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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民國 99 年 (2010) 升格改制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致力於各類動物之保護與相關法規推動。

關渡自然公園

民國 85 年 (1996) 臺北市政府設立關渡自然公園。

致力於環境教育、濕地保育等工作。

民國 90 年 (2001) 關渡自然中心成立，

於同年委託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經營管理。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民國 62 年（1973）成立， 

民國 73 年（1984）正式登記為人民團體後， 

就積極與臺北市政府合作， 

致力於野生鳥類的欣賞、研究、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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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渡濕地位於東亞澳候鳥遷移路徑上。因其地形、氣候條件

良好，也是臺灣北部最重要的候鳥棲息地以及重點鳥類棲息地之

一。目前，關渡濕地已經有超過 302 種的鳥類紀錄。

　　這裡曾經有超過 5,000 隻小水鴨與黑腹濱鷸的紀錄。然而，

隨著堤防的建設，紅樹林日漸擴張，逐漸陸域化的關渡濕地看不

見往日的精采。但至今依然是北臺灣最重要的鳥類聚集地。

森林與水域的交界之處，落葉入

水後產生豐富的營養鹽，吸引許

多魚類，也吸引有釣魚翁之名的

翠鳥，伺機捕捉水下的魚兒。

水 岸 
潮間帶看似荒蕪的泥灘地，卻

躲藏著許多底棲生物，吸引著

高蹺鴴、青足鷸以及各種鷺鷥

在此聚集，大快頤。

泥 灘 地

這邊代表性的鳥種包含樹鵲、金

背鳩，隨著濕地的陸域化，樹林

的面積正逐年增加中，雖然擴大

了林鳥的棲地，卻也壓縮著水鳥

的生存空間。

樹 林

除了不時有猛禽在空中巡

視，也是家燕、洋燕、小雨

燕的覓食場所，牠們高超的

飛行技巧，無論是多快的飛

蟲都是「口」到擒來！

空 域

平時看似空蕩蕩的水域，冬季

可是眾多雁鴨的棲所，小水

鴨、綠頭鴨、琵嘴鴨群聚好不

熱鬧，牠們可是遠從西伯利亞

來的呢！

水 域

超過半個人高的草澤裡，

是許多鳥類躲藏的好地

方，常讓人只聞其聲不

見其影，灰頭鷦鶯及褐

頭鷦鶯都是這邊的常客。

草 澤

　　濕地擁有多樣的棲地環境，如樹林、

泥灘、水域等，豐富的地景資源也孕育出

各式各樣的鳥類。
東亞澳候鳥遷移路徑示意圖



　　水筆仔是關渡濕地唯一的紅樹科植物，

其三月開花，九月成熟的胎生苗會大量地出

現在泥灘地上，佔據大部分的泥灘地，成為

此處的優勢物種。

　　關渡濕地包含了關渡自然公園、關渡紅樹林等兩大區塊。林

澤與草澤兩種截然不同地景鑲嵌在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界處。

　　濕地往往展現高生物多樣性。大量且多樣的底棲生物，是

各類水鳥的主食。也讓看似泥濘單調的土地能夠孕育

萬物。

　　關渡濕地古名「干豆」，其名由西班牙文 CASIDOR 而來，意

思是關渡隘。

　　1860 年代，關渡濕地是北臺灣重要糧倉，以水田為主要地

景。1960 年代後，因颱風影響造成都會地區淹水，原本的隘口

被拓寬，擴大後的河道也引入了大量海水。從此桑田變滄海，

水田漸漸轉換成草澤鹽沼，並且聚集更多的野生鳥類。因上述原

因，在 1970 年代關渡濕地成為國內外賞鳥者聚集點、臺灣賞鳥

與鳥類研究的起始之地。關渡自然保留區與關渡自然公園兩個指

標性的地點也在此誕生。（關渡自然保留區已於民國 110 年公告

廢止。）

　　曾經的關渡濕地受到嚴重的迫害，如垃圾、淤土、汙水等等

問題，讓這片濕地天堂蒙受極大的威脅。

　　臺北市政府與台北市野鳥學會等相關民間單位共同努力，透

過棲地營造、環境管理、水質改善等等工作，將關渡濕地逐漸恢

復其生命力，未來將能吸引更多水鳥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