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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冠麻鷺（Malayan night heron, Gorsachius melanolophus）過去曾被列為稀有鳥

類，但是近年來其族群在都市有大幅成長，是為十分奇特的現象。因此成為了都

市綠地的新寵兒，各種媒體不論是電視新聞、報紙、BBS 站台或是個人部落格中，

都有豐富的關注與討論。本研究主要以繫放為主要方法，目前已為約 8 巢共 25

隻黑冠麻鷺進行繫放，進行臺灣大學校總區黑冠麻鷺的族群調查、移動播遷以及

行為觀察。 

本研究另結合了教育推廣，媒體朋友如東森新聞、三立新聞、中時電子報、今日

新聞網等皆曾對本研究計畫進行採訪報導，研究小組也至幸安國小進行生態教育

活動，希望能在研究都市明星鳥種的同時，也擴大大眾對其認識，喚起生態關懷。 

目前由臺大色環組合橘橘橘的黑冠麻鷺於 5 月 10 日接受繫放，8 月 24 日播遷至

北縣三峽鎮的國家教育研究院，為目前已知播遷距離最長的一隻黑冠麻鷺。亦有

黑冠麻鷺由臺大播遷至臺北植物園以及永和社區大學溼地教育園區。以上都是由

熱心人士透過黑冠麻鷺部落格的目擊回報系統所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本回報系統

另接受了近三百筆回報資料，成效斐然，是許多珍貴資料的來源。 

結果發現生殖季期間的活動熱點主要集中在巢位附近，而一般活動分布則在計算

機中心以南及舟山路以北一帶。樹木與草地的比例是黑冠麻鷺活動區域選擇的重

要因素，樹木密度太高或太低都較不適合黑冠麻鷺。此外黑冠麻鷺對棲息或是築

巢樹種也有選擇性，以樟樹及榕樹為主。行為方面亞成鳥較大膽，成鳥的警戒心

較強。亞成鳥覓食效率較成鳥低，因此需要較多的覓食時間來補償。 

最後建議校園規畫可以多多保留草地與綠樹。在綠地的經營方面，土壤必頇適合

蚯蚓族群之建立，太乾及硬度太高、沙質化之土壤均不適合蚯蚓生存。可考慮管

制草地人為踩踏。除了土質外，草地與樹木之比例也十分重要，草地是黑冠麻鷺

覓食區，而樹木則是供其休憩與躲藏，兩者必頇兼具才適合黑冠麻鷺活動棲息。 

另外可以在校園內人潮往來頻繁，同時也是黑冠麻鷺活動的地點，如鹿鳴廣場之

草地旁設立解說牌，作為大眾的生態教育。若黑冠麻鷺棲息之綠樹鄰近戶外桌椅，

例如路鳴廣場草地、共同教學大樓外、小小福及農產品販賣處周遭，則可加強打

掃，維護校園景觀。也可以考慮移動戶外桌椅，避免直接座落於黑冠麻鷺棲息點

之下方。而醉月湖畔大樹是黑冠麻鷺春夏季築巢的地點，如果要在湖畔經營咖啡

屋或是他種用途，建議可以避開巢樹附近，以免對黑冠麻鷺的育帅造成干擾。 

關鍵字  黑冠麻鷺 族群分布 播遷 覓食 繫放 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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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背景與緣起 

都市是文明發展下的產物，侵入了自然也改變了原本的自然生態。世界環境發展

委員會 （WCED） 於 1987 年發表了 “Our Common Future”，此報告中明確道

出我們在都市發展的同時也必頇考慮其永續性。在那之後許多景觀生態學者紛紛

提出都市永續性的相關理念，包括生態都市、都市森林、都市生態網路等議題。

研究都市生態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Sikdar, 2003)。因此若我們想要提升都市的生

態功能，必然先對都市生態進行了解，才能有效率的朝著目標進行改善。 

黑冠麻鷺近年內在本島都市的族群量有遽然上升的趨勢，包括台北市（沈瑞琛 et 

al, 1996; 姚正得 et al, 2000），也因此目擊率大大提升，成為了都市綠地的新寵

兒，各種媒體不論是電視新聞、報紙、BBS 站台（圖一）或是個人部落格中，

都有豐富的關注與討論。故本研究欲針對此物種與其展現的特殊現象做更深入的

調查，研究地點為臺北市（縣）與其近郊地區，並且以臺灣大學校總區和臺北植

物園為著手地點。 

 

圖一、批踢踢實業坊臺大看板之黑冠麻鷺討論串 

期望本研究能對日益重要的都市生態議題有所貢獻，並在針對於都市建立族群的

物種的研究中，作為先驅。也期望能藉由本研究黑冠麻鷺的繫放目擊回報活動之

宣傳及推廣教育，喚起大眾對於同一片土地生存的生命有更多關懷，放下以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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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的價值，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 

第二節 計畫目標 

本研究欲先了解黑冠麻鷺的基礎行為與族群生態，如分布、播遷，並進一步研究

更深入的議題，如領地忠實性、配偶忠實性等。藉由這些研究，解釋黑冠麻鷺的

族群於近年內在都市中大幅成長的有趣現象。 

本研究假設此種人為植披類型改變，例如將原生植被去除而開闢更多短草地，造

成了食物豐富度或是易取得度增加，而促進都市黑冠麻鷺族群成長。研究地點為

臺北縣市與其近郊地區。 

為了測詴上述假說，首先要調查現今黑冠麻鷺的分布模式，將棲地類型依照都市

化程度，粗略分為都市、近郊以及低海拔山區三種。其下再細分為人工建築物、

水池、濕地、農地、短草地、長草地、針葉林、低海拔闊葉林等細項，考量人力

狀況選取樣區。族群密度調查以繁殖季為主，調查棲地中黑冠麻鷺的巢位密度，

並可以輔佐繫放之進行。分析最適合黑冠麻鷺生存（族群密度最高）的棲地類型，

並且和以往的分布資料作比較，確認今昔是否有不同的分布模式。 

第二是覓食行為研究，記錄不同棲地類型中黑冠麻鷺單位時間內的覓食行為 

（foraging behavior） 頻率，來推測此種棲地食物的豐富度及易取得度。在族群

量密度較高的棲地類型中，食物豐富度或是易取得度應較高，因此黑冠麻鷺的覓

食行為頻率也應該較高。另一種方式是觀察黑冠麻鷺個體在一天內覓食行為所佔

的時間或是面積範圍，族群密度較低之棲地中，所需要的覓食時間較長或是面積

較大。 

此外，進行繫放，了解其領地忠實性、領域大小、配偶忠實性等。在臺大，有不

少黑冠麻鷺往年舊巢。在繁殖季期間，常可見黑冠麻鷺的新巢築於距離舊巢不遠

處。藉由繫放得上環標記，我們可以得知在舊巢附近築新巢的黑冠麻鷺，是否為

以往在此舊巢出生的帅鳥，或者是由其他地方前來築巢的黑冠麻鷺。另外為黑冠

麻鷺成鳥上環，可以得知黑冠麻鷺在不同年間是不是有配偶忠實性。再者，推估

黑冠麻鷺的存活率，能進一步探討領地忠實性跟繁殖成功率之間的關係， 

最後由追蹤上環的個體，可了解其活動日週期、播遷模式與活動年週期。以較長

期的繫放追蹤資料，分析黑冠麻鷺在一年中是否展現週期性遷移行為。比較同巢

帅鳥是否因為優勢而展現不同的播遷行為，並分析播遷為隨機進行或是遵循某種

模式。 

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亦望藉由設立黑冠麻鷺部落格、建立回報系統、名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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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撰寫期刊文章、小學教育推廣等方式，提供大眾的參與度，同時將生態保育

議題帶入社會的關注。期待能使大眾對自身環境共存的生物有更多關懷，放下以

人為本位的預設立場，好好的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 

最後，若證實了黑冠麻鷺在臺北縣市地區的族群擴張，乃因人為改變自然環境，

則往後可以將此納入都市規劃的考量。對於其他在都市建立族群物種的研究，也

能以此研究為鑑。期望將來能拋磚引玉，增進都市與自然互動這方面的知識，並

能實際應用在市區規劃，或是改造計畫中。 

第三節 相關研究與回顧 

過去黑冠麻鷺非常見鳥類，以中華鳥會的鳥類資料庫在 1985 至 1992 年間的資料

為例，4000 筆資料中只有 25 筆記錄（沈瑞琛和陳立楨 1996）。而在台灣野鳥圖

鑑則將它定義為稀有留鳥（王嘉雄、吳森雄 1991）。 

近年來黑冠麻鷺族群明顯增加的趨勢，除了在都市城鎮中的公園綠地及學校校園

之外，臺大校總區的校園裡也不例外，由圖二 2010 年 3-4 月的校園觀察紀錄，

可見黑冠麻鷺的高目擊率。 

 

圖二、黑冠麻鷺於臺灣大學校總區之分布，紀錄期間為 2010 年 3-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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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針對黑冠麻鷺的研究並不多，主要停留在基礎的生態觀察。例如：特生中

心的沈瑞琛和陳立楨（1996）除了利用資料庫整理了黑冠麻鷺的分布，也觀察並

詳細紀錄了一對黑冠麻鷺的繁殖、育雛過程；尤少彬、姚正得（2000）紀錄了在

中台灣黑冠麻鷺的基本繁殖資料；而 Chang（2000）也觀察到黑冠麻鷺在亞成鳥

還沒換羽為成鳥羽色前就有繁殖的能力。 

在日本(Kawakami et al., 2005)也對當地的族群做過研究，跟台灣不同，當地的黑

冠麻鷺數量並不多，而且多棲息在潮濕的密林內，也因此他們用叫聲來調查。當

中提到個體間的最近帄均距離是 272±22m，跟臺大的族群有十分類似的結果

（269.5m）（鄭孙宏、陳易揚 2009）。 

對於自然界生存的動物而言，覓食與繁殖皆為十分重要的議題。許多前人的報告

指出，從哺乳類、鳥類到昆蟲，成體和亞成體之間的覓食行為皆有不同。以灰鶴

（Grus grus）為例，相關研究發現帅體的灰鶴相較於成年的灰鶴而言，冬天會花

比較多的時間覓食。此現象是由於年輕個體覓食的效率較低，因此需要增加覓食

頻率，才可獲得與成年個體相當的食物攝取量。如果年輕個體沒有花更多時間覓

食，可能在冬天會因為能量不足失溫而面臨死亡(Alonso and Alonso, 1993)。而不

同的地區會有不同的情況，溫帶地區的冬天因為較寒冷，所造成的演化壓力較大，

鳥類必頇攝取更多能量以儲存足夠脂肪來面對嚴酷的冬天；反之熱帶亞熱帶的冬

天氣候比較溫和，因此演化壓力較不那麼強烈。 

歐洲鸕鷀的研究中對於年齡、覓食效率與冬天之存活率之間的關係，也有詳細的

研究分析。在此研究中，發現年輕的鳥類花更多的時間來覓食，來彌補牠們較劣

等的覓食效率(Daunt et al., 2007)，正如之前提及的灰鶴。覓食時間的增長和覓食

的成功率的減少成正比。然而溫帶地區的冬天，白晝相對較短，所以增強覓食時

間的策略效果有限，造成冬天帅鳥的死亡率大於成鳥。其他的研究也支持帅鳥相

較於成鳥有比較低的覓食成功率，包括粉紅燕鷗(Watson and Hatch, 1999)、蕉森

鶯(Wunderle and Lodge, 1988)、褐鵜鶘(Brandt, 1984)和紅冠水雞的研究

(Sutherland et al., 1986)。 

其實並不是只有鳥類的年輕個體才會展現冬天覓食頻度增加的現象，歐洲的兔子

也有這種情形(Rodel, 2005)。值得一提的是，年輕個體不僅因為覓食效率較低而

需要有更頻繁的覓食頻度，來補足能量的不足，另一方面牠們也需要更多的能量

來供應成長所需。例如研究發現小狗需要更多的食物來讓供應肌肉和骨骼成長，

因此牠們的能量需求是成狗的兩倍。這種隨著動物年齡增長而使能量需求減少的

現象，也可以在恆河猴上面發現(Mattison et al., 2005)。 

此外，另一個較有趣的蒼鷺研究發現(Draulans, 1987)，亞成鳥覓食並不一定較成

鳥劣等，因為尚有另外一個因素需要考量，即獵物密度。當獵物的密度低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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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鳥的覓食成功率縱使相較於成鳥來說較低，但是當獵物的密度較高的時候，

此等現象就減輕，而在高獵物密度的時候，這個現象就不顯著。但是，排除類似

上述特殊因素，所有的證據仍指向成年動物比年輕個體覓食表現較好，德國蟑螂

的研究中也發現如此低等的動物，覓食的表現亦和年齡成正相關(Cloarec and 

Rivault, 1991)。 

我們研究的其中一部份，欲檢視黑冠麻鷺的覓食行為是否也有上述情形。藉由在

臺北兩個不同的地區──臺灣大學校總區及天母的公園，做成鳥與亞成鳥覓食行

為分析，同時也分析以上兩個地區族群有沒有在覓食頻率上的差異。此研究於

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 月間進行。因為黑冠麻鷺是分布於熱帶雅熱帶地區的

鳥類，因此我們可以探討上述現象是不是在冬季演化壓力較不強烈的熱帶地區和

亞熱帶地區也會發生。 

而在繁殖的部分，對於繁殖棲地的選擇，在鳥類界有一個現象──棲地忠實性。

如果鳥類在某一個巢位有成功繁殖過，則牠們更可能回到原來的舊巢繼續進行下

一次的繁殖。Switzer 的動態模型說明(Switzer, 1993)，若動物已知某個地區的環

境品質尚優，則更換一個不同的地區意味著需要花費額外能量去評估棲地品質，

也增加其他未知的風險，在這種情形之下，領地忠實性將是一個非常棒的策略。 

領地忠實性也跟個體的繁殖經驗有關，那些在上個生殖季成功繁殖過的個體，比

較有可能回到原來的繁殖地。但是，就算在高品質的繁殖地，還有許多的原因會

造成繁殖失敗，所以除了個體的繁殖經驗，還有兩個重要因素將會影響鳥類的棲

地忠實性與棲地選擇。其中一個因素是附近鄰居的繁殖經驗，另外一個是環境的

熟悉度(Eason and Hannon, 1994)。根據這些評估方式，鳥類可以縮小因為不可知

因素造成繁殖失敗的機率(Bollinger and Gavin, 1989, Reed and Oring, 1992, Smith 

et al., 1992)。 

而環境熟悉度的重要性在於可以幫助個體處理影響繁殖地品質的訊息(Beletsky 

and Orians, 1991)。繁殖的個體藉由熟悉環境增強自身的競爭力(Krebs et al., 1973, 

Zack and Stutchbury, 1992)，也會減低牠們被掠食者攻擊的可能，也減低遷移後需

要額外重新評估環境品質的付出(Beletsky and Orians, 1991, Stamps, 1988, Eason 

and Hannon, 1994)。 

研究發現，棲地忠實性有性別差異，通常公鳥有較強的領地行為，也因此公鳥與

母鳥相比，更有可能展現出較強的領地忠實性。因為掌握資源的雄性更能吸引雌

性前來交配，增加繁衍後代的機率(Greenwood and Harve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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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材料 

第一節 研究物種 

黑冠麻鷺 （Malayan night heron,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為體長約 45 公分左

右的鷺科鳥類，同屬的還有日本麻鷺 （Japanese Night Heron, Gorsachius goisagi）、

海南麻鷺 （White-eared Night Heron, Gorsachius magnificus） 等，兩種物種皆為

被 IUCN 指定為瀕臨絕種。黑冠麻鷺成鳥全身褐色，頭上有黑色的冠羽，因而得

「黑冠」之名；亞成鳥偏灰褐色且身上、頭上均有白斑，具有繁殖能力（圖三）。

黑冠麻鷺是獨居樹林底棲性的肉食鳥類，主要食物是蚯蚓，其他如昆蟲、青蛙為

主的兩棲類，蜥蜴為主的爬蟲類、魚等。 

 

圖三、黑冠麻鷺成鳥（左）與亞成鳥（右） 

在臺灣，黑冠麻鷺曾經是稀有鳥類，但在東南亞卻有非常大的分布範圍，IUCN

把此物種列為 least concern。近年來黑冠麻鷺的族群數量在都市中有成長的趨勢。

(Fellowes et al., 2001, He et al., 2007b, He et al., 2007a, Kawakami and Fujita, 2005, 

Kawakami et al., 2005, Kawana, 2009)常分布於市區的草地、人工林、近水邊次生

林，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屬於中低海拔。 

在臺大，黑冠麻鷺習慣棲息於榕樹與樟樹上，尤其喜歡在榕樹上築巢。因為牠們

通常不太害怕人類，加上特殊的覓食行為與擺動脖子的動作，廣受大眾喜愛，也

常常有人駐足於黑冠麻鷺覓食的草地觀賞。儘管如此，對黑冠麻鷺的研究仍少，

目前研究僅從簡單的外型與生態上著手，以及臺灣大致上的分布，簡單的生殖行

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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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為調查 

一般性的行為觀察是研究一個物種的基石，必頇要先了解牠的行為特性才可以擬

定更完善的研究計畫。以下亦列舉的兩個較有趣的特殊議題，可以在觀察或是行

有餘力時加以研究。另外，完善的生殖行為及帅鳥成長過程記錄，除了做為基礎

研究，也可幫助判斷一個巢的階段並且進以規劃繫放行動。 

一、一般行為描述 

對黑冠麻鷺的活動空間分布、時間分布、食性、食量、排泄、清潔理毛、偵查環

境、領域、攻擊行為、負傷行為、同類互動等行為，做描述性的觀察。 

二、覓食頻率調查  

記錄不同棲地類型中，黑冠麻鷺單位時間內的覓食行為 （foraging behavior） 頻

率，包括人工建築物、水池、濕地、農地、短草地、長草地、針葉林、低海拔闊

葉林等，並記錄一天之內的覓食時間及範圍。由此推測此種棲地中食物的豐富度

及易取得度。 

三、擺動頸部之特殊行為 

針對黑冠麻鷺的特徵行為──擺動頸部進行較深入研究，統計行為發生時間是否

與其它事件，例如吞食有關。與其他物種的類似行為進行比較，或是由解剖學上

來觀察，探討此行為的目的。 

四、覓食感官 

探討黑冠麻鷺的掠食感官利用，是否為聽覺或是視覺或其他知覺，還是多種並用。

可由操作性實驗來了解，或是直接觀察獵物的行為來推測。藉此我們可以推斷知

覺受損的黑冠麻鷺之存活可能性。 

五、成鳥與亞成鳥的覓食行為差異 

針對這個部分的研究，我們的實驗地點分為鹿鳴草地和天母兩個部分。圖四標示

出鹿鳴草地與天母公園在台北市內的位置。鹿鳴草地位於台灣大學校園內，為半

徑約三十公尺的扇形，如圖五紅框部分所標示。天母實驗區域為兩鄰近公園，如

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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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天母與台大實驗區域位置圖 

 

 

圖五、台大鹿鳴草地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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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天母公園空照圖 

天母的實驗區域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榮華一路，如圖六所示的兩個公園，旁邊為磺

溪河堤，為住宅區，空氣乾淨，環境寧靜良好。兩公園間約間隔三棟房子，黑冠

麻鷺會在兩邊交替活動。公園裡蚯蚓蘊藏豐富，雨後常可見到直徑近1公分、長

20-30公分的蚯蚓爬出地表，傍晚也常見到黑冠麻鷺啄食蚯蚓。 

臺大的研究地點為鹿鳴草地，是一塊三角型的區域，鹿鳴草地行人及腳踏車往來

絡繹不絕，夜晚光害嚴重，噪音程度高。黑冠麻鷺於覓食以外的時間，會停棲在

草地或稍遠處的樹上。 

本實驗前測先分別在鹿鳴草地和天母觀察黑冠麻鷺的生活週期，記錄幾分幾秒的

時候黑冠麻鷺有什麼動作，（例如啄食蚯蚓、宣示領域、被追逐、排遺等）以及

周圍環境和人群對黑冠麻鷺造成的影響。 

發現鹿鳴草地和天母的黑冠麻鷺生活週期並沒有因地點不同而有什麼明顯差異，

下午時段幾乎都會在樹上休息，大約下午五點半左右會從樹上降落享用晚餐，進

行一到兩小時的覓食活動。鹿鳴草地固定有五隻黑冠麻鷺會出沒，三隻亞成鳥和

兩隻成鳥，但附近常有人活動，也有小孩會刻意追逐黑冠麻鷺，覓食較容易被打

擾；而天母環境較寧靜，不太會有人驚嚇黑冠麻鷺，黑冠麻鷺也不太怕人。 

經過前測觀察的結果，決定研究黑冠麻鷺的覓食情形，並採每日晚餐時間進行觀

察。我們提出的假說為亞成鳥正在成長，所需的營養較多，故啄食的頻率相較成

鳥應該較高；但亞成鳥取食經驗相對不足，故捕食蚯蚓的成功率應該低於成鳥。 

黑冠麻鷺亞成鳥的頭部後方及頸後會有明顯的白斑，而成鳥則無（如圖三所示），

我們依此判斷黑冠麻鷺成熟與否，每次觀察的時候，選定某隻黑冠麻鷺，以望遠

鏡 Nikon action 8x40 8.2 egret 2 輔助，記錄其是否成熟、開始觀測時間、經過幾

分幾秒時黑冠麻鷺的動作。我們針對以下三類動作，分別為 head down（H，鎖

定獵物）、peck（P，啄）、eat（E，吞食）。head down 代表黑冠麻鷺低頭，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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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行啄食的動作；peck 代表黑冠麻鷺進行啄食，但沒有吃到蚯蚓；eat 代表黑

冠麻鷺成功吃到蚯蚓。Head down 因為數據不完全，故最僅採計 peck 和 eat。 

覓食頻率的部份我們假設亞成鳥的覓食頻率較成鳥高，設立H01：成鳥和亞成鳥

的覓食頻率沒有差別；Ha1：亞成鳥的覓食頻率較成鳥高。分別處理成鳥和亞成

鳥的數據。以十分鐘為一個單位時段統計H（head down）、P（peck）、E（eat）

的次數。觀測不足十分鐘的頭尾時段以實際觀察的時間乘上該有的倍數，推算出

十分鐘應有的次數，不滿五分鐘則直接捨去。在一個時段內有大於一個樣本數則

進行帄均，得出每個時段H、P、E的次數。此部分以長條圖表示。將H、P、E數

值化，H以一分計、P兩分、E三分，算出每一個樣本的分數（如下列算式），最

後分別帄均成鳥及亞成鳥兩群體內的數值。 

Feeding frequency of an individual=（H*1+P*2+E*3）/time span（min） 

覓食成功率的部份我們假設成鳥的捕食成功率較亞成鳥高，設立H02：成鳥和亞

成鳥的捕食成功率沒有差別；Ha2：成鳥的捕食成功率較亞成鳥高。如下列所示

計算出每一個個體的捕食成功率之後，分別對帄均成鳥及亞成鳥兩群體內的數值。

E代表成功捕食的次數、P代表捕食失敗的次數。 

Feeding accuracy=E/（E*P） *100% 

六、生殖行為觀察 

實際觀察求偶（包括鳴唱及追求、交配過程）、配偶互動、築巢等行為。利用生

殖期於黑冠麻鷺巢位附近的建築物或是樹枝上架設攝影機，預計全天錄影，實際

情況視夜晚光線是否足夠獲得影像而定。建立詳細的行為表，觀看影片並記錄，

了解黑冠麻鷺的性別工作分配模式，包括築巢、修補巢位、孵卵、覓食、餵食等。

同時詳細記錄母鳥產的第一個蛋的日期，與後續之產蛋日期、蛋的孵化期、育雛

期、育雛數、帅鳥的發育過程等，之後可以帅鳥的發育特徵來判斷帅鳥日齡。巢

位的座標將會在 GIS 數位地圖裡面標記。分析繁殖棲地的需求包括巢材、築巢

地點和微棲地等。記錄以下各個項目：巢的傾斜度、巢的隱蔽度（百分比）、巢

位覆蓋度（百分比）、巢的遮蓋度（百分比）、巢位上方植物的覆蓋度（百分比）、

巢的高度（公分）、巢的完整度（百分比）、巢的附近的雜草覆蓋度（百分比）、

巢附近灌木叢覆蓋度（百分比）、巢位下方的植物覆蓋度（百分比）、以上這些是

由以下的方程式計算： 

basal area =（DBH/2）2
xπ 

density = total basal area / 11.3
2
x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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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冠麻鷺於各地點的繁殖成功率，將以 Mayfield 和 Mayfield 40%的方法來估算，

確保繁殖成功率沒有被過度估計。Mayfield 方法將會使用於計算產蛋期、孵蛋

期、育雛期，以及計算繁殖成功率。以上幾項會被個別分析。接下來使用 Mayfield 

logistic regression 來評估環境因子和掠食者之間的關係（Mayfield 方法可用來計

算每日巢位的被掠食率）。假如帅鳥的翅膀完全長成、已離開或是將要離開巢，

就會被歸類於繁殖成功。雛鳥死亡、羽毛掉落在附近、帅鳥於離巢日前失蹤，就

被認定為繁殖失敗。另外亦觀察附近是否有大型猛禽或是其他的掠食者，蛋是否

被吃掉或破掉、巢是否被破壞等。若附近沒有觀察到掠食者，但是親鳥卻沒有回

巢，就認定為親鳥棄巢 (Aebischer, 1999, Armstrong et al., 2002, Fajardo et al., 2009, 

Fisher and Wiebe, 2006, Haas, 1998, Johnson, 1979, Johnson and Shaffer, 1990, 

McPherson et al., 2003, Murphy, 1996, Newton, 2001, Paton, 1995, Woodbridge et al., 

1995, Beintema, 1992, Farnsworth et al., 2000, Flint et al., 1995, Jehle et al., 2004, 

Manolis et al., 2000, Winterstein, 1992)。 

第三節、族群調查 

在生殖季時調查每一棲地類型內的黑冠麻鷺巢位密度，同時為巢中帅鳥上環、測

量形質、抽血等。鎖定 2-3 個合適的巢位全程錄影。同時決定其在此棲地類型中

的族群密度。包括人工建築物、水池、濕地、農地、短草地、長草地、針葉林、

低海拔闊葉林等。可再依照都市化程度，歸納為都市、近郊以及低海拔山區三種。

另外要觀察每對黑冠麻鷺在繁殖期時帄均能孵育幾巢，來做資料的校正。進行密

度調查的同時，觀察黑冠麻鷺築巢時對於巢樹及巢位會有怎樣的選擇，了解其築

巢熱點(Necchi et al., 1995, Young et al., 2008, Flousek et al., 1990a, Flousek et al., 

1990b, Raman, 2003, Raphael, 1987)。 

第四節、繫放 

一、捕捉 

目前已在臺灣大學校總區與臺北植物園進行黑冠麻鷺的繫放。我們用兩種方法來

捕捉黑冠麻鷺，首先成鳥與亞成鳥是以帶柄的細目漁網來捕捉。將原本網框上的

棉製網線換成細網，此細網覆蓋黑冠麻鷺身體時，某種程度上會纏住黑冠麻鷺的

翅膀羽毛，使其無法飛行，因此可以更有效的捕捉黑冠麻鷺。捕捉時派一名人員

在前方抓住黑冠麻鷺的注意力，另外一人從黑冠麻鷺的背後接近捕捉。 

而帅鳥的部分，我們於黑冠麻鷺的第一個繁殖期到第二個繁殖期中到巢中捕捉尚

環。黑冠麻鷺一年約繁殖兩到三次，從 3 月開始到 9 月。巢位的搜尋可以由觀察

排遺來著手，因為黑冠麻鷺體型較大，排遺量也相當可觀，加上帅鳥排泄時會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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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將排遺排出巢外，落至地面，往往形成地面直徑約半公尺的排遺堆（圖七）。 

 

圖七、黑冠麻鷺排遺 

此外，我們也嘗詴用其他的方式捕捉黑冠麻鷺，包括手拋網及兩人共撐一面大網，

但是效果不彰。我們將計畫在秓冬天食物較貧乏的時候，用陷阱配加誘餌來捕捉

成鳥。以下是陷阱的設計： 

 

圖七、捕捉黑冠麻鷺之陷阱 

捕捉帅鳥時我們租借雲梯車（圖八）到達巢位高度。把帅鳥置入鳥袋（圖九）運

送至地面，接下後續的繫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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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乘雲梯車至巢旁補捉黑冠麻鷺帅鳥 

 
圖九、以鳥袋安全移動黑冠麻鷺帅鳥 

二、上腳環 

訂做色環共白、黃、橘、綠、藍、黑六種顏色（圖十），以及金屬環，其上刻有

編號。預計共上四個腳環，右腳兩個色環，左腳一個色環與一個金屬環。讀取順

序為：右腳上、右腳下、左腳上、左腳下，前三個為色環，最後一個為金屬環（圖

十一）。金屬環在這裡使用的是 G 環。這個大小通常是白鷺鷥及麻鷺科屬常用的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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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使用於黑冠麻鷺之腳環；右側為色環，共有白、黃、橘、綠、藍、黑六色；

左側為刻有編號的金屬環 

 

圖十一、上環黑冠麻鷺帅鳥橘橘白與白白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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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質測量 

預先建立年齡與外觀特徵的對照表，由外觀特徵判斷年齡。在繁殖季的時候可由

眼先顏色判斷性別，雄性眼先呈現鮮豔的藍色，而雌性眼先為黃色調。接著利用

游標尺做以下測量（圖十二）：全長、全頭長、喙長、自然翼長、最大翼長、附

趾長、尾長。另外把黑冠麻鷺置入鳥袋中，用彈簧秤拉住鳥袋，進而測量體重，

最後減去鳥袋的重量(Chernetsov et al., 2006, Collister and DeSmet, 1997, Forsman 

et al., 2002b, Forsman et al., 2002a, Houston, 2005, Murphy, 1996, Robinson and 

Oring, 1997, Weimerskirch et al., 1985, Wood, 2009)。 

 
圖十二、為黑冠麻鷺做形質測量 

四、收取樣本 

（一） 血液樣本 

取樣方面最主要以血液樣本為主。用針頭帄行血管方向，貼近血管表面，開口朝

上傾斜插入黑冠麻鷺羽翼內側的靜脈，血液流出後以毛細管收取（圖十三）。一

隻鳥會用到 4 支毛細管，加起來差不多 0.5 毫升左右的血。酒精加棉花將會用來

按住血管來幫助止血，以免失血過多。血液與 EDTA 溶液混和，防止凝血，以

1.5 mL 離心管保存，其上標示個體色環、金屬環編號，以及捕捉抽血日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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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回到實驗室後將血液樣本冷凍保存，若係放進行時間較長，則攜帶保溫

杯，過程中先放入冰塊暫時保存。 

血液樣本除了作為性別分析之外，也可以結合播遷資料做不同地區的黑冠麻鷺親

緣分析。從牠的血液樣本中的 DNA 分析可以了解有沒有額外配偶或是近親交配

的情形，不同族群的黑冠麻鷺將會來做近親交配的比較，比較牠們之間有沒有不

同程度上的近親交配。近親交配的情況將會跟播遷的研究一起分析，來瞭解帅體

播遷的成功度在近親交配的防止措施下的關係(Bastian, 1992, Blums et al., 2003, 

Castillo-Guerrero and Mellink, 2007, Costello et al., 2008, Dale et al., 2005, Hanski 

and Selonen, 2009, Sale et al., 2009, Struwe-Juhl and Gruenkorn, 2007, Greenwood et 

al., 1979, Osorioberistain and Drummond, 1993, Snoeijs et al., 2004, Blakesley et al., 

2006, Lecomte et al., 2008, Rajska-Jurgiel, 2000, Jackson, 1994)。 

 

圖十三、為黑冠麻鷺抽取血液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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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收集冰凍的血液樣本 

（二） 羽毛樣本 

剪取黑冠麻鷺的一根尾羽，先置於水中超音波震盪 30 分鐘去除雜質，再置於石

油醚（petroleum ether）中超音波震盪 30 分鐘去除油汙，最後置於抽風櫃中乾燥

(Kelly et al., 2010, Valladares et al., 2010)，存放供後續分析。 

五、野放  

捕捉上環、取完樣本後便原地野放（圖十五）或是放回巢中，之後數小時到數天

密集觀察，確認黑冠麻鷺身體狀況良好。保存血液、羽毛樣本，供後續如性別、

親緣關係等遺傳組成分析或同位素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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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待野放之黑冠麻鷺亞成鳥，攝於臺北植物園 

第五節、社會參與及教育宣導 

架設黑冠麻鷺部落格，用輕鬆有趣的方式與大眾分享黑冠麻鷺的故事及繫放工作

之內容，除了讓有興趣的人能自行進一步了解，也可使研究增加曝光度。而部落

格內建立目擊回報系統結，讓目擊者可透過這個系統，告訴我們看到黑冠麻鷺的

時間、地點以及是否上了腳環與色環組合等資訊。 

另外，與臺北鳥會聯繫，在鳥會網站上刊登研究簡介、黑冠部落格和回報系統的

網址，並在冠羽月刊上發表文章介紹此研究。也在臺大相關文宣宣傳，同時亦印

製宣傳名片，除了在繫放工作進行時發給有興趣的圍觀者，也寄發給相關單位。

亦透過媒體向大眾宣傳本活動。 

到附近的國中小進行教育宣導，透過有趣的活動，介紹常見於校園的黑冠麻鷺，

以及相關的生態常識。 

第六節、訪問資訊 

一、蔡帄里教授 

退休教授蔡帄里業餘研究黑冠麻鷺多年，記錄了由十多年開始的黑冠麻鷺日記，

提供了我們詳細的資料，包括臺大舊年黑冠麻鷺的分布及巢位。由他的紀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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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了解黑冠麻鷺以往的播遷及舊巢地點。 

另外，蔡帄里教授似乎可由黑冠麻鷺的動作來分辨是公鳥或母鳥。蔡教授表示，

母鳥比較害羞，所以遇人接近即快速飛走，公鳥則比較傾向展現領地行為，遇到

人時則偏向擺動脖子肌肉，左右搖晃，向人類示威，宣示領地行為。蔡帄里教授

也收集了一箱的鳥蛋（圖十六），這是數年來的收集，此黑冠麻鷺鳥蛋對未來親

緣鑑定有很大的幫助。 

 

圖十六、蔡帄里教授所收集隻黑冠麻鷺蛋 

二、張傳炯教授 

張傳炯教授曾發表黑冠麻鷺相關文獻，從他的論文中得知亞成鳥也有生殖行為

(Chang, C.-C, 2000)。我們也特地去採訪張傳炯教授，由張教授口述，我們得知

楊明山也是黑冠麻鷺分布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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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圖十七、臺灣大學校總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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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黑冠麻鷺於臺大校總區活動分布 

臺大校總區建物名稱地圖請參考圖十七。我們將回報系統以及本小組觀測資料

（請參見附錄）整合，繪製黑冠麻鷺於臺大校總區的活動分布圖（圖十八）。在

此圖中中，大部份資料也恰好是學生活動頻率較高的地點。臺大農場資料十分少，

可能是經過此處的學生本來就比較少，另一可能性是黑冠麻鷺不偏好在此處活動。

椰林大道的資料數量也不多，但是小椰林道兩旁資料點較多，可能是因為小椰林

道兩側附近有許多樟樹、榕樹，為黑冠麻鷺喜歡棲息之樹種。而樹木密度較高的

黑森林，黑冠麻鷺密度卻很低，可能原因是黑冠麻鷺選擇棲息或是活動地區要同

時考量樹木與草地，樹木提供棲所，而草地則是覓食場地。若兩者之間能維持一

定比例，才是黑冠麻鷺所偏好的。 

此外，相較於亞成鳥（圖十八(c)）而言，黑冠麻鷺成鳥（圖十八(b)）於臺大校

總區的活動跨越更大的範圍。 

 

(a) 所有黑冠麻鷺個體 

 

(b) 黑冠麻鷺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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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黑冠麻鷺亞成鳥 

 

(d) 未知年齡黑冠麻鷺 

圖十八、黑冠麻鷺活動分布圖，(a) 所有黑冠麻鷺個體；(b) 黑冠麻鷺成鳥；(c) 黑

冠麻鷺亞成鳥；(d) 未知年齡黑冠麻鷺 

由以上資料我們繪製出臺大校總區黑冠麻鷺活動頻率圖，也就是活動熱點地圖

（圖十九）。將臺大校總區分隔套色，觀察記錄筆數由低而高分別是藍色到紅色

來表示。黑冠麻鷺的活動熱點中，第一名是醉月湖和數學系新館中間之區域，有

27 筆觀測資料；第二名是圖資系館和第一學生活動中心（活大）之間，有 22 筆

資料；第三名是圖書館出版中心和農藝館所包夾之草地，有 20 筆資料。值得一

提的是，這三個熱點正好就是巢樹所在位置及附近。接下來的排名第四是心理系

南館和工綜大樓之間的區塊，15 筆資料；第五為舊數學系館以北與思亮館國際

會議廳以南，接近醉月湖處，14 筆資料；第六名的活大前門與圖書館前門之間

有 11 筆；同樣名列第六的是保健中心東側。以上第四到七名之區域，同樣位於

巢樹的附近。 

八角樓雖然有巢數卻鮮有資料，因為較少人會經過此處，因此屬於資料不足，沒

辦法形成熱點，且此區域擁有範圍明確的草地，與其他的巢位之間某種程度上有

區隔，其他巢位出生之黑冠麻鷺就較不可能前來此處。 

次於以上七名的淺藍色區域，就是巢位更外圍之處，也就是資料筆數由高而低便

是以巢位為中心向外漸減。因為本紀錄累積 4~11 月間的觀測，跨越相當程度的

黑冠麻鷺生殖季，說明黑冠麻鷺亞成鳥離巢之後十分傾向於在巢位附近活動一段

時間，接著才會或去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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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黑冠麻鷺於臺大校園的活動熱點 

第二節 繫放個體資料 

我們陸續的繫放中，發現了亞成鳥與成鳥之間在跟人的互動中有很大的差異，目

前我們上環的鳥全部是帅鳥或亞成鳥，沒有捕捉到任何成鳥。我們發現，成鳥確

實比亞成鳥有更高的警覺心，當我們手拿網子靠近牠們的時候，大約接近至四公

尺左右就會開始逃離。 

表一是黑冠麻鷺的繫放資料，2010年5月10日在臺大的保健中心旁大樹的巢內，

繫放了兩隻黑冠麻鷺，分別是 YYYM 和 YBYM。同一天，第一學生活動中心與

圖資系館間大樹的巢內也有四隻黑冠麻鷺接受繫放，分別是 WWWM、GYWM、

GBWM，和 OOOM。隔天 5 月 11 日於計算機與資訊中心繫放了四隻黑冠麻鷺，

WOBM、BBWM、BGYM 和 YYGM。7 月 20 日圖資系館右前角落大樹的巢位，

有三隻黑冠麻鷺接受繫放，分別是 WWBM、OOWM 和 KKGM。同日於八角樓

也有兩隻黑冠麻鷺被上環，分別是 WWOM 及 YKYM。2010/8/3 在醉月湖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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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黑冠麻鷺接受繫放，分別是 OBBM、KWKM 和 KKWM。在普通大樓對面文

學院草地亦在同日有一隻殘疾黑冠麻鷺右腳被上環 K。植物園方面則有五隻已離

巢的亞成鳥被上環，分別是 8 月 18 日的 KWGM 及 KKYM，以及 8 月 26 日的

YYKM 及 GKGM，和 9 月 1 日的 KBYM。這些個體的最後一次觀察紀錄列於表

二。 

表一、黑冠麻鷺繫放上環資料 

位置 金屬環

編號 

色環組

合 

上環日期 全頭長

（mm） 

喙長

（mm） 

附趾長

（mm） 

自然翼

長（mm） 

最大翼

長（mm） 

尾長

（mm） 

體重

（g） 

保健中

心 

G09971 YYYM 2010/05/10 80.5 39 76.95 185 195 41 530 

G09972 YBYM 2010/05/10 80.1 38.9 68.2 187 192 38 456 

活大/圖

資系 

G09973 WWWM 2010/05/10 85.35 37.65 75.2 175 180 30 492 

G09974 GYWM 2010/05/10 89.4 41.8 78.4 198 205 43 528 

G09975 GBWM 2010/05/10 91.1 41.2 80.6 198 207 55 529 

G09976 OOOM 2010/05/10 90.8 42.3 70.2 180 193 34 551 

計中 

G09977 WOBM 2010/05/11 88.35 37.5 64.55 133 147 31 486 

G09978 BBWM 2010/05/11 79.8 34.5 70.35 119 128 21 365 

G09979 BGYM 2010/05/11 84.9 35.9 67.6 135 148 28 472 

G09980 YYGM 2010/05/11 75.5 34 59.9 107 112 - 343 

圖資系

館 

G09951 WWBM 2010/07/20 77.5 32.5 45.3 108.5 113.5 40.5 435 

G09952 OOWM 2010/07/20 75 25.4 54.65 119.5 122.5 26.5 400 

G09953 KKGM 2010/07/20 89.5 39.5 77.7 156.75 164.7 35.7 490 

醉月湖 

G09960 OBBM 2010/08/03 84.2 33.6 62.9 165 170 40 415 

G09956 KWKM 2010/08/03 84.6 34.9 75.2 154.7 158.5 39 410 

G09957 KKWM 2010/08/03 77 29.4 66.5 108.5 116.5 19 285 

八角樓 
G09954 WWOM 2010/07/20 93 39.4 75.85 195.1 219 67 430 

G09955 YKYM 2010/07/20 84.45 38.1 81.4 201 205 55 441 

文學院 X 右腳 K 2010/08/03 80.5 32.5 68.6 159 161 42 455 

臺北植

物園 

G09961 KWGM 2010/08/18 104.7 40.7 85.3 258 261 73 485 

G09958 KKYM 2010/08/18 93.7 41.6 77.8 252 257 98 445 

G09959 YYKM 2010/08/26 97.2 41.2 78.9 280 283 85 445 

G09962 GKGM 2010/08/26 109.3 44.4 82.9 272 274 91 565 

G09963 KBYM 2010/09/01 109.5 44.6 83.8 275 281 108 460 

表二、黑冠麻鷺上環個體最後一次的觀察紀錄 

個體 日期 地點 

KWKM 2011/01/13 圖資系前方草坪 

WWBM 2011/01/04 共同教室前方草坪 

OOWM 2010/11/20 永和社大溼地生態教育園區 

GYWM 2010/10/17 女五側門靠近生技大一女 

KBYM 2010/09/09 臺北植物園重要木本區 

KKGM 2010/09/06 總圖西北側與全家前面草坪 

YYKM 2010/08/30 植物園柿樹科區 

KWGM 2010/08/30 植物園合瓣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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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YM 2010/08/28 臺大農場 

OBBM 2010/08/26 醉月湖巢數 

GKGM 2010/08/26 臺北植物園 

OOOM 2010/08/24 國家教育研究院良師園旁草地 

KKWM 2010/08/22 醉月湖巢樹 

KKYM 2010/08/18 臺北植物園 

WWOM 2010/08/10 八角樓巢樹旁草地 

YKYM 2010/08/10 八角樓 

BGYM 2010/07/09 臺北植物園的合辦花區 

WOBM 2010/06/23 法學院黑森林 

YYGM 2010/06/18 心理系南北館間草坪 

WWWM 2010/06/16 小椰林道旁土木系館後方蒲桃樹 

BBWM 2010/06/16 心理系草地 

GBWM 2010/06/12 舟山路往後門的小路 

YBYM 2010/06/09 活大與圖資系間 

由回報系統的觀測資料，我們做出臺大校總區上環黑冠麻鷺的活動範圍圖（圖二

十），也就是黑冠麻鷺亞成鳥的活動範圍(home range, 以下稱 HG)圖。同巢之亞

成鳥使用同樣的顏色來表示其 HG。 

比起活大亞成鳥的 HG（橘色，圖二十一(c)、(d)、(e)、(f)），保健中心巢位之亞

成鳥（紅色，圖二十一(a)、(b)）看來冒險性較低。保健中心巢位的鳥傾向於往

同樣方向移動，而活大則四方移動。而保健中心巢位的亞成鳥 HG 重疊，也會使

紅色區塊相對較小。 

計中巢位亞成鳥的 HG（黃色，圖二十一(g)、(h)、(i)、(j)）和活大（橘色）及保

健中心（紅色）區域重疊，同樣也是往單一方向移動，而非如活大亞成鳥的四散。

圖資系館的黑冠麻鷺有比較小的 HG（綠色，圖二十一(l)、(m)）。這或許指出較

先前孵出（活大及保健中心巢位）和後來孵化（圖資系巢位）的黑冠麻鷺之間有

領地或是覓食的競爭，造成圖資系亞成鳥需要往不同方向、更遠處遷移，且空間

縮小。雖然如此，醉月巢 KWKM 的 HG（藍色，圖二十一(n)）卻直接往南進入

其他個體的 HG。進一步原因到底是黑冠麻鷺領域性仍不強，或是 KWKM 為更

強勢個體，尚待進一步探討。八角樓巢位因為資料不足，所以沒有辦法做領地分

析。 

圖二十及圖二十一的活動範圍圖中，OOWM、OBBM、KKWM 被省略不畫。其

中 OOWM 是因為此個體只有兩筆觀察紀錄，巢位附近的下一筆觀測紀錄就是永

和社大濕地生態教育園區了。而醉月湖的 OBBM 也只有兩筆觀測資料，KK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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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只有一筆資料，有可能是播遷到遠處也有可能已經死亡。右腳 K 的黑冠麻鷺

後來因為殘疾人為飼養。 

 

圖二十、所有上環黑冠麻鷺個體於臺大活動範圍 

 
(a) YBY 

 
(b) YYY 

 
(c) G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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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GYW 

 
(e) OOO 

 
(f) WWW 

 
(g) BBW 

 
(h) BGY 

 
(i) WOB 

 
(j) YYG 

 
(l) KKG 

 
(m) WWB 

 
(n) KWK 

 
(o) YKY 

 
(p) W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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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上環黑冠麻鷺個體個別活動範圍 

由回報系統資料做出黑冠麻鷺於臺大校園的移動路線（圖二十二）可發現，舟山

路似乎具有屏障效應。以一般播遷的趨勢來看，個體應該以巢位為中心向四處移

動。但保健中心巢位出生的YYYM（圖二十三 (b)），雖然巢位接近舟山路，但

牠的遷移方向並未橫跨舟山路的對側，而是往北移動。保健中心巢位的另外一隻

上環黑冠麻鷺YBYM（圖二十三 (a)）也是往北移動。 

活大WWWM（圖二十三 (f)）也同樣往北移動；而活大的GYWM（圖二十三 (d)）

一開始往北，之後往西南方移動，最終也並無超越舟山路；活大的GBWM（圖

二十三 (c)）亦往北移動，最後稍微向舟山路方向移動一些。唯一的例外是活大

的OOOM（圖二十三 (e)），一開始也是往北移動，然後往東南，最後往西南方

遷移到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良師園附近。 

以上保健中心及活大在臺大校園裡屬於偏南分布的巢位，其亞成鳥往北移動的現

象，在北方巢位來說，就不是如此。校區北方計中巢位的WOBM（圖二十三 (i)）

一開始主要往南，後來往東，並沒有往北；計中的YYGM（圖二十三 (j)）及BBWM

（圖二十三 (g)）也是往南方移動；BGYM（圖二十三 (h)）往南之後，稍微往

北移動，最後往東，但是當牠決定離開到校外時，選擇了西北方遷移到臺北植物

園。歸結出南部巢位的亞成鳥往北移動和北部巢位往南的現象，也僅在臺大的校

區裡發生。 

以上的資料是五月份上環的黑冠麻鷺，7月上環的黑個體就和5月有不同的移動模

式。同樣位於較南方的圖資巢位，其亞成鳥WWBM（圖二十三 (m)）持續往南

移動，甚至超越到舟山路以南。季節不同是否造成牠們遷移上的差異，尚待確認。

圖資OOWM（圖二十三 (l)）則往西南移動，直到永和社大溼地教育園區，同樣

的和5月上環的個體移動方向相反。圖資KKGM（圖二十三 (k)）一開始往南，

後往北，但並僅超越巢位以北一些。南方巢位的個體整體而言5月份往北，7月份

往南。這是否意味不同季節裡蚯蚓數量在南北方有變動，或是其他原因致使此現

象，需有更深入的研究。 

而7月份北部的醉月湖巢位之KWKM（圖二十三 (q)），還是如5月的北部巢位亞

成鳥一樣往南移動。醉月湖巢位的另外兩隻亞成鳥OBBM（圖二十三 (r)）及

KKWM（圖二十三 (p)）因為資料筆數過少，且觀測紀錄點距離相近而無法判斷

移動方向。 

此現象指出，舟山路以北計中以南的區域是臺大校總區內黑冠麻鷺較偏好的地區，

或許是因為草地與樹木的比例佳，或是草地土壤肥沃蚯蚓數量充足所造成。 

至於校總區南方的八角樓觀測紀錄中（圖二十三 (n)、(o)），亞成鳥的活動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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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在巢位下方就是一大片草地。據蔡帄里教授表示，此地土壤肥沃程度比臺

大校區高，且蚯蚓數量較豐富。可能因此八角樓巢位的亞成鳥就在此草地逗留。

然而我們足夠的後續觀測來說明之後的移動方向。但以校區並未有這兩隻亞成鳥

的活動紀錄來推測，牠們可能往南部的蟾蜍山移動了。前人研究觀察中，夏天在

校區常見黑冠麻鷺，到了秓天卻數量減少，而同時間以往記錄稀少的園藝分場數

量則突然上升，因此推測園藝分場是黑冠麻鷺遷移過境之區域，黑冠麻鷺之後會

往蟾蜍山移動，這點與我們的推測相符，但需有更多資料來佐證。 

綜合所有的移動趨勢，我們提出以下幾點來說明為何黑冠麻鷺在校總區的活動集

中在計中以南舟山路以北，而臺大農場和黑森林則少有紀錄。第一是樹木與草地

的比例，臺大農場雖然有肥沃土壤，蚯蚓量可能也不少，但缺少棲息的樟樹、榕

樹。前人的鳥類調查資料中也顯示，臺大農場內未有黑冠麻鷺紀錄。而黑森林就

如前述，樹木密度太高，加上土地肥沃度不足、蚯蚓數量不夠豐富，所以也少有

黑冠麻鷺活動。 

而計中巢位之亞成鳥往南移動的趨勢，可能是因為往北就到了更繁忙的校區外部，

需要跨越馬路才能到達其他適合之棲所，且白千層路樹也不是常見黑冠麻鷺的樹

種，所以剛離巢的亞成鳥自然選擇往同樣有草地的南部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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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上環黑冠麻鷺於臺大的移動路線圖，起始點為巢位，線段終點為最後

一筆觀察資料，以大圓點表示。而右腳K因為最後接受人為飼養而無資料 

 
(a) YBY 

  
(b) 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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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YKY 

 

 

 

 
(p) KKW 

 

 

 

  
(q) KWK  

 

 

 

 
(r)  OBB 

圖二十三、上環黑冠麻鷺個別於臺大的移動路線圖，起始點為巢位，線段終點為

最後一筆觀察資料，以大圓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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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比較了體重與HG之相關性，結果如表三及圖二十四，沒有相關。但因為

每隻個體測量體重時日齡有所不同，當往後有更精確的資料時，可以重新做比

較。 

表三、上環之黑冠麻鷺體重與活動範圍 

 Home range (m2) 體重(g) 

BBW 92,527 364.80 

BGY 79,246 471.75 

WOB 42,058 486.10 

YYG 7,969 343.10 

GBW 88,100 529.30 

GYW 113,335 527.60 

WWW 41,615 491.90 

OOO 28,334 550.85 

YYY 100,496 529.85 

YBY 10,625 455.50 

KWK 65,079 410.00 

WWB 47,813 435.00 

KKG 9,297 490.00 

YKY 443 441.00 

WWO 1,771 430.00 

 

圖二十四、黑冠麻鷺的活動範圍與體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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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WM 在 7 月在臺大圖資館出生，卻在隔不久的 9 月 2 日播遷到永和社區大學

濕地教育園區，此現象非常有趣，因為這說明了黑冠麻鷺會飛過大河（新店溪），

因為回報系統的成功，所以江彥威先生使用了我們的回報系統、另外黃文華先生

拍攝黑冠麻鷺及何一先先生連絡以電子郵件通報袁老師。成功的捕捉到 OOWM

在永和社大的鏡頭（圖二十五）。 

 

圖二十五、王文華先生於永和社區大學溼地園區所拍攝的黑冠麻鷺亞成鳥

OOWM 

另外，OOOM 為 2010 年 5 月 10 日在活大旁巢位繫放的黑冠麻鷺，牠是本研究

目前有觀察到播遷最遠的個體，於 8 月 24 日播遷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良師園，已

接近桃園，此結果意義重大，因為它說明了黑冠麻鷺會播遷到可觀的距離之外。

而回報系統也發揮它的功效，由陳燕秓 小姐使用本回報系統回報，並提供照片

（圖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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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陳燕秓小姐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良師園所拍攝之黑冠麻鷺OOOM照片 

8 月 3 日於普通大樓繫放的右腳 K 黑冠麻鷺，因為右眼遭受感染，長了很大的腫

瘤，所以在繫放的過程中，我們決定將牠暫時交由蔡帄里退休教授飼養。我們並

帶牠去獸醫院接受治療，牠的右眼之後也有些許康復。 

藉由這次的飼養，我們觀察到黑冠麻鷺帅鳥對麵包蟲並未展取食意願，仍以大型

蚯蚓為主食。有趣的是，牠的排遺型狀跟那些巢外的黑冠麻鷺的大便形狀很不一

樣。據我們的推測，是因為巢中的黑冠麻鷺是接受由父母咬碎後反芻過的蚯蚓餵

食，而蔡帄里教授餵的蚯蚓，是整條完整的餵食，沒有切斷也沒有咬碎，所以牠

的排遺也產生比較塊狀。此黑冠麻鷺被飼養在大約長 60 公分，寬 40 公分，高

65 公分的籠子內（圖二十七）。食盆內裝蚯蚓，另外一個食盆裝麵包蟲給予選擇，

並由飲水器提供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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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黑冠麻鷺右腳 K 攝於籠中 

然而，在 8 月 13 日的時候，這隻黑冠麻鷺卻在蔡教授的住家外庭院連籠子一起

消失無蹤。當然，我們也在部落格寫下右腳 K 的故事，以讓民眾如看到此黑冠

麻鷺的話也可以向我們通報。 

第三節 黑冠麻鷺的活動周期 

在黑冠麻鷺的活動周期分析裡，覓食行為部分，在一日之內亞成鳥（圖二十八(c)）

比成鳥（圖二十八(b)）還要早開始覓食。亞成鳥覓食高峰的時間大約在下午四

點左右，而成鳥則是約下午五點。比較奇怪的是，如果將亞成鳥、成鳥再加上未

知年齡的個體觀測資料綜合來看（圖二十八(c)），黑冠麻鷺覓食高峰則變成晚上

六點。由於成鳥累積次數沒有亞成鳥高，所以可能較多未知年齡個體是成鳥。然

而在此生殖季期間，亞成鳥數量較多也是合理。所以可能是資料不足，我們僅能

從現有的資料來做有限的分析，未來將收集更完整的追蹤資料。 

至於亞成鳥較早開始覓食的現象，可能是因為亞成鳥覓食成功率較低，所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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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時間來彌補食物量攝取不足，所以將時間提前開始。而圖中也顯示另一個

亞成鳥的覓食行為趨勢，也就是在一日之內牠們覓食的時間分布較為分散，而成

鳥比較集中，這和我們於下一節中，成鳥與亞成鳥的覓食行為差異研究結果一

致。 

然而黑冠麻鷺休息周期圖中（圖二十八(d)），卻和覓食行為有類似時間分布。此

現象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確實在這個時間有部分黑冠麻鷺仍為休息狀態，而

覓食與休息的分布模式恰與觀察紀錄的時間分布相同。另一可能性是樹上休息的

個體其實是準備要下來覓食，但因活動量增加也使其觀察率提升。總之需要更有

規劃地觀察來更深入窺探黑冠麻鷺活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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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二十八、黑冠麻鷺活動周期：(a) 黑冠麻鷺所有個體的日覓食周期；(b) 黑冠

麻鷺成鳥的日覓食周期；(c) 黑冠麻鷺亞成鳥的日覓食周期；(d) 黑冠麻鷺所有

個體的日休息周期 

第四節 黑冠麻鷺成鳥與亞成鳥的覓食行為差異 

黑冠麻鷺成鳥與亞成鳥的覓食頻率，觀察結果如圖二十九。圖二十九(a) 、(b)

分別為亞成鳥及成鳥於每十分鐘之內 peck 及 eat 的次數；(c)、(c)則是加上了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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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的數據，圖中部分時段沒有 head down bar，代表那時段沒有觀察記錄 head 

down 次數。因為數據不足，所以這次 head down 不在我們討論範圍，僅供參考。

而樣本數不多，因此不進一步分析各時段內覓食頻率的差異。 

  
(a)  

(b) 

 

 
(c) 

 

 
(d) 

圖二十九、(a) 亞成鳥於每十分鐘之內peck及eat的次數；(b) 成鳥於每十分鐘之

內peck及eat的次數；(c) 亞成鳥於每十分鐘之內head down、peck及eat的次數；(d) 

成鳥於每十分鐘之內head down、peck及eat的次數 

每一隻成鳥及亞成鳥的個體覓食頻率結果如表四。成鳥及亞成鳥個體數值分別帄

均後，得出：成鳥為3.15±0.80次/十分鐘，亞成鳥為3.41±0.76次/十分鐘（圖三十），

亞成鳥數值略高於成鳥。然而p=0.3539，alpha=0.1，沒有顯著差異，無法推翻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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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成鳥與亞成鳥覓食行為頻率整合數值化的結果，表列每隻個體的數值以及

成鳥及亞成鳥的帄均值 

Feeding Frequency 

個體 亞成鳥 成鳥 

1 3.03  1.79  

2 0.86  1.38  

3 3.31  4.70  

4 2.70  2.46  

5 3.73  0.42  

6 5.50  3.24  

7 4.70  3.80  

8 3.48  2.47  

9 X 2.48  

10 X 4.68  

11 X 5.80  

12 X 4.58  

帄均 (次

/十分鐘) 
3.41 3.15 

 

圖三十、成鳥及亞成鳥覓食頻率柱狀圖，單位為：次/每十分鐘 

黑冠麻鷺成鳥與亞成鳥的捕食成功率，觀察結果如表五及圖三十一所示。亞成鳥

的捕食成功率為13.3±2.5%，成鳥為19.5±4.5%，p=0.0522，接近顯著邊緣。因此

此結果仍在某種程度上支持Ha2，成鳥的捕食成功率比亞成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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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每隻個體的捕食成功率以及成鳥與亞成鳥個別帄均值 

Feeding Accuracy （%） 

individual subadult adult 

1 14.1  27.3  

2 14.3  23.5  

3 21.0  18.6  

 4 14.3  35.1  

5 15.7  37.5  

6 10.4  18.3  

7 8.9  11.1  

8 7.5  17.6  

9 
 

13.8  

10 
 

10.8  

11 
 

9.6  

12 
 

10.3  

帄均（％） 13.3 19.5 

 

圖三十一、成鳥及亞成鳥的捕食成功率柱狀圖，單位為% 

臺大校內觀察固定於鹿鳴廣場的草地（以下稱鹿鳴草地）進行。三角形的草地周

圍分為 A、B、C 三側。A 側為靠近鹿鳴堂餐廳小街的一側，B 側為靠舟山路一

側，C 側為設有一排路燈的小道，路燈後有約兩公尺高圍牆。草地上的樹木位於

A 側的草地邊緣以及 B 側的草地上，以 A 側的樹木最為茂密。 

2009 年 11 月到 2010 年 1 月這段期間觀察到五隻黑冠麻鷺固定在這一帶活動，

其中有三隻是亞成鳥，兩隻成鳥。然而，因為無法判別個體，雖有失嚴謹，我們

仍將每一次的觀測視為一個樣本，有同一個體於不同日期重複觀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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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至下午通常可以在鹿鳴草地 A 側樹上發現 1 至 4 隻不等的黑冠麻鷺停棲，

有相當程度的忠實性。因為觀測困難，故無法判別成鳥或亞成鳥。沒有觀察到其

受到下方民眾活動的影響，但不排除下方民眾遭受上方黑冠麻鷺糞便的攻擊的可

能性。 

至於天母公園的黑冠麻鷺族群，其覓食活動周期與臺大鹿鳴草地族群類似，並無

太大不同。但是那一部份的實驗沒有完善的前測，因此無法確定族群數量，也無

法推估樣本是否有重複個體。亦缺乏較詳細的行為的紀錄，故我們的以下的討論

以臺大的黑冠麻鷺族群作為代表。 

黑冠麻鷺約下午五點活動力開始增加，出現伸展肢體，樹枝間跳躍飛行的行為，

並在五點半之後陸續飛至草地上覓食。天色在此時完全轉暗，因為光線不足，肉

眼觀察黑冠麻鷺的行為可能會有些微誤判或是疏漏，我們已盡量努力將此部分所

可能導致的誤差降至最低。 

在黑冠麻鷺開始聚集到草地上覓食的期間內，會有拍打翅膀威嚇驅趕其他個體的

行為，推測可能是為了爭奪較佳的覓食地點。一旦情勢已定，就自此相安無事，

個體間維持一定的距離覓食，而我們的觀察也才正式開始，因此打鬥不對觀察期

間造成影響。有觀察到較弱勢的那方通常都是先到者，推測因為弱勢，較早去覓

食可以獲得之後被驅趕的補償。 

A 側餐廳造成嚴重光害，而 C 側的路燈在下午五點至五點半間開啟，照亮 C 側

草地。光害對其覓食行為的影響未知。本研究在比較成鳥與亞成鳥之間的覓食活

動差異，且成鳥亞成鳥在鹿鳴草地上的活動區塊並不固定，故假設光害對兩者的

影響相同，不對實驗結果造成誤差。此外，我們沒有觀察到黑冠麻鷺對於突如其

來的燈光照射，像是車燈、相機閃光燈、手電筒……等，有任何反應。因此，實

驗中偶爾使用手電筒和相機閃光燈輔助觀察，我們判定對其影養不大。 

因為黑冠麻鷺和人類的開始覓食時間大致相同，所以在這期間也恰好是人潮、腳

踏車潮最多的時候，尤其以 A、B 側人潮最為眾多，但因有樹木阻隔，反而由 C

側受到人類干擾最大，偶有路人穿越草皮，甚至刻意驚嚇黑冠麻鷺。雖然有資料

指出野外的黑冠麻鷺對人類的警覺性很高，但一般來說與人類生活圈接近的黑冠

麻鷺對人類的容忍度卻很高。如果人類接近速度夠慢，牠們會選擇快步走避，而

不是飛行逃避。 

要遠距離辨認黑冠麻鷺為成鳥或亞成鳥並不容易，最直接方便的方法就是靠近判

別。以致時有過於靠近導致黑冠麻鷺受驚嚇走避或飛離的情況。從飛離至飛回來

覓食，可由數分鐘到數十分鐘不等。不管是走避或是飛離再返回，都沒有對牠們

接下來的覓食造成可觀察到的影響。因此關於這一點，我們判定不影響實驗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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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冠麻鷺的年齡和警覺性有正相關，就我們的觀察，人類步行接近至黑冠麻鷺感

到威脅而飛走的距離，亞成鳥大約是 1 到 2 公尺，成鳥約是 3 到 4 公尺。這點有

可能是造成黑冠麻鷺成鳥的覓食頻率較低的原因之一。若成鳥的警戒心較強，受

到干擾時覓食行為可能較容易被中斷，或是本身花比較多時間在警戒而佔去覓食

時間。目前有觀察支持這個推論，即成鳥目測較亞成鳥體型纖瘦，或許就是因為

上述原因所致。未來可進一步實驗求證。 

捕食成功率這部分的實驗結果，雖然成鳥及亞成鳥在覓食頻率上沒有達到顯著差

異，但黑冠麻鷺的成鳥捕食成功率仍較高，可能是因為成鳥累積較多的經驗，而

亞成鳥仍在學習階段。這個結果可以用來解釋第一個實驗結果──成鳥的覓食頻

率較亞成鳥低──較高的捕食成功率可以用來補償較低的捕食頻率，因而仍可獲

得所需要的食物量。 

這一部分的實驗，我們其實並不能完全判別所謂的 P（peck），是捕食蚯蚓失敗，

或是黑冠麻鷺在啄食其他小型動物。但因為啄食之後沒有觀察到吞嚥動作，我們

仍將其假設為捕食失敗。這點未來可以進一步實驗求證。 

其他會影響黑冠麻鷺覓食的因素如腳踏車剎車聲或腳踏車經過，會短暫中斷其覓

食，但因為在實驗進行期間為偶發事例，故不納入考量。 

事實上，成鳥和亞成鳥的捕食頻率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無法有力的支持我們的

假說，但基於前人的相關研究，我們仍然認為兩者間應該要有差異。這點或許可

由實驗上的誤差，樣本數不足，以及樣本個體重複等問題來解釋。然而，另一方

面，因為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環境條件較佳。就算是冬天，仍不足以迫使亞成

鳥提高覓食頻率來對抗環境壓力。 

捕食成功率方面，p=0.0522，接近顯著。這一點或許是由於鹿鳴草地的土壤肥沃，

蘊藏豐富的蚯蚓族群，因此在獵物族群密度較高的情況之下，掠食者個體之間捕

食成功率的差異就會下降(Draulans, 1987)。 

第五節 棲地忠實性及配偶忠實性 

這部分的研究需有跨年資料，所以目前尚不能分析，我們將持續收集數年資料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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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教育與推廣 

一、宣傳與目擊回報系統 

利用黑冠麻鷺部落格 http://malayannightheron.blogspot.com/ （圖三十二），用輕

鬆有趣的方式與大眾分享黑冠麻鷺的故事及繫放工作之內容，打入觀察到的黑冠

麻鷺訊息，如：看到 OOOM 為例，部落格內也包含了我們繫放的照片，影片，

及媒體報導等等，以讓社會大眾更能由此部落格多加了解黑冠麻鷺。除了讓有興

趣的人能自行進一步了解，也可使研究增加曝光度。 

圖三十二、「黑冠麻鷺部落格」，http://malayannightheron.blogspot.com/ 

而部落格內提供的目擊回報系統（圖三十三，http://ppt.cc./W9In）連結，讓目擊

者可透過這個系統，告訴我們看到黑冠麻鷺的時間、地點以及是否上了腳環與色

環組合等資訊。目前此系統累積了兩百六十餘筆資料（圖三十四）。此外我們設

計了宣傳名片名片，此為很好的科學傳遞工具，可再繫放的過程中發送給旁觀的

路人，名片上有詳細的解說腳環的閱讀方法及網址，以讓民眾在回報系統的時候

可以精確的回報上環的黑冠麻鷺訊息，圖三十五是名片的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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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黑冠麻鷺線上目擊回報系統 

圖三十四、黑冠麻鷺目擊回報系統所收集之資料，共三百餘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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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三十五、黑冠麻鷺部落格與回報系統宣傳名片，正面(a)、背面(b) 

二、臺大媒體宣傳 

我們在臺大批踢踢實業坊看板上，刊登文章宣傳黑冠麻鷺部落格與回報系統（圖

三十六），反應熱烈，已累積了 64 則回應，擴大了我們的部落格讀者群。臺大校

訊 10 月 11 日也於頭版報導了本黑冠麻鷺研究（圖三十七），介紹校園黑冠麻鷺、

繫放工作與回報宣傳等。總務處首頁也為我們設立了黑冠麻鷺報導區，提供連接

通往我們的黑冠麻鷺部落格（圖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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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本研究於批踢踢實業坊臺大看板所刊登之黑冠麻鷺部落格及回報系統

宣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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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臺大校訊報導本黑冠麻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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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總務處刊登宣傳本黑冠麻鷺研究 

三、大眾刊物與媒體報導 

新聞媒體也對此研究展現出高度的興趣，包括在2010年6月24日的今日新聞網，

報導我們的研究內容（圖三十九）。以及中時電子報在 6 月 24 日報導黑冠麻鷺通

緝令（圖四十）等。也曾有東森及三立電視台記者前來專訪袁孝維教授與我們的

團隊。新聞報導著實讓民眾對我們的研究有更多的認識，並有民眾透過新聞報導

得知本研究，以電子郵件與我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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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今日新聞網報導本黑冠麻鷺研究 

 
圖四十、中時電子報報導本黑冠麻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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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臺北市野鳥學會聯繫 

與臺北鳥會合作刊登宣傳的部分仍在討論中，另外已受邀撰寫黑冠麻鷺研究文章

刊登於鳥會的冠羽月刊上，將於本年底交稿。  

五、社區運動 

為了推廣黑冠麻鷺的研究，我們也去了國小進行教育推廣，此學校是位於臺北市

大安區的幸安國小。經由跟班上老師陳思妤小姐連絡後，進行了將近兩小時的演

講並與小朋友互動。帶領他們各自畫出他們心目中的黑冠麻鷺（圖四十一）。在

這兩小時的活動中，小朋友們對此校園內的明星物種有更多了解，也對黑冠麻鷺

有更大的好奇心與愛心。 

 

圖四十一、幸安國小以黑冠麻鷺為主題的生態教育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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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臺大校總區的黑冠麻鷺活動熱點因為觀察時間主要跨越繁殖季節，因此主要為巢

位地區，觀察記錄筆數以巢位為中心向外遞減。而一般活動範圍主要在樹木與草

地比例適當的區域，樹木密度太高如黑森林，或是樹木密度太低如臺大農場等區

域都不是黑冠麻鷺所喜好的。另外樹種也造成黑冠麻鷺活動分布一定的影響，椰

林大道樹種組成除了椰子樹外，較少樟樹、榕樹，而小椰林道除了椰子樹，兩側

也有樟樹、榕樹的分布，因此為黑冠麻鷺活動較為頻繁之區域。 

在亞成鳥與成鳥的覓食行為差異研究中，雖然實驗結果顯示，亞成鳥有較成鳥高

的覓食頻率，但未達顯著。另一方面成鳥的捕食成功率較高，達顯著邊緣。再加

上活動周期的研究結果，亞成鳥的覓食時間分布較廣，某種程度上仍然支持亞成

鳥因為捕食成功率較低而需要增加覓食頻率或是時間來彌補食物量不足。 

除了覓食行為的差異，黑冠麻鷺亞成鳥較大膽不易受驚嚇，可以接受人靠近，而

成鳥警戒心較強，較不能忍受人類接近。 

而上環亞成鳥的移動路線，在校內有朝向計中以南及舟山路以北的趨勢，推測此

區域為適合棲地類型的集中地區。至於活動範圍 (Home range)，校總區內黑冠麻

鷺的活動範圍較廣，八角樓區域則較小，可能因為適合棲地範圍不等或是觀察資

料筆數差異所致。 

推廣的部分，部落格及回報系統確實是十分有用的工具，提供了各方而來許多寶

貴的資訊。 

在季節分布的方面，要考量黑冠麻鷺於各季節的活動不同。春夏季著重在生殖，

而秓冬季則是越冬與儲存能量，所以自然也有不同的棲地利用模式。繁殖季主要

是以大樹為中心，築巢育帅，確保帅鳥能夠安全不受天敵侵略。如醉月湖畔、活

大、保健中心、計中、文院等處之大樹。成鳥便在周圍或是較遠處覓食。秓冬主

要找尋食物量豐富的地區定居，並以就近之樹木為棲處。例如圖書館西北側草地、

鹿鳴草地、生科系館對面草地等。 

第二節 建議與未來工作 

一、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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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全名又叫作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是有系統性的地理資訊整合工具，

可讓我們分析特別的空間資訊。本研究計畫使用 Arc View GIS v.3.2，Arc View 

GIS v.3.2 可把圖片數位化並手工區分化空照圖。以此區分臺大及植物園周邊的地

圖。空照圖和衛星圖將會從政府機關或者是 google earth 獲取。以 GIS 來分析黑

冠麻鷺的一日活動範圍（home range），更加瞭解此物種的族群分布。此外，Arc 

View GIS v.3.2 也可以用來定出黑冠麻鷺在這個地區的熱點。 

此外，這些衛星圖將會被轉換成 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進而整理出臺北市的綠地分布。將數位化地圖分類為以下各項：建築物、草地、

農田、水源、闊葉樹、針葉樹，並將本土樹種及外來樹種做出區隔。以上叫作巨

棲地分析，記錄樹種、植被覆蓋率以及 degrees of vegetative layer，並進一步分析。

另外以 Hobo data loggers 記錄微棲地的溫濕度。整合以上的資訊，我們可以更了

解黑冠麻鷺對牠的棲地選擇及預測其族群分布(葛兆年 et al., 2008); 

(Adekayode and Ogunkoya, 2009, Ahamed et al., 2009, Bahadur, 2009, Dilek et al., 

2008, Kahinda et al., 2009, Lin et al., 2009, Magliulo et al., 2009, Mendas et al., 2008, 

Richardson et al., 2009, Strobl et al., 2009)。 

二、族群密度 

我們將由以下的公式來計算族群密度：Dn=N/A，Dn為黑冠麻鷺於綠地中的密度，

以公頃為單位，N 為綠地中的黑冠麻鷺數量，A 為綠地面積。我們會用白天的時

候用望遠鏡觀察黑冠麻鷺，晚上的時候用望遠鏡加上燈光照明輔助。最後在數位

地圖中畫出牠的播遷圖，加以分析。 

三、個體追蹤 

主要於非繁殖季期間來追蹤上環個體。首先以衛星空照圖判斷臺北市（縣）黑冠

麻鷺的潛在棲地，分為若干區域。每個星期至不同的區域調查是否有上環的黑冠

麻鷺分布，同時也了解該地區黑冠麻鷺的族群概況。由距離繫放地點最短的區域

開始進行追蹤。因為地區廣大且工作量多，屆時可能考慮徵求志願者或請工讀生

協助進行調查。 

另外，因為無線電發報器成本較高，實際評估後若其對研究效益高則進行之。其

優點是可密集追蹤黑冠麻鷺飛行路線。 

四、回報獎勵 

設立回報獎勵制度，如果目擊上環的黑冠麻鷺後，能拍下照片並標明時間地點，

即依不同狀況細分，給予不同的獎勵金。期能有效率的回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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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覓食行為 

（一） 擴大規模重新設計假說一的實驗，來驗證成鳥與亞成鳥間的覓食頻率是

否真有差異，以及其原因。若有差異，是因為生長所需、警戒性，或是個體承受

不同程度的環境壓力。若無差異，是否因為環境壓力影響不大。 

（二） 研究成鳥和亞成鳥的體型是否真的有差異，若差異存在，原因是覓食頻

率的不同，或是另有其他可能。 

（三） 研究黑冠麻鷺的獵物種類，以及獵捕行為，確認「peck」，是否實為黑冠

麻鷺捕食較小型獵物，或正如我們今日的假設，為捕食蚯蚓失敗。 

（四） 對假說二進行更大規模的實驗，並且調查黑冠麻鷺捕食成功率及蚯蚓族

群密度間的關係，確認蚯蚓密度對捕食成功率的影響。 

（五） 研究夜晚光害對於黑冠麻鷺的影響，特別是覓食方面。例如光害是否反

而有利黑冠麻鷺覓食，或是光害改變了黑冠麻鷺的覓食時段。 

六、保育與教育 

黑冠麻鷺目前無保育等級，近年來其活動範圍有向人類生活圈進展的趨勢。因為

其體型較大並有特殊的擺動脖子及捕食蚯蚓行為，常引來民眾圍觀。再者，偶有

學術機構架設攝影器材觀察黑冠麻鷺築巢及撫育帅雛等行為。加上黑冠麻鷺對人

類活動的容忍度很高，實可作為良好的大眾教育題材，喚起民眾對野生動物的關

心，進一步達到保育之效。 

而保育方面，可以多多保留草地與綠樹，並在決定將綠地改作他用前，仔細考量

其必要性。同時宣導大眾盡量減少進入草地活動或在黑冠麻鷺活動範圍製造巨大

聲響，以免干擾黑冠麻鷺覓食。在綠地的經營方面，土壤必頇適合蚯蚓族群之建

立，太乾及硬度太高、沙質化之土壤均不適合蚯蚓生存，亦即不能提供黑冠麻鷺

覓食之用。黑森林為一例，推測此處地面貧脊乾硬，因而蚯蚓族群較低或是不容

易到地表活動，造成黑冠麻鷺少在此處覓食活動。除了土質外，草地與樹木之比

例也十分重要，草地是黑冠麻鷺覓食區，而樹木則是供其休憩與躲藏，兩者必頇

兼具才適合黑冠麻鷺活動棲息。 

另外建議可以在校園內人潮往來頻繁，同時也是黑冠麻鷺活動的地點，如鹿鳴廣

場之草地旁設立解說牌，作為大眾的生態教育，使路過的人們認識黑冠麻鷺這種

十分逗趣的校園嬌客。 

另一方面如果黑冠麻鷺棲息之綠樹鄰近戶外桌椅，例如路鳴廣場草地、共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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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外、小小福及農產品販賣處周遭，則可加強打掃人力，定期將黑冠麻鷺的糞

便清理乾淨，維護校園景觀。也可以考慮稍加移動戶外桌椅，避免直接座落於黑

冠麻鷺棲息點之下方。 

而醉月湖畔大樹是黑冠麻鷺春夏季築巢的地點，如果要在湖畔經營咖啡屋或是他

種用途，建議可以避開巢樹附近（2010年巢位位於新數館外靠近醉月湖側之大樹）。

一來避免黑冠麻鷺的糞便掉落，殃及行人，二來避免來往人群對黑冠麻鷺的育帅

造成干擾。 

七、未來研究時間規劃 

 100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

月 

12月 

（1）詳擬計畫             

（2）購置準備繫放器材             

（3）繫放捕捉             

（4）行為觀察監測             

（5）族群調查             

（6）個體追蹤             

（7）部落格與回報系統維護經營             

（8）宣導與教育推廣             

（9）資料分析與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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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黑冠麻鷺目擊回報系統回報資料 

回報日期 目擊日期 時間 個體 地點 年齡 位置 行為 附註 

2010/6/4 4/2/2010 7:26 藍藍白 電機二館面對博里館的門旁邊

腳踏車停車處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呆滯不動 我有把照片寄到 d98625005@ntu.edu.tw 

2010/6/4 6/2/2010 14:30 綠藍白 活大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4 6/4/2010 9:10 不清楚 心理系館旁草皮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6/4 6/2/2010 18:10 橘橘橘 活大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發出叫聲   

2010/6/4 6/3/2010 17:00 不清楚 醉月湖 亞成鳥 屋頂 發出叫聲 小椰林接桃花心木道常看到成鳥（站著不動） 

圖資系旁邊（靠近小椰林和大椰林的交叉）也常看到成鳥在抓蚯蚓 

計中（有巢）前有看過成鳥和亞成鳥停在樹枝上休息，亞成鳥後來飛到地

上 

舟山路往圖書館的那個轉彎好像有巢，但不是很確定是否為黑冠麻鷺 

沒有注意過腳環ˊˋ 

黑冠麻鷺超可愛的!! 

每次看到都忍不住停下來觀察~ 

2010/6/4 最近 下午 沒有上環 心理系館旁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 行走 , 理毛, 覓

食/抓蚯蚓 

  

2010/6/4 6/4/2010 12:00 橘橘橘 活大全家對面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4 6/2/2010 18:00

大概 
橘橘橘 活大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我很喜歡黑冠麻鹭:D!!! 想知道色環代表的意思是什麼耶!! 

 

那天看到有點嚇到 XD 

2010/6/4 5/13/2010 9:00 不清楚 醉月湖 成鳥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2010/6/4 5/29/2010 18:00

左右 
不清楚 新生大樓旁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我也不確定他是不是 不過是一只有點大隻的鳥（比鴿子還大!!!） 

醜醜的 XD 走的時後脖子會動 

2010/6/4 3/31/2009 10:49 沒有上環 霖澤館旁的黑森林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計中、圖資系附近都有看到黑冠麻鷺的巢。 

上上禮拜左右還曾經在活大前方差點撞到一隻正在過馬路的成鳥（似乎是

想去草皮上吃蟲）。以前曾經錄過黑冠麻鷺吃蚯蚓的畫面 XD 而且牠們脖

子都會扭動，十分可愛。 

 

順便一提，在 228 公園裡也有很多隻。 

2010/6/4 5/29/2010 18:00 不清楚 思亮館前草皮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4 6/3/2010 10:12 不清楚 心理系館和綜工大樓之間的草

地上，也就是女九餐廳附近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5 6/2/2010 12:10~

12:30

左右 

黃黃黃 保健中心旁舟山路上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5 忘了 中午 不清楚 活大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5 5/24/2010 傍 晚 不清楚 森林系館後面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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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點 造物 

2010/6/5 6/1/2010 8:45 沒有上環 圖書館往生態池方向的階梯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走一走跳

到圍牆上飛到草地裡 

  

2010/6/5 5/20/2010 15:00 沒有上環 計中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5 2010/0602 7:30 不清楚 台生一三五宿舍的草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在男一三五草坪看到兩三次了 

有一次看到兩隻一起出現  

會啄一啄然後搖喉嚨 很可愛 XD 

2010/6/5 6/2/2010 14:35 不清楚 活大全家外草皮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脖子一鼓

一鼓 

  

2010/6/5 6/1/2010 17:50 黃黃黃 森林系後方至水工所通道上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發出叫聲, 威嚇

我 

  

2010/6/5 6/5/2010 8:00 不清楚 新生與數學館中間的馬路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2010/6/5 6/3/2010 9:05 不清楚 農綜大樓旁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5 6/5/2010 18:30 不清楚 活大 不太確定 在活大左邊木

造地板旁的一

小塊草地，有時

會走到水泥上 

覓食/抓蚯蚓   

2010/6/5 6/5/2010 18:30 有兩隻，沒注

意到腳環顏

色 

圖書館跟舟山路之間的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5 6/3/2010 13:00 不清楚 活大 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6/5 5/31/2010 18:00-

18:30 
不清楚 總圖與舟山路中間 不太確定 石頭小路旁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發出叫聲, 張開翅

膀和頭上的羽毛對路過

的人或動物大叫 

那隻黑冠麻鷺附近的樹上似乎有一隻體型頗大的鳥類，不確定也是黑冠麻

鷺 

2010/6/6 6/6/2010 下午兩

點多 

不清楚 舊數與理學院思亮國際會議館

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附近沒看到巢 

2010/6/6 6/6/2010 下午兩

點多 

不清楚 新數與小椰林道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6 6/6/2010 下午三

點半 

不清楚 新生與新數間 成鳥 樹上 站立, 休息（樹枝上）, 

發出叫聲 

  

2010/6/6 每天 隨時 不清楚 工綜大樓背面（靠近心理系的那

邊不是農藝系）那個草地上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發出叫聲 幾乎每次進出實驗室都會看到那幾隻笨笨鳥，比較多時間是站著不動，也

會慢慢的走來走去，可以靠他很近，有靠近他大概不到十公分的距離過，

超級可愛的笨小鳥，他們站立的姿勢跟其他鳥類不太一樣，感覺拙拙的。 

2010/6/6 6/6/2010 約

18:30 

兩隻腳都有

黃色的... 

圖書館行政大樓 腳踏車道轉彎

處附近 

不太確定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覓食/抓蚯蚓   

2010/6/7 6/5/2010 17:10 不清楚 面對圖資系右側草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7 5/22/2010 09:40? 不清楚 活大 成鳥 樹上 站立, 發出叫聲 其實這天一口氣看到五～六隻…應該是活大-圖資一家！ 

2010/6/7 6/7/2010 12:00 黃藍黃 活大 亞成鳥 草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6/7 6/7/2010 12:00 沒有上環 活大 成鳥 草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6/7 6/6/2010 12:30 黃黃綠 總圖靠農藝系館後方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發出叫聲, 威嚇 我有在活大旁邊的樹上、健康中心旁邊那條路的樹上以及計中門口的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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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黑冠麻鷺, 蹲下 都有發現黑冠麻鷺的鳥巢，可是他們現在都離家出走了，去哪裡了呢？ 

2010/6/7 6/7/2010 12:30 不清楚 造園館後方草皮近停車場 成鳥 草地 張開翅膀蹲在地上   

2010/6/8 6/7/2010 17:01 沒有上環 圖資系館角落 成鳥 巢內孵蛋 孵卵   

2010/6/8 6/7/2010 17:14-

17:20 
沒有上環 組圖外面階梯之最外靠舟山路

小草地 B2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眼

先藍色 

  

2010/6/8 6/7/2010 18:00 沒有上環 教職八角樓 H1 不太確定 樹上 孵卵   

2010/6/8 6/7/2010 18:18 沒有上環 男三舍草地 H2 成鳥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5:20 沒有上環 鹿鳴廣場後區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5:37 沒有上環 圖資巢 亞成鳥 樹上 孵卵   

2010/6/8 6/8/2010 5:43 沒有上環 普通大樓巢區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母鳥 

2010/6/8 6/8/2010 5:43 沒有上環 普通大樓巢區 成鳥 樹上 站立 公鳥 

2010/6/8 6/8/2010 5:50 綠黃白 校史館右側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5:57 沒有上環 醉月湖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未上環幼鳥兩隻 

2010/6/8 6/8/2010 6:04 沒有上環 新樹館巢 成鳥 樹上 理毛 一對黑冠麻鷺 疑似是 A&J 互相理毛 

2010/6/8 6/8/2010 6:10 黃黃綠 工綜館左側中間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6:10 白白白 工綜館左側中間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6:10 沒有上環 工綜館左側中間草坪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6:22 藍藍白 女九後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6:33 沒有上環 黑森林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6/8 6/8/2010 6:53 橘橘橘 活大全家左前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8 6/8/2010 9:12 橘橘橘 總圖跟農藝中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但是好像沒有抓到

東西吃 

  

2010/6/8 6/8/2010 中 午

11 點

半，現

在 還

在!! 

綠藍白 新數屋簷下，靠新生的那側 亞成鳥 沒有草的泥土

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展翅定格

曬太陽，時間長達幾分

鐘 

  

2010/6/8 6/8/2010 中 午

11 點

半，現

在 還

在!! 

沒有上環 新數屋簷下，靠新生那側 亞成鳥 沒有草的泥土

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喝冷氣機

滴下來的水 

  

2010/6/8 6/8/2010 0:00 綠藍白 舊數學館靠醉月湖側 不太確定 草地 行走   

2010/6/8 6/8/2010 12:50

分左右 
綠黃白 校史館右側接近樂學館的草皮

上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牠在草皮上呆滯了很久，過了好一陣子就把頭探出盯著一處不動，然後迅

雷不及掩耳的抓了一隻大蚯蚓... 

 

可是技巧欠佳或是生疏，蚯蚓拉出來後吃了三四次才吃到嘴中。 

是滿大隻的亞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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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8 6/8/2010 18:00 綠藍白 小椰林道靠近新數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6/8 6/6/2010 16:15~

16:25 
只記得右腳

下藍右腳上

黃 

總圖行政區旁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8 6/8/2010 18:00 綠藍白 小椰林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6/8 6/8/2010 下午 不清楚 忘了，但不是有提供選項的這幾

個地點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2010/6/8 6/6/2010 15:00 不清楚 排球場上空 成鳥 天上 飛 小蟲應該也有看到 XD 

2010/6/9 6/4/2010 五點三

十四分 

X 藍白 新生自動販賣機旁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老師加油!! 

2010/6/9 6/9/2010 10:30 黃黃黃 舟山路轉保建中心轉角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9 6/9/2010 8:00 綠黃白 普物實驗左側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9 6/8/2010 16:00 白白白 心理南館與機械系中間之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6/9 中午 12:30 左右也在心理系南北館中間旁邊（面對計中左手邊）的

草地看到一隻亞成鳥及成鳥,亞成鳥腳上似乎有黃色或綠色的標籤,不過牠

太遠了所以看不太清楚~黑冠麻鷺超可愛的!!!常看到在女九後面的區域出

現喔~ 

  

2010/6/9 6/9/2010 16:40 不清楚 椰林大道面對總圖右手邊約 15

公尺（從總圖）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理毛   

2010/6/9 6/9/2010 14:20 白橘藍 工综跟心理南館間靠工综的草

坪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9 6/9/2010 12:21 不清楚 大氣系館前草地 成鳥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2010/6/9 6/9/2010 13:45 橘橘橘 總圖跟活大側面之間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2010/6/9 6/9/2010 12:30 印象中似乎

沒看到環 ...

但是不確定 

數學系舊館外靠近思亮館側  

小椰林道旁邊的草地上  最後

往數學舊館方向跑走了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因為是先看到鳥才發現這則訊息...所以也不是很確定是不是^^" 

2010/6/9 2010/06/09

（聽到物

物叫聲） 

1800~2

018（聽

到叫聲

應是同

一隻） 

只聽到物物

叫聲 

在生科系館聽到的遠方傳來 不太確定 聽到叫聲 發出叫聲   

2010/6/10 6/7/2010 16:50 不清楚 女八舍前草皮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10 6/7/2010 18:30 不清楚 新生大樓招牌前面的草皮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6/10 6/3/2010 About 
11:00 

沒有上環 第一活動中心右側草地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旁邊有兩隻上了腳環的亞成鳥在找蚯蚓，但是顏色有點記不得|| 

太晚看到這個消息了，才在猜是哪裡的實驗室上的環咧（想想也沒幾個選

項的樣子）。希望準確時間沒有記錯。 

海洋所從今年三月左右就有一隻成鳥幾乎每天入夜後站在屋頂嗚嗚叫，大

家都在找牠在哪裡，不過我還滿常看到牠站在屋頂邊緣的影子 

2010/6/10 6/9/2010 15:30 不清楚 室外游泳池前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2010/6/10 6/10/2010 9:42 沒有上環 圖資系樓梯旁草皮（靠活大）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10 6/10/2010 13:41 沒有上環 從圖資系旁的草叢走到另一邊 亞成鳥 草叢→穿越走 站立,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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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地 道→草地 

2010/6/10 6/10/2010 12:35? 沒有上環 圖資系樓梯旁草地（靠近活大）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牠今天一直在同一個地方！ 

2010/6/10 6/10/2010 14:45 沒有上環 台大文學院後面草地 成鳥 草地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那隻的頭上還有一點點白斑紋 

但體色已經是成鳥的樣子 

2010/6/10 6/10/2010 0:00 白白白 工综和心理南館間的草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6/10 6/10/2010 11:35 黃黃黃 圖書館東側草皮沿舟山路右轉

進椰林大道路口 

亞成鳥 過馬路中到保

健中心後面 

行走, 過馬路 黑冠麻鷺好像不怕車，車子會閃開 

2010/6/10 6/9/2010 13:00 橘橘橘 夾在總圖與活大側門的那個草

坪 

亞成鳥 草地 發呆   

2010/6/10 6/10/2010 18:00 沒有上環 台大醉月湖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3 隻亞成鳥 

2010/6/10 6/10/2010 12:50 不清楚 醉月湖與新生大樓之間，紅磚走

道旁的泥土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我看到的是兩隻亞成鳥一起在湖邊找蟲吃，有用手機拍照下來 

2010/6/10 6/1/2010 12:30 不清楚 計中正門道路上的樹上 不太確定 樹上 休息（樹枝上）   

2010/6/10 6/10/2010 12:30 兩隻 一隻左

綠右白 一隻

右綠左白 

心理系南館與北館之間的草皮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總共有三隻，只看到兩隻的環，一隻沒看到。只看得出來兩隻腳各自的顏

色，看不出三個環。 

2010/6/11 6/9/2010 9:00 不清楚 心理系與女九中間草皮 3 隻、工

綜管與心理系館中間草皮 3 隻 

皆同時監看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2010/6/11 6/7/2010 18:30 綠黃白 普通前文學院後方的草坪上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1 6/9/2010 15:30 不清楚 女九外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6/11 6/11/2010 8:44 白白白 台大心理系南館門口 亞成鳥 於心理系南館

門口水泥地發

現白白白，往左

側移動（面對心

理系的左邊），

時走時停，移動

到左側有樹的

草地（靠牆的那

塊 ） 後 停 住

（08:46）。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2010/6/11 6/10/2010 17:30 不清楚 普通和文學院中間的草地，靠近

海報區的那個轉角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淋雨 XD   

2010/6/11 20100601 15:30 黃黃黃 保健中心後面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看到人會慢慢後退，很好笑 

2010/6/11 6/10/2010 約 12

點 

黃黃黃 保健中心側面大玻璃外 亞成鳥 磚頭路 行走   

2010/6/11 6/9/2010 13:20 不清楚 土木系館外,椰林大道側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1 6/10/2010 11:30 不清楚 就是台大醉月湖和新生之間=  

=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6/11 6/10/2010 0:00 不清楚 工綜旁 不太確定 草地 發出叫聲 她在咬其他怪異的鳥,那隻鳥黑色留白色龐克頭往後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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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1 6/11/2010 12:50 沒有上環 醉月湖天鵝屋旁的野餐桌附近 亞成鳥 泥巴地上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 發出叫

聲, 玩水 

之前在醉月湖旁的紅磚路上，有一棵樹上有一個巢，據觀察應該只有一隻

小鳥孵出來。現在巢已經不在了。這陣子只要去紅磚路那邊都會看到一隻

或兩隻大笨鳥。今天卻看到四隻！一隻成鳥走的很遠，腳上沒編環，另外

三隻都是亞成鳥，應該也是沒有腳環，不過有一隻一直坐在水裡，不清楚

有沒有被編環過。 

 

有拍很多照片和影片，需要的話我可以放在網路上^^ 

2010/6/11 6/11/2010 12:30 橘橘橘 活大全家外（靠自習室側）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2010/6/11 6/11/2010 14:50 沒有上環 園藝系精密溫室東側 不太確定 試驗區內 行走 有 2 隻沒有腳環的幼鳥，跑來跑去會怕人，約 20-30cm 高 

2010/6/11 6/11/2010 13:15~

25 
不清楚 心理系南館旁的棧道旁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6/11 6/10/2010 0:00 沒有上環 普通教室後方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11 6/11/2010 17:20 YOB!!!（不知

道有沒有看

錯@@） 

記中對面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1 6/11/2010 17:20 黃黃綠 心裡細南北管之間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1 6/11/2010 17:20 藍藍白 心理系南北館之間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YYG 附近 

2010/6/11 6/11/2010 17:20 沒有上環 心理系南北館之間靠女八九草

坪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1 6/11/2010 17:20 沒有上環 應力館左側草坪（新舊巢間）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1 6/11/2010 17:20 沒有上環 醉月湖桌椅旁草地  亞成鳥 草坪兩隻 樹上

一隻 

休息（樹枝上）, 覓食/

抓蚯蚓 

  

2010/6/11 6/11/2010 17:45 沒有上環 女八九舍中間的草皮 成鳥 草地 行走, 扭動脖子, 休息

（樹枝上） 

這隻近幾天看到很多次了，因為他警戒心很強所以沒辦法更接近看（大概

要距離三公尺以上它才不會飛走），不過看起來腳上沒有環..... 

2010/6/11 6/11/2020 12:20 白橘藍 心理北館旁草地（計中對面） 亞成鳥 下雨半隻整個

泡在水裡 

站立, 呆滯...泡在水裡

都不動 ,後來是有人怕

牠已經淹死趕趕牠才稍

微移動了一下屁股 

  

2010/6/11 6/9/2010 0:00 橘橘橘 工綜和心理系館中間，工綜側門

出來的綠地 

成鳥 草地 我經過的時候他動也不

動……等我通過以後他

才開始慢慢走 

  

2010/6/11 6/9/2010 0:00 白白白 計中對面，心理系系管旁草地的

樹上 

亞成鳥 在樹上還有其

它隻雛鳥，這隻

本來在樹上，後

來被其它之趕

到人行步道上 

行走, 休息（樹枝上）, 

覓食/抓蚯蚓 

  

2010/6/11 6/9/2010 0:00 黃黃綠 心理系館旁草地 亞成鳥 樹上 休息（樹枝上）, 發出

叫聲, 威嚇其他黑冠麻

鷺 

  

2010/6/11 5/30/2010 12:00 請問你們會

去師大嗎? 

師大校本部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腳受傷了 請問一下，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去師大觀察呢?blog 上列的「近年來鳥類的大

明星－黑冠麻鷺」 

，只有提到師大分部有蹤跡，但其實師大校本部也有 2-3 隻，我看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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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腳受傷了，可是師大好像沒有單位像你們一樣會去追蹤，讓人有點擔

心。 

2010/6/11 6/9/2010 12:00 綠藍白 舊機館前 不太確定 人行道旁的泥

土上 

行走   

2010/6/12 6/11/2010 0:00 不清楚 醉月湖與數學系館之間草地（附

近有石桌石椅）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我一次看到三隻,所以上面的資料是一次 apply 到三隻噢!!!! 

就,同時同地點看到三隻亞成鳥, 三隻都在覓食 嗯 

 

我覺得他們實在是超有趣的~~~從我大二看到大四  每次都會看的很入迷

XD 

這些大鳥們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可是好像抓蚯蚓的能力下降了耶? 

以前（大二的時候）, 很常看到牠們快狠準的抓出大蚯蚓 

可是現在好少看到了噢~~~ 

 

最喜歡他們扭脖子了~~  

而且覺得他們超強, 怎麼動作可以這麼緩慢呢!! 

2010/6/12 6/11/2010 16:20 白橘藍 心理學系南北館夾住的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6/12 6/11/2010 16:20 左腳白 心理南北館夾住的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跟另一隻（白橘藍）一起 

2010/6/12 6/11/2010 16:18 沒有上環 心理系南館，有施工而暫時搭建

白色房子前的那片草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12 6/11/2010 16:15 橘橘橘 圖書館地下室上來的階梯口與

活大側門間的那一片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這是我第二次在同樣地點看到他了~ 

2010/6/12 6/11/2010 17:00 不清楚 文院與普通之間的那一片草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他的位置離走道有點距離，所以看不清楚有沒有腳環與是不是成鳥 

2010/6/12 6/11/2010 17:00 沒有上環 夾在網球場與普通大樓間的草

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短短不到一小時就看到六隻笨笨鳥，打破之前一天看到五隻的記錄 XD 

2010/6/12 6/12/2010 12:30 綠藍白 舟山路往後門的小路上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6/12 6/12/2010 13:20 白橘藍 女九餐廳後方的工人宿舍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2 6/12/2010 13:20 沒有上環 醉月湖桌椅旁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 隻 

2010/6/12 6/12/2010 13:20 沒有上環 普通女廁對面草坪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2 6/12/2010 13:20 沒有上環 計中對面草坪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2 6/12/2010 16:00-
17:00

之間 

白橘藍 台大心理系北館與女九宿間草

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 行走 , 理毛, 扭

動脖子 , 覓食/抓蚯蚓 , 

發出叫聲 

這周二我在心理系南館與工綜院之間一次目擊三隻在樹上巢中的黑冠麻

鷺，他們在聊天。 

2010/6/12 6/12/2010 16:00-

17:00

之間 

黃黃綠 台大心理系北館與女九宿間草

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 行走 , 理毛, 扭

動脖子 , 覓食/抓蚯蚓 , 

發出叫聲 

  

2010/6/12 6/12/2010 16:00-
17:00

之間 

藍藍白 台大心理系北館與女九宿間草

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 行走 , 理毛, 扭

動脖子 , 覓食/抓蚯蚓 , 

發出叫聲 

三隻一起出現，有一隻好像不是亞成鳥，但我不是很確定。 

 

最近傍晚到晚上常在心理系南館附近叫。 

2010/6/12 6/12/2010 5:00~5

:30 
沒有上環 醉月湖養天鵝旁邊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他沒有上腳還喔 

我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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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話我在寄給你 

2010/6/12 6/12/2010 18:00 黃黃綠 心理系北館右側草皮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2 6/12/2010 18:00 後三者其中

之一 

心理系北館右側草皮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我覺得是藍綠黃 但是天色比較暗怕我眼殘 只確定是暗暗亮的顏色 

這隻跟 YYG 在附近而已 兩隻都在覓食  

2010/6/12 6/9/2010 16:00 橘橘橘 台大總圖右邊 亞成鳥 樹下 站立, 行走, 走一走之

後飛走了 

  

2010/6/13 6/13/2010 11:27 白白白 農藝系館正對面的草皮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2010/6/13 6/9/2010 16:07 沒有上環 新數學館與舊數學館之間 成鳥 從建築物中間

的泥巴地上一

路走到新數與

醉月湖之間，在

飛到樹上（樹上

有很多隻）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休息（樹枝上）, 發出

叫聲 

那天看到有很多隻，都在樹上 

 

樹的位子在 新數與醉月湖之間的紅磚小路旁 

2010/6/14 6/14/2010 13:15 沒有上環 臺大室外游泳池旁邊草地（靠新

體一側）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身上大部分已經轉成褐色，但是頭頂還有白斑紋 

2010/6/14 6/14/2010 0:00 沒有上環 台大醉月湖及新生大樓間靠醉

月湖處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15 6/12/2010 9:20 藍藍白 普通大樓對面 亞成鳥 草地 扭動脖子   

2010/6/15 6/14/2010 16:20 沒有上環 醉月湖與數學系館之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大便 

  

2010/6/15 6/14/2010 16:20 沒有上環 醉月湖與數學系館之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15 6/14/2010 16:25 沒有上環 台大文學院後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羽色很像成鳥，但頭上還有白斑 

2010/6/15 6/14/2010 18:50 沒有上環 台大新數館前路燈下的水窪 不太確定 柏油路上的水

坑= = 

站立 羽色接近成鳥，但頭上有白斑 

2010/6/15 6/5/2010 10:15 沒有上環 台大醉月湖後側近海洋所的泥

濘草地上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羽色接近成鳥，但頭上有白斑 

2010/6/15 6/5/2010 10:17 沒有上環 台大新數館大門右側泥濘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5 6/5/2010 10:17 沒有上環 台大新數館大門右側泥濘草地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5 6/5/2010 11:15 沒有上環 台大新數館往醉月湖的紅磚走

道右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5 6/5/2010 11:15 沒有上環 台大新數館往醉月湖的紅磚走

道左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5 6/15/2010 19:00 求偶叫聲 生科系館 3F 聽到的 不太確定 只是聽到叫聲 發出叫聲   

2010/6/15 6/15/2010 20:00 聽到叫聲 路名堂聽到遠方叫聲 不太確定 聽到叫聲 發出叫聲   

2010/6/15 6/15/2010 16:15 沒有上環 醉月湖後側近海洋所的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羽色接近成鳥，但頭上有白斑 

前幾筆資料好像寫錯日期了，不是 6/5 是 6/15，抱歉 

2010/6/15 6/15/2010 16:25 沒有上環 醉月湖靠新數館一側的大榕樹

下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當時有三隻在那棵樹下活動，都在找蚯蚓 

不知道是不是下雨後蚯蚓都冒出來今天看到牠們一直集中在醉月湖旁覓食 

2010/6/16 6/16/2010 11:25 沒有上環 圖資巢 不太確定 巢中 孵卵   

2010/6/16 2010/0616 9:10 白白白 小椰林道旁土木系館後方蒲桃

樹下 

亞成鳥 樹底下草地 站立,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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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6 6/16/2010 14:53 黃黃黃 園藝系右側迴廊之左邊草地區 亞成鳥 水溝旁 在地上休息 ,並收起一

隻腳起來. 

無. 

2010/6/16 6/16/2010 14:55 沒有上環 園藝系正門口之右側草地上 成鳥 草地 站立 無. 

2010/6/16 6/16/2010 17:30 藍藍白 心理系旁邊通往計中的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6/17 6/16/2010 13:40 沒有上環 台大電二館與工綜大樓之間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後來又飛來一支亞成鳥,發出呀呀的叫聲~還用嘴巴去啄成鳥的嘴,看似想吃

東西~真的超可愛的... 

2010/6/17 6/17/2010 14:20 白橘藍 心理系北館西側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2010/6/17 6/16/2010 18:12 沒有上環 醉月湖後側近海洋所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7 6/16/2010 16:17 沒有上環 醉月湖靠新數館一側的大榕樹

下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7 6/17/2010 10:40 沒有上環 醉月湖靠新數館一側的大榕樹

下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7 6/17/2010 15:12 沒有上環 台大文學院後面草地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17 6/17/2010 13:30 白橘藍 心理系館左側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有捕食行為但沒看到蚯蚓 

2010/6/17 6/17/2010 12:30 沒有上環 台大醉月湖~物理系館之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18 6/18/2010 13:59 藍綠黃 法圖旁邊那片樹林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18 6/18/2010 8:08 沒有上環 普通大樓巢位 成鳥 樹上 孵卵 推測為公鳥（藍眼先） 母鳥可能是常出沒在普通的無環亞成 

2010/6/18 6/18/2010 8:11 沒有上環 排球場往新樹的出口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8 6/18/2010 8:21 沒有上環 新樹左側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8 6/18/2010 8:29 沒有上環 農藝右前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18 6/18/2010 8:29 沒有上環 工粽右側草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藍眼先!! 

2010/6/18 6/18/2010 17:00 沒有上環 工粽右側草坪 成鳥 草地→樹上 求偶 應該是對亞成鳥求偶中 

2010/6/18 6/18/2010 17:00 沒有上環 工粽右側草坪 亞成鳥 草地→樹上 被成鳥求偶 似乎不太想接受成鳥的求偶 

2010/6/18 6/18/2010 17:10 沒有上環 心理系南北館間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亞成鳥到成鳥間的羽色 

全身褐色，但褐色不太平均 

2010/6/18 6/18/2010 17:10 黃黃綠 心理系南北館間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今天唯一一隻有環的 QQ 

2010/6/18 6/18/2010 17:10 沒有上環 女八九宿舍圍牆下，靠盡可能巢

樹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8 6/10/2010 13:00 橘橘橘 活大和圖書館間的腳踏車停車

處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我是停車的時候不小心撞到他= = 

因為最靠近圖書館那排停車格是在草地上鋪石塊 

他正在腳踏車之間穿梭 

結果被我停進去的時候撞到.... 

他就沿著停車的鐵架外側草地繼續找吃的 

我還有拍了幾張照片! 

我記得六月初還看到兩隻在活大前的草坪互相鳴叫像在求偶 也有照片喔
^^ 

2010/6/18 6/18/2010 11:50 沒有上環 台大新數館往醉月湖的紅磚走

道右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18 6/18/2010 15:40 黃黃黃 園藝系系館後方旁，通往台大農

場中心的小路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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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0 6/20/2010 10:17 沒有上環 醉月湖後側近海洋所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21 6/21/2010 7:35 黃黃黃 農業試驗場門前約 20 公尺、往

椰林大道彎道左邊路肩 

亞成鳥 路肩 站立   

2010/6/22 5/16/2010 12:10 沒有上環 台大造園館後方的草皮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2010/6/22 6/22/2010 9:00 黃黃黃 園藝系左側小巷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23 6/22/2010 16:30~

17:00 
橘橘橘 總圖北面，靠農藝系一側的走廊

上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排洩 

下午雨下很大，應該是跑進來躲雨的。很不怕人，曾經走到離我滿近的地

方。 

2010/6/23 6/22/2010 10:00 不清楚 台大農藝系館 1 樓大廳 不太確定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似乎想離

開而貼在玻璃上 

當天進系館時看到,以為是天氣太熱才跑進來乘涼,但牠一看到我就往玻璃

的方向跑,貼在玻璃上想跑出去,後來就稍微誘導牠到大門的地方,牠就忽然

恍然大悟地緩慢離去了. 

（我驅趕的技術很差,似乎有點驚嚇到牠,牠張開翅膀有點害怕的樣子） 

當時不知道有這個活動,所以沒有拍照和看環的顏色,但是確地腳上有環. 

（還想說那個環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嘛...） 

2010/6/23 6/23/2010 16:30 黃黃黃 園藝系館與溫室中間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23 6/4/2010 13:10 不清楚 台大醉月湖通往思亮國際會議

廳的小路上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在這地點 

我連續看到二次 

第二次還有兩三隻在一起覓食 

看起來像是一群 

我有拍照片 

2010/6/23 6/23/2010 17:30 沒有上環 工綜館旁 （心理系南館對面那

側） 

不太確定 草地 行走   

2010/6/24 6/19/2010 18:00 沒有上環 大小椰林交界口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6/24 6/24/2010 5:51 沒有上環 心理南館西側泥土地 成鳥 泥土地 行走   

2010/6/24 20100624 11:30 不清楚 農綜大樓對面腳踏車停放處 亞成鳥 停腳踏車的地

方 

站立 , 行走 , 理毛, 扭

動脖子 

  

2010/6/24 6/24/2010 10:30 不清楚 文院與新研之間，白千層樹上有

巢 

亞成鳥 樹上 築巢, 孵卵 前幾週看到在築巢，本週一直待在巢中，似乎在孵蛋 

2010/6/24 6/12/2010 17:20 沒有上環 草地  成鳥 樹上 行走   

2010/6/24 6/23/2010 9:30 白橘藍 台大法學院黑森林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牠一點都不怕人，我和牠距離超近， 

牠還瞥了我ㄧ眼，然後就全神貫注地在抓蚯蚓。 

2010/6/24 6/4/2010 17:00 黃黃黃 台大醉月湖石桌椅附近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6/24 6/23/2010 19:10 沒有上環 心理系館北館旁邊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2010/6/24 6/24/2010 16:25 沒有上環 醉月湖靠近物理新館那塊草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威嚇其他

黑冠麻鷺 

有兩隻，一隻看來剛成鳥不久，另一隻是亞成鳥。沒看到腳環 

2010/6/24 6/22/2010 17:00 橘橘橘 台大總圖後方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6/25 6/24/2010 17:05 沒有上環 台大醉月湖與室外游泳池中間

草坪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6/25 6/25/2010 7:10 沒有上環 總圖靠生態池那一側的白千層

旁邊 

成鳥 草地 站立,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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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5 6/25/2010 3 點左

右 

黃黃黃 園藝系管靠近水稻田那邊的草

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他的左腳好像受傷了,走路只用右腳然後用翅膀幫助平衡 

2010/6/26 6/25/2010 12:30 黃黃黃 園藝系和試驗場之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腳真的受傷了... 

2010/6/26 6/26/2010 15:30 黃黃黃 小幅腳踏車店椰林大道一側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疑似左腳受傷，吊腳，不願意把重量放在左側腳上 

2010/6/26 6/26/2010 14:18 黃黃黃 腳踏車行與文學院之間（加油區

旁的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他的腳好像受傷了（有金屬環的那隻腳） 

走路一擺一擺的!!! 

2010/6/26 6/26/2010 11:10 黃黃黃 小福車店旁草皮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牠左腳受傷了耶... 

我靠近時牠是用右腳單腳跳著移動的，連站著都不敢把左腳放到地上。 

不是很怕人（還是因為要跑太累了= =） 

我很少遇到逼得這麼近才開始跑的麻鷺。 

2010/6/28 6/20/2010 9:00 不清楚 總圖旁邊的小徑（靠周山路的走

道） 

亞成鳥 草地 站著都不動 ,翅膀完全

展開,類似飛機的形狀,

好像在曬翅膀 ,因為前

天下大雨 

  

2010/6/28 6/25/2010 約

17:40 

沒有上環 文學院前花圃（中文系側） 成鳥 草地 行走, 扭動脖子   

2010/6/28 6/28/2010 10:30 黃黃黃 小福車店旁草皮 亞成鳥 草地 剛看到是坐在地上，靠

近一點時才起來跳走

（他左腳受傷了） 

  

2010/6/29 6/29/2010 10:00 不清楚 醉月湖靠近海洋研究所的涼亭

旁邊 

亞成鳥 醉月湖的欄杆

旁邊的濕地 

站立 但是不良於行 在醉月湖靠近海洋研究所的地方看到一隻腳受傷的黑冠麻鷺, 希望你們可

以去幫忙 

2010/6/29 6/28/2010 14:30 沒有上環 台大活大與機械系館間路旁草

皮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6/29 6/29/2010 12:30 沒有上環 通往新月台很多廣告牌的草皮

上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7/1 7/1/2010 9:20 沒有 醉月湖，浮筏旁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掰咖 

2010/7/1 6/30/2010 17:00 沒有上環 楓香和水杉道路口，靠工學院綜

合大樓那一側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我已經連續三天同一時間在那邊看到牠了，真的是很可愛 

2010/7/1 7/1/2010 17:10 沒有上環 椰林大道森林系館前草坪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2010/7/1 7/1/2010 14:30 黃黃黃 女九跟新生大樓中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看到我們在看他就抬起頭張開嘴巴 

2010/7/2 7/1/2010 14:30 黃黃黃 新生大樓前面對女九的小草地  

飲料機附近 

亞成鳥 草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7/7 7/7/2010 18:20 不清楚 心理系南北館之間與女九間的

草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我好像沒有看到斑點@@" 

2010/7/7 6/28/2010 22:20 不清楚 台大舊體正門口前的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7/8 7/7/2010 7:46 沒有上環 女九前 不太確定 從志鴻館那邊

追著一隻蜥蜴

跑到女九前的

水泥地，抓到之

後再踱回女九

跟志鴻館中間

的草地 

覓食/抓蚯蚓 從志鴻館那邊追著一隻蜥蜴跑到女九前的水泥地，抓到之後再咬著踱回女

九跟志鴻館中間的草地。我有拍到照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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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10 7/10/2010 10:00 沒有上環 建國南路一段 304 巷 不太確定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發出叫聲 

j 

2010/7/10 7/9/2010 9:25 藍綠黃 台北植物園的合辦花區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7/21 7/21/2010 10:40 沒有上環 台大大氣系館後方停車場樹蔭

下 

成鳥 水泥地與泥土

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2010/7/22 7/22/2010 07：50 屍體 圖資系館一樓外側草皮 不太確定 躺在地上 安息了 似乎是落巢的幼鳥（圖資系館前的那一窩），昨天早上還窩在樹下，但傍

晚就有人看到屍體了。今天早上我經過也看到..... 

2010/8/5 8/5/2010 17:37 不清楚 圖資系大門右側樹上（有巢） 亞成鳥 樹上的鳥巢裡 發出叫聲 其他兩隻亞成鳥也站在樹上 

腳環一隻是黃黃黃，另一隻好像是白白綠 

2010/8/5 8/5/2010 17:24 沒有上環 小椰林道旁大王椰子下草地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8/5 8/5/2010 17:27 沒有上環 圖資系前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腳踏車經過就飛走了 

2010/8/9 每天 總是 不清楚 文院＆普通大樓之間的小徑 成鳥 樹上 休息（樹枝上）, 餵食

幼鳥 

原本巢裡還有幼鳥，但 8 月 3 日看見地上出現履帶的痕跡＆鳥巢似乎被人

用塑膠繩固定後，幼鳥就失蹤了！！！ 

2010/8/10 8/10/2010 17:00 不清楚 圖資巢內 不太確定 坐在巢裡 坐在巢內   

2010/8/13 8/12/2010 0:00 白白藍 森林系館前 不太確定 草地 發出叫聲, 對我發出叫

聲 有點像威脅 

  

2010/8/13 20100813 11:50 左綠右黑 台大總圖正面左側和舟山路之

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8/20 8/20/2010 14:20 沒有上環 計中旁小路（靠語言中心側）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8/23 8/23/2010 15:49 黑白綠 植物園山欖科植物區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發出叫聲, 威嚇其他黑

冠麻鷺 

有拍攝影片，可以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ijL5SzOUw 看到

黑冠麻鷺的動態影像，同時有二隻，一隻無腳環。 

2010/8/26 8/24/2010 18:00 橘橘橘 國家教育研究院良師園旁草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2010/8/26 8/24/2010 18:00

左右 

白白藍 生物資源系館前（傅鐘附近） 不太確定 樹上 從地面飛到樹上   

2010/8/26 8/26/2010 12:05 沒有上環 計中和視聽館之間（靠近計中大

門）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行走, 休息（樹枝

上）, 發出叫聲 

總共看到三隻亞成鳥（都沒有腳環）,其中兩隻站在一起 

好像在交談一樣一直啊啊啊的叫 XD 

2010/8/27 8/27/2010 7:45 黃黃黑 TBG 山欖科區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發出叫聲 

同一時間共有四隻黑冠麻鷺在同的區，有二隻有腳環，二隻無腳環，環中

三隻是亞成鳥，一隻成鳥。 

影片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ia7b_vVq9E 

2010/8/27 8/27/2010 7:47 黑白綠 TBG 山欖科區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發出叫聲 

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IVWJDzczIs 

2010/8/27 8/27/2010 18:00 不清楚 生化所、新生大樓旁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發出叫聲   

2010/8/30 8/30/2010 7:56 黃黃黑 植物園 柿樹科區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發出叫聲, 

跟親鳥乞食 

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Y9ltb3awQk 

2010/8/30 8/30/2010 7:59 黑白綠 植物園合瓣花區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n95v5XK9rk 

2010/8/31 8/30/2010 2:59 黃黃黑 Youtube, Glasgow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REMEMBER REMEMBER THE 5TH OF NOVEMBER.... OH SORRY I 

MEANT... REMEMBER YOUR QUALITY CONTROL! WHERE'S M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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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LOOKING FOR SARAH CONNOR,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LIVE! 

2010/8/31 8/30/2010 2:59 黃黃黑 Youtube, Dundee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REMEMBER REMEMBER THE 5TH OF NOVEMBER.... OH SORRY I 

MEANT... REMEMBER YOUR QUALITY CONTROL! WHERE'S MY 
MONEY?! 

 

I AM LOOKING FOR SARAH CONNOR,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LIVE! 

2010/9/2 8/29/2010 6:00-7:

00 
不清楚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公園內羽球

場旁 

不太確定 樹下 站立, 發出叫聲 我有相片 

2010/9/2 9/2/2010 8:00~1

7:00 
橘橘白 ）  搜尋結果     1.       永

和社大溼地生態教育園區 

亞成鳥 樹上、草地上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 發出叫

聲, （樹枝上）好像是

跟樹鵲爭地盤，或是威

嚇樹鵲吧 

這隻是早上看到的，幾乎整天都在，上網搜尋無意間看到批踢踢實業坊環

境版看板，所以連結到這邊，把這訊息通知你們 

 

不過這隻是不是從臺大飛過來就不知道了 

 

另外有看到黑冠把整個身子的羽毛撐開然後在縮回去，不知道算不算是理

毛？ 

2010/9/4 9/4/2010 17:50 沒有上環 馬路中央分隔島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他站在後門（往星巴克）大馬路的中央分隔島 

旁邊車子來來去去的, 

看得令人提心吊膽@@ 

 

但是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他 

請問以後如果遇到這樣的情形該如何處理? 

 

謝謝:） 

2010/9/6 9/6/2010 7:38 黑藍黃/金屬  植物園大戟科區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BPgx-JYQG8 

2010/9/6 8/6/2010 13:20 沒有上環 鹿鳴廣場大草地靠近地理系和

生科館的角落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一次看到兩隻成鳥，牠們相距約五公尺。 

2010/9/6 9/6/2010 17:30 黑黑綠/金屬 台大總圖旁邊、全家前面草坪 亞成鳥 草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附近沒有成鳥或別的鳥，觀察約五分鐘的時間裡試圖捉蚯蚓兩次，但都沒

捉到。 

2010/9/9 9/9/2010 14:00 白白藍/金屬 農化系館與住宿組中間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他待很久..... 

2010/9/9 9/9/2010 8:11 黑藍黃/金屬  TBG 重要木本區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2Jur_W4Iaw 

2010/9/10 9/10/2010 15:30 沒有上環 臺大地理系門口右側（靠鹿鳴堂

側）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9/13 8/28/2010 ? 黃黃黃和另

外一隻上環

的 

臺大農場 亞成鳥 ? ? 平里教授看到的 

聽說色環的顏色退得很嚴重 

看不清楚 

2010/9/14 9/14/2010 17:10 不清楚 辛亥路側門旁人行道上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我是完全不懂鳥的人，今日在校門旁的人行道上巧遇他,初見時不曉得他的

名字,經查之後才連結到此繫放回報網站。回想及看了當時拍的三張照片,

好 像 並 沒 見 到 腳 環 ， 照 片 在 此
http://picasaweb.google.com.tw/yuchingyou/20100914?feat=directlink 

2010/9/14 9/9/2010 18:00 沒有上環 造園館後方草皮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休息（樹枝

上） 

看到三隻 

2010/9/15 9/15/2010 13:00 黑白黑/金屬 活大後面草坪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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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 9/14/2010 14:00 白白藍/金屬 農化系新館和心理輔導中心之

間的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9/15 9/13/2010 17:00 黑白黑/金屬 總圖右 活大燒臘門 黑森林  亞成鳥 草地 黑白黑被狗嚇跑 開學日的下午五點左右 活大燒臘門 黑白黑  覓食中被狗嚇跑；總圖右側

有位上環成鳥；黑森林附近有位上環亞成鳥 

2010/9/17 9/17/2010 16:10 沒有上環 鹿鳴廣場邊,靠近農場展示中心 成鳥 草地 站立, 休息（樹枝上） 這幾天至少有一隻停在附近樹上（去年展示中心往小小福的巢位附近）. 

現在地上又有許多其排泄物. 

2010/9/20 9/20/2010 13:10 沒有上環 總圖往工綜館的小徑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9/21 9/17/2010 0:00 看到單腳黑

白 

活大後面機械城鄉中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大概是黑白黑吧~ 可是人力容說不是 

2010/9/24 9/20/2010 下午 沒有上環 台大園藝造園館後院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有兩隻 

2010/9/27 9/27/2010 21:10

左右 
沒有上環 榮星公園五常街側草坪（螢火蟲

水池邊旁）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榮星公園（舊稱榮星花園），在台北市建國北路、民權東路、龍江路、五

常街圍起來的這塊區域中。我大學是在台大校總區，畢業兩年多來，也常

常回去台大校總區，所以對黑冠麻鷺並不陌生！我很確定是黑冠麻鷺（扭

動脖子太經典了啊！）！也很確定沒有上環！因為我之前就有看過這個

blog，所以我知道要注意有沒有上環，不斷逼近鳥兒，直到牠飛起來讓我確

定 orz  我也沒有看到別隻，有機會會再注意！ 

2010/9/27 9/27/2010 15:10 沒有上環 農特產品中心斜對面鹿鳴廣場

草地角落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9/27 9/27/2010 15:10 沒有上環 生科館後方小片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0/11 10/10/2010 15:15 黑白黑/金屬 化工系館靠小椰林道茶梅樹下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10/11 10/10/2010 15:25 沒有上環 機工系旁靠小椰林道樹林中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10/13 10/6/2010 17:30 黑白黑/金屬 綜合大樓前，有椰子樹的草坪&

人行道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突然衝出

去嚇到腳踏車騎士，然

後自己也被嚇到 

  

2010/10/23 10/13/2010 0:00 黑白黑/金屬 在森林系館 front door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uploaded by howard 

2010/10/23 10/17/2010 0:00 黑白黑/金屬 工綜大樓附近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uploaded by howard 

2010/10/23 10/17/2010 0:00 綠黃白/金屬 女五側門好像靠近生技大一女

那裏的樣子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uploaded by howard 

2010/10/23 10/19/2010 0:00 白白藍/金屬 共同草地 亞成鳥 樹上 覓食/抓蚯蚓 WWBM 和另外一隻未上環亞成鳥 

2010/10/23 9/15/2010 17:46 黑白黑/金屬 right hand side of library, on top 

of a car, defecating 
亞成鳥 car 扭動脖子, defecating before i noticed that it was already banded i tried to catch it but i failed anyway 

2010/10/26 10/26/2010 17:14 不清楚 椰林大道底，面向總圖右手邊，

從總圖數來第九和第十棵椰子

樹中間 

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抓蚯蚓 

牠先看準了某個地方，然後快速拉出一條又長又粗的蚯蚓，但牠先將蚯蚓

放在草地上，過了幾秒之後啄了蚯蚓一下，再過幾秒，啄第二下，最後再

一口吞下，可能是因為馬路上有人，牠吃完後就往杜鵑花叢跑了。 

2010/10/29 10/29/2010 16:00 藍白綠（只確

定右下為白） 

小椰林道上的校車站牌附近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牠就在小椰林道上散步，來往的有腳踏車和校車，感覺很危險...。牠就在分

隔車道和人行道的「分隔島草地」上覓食。（好難說明那個區域 XD）蚯蚓

覓食率是八十%，五中四。辛苦你們囉:）我有（畫質不佳的 XD）手機照片

和錄影，如果有需要我很樂意提供喔。 

2010/11/1 11/1/2010 15:30-

15:35 
白白藍/金屬 台大地質科學系系館前面花園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原本是站立，我跑

回去看左腳的時候才行

下次看到黑冠的時候，會拍照。今天沒帶相機在身上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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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遠離我，嘴上咬東西 

2010/11/2 11/2/2010 8:53 黑白黑/金屬 圖資系樓梯旁前方草坪上（靠近

土木系館側）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圖資系活大中間好像又有新的巢 

2010/11/2 11/2/2010 10:10-
10:20 

白白藍/金屬 台大地質系石手邊花園 成鳥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10:10 看到他在和蚯蚓搏鬥。跑回去拿相機可惜沒電了= = 只能用手機拍，

但拍的很爛。拍照的時候，已經是沒有吃東西的狀態。會再將照片寄過去，

只是畫質很差 

2010/11/2 11/2/2010 12:20,1

3:20 
白白藍/金屬 台大地質系右手邊花園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6/5/2010 12:02 黃黃黃/金屬 保健中心對面與總圖之間草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11/11 6/7/2010 13:23 黃黃黃/金屬 森林系館後面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2010/11/11 7/4/2010 8:42 黃黃黃/金屬 化學工程系（小椰林大道）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走向草地 

2010/11/11 6/3/2010 8:45 黃藍黃/金屬 保健中心接近巢數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2010/11/11 6/4/2010 9:31 黃藍黃/金屬 保健中心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5/2010 9:27 黃藍黃/金屬 保健中心對面與總圖之間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6/6/2010 18:30 黃藍黃/金屬 園藝系圖書館中間接近園藝系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11/11 6/8/2010 10:20 白白白/金屬 活大巢樹下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2010/11/11 6/8/2010 10:20 綠藍白/金屬 活動中心巢數樹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2010/11/11 6/9/2010 10:35 黃藍黃/金屬 活動中心巢樹附近接近腳踏車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11/11 6/7/2010 8:42 白白白/金屬 活大全家前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6/2010 9:17 白白白/金屬 全家對面草地接近圖書館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2/2010 9:22 白白白/金屬 女九後面接近女八社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1/2010 10:08 白白白/金屬 心理系館北館後面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5/2010 10:49 白白白/金屬 活大後門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5/2010 8:30 綠黃白/金屬 化工系和文學院中間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9/2010 8:30 綠黃白/金屬 農化系館後面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11/11 7/23/2010 10:50 綠黃白/金屬 研一社和女一社中間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6/4/2010 13:40 綠藍白/金屬 綜合大樓與圖資之間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5/2010 12:30 綠藍白/金屬 小椰林接近圖資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0/2010 8:15 綠藍白/金屬 園藝系館接近機械工程大樓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6/2010 9:20 橘橘橘/金屬 活大接近園藝系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5/2010 13:20 橘橘橘/金屬 圖書館後面接近獸醫系館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6/2010 9:40 橘橘橘/金屬 園藝系館後面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19/2010 14:30 橘橘橘/金屬 活大接近園藝系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6/20/2010 13:00 橘橘橘/金屬 圖書館出版中心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8/22/2010 18:20 橘藍藍/金屬 醉月湖靠近馬路的樹上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發出叫聲 跟 KWK 在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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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 

2010/11/11 8/22/2010 18:20 黑白黑/金屬 醉月湖靠近馬路的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好像和 OBBM 在吵架 

2010/11/11 8/15/2010 17:30 黑黑白/金屬 醉月湖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休息（樹枝上）   

2010/11/11 8/26/2010 16:16 橘藍藍/金屬 醉月湖的巢數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2010/08/22~26 每天下午都看到在巢樹上發出叫聲 

2010/11/11 8/26/2010 16:16 黑白黑/金屬 醉月湖的巢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2010/08/22~2010/08/26 每天下午均在巢樹上發出叫聲 

2010/11/11 8/22/2010 17:05 黑黑白/金屬 醉月湖的巢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2010/11/11 8/7/2010 mornin
g 

白白橘/金屬 八角樓草地接近男五舍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8/7/2010 8:20 黃黑黃/金屬 巢樹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1 8/7/2010 unkno

wn 
白白橘/金屬 八角樓附近小水池 亞成鳥 草地 吃青蛙   

2010/11/11 8/7/2010 unkno
wn 

黃黑黃/金屬 八角樓附近小水池 亞成鳥 草地 吃青蛙 這兩隻把水池裡的青蛙都吃了 

2010/11/11 8/10/2010 9:30 白白橘/金屬 八角樓中間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8/10/2010 9:30 黃黑黃/金屬 八角樓中間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8/5/2010 unkno
wn 

白白橘/金屬 巢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2010/11/11 8/5/2010 unkno

wn 
黃黑黃/金屬 八角樓巢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2010/11/11 7/28/2010 unkno

wn 
黃黑黃/金屬 八角樓巢樹飛到地上（離巢日） 亞成鳥 樹上 離巢   

2010/11/11 7/30/2010 unkno
wn 

白白橘/金屬 八角樓巢樹旁邊（離巢） 亞成鳥 草地 離巢   

2010/11/11 5/31/2010 0:00 黃黃黃/金屬 森林生科小路 A2 矮灌叢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發出叫聲 被阿姨用東西驅趕，冠毛豎起叫了一聲。 

2010/11/11 6/1/2010 10:00 黃黃黃/金屬 在森林生科小路 A2。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11/11 6/1/2010 17:50 黃黃黃/金屬 森林生科小路 R22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威嚇其他黑冠麻

鷺, 站立威嚇回報者。

R22 

站立威嚇回報者。R22 

2010/11/11 6/2/2010 1210-1

230 
黃黃黃/金屬 保健中心旁舟山路上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1210-1230，保健中心旁舟山路上草地，YYY 抓蚯蚓。R15 

2010/11/11 6/3/2010 17:54 黃黃黃/金屬 grasslawn near A1 nest （below 

it, near the roadside）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6/6/2010 18:22 黃黃黃/金屬 near medical centre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5/31/2010 18:50 白白白/金屬 活大大樹（C1）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WWW 乞食鳴叫。1850，同時間樹上有四隻鳥乞食鳴叫（推測皆為幼鳥，

包括 BBW 和 WWW，推測此時 OOO 也回來乞食），親鳥回來（成鳥，推

測母鳥），母鳥後來飛到活大右前草地（C3）。 

2010/11/11 5/31/2010 19:14 白白白/金屬 活大 A2 草地 亞成鳥 草地 乞食鳴叫 親鳥（成鳥，推測母鳥）覓食，不久飛回 C1 巢樹，幼鳥開始乞食鳴叫。 

2010/11/11 5/31/2010 18:50 藍藍白/金屬 活大大樹（C1）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同時間樹上有四隻鳥乞食鳴叫（推測皆為幼鳥，包括 BBW 和 WWW，推

測此時 OOO 也回來乞食） 

2010/11/11 5/31/2010 18:50 橘橘橘/金屬 活大大樹（C1） 亞成鳥 樹上 乞食鳴叫 同時間樹上有四隻鳥乞食鳴叫（推測皆為幼鳥，包括 BBW 和 WWW，推

測此時 OOO 也回來乞食），親鳥回來（成鳥，推測母鳥），母鳥後來飛到

活大右前草地（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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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6/1/2010 17:35 白白白/金屬 站在活大樹 C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1735，WWW 站在活大樹 C2。1754，WWW 乞食鳴叫，單獨站在樹枝上，

其他三隻在下面樹枝上排排站，GBW、OOO、GYW 靠近主幹和 WWW。

1755，親鳥（成鳥）回巢。1759，成鳥飛到樹上 

2010/11/11 6/1/2010 18:00 綠黃白/金屬 活大地上（原成鳥地上位置附

近）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乞食鳴叫 1735，WWW 站在活大樹 C2。1754，WWW 乞食鳴叫，單獨站在樹枝上，

其他三隻在下面樹枝上排排站，GBW、OOO、GYW 靠近主幹和 WWW。

1755，親鳥（成鳥）回巢。1759，成鳥飛到樹上，GYW 在地上（原成鳥地

上位置附近）。1800，乞食鳴叫。 

2010/11/11 6/1/2010 17:54 綠藍白/金屬 活大樹 C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1735，WWW 站在活大樹 C2。1754，WWW 乞食鳴叫，單獨站在樹枝上，

其他三隻在下面樹枝上排排站，GBW、OOO、GYW 靠近主幹和 WWW。

1755，親鳥（成鳥）回巢。1759，成鳥飛到樹上，GYW 在地上（原成鳥地

上位置附近）。1800，乞食鳴叫。 

2010/11/11 6/1/2010 17:54 橘橘橘/金屬 活大樹 C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1735，WWW 站在活大樹 C2。1754，WWW 乞食鳴叫，單獨站在樹枝上，

其他三隻在下面樹枝上排排站，GBW、OOO、GYW 靠近主幹和 WWW。

1755，親鳥（成鳥）回巢。1759，成鳥飛到樹上，GYW 在地上（原成鳥地

上位置附近）。1800，乞食鳴叫。 

2010/11/11 6/1/2010 17:54 綠黃白/金屬 活大樹 C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1735，WWW 站在活大樹 C2。1754，WWW 乞食鳴叫，單獨站在樹枝上，

其他三隻在下面樹枝上排排站，GBW、OOO、GYW 靠近主幹和 WWW。

1755，親鳥（成鳥）回巢。1759，成鳥飛到樹上，GYW 在地上（原成鳥地

上位置附近）。1800，乞食鳴叫。 

2010/11/11 6/2/2010 14:00 白白白/金屬 活大 C3 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追逐親鳥向親鳥（成鳥）

乞食 

1400，WWW 和 OOO 在活大 C3 草地，WWW 看似會攻擊 OOO，兩隻都

會追逐親鳥向親鳥（成鳥）乞食，WWW 先，然後 OOO 跟上。 

2010/11/11 6/2/2010 14:00 橘橘橘/金屬 活大 C3 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追逐親鳥向親鳥（成鳥）

乞食 

1400，WWW 和 OOO 在活大 C3 草地，WWW 看似會攻擊 OOO，兩隻都

會追逐親鳥向親鳥（成鳥）乞食，WWW 先，然後 OOO 跟上。 

2010/11/11 6/3/2010 17:18 白白白/金屬  near the bicycle parking space 

near activity centre （above C2）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1718, WWW on ground, near the bicycle parking space near activity centre 

（above C2）+ calling.17:22 calling again GA-GA-GA sound while practice 

picking up earthworm. Adult bird stand near stone bench nearby. Then walk 

towards the tree C2 at 17:26. in the same time WWW calling. Both WWW and 

GBW walk towards the adult. but adult feed WWW first. then adult hop to C2, 

then fly away to nearby grass G1 on 17:27. Now 3 juveniles GBW, WWW, and 

"GBO" （BGY?） ON C2 tree on 17:27. WWW fly down on 17:28, NOT afraid 

of me, keep walking around parking lot GBW fly to the ground again on 17:31. 

hide between bicycles. WWW fly to the ground on 17:31 also and start feeding 
again on 17:32. 

2010/11/11 6/3/2010 17:27 綠藍白/金屬  near the bicycle parking space 

near activity centre （above C2）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BEGGING FOR FOOD 1718, WWW on ground, near the bicycle parking space near activity centre 

（above C2）+ calling.17:22 calling again GA-GA-GA sound while practice 

picking up earthworm. Adult bird stand near stone bench nearby. Then walk 
towards the tree C2 at 17:26. in the same time WWW calling. Both WWW and 

GBW walk towards the adult. but adult feed WWW first. then adult hop to C2, 

then fly away to nearby grass G1 on 17:27. Now 3 juveniles GBW, WWW, and 

"GBO" （BGY?） ON C2 tree on 17:27. WWW fly down on 17:28, NOT afraid 

of me, keep walking around parking lot GBW fly to the ground again on 17:31. 

hide between bicycles. WWW fly to the ground on 17:31 also and start feeding 
again on 17:32.  

2010/11/11 6/3/2010 17:27 藍綠黃/金屬 C2 tree near activity centre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1718, WWW on ground, near the bicycle parking space near activity centre 

（above C2）+ calling.17:22 calling again GA-GA-GA sound while practice 

picking up earthworm. Adult bird stand near stone bench nearby. Then walk 
towards the tree C2 at 17:26. in the same time WWW calling. Both WW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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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W walk towards the adult. but adult feed WWW first. then adult hop to C2, 

then fly away to nearby grass G1 on 17:27. Now 3 juveniles GBW, WWW, and 

"GBO" （BGY?） ON C2 tree on 17:27. WWW fly down on 17:28, NOT afraid 

of me, keep walking around parking lot GBW fly to the ground again on 17:31. 

hide between bicycles. WWW fly to the ground on 17:31 also and start feeding 

again on 17:32.  

2010/11/11 6/4/2010 18:11 白白白/金屬 near C1 ACTIVITY CENTRE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1 6/5/2010 18:00 白白白/金屬 活大 C2 腳踏車停放附近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覓食/抓蚯蚓 1800，活大 C2 腳踏車停放附近，覓食。親鳥在活大 C5 草地覓食，不怕人。

1900 無目擊，但工綜屋頂 C8 有公鳥求偶鳴叫說不定是活大公鳥。 

2010/11/12 6/1/2010 17:35 綠黃白/金屬 站在活大樹 C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站在活大樹 C2，可能單腳站立所以看不見 W 色環 

2010/11/12 6/5/2010 18:40 綠黃白/金屬 醉月湖 C6、C7 處草地覓食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1840，GYW 在醉月湖 C6（在這個位置看到一隻亞成鳥推測是看到 GYW

但是沒注意腳環）、C7 處草地覓食。1700 無目擊。 

2010/11/12 5/31/2010 18:50 綠藍白/金屬 活大大樹（C1） 亞成鳥 樹上 乞食鳴叫 GBW 乞食鳴叫。（錯看為 BBWM）P 

2010/11/12 6/1/2010 17:35 綠藍白/金屬 站在活大樹 C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2010/11/12 6/2/2010 14:30 綠藍白/金屬 活大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2 6/3/2010 17:18 綠藍白/金屬  near the bicycle parking space 

near activity centre （above C2）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11/12 6/4/2010 18:14 綠藍白/金屬  parking lot near C1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11/12 5/31/2010 18:30 橘橘橘/金屬 總圖前草地（C4）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2 6/1/2010 17:35 橘橘橘/金屬 活大樹 C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2010/11/12 6/2/2010 18:10 橘橘橘/金屬 活大草地 R5,9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乞食鳴叫   

2010/11/12 6/4/2010 12:00 橘橘橘/金屬 活大全家對面草地上 R8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2010/11/12 5/31/2010 19:00 沒有上環 小椰林底（D7）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覓食/抓蚯蚓, 餵食幼鳥 1900，小椰林底（D7），一隻成鳥在路邊草地覓食。1905，靠近巢樹（D1）

外側的樹（D2）有三到四隻幼鳥乞食鳴叫 

2010/11/12 6/1/2010 18:19 白橘藍/金屬 漁業科學研究所門口 D5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1819，漁業科學研究所門口 D5，WOB，呆站，一群人拍照。1821，跑到馬

路上，大貨車駛來等。1822，飛走到附近樹上 D6。（聽說是撞到漁科所玻

璃才呆站在門口） 

2010/11/12 6/3/2010 17:47 白橘藍/金屬  grass lawn below D4 and in 

between the Psychology building 

and the female no 8 building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1820，D2 有隻幼鳥站低枝，乞食鳴叫。17:47 WOB feeding on the grass lawn 

below D4 and in between the Psychology building and the female no 8 building. 

This is the bird that bump into the fisheries science building yesterday. Very 
independent bird. 

2010/11/12 6/1/2010 18:05 沒有上環 思亮右前草地 E6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1/12 6/1/2010 18:07 黃黃綠/金屬 計中巢樹附近的 D2 最上面 亞成鳥 樹上 乞食鳴叫 1807，YYG 在計中巢樹附近的 D2 最上面，BBW 在 D2 最下面靠近主幹。

1808，BGY 飛回 D2。1809，BBW 主動用嘴碰 BGY 的嘴，一開始以為是

打架，但推測是乞食行為，BBW 在過程前後都有乞食鳴叫。1810，BBW

啄樹枝，像是在啄蚯蚓那樣的動作。1811，BBW 飛到另外一棵樹 D3。1811，

BGY 也飛過去 D3，站在 BBW 旁邊。1812，成鳥回來，餵食 BGY。1815，

BBW 飛到 D4，繼續乞食鳴叫。1816，飛往 D4 另一枝條，繼續乞食鳴叫。 

2010/11/12 6/1/2010 18:09 藍藍白/金屬 計中巢樹附近的 D2 亞成鳥 樹上 一開始以為是打架，但

推測是乞食行為 

1807，YYG 在計中巢樹附近的 D2 最上面，BBW 在 D2 最下面靠近主幹。

1808，BGY 飛回 D2。1809，BBW 主動用嘴碰 BGY 的嘴，一開始以為是

打架，但推測是乞食行為，BBW 在過程前後都有乞食鳴叫。1810，BBW

啄樹枝，像是在啄蚯蚓那樣的動作。1811，BBW 飛到另外一棵樹 D3。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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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Y 也飛過去 D3，站在 BBW 旁邊。1812，成鳥回來，餵食 BGY。1815，

BBW 飛到 D4，繼續乞食鳴叫。1816，飛往 D4 另一枝條，繼續乞食鳴叫。 

2010/11/12 6/1/2010 18:08 藍綠黃/金屬 計中巢樹附近的 D2 亞成鳥 樹上 一開始以為是打架，但

推測是乞食行為 

1807，YYG 在計中巢樹附近的 D2 最上面，BBW 在 D2 最下面靠近主幹。

1808，BGY 飛回 D2。1809，BBW 主動用嘴碰 BGY 的嘴，一開始以為是

打架，但推測是乞食行為，BBW 在過程前後都有乞食鳴叫。1810，BBW

啄樹枝，像是在啄蚯蚓那樣的動作。1811，BBW 飛到另外一棵樹 D3。1811，

BGY 也飛過去 D3，站在 BBW 旁邊。1812，成鳥回來，餵食 BGY。1815，

BBW 飛到 D4，繼續乞食鳴叫。1816，飛往 D4 另一枝條，繼續乞食鳴叫。 

2010/11/12 6/2/2010 7:26 藍藍白/金屬 電資二館對面博理館門口停腳

踏車處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2010/11/12 6/3/2010 17:45 藍藍白/金屬 D2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17:45 standing on a higher branch （compared to YYG） on D2. standing on 

one leg. 

2010/11/12 6/3/2010 17:18 藍綠黃/金屬 top of tree （C2） near activity 

centre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發出叫聲 on my record sheet, I recorded it as "GBOM", but there's no such individual, so 

I suspect it's BGYM, as green and blue can sometimes get mixed up, same goes 

for yellow and orange. Anyway, 17:18 BGYM calling on top of tree （C2） near 

activity centre. Still on top of tree on 17:32. H 

2010/11/12 6/3/2010 17:43 黃黃綠/金屬 D2 tree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2010/11/12 5/31/2010 19:1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1 位置的巢樹上 亞成鳥 樹上 求偶, 築巢, 幼鳥乞食

鳴叫 

醉月湖 E1 位置的巢樹上有兩到三隻幼鳥乞食鳴叫。遠處有公鳥求偶鳴唱 

2010/11/12 6/1/2010 18:25 沒有上環 醉月 E4 亞成鳥 樹上 乞食鳴叫 1825，幼鳥醉月 E4，乞食鳴叫，巢樹 E1 有另外兩隻幼鳥。1830，E4 上幼

鳥乞食鳴叫。公鳥求偶鳴叫，在池畔樹 E5。1835，親鳥（成鳥）回，飛到

樟樹 E3，E4 幼鳥飛來找他，親鳥飛回 E4，幼鳥也飛回 E4，沒有餵食，飛

走。1837，數學系旁草皮 E3 有兩隻幼鳥覓食。1838，1840，1842，幼鳥吃

到蚯蚓。1839，另一隻吃到蚯蚓。 

2010/11/12 6/1/2010 18:25 沒有上環 醉月巢樹 E1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1825，幼鳥醉月 E4，乞食鳴叫，巢樹 E1 有另外兩隻幼鳥。1830，E4 上幼

鳥乞食鳴叫。公鳥求偶鳴叫，在池畔樹 E5。1835，親鳥（成鳥）回，飛到

樟樹 E3，E4 幼鳥飛來找他，親鳥飛回 E4，幼鳥也飛回 E4，沒有餵食，飛

走。1837，數學系旁草皮 E3 有兩隻幼鳥覓食。1838，1840，1842，幼鳥吃

到蚯蚓。1839，另一隻吃到蚯蚓。 

2010/11/12 6/1/2010 18:30 沒有上環 醉月池畔樹 E5 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求偶 公鳥求偶鳴叫 

2010/11/12 6/1/2010 18:35 沒有上環 醉月樟樹 E3 成鳥 樹上 餵食幼鳥 1835，親鳥（成鳥）回，飛到樟樹 E3，E4 幼鳥飛來找他，親鳥飛回 E4，

幼鳥也飛回 E4，沒有餵食，飛走。 

2010/11/12 6/1/2010 18:37 沒有上環 數學系旁草皮 E3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數學系旁草皮 E3 有兩隻幼鳥覓食。1838，1840，1842，幼鳥吃到蚯蚓。1839，

另一隻吃到蚯蚓。 

2010/11/12 6/1/2010 18:37 沒有上環 數學系旁草皮 E3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數學系旁草皮 E3 有兩隻幼鳥覓食。1838，1840，1842，幼鳥吃到蚯蚓。1839，

另一隻吃到蚯蚓。 

2010/11/12 6/5/2010 8:00 沒有上環 新生教室和數學系館中間馬路

上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11/12 6/5/2010 18:25 沒有上環 思亮館右前 E6 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接近成鳥羽色了所以不是幼鳥） 

2010/11/12 6/5/2010 18:3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2 附近草地上（E2E3

間）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兩隻亞成覓食，其中一隻乞食鳴叫 

2010/11/12 6/5/2010 18:3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2 附近草地上（E2E3

間）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兩隻亞成覓食，其中一隻乞食鳴叫 

2010/11/12 6/5/2010 18:3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2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樹上有第三隻亞成鳥乞食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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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2 6/5/2010 18:3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2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樹上有第三隻亞成鳥乞食鳴叫 

2010/11/12 6/5/2010 18:3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2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樹上有第三隻亞成鳥乞食鳴叫 

2010/11/12 6/5/2010 18:3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5 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 求偶鳴叫 

WOOWOOWOO 

求偶鳴叫 WOOWOOWOO 

2010/11/12 6/5/2010 18:5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7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乞食鳴叫 E7 樹上大概是兩隻亞成吧，其中一隻乞食鳴叫，另一隻飛離 

2010/11/12 6/5/2010 18:5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7 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站立, 飛離 E7 樹上大概是兩隻亞成吧，其中一隻乞食鳴叫，另一隻飛離 

2010/11/12 6/5/2010 18:50 沒有上環 醉月湖 E8 樹上 亞成鳥 樹上 發出叫聲, 乞食鳴叫   

2010/11/12 6/5/2010 18:50 沒有上環 思亮館屋頂 E9 不太確定 屋頂 發出叫聲, 求偶, 求偶

鳴叫 

（猜和醉月 E5 公亞成鳥是同一隻） 

2010/11/12 6/5/2010 18:05 沒有上環 圖資系 G1 樹上 成鳥 樹上 孵卵 （聽說是本來的活大的母亞成鳥，跟別人跑了） 

2010/11/12 6/1/2010 8:45 沒有上環 總圖往生態池方向階梯 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行走   

2010/11/12 6/5/2010 18:20 沒有上環 圖書館左側 G1 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一隻公亞成鳥（眼先藍）和母成鳥（眼先灰），覓食 

2010/11/12 6/5/2010 18:20 沒有上環 圖書館左側 G1 草地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一隻公亞成鳥（眼先藍）和母成鳥（眼先灰），覓食 

2010/11/12 3/21/2010 unkno

wn 
沒有上環 保健中心旁大樹（ A1 ）巢

N1005ME 

成鳥 樹上 孵卵 孵蛋 

2010/11/12 3/26/2010 unkno

wn 
沒有上環 保健中心旁大樹（ A1 ）巢

N1005ME 

亞成鳥 樹上 兩隻幼鳥   

2010/11/12 11/11/2010 12:30 白白藍/金屬 共同教室前方草坪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11/12 11/12/2010 13:28 沒有上環 圖資系前草地，靠近活大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上禮拜（應該是）在同樣一塊草地上看到同樣沒有上環的黑冠（大概也是

同一隻），本來大概是在覓食，不過後來有另外一隻俯衝過來…原本以為

要降落在同一塊草地上，不過飛來的那隻馬上又折回去了 XD 

2010/11/24 2010/11/23 17:33 白白藍/金屬 鹿鳴草地丹堤側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很確定一腳是白白，另一腳因為很暗其實看不太清楚，依照最近的紀錄應

該是白白藍沒錯 

2010/11/24 2010/11/23 17:33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丹堤側 不太確定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大概是成鳥吧看不清楚 

2010/11/25 2010/11/24 18:18 白白藍/金屬 路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2010/11/25 2010/11/24 18:18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兩隻，大概都是成鳥吧 

2010/11/29 2010/11/29 11:15 橘橘白/金屬 長興街教職員宿舍圍牆外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扭動脖子, 覓食/

抓蚯蚓 

"有幫他拍美美的沙龍照! 相片會再寄給聯絡人。" 

2010/12/1 2010/11/26 6:42 黑白黑/金屬 農化系館前面的地上 亞成鳥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行走  

2010/12/1 2010/12/1 8:17 沒有上環 地質系和鹿鳴堂中間的小徑樹

上 

不太確定 樹上 休息(樹枝上) 我會再寄照片過去:) 

2010/12/1 2010/12/1 17:35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有兩隻似乎是一成鳥一亞成鳥，亞成鳥還發出類似乞食的啞啞叫聲，都沒

有上環。" 

2010/12/2 2010/12/2 12:30 沒有上環 圖資系前靠活大側 成鳥 草地 站立  

2010/12/3 2010/12/3 10:00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旁樹上 不太確定 樹上 站立  

2010/12/3 2010/12/3 17:30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一隻成鳥一直亞成鳥的樣子 

2010/12/6 2010/12/6 13:00 不清楚 共同面對方向的左前樹上 不太確定 樹上 休息(樹枝上)  

2010/12/6 2010/12/6 15:40 不清楚 鹿鳴草地旁樹上 不太確定 樹上 休息(樹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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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7 2010/12/7 10:00 黑白黑/金屬 農化新館和信件收發室中間的

草皮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2/7 2010/12/7 15:20 不清楚 鹿鳴草地旁樹上 不太確定 樹上 休息(樹枝上)  

2010/12/7 2010/12/7 19:50 白白藍/金屬 共同三松下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今天氣溫突然降低，出現在台大的黑冠麻鷺數量也突然增加。前幾日都沒

看見多少，今天晚上沿著舟山路一路觀察就看見三隻成鳥和一隻亞成鳥，

或許這也是可以觀察的方向。 

2010/12/8 2010/12/8 11:30 不清楚 農化系館與女五社之間的小路

上 

亞成鳥 柏油路上 站立  

2010/12/9 2010/12/8 19:00 不清楚 鹿鳴草地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2/9 2010/12/8 17:00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2/9 2010/12/8 17:30 沒有上環 圖書館活大農藝系中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有夠呆的一動也不動一直到八點多也還在吧可是因為捕捉的關係害牠跑

來跑去飛來飛去" 

2010/12/9 2010/12/8 17:00 白白藍/金屬 共同前大樹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大概就是牠吧小朋友在旁邊大叫發出尖叫聲牠也不太搭理草地有為起來

後來八點多他跑到鹿鳴草地囉" 

2010/12/9 2010/12/8 17:30 沒有上環 生科系館對面的濃密大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想抓但是沒抓到，反正今天試抓的五隻都沒有抓到,天氣十分晴朗又寒冷大

概只有十幾度,鹿鳴草地共同草地都圍起來維護,差點抓到一隻成鳥差點壯

舉太可惜了" 

2010/12/12 2010/12/11 15:00 不清楚 鹿鳴草地旁樹上 不太確定 樹上 休息(樹枝上) 有兩隻!!!!!!!!! 

2010/12/12 2010/12/11 17:10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圍起來處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兩隻!!!!!!!!!! 不太確定至少有一隻是亞成鳥" 

2010/12/13 2010/12/13 9:15 黑白黑/金屬 農化大樓後面的草地 亞成鳥 草地 站立, 行走  

2010/12/17 2010/12/3 15:20 不清楚 醉月湖中心的涼亭欄杆上 不太確定 涼亭欄杆上 站立 牠滿大隻的，站在那站很久，整整五分鐘一動都不動。我拍完照片就走了，

因為距離很遠所以只看到身影。 

2010/12/17 2010/12/16 15:04 沒有上環 面對活大門口(靠進機械系館)左

邊種有樹的草皮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抱歉事隔久遠才一口氣回報 XD 這隻很不畏生耶，我靠很近觀察都處變不

驚，然後滿確定腳上沒環的。我都有拍照，有需要可以寄信跟我說噢:) 

2010/12/18 2010/12/17 7:40 沒有上環 小小福和鬆餅店之間的草地上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扭動脖子  

2010/12/18 2010/12/17 15:30 黑白黑/金屬 農化系新館前的草地上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覓食/抓蚯

蚓 

 

2010/12/18 2010/12/17 17:00 黑白黑/金屬 第二行政大樓後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袁老師回報，一開始誤認為藍白藍，應該是黑白黑沒錯！" 

2010/12/20 2010/12/20 17:20 沒有上環 圖資側對面的大樓前草地 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大概是成鳥吧，或許還帶有一點點亞成的羽毛，抓蚯蚓吃蚯蚓時可以靠很

近，可是在近一步他就飛奔而去了" 

2010/12/20 2010/12/20 17:00 橘橘白/金屬 長興街教職員宿舍圍牆外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扭動脖子  

2010/12/22 2010/12/22 15:20 沒有上環 鹿鳴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看起來好呆喔而且羽毛好蓬鬆 

2010/12/22 2010/12/22 18:10 沒有上環 總圖農藝館間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2010/12/22 2010/12/23 14:15 不清楚 鹿鳴草地旁樹上 不太確定 樹上 休息(樹枝上)  

2010/12/22 2010/12/22 15:30 黑白黑/金屬 大一女農化新館間小路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2/23 2010/12/22 21:30 不清楚 鹿鳴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另外一隻另一筆資料 

2010/12/23 2010/12/22 21:30 不清楚 鹿鳴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覓食/抓蚯蚓  

2010/12/23 2010/12/22 21:30 白白藍/金屬 鹿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根據先前資料還有一隻腳是白色，大概是白白藍吧 

2011/1/5 2011/1/4 17:50 白白藍/金屬 鹿鳴草地 亞成鳥 草地 覓食/抓蚯蚓 "反正看到單腳白白大概就是白白藍了吧! 同時還有其他三隻黑冠麻鷺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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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草地上" 

2011/1/13 2010/1/12 7:30 不清楚 研一前面停腳踏車的水泥地上= 不太確定 水泥地/其他人

造物 

站立 "我看到大笨鳥一直站著淋雨><動都不動~~另外請問可以提供大笨鳥比較

常出現的地點嗎?? 謝謝:)" 

2011/1/14 2011/1/13 17:20 黑 白黑  或 

黑白綠 不確

定 

大一女前馬路及草地 不太確定 草地 站立, 行走, 扭動脖子  

2010/11/24 2010/11/23 17:33 白白藍/金屬 鹿鳴草地丹堤側 亞成鳥 草地 行走, 覓食/抓蚯蚓 很確定一腳是白白，另一腳因為很暗其實看不太清楚，依照最近的紀錄應

該是白白藍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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