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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在 2010 年 2 月 

至 11 月期間，於高雄市 

境內各行政區進行，八 

哥科鳥類的族群分布調查 

主要以穿越線法通過各區， 

並在八哥聚集地進行 6 分鐘 

之圓圈法調查；從 5 月起，

增加生態行為調查，著重於繁殖巢位、覓食地的

尋找；調查後期選定適合的地點，以霧網進行繫

放移除試驗。調查中共記錄 11 種八哥，除台灣

八哥、小椋鳥、灰椋鳥外，有 8 種外來種：白尾

八哥、家八哥、泰國八哥、林八哥、輝椋鳥、黑

領椋鳥、葡萄胸椋鳥及栗尾椋鳥。白尾八哥和輝

椋鳥數量最多，白尾八哥單月最多 499 隻次，全

年總計 3,300 隻次；輝椋鳥單月最多 331 隻次，

全年數總計 2,392 隻次。八哥科群聚的每月隻次

數從 3 月起一路下滑，6、7 月是總隻數最低的

時期。各個行政區中，小港、苓雅、鹽埕及鼓山

等 4 區為全年總隻次最高的樣區。 

繁殖巢位、覓食地及生態行為調查，發現八

哥於 4 月底、5 月初之際便開始求偶，白尾八哥

和家八哥都有明顯的展示行為；6 月至 8 月期間

共記錄到 72 個八哥科鳥類的巢位，白尾八哥 64

處、家八哥 6 處、台灣八哥 1 處、黑領椋鳥 1

處；另在苓雅區、鳳山區交界處的中正、建國 2

處交流道旁，記錄到 4 處葡萄胸椋鳥及 2 處白尾

八哥的巢位。同時，也觀察到八哥的習性是配合

校園植物、公園行道樹的花、果期，不斷地變換

覓食地點。繫放捕捉試驗，捕捉到 3 隻白尾八哥

和 1 隻家八哥，並發現當八哥中網時會發出警戒

聲，引起同一地區的其牠個體逃散。 

最後除了進一步了解到八哥科鳥類在高雄市

範圍內的族群量、分布與生態習性，並綜合本年

度的調查結果與繫放經驗，擬定出往後的保育工

作模式及移除、防治工作的改善方式。 

前言 

台灣島的面積狹小只有 36,000 平方公里，

然而鳥種密度高、特有性也很高。根據中華鳥會

「2010 年台灣鳥類名錄」，在台灣島已記錄過

的鳥類有 571 種，其中有 17 種台灣特有種及 66

種台灣特有亞種。這是因為台灣這座小小島嶼，

具有很大的海拔高低起伏，並有著豐富的植物相

與環境變化；然而在名錄中亦有 14 種外來鳥種

在此落地生根，且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包括：

綠頭鴨、埃及聖鹮、野鴿、灰斑鳩、鵲鴝、大陸

畫眉、輝椋鳥、白尾八哥、林八哥、家八哥、黑

領椋鳥、栗尾椋鳥、橙頰梅花雀、白喉文鳥；話

雖如此，曾出現在台灣的外來鳥種可不止這些，

比如：白腰鵲鴝、紅領綠鸚鵡、葵花鳳頭鸚鵡，

都在高雄地區曾有記錄，有些甚至在某些地區有

繁衍生息。但並不是所有鳥種都有機會成為外來

入侵種，外來種進入本地野外環境後，若不能落

地生根，便落得客死異鄉的下場，在探討外來鳥

種的問題之前，必須先來了解外來種、外來入侵

種的定義，以及寵物鳥與外來種之間的關係。 

外來種係指由人為主動或間接引入，出現在

家八哥‧陳俊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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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然分布與可能擴散範圍之外的物種、或某一

個亞種…，IUCN 於 2000 年公布外來種與外來

入侵種的定義如下：  

(一)外來種：指一物種、亞種乃至於更低的分類

群，並包含該物種可能存活與繁殖的任何一部

分，出現於其自然分布疆界及可擴散範圍之外。  

(二)外來入侵種：已於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環境中

建立一穩定族群並可能威脅原生生物多樣性者。 

並不是所有外來種都有機會成為外來入侵

種，通常外來種會因為適應不了新環境而死亡，

因此，要演變成外來入侵種的條件有四：  

(一)與原生棲地相似的環境條件。 

(二)在移入的地區缺乏天敵和競爭對手。 

(三)新地區有豐富的食物。 

(四)物種本身具備較強的繁殖力和環境適應力。 

入侵外來種最大的來源是寵物鳥，然而政府

單位在風險評估與防治上有所落後，民眾對於飼

養寵物的相關法令所知甚少，也顯見有關宣導不

足。在高雄市的放生外來種寵物方面，約有

30%的飼主表示曾經放生過，未來會放生或棄養

的也可能在 20%以上(林新沛、吳明峰 2007)。由

於入侵外來種所造成的物種滅絕僅次於棲息地破

壞因素，因此為維護台灣豐富的鳥類生態資源與

保有生物多樣性，不論是政府主管機關、學術界

或民間生態團體，均應該有更積極地做法，以因

應這個影響甚大的課題。 

台灣特有亞種八哥與白尾八哥、家八哥分布

的生態棲位有重疊的情形(劉小如 1999)，因而受

到很大的影響，在 2000 年後其野外目擊次數大

幅銳減(中華鳥會資料庫)。范孟雯等(2006)根據

建立野外族群的能力以及危害衝擊程度進行風險

評估，在台灣所有入侵外來種鳥類中，八哥科鳥

種的入侵風險評估均名列前茅，如林八哥、家八

哥、白尾八哥、黑領椋鳥、九官鳥及輝椋鳥等。 

根據梁世雄(2008)「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順

序評估系統」之評估結果，已知進口外來寵物鳥

種有 290 種，93 種逃逸野外成為引入鳥種，30

種在野外有繁殖記錄；家八哥被列為第一名，屬

於應優先處理的入侵外來鳥種，次優先的八哥科

鳥種依序為：葡萄胸椋鳥、栗尾椋鳥、九官鳥、

林八哥、黑領椋鳥、輝椋鳥及白尾八哥等 6 種。

而這些名列於「應優先處理」或「次優先處理」

的八哥科鳥種，就是我們關注的物種。 

實施方法與步驟 

一、目標鳥種 

外來種八哥科鳥類–白尾八哥、家八哥、輝

椋鳥、黑領椋鳥及栗尾椋鳥等 5 種。如有出現台

灣特有亞種八哥或自然狀態之下出現於台灣野外

的八哥及椋鳥，也都加以記錄。 

(一)地點：高雄市 11 個行政區域–楠梓區、左營

區、三民區、鼓山區、鹽埕區、新興區、前金

區、苓雅區、前鎮區、小港區及旗津區。 

(二)頻度：每個行政區每月進行一次全區的外來

種八哥科鳥類調查，時間為一個下午，並著重於

尋找八哥科鳥類群聚夜棲的地點。 

(三)工作方法：調查方式為穿越線法配合圓圈法

進行。記錄項目有：鳥種、數量、微棲地環境、

行為等，遇到重要地區，如：夜棲地，另加註地

理位置(經緯度座標)。 

1.穿越線法：在每個行政區內規劃連貫且不重複

的路線，記錄沿路出現的外來種八哥科鳥類。 

2.圓圈法：在八哥科鳥類群聚地點停留，每個點

停 6 分鐘，記錄周圍出現的外來種八哥科鳥類。 

(一)頻率：從 5 月起，每月增加完整的全市穿越

線調查，每次調查 1 個完整工作天，或在同一週

內利用 2 個半天完成。 

(二)工作方法：調查人員以汽、機車穿越全市，



表 1. 2010 年高雄市八哥科各鳥種各月份隻次數記錄 
種類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總計

台灣八哥 6 8 13 8 14 13 14 29 6 7 118
白尾八哥 494 499 321 279 241 190 380 495 183 218 3,300
家八哥 122 108 96 123 26 38 69 98 34 25 739
泰國八哥 6 2 4 4 1    1 2 20 
林八哥 2 1 1      1 1 6 
灰背椋鳥 126 14 1     44 29 141 355
小椋鳥 18        16 34 68 
輝椋鳥 295 331 266 207 187 186 188 205 289 238 2,392
黑領椋鳥 10 16 18 2 24    17 20 107
葡萄胸椋鳥  1  10 12 13 11 7   54 
栗尾椋鳥 8   8 7 8 10 16 11  68 
未確認八哥 77 36 24 57 11 8 16 21 30 60 340
總計 1,164 1,016 744 698 523 456 688 915 617 746 7,567

表 2. 2010 年高雄市八哥科各行政區各月份八哥科鳥種隻次數記錄 
分區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總計

三民區 153 140 119 66 25 24 41 68 51 63 750
小港區 394 381 248 157 110 28 54 127 110 117 1,726
左營區 6 14 12 49 55 66 77 224 36 38 577
前金區 61 23 47 62 38 45 45 10 29 29 389
前鎮區 66 137 54 43 18 12 42 65 34 98 569
苓雅區 54 57 4 71 81 60 126 189 111 144 897
新興區 41 43 44 44 41 35 60 57 43 54 462
楠梓區 32 42 32 24 23 38 35 34 26 16 302
鼓山區 120 47 46 53 35 70 61 56 45 32 565
旗津區 94 62 64 30 29 22 22 49 44 41 457
鹽埕區 143 70 74 99 68 56 125 36 88 114 873
總計 1,164 1,016 744 698 523 456 688 915 617 746 7,567

   

並於公園、綠地或校園內尋找，遇有八哥科鳥種

便停下觀察，記錄每隻個體的行為、配對繁殖情

形、不同種間之相互競爭或混群。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共進行 10 個月份的八哥科鳥類的族

群分布調查，共記錄 11 種八哥科鳥類：台灣八

哥、白尾八哥、家八哥、林八哥、泰國八哥、小

椋鳥、灰背椋鳥、葡萄胸椋鳥、黑領椋鳥、栗尾

椋鳥、輝椋鳥；除台灣八哥為留鳥，小椋鳥、灰

背椋鳥為過境或冬候鳥外，其餘均是外來種。全

年記錄到的八哥科鳥種總隻次數為 7,567 隻次，

其中有 340 隻次是未確認的八哥屬，未確認的記

錄通常是由於八哥在

快速飛行時較不容易

辨識；全年群聚量總

計上，外來種八哥共

佔 92.51%(6,686/7,227)， 

2010 年各月份所記錄

到的各種八哥的族群

量如表 1 所顯示，而

八哥科鳥種數量組成

比例如圖 1 所示。我

們可以看出白尾八哥

和輝椋鳥是數量最多

的 2 種，白尾八哥單

月最大族群量為 499

隻次(3 月)，全年總計

3300 隻次；輝椋鳥單

月最大族群量為 331

隻次(3 月)，全年數總

計 2,392 隻次。由圖 2

也可以看出八哥科鳥

種的總數量自 2 月份

(N=1,164)起一路下滑，

6 月(N=523)、7 月(N=456)是總隻數最低的時期，

8、9 月的總數量略為回昇，到 10 月又突然降低。 

表 2 顯示 2010 年各月份在高雄市各個行政

區內記錄到的八哥科鳥種總群聚量，由數據可知

小 港 區 (N=1,726) 、 苓 雅 區 (N=897) 、 鹽 埕 區

(N=873)及鼓山區(N=750)等 4 處為全年總隻次數

最高的幾個樣區。由於小港區內的南星計畫區裡

有一群目前所知高雄市境內最大的夜棲八哥群

聚，因此幾乎各月份都是數量最高的樣區。 

從 2010 年的 5 至 11 月，我們共進行 7 次的

全市穿越調查，發現八哥於 4 月底、5 月初之際

便開始求偶，白尾八哥和家八哥都有明顯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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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2010 年高雄市各月份八哥科鳥種隻次數變化 

←圖 1.高雄市全年八哥科各鳥種總數量百分比 

    

行為，並發出嘹亮的叫

聲；爾後 6 月至 8 月期

間，共記錄到 72 個八

哥科鳥類的巢位，其中

白尾八哥 52 處、家八

哥 6 處、台灣八哥 1

處、輝椋鳥 10 處、黑

領椋鳥 1 處、栗尾椋鳥

2 處，而在苓雅區和鳳

山區交界的高速公路中正、建國 2 處交流道旁，

也記錄到 4 處葡萄胸椋鳥及 2 處白尾八哥的巢

位。在這些巢位中，除輝椋鳥築巢於民生路的華

盛頓椰子，黑領椋鳥築巢於左訓中心內的樹上、

栗尾椋鳥利用五色鳥留下的樹洞外，其餘均在人

為設施之上；另外張進隆鳥友也回報在高雄二港

口內經年都有輝椋鳥築巢在舊水銀燈架內及貨

櫃，文化中心內亦有輝椋鳥築巢於人造設施。 

在覓食地調查方面，我們發現除了新興區的

民生路上全年都有輝椋鳥活動外，並沒有記錄到

穩定的、全年可供八哥利用的覓食地點；相對

地，我們發現到八哥的習性是配合著校園植物、

公園行道樹的花、果期，不斷地變換覓食點；另

外只要有公園、綠地或道路分隔島割草期間或割

完草後，不久便會有八哥聚集覓食。食性上，八

哥以植物的花、果為主食，但遇有昆蟲或蠕蟲時

便會優先捕食。在自然環境下，我們記錄到八哥

取食的校園植物或公園行道樹有：大戟科的茄

苳、烏桕，桑科的榕樹、雀榕等榕樹與構樹、菩

提樹，梧桐科的掌葉蘋婆，無患子科的台灣欒

樹，楝科的苦楝，火筒樹科的火筒樹，棕櫚科的

椰子與海棗…種類十分繁多。此外，我們也發現

幾處人為餵食的地點，在這些地方，通常輝椋

鳥、白尾八哥和麻雀為大宗，白頭翁、珠頸斑鳩

和樹鵲則是偶而會來取食。 

雖然數量稀少，台灣八哥會與白尾八哥、家

八哥的覓食集團經常性地混群，雖然很少有彼此

驅趕的情況出現，但觀察到的通常是台灣八哥、

家八哥驅趕白尾八哥，應該是由於前兩者的體型

大於後者的緣故，然而體型的優勢並沒有讓台灣

八哥或家八哥的族群量比白尾八哥更多。 

由於白尾八哥、家八哥與輝椋鳥在高雄市境

內的數量日益增加，參考中華鳥會(2008)的經

驗，我們便尋覓適合進行移除工作的地點。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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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調查，發現八哥科鳥類在高雄市的習性十分

複雜，並沒有全年固定的覓食點，因此，我們改

利用其群聚夜棲之習性，選擇南星計畫區內的夜

棲點進行 3 次繫放工作，但成效不彰，僅有兩次

捕獲到 3 隻白尾八哥及 1 隻家八哥。 

期間，我們發現白尾八哥及家八哥一旦中

網，掙扎一段時間(約 2-至 3 秒)後，便會發出高

頻、音量很大的聒噪聲，附近的八哥均停止動作

並觀察霧網的方向，不久後便飛散而逃；爾後，

我們發現原夜棲在這裡的八哥群有一段時間不回

該處夜棲，因此，我們推測中網的八哥發出的叫

聲，對於附近活動的個體有警示作用。根據研究

(Griffin & Boyce 2010)，八哥會經由觀察同類發

生不幸的遭遇之處，學習到這些地方是危險的地

帶並會減少進入該區。而在捕捉移除的過程中被

捕獲的八哥，發出高聲、聒噪的警戒叫聲，會使

得該處其牠八哥同時停止動作、望向霧網的方向

後，不久便飛散而逃。因此若不能事先預防，一

旦有個體中網，很快地便會暴露出霧網的位置。 

本計畫進行了高雄市 11 個行政區的八哥科

鳥種調查及外來種八哥的移除試驗，根據調查結

果與調查過程中的觀察，對於高雄市的八哥族群

分布及其生態行為有了更深入的認識，茲將其群

聚生態與行為特性整理如下： 

(一)高雄市境內所有八哥科鳥類中，以白尾八哥

和輝椋鳥的數量最大，台灣八哥族群量則十分稀

少；顯示其生存空間及資源受到極大的壓縮。 

(二)八哥科鳥類的族群量在 6-7 月調查期間明顯

較少，這與其繁殖行為有關；雖然我們可以掌握

到某些繁殖巢位，但其習性上會變得比較隱密。

因為配對後的親鳥會分散於各地生殖育雛，在夜

棲地數量會明顯減少，繁殖季後再度回升；顯示

繁殖季結束後，八哥會再回到夜棲地聚集。 

(三)在高雄市境內，八哥會選定高大樹木或竹叢

做為夜棲點，周邊有時會有燈光，夜棲時會保持

警戒，入夜後仍可以不斷地聽到嘈雜聲。 

(四)由於高雄市沒有穩定、全年可供八哥利用的

覓食地，因此八哥便配合校園植物、公園行道樹

的花、果期及割草的時機，在市區內遊走覓食。 

(五)白尾八哥在習性上並不會驅趕台灣八哥，為

何造成其族群量的減少，仍需更進一步的研究。 

(六)在八哥群聚夜棲點附近利用霧網進行捕捉與

移除工作，成功率較低，且有可能驚動同一地區

的其牠個體，必須以其他的方式進行。  

檢討與建議 

外來種係指由人為主動或間接引入，出現在

其自然分布與可能擴散範圍之外的物種；某些外

來種，尚可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系建立能持續繁

衍的族群，甚至改變或威脅入侵地的生物多樣

性，此類物種稱之為入侵種(IUCN 2000)。入侵

外來種最大的來源是寵物鳥，然而政府單位在風

險評估與防治上有所落後，民眾對於飼養寵物的

相關法令所知甚少，也顯見有關宣導不足。在高

雄市的放生外來種寵物方面，約有 30%的飼主

表示曾經放生過，未來會放生或棄養的也可能在

20%以上(林新沛、吳明峰 2007)。 

根據建立野外族群的能力以及危害衝擊程度

進行風險評估，在台灣所有入侵外來種動物中，

八哥科鳥種風險均名列前茅，如林八哥、家八

白尾八哥的求偶展示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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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尾八哥、黑領椋鳥、九官鳥、輝椋鳥，

(范孟雯等 2006)。已知進口外來寵物鳥有 290 種，

93 種逃逸野外成為引入鳥種，30 種在野外有繁

殖記錄，根據「已入侵外來動物處理順序評估系

統」之評估結果，家八哥為第一名，屬於應優先

處理的入侵外來鳥種；次優先的八哥科鳥種為：

葡萄胸椋鳥、栗尾椋鳥、九官鳥、林八哥、黑領

椋鳥、輝椋鳥及白尾八哥等(梁世雄 2008)。 

台灣特有亞種八哥與白尾八哥、家八哥分布

的生態棲位有重疊的情形(劉小如 1999)，因而受

到很大的影響，2000 年後其野外目擊次數大幅

銳減(中華鳥會資料庫)。綜觀高雄市 2010 年的

調查結果，可以發現高雄市境內外來種八哥科的

種類佔 72.73%(8/11)，數量佔 92.51%(6,686/7,227)。 

由於台灣八哥與白尾八哥、家八哥的生態有重

疊，如此相差懸殊的結果，顯示高雄市境內的台

灣八哥在生存空間上已受到很大的壓縮，因此，

亟需更積極的做法去改善目前的情形，即是由民

間、學界和官方共同討論，擬定保育、復育計畫

並確實執行，建議官、學、民合作之模式如下： 

(一)政府主管保育機關需審慎修訂現行之野生動

物保育法，對於野生動物捕捉與販賣以及進口寵

物鳥之管理與管制，提供有力的法律依據，並由

地方政府確實執行，積極與民間生態團體合作，

進行強力宣導、教育，讓社會大眾能夠逐漸重視

生態資源的保育與復育。 

(二)民間生態團體由於長期經營且會員均來自各

界，深知一般民眾有「捕捉、販賣一般類野生動

物並不違法」的錯誤觀念；且又經常舉辦生態活

動、講座等教育宣導，適合做為政府機關與社會

大眾的橋樑，站在第一線與民眾接觸。 

(三)各大專院校內之生物相關系、所，因經常進

行生態研究與調查，並具有豐富的理論知識，可

與政府主管機關與民間生態團體相輔相成，讓理

論落實於政策與實務之中。 

本年度為三年期計畫之第一年，在計畫執

行初期，我們對於高雄市範圍內的八哥群聚所知

有限，也造成後期在移除工作上的成效有限，但

2011 年我們將動員更多人力，並擴增調查點，

以期對高雄市的八哥科鳥種族群分布與生態習

性，能有更深一層的認識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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