄 劉志暉 

1200-1330 Lunch Time & 移地訓練 @ 台南大學七股

校區 

 

1330-1400 室內實習：上環、測量練習 陳尚鴻 

1400-1430 室內實習：填表說明 劉志暉 

1430-1530 戶外架網、收網實際操作與練習 所有講師 

1530-1600 器材準備 所有講師 

1600-1630 前往實習地實地架網 所有講師 

1630-2200 野外繫放實習 所有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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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審查紀錄  

 

「102 年台江國家公園及其週緣地區黑面琵鷺伴生鳥種繫放調查」委託辦理案期末審查會會議紀

錄 

一、審查時間：103 年 06 月 27 日下午 1 時 30 分。 

二、審查地點：本處 2 樓第 2 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楊副處長金臻              記錄：丁敏政 

四、主席致詞：略 

五、廠商簡報：略 

六、委員及與會代表建議： 

 

委員 問題與意見 受託執行團隊回應 

孫委

員元

勳 

1.在報告中有些內容格式是可以調整，比方在訓練課

程，在研究緣起應該把教育訓練放入，以建立繫放

制度。 

2.建立伴生鳥種繫放表格也是目的之一，在報告中的

目錄並未看到，希望能做成適用於台南地區的表

格。 

3.進度說明第 4 項第 2 行的文字，請再加以說明。 

4.第 19 頁第 4 行，不屬於水鳥，應可簡化為陸鳥。 

5.第 23 頁表 3-1，屬先前調查結果請加以標註說明。 

6.衛星繫放的成果請加入。 

7.通常報告書會先討論，再放結論與建議，本報告直

接以討論與建議是較少見的，討論中也可引用一些

文獻及特殊鳥種來進行比較討論。 

1.會與管理處討論，未來斟酌研究

緣起與目標的文字說明。 

 

2.已放在附錄中。 

 

3. 已修正。 

4. 已修正。 

5. 已修正。 

6.已修正或補充相關資料至內文

中。 

7.已將期末簡報中所引用之資料加

入內文中。 

程委

員建

中 

1.期末報告的格式建議依營建署的委託研究格式進行

調整，例如摘要、調查表格如何製作，可以當成附

件。 

2.預期目標中第 2 項的訓練工作，可將教育訓練流

程，包含目標、方法及項目列出。 

3.繫放手冊也可在報告書中呈現，如此可讓報告書更

為完整。 

4.預期目標第 3 項，希望可以將努力量加以呈現，包

含鳥網數量及開網時間。 

5.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需依時間

去完成。 

1.已將執行計畫所使用表格格式附

於附件三四。 

2.相關資料已補充至附錄一。 

 

3.由於繫放手冊頁數繁多，已提供

電子檔方式供管理處參考。 

4.已將繫放努力量整理於表 3-3。 

 

5.已於期限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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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孔

管理

站 

1.希望在成果報告書中能瞭解伴生鳥種的生態與遷移

習性。 

 

1.候鳥遷徙繫放，除了是以衛星方

式，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相當資

料，如以足旗方式，是需要較大

的數量及時間才能有辦法瞭解遷

徙的訊息。 

黃課

長光

瀛 

1.台江國家公園是東亞鳥類遷移的重要驛站，希望透

過這個計畫來做人才培育。 

2.第 23 頁中冬季、春季請將月份加入。 

 

1.謝謝課長的建議。 

 

2.已經資料更新至表 3-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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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繫放調查日誌  

繫放中心管理參考表-1  繫放調查日誌  [台江國家公園繫放計畫] 

No.    . 

地點  填表人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繫放人員： 架網概況： 農曆  

天氣  

潮時  

潮高  

風向  

風速 弱 中 強 

溫度  

溼度  

餐費  

飲料  

使用網數共   張，架網區環境為： 其他  

 繫放鳥種 新繫放 回收 合計 繫放概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計【  】科【  】種【  】隻，新繫放【  】隻，回收【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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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簡式繫放記錄表與各次繫放調查資料 

台灣鳥類繫放中心管理表－6      TaiwanWaderStudyGroup 簡式繫放記錄表     [台江國家公園繫放計畫] 

地 點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方法  記錄  

環 號 R Species Age Sex 嘴長 全頭 跗蹠 翼長 重量 
換羽 

BP% BMI Stage LF Code AI Photo 測量員 備註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W  B         

   
  

                  W  B         

   
  

                  W  B         

   
  

                  W  B         

   
  

                  W  B         

   
  

                  W  B         

   
  

                  W  B         

   
  

                  W  B         

   
  

                  W  B         

   
  

                  W  B         

   
  

                  W  B         

   
  

                  W  B         

共有  頁，本表

為第  頁。 

Age 下欄：ABC(成鳥淡黃羽緣),IMC(內側中覆羽),PC(初級覆羽),PM(初級飛羽換羽),RC(回收),SC(肩羽),UN(未知)。       BMI code  ：0(無),1(少),2(中),3(多)。 

Sex 下欄：BL(嘴長),BP(繁殖羽),PL(羽色),UN(未知)。BP code：0(0),1(<5),2(6-25),3(26-50),4(51-75),5(76-95),6(>95),7(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