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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Foreword

    地球上大部分候鳥在北溫帶繁殖，到北半球的亞熱帶、熱

帶、甚至南半球越冬。候鳥讓地球上距離很遠的陸塊，有了直接

的生命關聯，在地球生態系的運作中，必然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

色。各地有候鳥定期造訪的生物群聚，也會因為牠們的來去，而

需要有不同的因應，所以候鳥對各地的生態系，必然有極為重要

的影響。

    關心候鳥並不是近代的事。候鳥的南遷北返，在中國歷代的

文章和詩、詞、歌、賦中，常是文人寫情、寫景、傷心感慨個人

或國家事務時的寄情對象。古人對自然的觀察相當仔細：李清照

的「雁字回時，月滿西樓」，或「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

識」，顯示她看過雁成群飛行時的隊形，知道雁會在晚上遷徙，

同時每年都會循相同的路線遷徙；王維的「萬壑樹參天，千山響

杜鵑」顯示他聽過杜鵑的叫聲，也知道春天杜鵑會普遍出現在山

區不斷鳴叫；馮延已寫「穿簾燕子雙飛去」，或「紅杏開時，一

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都呈現了他看見、也聽見春天候

鳥回到繁殖地的熱鬧景象。

    台灣賞鳥人士眾多，很多人對鳥類的辨識能力很強，也有不

少人攝影技術很好，因此為鳥類留下很多重要的紀錄，但可惜有

興趣研究鳥類的人數不多，不知是否因此，有關台灣候鳥的資料

實在少得可憐，就連全民都認識的、全島普遍的小白鷺或牛背

鷺，到底牠們的居留型態如何，遷徙路線如何，至今依然沒有清

楚的瞭解。而候鳥研究在世界上其他地區已經有很長的歷史，研

究的角度更是五花八門，包括候鳥遷徙時的定向定位方法和所利

用的感官系統，候鳥遷徙的季節性，遷徙行為的性別間差異，遷

徙習性的可遺傳性，遷徙時的棲地選擇和食物選擇，候鳥和留鳥

間的競爭或互動等，真是不勝枚舉。各國學者至今已經累積了極

為豐富的資料，每年還有新的研究成果發表。我們對台灣鳥類遷

每年來的忠實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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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的瞭解，主要是參考外國的文獻，很少是直接在台灣進行的研

究成果。

    《台灣的候鳥》這本書對台灣鳥類遷徙作了簡單易讀的整體

性介紹，以作者個人觀察到的候鳥遷徙實例作說明，在書的後半

部更介紹了台灣候鳥的特性、台灣的候鳥研究、以及近年讓社會

大眾極為關懷的禽流感問題。整體來說， 《台灣的候鳥》一書用

比較宏觀的尺度來介紹台灣鳥類的遷徙現象，還包括了資料有限

的垂直遷徙，真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本書很適於做為引導

讀者關心候鳥遷徙的入門工具書。本書的作者顏重威在24年前曾

出版過一本《候鳥》（渡假出版社），內容主要是台灣候鳥的個

論。「台灣的候鳥」可以說是前一本書的續集，雖然前一本書的

內容已經不能涵蓋所有台灣的候鳥，《台灣的候鳥》也沒有完整

包括台灣眾多觀鳥人士的觀察經驗，但這兩本書合起來依然是當

前有關台灣候鳥的最完整介紹。

    台灣幾乎每年都有以鳥類為主題的新書出版，但絕大部分的

新書都是鳥種簡介，有些以特定地區的鳥類為主題，有些以特定

生態環境中的鳥類為主題。《台灣的候鳥》相信會為台灣撰寫鳥

類相關書籍的人，樹立另一種寫作典範。若能因此引導出更多有

關台灣的候鳥研究，絕對是台灣鳥界的福氣。

    顏重威的努力和勤奮，在我認識的人中絕對排前幾名，他服

務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時，不時有新的文章或書籍發表，退休

之後不但沒有就此引退鄉野，反而更積極地從事鳥類調查和為雜

誌撰寫專欄。他的成就與努力不懈，令人敬佩。

                                         劉小如

                                  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08年2月27日

p�



序文 Preface

    人們為日常生活、追求財富而到處奔波，以求更高層的社會

地位，或過更美好舒適的日子。獸類為尋找食物，奔波於荒野之

中。候鳥為求生存，避開不適的惡劣環境，每年必須隨氣候的轉

變，定期地於春、秋二季，奔波於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間。奔波為

靈活動物追求生存的動能或火車頭。

    台灣的地理位置，正處於北半球低緯度亞熱帶地區，為亞

洲東部候鳥南北遷徙的中繼站，也是某些候鳥的越冬區。目前

台灣鳥類的記錄有544種，留鳥153種（28.1%），候鳥249種

（45.8%），迷鳥114種（20.9%），其餘28種（5.2%）為海鳥和

引進種，由這些數據顯見台灣的鳥類，以候鳥最為豐富。這裡所

說的候鳥，包括春季來台灣繁殖的夏候鳥，遷徙時路過的過境鳥

和秋季來越冬的冬候鳥。

    候鳥對我們人類的生存環境有何益處？或更直接地說，對我

們人類有何好處？這是一般人常會質疑的問題。人類的生存環

境，包含人類彼此互動的社會環境和賴於生存的自然環境。人類

的社會環境有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事務，這些事務都非常

直接而重要，並得到許多人的熱切關心。但是不可否認的，人類

也是自然環境眾多物種中的一種，而自然環境中各物種環環相

扣，相互依存，人類是不可能脫離其他物種而單獨生存。換句話

說，環境中的陽光、空氣、水，以及農、林、漁、牧，甚至荒野

的濕地，都與我們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而候鳥在農林漁牧和濕

地的項目中，則扮演著維持生態平衡、穩定自然規律運作的重要

角色。

    認識候鳥的生活狀態、種群數量、遷徙規律，以及其對生存

環境的影響，有助於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時，作合理的選擇。調

查與研究是認識候鳥的手段，而台灣對候鳥的調查與研究，目前

仍停留在遷徙的時間、方向、規律與種群數量的多少，至於氣候

變化對候鳥遷徙的影響、候鳥體內在不同時段的生理變化、新陳

代謝、種內與種間的競爭、繁殖率與死亡率、攜帶病原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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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環境污染的影響等的研究，所作不多，反而在促進觀光如舉辦

雁鴨季、賞鷹季、燕鷗季、賞鳥博覽會等的活動，日益熱絡，有

助於引起社會大眾對候鳥的興趣與認識。換句話說，目前我們對

台灣候鳥的認識，甚為有限，未來還有一段很長的研究之路要

走。本書僅就目前所知的台灣候鳥概況，提出簡明扼要的說明，

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深盼學者、專家多予指正。更盼能引起青年

學子的興趣，賡續台灣候鳥的研究。

                                                         顏重威     謹識

                                                                            于台中大肚山歸樵廬 

                                                                            2007年12月25日                                                                            2007

The migratory bird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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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概述候鳥／

The migratory birds  of  Taiwan

什麼叫候鳥？
生活於北半球高緯度寒帶和溫帶地區的鳥類，受春、夏、

秋、冬四季氣候轉變的影響，每年有固定時節和固定路線的來、

回奔波於繁殖區和越冬區，這就是候鳥。奔波的目的，就是在追

求適宜的生存環境和種族生命的延續。由於所處的地區不同，各

地候鳥的名錄也有很大的差異。

紅嘴鷗—棲息於湖池的冬候鳥。嘉義縣布袋鎮鄰近的池塘，每年有數以千

計的紅嘴鷗來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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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家 住 在 大 肚 山 台 地 的 東

海別墅社區，離台中都會公園很

近，所以在例假日的清晨，常常

到那兒去散步蹓躂。公園裡常見

的鳥類有麻雀、白頭鵯、暗綠繡

眼、珠頸斑鳩、紅鳩、大卷尾、

灰樹鵲、家燕等，但在秋天偶而

會出現紅尾伯勞、灰斑鶲、北紅

尾鴝，而200�年冬天則出現一群

約100多隻的燕雀，引起全省各

地的鳥類攝影者前來捕捉牠的倩

影。

炎炎夏日的六月，有6種燕鷗

來到澎湖的無人小島築巢繁殖，

澎 湖 縣 野 鳥 學 會 都 會 辦 「 燕 鷗

季」活動，帶人去觀賞；秋高氣

爽的九、十月，赤腹鷹和灰面鵟

鷹等猛禽，自恆春半島過境，也

會吸引許多人前往觀賞；寒風刺

骨的一、二月，黑臉琵鷺聚集在

台南縣七股鄉曾文溪口潟湖，更

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春暖花開

的四月，許多種小型鳥類從台北

縣野柳岬匆匆過境，資深觀鳥者

更不會錯過追蹤的機會。上述各

地的鳥類都不是長年住在那兒，

而是每年很有規律地定時在那兒

出現。為什麼在一個地區裡，有

些鳥類在某季節出現，而在另一

個季節不見了？

燕雀—樹棲性的冬候鳥。每年於11月中抵達台灣，最遲於次年4月離去。

什麼叫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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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概述候鳥／

的環境裡，找不到食物可吃是可

以預測的，於是強制性地被迫每

年必須遷徙到有食物可吃的地方

越冬。食針葉樹種子的鳥類如黃

雀、金翅雀，在種子的產量豐盛

時，可成功地留下來越冬；如若

遇到種子的產量稀少，就得遷徙

他往到有食物的地方。這種食物

資源很難年年精準地預測到，便

演化出有彈性的遷徙策略，即某

些年遷徙，某些年不遷徙。這種

現象也發生在以捕捉囓齒類為食

的猛禽：如雪鴞以捕旅鼠為食，

當冬季旅鼠的數量多，可留在繁

殖地越冬，但當旅鼠數量少時，

就向南方遷徙。遷徙策略的第三

種模式，即種群中的某些族群會

遷徙，某些族群不會遷徙，而控

制這種遷與不遷的機制，在於身

上的遺傳密碼，使會遷徙的族群

一定要遷徙，不會遷徙者恆不遷

徙。

鳥 類 為 維 持 生 存 ， 會 追 尋

食物而到處漂移。然而因棲息環

境 的 差 異 ， 便 有 不 同 的 移 動 方

式：生活於熱帶的鳥類，因氣候

恆熱，食物的供應無慮匱乏，故

都常年在同一地區生活，即使有

所移動，幅度也不很大。有些熱

帶鳥類為追逐適當的食物，會隨

雨季的降臨而出現，雨季的停止

而離去，牠們的移動沒有固定的

時間和路線；生活於海洋中的海

鳥，追逐魚群而食，故隨魚群的

洄游而移動；棲息於北半球寒、

溫帶的鳥類，因四季氣候的變化

很大，在嚴冬天寒地凍的時候，

食物取得不易或根本找不到，所

以在冬季蒞臨之前，便紛紛遷徙

至 南 方 的 亞 熱 帶 或 熱 帶 地 區 越

冬，俟翌年春暖時候，再飛返北

方的繁殖地生活。這些遷徙往返

都 有 一 定 時 間 和 固 定 路 線 的 鳥

類，稱謂「候鳥」。

候鳥是否一定要遷徙，受繁

殖地食物的供應量所控制。棲息

於北半球寒、溫帶的鳥類，食物

資源雖受季節性的轉換而波動，

但並不是每一種都得遷徙。食草

性、食蟲性和食魚性的鳥類如游

禽和涉禽，在北半球冬季冰天雪地



p1�

什麼叫候鳥？

金翅雀—不規律的冬候鳥。有些年則甚少見。11月下旬抵台，3月下旬北返。

紅尾伯勞—樹棲性的過境鳥。每年9月南遷和5月北返過境台灣，少數在台灣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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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鳥 依 據 其 棲 居 的 地 點 ，

可分為三種類型：如以台灣地區

而言，春季到台灣來，於夏季繁

殖後，秋季南遷至更溫暖的南洋

一 帶 越 冬 ， 翌 春 再 返 回 台 灣 繁

殖，便是台灣的「夏候鳥」，如

家燕、牛背鷺和粉紅燕鷗；在北

方繁殖的鳥類，秋季南遷至台灣

越冬，第二年春天再返回北方繁

殖，則屬台灣的「冬候鳥」，如

赤頸鴨和黑臉琵鷺；候鳥在遷徙

的過程中，只是路過台灣，僅作

短暫的停留，又繼續往前遷徙，

就是台灣的「過境鳥」，如灰臉

鵟鷹和紅尾伯勞。依據上述，候

鳥的生活範圍，包括夏季的繁殖

區，春、秋二季遷徙的過境區和

冬季的越冬區。

一 個 地 區 鳥 類 的 遷 、 留 劃

分是相對的，同一物種的不同族

群，不同個體或不同年齡的遷、

留狀態也會有所差異。小白鷺夏

季在台灣繁殖，牠是台灣的夏候

鳥，但冬季也有北方的小白鷺來

越冬，所以牠也有冬候鳥的族群

（顏，1992）。中白鷺和大白鷺

過去都被認為是台灣的冬候鳥，

但不知是全球氣候暖化的影響或

其他因素，近年來也發現在台灣

繁殖的個案（翁榮炫 等，200�；

翁榮炫和翁義聰，200�）。黑翅

長腳鷸也有夏季在台灣繁殖的族

群和越冬的族群（翁義聰 等，

199�）。

赤頸鴨—河鴨的一種。冬季會群聚在河溪和濱海的灘地越冬。通常於11月抵台，3月離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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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候鳥？

粉紅燕鷗—夏候鳥。大都群聚在澎湖群島，無人居住的島嶼繁殖。

白額燕鷗—夏候鳥。

在台中以南和澎湖的濱

海礫石地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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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gratory birds  of  Taiwan

促使候鳥遷徙的因素
候鳥遷徙的因素很多，絕非單一因素所能促成。各因素間又

錯綜複雜，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環境可利用資源的減少，或者是

氣候條件導致生活艱苦。鳥類為了生存，被迫他遷，是不得不做

的行為，然而代代相傳，自然便成為遺傳的基因。

鶴鷸—秋天來臨，日照時間漸短，氣溫轉涼，促使牠們向南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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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候鳥遷徙的因素

候 鳥 遷 徙 的 因 素 甚 多 ， 有

歷史的、遺傳的、生態的和生理

的，但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外

在和內在的因素：外在因素主要

是指環境可利用資源的變化。候

鳥夏季在北方的繁殖區，花草興

盛，昆蟲叢生，魚產豐富，為鳥

類提供繁多的食物和安全的棲息

地，且日照時間長，使鳥類有充

分的時間育雛，並使雛鳥快速成

長。一旦季節轉移至冬季，北方

大地為冰雪所覆蓋，氣候惡劣，

環境可利用的資源如蟲魚等的短

缺，鳥類為了生存，在秋季就開

始離開繁殖地，遷徙到氣候較溫

暖的南方越冬。但南方的夏季，

氣候炎熱、季風和多雨，又不適

於南遷越冬的候鳥，進行營巢育

雛的活動，迫使牠們在春季時快

快地飛返夏季的繁殖區。這種每

年 季 節 性 的 氣 候 變 化 ， 周 而 復

始，而環境中食物資源的變異在

可以預測的情況下，久而久之，

便成為候鳥每年必須來回奔波的

生活現象。

內在因素則是候鳥身體內部

生理機制起了作用。鳥類的生物

時鐘，在一年四季的氣候變換中

有其週期性，尤其是日照時間的

改變。春天以後，日照時間日漸

增長，刺激體內腎上腺皮質激素

和腦下垂體催乳激素的分泌，促

使生殖腺發育、膨脹，誘發候鳥

向北遷徙到繁殖區繁殖；秋天以

後，日照時間日漸縮短，內分泌

機能衰竭，激素分泌減少，生殖

腺萎縮，促使候鳥向南遷徙至越

冬區生活。

此 外 ， 歷 史 的 因 素 有 二 種

理論上的講法：一．北方種源的

鳥類，受第四紀冰川從北向南的

入侵，寒冷的氣候迫使鳥類向南

方遷徙，待到夏季冰川退卻後，

鳥類又重返原來的棲息地。鳥類

隨著冰川周期性的入侵和退卻，

定 期 往 返 於 繁 殖 區 和 越 冬 區 之

間，從而形成遷徙的習性而代代

相傳；二．熱帶種源的鳥類，受

種群大量繁殖對食物需求量增加

的影響，迫使某些鳥類夏季向北

方冰川退卻的地方擴散，而在冰

川來臨前再回到南方老家越冬，

久而久之，便形成定期遷徙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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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gratory birds  of  Taiwan

候鳥遷徙的重要性
候鳥的遷徙要經過千山萬水，路途既遙遠又危險，隨時都

有喪命的可能，如果不是環境起了巨大的變化，為何要做冒險的

遷徙呢？但為了種群的生存，牠們必須全力以赴，貫徹到底。我

們反過來觀察、思考，如果牠們不遷徙，將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困

境。

蒼鷺—冬季的繁殖地冰天雪地，河川凍結，不得不到南方溫暖的地區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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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於 北 極 圈 和 西 伯 利 亞

等北半球高緯度地區的鳥類，秋

季向南遷徙到亞熱帶中國華南和

台灣，及熱帶如中南半島、菲律

賓、婆羅洲、印尼，甚至到南半

球的澳洲和紐西蘭等地區越冬，

而於翌年春天又要千里迢迢、千

辛萬苦地克服萬難，以返回北方

的繁殖地。牠們這種長距離的遷

徙，既艱苦又危險，不但要耗損

體力，且隨時會遭遇天敵或惡劣

天氣的襲擊，而有死亡的危機。

候鳥為什麼要冒生命的危險而遷

徙？如果沒有相當的代價，怎敢

冒如此的危險？有人認為候鳥的

遷徙，是為了逃避北方嚴寒的氣

候和食物的匱乏，但這可能只是

部分原因而已。也有人認為遷徙

是經過長期和無數次全球性氣候

變化而演化的結果。更有人認為

目 前 棲 息 於 北 半 球 高 緯 度 的 鳥

類，在很古代的地質年代，可能

居 住 於 南 半 球 ， 牠 們 遷 徙 的 原

因 ， 只 是 想 每 年 回 一 次 老 家 而

已。這些說法只是推測，均不能

充分地解釋候鳥為什麼要冒險遷

徙。

什麼理由迫使鳥類要做長途

冒險的遷徙？最主要的是環境條

件的惡化，食物資源的匱乏，使

牠們無所選擇，不得不離開。牠

們在嚴寒的冰天雪地來臨之前毅

然南遷，當然是要避開因饑寒而

死的惡運。在遷徙到亞熱帶和熱

帶之後，可獲得更豐富、更營養

的食物，所以南遷的生存機率自

然比留在環境險惡的北方大。至

於牠們在南方越過冬季之後，為

何又要再次做北返的遷徙？南方

的夏季天氣濕熱，所以在春季之

時北返，可避開熱帶地區蛇、蜥

蝪、猿、猴、松鼠，以及其他鳥

類等眾多天敵的侵害。夏季到北

方的凍原，有開闊的空間供築巢

育雛，並減少互奪領域的爭鬥，

對繁育下一代有利。然而有些候

鳥在人類刻意的誘導下，也會改

變遷徙的習慣，如生活於日本北

海道的丹頂鶴，原本是候鳥，每

年都有南來北返的遷徙習性。但

因當地農民每年在冬季投食，讓

丹頂鶴在冬季不會挨餓，牠們便

停止每年南北遷徙的習性。

候鳥遷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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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每年南來北往的奔波，

追尋更舒適的環境條件，其活動

區 域 包 括 繁 殖 區 、 中 途 經 過 的

地區和越冬區，生活範圍自然比

長年留棲在一個地區的鳥類大，

所面對的環境也較為複雜，而對

環境變動的忍受力和適應力也較

強，一些老弱殘疾者在遷徙途中

可能遭遇淘汰，只有體健者能順

利返回繁殖地，這對種族生存的

延續也較有利。另外，遷徙在演

化上和遺傳上也可得到利益：遷

徙 讓 鳥 類 的 地 理 分 布 擴 大 ， 使

少數族群與原來的大族群隔離，

而長久的隔離會產生遺傳基因的

變異或突變，加快演化速率：海

島上的陸棲留鳥，可能是候鳥遷

徙時迷失途徑而至，並經長期適

應該島的環境，演化成亞種或新

種。與隔離相反的情況，遷徙也

可能與不同地區的同屬鳥類發生

雜交，產生新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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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遷徙的重要性

大白鷺—五月該是返回繁殖地的時候了。圖右這隻嘴咬大魚的大白鷺，嘴呈現黑色，眼先

也轉為綠色，已到了繁殖高峰期，仍未啟程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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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gratory birds  of  Taiwan

氣候變化與候鳥
地球的自轉，使各地區的氣候產生週期性的變化，各種生物

為了適應生存，其體內生理時鐘也隨氣候變化而調適。候鳥的遷

徙過程，自始至終，都受晴、雨、霧、風、溫度等因素變化的影

響。牠們的遷徙飛行，全靠雙翅的拍動前進，這過程要消耗很多

的體能。為了減少體能的消耗，候鳥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氣候

條件，進行遷徙。

濃霧—路標模糊了，前程也不清了，將延遲候鳥的遷徙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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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身體狀態一旦進入遷徙

條件和正在遷徙途中，氣候是最

重要的決定因素。氣候的變化能

夠強烈地影響候鳥飛行時能量的

消耗和在途中的死亡率。氣候的

因子包括氣壓、溫度、風向和風

速、氣流、降雨、陰天、晴朗、

霧等，這些因子的變化，互為因

果，甚為複雜。一般而言，候鳥

春季向北遷徙，多發生在暖鋒來

臨 ， 此 時 氣 壓 低 ， 吹 東 南 或 南

風，溫度緩慢上升之時，而遷徙

的高峰則在暖鋒之後，氣壓逐漸

上升，吹西南風，溫度上升的晴

朗天氣；秋季向南遷徙多發生在

冷鋒之後，此時氣壓迅速上升，

吹西北或西風，溫度下降之時。

無論在春季暖鋒之後飛行，或秋

季冷鋒之後遷徙，都是在節省能

量的消耗。

在天氣寒冷的年份，春季的

蒞臨將會延後，此時北方大地的

一些自然現象，如冰雪融化、綠

草萌芽、昆蟲蟄醒，樹木開花等

也延緩發生，春季候鳥返回繁殖

地的時間也會較晚。食魚性鳥類

如在冰雪未融化時到達，將找不

到食物；食植性和食蟲性鳥類也

會因綠草未萌芽、昆蟲未蟄醒而

得不到食物。相反地，如遇到暖

冬，春天較早來到，候鳥春季北

返的時間也會提早到達。所以候

鳥的遷徙雖是在春、秋季節，但

受氣候的影響，遷徙的時間常常

會提前或延後。

這些遷徙性的候鳥，群聚在灘地上，等待有利飛行的氣候條件，再啟程遷徙。

氣候變化與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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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鳥 為 了 節 省 飛 行 時 的 體

能消耗，多選擇在微風或順風的

條件遷徙。海拔高度不同，風的

速度也會有所差異。一般而言，

貼近地面的風速較慢，高空的風

速較快。有些候鳥的遷徙，會調

整最適宜的高度飛行。長距離不

中斷的遷徙，如飄洋過海或飛越

大沙漠，追隨在風之後飛行，最

為省力。有些事實證明，候鳥若

沒有追隨在風之後飛行，將無法

越過海洋或沙漠。夜間遷徙的候

鳥，多選擇在順風的時刻起飛，

有些日間遷徙的候鳥，喜歡貼近

地面逆風飛行，尤其是鷸科、   科

等岸鳥，燕科和雨燕科也是逆風

飛行，目的都是為降低飛行時的

體能消耗。強的逆風會壓抑候鳥

的遷徙意願，也會影響飛行的速

度。在候鳥的遷徙季節，當風不

適 宜 時 ， 會 延 遲 起 飛 或 提 早 降

陸。颱風會將遷徙中的候鳥吹至

正常範圍百公里之外，即使在不

甚嚴厲的氣候條件，飛行速度慢

的鳴禽也會被側風吹離正常的飛

行航線。

一些在高空翱翔的鳥類，如

鷲鷹類、鶴類和鸛類等，會利用

上昇氣流盤旋而上，然後再在高

空順風滑行，減少遷徙時的體能

消耗。若大氣穩定，空中無任何

氣流活動，缺乏風的助力，也會

延緩非盤旋性鳥類的遷徙時間。

降 雨 會 影 響 候 鳥 的 遷 徙 強

度，且對夜間遷徙更甚於白天遷

徙。少數候鳥會在下雨或下雪時

起飛，但也有些候鳥會待雨停之

後，延遲幾小時之後再起飛。在

遷徙途中如遇到下雨，通常會避

開或提前降陸。但若僅是小雨，

會繼續前進。秋季遷徙如遇到暴

風雪臨近，會迫使候鳥提早啟程

南遷。

候 鳥 遷 徙 的 定 向 因 子 ， 即

指 引 該 向 那 個 方 向 飛 行 ， 有 太

陽、星星、月光和陸標等。陰天

因無太陽、星星和月光，可供決

定的因子減少，容易迷失遷徙的

方向，多不利於候鳥的遷徙。然

而有很多候鳥在陰天仍能維持正

常的遷徙飛行。晴朗的天氣能見

度佳，如其他的氣候條件適宜，

對候鳥的起飛有正面的作用。霧

天的能見度差，候鳥的遷徙通常

不 會 起 動 。 如 在 遷 徙 途 中 遇 到

霧，候鳥會折返。那些翱翔性的

鳥類，在霧天缺乏上昇氣流的協

助，一般也都不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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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中量

中量

中量

大量

大量

大量

冷 鋒

冷 鋒

暖               鋒

暖               鋒

春 天

春天暖鋒過後，南風吹拂，大量候鳥開始向北遷徙。

秋 天

秋天候鳥乘著北風或西北風，
於冷鋒過後大舉南下。

低氣壓

高氣壓

高氣壓
低氣壓



02



研究候鳥
的方法

若能想出好的方法來執行，定能事半功倍，達到預期的目標；若使用不

當的方法，費時費力，再大的堅持，也難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在欲

解決任何問題之前，先謹慎規劃，研擬好的方法來執行，為成功的先決

條件。

T h e  m i g r a t o r y  b i r d s  o f  T a i w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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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候鳥研究的方法／

The migratory birds  of  Taiwan

定點的觀察
如果您每天在家附近的田野或家的前後院，觀察記錄鳥類的

動態：什麼時候有哪些鳥類出現及消失；哪個季節鳥類種數特別

多或者特別少，久而久之，經由資料的累積，就能歸納和統計出

您所觀察地點鳥類的出沒現象，這就是定點的觀察。

觀察者在固定的地點做長期的觀察和記錄。

http://www.morningstar.com.tw/bookcomment-2.aspx?BOKNO=0112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