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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計畫期間從1994年12月16日開始到1995年6月15日結束，主要探討藍腹鷴的繁

殖習性、食性和天敵，並進行族群量估計。經過五個半月野外調查，共使用281人天的人力，

因期初未捕獲藍腹鷴，無法以無線電追蹤器尋找雉巢，以至於在計畫中只能透過野外觀察點

點滴滴收集資料。

藍腹鷴的打鬥行為早於十二月底即可能發生，氣候可能是一大主因決定繁殖期的開始與結

束，產蛋數大致在四個左右，巢未必完全被遮蔽，但不是難以接近就是隱密性很好，在計畫

期間被發現的築巢地一個在陡坡上，一個在陡坡的上方的緩坡底。五月份可能是雛鳥最佳的

離巢期，一窩蛋全部破殼需二至三天，雛為早成性活動力強，但隨母鳥活動的期間可能超過

六個月。

成鳥的天敵可能以日行性猛禽為主，例如：鳳頭蒼鷹，而夜行性也有攻擊藍腹鷴的可能。藍

腹鷴的食性很廣，取食多種植物的嫩葉，但是在植物性食物中，可能是以果實為主食。夜棲

樹上的行為在本計畫中首次被親眼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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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在1862年英國鳥類學家John Gould為藍腹鷴定名為Lophura swinhoii時，藍腹鷴的分布

範圍可低達接近平地的森林地帶（劉 1989），在1966年被列入ICBP鳥類紅皮書時，雖然在

分布範圍的陳述中仍記載相似的海拔分布，但族群量卻只剩數百隻，因而被歸為瀕臨絕種的

鳥類（IUCN 1966），在1981年的鳥類保育紅皮書，雖然已將藍腹鷴改列為生存受威脅的鳥

類（King 1981），藍腹鷴的族群數量在近年似乎未見顯著增加。

藍腹鷴性安靜且隱密（Severinghaus 1980），從1862年被命名到1976年，將近一百年的期

間，有記載的觀察記錄只有335筆（Severinghaus 1980），由Severinghaus帶領的調查小

組，首次以正式的科學研究揭開藍腹鷴生態的神秘面紗（Severinghaus 1977），1985年玉

山國家公園成立，Severinghaus再度率隊以具體的野外調查數據，將藍腹鷴的生態習性與

行為做詳細探討（謝和劉  1987），使國家公園對藍腹鷴的認識擁有更具體的數字資料，在

謝和劉的計畫後，玉山國家公園妥託歐和張（1988）就藍腹鷴的自然史進行探討，發掘進一

步的藍腹鷴繁殖和食性相關資料。

雖然經過三次的研究調查，已對藍腹鷴的生態習性有相當程度的暸解，藍腹鷴的野外繁殖習

性、族群數量的限制因素和食性仍有許多空白。本計畫自八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開始，至八

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止，針對藍腹鷴的繁殖習性、天敵和食性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以補充以

往研究之不足。



貳、研究方法

一、野外調查

(一)地點和週期

本計畫的研究範圍以玉山國家公園管轄範圍為主，以中部山區適於藍腹鷴生存的棲地為

輔。由於範圍廣闊，特將研究地點分成特定調查點和不定期調查點，以有限人、物力，在計

畫時間內達到最佳調查效率。

1.特定調查點

在本計畫開始的第一個月內，就園區內和鄰近區域先行實地探查，選擇園區相鄰的郡大

林道為特定調查路線，主因郡大林道的望鄉工作站一帶曾被規劃為雉類保留區，是著名的“雉

類的故鄉”。

在郡大林道的固定調查從八十四年元月開始，至四月止，每個月進行兩次，每次停留四

至六天(附表一)。

2.不定期調查

為探路、暸解藍腹鷴在園內的族群數量和各地的繁殖狀況，以及拍攝藍腹鷴繁殖習性、

食性和相關幻燈片，不定期到各個藍腹鷴有出現記錄的地點進行調查、訪問和拍照，地點包

括：楠溪林道、梅蘭林道、鹿谷、烏石坑、沙連巷、八通關古道東埔段、瓦拉米步道、神木

林道、沙里仙溪林道、北東眼山、奧萬大、惠蓀林場、利嘉林道、人倫林道、裡冷林道、埔

里凌霄殿、翠峰和瑞竹(附表一)。

(二)調查方法

1.穿越線調查

在特定調查點調查期間的第一個早晨和最後一個早晨（若調查期間超過四天，另在調查

期間再選擇一個早晨），在日出後，山雀科鳥類開始結群活動的時間，以機車從郡大林道23k

往下騎至12k，沿途機車維持低於每小時20公里的速度，觀察在林道附近出現的藍腹鷴，

記錄其出現地點、環境、天候和藍腹鷴的行為與反應，以做為設定定點觀察和雉巢搜尋的依

據，以及藍腹鷴族群數量估計之基礎。

在不定期調查地點則藉由穿越線調查方式了解該地區藍腹鷴之出沒點與數量。

2.定點調查

在郡大林道15k-17k和19k藍腹鷴出現頻處，設定四固定觀察點，利用現場材料偽裝，



進行定點觀察。在15k-17k偽裝埋伏觀察期間並未發現藍腹鷴，經過三人次九人天之觀察後，

停止進行該處之定點觀察；在19k用芒草搭架的偽裝，於當地生長的鵝兒腸枯黃後，因藍腹

鷴不再該地活動，經過三人次十一人天的觀察後，停止使用。

在不定期調查點，以穿越線調查發現藍腹鷴後，觀察該地可能的藍腹鷴活動，在活動頻

繁處，設立臨時定點觀察點，觀察藍腹鷴整日的活動，以期發現打鬥、求偶或交配行為。

3.植物名錄調查

在藍腹鷴出現較頻繁處，循藍腹鷴活動路跡附近10X10㎡記錄所見植物，以及主要樹種，

以比較藍腹鷴在各地出現的植被環境。

二、訪問

除了工作人員到野外實地調查外，針對人工繁殖和出現地點與計畫相關資訊，以口頭方

式向飼養業者訪問人工繁殖問題和當地人詢問藍腹鷴出現地點以及相關資訊。

另外，當鳥友在賞鳥過程發現藍腹鷴，除請其提供記錄外，進一步訪問目擊者口述當時

詳細狀況。

三、繫放

本計畫的前半部時間以設陷阱捕捉藍腹鷴為主，以期在捕獲的藍腹鷴身上繫帶無線電發

報器，用為繁殖季追蹤母鳥。經過八十三人天之設陷阱捕捉工作，因太接近繁殖季仍無所獲

而中止。

四、雉巢搜尋

由於計畫期間並未捕獲藍腹鷴以繫帶無線電發報器，雉巢搜尋完全以人工方式到藍腹鷴

母鳥出現頻繁處尋找。從養殖戶和獵戶的經驗得知，藍腹鷴母鳥孵蛋時的排遺比平常大，而

文獻中的藍腹鷴常在倒樹、枯木等地面築巢（Severinghaus 1980，謝和劉 1987，和歐和張

1988）。在藍腹鷴母鳥出現地附近，先觀察和尋找不尋常的排遺，再在附近的林內就可能的

倒樹、枯木或樹根地毯式找尋雉巢。



參、結果與討論

一、發現數量與可信度

經過五個半月的野外調查，使用約260人天（表一，附表一），收集有關藍腹鷴的記錄超過

200筆，為求資料可靠，僅採用調查人員親眼目擊且可信度超過80%的記錄，合計161筆，

經研判有充分證據顯示為同一隻鳥的記錄再進一步剔除，以避免高估藍腹鷴的族群量，同一

隻鳥在許多地方或不同時間出現，被記錄到好幾筆，在做全期綜合分析時（如圖二），只採

用其中的乙筆，但在郡大林道的每月統計中，若該鳥在三個月份中被記錄到，則視為三筆不

同的資料。因此，全期分析時使用106筆132隻次的資料（表二），在分析郡大林道上每月

出現狀況時，則使用61筆76隻次的資料（表三）。

二、繁殖習性

在本計畫初期曾設陷阱捕捉藍腹鷴，因技術、時機、樣區選擇和對藍腹鷴的了解未能充分搭

配，雖耗費甚多人力卻未能捕獲任何藍腹鷴，因此只能透過野外觀察來了解藍腹鷴的繁殖習

性，而野外藍腹鷴的觀察記錄一向稀少，在五個半月的野外調查過程中，只觀察到廿四筆成

群活動記錄（表四），其中只有八筆包含幼/亞成鳥，十三筆為成對出現記錄，有兩筆可能只

是覓食過程中聚在一起，而有一筆是二公鳥和一母鳥聚在一起，另有一公鳥在林內大叫並急

著走過林道加入該三鳥。

因為野外觀察記錄太少，只能做個案討論，為求進一步了解藍腹鷴繁殖習性，特再訪問兩位

多年飼養藍腹鷴且曾在飼養期間仔細觀察其行為的業者，將其觀察經驗在此提出討論，以供

將來研究之參考。

（一）野外觀察記錄

83年12月22日一位資深鳥友在楠溪林道12k見一公鳥跑進該處的闊葉林內，不久之後即

聞兩鳥打鬥，在打鬥激烈時可看到從林下層衝飛上林中層的公鳥，打鬥的叫聲大而激烈，過

程歷時超過五分鐘。此項觀察記錄可能是今年藍腹鷴在楠溪林道繁殖季的序曲。

3月26日在郡大林道19k鵝兒腸（Stellaria aquatica Scop.）坪觀察到一母鳥和二公鳥

在一起（表四），另有一公鳥在下面樹林急叫，欲穿越林道上去和該三鳥會合，當時該三鳥

正忙著在鵝兒腸坪上進食，因人員抵達而被嚇走，而林下公鳥曾多次欲走上林道，因調查人

員離其行進路線太近，在下方樹林上下急走數次，最後在調查人員退開之後，才得以順利通

過，進入上方樹林去和另外三鳥會合。若以飼養的經驗來看，該群鳥可能正要進入繁殖期，

在大量進食中，林下的第三隻公鳥可能是要加入爭奪該母鳥的繁殖打鬥。如此，郡大林道的



繁殖期可能比楠溪林道晚，此現象從王立言拍攝影片的記錄中也可發現，影片中的求偶大約

在五月中旬拍到（王立言  私人訪談）。

藍腹鷴的野外求偶行為十分不易觀察到，歐和張（1988）記錄四種方式，其中有一記錄和王

立言於野外拍攝到的行為相似，也和籠中鳥的求偶行為相似，在此略加轉記。飼養業者稱此

求偶行為叫“印第安求偶舞”，因公鳥就像北美印第安人跳舞一樣，傾上身向前並快速在母

鳥周圍繞圈，靠近母鳥的翅膀低垂，向外的翅膀則高舉，漲紅肉冠的公鳥還不時發出求偶的

叫聲。母鳥通常只是自顧邊走邊覓食，並不十分理會公鳥。

巢位的選擇以避敵和防雨水為主，計畫期間王立言為拍攝藍腹鷴影片，在84年4月5日捕

獲乙隻藍腹鷴母鳥，將其配帶無線電發報器後釋放並追蹤，進而尋獲雉巢並觀察至雛鳥離巢。

該巢有四個蛋，位於海拔約2100公尺大於60度的陡坡上，巢築在陡坡上的一凹入小平台中，

平台呈狹長型約26cm深45cm闊，巢深約比平台深稍小，呈淺圓盤狀，直徑約25cm，巢內

以周遭的枯枝葉舖成，有些母鳥的腹羽，巢上方長滿以懸鉤子為主的灌叢，下方植被較上方

少，稀疏的懸鉤子垂過朝西的平台開口，前方約170cm 處有棵赤楊胸高徑約35cm，附近原

為二葉松造林地，演替後以台灣赤楊為優勢樹種。王等人透過錄音機和現場觀察發現四枚蛋

分兩天孵出雛鳥，雛鳥在四隻皆孵化後，才隨母鳥從巢上方陡坡離巢。離巢一個月後母鳥的

活動仍可藉追蹤器測得。

5月9日在梅蘭林道15k附近發現另一雉巢，當筆者接獲通知趕往觀察時，雛鳥已離巢。該

巢位於一大於50度的陡坡上方，連接一約20度緩坡的底部，朝口向南偏西，位於約150cm

高的台灣杉基部，巢材以芒草為外部結構，呈淺凹狀，內部直徑約26cm，外部直徑約38cm，

巢厚約10cm，巢內舖以少許枯葉和羽毛，為密芒草所遮蔽，上方無大樹，附近緩坡為台灣

杉新造林地，下方陡坡即山溝之北側，以次生陽性闊葉林為主。巢蛋由當地除草工人在為該

造林地除草時，因割草機接近雉巢驚出母鳥而發現，發現當時有四枚蛋，已見一蛋有破痕，

隔天（5月10日）看到二雛孵出，第三天（5月11日）雛鳥全部離巢隨母鳥往山溝走掉，

蛋殼留巢中。因除草工作去除該巢的蔽護物，於5月12日由玉管處人員將該巢採集，存於

水里玉管處。

在計畫期間因除草工作而發現的雉巢有三處，兩處的雉蛋在發現之後被取走食用，其中一處

是四月中旬在梅蘭林道接近梅蘭鞍部附近發現，有五個蛋，另一處是5月8日在藤枝發現，

有五個蛋。五月底前的楠溪林道曾見五群雛鳥（表五），牠們的孵化期大致相同，是在四月

中下旬連續幾週晴天後的五月初第一週內。綜合訪問和野外觀察的結果，計畫期間所詢得藍

腹鷴產蛋數介於2-5枚，以4-5枚居多(表五) 。整巢雛鳥全部破殼需2-3天。先出殼的雛

鳥仍和母鳥留在巢內，等所有巢蛋皆孵化後才由母鳥帶領離巢覓食。藍腹鷴雛鳥為早成性，

破殼後不久的雛鳥即具甚強的活動力，會走、會跑、會跳、還會飛，利用跳飛方式可一次躍

高達100cm（韓源  私人訪談）。離巢後的幼鳥跟隨著母鳥一起活動，學習生存技巧，時間

可能長達六個月以上。野外記錄顯示，和母鳥同大的亞成鳥仍會和母鳥一起活動(表四)，若



以七月底為藍腹鷴繁殖季結束，則該亞成鳥應有近六個月的年齡。

藍腹鷴大部份夜棲樹上（見第18頁"夜棲"乙節），剛離巢幾天的雛鳥可能無法跳飛到足夠高

的樹上，而和母鳥夜棲在安全的近地處。帝雉雛鳥孵化一週內仍有回巢夜棲的記錄（姚正得

私人訪談），若築巢地隱密性夠高，對跳飛能力尚弱的雛鳥而言，應當不失為一良好之夜棲

地。無論如何，大約一個月大的雛鳥已可和母鳥一同上樹夜棲（見第18頁"夜棲"乙節）。

（二）飼養記錄

籠中藍腹鷴在立春後不久就會有下蛋繁殖的行為，母鳥開始下蛋前食量會變大，公鳥在進入

繁殖期前也會進食較多，但在繁殖期則大部份時間花在打鬥或交配，比母鳥食量少很多。籠

中的公鳥一個繁殖季會和二至三隻母鳥交配，並建立其領域，打鬥落敗的公鳥通常鬱鬱寡歡，

甚至無疾而終。母鳥每二至三天下一個蛋，若將蛋拾走，母鳥會持續下蛋，直到巢中蛋數到

達某一數目後才會開始孵，曾有一母鳥在一個繁殖季內，因蛋不斷被拾走，持續產蛋超過五

十個。孵蛋天數視氣候而定，介於25－28天，孵蛋期母鳥活動減少，只會在晨昏離巢作短

暫的覓食工作，因多數時間在巢中孵蛋，離巢的第一件事是排洩，此時期的排遺體積較大。

雛鳥分二至三天孵出，先孵化的雛鳥會先離巢或會成長較快而先行獨立，雛鳥約三週後會換

完絨毛成為亞成鳥，六個月後才再換一次羽毛。繁殖季結束時，公母鳥會開始換羽，尤其是

公鳥的白色尾羽會脫落，更換新羽為下一個繁殖季準備。當天候正常時，五月就會結束繁殖

期，若雨期較長，繁殖會延後，通常在梅雨季會中斷繁殖行為。

三、食性

     

藍腹鷴的食性相當廣，歐和張(1988)列出21種植物性和9種動物性食物，在本計畫期間另

外發現六種植物被藍腹鷴啄食（表六），另外曾在一排遺中發現有甲蟲的肢體，在這些食物

中，似乎有主副食之別。由於缺乏直接的動物性食物野外觀察記錄，在此僅就植物性食物討

論。

平常藍腹鷴是邊走邊找邊啄食，一些植物的嫩葉在藍腹鷴通過時會被啄，但是藍腹鷴對於這

些隨地而生的嫩葉通常只是輕啄一口，並不會多加啄食，雖然如此，並不是所有的嫩葉都會

被啄食，在郡大林道附近的樹林內長有許多不同種的耳蕨，這些耳蕨常分布在藍腹鷴慣常行

走的路徑上，其中只有某些種會被啄食，這些被啄食的耳蕨雖然沿藍腹鷴的路徑皆可發現，

但並不是每株會被啄食，因此，藍腹鷴可能是將特定對象逢機式啄食，而這一類食物可劃為

藍腹鷴的副食，它們的特性是分布廣，隨處可見，主要被取食部位為葉肉，能提供的能量有

限。

藍腹鷴的主食應該是一些植物的果實，它們提供藍腹鷴較高的能量，在調查期間曾發現藍腹

鷴將整顆森氏櫟（Cyclobalanopsis morii Hay.）的果實吞食，亦曾發現藍腹鷴在某一樹林

內活動，啄食該林內伏牛花（Damnacanthus indicus Gaertn.）的紅熟肉質果實，但當紅色



果實掉落後不久就很少看到藍腹鷴在該樹林內活動。另外從樹林內藍腹鷴的路徑和排遺也可

間接判斷藍腹鷴在該林內的活動，在郡大林道16k附近的樹林內，元月份發現許多路徑，路

跡上留有許多藍腹鷴排遺，其中有一處特別集中，經由江丁祥協助判斷，該地應是藍腹鷴夜

棲處，（樹上亦可見白色排遺），附近有長尾柯（Castanopsis carlesii Hemsl.）生長，據

保育課江丁祥的經驗，長尾柯的果實為藍腹鷴的重要食物，而當時結果期已過，該處又見外

表已被分解的排遺，路跡亦顯陳舊，曾試圖在該處設陷阱捕鳥，皆落空。

從藍腹鷴主食的分布與物候期可推測藍腹鷴的出沒地點。另一具體的野外觀察是在郡大林道

19k的鵝兒腸坪，從3月21日到3月28日8天期間記錄到11筆資料，目擊11隻次，聽到

5隻次，最多的時候同時有四隻（三公一母）藍腹鷴在附近活動，於附近架設偽裝觀察，在

4月3日到4月7日期間又記錄到5筆5隻次，這時鵝兒腸坪內已被踏出明顯路跡，有些許

部位因被踩踏過份頻繁已呈黃色，到4月中旬天氣轉晴後仍可在該區發現藍腹鷴兩三天前的

排遺和啄痕，但許多鵝兒腸已被踩黃，5月10日，該區75%以上的鵝兒腸枯黃，附近火炭母

草上藍腹鷴走的路徑已長滿，未再發現藍腹鷴在當地出沒。鵝兒腸的花期從初春到夏季（許

和邱  1980），4月中旬的鵝兒腸坪尚有開花結果的鵝兒腸，5月10日則已無花開，只剩些

許小株仍垂吊著枯黃的果實，這區鵝兒腸開花結果適逢陰雨天數較多，水份多使鵝兒腸長得

茂盛，配合陰雨與濃霧使藍腹鷴幾無忌憚頻頻出現在該地覓食。值得一提的是常在當地發現

一母鳥覓食並留下體積龐大的排遺，經採集乾燥後，發現體積變化甚大，超過五倍，由養殖

的經驗得知，藍腹鷴繁殖期會進食較平常多量的食物，尤其母鳥在下蛋，孵蛋期的體重，比

平常重很多，藉此推測該母鳥可能正在進入繁殖期，雖然多次進入附近樹林搜尋雉巢，郤只

發現許多行走的路徑和排遺，未能進一步發現雉巢。而此種頻繁在一食物源出現的現象，卻

和以往的研究結果有出入（歐和張  1988）。

從藍腹鷴隨主食之物候期而移棲的習性來看，欲對藍腹鷴加強保育，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其食

性與棲息行為，雖然已知多種藍腹鷴取食的食物，但是何者為其真正關鍵食物，藍腹鷴如何

遊走四方取得足夠的能量，如何搭配食物的物候期選擇其棲地，在保護藍腹鷴免於狩獵壓力

的同時，明確掌握其食性可使棲地保護的工作有明確的目標，以落實藍腹鷴的保育工作。

     

四、天敵與自衛

計畫期間所穫得藍腹鷴被動物獵食的記錄有兩筆，一位鳥友在中橫沙連巷目擊一隻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吃食一隻母鳥，時間是下午四點多，天氣為陰天，在林道上發

現該母鳥胸肉和1/3頭部被食，屍體現存自然科學博物館，另一筆記錄為工作人員在調查過

程中目擊，一隻猛禽在樹上啄食具黑白色羽毛如藍腹鷴公鳥之尾羽的鳥屍，隔天到該樹附近

發現一根半截的藍腹鷴公鳥白色尾羽，當天下雨，下午一點多發現猛禽進食時雨停。

除了日行性猛禽外，從訪談中得知夜行性猛禽像灰林鴞（Strix aluco）或褐林鴞（Strix



leptogrammica）也會捕食藍腹鷴，鴟鴞科猛禽可能以捕食雛或幼鳥為主。由於藍腹鷴巢棲

地附近曾見蛇類活動，巢蛋有可能為蛇進食，從養殖戶獲得的資訊是白鼻心也有吃蛋類的習

性，可能進食藍腹鷴的巢蛋。

陰雨天或溫度較低的時間(晨、昏)是鷲鷹科猛禽活動力較弱的時候，由於林道上空遮蔽較少，

若藍腹鷴欲於林道上覓食，必得考慮安全性較高的晨昏或陰雨天，藉不良的光線來遮掩其亮

麗的羽衣；當雨勢過大，林道上就沒有密林內來得避雨，因此在大雨中沒有藍腹鷴出現的記

錄（謝和劉  1987），但當雨停時，又很容易在林道上發現藍腹鷴，除了可能在雨停時林道

上會有藍腹鷴的食物外，雨停時樹林內仍繼續滴水，尤其是午後的雷陣雨，雨停後留在葉上

的雨水才開使滴到地面，對藍腹鷴來說，猛禽也淋濕，氣溫又低，光線又不良，到林道上既

安全又免得滴濕，這個例子在林道上的掩蔽帳觀察時十分容易看到，大雨未下前藍腹鷴就已

預知要下雨而先行入林躲避，雨停不到五分鐘就可看到藍腹鷴出來林道覓食。

除了晨昏，陰雨天光線不良的時刻外，偶而還是可以在大晴天看到藍腹鷴在林道上活動，這

種機會的發生主要是當時該鳥正要穿越林道，由於林道會貫穿藍腹鷴活動的闊葉林區，上上

下下兩邊樹林是十分正常的行為，這可從藍腹鷴出現林道的特定出入口看出來，在林道貫穿

藍腹鷴活動的樹林地帶，常可在林道兩側發現成對的出入口，藍腹鷴即藉由此進出林道。調

查期間曾在林道上，一段峭壁下遇見兩隻幼鳥一起活動，當二幼鳥發現人車接近時掉頭就走，

因離出入口有一段距離，調查員騎機車尾隨該二鳥行進約20m至峭壁的缺口，兩鳥才從特定

的出入口循跡走入峭壁上樹林內。另一紀錄是有一母鳥從一特定的出入口走下來，尚未抵林

道的半途發現人車，急忙調頭循原路上去，並和已爬到半途的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 roberti）爭先使用該特定出入口進入樹林。

雛鳥在巢中即學會躲藏在母鳥羽翼下，離巢活動時，稍遇異樣立即躲入母鳥翼下(養殖戶經

驗)，在野外觀察兩隻約一個月大的幼鳥發現，幼鳥通常不會慢步直接走入林道，從出入口

出現後，立即連滾帶跑摔入林道旁草叢，等母鳥抵達林道後才從草叢中小心走到母鳥身旁一

起覓食，稍有動靜，拔腿就跑，不一定循原來出入口回樹林，常是走較快的捷徑，甚至飛跳

入林，母鳥則尾隨追上，一起帶入樹林內躲避。另一筆防衛記錄是藍腹鷴啄逐赤腹松鼠，赤

腹松鼠和藍腹鷴會在林道上一起覓食，但是當松鼠太靠近藍腹鷴幼鳥時，母鳥就會將松鼠驅

離，目擊的記錄是母鳥用力啄擊松鼠尾基部，被啄的松鼠從林道上一下跳到旁邊的樹幹上，

不敢再下來。

五、夜棲

大多數雉類夜間皆棲息於樹上（Johnsguard  1988），藍腹鷴的近親白鷴還會有在樹上成群

夜棲的習性（盧和張  1993），對於藍腹鷴的夜棲，文獻上所記載的皆為間接觀察記錄

（Severinghaus  1980，謝和劉 1987），計畫期間工作人員曾目睹一母鳥上樹夜棲，於當夜



並尋獲一母鳥與二幼鳥在同一處樹上棲息。

84年5月30日傍晚筆者結束拍照工作正在掩蔽帳內觀察一母鳥於陣雨結束後又出來在林道

上覓食，17:34該鳥突然警覺有異樣，張望一下後沿林道走一段遠離掩蔽帳後，從慣常進出

樹林的缺口走上坡進入樹林內，17:42在坡上樹林內傳來藍腹鷴“kuo、kuo”叫聲，偶而雜

有“gu--”的叫聲，此時另一工作人員在該鳥下方林道上，在17:44叫聲停止時見一母鳥飛

上樹後，開始往高處枝椏移動，在跳換數個樹枝後沒入樹頂層枝葉中，無法觀察，過程中該

員目睹附近另一母鳥已棲息在樹上。當天下午間斷有陣雨，筆者因光線不夠（ASA1600，光

圈2.8，<1/15秒），無法拍照而放棄拍攝在林道上覓食的母鳥。

當晚00:47在該林內尋穫一母鳥和二幼鳥一起棲息在距地約8.5米的枝椏上，母鳥在接近樹

幹的方向，二幼鳥傍在母鳥上方，體型約母鳥1/3大。枝椏方向朝西，母鳥身體方向為南北

向，頭朝下，母鳥右側第一隻幼鳥朝南，第二隻幼鳥朝北。在觀察過程母鳥頭會朝前舉起並

約略移動身體，第一隻幼鳥在凌晨則已移至母鳥腹下。

5月31日04:30以後山鳥開始鳴叫，五點前天空已現藍，樹上藍腹鷴仍在睡眠狀態，05:05

母鳥先飛下地面後發出兩聲怪叫，樹上二幼鳥整理一下羽毛，在05:07第一隻先飛下地面，

約10秒後第二隻幼鳥先跳下約1m，在另一樹枝上停一下才飛下地面，兩幼鳥落地部位相近，

卻和母鳥落地部位距離約10m，幼鳥落地後不久聽到小雞似的叫聲。5月30日的日沒時間為

十八時三十九分，5月31日的日出時間為五時四分，整晚有山崩聲，下半夜天氣晴朗至隔

天下午。

目擊到的母鳥和二幼鳥停棲在一棵胸高徑約25cm的狹葉高山櫟（Cyclobalabopsis

stenophylloides Hay.）上，樹高約10.5m，棲枝高約8.5m，枝條的直徑約為母鳥跗蹠直徑

的兩倍，底下露空，上方有單薄但濃密的枝葉，攀附著胡頹子和獼猴桃的藤蔓。附近是以狹

葉高山櫟和森氏櫟等殼斗科大樹為主之闊葉樹林，地面鋪滿落葉卻無地表植被，下層植物以

伏牛花（Damnacanthus indicus Gaertn.）和珠砂根（Ardisia crenata Sims.）為主。

鳥類夜棲和清晨開始活動的時間由許多因素決定，而以光線強度影響最大（Welty and

Baptista 1988），藍腹鷴的上樹夜棲和下樹活動時間似乎受光度和天候影響很大，計劃期間

在林道上最早看到藍腹鷴的時間是在5月15日的05:29，當天日出時間是05:11，最晚的時

間是在5月26日的18:21，當天日沒時間是18:36，比日出晚較日沒早，兩天都是晴天，目

擊的下樹時間則在日出附近。如果天氣晴朗，藍腹鷴上下樹時間可能是靠近日出沒時間，當

天候不佳時，可能會提早上樹（如 5月30日之目擊）或延緩下樹，此時光度可能成為主要

決定因素，而光度值可能是天氣晴朗時日出沒時分之光度值。

藍腹鷴夜棲樹上的非目擊證據是利用無線電發報器追蹤，台灣省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的低海拔

試驗站在三月底捕獲一母鳥一亞成公鳥，並將之配帶無線電發報器，筆者曾利用夜間追蹤該

二鳥，雖然從追蹤器上得之該二鳥所停棲之大樹，因停棲樹枝葉太濃厚，無法目擊該二鳥停



棲。比較四筆夜棲情形發現，一般可獨立生活的藍腹鷴會棲習在濃密的樹冠叢中，不易由下

方觀察，母鳥帶幼鳥時因幼鳥跳飛能力有限（或跳飛的控制能力較差），只能夜棲在容易攀

上的枝椏。

六、族群分布與數量估計

在郡大林道的藍腹鷴主要集中在16k和19k附近（圖一），14k以下的林道附近可能因1994

年的除草工作，林下層空曠，無法提供良好的掩蔽，只記錄到三隻次（不含林務局人員的目

繫記錄），除草前12k附近曾有一群藍腹鷴（王立言  私人訪談），雖然為穿越線的終點，卻

只有二隻次的記錄，而在6-7k之間仍有較濃密的闊葉樹林，因此仍可見到藍腹鷴（圖一）。

在調查期間郡大林道上的藍腹鷴出現地最高海拔為2160m，數年前在海拔2330m的望鄉工作

站仍可見藍腹鷴出沒，自從工作站養狗後，藍腹鷴就不再在工作站附近出現。

經過將近五個月在郡大林道的固定調查，總共獲得61筆76隻次的目擊資料，除了四月在19k

的記錄，因無法判斷是否為同一隻鳥，並未剔除外，其餘皆經研判除掉當次調查中重複鳥隻

的記錄，其中以元月份記錄到27隻次最多，主因當月曾有大批人力在該地，加上有在一次

的穿越線調查中記錄到8隻次不同藍腹鷴的記錄，但是從元月到四月的效率十分相近（表

三），因為調查時間大多選擇藍腹鷴出沒頻繁的時段。郡大林道上的藍腹鷴公母性別比約為

1.2比1，公鳥在三月份被觀察到的記錄最多，母鳥主要的觀察記錄發生在元月份（表三）。

有三隻次的小型公鳥，體型約為大型的四分之三，羽色完整有長的白色尾羽，是否為不同型

（亞種？）或是因成長過程的體型變化，有待進一步研究。在計畫間期，除了元月份曾觀察

到和母鳥一起活動、體型和母鳥同大的幼鳥外，其他月份並未發現幼鳥。

雖然在五個多月的調查中記錄到76隻次，將可能重複的隻次剔除後，會到22k以降的郡大

林道附近活動的藍腹鷴數量可能只有35隻左右，而在19k支線1.5k到2.5k海拔約2100m

附近，另可發現約7隻藍腹鷴，因此約有42隻藍腹鷴在郡大林道附近活動。

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楠溪林道和南安－瓦拉米步道為不定期查路線，南安－瓦拉米步道一

線在為期三天的調查中發現三隻次的藍腹鷴，其中二筆重複性十分高合併成一筆，當地步道

附近多為造林地或造林失敗後的次生林，蔽護性較差，藍腹鷴比較常在5k、8k、11k、和12.5k

出現（訪談記錄），步道沿線附近可觀察到的藍腹鷴族群量較少，可能少於20隻。

楠溪林道常因雨坍方，但每年林務局在愛玉子採收季前會清除坍方，以利愛玉子採收。本計

畫第一趟探路時，林道因坍方而不通，從8.5k以後鳥況甚佳，曾見成群白頭鶇在草蔓叢生

的林道兩旁穿梭，當時正遇上林務局派員清理林道，準備採收愛玉子，預期在愛玉子採收期

會產生甚大干擾影響野外調查，因而放棄以楠溪林道為定期調查樣區，但從五次不定期調查

工作中發現該林道沿線多處可見藍腹鷴（圖一），是目前國家公園範圍內最容易到達且觀察

到藍腹鷴的地區，今年四月底和五月初曾在該林道18k以上往塔塔加一路觀察到四群母鳥帶



剛離巢不久的雛鳥（表四），五月底又在18k發現另一群約一個月大的雛鳥和母鳥一起活動。

楠溪林道沿線18k到8k之間應有超過20隻的藍腹鷴，沿途動物景觀十分豐富（附表三），

十二月的不定期調查曾在18k附近發現一黑熊，山羌數量雖不及南安－瓦拉米步道，卻是沿

線最常見的大型哺乳動物，山羊、水鹿亦可在林道上發現，但是沿線仍有許多狩獵痕跡，在

三月下旬的不定期調查期間即發現許多繩套陷阱，經報請國家公園警察隊處理後，於四月初

仍由保育課江丁祥尋獲大量盜獵用的繩套。

雖然不定期調查只到梅蘭林道兩次，卻在三天內獲得八筆記錄（不含三筆聲音記錄），這些

記錄主要是在晨昏和陰雨天獲得，牠們主要在兩個地點出現（圖一），其中兩筆十分接近日

出時間，若以日出為藍腹鷴下樹活動時間，則該二鳥夜棲地離林道只有大約20分鐘的腳程，

另有二鳥在18:10以後才出現在林道上，若以日沒為其上樹夜棲時間，則該二鳥夜棲地離林

道不到20分鐘腳程。雖然在陰雨天中午仍發現乙公鳥在林道上覓食，因梅蘭林道大部份透

空，天晴時只能在極早或極晚時分才能發現藍腹鷴。由於抽樣數太少無法估算族群量，但從

林內藍腹鷴路跡判斷，梅蘭林道15k和16.4k附近有相當頻繁的藍腹鷴活動。

1987年在玉山國家公園境內的藍腹鷴族群量估計超過3600隻（謝和劉  1987），當時係不

分林相且考慮1000m以下區域無藍腹鷴，但因藍腹鷴以生存在闊葉林為主（謝和劉  1987），

該估算不考慮林相別可能高估藍腹鷴數量，而假設1000m以下區域無藍腹鷴則會低估藍腹鷴

的數量，因南安－瓦拉米一帶的海拔低於1000m處仍有藍腹鷴的族群，而在本計畫所進行的

園區外不定期調查亦發現許多藍腹鷴族群生存在海拔1000m以下山區（圖二）。雖然謝和劉

（1987）在八通關古道東埔段海拔介於1000m－1500m觀察到藍腹鷴數量甚少，在本計畫中

也發現相似的現象（圖二），但這可能因為樣區內的環境使然，加上園區內的海拔介於1000m

－1500m的山區多為交通不便地區，不易抽取樣本，這種區域面積大於17,000公頃，若以

海拔分布來看，藍腹鷴會出現在低於1000m海拔的地區，也會出現在高於1500m海拔的地區，

海拔介於1000m－1500m的山區理應也會有藍腹鷴生存，而其分布上限會受海拔高度影響外，

在分布上限以下地區受林相限制要比受高度限制大。雖然早期藍腹鷴的分布曾達接近平地的

森林地帶（劉 1989），近年因山坡地的開發造成大量的人為干擾，海拔500m以下的山區已

無藍腹鷴的蹤跡。因此假設藍腹鷴在垂直方向的分布是均勻由500m直到2500m，但只存在

有闊葉樹的森林中，依此再配合每隻藍腹鷴所需的單位活動面積來估算其族群量。

在玉山國家公園內海拔高度低於2500m含闊葉樹林的國有林面積有27,811公頃（林務局資

料），加上台大實驗林區內所含約3,000公頃闊葉林，合計約有30,811公頃可供藍腹鷴棲息，

若以每隻藍腹鷴需要5.5公頃活動面積估算（謝和劉  1987），國家公園內會有5,602隻藍

腹鷴，以每隻僅需3.06公頃較寬鬆的估算（謝和劉  1987），則會有超過一萬隻的藍腹鷴生

存在玉山國家公園內，這些數值要比1987年的估計要高。

本計畫期間內曾就配帶無線電發報器的母鳥進行一整天的追蹤，每小時偵測母鳥的位置乙



次，從04:30開始到19:30結束，使用兩部接收器在相距500m的林道上同時偵測母鳥位置

的方向，再用兩個角度的延長線交叉點決定母鳥在圖上的位置。從圖上量到的偵測點位置和

母鳥的距離平均約為800m，母鳥的活動受地形與林相限制，只在山頭的西坡一帶（圖三），

活動範圍呈狹長型，幾乎是在一個帶狀的等高線上，最長的活動距離在一公里以內，此帶狀

面積約25公頃，若沒有損失，該母鳥應仍帶四幼鳥在活動，假設四幼鳥只需乙隻成鳥的活

動範圍，該母鳥附近另有一公鳥在活動，則在這25公頃的範圍內相當於有三隻成鳥在活動，

如此，國家公園內會有約3,700隻藍腹鷴。若考慮幼鳥長成之後並不擴散，則藍腹鷴在國家

公園內的數量可高達7,400隻，但是並非所有含闊葉樹的森林皆適合藍腹鷴生存，林層遮蔽

度太低的區域、缺乏食物的樹林、和藍腹鷴本身逐水草而居的習性與繁殖期的打鬥，皆限制

藍腹鷴的族群量，再加上盜獵，生存在玉山國家公園內的藍腹鷴數量應該是少於3,700隻。

林務局所轄海拔高度介於500m到2500m的國有林中，天然的闊葉林、針闊混交林和竹、針、

闊混交林的面積約為678,581公頃，人工的闊葉林、針闊混交林和竹、針、闊混交林的面積

約為88,376公頃，假設每三隻藍腹鷴需25公頃活動面積和人工林內只有一半面積可提供藍

腹鷴活動，全台灣的國有林內估計可養育86,732隻藍腹鷴，但是因為盜獵和人為干擾，即

使再加上一些實驗林區，全世界的藍腹鷴數量應該不會超過四萬隻。



肆、其他動植物

研究期間在各林道所見鳥類有104種（附表二），大型哺乳動物有8種（附表三），樣區中植

物種類超過200種（附表四）。



伍、建議事項

一、管制狩獵

雖然藍腹鷴為瀕臨絕種鳥類，盜獵情況仍舊常見，盜獵者分兩大類：一類為食用，一類為販

售。食用藍腹鷴的盜獵者以原住民為主，由訪問得知，非原住民認為藍腹鷴肉質韌而老，多

止於乙次嚐食，而原住民則認為藍腹鷴的肉質十分適合當下酒菜；為販售的盜獵者以非原住

民較多，被獵捕的藍腹鷴主要被製作成標本以供私人收藏，此舉多為地下交易行為，不易查

獲。為免盜獵，除須嚴加取締並加強巡邏外，對進食者以勸導為主，輔導原住民改變吃食習

慣是一個治根的辦法；對販售者宜多加宣傳，“看擺飾不如到野外看活的”的觀念，勸導其

加入自然保育的行列。

二、減少人為干擾

林道雖不是藍腹鷴主要覓食場所，但是藍腹鷴經常使用林道附近的樹林邊緣，林道上人車來

往頻繁，不止騷擾到藍腹鷴的活動，更促使藍腹鷴遠離林道。本計畫執行期間在郡大林道的

觀察過程，常因林道上的往來人車而中斷，若欲使藍腹鷴成為容易觀察得到的鳥種，林道上

的人為活動要嚴加管制。另一項干擾因素為除草工作，除草過後的樹林找不到藍腹鷴，就像

郡大林道所面臨的情況，雖然過些時光，藍腹鷴會再回到重新生長植被的樹林中，但是，當

藍腹鷴棲地面積因除草而減少時，牠們是否縮小棲息範圍，緊密的生活在未被除草的樹林裡，

或是會發生食物不足導致打鬥死亡的事件增加。因此，在進行除草工作之前，有必要先掌握

藍腹鷴的活動範圍、棲地要求以及是否有足夠的食物提供藍腹鷴密集地生存。近年國內旅遊

風氣興盛，許多森林遊樂區應運而生，除因開發遊樂區與道路造成藍腹鷴棲地受破壞外，人

潮湧入山區對藍腹鷴造成的干擾，亦使藍腹鷴的生存受到莫大的壓力，因此，管制人員在藍

腹鷴的棲地進出或活動，將有益於藍腹鷴族群的保育。

三、透過各遊客中心定期調查族群量

玉管處的三個遊客中心分別位於園區的東﹑南﹑西三部位入口，各別擁有相當豐富的動植物

資源，為增加解說宣傳教材內容，同時有效掌握附近的動植物資源，定期派員沿林／步道調

查並彙整動植物資源資料，對國家公園有相當程度的貢獻，往往可形成“小兵立大功”的作

用，在現有的人力運用上發揮最大的功效。

四、在楠溪林道成立長期觀察研究站

在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交通方便、資源豐富的地區就屬楠溪林道，尤其是楠溪工作站至18K

一帶，今年雛鳥群的記錄就有五處，十分適合在該區設立長期觀察的研究站，並在樹林內架



設長久性的偽裝設備，供長期的追蹤觀察，以利研究藍腹鷴的生物、生態與行為。

五、持續進行研究工作

研究成果必須經年累積，包括本計畫在內，對藍腹鷴的研究工作有四次，其中只有兩次相連

在一起，雖然各次皆有相當重要的成果，但因時間中斷且執行人不同，成果不易連貫，有必

要做一個長期的統合計畫，一方面可深入了解藍腹鷴的生態，另一方面發揮研究成果的功效，

確實達到保育藍腹鷴的目的。

         

六、協助成立藍腹鷴保護區

玉山國家公園園區之外適合藍腹鷴生存的棲地比園區內多了許多，但是往往遭受嚴重的破

壞，一些原本是人鳥共存的農作區，在為經濟而開發的壓力下，有部份改種植高經濟作物，

有部份澈底改變為建地，使得藍腹鷴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若在當地設置保護區，改開發為

觀光旅遊，以不影響原有農作方式下，一方面設法增加藍腹鷴族群量，使“觀賞藍腹鷴”成

為一種很方便休閒活動，另一方面將觀光的收入回饋鄉民，改善生活條件，使得保育工作與

生活層次的提昇相輔相成。

七、結合林務局與農林廳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共同進行保育工作

林務局掌管大部份藍腹鷴棲地所在的國有林，可由玉管處提供技術，結合林務局管理系統，

在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成立一個藍腹鷴保育研究技術中心，隨時提供各地林務單位適當的保育

指導，以期藍腹鷴的世代綿延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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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藍腹鷴繁殖習性調查每月人力分配, 1995

月份 探路 固定調查 繫放 找巢 不定期調查拍照 其他 月合計

十二月 15 15

元月 10 10 37 57

二月 4 9 34 2 2 51

三月 12 8 10 8 38

四月 2 6 26 24 1 59

五月 3 21 20 17 1 62

六月 16 16

合計 43 36 71 59 54 17 18 298

表二  藍腹鷴每月出現隻次, 1995

月份 公(大) 公(小)母 幼 合計

十二月 0 0 1 0 2

元月 10 2 11 3 30

二月 5 0 6 0 12

三月 16 3 8 1 28

四月 16 0 10 1 28

五月 14 2 11 4 32

合計 61 7 47 9 132



表三     郡大林道藍腹鷴出現隻次與觀察效率, 1995

月份 公

(大)

公(小) 母 幼 月隻次 組次 效率

十二月 0 0 2 0 2 4 0.5

元月 8 1 12 3 24 12 2

二月 7 0 8 0 15 7 2.14

三月 12 2 6 0 20 10 2

四月 8 0 4 0 12 6 2

五月 2 0 1 0 3 2 1.5

合計 37 3 33 3 76 41 1.85(平均)



表四     藍腹鷴成群活動記錄, 1995

日期 成群活動數量 幼鳥大小 主要行為

1/12 ♀+♂ ♀逃逸♂警戒和振翅

1/19 ♀+♂ ♀覓食♂警戒

1/19 3♀(Juv?) 覓食

1/26 ♀+♂ 覓食和逃逸

1/27 ♀+Juv 同♀ 覓食和逃逸

1/28 ♂+2Juv 3/4♂ 覓食和逃逸

1/28 ♀+♂ 覓食*

2/5 ♀+♂ 覓食和逃逸*

2/9 ♀+♂ 覓食

3/25 ♀+♂ 覓食

3/26 ♀+2♂ 逃逸

4/2 ♀+Juv 同♀ 覓食

4/24 ♀+♂ 逃逸

4/30 ♀+♂ 覓食

5/23 ♀+♂ 覓食和逃逸

5/23 ♂+Juv 同♂ 覓食和玩鬥

5/26 2♀+♂+2Juv1/3♀ 覓食**

5/27 ♀+♂ 覓食**

5/28 ♀+♂ 逃逸***

5/30 ♀+♂ 逃逸***

5/30 2♀+♂+2Juv 覓食**

5/30 2♀ 夜棲**

5/31 ♀+2Juv 夜棲**

5/31 2♀+2Juv 覓食**

註：* 數相同的記錄是同一群鳥



表五      藍腹鷴巢蛋數與雛鳥數, 1995

觀察日期 地點 巢蛋或雛鳥數

4月中旬 梅蘭鞍部 5蛋

4/25 楠溪林道12.5K 4雛

4/27 瑞岩溪保護區 3雛

5/2 楠溪林道18K 4蛋/4雛

5/3 楠溪林道13.5K 2雛

5/3 楠溪林道8K 5雛

5/8 藤枝 5蛋

5/8 梅蘭林道15.5K 4蛋/4雛

5/13 北東眼山 2雛

5/25 楠溪林道18K 2雛

註：第一、二、七筆資料由江丁祥提供，第三筆由姚正得，第四、五、六筆由王立言，第九

筆由中興大學學生。



表六    藍腹鷴的食草, 1995

名   稱 可食部位 發  現  地  點

山蘇花 嫩葉 楠溪林道18k，梅蘭林道巢區，奧萬大平台區

腎蕨 嫩葉 楠溪林道13k，楠溪林道18k，梅蘭林道巢區，人倫工作站，奧萬

大平台區

韓氏耳蕨**嫩葉 楠溪林道巢區，郡大林道16.5k，奧萬大平台區

小葉桑 落果 梅蘭林道巢區

牛奶榕 落果 梅蘭林道巢區

愛玉子 落果 楠溪林道13k，楠溪林道巢區，楠溪林道18k

懸鉤子 花、果、葉 郡大林道16.5k，郡大林道20.7k，郡大林道19支，楠溪林道13k，

楠溪林道巢區，楠溪林道18k，梅蘭林道巢區，奧萬大平台區

紅梅消 果 郡大林道19支

車前草 葉 郡大林道19支，郡大林道20.7k，楠溪林道13k，梅蘭林道巢區

鵝兒腸** 葉、花序 郡大林道19k，奧萬大平台區

硃砂根* 果 郡大林道16.5k，楠溪林道13k，楠溪林道18k，梅蘭林道巢區，

奧萬大平台區

森氏櫟** 落果 郡大林道16.5k，郡大林道20.7k，楠溪林道13k，楠溪林道18k

梅蘭林道巢區

百香果 落果 梅蘭林道巢區，奧萬大平台區，人倫工作站

金線蓮 葉 郡大林道16.5k

台灣赤楊 落果 郡大林道20.7k，楠溪林道巢區，楠溪林道18k，梅蘭林道巢區

伏牛花** 果 郡大林道16.5k，郡大林道20.7k，郡大林道19支，楠溪林道巢

區，楠溪林道18k

大青** 葉 鹿谷

加拿大蓬**葉 鹿谷

長梗紫苧麻 果 楠溪林道13k，楠溪林道巢區

水麻 果 郡大林道19支，楠溪林道13k，梅蘭林道巢區

冷清草 花、果 人倫工作站

戟葉蓼 嫩葉、果 郡大林道19支

註：食草名單來自歐和張（1988），有“*”食草為本計畫中亦有觀察記錄，有“**”食草為

本計畫中的新發現。









附表一      藍腹鷴繁殖習性之調查研究計畫日誌摘要

工作日期 路線 人天 參與人員 天候 主要工作
12/16-12/19楠溪林道 8 羅宏仁和董景生 晴 探路

12/26-12/26神木林道 1 羅宏仁 晴 探路

12/28-12/30郡大林道 6 羅宏仁和董景生 晴 探路
1/5-1/6烏石坑 4 羅宏仁和董景生 晴 探路

1/7-1/9楠溪林道和八通關古道 6 羅宏仁和江丁祥 晴 探路

1/11-1/14郡大林道 4 董景生 晴 固定調查
1/17-1/21郡大林道 35 羅宏仁等七人 晴 抓鳥和固定調查

1/26-1/29郡大林道 8 羅宏仁和江丁祥 晴,雨 抓鳥和固定調查

2/4-2/13郡大林道 40 羅宏仁等四人 晴,雨 抓鳥和固定調查
2/24-3/1郡大林道和人倫林道 6 董景生 陰雨 固定調查, 找巢和

2/25-3/3瓦拉米和利嘉林道 7 羅宏仁 陰雨 探路和不定期調查

3/8-3/11郡大林道和人倫林道 4 羅宏仁 陰雨 固定調查, 找巢和
3/9-3/14奧萬大 12 董景生和黃嘉隆 陰雨 探路和不定期調查

3/17-3/17裡冷林道 1 羅宏仁 晴 探路

3/18-3/19鹿谷和瑞竹 4 羅宏仁和董景生 陰雨 探路
3/20-3/24郡大林道和楠溪林道 5 董景生 晴 固定調查和找巢

3/22-3/28郡大林道 10 羅宏仁和曾文昌 晴陰 固定調查和找巢

4/1-4/4鹿谷 28 董景生等七人 陰雨 找巢
4/2-4/4烏石坑 6 羅宏仁和黃玉霞 陰雨 追蹤和找巢

4/3-4/7郡大林道 5 曾文昌 陰雨 固定調查

4/7-4/7玉管處 1 羅宏仁 陰雨 期中簡報
4/8-4/8埔里淩霄殿 1 羅宏仁 晴 探路

4/9-4/9沙連巷 1 羅宏仁 晴 探路

4/11-4/11沙連巷 1 羅宏仁 晴 不定期調查
4/12-4/13烏石坑 2 羅宏仁 晴 追蹤和找巢

4/13-4/13沙連巷 1 羅宏仁 晴 不定期調查

4/14-4/18郡大林道 5 羅宏仁 晴 固定調查和找巢
4/19-4/21楠溪林道 3 羅宏仁 晴陰 追蹤和找巢

4/26-4/26沙連巷 1 羅宏仁 晴 不定期調查

4/27-4/28鹿谷 2 羅宏仁 晴 不定期調查
4/30-4/30鹿谷 2 羅宏仁和陳永福 晴雨 不定期調查

5/1-5/1沙連巷 1 羅宏仁 晴 不定期調查

5/3-5/3沙連巷 1 羅宏仁 晴 不定期調查
5/4-5/6北東眼山,奧萬大和惠蓀林場 9 羅宏仁, 江丁祥和謝光明 陰雨 找巢

5/7-5/7沙連巷 1 羅宏仁 晴 不定期調查

5/9-5/10楠溪林道 6 羅宏仁, 江丁祥和謝光明 陰雨 找巢
5/10-5/12郡大林道 3 羅宏仁 晴 固定調查

5/12-5/16梅蘭林道 6 羅宏仁和謝光明 雨陰晴 找巢

5/17-5/18梅蘭林道 4 董景生和徐明敏 陰雨 不定期調查
5/18-5/18沙連巷 1 羅宏仁 雨 不定期調查

5/19-5/19沙連巷 1 羅宏仁 陰雨 拍照

5/20-5/20沙連巷 1 羅宏仁 陰 拍照
5/21-5/21沙連巷 2 羅宏仁和陳加盛 陰 拍照

5/23-5/23沙連巷 1 羅宏仁 陰雨 拍照

5/24-5/24玉管處 1 羅宏仁 陰雨 看片子
5/25-6/1楠溪林道不定期調查 24 羅宏仁, 陳永福和董景生 陰雨晴 拍照, 追蹤和

6/2-6/13台中 14 羅宏仁和董景生 撰寫報告

6/14-6/14玉管處 2 羅宏仁和董景生 期末報告
人天合計 298



附表二  各路線鳥種記錄, 1995

鳥種名稱  郡大林道  楠溪林道  南安 梅蘭林道 人倫林道 翠峰 奧萬大 鹿谷

黑冠麻鷺 ＊

松雀鷹 ＊

鳳頭蒼鷹 ＊ ＊ ＊

毛足鵟 ＊

鵰頭鷹 ＊

大冠鷲 ＊ ＊ ＊

林鵰 ＊

熊鷹 ＊

深山竹雞 △ ＊ △ △

竹雞 ＊ ＊ ＊ ＊

藍腹鷴 ＊ ＊ ＊ ＊ ＊ ＊ ＊

帝雉 ＊ ＊ ＊ ＊

翠翼鳩 ＊ ＊ ＊

灰林鴿 ＊ ＊ ＊ ＊ ＊ ＊

綠鳩 ＊ ＊

斑頸鳩 ＊ ＊

金背鳩 ＊ ＊

筒鳥 △ △ △ ＊

鷹鵑 △ ＊ △

鵂鶹 ＊ △ △

領角鴞 △ △ △ △

黃嘴角鴞 △ △ △ △ △

灰林鴞 △



鳥種名稱  郡大林道  楠溪林道  南安 梅蘭林道 人倫林道 翠峰 奧萬大 鹿谷

褐林鴞 △

五色鳥 ＊ ＊ △

小啄木 ＊ ＊ ＊ ＊ ＊

大赤啄木 ＊ ＊ ＊ ＊

綠啄木 ＊

小雨燕 ＊ ＊

白腰雨燕 ＊ ＊

毛腳燕 ＊

洋燕 ＊

樹鷚 ＊

白鶺鴒 ＊

灰鶺鴒 ＊ ＊

紅山椒鳥 ＊ ＊ ＊ ＊ ＊ ＊ ＊

紅嘴黑鵯 ＊ ＊ ＊

白頭翁 △ ＊

白環鸚嘴鵯 ＊ ＊ ＊ ＊

紅尾伯勞 ＊

河烏 ＊

鷦鷯 ＊

小翼鶇 ＊ △ △ △

日本歌鴝 ＊

白尾鴝 ＊ ＊ ＊ ＊ ＊

小剪尾 ＊

栗背林鴝 ＊ ＊ ＊ ＊

白眉林鴝 ＊ ＊

紫嘯鶇 ＊ ＊ ＊

黃尾鴝 ＊

鉛色水鶇 ＊ ＊ ＊ ＊

藍尾鴝 ＊

赤腹鶇 ＊ ＊

虎鶇 ＊ ＊ ＊ ＊

斑點鶇 ＊ ＊

白頭鶇 ＊ ＊

白眉鶇 ＊

白腹鶇 ＊

紋翼畫眉 ＊ ＊

頭烏線 ＊ ＊ ＊ △ ＊ ＊



鳥種名稱  郡大林道  楠溪林道  南安 梅蘭林道 人倫林道 翠峰 奧萬大 鹿谷

褐頭花翼 ＊ ＊ ＊

繡眼畫眉 ＊ ＊ ＊ ＊ ＊ ＊

白喉笑鶇

竹鳥 ＊ ＊ ＊

金翼白眉 ＊

白耳畫眉 ＊ ＊ ＊ ＊ △ ＊ ＊ ＊

藪鳥 ＊ ＊ ＊ ＊ ＊ ＊

鱗胸鷦鷯 ＊ ＊ △

大彎嘴畫眉 ＊ ＊ △ ＊

小彎嘴畫眉 ＊ ＊ △ ＊ ＊ ＊

山紅頭 ＊ ＊ ＊ ＊ △ △ ＊ ＊

冠羽畫眉 ＊ ＊ ＊ ＊ ＊ ＊ ＊

綠畫眉 ＊ ＊ ＊ ＊

棕面鶯 ＊ ＊ ＊ ＊ ＊ ＊

褐色叢樹鶯 △ △ ＊

深山鶯 ＊

小鶯 △

極北柳鶯 ＊

班紋鷦鶯 ＊

火冠戴菊鳥 ＊ ＊

黃胸青鶲 ＊ ＊

黑枕藍鶲 ＊ ＊ △ △

紅尾鶲 ＊

黃腹琉璃 ＊ ＊ ＊ △ ＊ ＊

紅頭山雀 ＊ ＊ ＊ ＊ ＊

煤山雀 ＊

黃山雀 ＊ ＊ ＊

青背山雀 ＊ ＊ ＊ ＊ ＊ ＊

赤腹山雀 ＊ ＊ ＊

茶腹 ＊ ＊ ＊ ＊

綠啄花鳥 ＊

紅胸啄花鳥 ＊ ＊ ＊

綠繡眼 ＊ ＊ ＊ ＊

黑臉 ＊ ＊ ＊

朱雀 ＊

褐鷽 ＊

白腰文鳥 ＊ ＊ ＊



鳥種名稱  郡大林道  楠溪林道  南安 梅蘭林道 人倫林道 翠峰 奧萬大 鹿谷

麻雀 ＊ ＊

小卷尾 ＊ ＊ ＊ ＊ ＊ ＊ ＊

巨嘴鴉 ＊ ＊ ＊ ＊ ＊ ＊

樹鵲 ＊

橿鳥 ＊ ＊ ＊

星鴉 ＊

台灣藍鵲 ＊

鳥 種 合 計 80 63 29 46 10 21 31 21

＊：目擊；△：聲音



附表三  各路線中大型哺乳類動物記錄, 1995

名  稱 數量 日    期 地          點 證    據

山羊 1 95/02/27瓦拉米11.2k 目    擊

山羊 1 95/02/28瓦拉米12k 目    擊

山羊 1 95/02/28瓦拉米14.5k 目    擊

山羊 2 95/02/28瓦拉米14.7k 目    擊

山羊 多處 95/03/01瓦拉米10.8k坡上 排    遺

山羊 1 95/03/09郡大林道20.7k 排    遺

山羊 4 95/03/10郡大林道19k支線 排    遺

山羊 2 95/03/22郡大林道18k 排    遺

山羊 1 95/03/23楠溪林道13.5k 腳    印

山羊 1 95/05/10楠溪林道8.5k 目    擊

山羌 2 95/01/08楠溪林道15k 目    擊

山羌 多起 95/02/27瓦拉米10.5k對山 叫    聲

山羌 1 95/02/27瓦拉米11.4k 目    擊

山羌 1 95/02/27瓦拉米11.7k 目    擊

山羌 1 95/02/27瓦拉米11k 叫    聲

山羌 多處 95/02/27瓦拉米4.5-6k 排    遺

山羌 1 95/02/28瓦拉米11.5k 叫    聲

山羌 1 95/02/28瓦拉米11.7k 目    擊

山羌 1 95/02/28瓦拉米12.5k 目    擊

山羌 1 95/02/28瓦拉米13.3k 排    遺

山羌 1 95/02/28瓦拉米14.4k 目    擊

山羌 1 95/02/28瓦拉米14.4k 目    擊

山羌 1 95/02/28瓦拉米14.9k 目    擊

山羌 多處 95/03/01瓦拉米10.8k坡上 排    遺

山羌 1 95/03/01瓦拉米11.4k 目    擊

山羌 1 95/03/01瓦拉米12k 目    擊

山羌 2 95/03/23楠溪林道11k 叫    聲

山羌 1 95/03/23楠溪林道14.5k 目    擊

山羌 1 95/03/23楠溪林道15.8k 目    擊

山羌 1 95/03/23楠溪林道15k 目    擊

山羌 1 95/04/19楠溪林道17.5k 目    擊

山羌 1 95/04/19楠溪林道23k 目    擊

山羌 1 95/04/19楠溪林道24.4k 腳    印

山羌 1 95/05/25楠溪林道14.2k 目    擊

山羌 1 95/05/25楠溪林道16k 腳    印



名  稱 數量 日    期 地          點 證    據

山羌 2 95/05/26楠溪林道13k 目    擊

山羌 2 95/05/27楠溪林道14.2k 目    擊

山羌 1 95/05/27楠溪林道16.5k 目    擊

山羌 2 95/05/27楠溪林道17.1k 目    擊

山羌 1 95/05/27楠溪林道18.2k 目    擊

山羌 1 95/05/28楠溪林道17k 目    擊

山羌 1 94/12/18楠溪林道18.5k 目    擊

山豬 2 95/01/18郡大林道18.4k 目    擊

山豬 1 95/02/10郡大林道7k支線 排    遺

山豬 多處 95/02/27瓦拉米4.5-6k 排    遺

山豬 1 95/02/27瓦拉米6k 目    擊

山豬 1 95/02/28瓦拉米12.3k 目    擊

山豬 2 95/03/01瓦拉米5.3k 目    擊

山豬 5 95/04/19楠溪林道16.5k 目    擊

山豬 1 94/12/18楠溪林道17.7k 目    擊

水鹿 1 95/02/07郡大林道20.7k 排    遺

水鹿 1 95/04/18郡大林道18k 目    擊

水鹿 1 95/04/20楠溪林道17.5k 排    遺

水鹿 1 95/05/28楠溪林道17.2k 目    擊

台灣黑熊 1 94/12/18楠溪林道17.7k 目    擊

台灣獼猴 2 95/01/09樂樂山屋下方樹林 目    擊

台灣獼猴 3 95/02/28瓦拉米13.1k 目    擊

台灣獼猴 2 95/02/28瓦拉米14.6k 目    擊

台灣獼猴 1 95/03/01瓦拉米6.6k 目    擊

台灣獼猴 2 95/03/23楠溪林道18k 排    遺

台灣獼猴 1 95/04/15郡大林道19k支線 排    遺

台灣獼猴 1 95/04/18郡大林道17k 排    遺

台灣獼猴 6 94/12/17楠溪林道13.5k 目    擊

台灣獼猴 2 94/12/18楠溪林道17.5k 目    擊

台灣獼猴 2 94/12/18楠溪林道17k 目    擊

台灣獼猴 3 94/12/30郡大林道14k 目    擊

黃鼠狼 2 95/02/08望鄉工作站 目    擊

黃鼠狼 1 95/03/25望鄉工作站 目    擊

鼬獾 1 95/01/28郡大林道19k支線 排    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