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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鳥解密︱牠的名字為什麼不再叫「白冠雞」
體驗關渡︱新思科技《四季荷有》：土地從未忘記
體驗芝山︱元大金控 VS 和美山愛護生態志工活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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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於 1973年的台北市野鳥學會，我們這 50年的堅持與努力，在臺灣鳥類保育、鳥
類研究調查與環境教育領域發揮著關鍵作用。北鳥的使命不僅是保護鳥類及其棲息地，更
是透過教育與研究，提升公眾對自然環境的認識和尊重。

　　台北市野鳥學會的核心活動包括鳥類生態研究與監測、環境教育以及瀕危物種的保
護、野鳥救傷與收容以及國際事務工作的推動。我們也積極從事關渡濕地與其他重要鳥類
棲息地的經營管理。並且，透過如關渡自然公園、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和鰲鼓東石生態展示
館等環境教育場域，為公眾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與體驗機會。這些場所不僅是自然教育的重
要平台，也成為推動社區參與和文化保存的核心。

　　此外，為了將這些努力傳達給更廣泛的群體，學會積極舉辦各類活動與展覽，如臺北
國際賞鳥博覽會和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這些活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參與者，進一步提升
了學會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台北鳥會是個純粹的公益組
織，我們各項經營與各項計畫都
需要依賴多元化的資金來源，包
括會員會費、政府補助、企業專
案、賞鳥活動辦理、鳥類商品販售
以及私人捐款。然而，隨著保育與
教育活動的不斷擴大，我們需要
為臺灣貢獻更多心力，在海洋保
護、在瀕危物種、在環境教育、在
鳥類救傷、在國際交流、在人鳥和
諧等等議題都需要不斷精進，不
斷努力，因此學會面臨著日益增
長的資金需求。

　　為了獲得穩定且持續的資金
來源，民眾捐款成為了一個關鍵
的資金來源。台北鳥會未來將透過增加捐款模式、募款來源以及募款金額，讓我們更有效
地執行使命，擴大對環境和野生鳥類的正面影響。未來，我們將辦理多種募款工作，也望
各位鳥友鼎力協助與支持。

讓我們談一談

面向更好的鳥類未來，
為野鳥向民眾募款

文  台北市野鳥學會 總幹事 陳仕泓

 Vol.347

走
入
自
然



　　不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名字，全地球萬種的禽鳥每一「種」也都有自己的名字，
雖不像似我們人一般，並非每「一」隻鳥各別擁有不同稱呼，而是同一「種」的鳥，不分
雌雄老幼，一律叫著相同名字。

　　走在野地裡，一隻沒有名字的鳥我們怎麼說牠呢？我們如何知道彼此指的是同一隻
鳥？

　　很多時候，如何稱呼一隻鳥，似乎不知不覺表達了我們想要與牠建立怎樣關係的欲
望，甚至洩漏了我們難免主觀的價值評斷。是的，五年前，瑞典就正式取消了幾種帶有
「輕蔑」意味的鳥名，你想我們身邊周遭的臺灣野鳥有沒有這樣的名字或綽號呢？

野地鳥兒的名字最早哪裡來的？
　　我們的名字通常取自父母，野地鳥兒的名字
卻是我們人給的。

　　我們給鳥兒命名，坦白說，不外為了自己方
便，不管為了科學研究，還是為了平常人們之間
的交談。

　　鳥兒第一個名字通常來自在地鄉土。也就是
說，當鳥兒第一次被棲居同一棲地的人類發現
後，牠的名字就在鄉人的口中慢慢成形，終致傳
了開來，這也就是所謂的「俗名」—是鄉人之
間自小熟悉，「約定俗成」的習慣稱呼，那般自
然，也那般親切。

　　這樣的臺灣野鳥，第一個跳進腦海的就是國
民鳥「穀鳥仔」麻雀—頭一個字「穀」要以臺語
促音發聲—麻雀嗜吃穀粒種子，還有什麼名字
比這更傳神呢？這名稱，也就是我們小時候母親

牠的名字為什麼
不再叫「白冠雞」

圖  文   張伯權

很多野鳥，每次只要一出現

就會吸引一大群慕「名」追求的人

▲ 「穀鳥仔」麻雀，是小時候母親教導我們認
識的第一隻野鳥鄰居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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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教導我們認識的第一隻野鳥鄰居的名字。

　　類似這樣地稱呼臺灣大小野鳥，隨手撿
來，有「烏磯」紫嘯鶇、「青笛仔」綠繡眼、
「烏嘴撇仔」斑紋鳥、「牛屎鳥」鶺鴒鳥、
「暗光鳥」夜鷺、「山暗光」黑冠麻鷺、「粉
鳥鷹」鳯頭蒼鷹、「田雞仔」紅冠水雞、「苦
雞母」白腹秧雞、「紅嘴撇仔」紅嘴黑鵯、
「長尾山娘」藍鵲、「菱角鳥」水雉等等，甚
至遠從外地來的候鳥綠頭鴨，家鄉的人也有自
己親暱的叫法—「金頭仔」。

同一種鳥，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不同名字？
　　鄉土稱呼難免有畛域限制，同一種鳥，臺灣頭臺灣尾也許有不同叫法，譬如大名鼎鼎
的過境猛禽灰面鵟鷹（灰面鷲），每年十月，去年亦不例外，數以千百計在恆春半島上空
集結成球，一起搭乘季風南下南洋群島過冬，清明前後再北返路過，牠的「俗名」屈指數
一數少說也有七、八種，甚至在中國香港日本也各有不一樣稱呼，有的同一地區還多於一
種以上。這些名字雖然不同，但都一樣反映了在地住民與這隻鳥兒的關係與情感。

　　同一隻灰面鵟鷹，日本人稱做「差羽」或「大扇」，住在中國浙江的人管牠叫「畫
鶘」，臺灣屏東滿州鄉漢人叫牠「山後鳥」或「滿州鷹」，排灣族原住民則叫「嘎拉嘎
勞」，飛到了蘭嶼，同屬南島語族的達悟族人又稱為「雅雅月」，當牠清明時節從南方北
返暫停彰化，地方鄉人就稱牠做「清明鳥」或者「南路鷹」。

　　同一種鳥有不同的俗名，即使在
西方國家也是極其普遍，舉個例子，
我們說的「黑頸鸊鷉」，北美叫 Eared 
Grebe，因為牠眼睛後方繁殖期間會
出現一撮火燄燃燒般的金黃色耳簇，
英國人則以黑頸特徵取名為 Black-
necked Grebe，跟我們一樣，（黑頸鸊
鷉的拉丁種名 nigricollis原本就是「黑頸」的意思）。

　　美國人與英國人說的寫的都是英語文，美國土地比英國廣袤，人口比英國眾多，但是
美國不會因此就要求英國人把Black-necked Grebe改為 Eared Grebe。英國人也不會認為美
國出自英國，就要美國人把 Eared Grebe改口叫做 Black-necked Grebe。

　　容我再次強調，鳥類一般通用名稱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怎麼叫怎麼寫，都是當地流傳
的「俗名」。

▲  遠從外地來的候鳥綠頭
鴨，家鄉的人也有自己
親暱的叫法—「金頭
仔」

▲ 黑頸鸊鷉—同一種鳥，美國與英國同樣講英語，卻叫不
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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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刊對來稿有刊登決定權及刪改權，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敬請自留底稿。
五、 著作權所有，轉載請先徵求本刊同意。
六、 感謝您的來稿，歡迎齊心耕耘屬於我們的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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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從小熟悉的名字呼喚每個人身邊的鳥兒，是再自然不過的情感流露，也是再自然不
過的溫馨權利。當住在浙江的人看見一隻灰面鵟鷹從頭頂飛過，我相信他不會跟隨彰化人
叫牠「南路鷹」；我也相信，屏東滿州鄉人也不會強迫蘭嶼達悟人叫牠「山後鳥」。

除了「俗名」，鳥兒另外還有一個「學名」
　　鳥兒除了「俗名」，其實還有一個「學名」。顧名思義，「學名」即「學術名稱」或
「科學名稱」。

　　基本上，「學名」以外的一切稱呼，不論由誰怎麼說怎麼寫，皆屬「俗名」。

　　鳥類的「俗名」，我必須再次強調，這個「俗」並非「俗氣」之「俗」，而是指一般
人日常用來互相溝通的「普遍」「通用」的名稱，毋寧含有「民俗」意味。切莫忘記，俗
名的存在常常先於學名。「俗名」與「學名」，本來就無孰優孰窳之分，亦無所謂雅俗之
別，僅有功能的不同。

　　「學名」所以產生的原因，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因為地球上住著這麼多人，大家說著
不同的話語，寫不一樣的文字，為了彼此溝通，總得需要一套可以互相了解的符號系統，
尤其做學術研究時，拉丁「學名」就這麼因應而生。

「學名」為什麼是拉丁文，而非中文？
　　可是，「學名」為什麼是拉丁文，而不是中文，不是英文，也不是當今任何一個國家
的語文？其實，不只鳥類學名，現代醫學名詞絕大部分也都是拉丁或古希臘文。

　　無可諱言，鳥類「學名」的發展始於西方，猶如汽車行走的馬路，還有我們每天都少
不了的抽水馬桶，不管喜不喜歡，馬路與馬桶都來自西方，西方有系統地研究禽鳥亦早早
領先了我們好幾步，西方國家選擇拉丁文為野鳥量身定「名」，推敲緣由一點不令人驚
訝，猶似今日英語早已經成為國際通用商業、學術、科技，甚至政治語文。三百年來，拉
丁文或拉丁化的鳥類學名，使得地球上任何國家的人都可以互相溝通，無礙無誤——不管
鳥類學專家，還是野鳥素人。

　　這道理好比我們用傳統文字寫出「壹貳叁」或「一二三」，看得懂的人雖然不少，也
是有所限制，然而如果寫成「123」，全世界的人不管什麼膚色大概都不難明白那是什麼
意思。

從「學名」我們可以讀出什麼？
　　鳥類學名一般又稱「二名（法）」，簡單說，它由兩個名稱組合而成，就以臺灣留鳥
「家雨燕」為例，牠的學名叫 Apus nipalensis。Apus是由希臘文衍轉過來的拉丁文，a表
「沒有」，pus則是「腳」，所以 apus就是「沒有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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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燕雙腳軟弱乏力，無法攀棲，若非不得已幾乎從不落地，彷彿一隻「沒有腳的
鳥」—apus一字精準而傳神地道出了雨燕的身體結構特徵。

　　家雨燕學名 Apus nipalensis一看顯然由兩個「名」組合而成，前為「屬名」，後為
「種名」。屬名通常一律斜體，第一個字母大寫，種名則一律斜體小寫。家雨燕的種名
nipalensis即「來自 Nepal（尼泊爾）」之意，清楚表達了這種雨燕的地理分布屬性。

　　說到這裡，可以看出學名雖說由二個「名」組合而成，其實跟隨「屬名」之後的「種
名」並非名詞而是形容詞，這也是它所以小寫之故，而「屬名」則是純名詞。

　　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家雨燕的學名以 Apus nipalensis （Hodgson, 1837）這樣的形式
來表示，後面多了一個姓氏與年代，分別表示該物種的最初命名者是誰以及命名的年分，
通常在學術報告或論文中才會出現。

從「學名」中究竟讀到了什麼，請容我再舉一例
　　臺灣冬季最常見幾種鴨子中的
綠頭鴨與尖尾鴨，其學名分別為
Anas platyrhynchos與 Anas acuta。

　　我們一看到牠們的「屬」名都
是 Anas （鴨）這個字，但「種」
名寫法又不一樣，就知道綠頭鴨與

尖尾鴨同屬，但不同種，因為綠頭鴨的種名叫 platyrhynchos，這個字源自希臘文表示「扁
嘴」，尖尾鴨的種名則是 acuta，形容「尖銳」，用來描述牠有一條又尖又長的尾巴，所
以「種名」也有人稱為「種形容詞」。這兩種鴨子，都是於一七五八年由林奈所命名。

　　寫到這裡，想起林奈（1707~1778）的幾部重要著作，譬如一七三五年出版的《自然
系統》（Systema Naturae），皆以拉丁文著述，舉世通用的物種「學名」會以拉丁文來表
述，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林奈的名字原來叫Karl von Linné，後來自己拉丁化改成Carolus 
Linnaeus，如今科學界也都如此稱呼。

「學名」一旦訂定，從此不會更改？
　　不必然。

　　我們現在所看到絕大部分鳥類學名，大
概都是近三百年內訂定的。物種分類「二名
法」概念始自林奈，很多他當時訂定的學名
可是一直沿用至今，物種分類學就在他打下
的基礎上一路不斷成長，所以林奈被世人尊

▲ �尾鴨是���常見的��野鴨�一，�一���的��尾
巴，不�����������

▲  一�三�年，林奈（�年二十��）��了《自
���》一書，�為�書封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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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現代物種分類學之父。

　　當林奈忙著在野地鑽研植物那段歲月，中國大概就是乾隆在位時間，《自然系統》的
出版正是乾隆登基那一年，臺灣則開始進入移民拓墾期，除了當時稱為大佳臘荒埔的臺北
盆地開始有漢人墾殖，後來臺中地方以及蘭陽平原相繼也有漢人拓殖，而影響世界甚鉅的
英國工業革命則始於一七六〇年代，那時候日本正處於德川幕府鎖國時期。林奈過世後不
久，英國開始對中國輸入鴉片，再過兩年美國選出了第一任總統。東方與西方歷史文化的
「演化」際遇，差異竟如此不同。

　　乾隆當年的天下大業早就煙消雲散，只賸存在武俠小說的功夫比劃中，林奈薄薄一本
《自然系統》，由西至東，至今影響依然鏗鏘。

　　三百年來，隨著各種科學，譬如遺傳學、古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的發展與精進，尤
其 DNA檢測技術的運用，藉著基因結構的分析研究，分類學家所獲證據愈來愈多，物種
分類相對也愈來愈精確。林奈之前，科學家對物種的描述往往不夠精確而且冗長繁雜，如
今因為不斷有新的發現，物種之間的關係時而產生變化，分類也因此不斷有「分」也有
「合」—「種」一旦有異，「名」當然也跟著更變。

學名有更新時候，俗名為了「劃一」也有改變的需要嗎？
　　我們了解「學名」的改變或更
新有其需要，也知道「學名」必求
一致，然而「俗名」有此需求嗎？

　　除非，那隻鳥被我們分類錯
誤，譬如「高蹺鴴」一直以來大
家習慣如此稱呼，如今發現牠原
來應歸屬於「長腳鷸科」的「長腳鷸屬」，諸如此類，確實有正名的需要。不過將「高蹺
鴴」改名「長腳鷸」亦不完全合宜，畢竟長腳鷸屬並非僅有「高蹺鴴」一種，倘若能根據
其身體特徵取名「黑翅長腳鷸」，不但清楚明白，亦可避免混淆。

　　坦白說，許多喜歡鳥兒的人士每每遇到鳥類名稱，多少會有困擾不解時刻，尤其手上
如果擁有一本以上從坊間買來的鳥類圖鑑。

　　當我們看到「白骨頂」三個字，腦海浮現的會是怎樣一
隻鳥？「馬來擬啄木鳥」又是誰，只有馬來西亞才看得到？
「花嘴鴨」變成了「斑嘴鴨」，「斑」與「花」有什麼不一
樣？「黑枕王鶲」與「黑枕藍鶲」是兩隻不同種鳥兒嗎？可
愛的「白腹秧雞」怎會一夕間改口變成了「白胸苦惡鳥」，
又苦又惡的鳥會是什麼鳥呢？為什麼「山紅頭」不再叫「山
紅頭」而稱「紅頭穗鶥」，讓人開口不小心就會咬到舌頭？

▲ 高蹺鴴如今改名長腳鷸，令人懷念，不過如能加兩個字稱「黑
翅長腳鷸」毋寧更名副其實

▲ 白腹秧雞求偶期間日夜發出猶
似「苦啊苦啊」叫聲，聽牠聲
音瞧牠模樣，鄉人稱牠「苦雞
母」，十分傳神，充分表達了
在地鄉民謔而不虐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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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角鴞」只在蘭嶼才看得到，是什麼理由突然改為由英
文俗名直接翻譯過來的「優雅角鴞」？—類似這樣讓人困
惑的疑問，不斷遇見。

原來，「白骨頂」就是「白冠雞」
　　白冠雞是臺灣秧雞家族少數幾個較常見成員之一，與家
喻戶曉的「紅冠水雞」，一白一紅，互相呼應。我個人以為，
如果也像紅冠水雞一般多添加一個「水」字，當做一隻
有時與我們相依為伴的野鳥名字，應該更加貼切。我
想，白冠雞一生幾乎都在水裡打轉求生，比經常在旱
田裡奔走的紅冠水雞，更有充分理由加個「水」字。

　　鳥兒「俗名」本來就多生於在地，長於在地，於鄉
人之間口耳相傳了無數世代，如今不知何故突然將一
個個遙遠而陌生的名字，硬生生移套過來，取代了大
家原本熟悉的稱呼。野鳥無界，天高地大，我不知道
禽鳥俗名如何「統合」，如何「劃一」。好比饅頭，
問問隔壁鄰居，有人叫餑餑，有人叫饃饃，還有的叫
窩頭，大家都能包容兼蓄—畢竟，這是「生活」不
是「學問」。野鳥俗名，道理亦然。

　　在沒有想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方式之前，
不妨敞開胸懷，讓真正的「學名」只留給做學問的學
者，或任何有意更深入研究的鳥人，而把在地「俗名」還給在地野鳥，回歸在地民間。

　　就讓這些與我們生活在同一時空的野鳥朋友，能夠繼續撫慰人們心中有時不慎攪起
的一點思鄉念情。當人們出外辛苦奔波，穿梭生活大街小巷之餘，偶爾回首，突然瞥見
翠田綠野間一隻熟悉的身影，也能夠隨口大聲喊出從小習慣的名字—啊，那是白腹秧雞
「苦雞母」耶！

　　是的，我們可以聽出那疲憊的聲音裡，有多麼興奮，多麼歡欣，以及那麼一點的安
慰。

「俗名」，原本就具有「不完美」的魅力，難以抗拒
　　「家雨燕」，本來就只是一個俗名，不是學名，然而臺灣的「家雨燕」另外還有二個
別名 —「小雨燕」與「小白腰雨燕」。

　　「小」與「白腰」都是家雨燕的身體表徵。我們叫牠「小雨燕」，日本人也稱「姬雨
燕」（日文漢字「姬」即「小而可愛」之意） ，至於「白腰」，則是因為這種雨燕腰部

▲ 白冠雞終年在水裡打轉求生，如果能
夠加一個「水」字更名副其實，與紅
冠水雞一白一紅相搭配

▲ 「山紅頭」的名字既貼切又生
動，叫起來十分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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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截帶狀白色羽絨，你到香港，
那裡的人也是這麼稱呼。可是，中
國有一種雨燕也叫「小白腰雨燕」，
讀到這裡我們難免會以為所有這些
雨燕都屬於同一「種」。

　　不過，若是檢視牠們的學名，
就會發現臺灣與香港的小白腰雨
燕為 Apus nipalensis （一八三七年
Hodgson命名），中國的則是 Apus affinis （一八三〇年 J. E. Gray命名），雖然都是雨燕
「屬」，卻是不同的「種」—這是俗名「不完美」的例證之一。

　　猶記得二〇一四年底，有隻「白鶴」意外迷途臺灣。白鶴又叫「雪鶴」或「西伯利亞
鶴」，一身羽氅其實並非純白，兩翅翼端飛行羽卻是烏黑的，只要展翅一目瞭然，日語漢
字就寫做「袖黑鶴」。看看這四個名字，你說哪個描述最接近「真」呢？—這是俗名
「不完美」的例證之二。

　　俗名「不完美」是事實，然而俗名「不必求完美」亦是事實。

　　「不完美」正是俗名特色，亦是魅力之所在，因為它具有迷人的強烈地方色彩—大
家都不一樣。試想，臺灣頭臺灣尾，如果大鄉小鎮每個長得都一模一樣，如果高雄的美濃
跟新北的中和沒有分別，如果旗津跟淡水一個臉孔，那是怎樣
無趣而呆板的世界。我想，誰也沒有權利強迫屏東人跟著彰化
人把「南路鷹」叫做「山後鳥」吧。

　　你說「白冠水雞」是不是比「白骨頂」親切？「蘭嶼角
鴞」與「優雅角鴞」哪個名字比較有人氣？「山紅頭」是不是
比「紅頭穗鶥」活潑順口？野鳥俗名也許不一，然而猶如天擇
演化，我相信「不適當」或「不雅」的俗名自然會遭受時間或
因為人們的覺醒而淘汰或更換，一如古昔「饅頭」又稱「瞞
頭」或「蠻頭」，如今再也沒聽誰說起了。

「橘」過河難免變成「桔」，我們不應刻意強求
　　是的，請勿忘記，「俗名」自有其難以避免的地域限制。是「橘」，就請讓它繼續留
在橘園裡，不必刻意強迫過河變成了「桔」。 

▲ 「小水鴨」是全世界最小型浮鴨，華江橋下路過的野狗都看
傻了。這樣的水鴨不止一種，「小水鴨」看似普通名詞，倘
若也能將牠綠色翼鏡特徵加進來，稱為「綠翼小水鴨」就更
名副其實了

▲ 臺灣特有五色鳥充滿野性之
美，少了牠的名字，春夏的
野地勢必失去不少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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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冬候鳥的到來，2023也邁入尾聲。
　　回首這一年，新思科技的夥伴們與關渡自然公園
共同走過春初的乍暖還寒、滂沱大雨，以及盛夏的烈
日，陪伴荷花（教學田）從景緻蒼涼的春分走至豐盛
的夏至，踏過秋分走入冬季。
　　春初之時，新思科技的夥伴奔赴與教學田的約
定，農事、生態、環境教育的啟程。在種植藕苗、養
護、清理及整頓水田的過程，感受土地的溫度，在大
地的脈動之中與自然建立深刻的連結。
　　春天轉入盛夏，濕地鬱鬱蔥蔥，年初的努力，以
風中搖曳的荷花與蓮蓬豐碩的樣態展現成果。新思的
夥伴攜手與家人摘下豐收的蓮子，在春初雨中種下的
藕苗，在暖陽下收穫在掌心，「原來蓮子可以直接採
下來吃，很甜耶。」孩子們說。
　　盛夏離別，轉瞬來到初秋，荷花田的景緻多變，
不同於夏季的蓬勃，靜謐如詩，也正是新思夥伴將
蓮藕採收之時。土地是無聲的，在水田中奮力挖掘

文   關渡自然公園公共事務部 陳佳妤

新思科技《四季荷有》：
土地從未忘記

▲ �思科技��副��、����事��
��理　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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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藕是與土地無聲的對話，傾訴相似的語
言，無聲卻有聲。「挖蓮藕真的好難、好
辛苦。」帶著濕地泥濘細沙的臉龐說著辛
苦，笑得燦爛。
　　而時光如白駒過隙，霜降後，田間蕭
瑟，是時候整頓田地，迎接明年的到來。
將枯荷殘枝移除，需要新思的夥伴們互相
支援彼此。而這些來返關渡的日子將暫時
寫上句號。
　　踏上土地、在四季中瞭解土地，是每
一次在田間揮汗，是每一場環境教育課程
學習，是與家人攜手，是與同事共同奮戰，是寫下屬於自己的田間故事。
　　而最深切的盼望，便是生態保育及永續的理念由大地之母傳遞，藉由關渡自然公園 
的手，再次將土地與人最深厚的羈絆繫上，因為土地，從未忘記。

▼Synopsys Global Volunteer Day

▲環教體驗-幫青蛙過馬路

▲與家人攜手奮戰 ▲體驗關渡的水與天光▲在田間揮汗

體驗關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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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後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簡稱芝山綠園）第一次舉辦大型活動讓志工老師充分
參與活動並與企業界合作，這是非常具有意義的活動，值得繼續推廣， 112年 11月 25日
半天行程，活動很簡單，但主辦人—小白及主辦單位—元大金控和芝山綠園相當辛
苦，尤其事前規劃、演練及當
天安排必須要周詳。事前 11月
5日芝山綠園已經由處長帶隊
安排所有參與志工在和美山現
場勘查，當天拍到黑枕藍鶲（圖
1）。11月 12日所有參加志工
在芝山綠園實際演練（圖 2）讓
大家更熟悉。
　　11月25日7:00芝山綠園處
長、職員及所有參與志工都到
碧潭東岸廣場集合並各自在工
作崗位上。元大金控員工及親
屬共有 400多位參加，大部分
乘坐捷運到新店站，由於要過
馬路，為了安全，元大金控和
芝山綠園共派 10位人員做交通
引導，9:00元大金控員工及親屬報到，由於人數很多，9:40分為 A、B、C三組進行大合
照，安排 A組和美山導覽 -DIY手作課 -生態闖關趣；B組 DIY手作課（圖 3）-生態闖
關趣 - 和美山導覽及 C組生態闖關趣 - 和美山導覽 -DIY手作課，全部活動 11:30結束。
結束後芝山綠園一起將桌椅、所有材料與工具集中，全部收拾完後一同到大廚上菜用餐，
在 9:40-11:30這段時間都可見到黑鳶（圖 4）常出現在碧潭東岸廣場的上空。
　　餐後大夥解散，因沒有被
安排走和美山，我獨自走一趟
和美山體驗鳥況，走過碧潭東
岸廣場看到常見的鳥，如夜鷺
（圖 5）專心注視著釣客在釣
魚，希望能分到一尾魚。小白
鷺（圖 6）出現在對面河岸的草

圖  文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志工 吳運賜

元大金控 VS
和美山愛護生態志工活動心得

▲  圖 1 黑枕藍鶲

▲  圖 5 夜鷺專心注視著釣客釣魚 ▲  圖 6 小白鷺

▲  圖 3 DIY手作課

▲  圖 2 事前實際演練

▲  圖 4黑鳶空中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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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中找尋食物。麻雀（圖 7）在地上與草叢間找到食物享用，一大群鴿子（圖 8）在地上
各自開動找尋吃的食物，各憑本事及技巧，黑領椋鳥（圖 9）在電線上注視著地面情形，
家八哥（圖 10）也出現在木棧道上注視著草叢裡面是否有食物，最幸運為大卷尾（圖 11）
正捕捉到一隻昆蟲當午餐。走和美山沿途慢慢享受大自然的蟲鳴鳥叫聲，但找不到鳥的蹤
影，因為兩邊林相很好，葉子很茂盛讓小鳥有地方躲，這附近有許多蕨類如卷柏、觀音座
蓮、鳥巢蕨、芒萁、伏石蕨、毛蕨及海金沙等，不知不覺走到岔路，我選擇不走上次的
路，爬和美山山頂都是階梯較難走，沿途看到很多大頭茶的落花，且看到一群一群的鳥從
這棵樹上飛到另一棵樹，鳥動作很快且跳來跳去不停的跳動，很難拍到牠們的蹤影，最後
鎖定一隻被我瞬間捕捉到珍貴鏡頭，原來是喜歡在樹冠層上體型嬌小歌聲嘹亮的斯式繡
眼（圖 12），到達和美山的山頂，上面有一顆大頭茶正在開花非常美麗，接著下山心情
很愉快，在路上看到二隻金背鳩（圖 13）正在覓食，最後經過吊橋看到上午的會場已經
恢復原狀（圖 14），回到碧潭東岸廣場遇到最負責任的小白，看所有的帳篷全部清理完
畢，準備回家。
　　芝山綠園舉辦大型活動與企業界合作是有必要的，透過活動讓企業員工及親屬參與，
親近自然，放鬆身心，有助於樹立參與者正確的生態觀念。這次活動對元大金控、芝山綠
園及所有參與員工親屬和志工都是很好的一次體驗，希望未來芝山綠園能開展更多與企
業界合作舉辦大型生態活動，讓更多人親近自然。

▲  圖 7 麻雀 ▲ 圖 8 一大群鴿子

▲  圖 9 黑領椋鳥

▲  圖 12 斯氏繡眼

▲圖 10 家八哥

▲圖 13 二隻金背鳩

▲  圖 11 大卷尾

▲  圖 14 會場已經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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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日夜空中飛舞著一群與鳥類完全不同的生物，那是唯一會飛行的哺乳類蝙蝠。蝙
蝠們擁有獨特的身體構造與晝伏夜出的習性，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難以觀察，再加上西方
吸血鬼文化的薰陶，更為蝙蝠們蒙上一層神祕的邪惡面紗。
　　在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有數種蝙蝠棲息於此，其中的高頭蝠每年夏季均會返回園區內
繁殖地孕育下一代，且棲息位置位於棕櫚科樹木的枯葉上，相較於居住在岩洞與建築縫隙
中的蝙蝠而言，是觀察蝙蝠生態的絕佳物種。因此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於 2023年暑假期
間，舉辦「阿蝠夜未眠親子半日營」環境教育活動，並與耕耘蝙蝠生態保育許久的黃金蝙
蝠生態館合作，設計出一系列有趣的蝙蝠課程，讓學員在室內課程及實地觀察中，親近並
認識人們生活中重要的好鄰居—蝙蝠。

進入阿蝠們的祕密生活
　　蝙蝠們的
夜行習性是人
們不易觀察的
一大主因，因此
我們特地將活
動時間調整為
下午至傍晚的
時間，引領親子
學員們進入蝙
蝠的奇妙世界。
究竟在蝙蝠奇
異的顛倒世界
中，藏著哪些
神奇的小祕密

呢？牠們真的是一群邪惡可怕的動物嗎？就
讓我們跟著黃金蝙蝠生態館張恒嘉館長一起
認識這群神祕的夜空小精靈吧！館長深厚的
教學經驗與研究蝙蝠多年的資歷，帶給學員
們一堂生動有趣的蝙蝠課，也破除許多由不
了解而產生的迷思，室內課後，館長帶領大家

圖  文   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 盧勁圻

阿蝠夜未眠親子半日營
環境教育活動分享

▲ 觀察在枯葉中休息的高頭蝠

▲ 觀察高頭蝠標本

▲   透過特殊儀器看見高頭蝠的高
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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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野外蝙蝠生態觀察，從展示館出發步行 1分鐘即抵達高頭蝠的最佳觀察點，找尋一隻
隻躲在樹葉縫隙中的阿蝠，並實地解說高頭蝠的獨特生態習性與領聽人耳可聽見的蝙蝠
叫聲。

阿蝠小物DIY
　　在半日營中，學員們除了能獲得精彩有趣的蝙蝠知識外，還能把阿蝠帶回家喔！我們
利用高頭蝠捕食大量蚊蟲的意象結合驅蟲蚊香盤，開發出獨具特色的阿蝠軟陶蚊香盤，搭
配天然草本植物與咖啡渣所製成的無毒香錐，成為炎炎夏日最佳的防蚊小物。阿蝠軟香盤
使用軟陶為主材料，配合可愛的阿蝠印章，最後再送進烤箱烘製，簡單做法就能做出高品
質阿蝠小物，在等待烘烤的時間，正好來製作驅蚊主力的無毒香錐，學員們先充分混和肖
楠粉、咖啡粉等材料，揉出咖啡色黏性粉團，再徒手塞入模具中成形，帶回家陰乾後脫
模，天然的驅蚊香錐就完成嘍！而剩下的剩餘粉團也讓學員們發揮創造力，捏出一個個富
含個人特色的天然蚊香。

阿蝠同樂會
　　時序來到傍晚，逐漸接近高頭蝠出門覓食的時間，等待牠們飛出棲息地前，張恒嘉館
長帶領學員觀察專業器材所紀錄之蝙蝠超音波，分享在人耳聽不到的聲音世界中，看見蝙
蝠們究竟發出了哪些聲音，再透過特殊機器降頻讓學員們聽見蝙蝠們探索所發出的超音
波聲音，隨著日光漸漸消失，高頭蝠開始出門覓食，一隻隻蝙蝠如同戰鬥機般衝飛出來，
壯闊的景象讓大家看得目不轉睛，雖然不能發出聲音干擾蝙蝠，學員的表情與動作仍充分
地顯露出興奮之情，而整體活動也在精彩的阿蝠外出秀後畫下完美的句點。 

　　親子半日營特殊的活動時間絲毫沒有影響學員們的學習心，從破除蝙蝠迷思到實際
觀察高頭蝠，一系列的課程讓大家能順暢地走入神祕的蝙蝠世界，認識這群在黑夜中奮力
進食的可愛動物，希望學員在營隊結束後，也能在晚上外出走走時，抬頭找看看這群無聲
的鄰居有沒有出來吃飯，並與朋友、家人一同觀察、分享這群黑夜精靈的有趣小知識喔！

▲  製作無毒香椎▲  阿蝠軟陶蚊香盤烤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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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夥伴們：

　　HAPPY NEW YEAR!!!非常開心又感恩眾多鳥友與台北鳥會手牽手走過2023年、共

同迎接2024年，不論是風雨烈日皆無私付出的超級志工們，或是默默潛水支持關注動

態或參加課程、活動的會員鳥友們，每位夥伴都是組成台北鳥會的一份子，引領著台

北鳥會走在臺灣保育之路上長達半世紀時光。期望2024年展開之際，各位會員們能持

續與北鳥相知、相惜、相守下去唷！

　　【特別公告一】2024年3月23日（六）下午將舉辦會員大會，極力邀請每一位會員

們參加，記得保留時間相約出席唷！

　　【特別公告二】2024年會員

證改延用「台北鳥會入園證」（高

蹺 圖樣的塑膠厚卡），近兩

年已陸續掛號寄發此卡給永久會

員、舊有續會及新入會會員。往

後不再郵寄紙卡會員證，每年續繳會費完成後，將自動展延此卡使用期限，以利節省

並妥善運用資源，其他會員相關事項請詳閱官網公告，感謝大家！

� ��入會會員  2023126林○臨．2023127尤○中．2023128薛○敏．2023129區○玲．
2023130林○玲．2023131金○．2023132陳○淇．2023133林○潔．2023134陸○舟．
2023135張○青．2023136蔣○．2023137張○寶．2023138陳○儒．2023139湯○瑄．
2023140連○興．2023141邱○淇．2023142賴○珠．2023143曹○倩．2023144張○心．
2023145陳○旻

w
w

w
.w

bst.org.tw

歡迎加入

會
費
繳
交
方
式
請
上
台
北
鳥
會
官
網

1.	 	進行線上續會時，記得先登入會員。	
* 既有會員的預設帳號密碼規則如下：	
	 帳號：身分證大寫字母 +後五碼數字	例：A123456789 → A56789 

 密碼：出生年月日共 8碼	例：1975 年 3 月 14 日出生 → 19750314

2.	 	如果已經在官網註冊帳號的會員，直接輸入申請時的帳號密碼就可以囉！
3.	 	若有操作或登入問題，請洽 (02)23259190#20	會務行政專員		
或來信	ed@wbst.org.tw

入 / 續會享好康 113 年會員優惠，每項商品優惠價限購一組～

加購商品可於現金／郵
局劃撥匯款／銀行轉帳
時一併付款，商品將郵寄
給您，郵資另計。匯款後
請於單據上註明「113 年
度續會」，並填寫您的姓
名、會員編號（或身分證字號），再傳真至
(02)-2755-4209。匯款資訊請見目錄頁下方
欄位，也歡迎您親臨會館繳費、選購商品。

商品名稱 原價 優惠價

50 週年紀念保溫瓶 980元 650元
臺灣野鳥手繪圖鑑（二版） 1200元 600元
手繪野鳥萬年週曆筆記書 120元 60元
自然叢書口袋圖鑑
野花＋爬蟲組合 300元 150元

2024 臺灣野鳥月曆 210元 110元
馬祖飛羽：鳥類生態圖鑑 350元 150元

合購價

感謝您對台北鳥會的支持與肯定請您繼續以行動支持和幫助鳥會

 提醒您～續繳會費，也歡迎新朋友的加入

會
員 

招
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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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1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晚上 7:00~9:30
地　　點：芝山綠園會議室
出　　席：第 20 屆全體理監事	
列　　席：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行政人員：�總幹事陳仕泓、副總幹事蔣功國、關渡自然公園處長何麗萍、芝山文化生態綠園處長

李明晃、副處長官美慈、鰲鼓濕地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專案經理青佳苓
請　　假：�石瑞德理事、嚴融怡理事、廖榮鑫理事、沈榮得理事、林基銘理事、游谷樺候補理

事、溫小慧候補監事

第20屆第一次
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會議程序：

壹、主席致詞（李昭賢理事長）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113年台北鳥會會本部「保育野鳥、永續生態募款活動」申請案，提請審查。   

• 提案人：李昭賢理事長
• 說　明： 113年台北鳥會保育野鳥、永續生態募款活動，預定募款日期為 113年 1月 1

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捐款金額預定為新臺幣 350萬元整（前次會議
原定 200萬，此次調整提高金額至 350萬），募得款項用途為：傷鳥照護、
救傷中心和籠舍維護、推廣救傷理念等相關費用、人資費用，並透過郵局劃
撥、銀行轉帳、信用卡捐款、線上捐款、ATM轉帳及現金捐款等方式募款，
設立專戶專款專用。敬請理監事確認通過，以利後續會議紀錄，並連同相關
申請文件，依規定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辦理公益勸募。

•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113年三處工作計畫報告，提請審議。

• 提案人：李昭賢理事長
• 說　明：113年三處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報告。
•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 提　案：針對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進行環境行動，提請討論。
• 提案人：張瑞麟常務理事
• 決　議：由會本部研擬執行。

肆、確認會議決議
伍、�後續開會時間確認：後續投票確認日期。
陸、散會

會議紀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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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冠羽目錄索引
走入自然：讓我們談一談／陳仕�

＊ 2023．北鳥．��50 
（336期．p1）
＊ ���鳥共�的�北都� 
（337期．p1）
＊ 北鳥50╳����鳥�大��
（338期．p1）
＊ ��黑面�鷺（339期．封面裡）
＊ �鳥�間的���，�鳥共�
（340期．p1）
＊ ���黑��鳳頭�����
��（341期．封面裡）
＊ ��兩岸�手協作，共同��
黑��鳳頭��（342期．封面裡）
＊ �走�鄉千里路的�鳥 
（343期．封面裡）
＊ �����鳥�題�知 
（344期．p1）
＊ 喜得�9�國�������北
���（345期．封面裡）
＊ 東�白�A20再度�現在金�
��的��（346期．封面裡）

封面故事

＊ �傷中�累����數量��
的傷�鳥（337期．p1）
＊ ��自���鳥������
代�性留鳥鳥種（338期．p1）
＊ ��自���鳥������
代�性�鳥鳥種（339期．p1）
＊ �����林��生���代
�性留鳥鳥種（340期．p1）
＊ �����林��生���代
�性�鳥鳥種（341期．封面裡）

人文藝術

＊ ���律—你�我��� • 
��利（336期．p2）
＊ �11���賞鳥�覽�在�國 •
陳��、�璽（336期．p8）
＊ ������� • ��利 
（337期．p7）
＊ 古�的鳥功和智� • 劉�白 
（337期．p13）

＊ ������� • ��利 
（338期．p2）
＊ ��來了 • ��儀（338期．p7）
＊ ��黑面�鷺．黑�Together •
���（339期．p2）
＊  杜�鳥����� • ��利
（339期．p5）
＊ �頭������ • ��利
（340期．p8）
＊ �頭�（��Tytonidae）��
��� • ��利（341期．p8）
＊ �尾����� • ��利 
（342期．p11）

＊ 國����們�行，����
種鳥��手 • ��� 
（344期．p2）

生態之旅

＊ ��千里相�在��南 • ��
（336期．p11）
＊ 行�走�在�東 • ��� 
（336期．p17）
＊ �日�頭賞鳥行 • ��� 
（337期．p2）
＊ 厄��（Ecuador）��
（Mindo）賞鳥� • 朱��
（342期．p1）
＊ ���鷶� • ��（343期．p8）

野鳥解密／�伯�

＊ ���衝，何以������
三百�里？（339期．p9）
＊綠頭鴨的「鴨暴」（340期．p2）
＊ �鳥的「��」��來的 
（341期．p2）
＊ 鳥�下蛋，����� 
（342期．p7）
＊ �見��來�：��� 
（343期．p1）
＊ 離巢�，「生活」��正開�
（344期．p7）
＊ 鳥���一��，��活得下
�嗎？（345期．p5）
＊ 鳥為什�不���那樣的��
尿�？（346期．p1）

環教推廣

＊ �代鳥��受��的�� • 嚴
��（336期．p19）

臺北賞鳥綠地圖

＊ 路���：��古�石�� • 
楊自寧（337期．p15）
＊ 路���：貴��露�� • 陳
金�（339期．p17）
＊ 路���：�北�貢寮-�� •
溫小�（344期．p12）

員工訓練

＊ 烏來桶��年數鳥�得 
（338期．p9）

環教科普

＊ 自�界的�面科��生�上�
��的�面�構 • 李��、�
畇�（339期．p13）
＊ 我們����間的�離 • �豈
�、王書�、��珣、��� 
、���、�佑� 
（340期．p15）
＊ ����汙��生�的�� • 
尹��、朱��、朱��、�
��、史�昀、陳星� 
（342期．p13）
＊ ����的�界 • 陳��、�
��、���（342期．p17）

野鳥救傷

＊ ⾹���理�場��物�的野
生動物��中� • 陳思� 
（340期．p13）

科技觀點

＊ �工智�在鳥�����上的
�用—以鳥��數為�例 • 
李�瑩（341期．p1）

救羽新知

＊  �����，���現在�裡？
• 林��（345期．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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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 2023�25��北國�賞鳥�覽
����� • �璽 
（346期．p8）
＊ ��啊�� 你為何哭�QQ？ 

• 李��、林�� 
（346期．p10）
＊ �北國�賞鳥�覽����� •
���（346期．p12）

自然之窗

體驗關渡 
＊ ��月���，落���行動 • 
朱��（336期．p21）
＊ 動手療�，����：��自
���手工活動�� • ���
（337期．p17）
＊ 2022�����故事�—�
��工�� • 王中平、王�漣
（338期．P13）
＊ ��、�� • 江�� 
（339期．p20）
＊ ��自���的��拉� • �
�昇（340期．p18）
＊ �蛙狂想曲 • 呂�修 
（341期．p13）
＊ �喜來作�、��一�� 我們
�服� • 陳�� 
（342期．p21）
＊ 2023暑期單日�—甲蟲��
� • ���（343期．p11）
＊ ��自�����型暑期��
「��小�士」�� • 呂�修
（344期．p14）
＊ �在��� • 江�� 
（345期．p10）
＊ 2023��國�自���� • 葉
瑞�（346期．p14）

體驗芝山 
＊ 大��賞鳥二日�����得
�告（上�） • ��賜（336
期．p23）
＊ 大��賞鳥二日�����得

�告（下�） • ��賜（338
期．P16）
＊ ��田尾二日�����得�
告 • ��賜（341期．p14）
＊ 2023��洄�活動三日���
得�告（上�） • ��賜（343
期．p13）
＊ 2023��洄�活動三日���
得�告（中�） • ��賜（344
期．p16）
＊ 2023��洄�活動三日���
得�告（下�） • ��賜（345
期．p12）

體驗鰲鼓

＊ 看見自�的律動─東石自�
生����常���� • ⻘佳
�（337期．p19）
＊ ��鳥�聯，�你��年 • 盧
勁�（338期．P18）
＊ 「������、現在和未
來」��活動成果�� • ⻘佳
�（339期．p22）
＊ 「鳥�的生活」北�國中��
���列���� • 劉�� 
（341期．p16）
＊ 「2023 �����」��活動
�得�� • ��� 
（342期．p23）

鳥會櫥窗

＊ ��鳥��當年 • 王�� 
（343期．p15）
會務公告

＊ 112大�提�單（337期．p22）
＊ 112年度�員大�����書
（337期．p23）
＊ �十�����理�事���
錄（337期．p24）
＊ �十���三�臨�理�事�
��錄（338期．p21）
＊ �二十��一��員大���
�錄（338期．p23）
＊ �二十��一�理�事���
錄（339期．p28）

＊ �二十��二�理�事���
錄（343期．p19）
＊ �二十��三�理�事���
錄（345期．p16）

鳥羽時空 • 林瑞如
＊ （336期．p42、337期．p41、

338期．P40、339期．p42、
340期．p34、341期．p34、
342期．p42、343期．p35、
344期．p35、345期．p34、
346期．p33）

資料記錄

鳥況綜覽 • ���
＊ （336期．p44、337期．p43、

338期．p42、339期．p44、
340期．p36、341期．p36、
342期．p44、343期．p37、
344期．p37、345期．p36、
346期．p35）
救傷筆記與紀錄 • 呂佳�、���
＊ （336期．p47、337期．p46、

338期．P46、339期．p47、
340期．p39、341期．p39、
342期．p46、343期．p39、
344期．p39、345期．p38、
346期．p38）
鰲鼓濕地平地森林園區生態調查

＊ （336期．p49、337期．p48、
338期．p48、339期．p49、
340期．p41、341期．p41、
342期．p50、343期．p41、
344期．p41、345期．p40、
346期．p40）
關渡自然公園生態調查筆記

＊ （336期．p50、337期．p49、
338期．P49、339期．p50、
340期．p42、341期．p42、
342期．p48、343期．p42、
344期．p42、345期．p41、
346期．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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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廠商在食衣住行方面皆有優惠合作，歡迎會員多加利用，同時也請注意各優
惠廠商所適用的條件喔！

項目 優惠內容 備註

吃
美
食

J2義麵屋
@臺北士林02-2838-5405 享消費主餐免費升級A套餐之優惠。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牙口義大利麵、咖啡、下午茶
@台北北投02-2896-4048 全品項9折優惠。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典華‧雅聚
士林店	02-8866-3333
新莊店	02-8522-9555

憑識別證用餐享典華雅聚單點平日	9	折、假日	93	
折。適用於典華雅聚士林館、新莊館。

1.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2.	訂位或用餐前須主動出示識別證即
可享單筆結帳優惠
3.此優惠每張憑證適用於	8人(含)以
下
4.適用平假日，不適用特殊節日

典華‧豐FOOD海陸百匯
02-8502-0555

1.		憑識別證用餐享豐	FOOD	海陸百匯平日	9	折、假
日	93	折。

2.		餐券團購可享買八送一優惠價（本專案餐券團購
一本	9	張，購買餐券以本為單位）。

1.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2.	訂位或用餐前須主動出示識別證即
可享單筆結帳優惠
3.	此優惠每張憑證適用於	8人(含)以
下
4.適用平假日，不適用特殊節日

GO	GO	GEESAA
內湖店02-2658-2968

提供GO	GO	GEESAA飲品88折優惠。	
（優惠品項不適用）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I’M	HERE	COFFEE	
知行店02-2858-2277
I’M	HERE	COFFEE	
露天店02-2898-6607

飲品9折優惠及餐點95折優惠。 1.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2.已有優惠活動商品不再折扣

甘樂文創
@三峽02-2673-1857 甘樂食堂用餐及架上商品9折優惠。 1.限會員／義工／職工及同行親友

2.多人聚餐建議提前預約

NEW	DACELO	咖啡 享店內全品項9折優惠。 1.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2.已有優惠活動商品不再折扣

玩
知
性台北鳥會體系

【免費入園】	
關渡自然公園、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入園門票免費。
【會本部大型活動】	
台北鳥會各大型付費活動享首次入會優惠價。

限會員本人

新竹綠世界生態農場
03-580-1000

1.本人及其家屬(四人)門票優待半票。	
2.本人在本園區各賣店享	9	折優待。
3.當日壽星可享免費入園並獲得乙份生日禮。

1.特價品除外
2.	入園須出示會員證及有照片的第二
證件

野柳地質公園
02-2492-2016 憑有效會員證可享成人團體票優惠入園。 限會員本人

小泰山車隊03-3181478
0972-635-377

1.登山接駁行程九人座車型包車費用為散客價9折。
2.森林系旅遊包車為散客價9折。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住
舒
適

東
部
宜蘭賞鳥屋民宿
0937-910862
03-950-0224

入住時出示證件可享優惠：
‧	平日兩人1,440	/	四人2,250或2,340	/	六人3,150
‧	假日兩人1,800	/	四人2,520或2,880	/	六人4,050	

1.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及眷屬
2.含早餐
3.優惠方案不適用於農曆過年期間

社團
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會員優惠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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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舒
適

力麗觀光集團 旅宿連鎖 入住時出示有效會員證，依不同館別、房型享以下優惠：

NEW 馬告生態園區
棲蘭山莊

歐式雙人房	平日3,678/假日4,598
歐式四人房	平日6,270/假日7,838
閣樓六人房	平日6,855/假日8,569
林間雙人房	平日3,929/假日4,912
林間四人房	平日6,270/假日7,838

1.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及眷屬
2.依房型贈送早餐
3.農曆春節住宿依飯店專案售價為準
4.無提供加床服務

NEW 馬告生態園區
明池山莊

雅致雙人房	平日3,678/假日4,598
溫馨四人房	平日5,183/假日6,479
閣樓六人房	平日6,855/假日8,569
原野雙人房	平日3,678/假日4,598
林間四人房	平日5,518/假日6,897

台東旅人驛站  旅宿連鎖	入住時出示有效會員證，依不同館別、房型享以下優惠：

鐵花文創館
089-352-200

平日兩人1,800	/	三人2,400	/	四人3,000	/	VIP四人3,600
假日兩人2,400	/	三人3,100	/	四人3,800	/	VIP四人4,500

1.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及眷屬

鐵花文創二館
089-357-700

平日兩人1,800	/	三人2,400	/	四人3,600	/	六人4,200
假日兩人2,400	/	三人3,100	/	四人4,500	/	六人5,200

2.價格皆含稅金
3.	含早餐（日暮微旅除外）
4.	暑假、連續假日現場售價9
折優惠
5.	跨年、特殊假日及農曆過年
請電洽
6.		調整為單床請入住前一日
告知，當日告知需加收
10%服務費

日暮微旅
089-353-300

平日兩人1,600或1,500	/	三人2,400	/	四人2,800
假日兩人2,000或1,900	/	三人2,800	/	四人3,200

中正藏書館
089-328-988

平日兩人1,600或2,000或2,600	/	四人3,000
假日兩人1,800或2,200或3,000	/	四人3,400

米豆文旅
089-318-866

平日兩人1,600	/	三人2,000	/	四人2,800	/	六人3,600
假日兩人2,200	/	三人2,600	/	四人3,400	/	六人4,200

南
部
斗六華安大飯店
05-536-1001

入住時出示有效會員證，不分平假日可享住宿優惠如下：
高級雙人房（兩小床或一大床）NTD.1,800	/	2,200
豪華套房（一大床+小客廳）NTD.2,200	/	2,500
豪華雙床房（兩大床）NTD.2,900	/	3,300
行政雙床房（兩大床+小客廳）NTD.3,500	/	4,000

1.限會員本人
2.含早餐及稅金
3.加人及加床費用請電洽
4.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北
部

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三峽	02-2674-9228

入住時出示有效證件，可享住宿與服務優惠如下：
1.		住房優惠（限訂2間）住房含：早餐、露天溫泉SPA、森
林入園門票（服務費為房間定價之一成）
平日：65折＋10%服務費
旺日：75折＋10%服務費
假日：95折＋10%服務費

2.	露天溫泉SPA（限成人）平日定價打7折	/	假日定價打8折
3.	森林入園門票依現場定價打8折

1.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2.	每張識別證限購兩張／間
3.	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4.		平／旺／假日定義，依大
板根官網住房行事曆為準

NEW	北投會館捷之旅@台北	
02-2893-0105
#8342團體租用
#2100捷之旅訂房

每晚可享平日/假日/連續假期優惠如下：
雙人房（兩小床）NTD.1,580/1,980/2,380
四人房（兩中床）NTD.1,980/2,380/2,780
貴賓房（一大床）NTD.2,280/2,680/3,480
行政套房（一大床＋一中床）
NTD.3,780/4,180/5,780	

1.		請於捷之旅訂房網輸入［WBST］，
並於入住時出示正本證明文件，
每晚限優惠乙間，不與其他優惠
合併使用

2.		含早餐，憑房卡免費使用部分設施
3.		連續假期前1日起算為假日

中
部

浮雲客棧
@台中	04-2706-5855

入住時出示有效證件，可享住宿與服務優惠如下：
雙人單床（含1早餐）平日2,400	/	假日2,900	/	特殊日5,400
雙人單床（含2早餐）平日2,600	/	假日3,100	/	特殊日5,400
雙人雙床（含2早餐）平日2,600	/	假日3,200	/	特殊日5,500
雙人雙床家庭房（含4早餐）	平日3,400	/	假日3,900	/		

特殊日6,300
豪華雙床家庭房（含4早餐）	平日5,700	/	假日7,000	/		

特殊日12,300

1.	所有房價均包含10%服務
費與5%營業稅
2.	多住一人每房每晚加收300
元
3.	特殊日期每房每晚需以特
殊房價計算：農曆春節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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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住
舒
適

力麗觀光集團 旅宿連鎖 入住時出示有效會員證，依不同館別、房型享以下優惠：

【本館】
日月潭儷山林會館

山景雙人房	平日4,500/假日6,800/大假日8,600
湖景雙人房	平日5,200/假日7,900/大假日9,900
湖景四人房	平日6,900/假日10,500/大假日13,200

1.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人
及眷屬
2.	依房型贈送早餐
3.	大假日：農曆春節、萬人
泳渡前夕（依實際公布日
期為主）
4.	加人加價：$1,200/人，含
早餐及免費使用會館設施
5.	日潭館不提供加床服務，
日月潭會館及月潭館如需
加床，請先來電洽詢可加
床房型

【二館】
日月潭－月潭館

精緻雙人房(街景)	平日3,650/假日5,000/大假日7,000
豪華四人房(街景)	平日4,700/假日6,500/大假日9,000
景緻四人房(陽台)	平日4,700/假日6,500/大假日9,000

【三館】
日月潭－日潭館

精緻雙人房	平日4,000/假日5,400/大假日7,350
景緻四人房	平日5,200/假日7,000/大假日9,450
湖景四人房	平日6,300/假日8,500/大假日11,550

買
好
物
台北鳥會體系 【商品優惠】會本部、關渡自然公園、芝山文化生

態綠園商品部購物享會員折扣。 特價品不在此限

放
輕
鬆按一個讚‧舒壓按摩棧
@臺北大安	02-2325-3308

1.		消費（不限金額）一律享9折優惠。
2.		兩人以上同行，（不限金額）一律85折優惠。
3.			生命靈數測數8折優惠，並贈送2023年生命靈數提升正
面能量精油書籤（含四次免費能量精油補充）。

4.			原價$2000元耳燭療程，可享75折優惠或腳底按摩30分
鐘免費二擇一。

1.	限會員／義工／職工本
人，及同行親友
2.優惠不限制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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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
大事記要
會本部
• 1／【人鳥和諧專案】社團法人台灣友善
動物協會訪談【外部會議】防檢局

• 2／【人鳥和諧專案】郭睿杰執行創意總
監訪談

• 3／【環教推廣】觀鳥觀心觀自然週五班
• 4／【課程】冠 32義工訓練
• 5／【例行活動】社子島【鳥類講座】鶴
科

• 7／【環教推廣】北投社大
• 8／【場勘】雪見【外部會議】水利局
• 9／【外部會議】防檢署
• 10／【講座】鳥瞰未來講座
• 11／【例行活動】關渡自然公園【特別
活動】群光電子家庭日擺攤

• 12／【例行活動】貢寮 -雙溪
• 13／【人鳥和諧專案】臺北市立大學地
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含環境教育與
資源碩士班 )訪談【調查】淡水河同步調
查

• 14／【人鳥和諧專案】信義區黎安里劉
梅菊里長訪談、何一先專家訪談【環教推
廣】北投社大

• 15／【外部會議】三節結案會議
• 16／【人鳥和諧專案】洪孝宇研究員訪
談【外部會議】防檢署

• 17／【外部會議】新北市水利局
• 18／【課程】冠 32義工訓練【環教推
廣】林間雪霸迎冬羽 _雪見篇【特別活
動】候鳥展專家導覽

• 19／【例行活動】動物園 -政大【環教
推廣】華江雁鴨生態導覽

• 20／【外部會議】新北市水利局
• 21／【人鳥和諧專案】莊孟憲老師訪談
【環教推廣】北投社大【訪問】臺大新聞

部
• 22／【訪問】實踐大學
• 23／【內部會議】第 1次臨時理監事聯
席會議暨第 8次會務聯席會【環教推廣】
觀鳥觀心觀自然週四班【外部會議】防檢
署、錫瑠基金會

• 24／【大型活動】嘉義布袋臺南北門水
鳥之旅【專案工作坊】澎湖神話之鳥導覽
解說培力工作坊【外部會議】福州燕鷗研
討會

• 25／【例行活動】四崁水【大型活動】
嘉義布袋臺南北門水鳥之旅【專案工作
坊】澎湖神話之鳥導覽解說培力工作坊
【外部會議】福州燕鷗研討會

• 26／【人鳥議題】鯨躍策展、諾瑪咖啡
大同哈密店靜態展覽計畫場勘【例行活
動】貴子坑大排【大型活動】嘉義布袋臺
南北門水鳥之旅【外部會議】福州燕鷗研
討會

• 27／【外部會議】福州燕鷗研討會
• 28／【人鳥和諧專案】蕭舜庭醫師訪談、
黃昭勇總編訪談【外部會議】福州燕鷗研
討會【環教推廣】北投社大

• 29／【人鳥和諧專案】深坑區深坑里黃
建強里長訪談、甘佳昀研究員訪談【外部
會議】福州燕鷗研討會

• 30／【例行活動】二叭子植物園【外部
會議】防檢署

關渡自然公園�
• 2／【公共服務】胡同企業公服
• 3／【公共服務】胡同企業公服【專案活
動】緯創專案：濕地小天使 -新北市建國
國小【調查】保留區鳥調

• 4／【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小水鴨
說故事、心濕地導覽【調查】穿越線調查
【專案活動】「瘋濕地：輕體驗」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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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季延伸活動、環保市集活動、「花若
盛開」紀錄片播放【課程】志工訓練課程
【例行作業】義工環維

• 5／【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心濕地
導覽、假日親子DIY、關渡賞鳥趣【鳥類
講座】鳥類講座【專案活動】「關渡採藕
趣」營隊、「關渡焢窯趣」營隊

• 6／休園日
• 7／【調查】五股、蘆洲鳥調
• 8／【公共服務】胡同企業公服【調查】
關渡國小蟲調

• 9／【專案活動】緯創非山非市專案 -桃
園市大園區溪海國小【公共服務】胡同企
業公服

• 11／【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小水
鴨說故事、心濕地導覽【專案活動】「打
開台北 空間開放」活動、新思科技志工
日

• 12／【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心濕
地導覽、假日親子DIY、關渡賞鳥趣【專
案活動】「打開台北 空間開放」活動、
「關渡焢窯趣」營隊

• 13／休園日
• 14／【專案活動】親子玩自然 -公園散
步趣

• 16／【例行作業】引水作業【專案活動】
2023校外教學推廣計畫 -關渡自然公園
FUN自然 -基隆市仁愛國小、環教四小
時 (鳥類 )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松
山文創園區

• 17／【公共服務】天柏嵐企業公服【專
案活動】緯創專案：濕地小天使 -新竹縣
忠孝國中

• 18／【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小水
鴨說故事、心濕地導覽【調查】主要設
施區鳥調【公共服務】淡江大學學生公
服【專案活動】112年偏遠地區學校濕地
環境教育計畫 -「與龐德有約」新北市瑞

濱國小、2023HSBC阡陌農遊 -尋找女巫
【2023藝術季體驗活動｜綠色生活】食
在關渡：鹹鴨蛋手作坊

• 19／【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心濕
地導覽、關渡賞鳥趣【專案活動】「關渡
採藕趣」營隊【調查】保留區鳥調

• 20／休園日
• 21／【專案活動】112年偏遠地區學校濕
地環境教育計畫 -「與龐德有約」桃園市
大溪區南興國小

• 22／【調查】五股、蘆洲鳥調【專案活
動】112年偏遠地區學校濕地環境教育計
畫 -「與龐德有約」 新北市柑林國小

• 23／【專案活動】2023校外教學推廣計
畫 -關渡自然公園 FUN自然新竹市關埔
國小【公共服務】胡同企業公服【內部
會議】第 1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 8
次會務聯席會

• 25／【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小水鴨
說故事、心濕地導覽【專案活動】「2023
親子營：候鳥氣象站」營隊、滙豐志工日
【例行作業】義工環維

• 26／【週末活動】現場駐站導覽、心濕
地導覽、關渡賞鳥趣【公共服務】淡江大
學學生公服【2023藝術季體驗活動｜綠
色生活】食在關渡：鹹鴨蛋手作坊

• 27／休園日
• 28／【專案活動】2023校外教學推廣計
畫 -關渡自然公園 FUN自然 -桃園市錦
興國小、親子玩自然 -公園散步趣

• 29／【專案活動】112年偏遠地區學校濕
地環境教育計畫 -「與龐德有約」新北市
立牡丹國小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 1／【導覽活動】環境部志工隊、關渡國
小【調查】松菸 +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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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例行作業】環境組 (準備石膏教具 ) 
• 3／【導覽活動】濟州島 (省 )環境教育
學會 (RRCEA介紹 )、 延平高中生研社 -
魚拓體驗

• 4／ 【調查】鳥類調查小組、蛙類調查
小組【環教 /體驗活動】芝山水之道【場
勘】蘆洲忠義國小童軍團場勘

• 5／【特別活動】元大金控家庭日行前、
進化中的公民科學 (市民科學 )計畫 -臺
日經驗交流線上講座

• 6／休園【導覽活動】龍安國小
• 7／【特別活動】鳥類標本製作 in科教館
【導覽活動】文化部

• 8／【例行作業】環境組【導覽活動】桃
園市野鳥學會

• 10／【導覽活動】聖心國小四年信班水
之道、子穠園安親班  新生態博物館論壇
in科教館

• 11／【導覽活動】星展銀行、北市新生
國小 302班

• 12／【特別活動】元大金控家庭日行前
• 13／休園
• 14／【調查】寶藏巖 +光點【場勘】天
母三玉幼兒園場勘

• 16／【導覽活動】全家爬樹趣 -裕德國
小三年級

• 17／【導覽活動】延平高中生研社 -青蛙
• 18／【特別活動】大阪嘉年華、數位磺
溪、生態調查方法分享會【導覽活動】新
生國小、臺北大學【環教 /體驗活動】水
之道散客自組團

• 19／【特別活動】大阪嘉年華【導覽活
動】臺北市台灣環境生態護育工會

• 20／休園
• 21／【調查】孫運璿紀念館 +市長官邸
• 22／【場勘】專辦會勘【例行作業】環
境組

• 23／【內部會議】第 1次臨時理監事聯
席會議暨第 8次會務聯席會【例行作業】
維安公安檢查

• 24／【導覽活動】延平高中生研社 -植
物水晶標本製作

• 25／【特別活動】元大金控家庭日 in新
店碧潭東岸廣場、綠生活市集

• 26／【環教 /體驗活動】貓頭鷹搜察隊
【導覽活動】蘆洲忠義國小【特別活動】
鳥兒小小守護神、『城市尋蹤者』2023
年度調查成果分享會 in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綠生活市集

• 27／休園
• 28／【調查】華岡博物館 +林語堂故居
【特別活動】星展的志工活動 -植物復育

• 29／【導覽活動】台北蒙特梭利新生園

2023/11
捐款徵信
會本部
一般保育捐款

捐款人姓名 金額
劉○麟、蔡○璇、王○勻、王○惠 
黃○綱、陳○真、連○清、周○芬 
張○珠、許○美

100

謝○芸、吳○芸、黃○菁 200

愛鳥人士 250

林○晴、葉○珠、胡○雅、鄭○云 
胡○雅、麥麥 300

余○蓓 400

陳○全 413

梁○ 444

黃○傑、陳○筠、王○、張○喬、
閔○純、林○慧、亷○雯、江○珮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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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諼、陳○如、鄧○霖、林○茲 
秦○萍、黃○翰、張○平、黃○綺 
大Lucky 小Lucky 小可愛、陳○筠
丁○筠

500

梁○ 555

謝○柔、謝○柔 600

張○辛 890

張○雯、張○涵、馬○惠、趙○惠 
時蓓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馬○愉、
陳○如、湯○昇、翁○雲

1,000

張○瑜 1,111

施○興 1,200

鄭○沛 1,500

戴連○菁 朱○玲 1,535

洪○閔、陳○、蔣○國、李○雙 2,000

何○玲 2,100

吳○岳 阮○德 2,800

鰲鼓愛鳥人士 3,210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3,350

李○娥 3,560

白石○一 3,830

黃○薰 劉○亞 4,950

陳○輝、愛鳥人士 5,000

鄧○南 6,000

許○榮 楊○鶯 7,500

Optisan Corporation 8,100

戴連○菁 戴○德 9,075

高星活動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10,000

愛鳥人士 10,080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 12,500

燈光雜貨工作室 18,519

觀鳥進階班學員 36,520

祝○豪 60,000

合計 251,492

救傷捐款

捐款人姓名 金額
施○綺、高○賢、何○晴、林○臻 
王○蘋、李○恩、杜○驤、劉○ 100

Jinger Han、張○綾 150

劉○琳 167

吳○瑄 170

余○芳、吳○芸、林○妤、曾○博 
陳○如、何○昕劉○佑、廖○凱、
CHENG-WEN YEH、王○晴、

200

愛鳥人士 250

劉○晨 270

陳○盈、蔡○芸、劉○如、莊○之 300

楊○爲、劉○妤、柯○燕、陳○瑋 
劉○埼、呂○萱、陳○盈 300

王○翊、邱○紋、洪○嵐、吳○嘉 
王○雯、洪○嬨、張○禹、黃○儀 
閔○純、邱○軒、CHENYIAN、 
盧○云、李○寧、王○雯、林○璟 
蕭○瑄、廖○筠、王○雯、張○雯 
陳○萱、蔡○芳、陳○榕、劉○君 
彭○真、SHIAOWHITNEY、 
周○倫、林○貞、林○儀、陳○婷 
林○綺、黃○瑜、謝○霖、卓○秀 
江○容、巫○珊、林○瑄、楊○樺 
堅睦工程有限公司、李○穎、 
楊○蓉、hsiaojung、林○豐

500

何○、王○甫、鄭○婷 600

徐○璇 620

簡○祐 700

莊○蓓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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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玟、郭○岎、識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羅○英、安忻車業有限
公司、梁○瑋、孫○桓、陳○安、
蘇○瑄、愛鳥人士、李○娟、李○
旻、福朋有限公司、黃○涵、徐○
郁、張○婷、許○玉

1,000

孫○芸 1,400

樓○君、林○羽 1,500

愛鳥人士 1,600

愛鳥人士 1,888

詹○玲、蘇○兜、周林○芬、 
劉○真 2,000

陳○玲、愛鳥人士、陳○玲 3,000

愛鳥人士 3,600

愛鳥人士 5,000

中國科技大學 9,330

洪○珊 10,000

鑫誠會計師事務所 20,000

合計 121,995

關渡自然公園
一般保育捐款

捐款人姓名 金額
周○忠 50

林○葦 60

藍○平、李○持 100

海青天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80

高○婕 200

社團法人新北市心語國際翻轉教
育協會 250

陳○玲、陳○華、薛○梅、李○慈 390

蔡○秀、林○博 500

吳○真 590

周○安、溫○梅、王○森、林○杉 600

陳○君 650

李○儀 710

新北市柑林國小家長會 720

蔡○宜 780

陳○龍、彭○一、楊○岳、顏○安 1,000

嚴○怡、周○蕙、鄭○沛、姚○滿 
林○怡、徐○喆 1,200

江○輝、陳○瑾、陳○琳、張○苹 
楊○野 2,000

綠野探索國際有限公司 7,620

傅○銘 10,000

大眾遊客 26,412

林○君 30,000

格蘭父子洋酒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
善基金會 550,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櫃檯
買賣中心 639,000

合計 1,493,582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一般保育捐款

捐款人姓名 金額
11/01 愛鳥人士 500

11/01 愛鳥人士 1,000

11/05 愛鳥人士 12,000

合計 13,500

捐款徵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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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
組長的話
活動組組長／溫小慧
各位會員、志工、鳥友，大家好！
　　2023年已結束，從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以來，台北鳥會活動組也經歷不少轉變，
如：每月舉辦一次的活動組月會轉為每季舉辦一次；我們推出了全臺第一個鳥會活動
APP，讓鳥友們能夠即時查詢台北鳥會活動組各類活動的相關訊息；原本在疫情期間改
為線上進行的活動組志工訓練，從 2022年起也再度恢復為實體訓練。2023年是回歸正
常的一年，這年的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也再次有國際生態組織的友人共同參與，入園
人數更創下記錄。
　　感謝活動組的志工無私的奉獻，一起為台北鳥會的宗旨「欣賞、研究、保育」而
努力，謝謝會員們願意以行動支持台北鳥會，也謝謝鳥友們共同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
　　此時此刻，活動組也正在招募 2024年度的新進志工，歡迎認同台北鳥會理念，對
鳥類解說、導覽活動有興趣的會員與鳥友，加入活動組志工的行列。
　　期許 2024年，活動組志工能秉持初衷，持續在志工崗位上完成任務。
　　敬祝大家鳥運亨通、新年快樂！

救傷組組長／劉育真
　　回顧過去一年，我們秉持初衷地持續向大家宣導了許多關於「如何協助救傷野鳥」，
以及「如何避免野鳥需要救傷」的知識與經驗，而從臉書粉絲團所獲得的網路回應，與從
一年一度在關渡自然公園舉辦的「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來到攤位的民眾口中所獲取的回
饋，都看到了在我們努力不懈的宣導與宣傳之下，民眾對野鳥救傷的認同與認知持續升
高，也讓野鳥救傷中心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順利平安地度過了充實的一年！在此深深
地一鞠躬來對大家表達感謝之意∼
　　113年已經翩然到來，1月的第一週我們就遇到了「小寒」的節氣，兩週後則是二十
四節氣中的最後一個節氣「大寒」，代表著本月將會是一個最冷的月份，但也同時可以視
為是一個即將由陰盛反轉為陽起的節氣。根據古書《逸周書．時訓》記載，小寒氣候有三
項特色：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鴝。代表在這段時節中，大雁等冬
候鳥會逐漸北返，喜鵲則會開始築巢，雉科的鳥則會因為感知到陽氣即將到來而開始鳴
叫；一路冷到大寒後，陽氣將明顯上升，猛禽也會開始勤於盤旋捕食，為補充體力、迎接
開春做準備。對於節氣的轉變，不同習性的鳥兒會有不同的因應，而對於同樣面對節氣變
化的我們，除了適時增添衣物、保暖去寒進補外，也可以開始為翻轉的氣候預做準備。各
位身邊如果有想要將「加入野鳥救傷」視為新年新志願的鄉親好友，也非常歡迎來跟「台
北鳥會」或「野鳥救傷中心」報名囉∼

2024
志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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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訊  
會本部︱大型活動 會員限定

大型活動日期與內容等資訊有可能因應各類狀況調整，相關活動
消息請以本會官網、粉專公布之報名資訊為主。如有相關問題可
洽 (02)2325-9190 #18 活動組，或是加入活動專員官方 LINE 好
友，ID:@932mbhcy。

2024/1/18㊃ -21㊐� 花蓮布洛灣壽豐賞鳥行
解說員 何瑞暘、游谷樺
費用 會員 15,500元／志工 15,200元（含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解說等）
生態環境  高海拔寒原、闊針葉混林、次生林、林道、濕地
鳥類特色 冬天的布洛灣非常熱鬧，可以看到許多臺灣特有種，
如平地的烏頭翁、五色鳥外；從高海拔降遷到這裡的青背山
雀、冠羽畫眉、黃山雀、紅頭山雀、鵂鶹等，甚至可以看到
冬候鳥虎鶇、紅尾伯勞及轟動一時的銅藍鶲等。
景點介紹 花蓮布洛灣臺地是立霧溪下游的大型雙層河階，太魯閣語的意思是「追蹤
獵物的地方」，這臺地曾經是太魯閣族人聚居的部落，現今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在此成立管理站。布洛灣分上、下兩臺地，高度相差 30公尺，下臺地海拔約 370
公尺下臺地可走環流丘步道繞行環流丘公園，往東可俯瞰溪畔水壩，往西可遠望山
月吊橋，觀賞峽谷景致。

團員人數 22位
挑戰鳥種數 30種
觀鳥行 樂活行
交通  火車、中巴、大巴

已額滿，可候補！

2024/01

Hualien Buluowan

2024年大型活動搶先看
日　期 開放報名日 地　　　　點 預計人數

3/3㊐∼ 3/5㊁ 1/2 大雪山賞鳥生態遊 22

4/10㊂∼ 4/14㊐ 1/9 馬祖東引春過境 21

4/28㊐∼ 4/29㊀ 1/23 新竹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賞鳥生態體驗 22

5/26㊐∼ 5/27㊀ 2/27 南投溪頭森旅行覓鳥蹤 30

7/10㊂∼ 7/13㊅ 3/12 馬祖夏季賞鷗之旅 22

9/8㊐∼ 9/10㊁ 6/4 南投合歡山 &梅峰賞鳥 22

9/21㊅∼ 9/24㊁ 6/18 墾丁猛禽秋過境 22

11/1㊄∼ 11/2㊅ 7/30 杉林溪探訪溪澗鳥與山鳥 30

11/23㊅∼ 11/25㊀ 8/20 嘉義布袋臺南北門水鳥之旅 40

12/15㊐∼ 12/18㊂ 8/6 金門冬季人文賞鳥行 35

 ※   報名日期及時間，為活動日前三個月左右的
星期二 

13:30準時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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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活動 for 一般大眾／免費	 請留意標示★有變更集合地點！

1月 星
期 路線 集合

時間 集合地點 公里 鳥種
數

1/7 ㊐ 廣興 Guangxing 8:15 廣興橋頭 (公車 849廣興路口站 )
Guangxing Bridge (Bus 849 Guanxing Rd. Entrance) 3km 35

1/7 ㊐ 芝山岩 Zhishanyan 7:30 捷運芝山站 (出口 1) Zhishan(Exit 1) 2km 25

1/13 ㊅ 淡蘭古道
Dan Lan Historic Trail

8:30
★雙溪口站 (公車 666烏塗窟 )路線終點：石碇國小
Shuangxikou Bus Stop (Bus 666 Wutuku)
End Point: Shiding Elementary School

3.5km 40

1/14 ㊐ 關渡自然公園
Guandu Nature Park

7:30 捷運關渡站 (出口 1) Guandu(Exit 1) 2km 60

1/21 ㊐ 金山清水濕地
Jinshan Qingshui Wetland

8:30 ★中油金山站 (國光客運 1815“加油站”站 )
CPC Jinshan Gas Station(Bus 1815 "Gas Station" Stop) 4km 40

1/21 ㊐ 四崁水 Sikanshui 8:15
台電訓練所門口 (公車 849台電訓練所站 /新巴士龜山
線龜山活動中心站 ) Taipower Training Center (Bus 849 
Taipower Training Center) 

5km 40

1/27 ㊅ 植物園 
Taipei Botanical Garden

7:30 捷運小南門站 (出口 3) Xiaonanmen(Exit 3) 2km 45

1/28 ㊐ NEW 雙溪濕地公園
Shuang Xi Wetland Park

8:00 兒童新樂園門口 (公車 41/255/288/529/小 8 兒童新樂園站 )
Taipei Children's Amusement Park (Bus 41/255/288/529/小 8) 2km 25

1/25 ㊃ 田寮洋 Tianliaoyang 8:40 貢寮火車站 (自強 272車次 ) Gongliao Train Station 4km 50

【參加例行賞鳥活動須知】
※ 由本會義務解說員帶隊，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前往。
※ 近程活動約在午後返抵市區，遠程則約於黃昏歸返為原則。(會視當日天氣、鳥況等彈性調整 )
※建議自備 7-10倍望遠鏡、水壼、簡餐、交通費、賞鳥衣帽；勿穿著鮮豔亮麗的顏色。(如：紅、白、黃等 )
※為確保自身安全，建議參與民眾於出發前自行投保。
※  如遇颱風豪雨或受疫情影響取消活動，將於前一工作日公告於本會官網、FB、台北鳥會 APP。如為突
發狀況，解說員會依活動當時天候路況判斷是否繼續進行活動，如有安全疑慮將有隨時取消的可能。

※  參加民眾請務必遵守領隊的安全指示，途中不得至危險地區或做危險動作 (例如：站在山邊拍照、挑釁
野狗……等 )，如經勸導不聽者，後果請自負。

駐站賞鳥解說 for 一般大眾／免費
※自 2023第二季開始，大安森林公園駐站變更為僅下午場次，華江橋駐站變更為僅上午場次。
※每週三會更新各場次出席解說員於北鳥例行 APP。 
※華江橋駐站與賞鳥趣服務時間為每年 10月至隔年 4月。 
※自 2024第一季開始，取消芝山文化生態綠園駐站，改以芝山岩例行提供鳥友免費入園參觀。

大安森林公園
地點： 生���賞鳥平�
時間：  每週日下午13:30-16:30

華江雁鴨公園
地點： �江橋賞鳥平�
時間：  每年10月至隔年4月 

每週日上午08:30-11:30

關渡自然公園
地點： 自�中�二樓賞鳥平�
時間： 每週六、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例行活動公告
※  自 2024第一季開始，例行活動於夏季（5-9月）調整為每週末 1條；
於秋冬春季（10-4月）調整為每週末 2條。

※  每週三會更新各場次出席解說員於台北鳥會 APP。

新年數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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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自然公園︱ 如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洽本管理處環境教育部 
(02)2858-7417 ext 210~212  education@gd-park.org.tw

冬令時段(每年10-3月) 週一休園 平日  中心09:00-17:00（16:30停止售票入園）戶外09:00-17:30
假日  中心09:00-17:30（17:00停止售票入園）戶外09:00-18:00

親子創意 DIY
時間    12/3、12/10，14:00-16:00
地點   自然中心一樓觀景區
對象 一般大眾
費用  每組 100元（含材料費、講師費等，不含入園門票）
報名方式  電話預約（02）2858-7417轉 225， 

或至自然中心前臨時禮品販售區報名、繳費

小水鴨說故事
時間   每週六 13:30-14:00、14:30-15:00 
地點   自然中心一樓觀景平台
對象 一般親子
報名方式 現場自由參加

賞鳥駐站解說
時間   每週六、日 09:00-12:00、14:00-17:00
地點   自然中心二樓賞鳥眺望區
對象 一般民眾　　　報名方式 現場自由參加

關渡賞鳥趣
時間   每週日 14:00-15:30
地點   一般親子遊客，20人（團體除外）
報名方式 週日 12:30起至服務台報名

心濕地導覽解說
時間    冬令（10-3月）每週六、日 15:00-16:00
地點   關渡自然公園心濕地（採團進團出） 
於自然中心門口集合

對象 一般民眾（每場限 20人）
費用 每人 50元
報名方式  當日中午 12:30於自然中心前臨時禮

品販售區開始受理報名

關
渡
自
然
公
園
週
末
現
場
活
動

四季主題導覽
關渡景緻在四季中不斷的更迭交替，透過每季的主題介
紹，與解說員面對面，讓您更深入認識這片濕地的美好。
主  題 1 ～ 3 月觀植物 限 20人  
時間   冬令（10-3月）每週六、日 11:00-12:00、16:00-17:00
報名方式  現場自由參加（至自然中心一樓服務台前集合），

免費參加
但需購票入園

一月主題  自然風撲滿

二月主題  紅包燈籠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7:00（最後入園時間 16:30） 
休園：每週一及春節假期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洽詢電話：(02)8866-6258 ext 15、17
環教/體驗活動  ▲ 歡迎關注芝山臉書粉專   ▲ 洽詢LINE： sunflower0825 小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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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洽詢電話：(05)360-1801
活動資訊詳見 FB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aogupark/

 館內固定活動  歡迎一般民眾參加，團體請來電預約

假日定時解說
時間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 10:30-11:00、14:30-15:00 

地點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2F數位展示區
對象  一般民眾（入館即可參加）
鰲鼓濕地的前身為鰲鼓海埔新生地，曾為台糖的墾
殖農場，歷經人工的開發與經營，最終又在自然的
洗禮下，回歸荒野，成為現今候鳥及賞鳥人士的天
堂。藉由紀錄片與專人解說，向您揭示鰲鼓濕地充
滿傳奇的前世與今生。

戶外望遠鏡與導覽解說服務
地點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 觀海樓 
對象  一般民眾。歡迎團體來電預約
觀海樓位居濕地西側，居高臨下，可遍覽廣袤的水
域景觀，園區內的旖旎風光與水鳥翩飛的美景均盡
收眼底。歡迎您帶著愉快的心情，攜朋引伴，到此
尋訪鳥兒的蹤跡。

 冬季活動  

解鴨說

每到冬季，鰲鼓濕地就會有大批的雁鴨軍團進
駐到園區，成為這裡最具代表性的鳥類。我們
將舉辦一系列活動，邀請喜愛鴨鴨的粉絲們一
起解壓縮鴨子的神祕檔案，發現鴨的迷人之處。
日期   1/1㊀ ∼ 3/31㊐
對象  一般民眾（入館即可參加）
活動內容詳見鰲鼓濕地粉絲團

覓食遊戲／木鴨展／賞鳥早鳥團／賞鴨大賽

 週末活動  
第十三屆台灣野望
國 際 自 然 影 展 鰲鼓場
野望影展為大家帶來許多優質紀錄片，讓我們
跟著鏡頭、踏上荒野，到鰲鼓來場野性之旅！
時間  每週六、日 11:00放映 
對象  一般民眾（入館即可參加）
本月節目表    01/06、01/07 你和我之間的故事 

01/13、01/14 里山新潟：與雪同生 
01/20、01/21 野性羅馬尼亞 
01/27、01/28 大貓一族

▲你和我之間的故事

▲野性羅馬尼亞

▲里山新潟：與雪同生

▲大貓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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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如遇到問題請洽三處志工窗口協助
會本部：林大觀 (02)2325-9190#16 ee@wbst.org.tw
關　渡：孫霖琳 (02)2858-7417#214 helenasun@gd-park.org.tw
芝　山：李彥達 (02)8866-6258# 15 yd@wbst.org.tw

環境教育講座
志工成長課程

2012/02/15 ���������正式掛�， 
��期冠羽�期����。
����專�─林大�環 境 教 育 學 院 訊

環境教育學院 開 課 資 訊  詳情請上官網查詢或來電詢問 (02)2325-9190#16林小姐

 觀鳥班開課資訊   

觀鳥觀心觀自然（每季課程為期8週）

上課時段  週四班  每週四早上 09:30-11:45（中間休息 15分鐘） 

週五班   每週五早上 09:30-11:45（中間休息 15分鐘）

費用  原價 3,000元，會員 2,100元，非會員推廣價 2,700元
單堂課費用 室內課 500／堂，戶外課 600／堂
名額 每班 35人
對象 有興趣認識野生鳥類、瞭解自然生態者
講師群 台北市野鳥學會環境教育學院專業講師群
窗口 (02)2325-9190#16
開課資訊 請上官網查詢或來電詢問

 社大開課資訊   

北投社大（每季課程為期18週）

上課時段   每週二  09:00-11:50 
每年 3月／ 9月第一週開課

費用  3,000元
名額 每班 25人
對象 有興趣認識野生鳥類、瞭解自然生態者
講師群 台北市野鳥學會環境教育學院專業講師群
課程網址 https://bt.btcc.org.tw/course/
報名方式 現場報名，請洽北投社大 (02)2893-4760

戶外課另計

①活動組：
對於鳥類辨識、解說有興趣，願意接
受培訓成為解說員，推廣賞鳥活動與
普及鳥類保育觀念。
- 例行 /駐站賞鳥解說
-  支援環境教育解說課程（室內授課
及戶外解說）

 ②救傷組：
 對於照護受傷野鳥有興趣，願意接受培訓，學習正確的救傷方式及觀念，
並以野放為目的的志工培訓。

-協助接送傷鳥，由義診醫院接送至救傷中心（有交通工具者佳）
-家裡可做為中途收容傷鳥至康復野放
-打掃芝山綠園得得中途之家與餵食收容鳥類，一個月至少一次
-打掃救傷中心環境、清洗鳥籠

① 年滿 20歲以上
② 認同鳥會文化， 
為本會有效會員 

（請立即加入後再填報名表）
③ 喜愛大自然、願與我們 
一起保育野鳥生態
④ 能夠參與培訓， 
且達到結訓資格

報名
資格

培訓組別

培訓流程  線上報名  面試  通識培訓  面談 /繳納保證金  各組專業培訓 
 實習 /見習   結訓面談  隔年會員大會授證成為正式志工  服勤

培訓費用 保證金 1,000元（成為正式志工後符合各組規範始可申請退還）

培
訓
須
知

①全採線上填寫報名表。　　
②本會保留錄取和審核通過與否之權利。
③須全程參與 2024年 4月 20至 21日通識課程。
④參加志工培訓課程者務必繳交保證金 1,000元。
⑤  志工證書資格：
⑴全程參與該組指定專業志工訓練課程。
⑵須達成各組志工受訓要求之規範。
⑶本會保留錄取審核通過正式志工與否之權利。

③行政組：
願意協助本會處理庶務性工作
事項，且平日上班時間能執勤
者尤佳。
- 協助辦公室行政事務
-  支援雛鳥季救傷工作、協助會
員大會、博覽會等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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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時空 文  台北市野鳥學會 環教主委 林瑞如

　　秋季，候鳥來的季節，臺灣成為數百種候鳥遷徙的交匯點，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鳥類在
此越冬。這些來自遠方的訪客，不僅帶來了生命的奇蹟，也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和了
解自然界的奧祕。

　　2023年底，關渡自然公園迎來一隻相當稀有的猛禽—大鵟，二樓的所有大型望遠鏡
目標一致，都瞄準了那隻停留在架上的大鵟；也從這高倍望遠鏡底望見了四周的拍鳥愛好
者，為拍得大鵟的飛翔畫面，大家使出渾身解數、到處亂闖亂入了公園內的核心保育區，
只為滿足個人的拍鳥私欲。作為研究、教育、保育生態環境重要場所的關渡自然公園，耗
費數十年努力和堅持，才讓原本
充斥著非法棄置垃圾的場所，搖
身一變，成為現今的鳥類天堂與
濕地環境教育中心，更在 2022年
得到國際肯定，成為臺灣第一個
摘下星級濕地中心獎項的場域。
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苦心經營
不被某些鳥友理解，甚至有自私
的拍鳥人，為了能進入保育核心
區內拍照，而向臺北市議員投訴
公園管理處不當管理，並要求撤
換管理團隊及開放保育核心區。

　　賞鳥也應該關心鳥類，關心
牠們的食衣住行、關心牠們所處
的環境、思考我們人類和鳥類所
面臨的處境。當某些自然環境，經
過多年的強力維持而得到了生物
多樣性的成果，然而只要來了特
別的鳥類，原本安靜的鳥類棲息
環境很快的就遭到破壞，追逐、干擾、垃圾遍地⋯⋯，這樣的急功近利和不顧及環境的拍
鳥行為，並不是我們在觀察鳥類裡最有價值的部分。

　　和人類共享共存的環境裡不僅有鳥，還有很多的動植物也需要我們關注，鳥類是生物
鏈的一個環節、是環境的一部分，要理解牠，就需要理解和鳥類相關的其他物種才行，包
括人類。我們進入觀鳥目的地環境裡，對當地人的生活會帶來影響，可能利大於弊、也可
能弊大於利，取決於我們的行為。長期賞鳥的人會發現，其實鳥類是對於人類忍受度比較
高的動物類群，其他的類群，在高密度人口環境下，要麼很少或很隱蔽，要麼就滅絕了。
我們沒做什麼事，鳥類要主動去適應我們所創的環境，願意出現在我們面前，這已經很難
得了！

▲ 被非法棄置垃圾

▲ WLI星級濕地中心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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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臺北地區僅用幾十年時間，就已成為高樓林立的都會區了，太多的區域沒有辦法回
到一百年前的自然狀態了。我們似乎總是自豪於建設發展的速度有多快，但許多動物是無
法適應這樣的變化速度。比如遷徙路線的忠誠度是寫入鳥類基因裡，每年只會在某個地方
停留。如果迷路，就是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公里也可能成為壓死鳥類的這一根稻草。

　　有人會說：「賞鳥到底對鳥有什麼好處呢？感覺不應該去驚擾牠們。」

　　科學家透過對鳥類的觀察，進而對地球整個生態活動暨環境的變動做出分析，所以多
數有經驗的觀察員都懂得「安全距離」，以不對鳥類有驚擾的距離隱蔽觀察。臺灣位於東
亞澳候鳥遷徙路線上最重要的棲息點，而西部沿海灘地濕地正在不斷的開發改造中。雖然
有更多鳥類公民科學家的投入關注，但近年來能觀測到種群數量好像有增加，但相較幾十
年前，各個鳥種的具體數量卻正在大幅減少中⋯⋯，而很多時候我們往往忽視了這些改
變。

　　賞鳥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戶外活動，在自然環境中以不影響野生鳥類生活為前提下，觀
察、欣賞、拍攝鳥類的一種探索、美感的心理需求，也是追求博學、環境保護的時尚行
為。拍鳥要有嚴格的自律，不當的追逐行為會造成鳥類的緊迫，我們相信大部分愛鳥人士
都懂得遵守規範，懂得自律，以最不驚擾鳥類方式，學到「科學拍鳥」的觀念。

▼ 關渡自然公園永續經營區的心田就是一個人與自然共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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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出現的特殊鳥種有：紫鷺、池鷺、白琵鷺、黑面琵鷺、黑鸛、東方白鸛、巴鴨、羅文鴨、紅頭潛鴨、
青頭潛鴨、白眼潛鴨、豆雁、白額雁、灰雁、小天鵝、熊鷹、白尾海鵰、東亞秧雞、小秧雞、斑脇秧雞、
山鷸、灰沙燕、棕耳鵯、灰山椒鳥、紅喉鶲、藍喉鴝、漠䳭、日本歌鴝、小剪尾、烏灰鶇、灰背鶇、黑鶇、
雙眉葦鶯、小椋鳥、絲光椋鳥、白背鷚、黃雀、臘嘴雀、赤胸鵐、紅頸葦鵐、葦鵐、金鵐等。以下鳥類列
出方式採日期、地點、隻數、記錄者。記錄順序大致上以水鳥、海鳥、猛禽、陸鳥、燕雀類順序進行。

鳥況綜覽
本期所述鳥況為雙北地區自 2023 年 11 月鳥類資料庫紀錄及 eBird 的
特殊紀錄鳥種。

★鸕鷀★軍艦鳥
•	鸕鷀：11/27基隆河大坑溪
14(詹仕凡)
•	白斑軍艦鳥：11/26田寮洋濕
地(THL)

★鷺★䴉★鸛
•	紫鷺：1 1 / 3中央研究院
1(CCL)
•	黑冠麻鷺：11/11青年公園
10(陳岳輝)，11/13大安森林
公園10(AC)
•	池鷺：11/21北投貴子坑大
排3(SW)
•	大麻鷺：11/26田寮洋濕地
1(張鈞弼)
•	白琵鷺：11/21社子島2(李天
助)
•	黑面琵鷺：11/21社子島2(李
天助)
•	黑鸛：11 / 18田寮洋濕地
1(JL)
•	東方白鸛：11/16金山清水
2(BY)

★鴨
•	小水鴨：11/18華江橋75(陳
岳輝)
•	巴 鴨：1 1 / 1 7 金 山 清水
1(CWT)
•	綠 頭鴨：1 1 / 7 南港公園
10(MW)
•	尖尾鴨：11/11關渡20(AE)

•	羅文鴨：11/11關渡2(AE)
•	琵嘴鴨：11/11關渡50(林芳
色)
•	赤頸鴨：11/11關渡20(AE)
•	花嘴鴨：11/25關渡自然公園
300(AH)
•	白眉鴨：11/2大湖公園(陳小
旺)
•	鳳頭潛鴨：11/3關渡堤防
9(黃清祥)
•	紅頭潛鴨：11/26田寮洋濕地
5	(張鈞弼)
•	青頭潛鴨：11/11田寮洋濕地
3(KYY)
•	白眼潛鴨：11/16田寮洋濕地
2(張鳳珍)
•	凍原豆雁：11/26北投貴子
坑大排2(SS)
•	白額雁：11 / 2 6金山醫院
1(TC)
•	灰雁：11/18淡水水管公園
1(周琮琦)
•	小天鵝：11 / 10金山清水
2(MGC)

★鷹★鶚★隼
•	日本松雀鷹：11/26北投貴子
坑大排1(AL)
•	北雀鷹：11/19北投貴子坑
大排3(CC)
•	蒼鷹：11 / 2 6田寮洋濕地
(THL)

•	白尾海鵰：11/19新店廣興
1(張鈞弼)
•	東方蜂鷹：11/26北投貴子坑
大排4(CHC)
•	東方鵟：1 1 / 8 南港公園
1(MW)
•	黑鳶：11/18華江雁鴨公園
20(CYL)
•	東方澤鵟：11/25北投貴子坑
大排(趙偉凱)
•	林鵰：11/25貴子坑1(林闊)
•	熊鷹：11/2烏來福山2(CHC)
•	魚鷹：11/12華江雁鴨公園
2(鍾文傑)
•	遊隼：11/25北投貴子坑大
排2(趙偉凱)，11/16華江橋
1(陳岳輝)
•	紅隼：11/11青年公園1(陳岳
輝)

★雉★秧雞★水雉
•	臺灣山鷓鴣：11/23大屯山主
峰2(HW)
•	藍腹鷴：11/19坪林大粗坑
5(DT)
•	東亞秧雞：11/26北投貴子
坑大排1(CHC)，11/19田寮
洋濕地1(沈品昀)
•	小秧雞：11/26田寮洋濕地
1(張鈞弼)
•	斑脇秧雞：11/1田寮洋濕地
1(KC)

BIR
D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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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W

文  	方偉宏

36   Vol.347

資
料
記
錄



•	白冠雞：11/15南港生技研究
園區5(YKL)
•	水雉：11 / 14田寮洋濕地
2(ML)

★彩鷸★鴴
•	彩 鷸：1 1 / 1貴子坑大排
6(AE)
•	鐵嘴鴴：11/24華江雁鴨公園
1(ML)
•	劍鴴：11/2景美橋河濱步道
2(CCS)
•	太平洋金斑鴴：11/3洲美橋
33(CYL)
•	灰斑鴴：11/18挖仔尾8(SW)
•	小辮鴴：11/17關渡5(黃清
祥)

★鷸
•	山鷸：11/11野柳1(YKL)
•	黑尾鷸：11/3關渡2(EG)
•	赤足鷸：11/17關渡1(黃清
祥)
•	反嘴鴴：11/24關渡6(LMK)
•	高蹺鴴：11/23關渡70(黃清
祥)

★啄木鳥★鳩鴿
•	小啄木：11/4貓空3(CHS)
•	翠翼鳩：11/25新店二叭子植
物園1(YJH)
•	金背鳩：11 / 1 1青年公園
30(陳岳輝)
•	綠鳩：11 / 2 8臺大校總區
3(SLL)

★鴟鴞
•	黃嘴角鴞：11/25貓空指南宮
2(許棠禎)
•	領角鴞：11/14臺大校總區
3(SLL)
•	褐鷹鴞：11/4草山猛禽中心

1(EC)

★雨燕★燕
•	灰喉針尾雨燕：11/8新店四
崁30(洪貫捷)
•	金腰燕：11/25北投貴子坑
大排100(趙偉凱)
•	赤腰燕：11/17北投貴子坑大
排100(黃清祥)
•	灰沙燕：11/15貴子坑大排
3(AE)
•	東方毛腳燕：11/12北投貴子
坑大排1(LKY)

★鵯★山雀★畫眉
•	棕耳鵯：11/15野柳1(LKY)
•	赤 腹山雀：1 1 / 2 5 貓 空
1(TSD)
•	冠羽畫眉：11/25新店四崁水
12(馮孟婕)
•	白耳畫眉：11/21新店四崁水
7(周琮琦)
•	臺灣畫眉：11/17田寮洋濕地
3(CCL)
•	臺灣白喉噪眉：11/9新店渡
月坡2(HFS)

★鶲★鴝
•	紅 喉 鶲：大 安森林公園
1(UL)
•	藍喉鴝：11/26田寮洋濕地
(YLQ)
•	白眉黃鶲：11/7植物園1(周
琮琦)
•	黃眉黃鶲：11/17野柳1(SS)
•	白腹琉璃：11/7植物園1(周
琮琦)
•	黃尾鴝：11/27北投忠義小徑
3(MLW)
•	藍尾鴝：11/18野柳10(YKL)
•	漠䳭：11/4淡水1(TH)

•	野鴝：11/19臺大實驗農場
15(葉正文)
•	黑喉鴝：11/25北投貴子坑
大排7(YLQ)
•	日本歌鴝：11 / 2 1二坪頂
4(HBC)
•	小 剪 尾：1 1 / 4 滿 月 圓
1(MWu)

★山椒鳥★鴉★黃鸝
•	灰喉山椒鳥：11 / 2 5貓空
4(TSD)
•	灰山椒鳥：11/8臺大校總區
9(ZZ)
•	臺灣藍鵲：11/17南港四分橋
18(MC)
•	黃鸝：11 / 2 3臺大校總區
1(XYH)
•	朱鸝：11/21新店四崁水3(周
琮琦)

★鶇
•	烏 灰 鶇：1 1 / 1 8 野 柳
10(YKL)，11/23大安森林公
園1(UL)
•	灰背鶇：11/19野柳2(MHT)
•	赤腹鶇：11/23辛亥一號公園
3(TSD)
•	白眉鶇：11/19大安森林公園
3(HBC)
•	白腹鶇：11/21植物園2(吳建
龍)
•	斑點鶇：11/19大安森林公園
2(HBC)
•	中國黑鶇：11/18原住民文化
主題公園3(ALL)

★鶯
•	遠東樹鶯：11/25社子島2(邱
牧遙)
•	小鶯：11/22七星山2(吳建

鳥況綜覽 BIRD-EYE VIEW 37

資
料
記
錄



eBird 報告人代號 u7 Liao (UL)，Shen-Iuan Liu (SLL)，Mei-Luan Wang (MLW)，RIIO LU (RL)，
su soya (SS)，Chun Hung Chen (CHC)，Ana Hsieh (AH)，Y-Lin Qiu (YLQ)，TzungSu DING (TSD)
，Matt Lau (ML)，li ming kun (LMK)，P Y Lee (PYL)，Yu-Xiang Huang (XYH)，Hsuan Wang 
(HW)，Han-Bo Chang (HBC)，Corry Chen (CC)，Chang-Yong Liao (CYL)，Arlango Lee (ALL)
，Martin Chang (MC)，Tzuen Pan (TP)，Yung-Kuan Lee (YKL)，Anonymous eBirder (AE)，Anne 
Chiang (AC)，Li-Kai Yen (LKY)，Zien Zeng (ZZ)，Matt Walters (MW)，Jui-Lin Chang (JLC)，
Edward Chou (EC)，Chi-Hsuan Shao (CHS)，Yu-Lian Shen (YLS)，Chia-Chi Lin (CCL)，Eric 
Gai (EG)，Max Lee (MaL)，Mark Teng-Hung LIN (THL)，Tivon Chen (TC)，Po-Wei Chi (PWC)
，Stephanie Chen (SC)，Yan Jhen-Huei (YJH)，Eric Lee (EL)，Donnie Tsui (DT)，Mei-Hua Tsou 
(MHT)，Scott Weaver (SW)，Joseph Leong (JL)，Chien-wei Tseng (CWT)，Brenda Yang (BY)，
Mark Lai (ML)，Chao-Ju Su (CJS)，Kuei-Yueh Yao (KYY)，Maggie Chen (MGC)，Haofeng Shih 
(HFS)，Mark Wu (MWu)，Ko Cheng (KC)

龍)
•	短尾鶯：11/8冷水坑2(吳建
龍)
•	黃腹柳鶯：11/5立農濕地
1(JLC)
•	黃腰柳鶯：11/17野柳4	 (張
鈞弼)
•	褐色柳鶯：11/2政治大學
1(MaL)
•	北蝗鶯：11/26貓空拖板嶺
步道1(許棠禎)
•	雙眉葦鶯：11/4貴子坑大排
1(AE)

★椋鳥
•	八哥：11/24華中橋30(PYL)
•	歐洲椋鳥：11/12田寮洋濕地
14(張鈞弼)
•	小椋鳥：11/12貢寮德心宮
1(CJS)
•	灰椋鳥：11/24北投貴子坑大
排1(RL)
•	灰背椋鳥：11/16天母棒球場
5(TP)
•	絲光椋鳥：11 / 2 5汐平路
6(EL)

★鶺鴒★啄花鳥
•	黃腹鷚：11/25北投貴子坑
大排1(趙偉凱)
•	赤喉鷚：11/3觀山河濱公園
10(CYL)
•	大花鷚：11/15基隆河大坑溪
1	(詹仕凡)
•	綠啄花：11/4七星山公園
2(YLS)

★雀★鵐
•	臘嘴雀：11/17臺大校總區
1(TSD)
•	小桑鳲：11/19貢寮德心宮
2(林逸祥)
•	花雀：11 / 1 5貴子坑大排
11(AE)
•	黃雀：11/8擎天崗1(吳建龍)
•	金翅雀：11/11田寮洋濕地
1(KYY)
•	野鵐：11 / 1 5貴子坑大排
4(AE)
•	黑臉鵐：11/18華江橋3(陳岳
輝)
•	灰頭黑臉鵐：11/26北投貴
子坑大排38(CHC)

•	金鵐：11 / 1 1貴子坑大排
1(AE)
•	鏽鵐：11 / 2 6田寮洋濕地
3(SC)
•	田鵐：11/27北投貴子坑大排
1(RL)
•	黃喉鵐：11/17田寮洋濕地
2(張智偉)
•	赤胸鵐：11/26北投貴子坑大
排2(CHC)
•	葦鵐：11 / 2 6田寮洋濕地
(PWC)
•	紅頸葦鵐：11/10淡水水管公
園(UL)
•	黃眉鵐：11/26北投貴子坑大
排1(CHC)
•	白眉鵐：11/27田寮洋濕地
1(JLC)
•	小鵐：11/25北投貴子坑大
排4(趙偉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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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救傷義診醫師  李照陽、林逸莒、許祖誠、顏慶芳、台大附設動物醫院醫師群和 
不萊梅特殊寵物專科醫院醫生群

感謝救傷服勤志工  蔡岑湘、柯旭升、黃旭盛等 35位 
感謝救傷冠青十四、十五實習志工等 8人

感謝活動組支援  方銘亮
感 謝 救 傷 之 友  陳威成
感謝飼料和器材捐贈  蔣先生捐贈飼料一批、空氣清淨機兩台、移動式冷卻器

救傷紀錄
台北市野鳥學會野鳥救傷中心，為讓受人為干擾而傷病的野鳥能野放回歸自然，接受來自個
人及相關單位拾獲之傷病野鳥與雛鳥，進行醫療、照護、收容及康復後野放等工作．專款專
用�請註明「救傷捐款」字樣．現金、郵政劃撥、銀行匯款(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戶名：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帳號 480-210-742-982 或 ATM 轉帳) 救 傷 捐 款

統計  台北市野鳥學會 救傷組志工 曾韞琛 

B   �山區�陽犬�動物�� 4�
•  死亡 4隻、野放 1隻、不明 4隻
• 臺北市 9筆

金背鳩 亞成	1
珠頸斑鳩 亞成	1、幼	1
麻雀 成	1

D   大同區凡�爾���物鳥�� 24�
•  死亡 11隻、野放 9隻、不明 4隻
• 臺北市 21筆、新北市 3筆

黃頭鷺 成	1
金背鳩 亞成	4、幼	3
珠頸斑鳩  成	1、亞成	4、幼	1、

不明	2
臺灣擬啄木 成	1
大卷尾 成	1
白頭翁 成	1
臺灣紫嘯鶇 亞成	1
白眉鶇 成	1
麻雀 成	2
不明 不明	1

E   大�區��動物��  2�
• 死亡 2隻   •臺北市 2筆

綠鳩 成	1
灰鶺鴒 成	1

J   永和區���動物�� 23�
•  死亡 14隻、野放 1隻、 
長期收容 1隻、不明 7隻

• 臺北市 4筆、新北市 19筆

金背鳩 成	2、亞成	3、幼	3
紅鳩 亞成	1
珠頸斑鳩 成	2、亞成	1、幼	6
白頭翁 成	2
綠繡眼 成	1
麻雀 成	1
家八哥 成	1

L   �義區��救傷中� 105�
•   死亡 47隻、照顧中 2隻、野放 23隻 
長期收容 1隻、芝山收容 1隻、芝山
練飛 1隻、轉動保處 1隻、不明 29隻

• 臺北市 88筆、新北市 9筆、基隆市 2
筆、桃園市 2筆、苗栗縣 2筆、不明
2筆

花嘴鴨 成	1

大白鷺 成	1
黑冠麻鷺 成	2、亞成	4、幼	1
東方蜂鷹 亞成	1
白腹秧雞 成	1
山鷸 成	1
金背鳩  成	4、亞成	8、幼	21、

雛	2、不明	1
紅鳩 成	1、亞成	3、幼	1、雛	2
珠頸斑鳩 成	10、亞成	8、幼	12
臺灣擬啄木 成	1、亞成	2
大卷尾 亞成	2
喜鵲 成	1
白頭翁 成	2
綠繡眼 成	1
臺灣紫嘯鶇 亞成	2
灰鶺鴒 成	1
麻雀 成	4
斑文鳥 幼	1
野鴿 雛	1
輝椋鳥 亞成	1
虎皮鸚鵡 亞成	1

2023 年 11 月救傷紀錄總數：158 隻
˙  死亡 76 隻、照顧中 2 隻、野放 33 隻、芝山收容 1 隻、芝山練飛 1 隻、長期收容 2 隻、轉動保處 1 隻、不明 42 隻
˙ 臺北市 119 筆、新北市 31 筆、基隆市 2 筆、桃園市 2 筆、苗栗縣 2 筆、不明 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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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傷紀錄｜芝山得得之家報告  文 /台北市野鳥學會	救傷組志工	柯旭升
　　隨著冬天到來，得得進入淡季，本月野放數隻白頭翁和藍鵲，加入幾隻鳩，包括
珠頸斑鳩、金背鳩和紅鳩，這個季節鳩鴿科仍舊照生不誤。
　　籠內成員變化雖小，但籠外倒頗為熱鬧。除了從得得野放的藍鵲、樹鵲頻繁來
訪，還有不定期出現的黑冠麻鷺和夜鷺，上個月亮相的白腰鵲鴝也持續在附近走跳，
另外有觀察到翠鳥出沒。最令人驚喜的則是有翠翼鳩來訪，翠翼鳩外表十分亮眼、紅
色的嘴和綠色的翅膀引人注目，但個性謹慎膽小，數量較少不易見到。牠們的性別可
以從眼睛旁的白眉粗細明顯程度辨別，公的白眉粗而明顯，這次造訪的是公鳥，在得
得停留了約數十分鐘後離去，希望未來還有機會看到牠的身影。
　　日前自動物救傷大使第一線退下來的蜂鷹小蜂，最近過得相當清閒，事實上有點
太清閒、以致可能會覺得寂寞。蜂鷹也是野外很少見的鳥種，到訪的朋友如果有空來
得得也可以去看看小蜂，陪牠唱唱歌說說話，就當作是陪伴一位年老的朋友，幫牠排
解一下孤單。從得得廁所旁邊的樓梯上去，到溫室之後右轉就是小蜂的家了，歡迎大
家去找牠聊聊哦。
　　感謝大家長期關懷傷鳥，歡迎捐贈款項、水果等各項資源，協助傷鳥返回大自
然，意者請與台北鳥會救傷中心聯絡（02）8732-8891。

救傷筆記  圖文 /台北市野鳥學會	野鳥救傷中心	呂佳璣

五色鳥
年齡 成鳥
地點 臺北捷運動物園站月台
傷病情形 膨毛虛弱、無法站立，
有的休養幾天突然倒地死
亡

後續處理 連續兩天共有六隻五
色鳥撞擊月台玻璃，陸續
死亡，已將訊息放至 FB
「野鳥撞玻璃回報」平台。
若發現撞擊玻璃的傷鳥，
可將牠安置紙箱休息，箱
內不用放水和食物，安置在安靜的地方，若一段時間後傷鳥仍表現
出痛苦或呆滯的情形，請將牠送至相關單位，並拍照通報 FB「野鳥
撞玻璃回報」。其實玻璃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不存在於大自然中，
常造成鳥類傷亡。請搜尋「窗殺」了解相關議題與改善方式。

▶  野鳥撞玻璃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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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海樓鳥調路線

外堤鳥調路線

觀海樓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生態調查
調查日期 112/11/12
調查人員   柯孟稘、丁振管、王美錦、黃詩忻、劉翠涵
調查地點  鰲鼓濕地外堤、觀海樓
總數  共 20科，48種，10,791隻鳥
雁鴨科	赤頸鴨 425、花嘴鴨 5、琵嘴鴨 1,655、尖尾鴨 61、小水鴨 21、紅頭潛鴨 2、鳳
頭潛鴨 9。鸊鷉科	小鸊鷉 52。鸕鷀科	鸕鷀 5,490。鷺科	蒼鷺 145、大白鷺 726、中白
鷺 87、小白鷺 338、黃頭鷺 9、夜鷺 31。䴉科	埃及聖䴉 9、白琵鷺 1、黑面琵鷺 578。
秧雞科	白腹秧雞 1、紅冠水雞 8、白冠雞 24。長腳鷸科	高蹺鴴 37、反嘴鴴 38。鴴科	
東方環頸鴴 95、小環頸鴴 450。鷸科	磯鷸 1、青足鷸 4、小青足鷸 2、赤足鷸 2、大杓
鷸 156、翻石鷸 1。鷗科	紅嘴鷗 3、銀鷗 1、裏海燕鷗 67、黑腹燕鷗 101。鳩鴿科	紅鳩
37、珠頸斑鳩 15。伯勞科	紅尾伯勞 1。卷尾科	大卷尾 14。燕科	洋燕 3。鵯科	白頭翁
12。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1。鶲科	鵲鴝 3。八哥科	白尾八哥 5、家八哥 5。麻雀科	麻雀
58。鴉科	喜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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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自然公園鳥類穿越線調查
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		GPS(T97)：E297448	/	N2779059		海拔：13m			環境：墾地

調查日期 112/11/04 潮汐  乾 04:37-1.49/滿 10:54+1.77/乾 17:08-1.08
調查人員   江志明、陳柏熏、袁卓希、周品秀 記錄  周品秀
總數  共 25科，57種，1,866隻次
雁鴨科	赤頸鴨 1、綠頭鴨 2、花嘴鴨 106、琵嘴鴨 37、尖尾鴨 28、小水鴨 1,068、鳳頭
潛鴨/澤鳧4、斑背潛鴨/鈴鴨1、雜交鴨1、菜鴨1。鷺科	黃小鷺1、夜鷺10、小白鷺9、
黃頭鷺 137、中白鷺 2、蒼鷺 14、大白鷺 9。鶚科	魚鷹 1。鷹科	黑翅鳶 2、大冠鷲 1、鳳
頭蒼鷹1。秧雞科	紅冠水雞16。長腳鷸科	高蹺鴴23。鷸科	磯鷸7、白腰草鷸1、青足鷸1、
田鷸 11。鳩鴿科	金背鳩 45、紅鳩 8。翠鳥科	普通翠鳥 3。鬚鴷科	臺灣擬啄木 1。卷尾科	
大卷尾 1。王鶲科	黑枕藍鶲 3。鴉科	樹鵲 5、喜鵲 5。燕科	家燕 3、赤腰燕 4。鵯科	白頭
翁 59、紅嘴黑鵯 1。柳鶯科	極北柳鶯 1。葦鶯科	東方大葦鶯 1。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10、
褐頭鷦鶯 18、棕扇尾鶯 1。繡眼科	斯氏繡眼 40。畫眉科	山紅頭 3、小彎嘴 1。鶲科	鵲鴝
2、野鴝 1。八哥科	八哥 1、白尾八哥 86、家八哥 2、黑領椋鳥 12。鶺鴒科	東方黃鶺鴒
42。鵐科	黑臉鵐 1。梅花雀科	斑文鳥 3、黑頭文鳥 8。
鳥況補充	❶	重複扣除：花嘴鴨、尖尾鴨、小水鴨、高蹺鴴

調查日期 112/11/18 潮汐  乾 07:32-1.40 / 滿 14:16+1.25
調查人員   江志明、陳柏薰、蕭傳元、蕭學璋、周品秀 記錄  周品秀
總數  共 28科，61種，1,981隻次
雁鴨科	赤頸鴨3、綠頭鴨8、花嘴鴨133、琵嘴鴨77、尖尾鴨1、白眉鴨1、小水鴨1,099、
鳳頭潛鴨 /澤鳧 4、斑背潛鴨 /鈴鴨 1、羅文鴨 5、菜鴨 1。鷺科	黃小鷺 1、夜鷺 6、小白
鷺 13、黃頭鷺 6、中白鷺 1、蒼鷺 15、大白鷺 9。鷹科	黑翅鳶 1、大冠鷲 3。秧雞科	紅
冠水雞 7、白冠雞 3。長腳鷸科	高蹺鴴 18。鴴科	小辮鴴 1、小環頸鴴 2。鷸科	磯鷸 3、
鷹斑鷸 1、青足鷸 3、田鷸 12。鳩鴿科	金背鳩 86、珠頸斑鳩 2、紅鳩 99。雨燕科	小雨
燕 17。翠鳥科	普通翠鳥 5。伯勞科	棕背伯勞 2。卷尾科	大卷尾 6。王鶲科	黑枕藍鶲 1。
鴉科	樹鵲 3、喜鵲 4。燕科	家燕 1、赤腰燕 16。鵯科	白頭翁 87、紅嘴黑鵯 6。柳鶯科	極
北柳鶯 1。葦鶯科	東方大葦鶯 2、灰頭鷦鶯 9、褐頭鷦鶯 13。鸚嘴科	粉紅鸚嘴 1。繡眼
科	斯氏繡眼84。畫眉科	山紅頭2。鶲科	野鴝 6。八哥科	八哥 2、白尾八哥51、家八哥3、
黑領椋鳥 4。鶺鴒科	灰鶺鴒 1、東方黃鶺鴒 13。鵐科	黑臉鵐 5。麻雀科	麻雀 1。梅花雀
科	斑文鳥 4、黑頭文鳥 6。
鳥況補充	❶	重複計算已扣除：花嘴鴨、琵嘴鴨、小水鴨。❷ 11/1 淡1	赤頸鴨1、琵嘴鴨18，稻田區	黑翅鳶1、
緋秧雞1；11/2	稻田區	鸕鷀 1、黑翅鳶2；11/3	自然中心	黃尾鴝 2、黑面琵鷺2；11/5 自然中心	東方蜂鷹1，
淡2	尖尾鴨16、鳳頭蒼鷹1，淡1	赤頸鴨1、白冠雞1、野鴝1，淡4	青足鷸3，淡3	大冠鷲2、高蹺鴴8、田鷸
1，稻田區	鷹斑鷸2；11/9 自然中心	翠鳥1、灰鶺鴒1，淡3	北雀鷹1、東方澤鵟1，稻田區	黑翅鳶3、山紅頭1、
野鴝1；11/10 自然中心	小水鴨2，淡 2	花嘴鴨 41、琵嘴鴨95、尖尾鴨7、小水鴨381、菜鴨1、小白鷺7、蒼
鷺10、大白鷺2、紅冠水雞2，淡1	花嘴鴨19、琵嘴鴨3、尖尾鴨2、小水鴨88、小白鷺8、蒼鷺1、大白鷺1、
紅冠水雞1，淡4	琵嘴鴨1、小水鴨342、小白鷺1，淡3	花嘴鴨3、琵嘴鴨3、小水鴨665、蒼鷺2、大白鷺1、
紅冠水雞1，稻田區	黃頭鷺 14、蒼鷺 1；11/11	淡 2	綠頭鴨 2，稻田區	黑翅鳶 1、紅隼1、小辮鴴1；11/12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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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調查筆記 文  關渡自然公園 環境保育部 周品秀 

　　11月份的天氣明顯變冷，隨著東北季風的來
臨，小水鴨的主群也抵達園區內，這個月份最多曾
經記錄到 2,111隻（11月 15日）。園區內的雁鴨
科以小水鴨為主，花嘴鴨第 2名，第 3和 4名不是
琵嘴鴨就是尖尾鴨，其他雁鴨科數量都不多也不
穩定。記得去年（2022）11月份記錄到 254隻尖
尾鴨，後續 12月份 456隻到今年 1月都還有 424
隻，期待今年冬天還有機會看到整群的尖尾鴨飛
過頭頂。

　　今年入冬後穩定有 1隻東方澤鵟會飛入園區內覓食，搞得保育核心區的鳥一陣兵荒馬
亂。如果最近來園區走走，有看到群鴨飛起，記得留意一下空中是否有猛禽飛過吧！因為
光 11月份就記錄到 11種猛禽：魚鷹、黑翅鳶、東方蜂鷹、大冠鷲、鳳頭蒼鷹、北雀鷹、
黑鳶、灰澤鵟、東方澤鵟、紅隼還有遊隼。

　　11月 26日開始就固定會看到 6隻反嘴鴴跟著高蹺鴴在心田內活動，牠們似乎不怎麼
怕人，月底清淤的怪手和工作人員雖然走來走去，牠們也都沒有飛走。當然有的時候還是
會飛到 6號池，但沒過多久又會折返回心田內。很開心的想或許是看到心田內有高蹺鴴，
所以反嘴鴴也覺得安全因此願意停留。

然中心	山紅頭2，淡2	白眉鴨2、黑腹濱鷸15、黑臉鵐2，淡1	白冠雞1、青足鷸30、黑腹濱鷸7，淡3	東方澤
鵟1，稻田區	黑翅鳶2；11/15	淡 2	小天鵝 1、赤頸鴨4、花嘴鴨14、琵嘴鴨55、尖尾鴨4、小水鴨695、紅冠
水雞3、白冠雞2、高蹺鴴3、小辮鴴5，淡 1	綠頭鴨 5、花嘴鴨32、琵嘴鴨35、尖尾鴨6、小水鴨839、白冠
雞2，淡 4	小水鴨 125、磯鷸 1，淡 3	花嘴鴨 5、琵嘴鴨6、小水鴨452、小白鷺3、黑面琵鷺2、黑鳶1、小環
頸鴴3；

❸	11/16	淡 1	白眉鴨 1、青足鷸53、野鴝1，鹹水濕地	鸕鷀 1，淡 5	鸕鷀 1；11/19 淡1	魚鷹 1、黑鳶2；11/22	
淡 3	黑翅鳶 1、東方澤鵟1，稻田區	紫鷺 1、北雀鷹1、黑鳶1、白腰草鷸1；11/23 自然中心	小水鴨 19，淡 2	
綠頭鴨2、花嘴鴨80、琵嘴鴨35、尖尾鴨7、小水鴨284、菜鴨1、蒼鷺3、大白鷺1、紅冠水雞5、白冠雞1、
高蹺鴴98、小環頸鴴3、青足鷸1、田鷸3，淡 1	花嘴鴨 43、琵嘴鴨18、小水鴨72、小白鷺1、蒼鷺1、東方
澤鵟1、白冠雞11、田鷸、翠鳥1，淡3	花嘴鴨5、琵嘴鴨5、小水鴨374、小白鷺1、大白鷺1、田鷸1，稻田
區	黑翅鳶1、翠鳥2；11/24	稻田區	黑翅鳶1、黑鳶1、灰澤鵟1、翠鳥1、棕背伯勞1；11/25	自然中心	黑鳶1，
淡 1	東方澤鵟1，稻田區	埃及聖䴉2；11/26	自然中心	鳳頭蒼鷹1、灰鶺鴒1，淡 3	反嘴鴴 6、小辮鴴3，稻田
區	黃小鷺1、黑翅鳶1；11/27	自然中心	大冠鷲1，淡2	菜鴨 1、黑面琵鷺1、東方澤鵟1，淡1	雜交鴨1、白冠
雞5，淡3	黑面琵鷺4，稻田區	反嘴鴴5；11/29	淡 2	黑面琵鷺9、白琵鷺2，稻田區	反嘴鴴6；11/30	稻田區	黑
翅鳶2、北雀鷹1、東方澤鵟1、紅隼1、遊隼1、高蹺鴴5、反嘴鴴6、小辮鴴30。

▲ 小水鴨度冬的主群已抵達（江志明 攝）

▼  田裡來了幾隻不怕人的反嘴鴴（周品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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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鳥食性調查平台上線囉！
希望藉由收集海鳥啣魚、蝦、蟹或海廢等的照片影像，讓大家更了解臺灣海鳥與海
洋棲地狀況，一同守護珍貴的海洋環境。
★要什麼樣的照片

1.魚身 (食物 )紀錄到頭＋尾 or 整體	。
2.記錄到魚身 (食物 )顏色。
3.海鳥達到可辨識的標準。
4.紀錄時間與地點 (可提供經緯度 )。

★如何挑戰
輕鬆等級： 臉書搜尋「啣魚鳥生臺灣海鳥食性調查平台」(或掃

描 QRcode)，在平台上分享海鳥啣魚照，讓大家看到
海鳥食性狀況。

挑戰等級： 掃描QRcode填寫Google表單，上傳高解析度啣魚照，
協助專家建立海洋資料庫，每月將會舉辦抽獎活動，
獲得禮物喔！

★參考資料 
我國海鳥名錄 (網站 )、海水魚圖鑑 (實體書 )、 
台灣常見經濟性水產動植物圖鑑 (網站 )。

黑尾鷗／烏石港

我國海鳥名錄

google 表單

台灣常見經濟性
水產動植物圖鑑



隨著邊界之間，每個月來到臺灣不同的角落， 
認識野地的動物及牠們的家園。 
快拿起月曆並搭配手機專屬 APP， 
在 12個月份、12個棲地搜尋日夜間隙、河海交界、 
森林曠野的大小鳥類 
認識我們寶島所孕育的美麗精靈

每本月曆 售出 捐贈 100元予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專屬賣場連結｜ https://wuo.pse.is/5fd87v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第二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親愛的會員您好：

　　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就要來囉！在這重要的時刻，我們特別感恩
會員們對本會長期的付出與支持，同時更是鳥友們相約敘舊的好日
子。本會將於 113年 3月 23日星期六召開第二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向您報告 112年經營成果和年度展望。

　　請於當日下午 13:00∼ 13:15至【臺
北市萬華區行政中心十三樓大禮堂】辦
理報到領取大會手冊及紀念品一份。請
會員攜帶身分證，並建議佩戴口罩出席。
期待未來能繼續獲得您的參與及關注，誠
摯邀請您出席。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理事長　　　　　　　敬邀

＊提醒：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會場設有飲水機，場內規定不得飲食。
參加對象：台北市野鳥學會 113年度正式會員（現場可續會，但無議決權）
時　　間： 113年 3月 23日（星期六） 

下午 13:00∼ 17:00 
地　　點： 臺北市萬華區行政中心 13樓大禮堂 

萬華區和平西路 3段 120號 
（捷運龍山寺站 2號出口經連通道電梯上樓）

當天聯絡電話：本會專用手機 0912-257-559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2)2325-9190 

傳真：(02)2755-4209 
E-mail：wbst@wbst.org.tw

紀念品摺扇
隨機贈送，恕不挑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