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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比較太魯閣國家公園內耕種歷史類似、相距甚短的二地，包括已
廢耕的蓮花池，以及目前仍在耕種中的西寶，其鳥類組成的時空差異。自 2009年
12 月至 2010年 12 月，利用固定努力量的霧網捕捉法，進行每個月的鳥類調查，
分析在兩地不同的農地現況下鳥類組成的月變化和地區間的差異，並探討西寶農場

的農業耕種型態對於鳥類組成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兩地的鳥種數雖差異不大，但

在月間的數量與種類變化上卻有很大差異：蓮花池的鳥種以留鳥為主，西寶則以候

鳥為主；西寶的農耕地在耕作時與冬季休耕期的鳥類結構有很大差異，在耕作時很

少有鳥類進入利用，而休耕時則有一些灌叢性的鳥種會出現在農地裡。人為干擾、

作物複雜度、高度以及棲地的變化程度均會影響農地鳥類的數量與組成。蓮花池各

月份的鳥類數量和種類的變動則較穩定。研究結果顯示廢耕後的農地，會逐漸由留

棲性鳥類進駐，而現耕農地在冬季休耕時則提供了候鳥重要的棲息場所。 
關鍵字：鳥類組成、農地現況、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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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the 
avifauna of Lianhua Pond area and Xibao village in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Taiwan. 
Both sites are similar in cultivation history and close to each other. However, cultivation 
at Lianhua Pond has been abandoned while Xibao is still in use as agricultural land. 
Using same sampling efforts, we conducted bird banding by mist-netting at both sites 
monthly from December 2009 to December 2010. We studied the monthly changes of 
the avian composition in the two site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tatuse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bird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farming 
practices in Xibao on its bird community com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sites had similar total bird species richness but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onths. The birds at Lianhua Pond were mainly 
composed of resident species, while at Xibao, most birds were migrants. At Xibao,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bird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when the agricultural 
land was used for farming or in fallowing. Several species of forest birds or grassland 
birds appeared in the agricultural land during fallowing periods, but few birds appeared 
in farming periods. Compared with Xibao,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were 
more stable between months in Lianhua Pond area. The human disturbances, alo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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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practices in Xibao affected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its 
avian community. We concluded that in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the avifauna in the 
restored land tends to be replaced gradually by resident species, while the agricultural 
land provides important habitat for migratory birds during the fallowing period of 
winter. 
Keywords: avian communities, agricultural land use, bird banding 
 

前言 
 
生物群聚會隨著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

組合。在探討生物群聚與環境關係時，鳥類常

被認為是較適當的研究對象，因為許多鳥類於

繁殖季時會鳴唱與有明顯領域性，其行為較容

易觀察(Wiens 1989)。鳥類對棲地的選擇主要
受到地景組成、地被結構、棲地異質性、食物

資源、巢位可用性等因素影響(Tews et al. 2004, 
Piha et al. 2007)。除了植被結構外，Karr and 
Roth(1971)發現鳥類豐富度會隨著植被覆蓋率
增加而增加。隨著不同演替階段的植被結構改

變，棲息於其中的鳥類組成亦會隨之變化

(Benton et al. 2003, Venier and Pearce 2005)。不
同演替階段的植被組成差異，會藉由食物資源

供應的差異或棲地結構的改變而影響利用這

些資源鳥種之分布(Raman et al. 1998, Fink et 
al. 2006)。 
農田生態系分布廣泛，是人類與野生動物

接觸極為頻繁的生態系統，同時也是許多野生

動物棲息的重要場所 (Moonen and Marshall 
2001)。集約式農業的機械化耕作，會使農地
的植被類型過度單純，可能因此降低農地鳥類

的多樣性(Freemark and Kirk 2001, Vickery et 
al. 2002)。農地鳥類的分布會受到下列因素影
響：一、 種植的農作物類型：不同的農作物
會吸引不同的鳥種(Robinson and Sutherland 
1999, Baker et al. 2009)，農作物覆蓋度和高度
也會吸引不同棲位偏好的鳥種，並影響鳥類對

天敵的躲避(Benton et al. 2003)。二、 周遭非
耕作棲地的結構與形態：如森林、灌叢等，亦

會影響到農地鳥類的分布與多樣性。Fuller 等
人(2001)發現當鑲嵌於農耕地內的森林面積越
大，或是農耕地的樹籬密度越高時，在農耕地

裡的鳥種數也會增加。三、 人類的農業活動：

在作物的生長過程中，除了作物本身成長的變

化外，也會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為干擾所影

響，例如整地、耕種、農藥使用等(Wretenberg 
et al. 2006, Reif et al. 2008)。 
本研究以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的蓮花池

與西寶為研究樣區。兩地都為當年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輔會)為照顧中橫築
路榮民，安排他們在此種植蔬菜和水果而逐漸

形成的聚落。近年太魯閣國家公園已收回蓮花

池做為森林復育之用，目前主要是採用以任其

自然演替來復育成舊觀，而西寶則仍維持農作

型態。本研究旨在比較自然演替近十年後的蓮

花池和目前尚有耕種的西寶，兩地在不同利用

狀況下，鳥類組成結構的月間變化和地區間的

差異，以及探討西寶地區農業耕種型態對於鳥

類組成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樣區 
本研究樣區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國

家公園境內的蓮花池與西寶。兩地都位於中部

橫貫公路附近，同為中部橫貫公路開通後，由

退輔會輔導築路榮民與退休官兵在此墾地所

形成的聚落。兩地距離相近，直線距離僅約

2.2公里，海拔高度相似，都約在 1000公尺，
且開墾歷史上相同，故選擇兩地做為研究樣

區。 
蓮花池海拔高度 1154公尺，1960年中部

橫貫公路通車後，由退輔會安排榮民在此生活

而逐漸形成聚落。開墾地區約 38 公頃，主要
種植蔬菜和溫帶水果。1986 年太魯閣國家公
園成立後，國家公園管理處逐步收回農地作為

復育之用，於 2006 年完成所有土地收購，並
停止所有農耕活動(徐國士等人 2007)。此地目

110927國家公園學報-70頁為彩色.indd   12 2011/10/7   下午 01:10:46



太魯閣農地與廢耕地之鳥類群聚 

國家公園學報二○一一年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11 

前為無人耕種之廢棄農地，僅每年會針對沿途

步道進行一至兩次除草，以維護步道景觀。園

區內除殘留少數原本種植之果樹外，主要植被

為高度約 1-2 公尺的五節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和灌叢，以及約僅 30公分的蕨類，
園區周圍則是為鬱密林地。 
西寶海拔高度 979公尺，為西寶農場主要

耕地，目前住民多是當年參與開築中部橫貫公

路的築路人與其後代。園內以種植蔬菜為主，

農耕面積約 20 公頃，園區周圍為鬱密林地。
每年的 3到 10月是蔬菜種植的季節，這個期
間有密集的施肥、除草與噴灑農藥等農業活

動。在 6到 10月部分耕地會改種植番茄、青
椒與敏豆等作物。11 月下旬至隔年 2 月則幾
乎完全休耕，此時大部份耕地為棄耕作物與叢

生的大花咸豐草(Bidnes pilosa var. radiata)所
盤據，人為干擾降至最低。一直到隔年 3月才
又開始有翻土與施肥等農業活動。 
 
二、 鳥類調查 
自 2009 年 12 月開始至 2010 年 12 月為

止，我們在樣區內以霧網(mist-net)補捉法進行
鳥類相調查。於兩樣區內選定適當地點架設霧

網，蓮花池樣區架設點為池邊廢耕農地，將霧

網設置於廢耕地的芒草叢與蕨類間；西寶樣區

架設點為現耕農地，霧網設置點在不影響農耕

與破壞農作物的前提下，沿田埂架設。每張霧

網均距離樣區邊緣的森林至少 10 公尺。每月
每地進行一次作業，每次作業選擇天候良好的

三天進行。 
每月月初在兩樣區各架置 6 張霧網來捕

捉鳥類，每張網網目為 16 mm，主要捕捉對象
為在灌叢中活動的小型鳥類。架設高度則在 4
公尺以下，霧網總長度為 102公尺。每次作業
選擇鳥類活動較為頻繁的日出後與日落前進

行，於第一天日落前 3小時開始作業，捕捉 3
小時後收網，夜晚不捕捉；第二天日出後張網

捕捉 4小時後收網，再於日落前開網捕捉 3小
時後收網，夜晚同樣不捕捉；第三天日出後張

網捕捉 4小時後結束作業，故每地每月進行早

上與下午各二次、共 14 小時的繫放作業。每
隻捕獲的鳥先記錄其種類，除鵂鶹和紅尾伯勞

等二種保育類鳥種於中網後直接解下野放

外，其餘都在跗蹠骨套上有編號的金屬腳環。

本研究所使用的鳥類名稱、分類標準與留棲狀

況等，是依據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

會 2010 年公布的分類依據。捕獲到回收的鳥
類，則記錄其種類、腳環號碼與回收日期等資

料，以便後續計算回收率之用。 
 
三、 環境因子調查 
由於蓮花池樣區在研究期間沒有明顯的

環境變動，此部分工作僅在有農業活動，環境

變動較大的西寶樣區進行。於樣區內進行環境

因子調查，記錄以下事項：1. 植被複雜度，
西寶樣區於每次調查時記錄種植之作物類

型。依照種植作物種類，記錄組成分為 5個等
級，只有種植單一作物記錄為 1，以此類推至
5(種植 5 種作物)。2. 植被高度，於每次調查
時記錄植被高度變化，並將高度分為 4個等級
(0：樣區內裸露無植被；1：植被高度在 45公
分以下記為低植被高度；2：45 至 90 公分記
錄為中植被高度；3：90公分以上記錄為高植
被高度)。3. 人為干擾程度，西寶樣區於每次
調查時記錄翻土、除草、噴藥、收割等人為活

動，並將這些活動的干擾程度分為 5 個等級
(1：完全無農耕活動；2：短時間巡田；3：灌
溉與施肥；4：部分除草、噴藥與收割；5：大
規模翻土整地、除草、噴藥與收割)。4. 棲地
變化程度，記錄每次調查時棲地整體與上一個

月的相對變化程度，並區分為 3 個等級；1：
棲地無變化；2：稍有變化；3：有強烈改變(如
從茂密植被變為裸露地)。 
 
四、 資料分析 
根據許皓捷(2006)的太魯閣鳥類群聚研

究，山區鳥類繁殖季大約在 3月底至 9月，因
此本研究將 4 至 9 月訂為繁殖季，10 至 3 月
為非繁殖季，比較在二樣區中，留鳥在樣區內

出現數量的差異。以捕獲數量在 10 隻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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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鳥為對象，使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進行數量的季節差異檢定。蓮花池與西寶二地

的鳥類隻次數與種數的月間差異也以卡方檢

定進行檢測。我們另以每月鳥種替換率來顯示

樣區內鳥類相的變動程度。鳥種替換率是指前

一個月捕獲的鳥種中，有多少比例在當月捕捉

獲中未出現，數值越高表示該月的鳥種變動程

度越大。計算方式為前一個月捕獲的鳥種在本

月未被捕獲出現的數目，除以前月捕獲的總鳥

種數。此外，我們還計算每月的繫放回收率，

以每次作業中回收到的個體數，除以該次繫放

的總個體數。同一隻鳥若在當月的繫放中被捕

獲超過一次，均只以一次計算。 
人為干擾程度、植被高度、植被組成、天

氣狀況及棲地變化程度與鳥類數量及種數的

關係以 Spearm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計算。 
 
表 1. 本研究所紀錄的鳥類名錄與數量 
       

留棲性*1 

 

特有性*2 

 

繫放地點 3 

蓮花池   西寶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隻數 隻次數   隻數 隻次數 

  雉科 PHASIANIDAE                 
1 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us 留 特亞 蓮 1 1    
 鷸科 SCOLOPACIDAE         
2 中地鷸 Gallinago megala 過  蓮 1 1    
 鳩鴿科 COLUMBIDAE         
3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留 特亞 西    1 1 
 鴟鴞科 STRIGIDAE         
4 鵂鶹 Glaucidium brodiei 留 特亞 蓮/西 1 1  4 4 
 鬚鴷科 RAMPHASTIDAE         
5 台灣擬啄木 Megalaima nuchalis 留 特 西    1 1 
 伯勞科 LANIIDAE         
6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過  蓮 4 4    
 王鶲科 MONARCHIDAE         
7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留 特亞 西    1 1 
 燕科 HIRUNDINIDAE         
8 家燕 Hirundo rustica 過  西    1 1 
9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  蓮 1 1    
 樹鶯科 CETTIIDAE         
10 短翅樹鶯 Cettia diphone 冬  蓮/西 1 1  2 2 
11 小鶯 Cettia fortipes 留 特亞 蓮 4 5    
12 深山鶯 Cettia acanthizoides 留 特亞 蓮 7 10    
13 棕面鶯 Abroscopus albogularis 留  蓮 1 1    
 長尾山雀科 AEGITHALIDAE         
14 紅頭山雀 Aegithalos concinnus 留  蓮 29 32    
 鵯科 PYCNONOTIDAE         
15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留 特亞 蓮/西 2 2  3 3 
16 雜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X 

P. sinensis 
留 特 蓮/西 2 2  12 13 

 柳鶯科 PHYLLOSCOPIDAE         
17 黃眉柳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冬  西    1 1 
18 極北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冬  蓮 1 1    
 葦鶯科 ACROCEPHALIDAE         
19 東方大葦鶯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冬  蓮 2 2    
 鶯科 SYLVIIDAE         
20 粉紅鸚嘴 Paradoxornis webbianus 留 特亞 蓮/西 139 240  4 4 
 鶲科 MUSCICAPIDAE         
21 野鴝 Luscinia calliope 冬  蓮/西 5 6  7 7 
22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冬  蓮/西 2 2  9 10 
 鶇科 TURD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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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本研究所紀錄的鳥類名錄與數量 
       

留棲性*1 

 

特有性*2 

 

繫放地點 3 

蓮花池   西寶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隻數 隻次數   隻數 隻次數 

23 白眉鶇 Turdus obscurus 冬  西    2 2 
24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冬  西    6 7 
25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冬  西    1 1 
 畫眉科 TIMALIIDAE         
26 小彎嘴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留 特亞 蓮/西 2 4  2 2 
27 山紅頭 Stachyris ruficeps 留 特亞 蓮/西 49 113  1 1 
28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留 特亞 蓮 3 3    
29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留 特 蓮 3 3    
30 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留 特 西    10 10 
31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  蓮/西 4 8  16 16 
 鶺鴒科 MOTACILLIDAE         
32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冬  蓮/西 1 1  2 2 
33 樹鷚 Anthus hodgsoni 冬  西    16 19 
 鵐科 EMBERIZIDAE         
34 冠鵐 Melophus lathami 迷  蓮 1 1    
35 小鵐 Emberiza pusilla 冬  蓮/西 1 1  2 2 
36 黃喉鵐 Emberiza elegans 冬  西 1 1  6 8 
37 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冬  蓮/西 23 36  108 133 
 雀科 FRINGILLIDAE         
38 花雀 Fringilla montifringilla 冬  西    4 4 
 梅花雀科 ESTRILDIDAE         
39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留  蓮/西 21 22  11 12 
  合計         312 505   233 267 

* 分類、學名及中文名參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10年版台灣鳥類名錄」 
(1. 留棲性：留：留鳥、冬：冬候鳥、過：過境鳥、迷：迷鳥 2. 特有性：特：台灣特有種、特亞：台灣特
有亞種 3. 繫放地點：蓮：蓮花池、西：西寶) 

 
結果 
 
一、 鳥種組成 

2009年 12月至 2010年 12月，在蓮花池
樣區共進行了 13 次的繫放調查，西寶樣區則
進行了 12 次的繫放調查(其中 2010 年 9 月因
遇颱風而無法進行)。兩地一共繫放 18 科 39
種、772隻次鳥，其中蓮花池地區總共繫放 14
科 27種、505隻次，西寶地區則繫放了 15科
26種、267隻次。兩地所調查的鳥種中總共包
括了 4 種特有種、11 種特有亞種，另有 3 種
過境鳥、15種冬候鳥與 1種迷鳥。 

若以樣區內繫放數量最多的鳥種做為當

地的優勢鳥種，則蓮花池的優勢鳥種為粉紅鸚

嘴(Paradoxornis webbianus)，在調查期間共繫
放 139隻、240隻次；西寶的優勢鳥種則是黑
臉鵐(Emberzia spodocephala)，在調查期間共

繫放共 108隻，133隻次。在所有繫放的鳥種
中，黑臉鵐、黃喉鵐(Emberiza elegans)野鴝
(Erithacus calliope) 、 黃 尾 鴝 (Phoenicurus 
auroreus)、小鵐 (Emberiza pusilla)、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短翅樹鶯(Cettia diphone)
等 7 種冬候鳥和粉紅鸚嘴、山紅頭(Stachyris 
ruficeps)、綠繡眼(Zosterops japonica)、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與白頭翁(P. sinensis)的
雜交後代 (以下簡稱雜頭翁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及鵂鶹 (Glaucidium brodiei)、小彎嘴
(Pomatorhinus ruficollis)等 8 種留鳥都同時出
現於兩樣區。表 1 為研究期間所繫放的鳥種
和數量。 

 
二、 鳥類數量的季節差異 
以卡方檢定檢視蓮花池與西寶兩地，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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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蓮花池與西寶兩地中留鳥隻次數的季節比較 
地點 蓮花池 西寶 
鳥種 繁殖季 非繁殖季 χ2 p 繁殖季 非繁殖季 χ2 p 
深山鶯 3 7 1.6 0.2059     
紅頭山雀 1 31 28.12 <0.0001     
雜頭翁     2 11 6.32 0.0126 
粉紅鸚嘴 89 151 16.02 <0.0001     
山紅頭 51 62 1.07 0.3008     
冠羽畫眉     0 10 10 0.0016 
綠繡眼     8 8 0 1 
白腰文鳥 14 8 1.64 0.2008 2 10 5.34 0.0209 
註：只檢測捕獲數量在 10隻次以上的留鳥 
 

隻次數各在 10 隻以上的留鳥，其數量在繁殖
季與非繁殖季間的變異(表 2)。結果顯示，蓮
花池樣區有 5種留鳥，其中粉紅鸚嘴(χ2=16.02, 
df=1, p <0.0001) 與 紅 頭 山 雀 (Aegithalos 
concinnus)(χ2=28.12, df=1, p<0.0001)在兩季的
數量上有明顯的差異，都是非繁殖季數量高於

繁殖季的數量。西寶樣區則有 4種留鳥，其中
白腰文鳥(χ2=5.34, df=1, p=0.0209)、雜頭翁
(χ2=6.32, df=1, p=0.0126) 以 及 冠 羽 畫 眉
(Yuhina brunneiceps)(χ2=10, df=1, p=0.0016)等
3種在兩季的數量上有顯著差異，也是非繁殖
季數量高於繁殖季的數量。整體而言，蓮花池

與西寶兩地的鳥類數量大多均為非繁殖季(10
至 3月)高於繁殖季(4至 9月)。 

 
表 3. 蓮花池與西寶每月捕獲隻次數比較 
月份 蓮花池 西寶 χ2 p 

2009年 12月 98 25 43.32 <0.0001 
2010年 1月 14 62 30.32 <0.0001 
2010年 2月 17 71 33.14 <0.0001 
2010年 3月 55 29 8.05 0.0046 
2010年 4月 43 10 20.55 <0.0001 
2010年 5月 26 3 18.24 <0.0001 
2010年 6月 25 4 15.21 <0.0001 
2010年 7月 42 4 31.39 <0.0001 
2010年 8月 31 7 15.16 <0.0001 
2010年 9月 22 -   
2010年 10月 31 7 15.16 <0.0001 
2010年 11月 26 17 1.88 0.1699 
2010年 12月 75 27 22.59 <0.0001 
註：西寶 9月因颱風侵襲無法收取資料 

三、 蓮花池和西寶鳥類組成的月間差異 
在二樣區都有進行繫放的 12 個月份中，

除 2010年 11月外，蓮花池與西寶兩樣區每月
所捕獲的鳥類數量都有顯著差異。其中有 9個
月都是蓮花池的捕獲數量顯著多於西寶的捕

獲數量，僅 2010年 1月和 2月是西寶的數量
高於蓮花池的數量(表 3)。鳥類總隻次數的月
變化上，兩地呈現不同的情況。蓮花池在 2009
年 12月捕獲到 98隻鳥類，但在 2010年 1、2
月數量大幅減少，至 3 月數量回升，一直到
11 月的數量都無劇烈變動；西寶農耕地捕獲
的鳥類數量則是從 2009 年 12 月穩定上升至
2010 年 2 月，但從 3 月開始鳥類數量上開始
大幅下降，至 5 至 10 月的數量都在 10 隻以
下，到了 11月開始鳥類數量才又開始增加(表 
3)。 
在捕獲鳥種數方面，二地每月捕獲的鳥種

數無顯著差異，但皆有月間的變化，蓮花池於

春季時(3至 4月)有較多的物種數，自 5月後
鳥種數開始減少，維持在 5至 6種，直到冬季
鳥種數才又上升；西寶則是以冬季(11、12 與
1月)為鳥種數最高的時期，從春季後就逐漸下
降，到 7月甚至只有 2種，直至冬季種類數才
又逐漸上升(圖 1)。在每月的鳥種替換率方
面，二樣區也呈現不同的變動趨勢：蓮花池樣

區每月間的鳥種替換率都在 60%以下，而西寶
樣區則是在 5 至 7 月間的替換率可達 90 至
100%(圖 2)。 
以繫放資料檢視兩地鳥類的回收狀況，蓮

花池整年回收率為 38 %，每月回收率多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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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9年 12月至 2010年 12月蓮花池與西寶鳥種數月變化 
(9月西寶因颱風侵襲無法進行繫放) 

 
圖 2. 2009年 12月至 2010年 12月蓮花池與西寶鳥種替換率變化，其中 2010年 11與 12月蓮花 

池與西寶的物種替換率完全相同，因此兩線重疊(9 月西寶因颱風侵襲無法進行繫放，故 9
月與 10月無替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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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至 60 %之間，回收率最高的月份為 5月(65 
%)其次為 4月與 10月(58 %)；回收率最低月
份為 2月(14 %)。相形之下，西寶地區鳥類的
繫放回收率較低，僅 13 %，每月回收率介於 0
至 30 %之間，回收率最高的月份為 4 月(30 
%)，5月至11月間則完全沒有回收紀錄(表 4)。 
 
表 4 蓮花池和西寶樣區每月鳥類繫放的回收率 

月份 蓮花池 西寶 
2009年 12月 0 % 0 % 
2010年 1月 14 % 5 % 
2010年 2月 47 % 23 % 
2010年 3月 44 % 21 % 
2010年 4月 58 % 30 % 
2010年 5月 65 % 0 % 
2010年 6月 48 % 0 % 
2010年 7月 52 % 0 % 
2010年 8月 22 % 0 % 
2010年 9月 36 % - 
2010年 10月 58 % 0 % 
2010年 11月 31 % 0 % 
2010年 12月 51 % 15 % 
總回收率 38 % 13 % 

註：9月因颱風侵襲無法進行繫放 

 
四、 農地利用狀況與鳥類相之關係 
西寶樣區植被高度在各月份有很大的變

化，隨著農耕變化可從裸露地變成植被高度

45 公分以下的高麗菜園後再變成裸露地，僅
在冬季休耕時有 90 公分以上的植被；作物複
雜度方面隨著農耕時間而增加作物種數，休耕

時植被則較為單純；在農耕期間，隨著作物的

生長，每月環境變化程度都較為劇烈，休耕期

間棲地環境則是幾乎無變化；人為干擾程度方

面僅休耕期(11月至 2月)無人為干擾，農耕期
間(3至 10月)人為干擾都很強烈(表 5)。 
分析環境因子變動和鳥類相間的關係，發

現西寶農耕地的植被高度與鳥種數呈正相關

(r=0.63, p=0.027)，但是與鳥類數量無顯著相關
(r=0.48, p=0.112)；植被複雜程度與鳥類數量呈
負相關(r=-0.66, p=0.02)，但是與鳥種數無顯著
相關(r=-0.53, p=0.076)；人為干擾程度與鳥類
數量 (r=-0.66, p=0.021)及鳥種 數 (r=-0.75, 
p=0.005)呈負相關；棲地變化程度與鳥種數呈

負相關(r=-0.65, p=0.023)，但與鳥類數量間無
顯著相關(r=-0.36, p=0.256)。 

 
討論 
 
一、 鳥類群聚的季節差異 
蓮花池與西寶兩地的鳥種數與鳥類數量

大多均為非繁殖季(10至 3月)高於繁殖季(4至
9月)，主要原因之一是冬季許多候鳥會到此度
冬(或過境)，不過我們也發現有一些留鳥的數
量也有顯著的季節性差異。造成留鳥季節性數

量變動的原因，可能是部分鳥類具有季節性垂

直遷移(降遷)的行為。例如冠羽畫眉和紅頭山
雀即為具有降遷行為的鳥種，牠們在繁殖季會

在海拔較高的地區活動，至非繁殖季才有較多

個體降至中低海拔地區(王穎、孫元勳 1989, 
許皓捷 2003)。另外一個造成非繁殖季數量較
多的可能原因，則是有些鳥種在非繁殖季會聚

集成群。例如蓮花池地區的粉紅鸚嘴於 2009
年與 2010年 12月時數量都高於其餘月份，可
能是因為他們在非繁殖季時常會結成龐大的

覓食群(Severinghaus 1987)，因此容易一次捕
獲到大量個體。 

 
二、 植被與鳥類群聚之關係 
在本研究中，蓮花池樣區所捕獲的鳥類數

量多於西寶樣區，在鳥種數方面則差異不大。

這與顧芝寧(2004)探討武陵地區內不同土地利
用類型中鳥類群聚變異的結果類似：她發現不

同的土地利用型會有不同的鳥種組成和鳥類

密度，森林型環境在鳥種豐富度上高於開墾型

環境，開墾行為會造成鳥類多樣性減少；廢耕

時間較久的早期復育地，其鳥類群聚則介於森

林和開墾地的鳥類相。蓮花池早年曾經經歷過

一段長時間的農業活動，目前已停止所有的農

業活動，以任其演替的方式復育，至今已約有

6至 20年的時間，環境狀況類似顧芝寧(2004)
於武陵農場研究中的早期復育地。植被已經從

較開闊的果園轉變成以五節芒、灌叢、蕨類與

殘留果樹所組成的草地。本研究在此除捕獲許 

110927國家公園學報-70頁為彩色.indd   18 2011/10/7   下午 01:10:48



太魯閣農地與廢耕地之鳥類群聚 

國家公園學報二○一一年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17 

表 5. 西寶樣區每月環境因子變化表 
月份 植被高度 植被複雜度 棲地變化程度 人為干擾程度 

2009年 12月 3 1 1 1 
2010年 1月 3 1 1 1 
2010年 2月 3 1 1 1 
2010年 3月 0 2 3 4 
2010年 4月 1 2 2 3 
2010年 5月 1 2 1 4 
2010年 6月 0 3 3 4 
2010年 7月 2 4 2 3 
2010年 8月 2 5 2 2 

2010年 10月 3 5 2 2 
2010年 11月 3 4 1 2 
2010年 12月 3 1 1 1 

註：9月因颱風侵襲無法進行繫放 
(植被高度、植被複雜度、人為干擾程度、棲地變化程度等因子的區分方法，請詳見材料與方法) 

 
多偏好利用灌叢或開墾環境的鳥類，如粉紅鸚

嘴、黑臉鵐、白腰文鳥外，並有捕獲偏好森林

環境的鳥類，例如山紅頭、鵂鶹、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與紅頭山雀等。我們
預期隨著植被演替的進行，更多森林性鳥類將

逐漸進入此區。 
不同植物所組成的棲地環境，其空間上的

分布模式會對地景中的鳥類密度、分布及族群

動態造成影響(Wiens 1989)。本研究的蓮花池
樣區目前在管理上是採取自然演替的經營方

式，棲地月間變化不明顯。西寶樣區則是植被

高度與棲地變化明顯的地區。在研究期間植被

會由作物殘株和大花咸豐草交雜而成的草灌

叢變成裸露地，再變成高麗菜田，收割後再變

成番茄、青椒等作物的耕地。每月的植被高

度、複雜度和棲地變化程度大，因而造成西寶

鳥類隻次數與鳥種數跟棲地變化程度間呈現

負相關，環境在各月間的波動程度也可能是造

成二地鳥種月間替換率不同的原因。整體上蓮

花池是一個植被變動不明顯且較穩定的環

境，在此的鳥類種類與數量變動也較為穩定，

西寶則是植被變動相對明顯且激烈的環境，此

地的鳥類種類與數量的月間變動也比較激烈。 
 
三、 農耕活動與鳥類群聚之關係 
西寶農耕地的調查結果顯示植被高度、植

被複雜程度與人為干擾程度等因子與鳥類數

量或鳥種數間有不同程度的相關。農地鳥類的

分布會因種植作物不同，而在季節上有種類或

數量的改變。作物種子的類型與密度會吸引不

同的鳥種覓食，進而影響到鳥種豐富度與數量

(Robinson and Sutherland 1999, Baker et al. 
2009)。作物的種類除影響鳥類的食物來源
外，也會影響鳥類躲避天敵與營巢利用，進而

影響到族群量(Chamberlain and Fuller 1999, 
Benton et al. 2003)。作物的多樣性亦會影響到
鳥類的多樣性，例如當作物從混合種植轉變成

只種植單一作物時，會影響到雀科與鵐科鳥類

對農地的利用(Benton et al. 2003)。施義杰
(2004)探討嘉義機場隙地的鳥類群聚生態，發
現種植稻米、玉米、蕃茄、鳳梨、馬拉巴栗等

不同農作物的隙地類型會影響所棲息的鳥種

豐富度，而且當農地的環境越複雜，鳥種密度

及豐富度也會越高。除了作物本身的生長外，

人類的農業活動如整地、耕種、噴灑農藥、收

割等，會隨著作物生長週期而造成不同程度的

人為干擾(O’Connor and Shrubb 1986, 1995, 
Wretenberg 2006, Reif et al. 2008)。雖然作物的
複雜度會增加鳥類的多樣性，但本研究發現在

西寶地區作物種類越多時，農業活動所造成的

人為干擾強度越高，可能因此造成鳥類數量減

少。 
每年 11 月至隔年 2月為西寶地區的休耕

期，此時人為干擾減到最低，殘留的作物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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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咸豐草交雜而形成類似小灌叢的形式，吸引

偏好此環境的鳥類，所以使得鳥類數量和種類

增加。Lokemoen與 Beiser(1997)也指出休耕農
地有較高的鳥類密度，可能是因為休耕的農地

有較高的植物覆蓋度與各種食物來源。冬天休

耕農地內殘留的作物種子豐富度是影響食種

性鳥類此類環境利用的因素(Moorcroft et al. 
2002)。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西寶地區
冬天農田休耕後所增加的鳥類，並非來自周圍

環境的留棲性鳥種，而主要來自過境鳥和冬候

鳥。相形之下，環境變動較少的蓮花池地區，

在冬季雖然也有許多候鳥，但數量上仍以留鳥

為大宗。這項發現顯示太魯閣山區冬季休耕的

農田，是許多候鳥在冬季的重要棲息地。 
 
四、 鳥類繫放與群聚研究 
鳥類繫放是利用各種有效率且對鳥類較

安全的方式及技術將鳥類捕獲，然後在其身上

裝置可以辨別不同個體的標記(如腳環、翼標
等)，並在測量與檢視身體各部位後，再將其
釋放。鳥類繫放除收集數量和種類的基本資料

外，還可藉由回收紀錄獲得更多有關鳥類遷移

及族群分布等方面的訊息。包含遷徙路徑、族

群的存活率或死亡率、族群散布模式、族群形

態比例(性別與年齡)、棲地利用與分布狀況、
個體的壽命與遷徙策略等，可彌補野外觀察記

錄之不足與提供擬定保育政策之參考(Baillie 
1990, van Noordwijk 1993, Baillie 1995, 
DeSante 1995)。 
本研究使用繫放來探討鳥類組成與棲地

環境間的關係，主要是因為蓮花池和冬季的西

寶樣區植被較密，不易藉由觀察法紀錄到所有

鳥種或是計算鳥類數量。此外，藉由繫放法，

我們也可以收集鳥類在此區活動的回收紀

錄，瞭解牠們對樣區的依存性。然而繫放法在

使用上仍有一些限制：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

的霧網的網目 16 mm，架設高度則在 4公尺以
下，主要是針對小型、在灌叢中活動的鳥類，

無法捕獲體型較大、或是偏好在較高處活動的

鳥種。儘管如此，由於樣區多為灌叢和農地，

植被高度不高，少有大型鳥類和偏好在樹冠層

活動的鳥類會在此區活動，因此以繫放法應能

掌握大多數在此區出現的鳥種。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廢耕後的蓮花池與持續

農耕的西寶在不同農地現況下的鳥種組成與

鳥類數量確實會有所差異。蓮花池的鳥類組成

以留鳥為主，並有部分森林性鳥類會利用此

地，在鳥類隻次數上有季節性的變化，以非繁

殖季的數量較多，主要原因可能是高海拔降遷

鳥類的加入和部分鳥類在冬季結群，較易捕捉

到大量個體。西寶的鳥類組成則是以候鳥為

主，鳥種豐富度與鳥類隻次數上都有季節性的

變化，非繁殖季時鳥種豐富度與鳥類隻次數較

多，主要原因則是大量過境鳥和冬候鳥的加

入。西寶農場農業活動的人為干擾、作物複雜

度、作物高度以及棲地的變化程度均會影響鳥

類的數量與組成。冬季休耕的農田，可能由於

人類干擾較少，以及植被高度增加，提供了冬

季候鳥在園區內重要的棲息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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