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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謹  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

初版序

台灣四面環海，地處亞熱帶，近熱帶北

緣，具高溫、多雨及多颱風的海島氣候，島內

高山聳峙連綿，從平原至高山具有熱、溫、寒

三帶的氣候，全島林地面積高達58.5％。由於

地理位置特殊，地形與氣候複雜，又曾經歷冰

河期洗禮與亞洲大陸分合過程，成為生物最佳

避難所及留存向島內高海拔地區移動發展，因

此形成多樣性生態體系，孕育出各種不同氣候

帶的生物資源，造就豐富之生物資源及高比例

之特有種，在學術研究、資源保育上極具重要

性。

台灣位於東亞鳥類遷徙路線的中途站，

有從亞洲大陸、日本和韓國到此避冬或過境的

鳥類，有從中南半島和澳洲、太平洋沿海到

此繁殖的鳥類。台灣的鳥類資源543種中，約

有28％屬於候鳥，17％屬於過境鳥， 21％屬

於迷鳥，5％屬於海鳥、外來種或不確定種， 

29％屬於留鳥，留鳥中約有15％特有種，鳥類

資源豐富，特有種比例之高，為世界所少有之

國家，因此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

認定為「特有種野鳥棲地」，並登錄52處鳥

類重要棲地（Important Bird Area，簡稱

IBA）。

「誌」是分類學者研究分類群時，首要

查閱的重要文獻，因為「誌」的內容包括物種

的命名、分類沿革、外觀形態、產地、標本紀

錄，甚至會對某些分類群附加生活史描述或討

論分類地位等。「誌」的完整性及品質可以代

表一個地區生物多樣性研究的成就，更代表一

國研究水平及國力之展現，我國就曾受日、

菲、印、泰、大陸等國邀請協助編寫當地生物

誌之撰寫工作，可見生物誌的撰寫發行之重要

性及迫切性。

台灣最早發行有關鳥類誌的圖書是民國45

年(1956年)由陳兼善教授撰寫的『台灣脊椎動

物誌』，該書最近一版是民國82年(1993年)，

迄今已有16年之久，很多資訊已不符現今研究

發表結果，就以特有種為例，現今我國鳥類的

特有種數早已超過百年認定的14種。為彌補這

段空缺以及有系統整理模式標本及文獻資料，

本局邀請中央研究院劉小如研究員為計畫主持

人，召集國內鳥類專家學者，歷時6年時間，

蒐集有關鳥類文獻、形態、生物學、棲地環

境、模式標本等資料，完成『台灣鳥類誌』一

書的發行，為我國鳥類研究史上劃下重要里程

碑。該書之發行不僅展現台灣鳥類資源的多樣

性與珍貴性外，更提供台灣鳥類研究主要文獻

來源，為研究者節省查閱資料時間，增加發表

資料的正確性，提昇國內鳥類的研究及國際學

術的水平。

序

005
上冊



Pr
ef

ac
e

TH
E
 A

V
IF

A
U

N
A

 O
F
 T

A
IW

A
N

 (
V

0
L
.1

)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初版序

自1992 年以來，國際社會已普遍瞭解生

物多樣性是人類生存、以及社會與經濟發展的

基礎，不但與當前的世代福祉密切相關，未來

世代的生存與發展也必須仰賴這些資源。由於

人類活動已經給世界上的生物多樣性帶來重大

威脅，聯合國會員國在1993年正式簽署生物

多樣性公約，協議：（1）保育生物多樣性；

（2）對生物多樣性資源或其部分的利用，必

須符合永續原則；（3）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

生物多樣性基因資源所帶來得利益。簽約國應

允在這些原則下發展出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

利用的國家策略。

台灣雖然不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簽約國，

行政院永續會還是擬定了行動計畫，要求各級

單位重視與配合。此行動計畫中明訂要「加

強分類學能力建設，以及逐年完成台灣各類動

物、植物與微生物誌之編撰」。生物誌是依照

分類學原理，對各類生物現有資料進行系統性

的總整理，因此是判定本土生物資源的豐富

度，推動生物多樣性研究、保育、教育及永續

利用的基礎與重要參考資料，例如能正確鑑定

物種，才能切實保育對人類醫療重要的基因資

源，能確定那些物種是外來種，才能落實防止

外來種入侵的策略。世界上科學發達的國家早

已有編撰該國生物誌的傳統，生物多樣性公約

簽署之後，更多國家已積極加入編撰生物誌的

行列。

台灣鳥類資源的豐富早已聞名於世。台灣

與亞洲大陸的關聯與隔離，島上眾多高山所造

成的複雜地形，以及近四千公尺海拔所涵蓋

的多樣氣候帶，讓台灣孕育了高比例的特有鳥

種。又因為台灣島不但位於亞熱帶太平洋的西

緣，也在亞洲與澳洲候鳥遷移的路線上，讓台

灣的鳥類相兼具古北區、印度馬來區、亞澳區

與大洋區的特色，真是彌足珍貴。雖然如此，

國內一直欠缺對台灣鳥類知識的彙整；自1951

年日本學者對台灣鳥類分類做過初次整理以

後，僅有台灣脊椎動物誌鳥綱把前述日本文獻

翻譯成中文，並在1984年的修訂版中補充了部

分觀察紀錄。然而近30年來國內已累積了大量

的新資料，同時分子技術及聲音分析對鳥類分

類學的貢獻與影響，已經改變了許多台灣鳥種

的分類地位，但是國內通用的中文參考資料，

並未反映出這些更動。

現在本中心劉小如研究員約集了國內關心

鳥類分類的學者，在林務局的經費補助之下，

耗時六年檢視了日治時代以來的各種文獻與觀

察資料，費心費時地查證，去蕪存菁，完成了

此套首次完全由國人編寫的台灣鳥類誌。鳥類

誌是一套工具書，此套書對於未來進行鳥類生

物多樣性研究與教育，或者政府研擬鳥類保育

策略，必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文獻。期望此

套書的完成，讓台灣的鳥類研究更蓬勃發展，

鳥類保育更順利成功。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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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

臺灣緊鄰歐亞大陸，北迴歸線橫跨中南

部，由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擠壓下，形

成地形變化高差近四千公尺長條蕃薯狀的島

嶼，擁有熱、溫、寒三帶的氣候。由於地理位

置特殊，地形與氣候複雜，又曾經歷冰河期洗

禮與亞洲大陸分合過程，形成多樣性生態體

系，為生物最佳庇護所及留存向島內高海拔地

區移動發展空間，遂孕育出各種不同氣候帶的

生物資源，造就豐富之生物資源及高比例之特

有種，在學術研究、資源保育上極具重要性。

臺灣位於東亞鳥類遷徒路線的中途站，除

原棲息的留鳥外，有北從亞洲大陸、日本和韓

國到此避冬或過境的鳥類，也有南從中南半島

和澳洲、太平洋沿海到此繁殖的鳥類。臺灣的

鳥類資源擁有南來北返的遷移性鳥類及留鳥，

鳥類資源豐富，特有種比例之高，為世界所少

有之國家。

「生物誌」的內容包括物種最初的命名發

表、分類與學名沿革、外觀形態、產地、標本

紀錄，甚至會對某些分類群附加生活史描述或

討論分類地位等，是分類學者研究分類群時，

首要查閱的重要文獻。「生物誌」的完整及準

確性可以代表一個地區生物多樣性研究的成

就，更代表一國研究水平及國力之展現，我國

就曾受日、菲、印、泰、大陸等國邀請協助編

寫當地生物誌之撰寫工作，可見生物誌的撰寫

發行之重要性及迫切性。

《台灣鳥類誌》套書內容豐富，詳細記

載鳥類文獻、形態、生物學、棲地環境、模式

標本及國內分布狀況等資料，受到第三屆國家

出版獎之肯定，榮獲佳作獎，給予撰寫團隊莫

大的鼓舞。於99年發行之初即受廣大讀者瘋狂

下訂蒐藏購買，一度造成市場缺貨無法供書的

窘境。套書雖以中文撰寫，連國外博物館及鳥

類研究者來信函索取書籍典藏，可見套書已受

到國際鳥類研究者之重視。套書發行迄今已近

2年，由於各界讀者廣大迴響並提供更多更新

的資訊，撰寫團隊負責人中央研究院劉小如研

究員有鑑於前版倉促出版，難免有疏漏之處，

決定重新改版編排並修正內容，發行修訂版，

以符合各界期盼與蒐藏之需。歷時6年，首次

完全由國人編寫完成《台灣鳥類誌》套書，已

為我國鳥類研究史上劃下重要里程碑。不僅展

現臺灣鳥類資源的多樣性與珍貴性外，更提供

臺灣鳥類研究主要文獻來源，增加發表資料的

正確性，提昇國內鳥類的研究及國際學術的水

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局  長

謹 識

中 華 民 國10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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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致謝與期許

我們在2004年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的委託，組成編輯群著手編寫『台灣鳥類

誌』時，並沒有很明確地認清這份工作的複雜

度，只是希望將台灣戰後所累積的鳥類資料整

理在一起，對目前所能確定的狀況做個階段式

的交代，一方面讓對台灣鳥類有興趣的人可以

方便查閱瞭解，另一方面也讓讀者知道有那些

鳥種迫切需要加強資料的蒐集，以補足或修正

目前的片段認知。如今整理既有資料的目標算

是勉強達成了，但在編寫的過程中也發現了諸

多目前難以化解的困難，我們將這些問題呈現

在讀者面前，期望能鼓勵大家未來進行鳥類觀

察時，能特別注意收集精準的紀錄，以供未來

修訂。這是第一套由國人自行編寫的台灣鳥類

誌，不論是我們知識的不足，或無意間導致的

錯誤，都希望讀者能盡量指出，以利未來的訂

正。

台灣第一套鳥類誌的出版，是一項艱鉅的

工作。在撰寫文稿的五年中，作者群開過許多

次辛苦冗長的會議，討論所遇到的眾多疑難雜

症，檢視過難以計數的影像資料，希望能以群

體的共識，做出現階段的最佳判斷。這過程中

給予我們協助的人眾多，雖然限於篇幅無法在

此一一列出，但對每一位我們都致上衷心的感

謝。我們要特別感謝簡哲仲先生詳細完整的會

議紀錄，對作者群五年來能遵守相同的撰寫原

則功不可沒，他並協助搜尋網路，追蹤所有新

紀錄鳥種的線索；馮雙女士則負責和攝影者聯

繫的重要工作，她的努力及各地鳥類攝影者熱

心慷慨地支持，讓鳥類誌能得到精彩的照片，

大幅提高了鳥類誌內容的豐富度與說明性；詹

仕凡先生努力尋找收藏台灣鳥類模式標本的博

物館網址，以及協助最後階段的內容檢視、圖

片整理、格式統一等既瑣碎又辛苦的工作。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陳彥君小姐、國立台灣博物

館林俊聰先生、中央研究院動物標本館薛孟旻

小姐以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姚正得先生

等，耐心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資料，一再容忍我

們的騷擾，張進隆先生、郭東輝先生、林瑞興

先生、鄭謙遜先生和許多其它鳥友翻找查證早

年的紀錄、協助確定事實，廖煥彰先生、林貞

瑋小姐、林大利先生、郭怡良小姐、莊馥蔓小

姐、鄧詠淨小姐協助世界鳥類分布圖之繪製，

日本山階鳥類研究所尾崎清明先生 (Kiyoaki 

Ozaki) 提供了黑面琵鷺測量值及日據時代的

文獻，分類學家 E. Dickinson 先生對鳥類分

類上的疑難屢次提供建議，都對鳥類誌的完成

有不可或缺的貢獻。由於不同作者的文字風格

不同，資深的編輯人張蕙芬女士慨然應允在百

忙當中協助文稿修訂與整合的重大工作，還有

專業的美術設計黃一峰先生的設計完稿，讓這

套台灣鳥類誌能以較成熟的面目出現在讀者眼

前。對上述諸位先生、女士的協助，我們謹致

上最誠摯的謝意。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的經費補助，顏仁德局長對編寫鳥類誌

的重視，承辦人王守民先生的不斷鼓勵，沒有

林務局的支持，我們無法完成台灣鳥類誌的撰

寫與出版。

我們謹將這套書獻給台灣這片土地，也獻

給所有關心台灣鳥類的人。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致謝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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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致謝

修正版致謝

『台灣鳥類誌』在2010年印行初版時，並

沒有預期會有眾多讀者想得到此書，因此印製

的套數並不多，沒想到出版之後受到很多對鳥

類有興趣的讀者關注，市面上的實體書迅速被

收購一空，代售的書局還有不少無法滿足的訂

購單。此套書也得到第三屆國家出版獎評審的

青睞，獲得「國家出版獎佳作」的肯定。

由於初版的印製時間十分緊促，因此內容

有諸多錯誤與失漏。非常感謝多位鳥類觀察者

熱心地指出書中各種大小錯誤，及建議我們進

一步印製新書來滿足大眾的需求。這種鼓勵給

了我們動力，讓我們儘快地完成了修訂工作。

此修訂版乃以初版為依據，並沒有增加所

涵蓋的鳥種數，僅修改了已知的錯誤，及補充

了資訊上的不足，也移除了部分內容重複或錯

誤的圖片，並對原來圖片不足的鳥種，儘量補

充了具有說明意義的圖片，希望能更明確地呈

現各種鳥的外貌，與生態、行為特色。雖然如

此，相信本套書中依然存在著不少錯誤與疏

漏。期望讀者能延續前次的熱心協助，繼續給

予指正，以作為未來進一步修訂的參考。

在此我們向對本次修訂作業有重大貢獻的

朋友，致上最高的謝意（依姓氏筆畫排列）：

丁長青、丁昶升、阮錦松、李日偉、李璟泓、

吳建龍、沙謙中、林大利、林秀麗、洪貫捷、

孫金星、許育誠、張珮文、張傳 、詹仕凡、

廖本興、蔡乙榮、蔣忠祐、潘致遠、潘明麗、

劉威廷、蕭世輝等。也要特別感謝無償提供精

彩新圖片的丁長青、王嘉雄、朱雷、李志忠、

宋玉梅、汪辰寧、林文宏、林惠珊、官建維、

范兆雄、洪孝宇、孫元勳、奚至農、陳王時、

郭彥仁、袁蜀龍、梁皆得、游素連、曾雲龍、

黃永坤、葉守仁、廖本興、蔡牧起、蔡偉勛、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9 月

劉培琦、薄順奇及顏重威。在短期內協助重新

建立版面的伯驊美編隊伍及中研院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的助理吳瓊媛，更是本書能順利再版

的重大功臣。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農委會林務局再度提供

經費補助，局長李桃生的全力支持，承辦人員

王守民先生的積極協助與鼓勵，讓這套書能夠

以新的面貌出版。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生物多

樣性研究中心邵廣昭研究員，慨然承擔起行

政、聯繫、與負責執行的重任。沒有林務局和

邵教授的支持，鳥類誌第二版不可能出版。

最後我們依然要將這套書獻給台灣這個寶

島，及獻給所有關心台灣鳥類與自然環境的

人。

『台灣鳥類誌』初版獲得國家出版獎佳作的肯定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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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撰寫鳥類誌的目的與意義

自英國博物學家 Robert  Swinhoe 開始收

集整理台灣鳥類資料至今已近150年，1863年

他在英國期刊Ibis中發表的〈The Ornithology 

of Formosa, or Taiwan〉，是最早的「台灣鳥

類誌」。1950至51年日本學者蜂須賀正氏和羽

田川龍男在台灣省立博物館季刊中發表的兩篇

報告，則可以算是第二版的台灣鳥類誌，內容

包括了日治時代累積的資料。台灣戰後至今已

六十餘年，雖然中華鳥會曾經在1995年審定過

台灣鳥類名錄，近十餘年來已經又累積了大量

新資料，加上近年分子技術的發展給鳥類分類

帶來許多改變，過去的參考書籍早就已經不敷

使用，而且對於各鳥種在台灣的生存習性，一

直不曾有人做過系統性的整理，相關資料更沒

有被集中保存，因此本鳥類誌企圖對台灣鳥類

資料做一次總整理，一方面呈現較新的瞭解，

另一方面也讓鳥類工作者可以清楚明瞭目前鳥

類知識需要補強之處。

台灣的地理位置，加上極有特色的高山峻

嶺和鳥類分布與組成，提供了許多生物地理、

演化方面的良好研究題材。我們期望整理現有

的鳥類資料，除供有興趣的人士進一步分析比

對外，也可以凸顯既有資料不足之處，有助於

未來的學生或研究人員選擇研究對象或研究重

點。

鳥類是野生動物當中到處可見又吸引人觀

賞的物種，是環境教育中的重要題材，但社會上

現存的教育材料，常常互相抄襲千篇一律，使用

者也常無法釐清資訊的正確性。鳥類誌的編寫參

考了各種鳥類調查研究報告，可作為各界未來編

寫教材的參考。正因為鳥類明顯易見，普遍受到

社會的關注，一個開發案是否會影響保育類鳥種

的生存，常是關懷自然保育者的重要考量。本書

將歷年來累積的資料做一個統合整理，公諸社會

大眾做為生態保育的參考，期望能讓開發業者在

規劃時即避開重要的鳥類棲地，也可以節省社

會力，減少不必要的爭議。

編寫原則

『台灣鳥類誌』的編寫過程可分為數個階

段。首先作者群決定了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只包

括台灣本島，以及澎湖、綠島、蘭嶼、龜山島

和北方三島等離島，不包括金門與馬祖。這是

因為雖然台、澎、金、馬四個地區同屬一個政

治體系，但在生物地理上，金門和馬祖卻與中

國大陸的物種組成比較相近，和台灣、澎湖及

其他離島有比較大的差異，因此，作者群決定

了這本『台灣鳥類誌』所涵蓋的地理區域，並

不是因為金門和馬祖的鳥類不重要，而是此兩

地鳥類組成的獨特性，應該獨立處理才不至於

被混淆淡化。

本書的作者群，第一排左起方偉宏、劉小如、丁宗蘇。第

二排左起蔡牧起、顏重威及計畫助理詹仕凡。第三排為林

文宏。

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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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水域是許多候鳥或過境鳥重

要的歇息處。﹝王健得攝﹞

依據、標準與定義

【鳥類誌中所引用的學名與分類的依據】 

傳統的鳥類分類依據是形態上的差異，後

來增加了鳥類聲音、行為方面的考量。近三十

年來，分子生物學技術被廣泛應用於遺傳及演

化學的研究上，鳥類分類學也出現了許多新的

調整，但不同分類學家對種的界定標準不同。

因為台灣沒有鳥類分類或命名專家，加上台灣

並沒有足夠協助判斷鳥類分類的標本或參考

書，因此作者群決定採用當年剛發表的世界鳥

類名錄（Dickinson 2003）做為台灣鳥類誌整體

分類依據，所有鳥種的學名都採用此書中的拼

法，但是五色鳥及台灣朱雀，依據近年發表在

有公信力鳥類期刊中的報告，應該是台灣特有

種，本鳥類誌乃加以採納。預期台灣的鳥類分

類狀況，尤其雀形目部分，未來還會有很大的

改變（參考 Pasquet 等 2002）。

在參考文獻部分，作者群盡量蒐集了與台

灣鳥類相關各種報告，包括國內外研究報告與

碩士、博士論文，彙整各種鳥的基礎生物學與

生態習性資料，整理觀察紀錄，建立各種鳥的

分布圖。對各鳥種的外形描述，則盡量參考台

灣各博物館蒐藏的標本，並測量各種標本之主

要形值以供讀者參考。另外也設法確定每一種

鳥以及出現在台灣的亞種的模式標本收藏地。

在建立台灣鳥類名錄方面，台灣近年到野

外觀察記錄或拍攝記錄野鳥的人數和水準都大

幅提昇，因此新紀錄種也不斷出現，我們編定

的鳥類名錄也因此修改過好幾次，最後大家決

定這一版的台灣鳥類誌涵蓋的範圍包括(1)蜂

須賀正氏和羽田川龍男在1950至1951年間整理

出來的歷史性資料，(2)中華鳥會在1995年審

查後發表的鳥類名錄，以及(3)2006年10月以

前出現的新紀錄種。被納入在台灣鳥類誌中的

新紀錄種，原來的觀察紀錄都經過仔細檢視與

討論，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也都有可分辨的影

像紀錄或實體佐證。審定時，一方面參考各鳥

種在世界上的地理分布與台灣的地緣關係，同

時也考慮寵物鳥市場上是否有該種鳥的進口與

販賣紀錄，最後判定是否接受該鳥種為台灣鳥

類相的一員。至於發現紀錄缺乏清晰可辨識的

影像的鳥種，作者群決定暫不納入於台灣鳥類

相中，而列於附錄中，提醒賞鳥者及野外工作

者特別注意，期待未來有進一步資料後，可更

明確地判斷實際狀況。

台灣鳥類誌中對每種鳥的各種說明，都盡

量以台灣觀察到的狀況為依據，例如許多鳥種

會在各地發展出不同的方言，所以強調本土性

有其必要，尤其國外書籍甚多，有興趣的讀者

多能直接參考原著，作者群決定不在台灣鳥類

誌中大量引用外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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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鳥類誌或生物分類的書籍裡，通常

各科說明之後，會以屬為單元，在屬的介紹和

分種檢索表後面緊接著是該屬各鳥種介紹。但

由於『台灣鳥類誌』是一本圖文並重的書，加

上台灣鳥類相中單種屬的比例頗高，若按照傳

統的編排方式，勢必會出現許多頁面大部分空

白的狀況，更會增加許多篇幅。因此本書在編

排上做了一些妥協，將所有的屬別介紹及分種

檢索表集中置於科的描述之後。另外為方便讀

者查閱內容，檢索表中每一種鳥的學名之後均

標示出該種鳥說明的所在頁數，希望這樣可以

把讀者查閱上的不便降到最低。

『台灣鳥類誌』的編寫遭遇到三類困難：

其一是資料的品質問題，例如過去對鳥名使用

的不明確，以致於壽帶、綬帶鳥和紫綬帶等名

稱，在賞鳥者的觀察紀錄中被混雜使用，讓我

們無法利用過去的紀錄分辨這兩種鳥在台灣出

現的情形。其二是有一些鳥種近年被國外學者

分成兩種，例如庫頁島柳鶯與淡腳柳鶯，或白

氏地鶇與虎斑地鶇；早年前兩種鳥都被稱為淡

腳柳鶯，後兩種都被稱為虎斑地鶇，因為這兩

種鳥的外形十分相近，到台灣來度冬時又不鳴

唱，讓我們也無法從過去的紀錄中釐清各自出

現的情形。另外鳥類誌主要參考文獻的作者將

小虎鶇歸於虎斑地鶇之下，但小虎鶇的鳴唱

又與北海道的白氏地鶇相似，分類地位疑點

重重。其三是國內的參考資料不足，又缺乏實

際標本以供比對，當某些鳥種有數個亞種都可

能出現在台灣時，我們往往無法判斷被觀察到

的個體確實屬於那一個亞種，例如鶯科的短尾

鶯、茅斑蝗鶯、蒼眉蝗鶯、冠紋柳鶯，鶇科的

白眉地鶇， 科的栗耳 、葦 、蘆 ，以及

鶲科的藍歌鴝、漠 等都有多個亞種。

另外，本鳥類誌將不同年齡的鳥界定如下：

◎雛鳥：指尚未離巢的個體。

◎幼鳥：指已離巢至第一次換羽前的個體。

◎ 亞成鳥：指似成鳥但尚未性成熟的個體。例

如若一種鳥要四歲才開始繁殖，三歲的個體

為亞成鳥。

◎ 未成鳥：泛指不是成鳥的個體，包括亞成鳥

、幼鳥及雛鳥。

【鳥類遷留型態的判定】 

『台灣鳥類誌』將出現在台灣的鳥歸納為

留鳥、冬候鳥、夏候鳥、過境鳥、迷鳥和海鳥

等類別。留鳥指終年在台灣生存的鳥種；當一

種候鳥在台灣繁殖但會飛往南部度冬，在北方

繁殖的族群會到台灣來度冬時（例如小白鷺與

牛背鷺），雖然台灣全年可見，嚴格來說應該

屬於候鳥，但因為台灣的研究普遍不足，作者

群無法判定是否有部分個體全年留在台灣，因

此在本鳥類誌中仍認定這類鳥種為留鳥。冬候鳥

作者群開會討論編寫原則及撰寫內容。

作者群討論修訂版的內容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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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照下歸巢的鳥群是台灣珍貴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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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秋天到達，在台灣度冬，春天離開到北方繁殖

的鳥種；夏候鳥指春天到達台灣繁殖，在夏末秋

初南遷的鳥種；過境鳥是遷移季節會經過台灣，

可能會停下休息幾天，但並不長期停留的鳥種；

迷鳥指連續五年沒有固定出現，或歷史上曾在台

灣出現，但近年已不再出現的鳥種，例如短尾信

天翁、朱 等。除此之外，有些海鳥不在台灣繁

殖，但在非繁殖季偶然會出現在台灣四周海面，

例如兩種軍艦鳥，其出現時間既不規則也無季節

性，因此在鳥類誌中被獨立歸為海鳥類。出現在

台灣的鳥類有些同時兼具數種身份，例如日本松

雀鷹是「不普遍的過境鳥、稀有的冬候鳥」。

【鳥類普遍度判斷原則與依據】

 『台灣鳥類誌』不僅以採集到的標本為判

斷依據，各地賞鳥人士可信度高的觀察資料也

提供了重要的訊息。不過因為鳥類被觀察到的

頻繁度受諸多環境與觀察者狀況的影響，例如

有些地方賞鳥的人觀察的次數比較多，或者去

的人數比較多，或者停留的時間比較久，因此

對當地鳥類狀況的紀錄自然比較完整，發現新

紀錄種的可能性也比較高。鳥類出現紀錄少的

地方可能鳥真的很少，但也可能是偶然才有人

前往觀察，或者停留時間很短，或當時的天候

狀況不利於觀察，甚或根本沒有人前去觀察。

要正確地判斷各地鳥類的分布狀況與相對數

量，需要有全島性，以同樣的方法，同樣的調

查力度收集資料，來做為判斷的基礎。中華鳥

會在1994至1996年曾經努力推動建立這種鳥類

資料庫，但所需人力與時間遠超過義工及鳥友

的負荷，以致未能落實這個理想。雖然既有的

資料不足，我們還是認為即使是非常粗略地區

分各種鳥的出現狀況與相對數量，也比避開不

談要好，因此訂出下列分級標準，期望未來的

資料累積，可以允許比較細緻的分級標準，做

為修正鳥類誌時的依據。

◎  普遍：在合適的棲地中，出現在70％的觀察

紀錄中。

◎  不普遍：在合適的棲地中，出現在20至70％

的觀察紀錄中。

◎  稀有：在合適的棲地中，出現在20％以下的

觀察紀錄中。

【中文鳥名的修訂】

台灣目前通行的中文鳥名常見下列缺點：

(1)缺乏一致性，有些中文名難以望文生義，

無法反映其分類地位；(2)中文名與該鳥種外

形、分布無關；(3)現有多種鳥名系統，容易

產生混淆；(4)與中國大陸鳥名相同，但並非

同種；(5)有些鳥名用字過於冷僻。此外，(6)

有些新紀錄鳥種在台灣尚無廣為接受之中文

名；(7)有些鳥種的分類地位有所變動，被分

出來的新種需要重新命名；(8)原有中文鳥名

常被嚴重混淆，例如大杓鷸、白腰杓鷸、黦

鷸；及(9)名不符實的鳥種。因此修訂台灣鳥

類的中文名稱有其必要性。

鳥類誌的作者群在修訂前述有缺點的鳥名

時，盡量依據分類地位，用科學的方式統一或

更改不合理或容易誤會的鳥名，對有特殊文化

意涵之鳥名，則盡量保留不更動。又因為中國

大陸鳥類學者早已依分類修訂過中文的鳥名，

本次修訂時參考中國大陸屬名，逐種討論，但

並未全盤接受中國大陸的鳥名。逐種說明請參

見「台灣鳥類名錄」（P.38-67）。

【鳥類分布圖的繪製】

『台灣鳥類誌』提供了兩大類的鳥類分布

圖：全球整體分布圖及台灣區域分布圖。全球

分布圖呈現該鳥種在全世界的主要分布區域，

呈現出鳥類繁殖地(黃色區域)、度冬地(藍色

區域)及全年可見的分布範圍(綠色區域)。台

灣分布圖則是整合288篇已發表之調查報告

書，呈現該鳥種在台灣674個調查點是否出現

的分布紀錄。

由於鳥類的分布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

加上許多地區缺乏鳥類紀錄或是某些鳥種的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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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賞鳥活動蓬勃發展，不僅帶動國內的保育觀念，也

讓許多人投身保護環境運動。﹝顏重威攝﹞

留狀況不確定，所以鳥類分布圖難以做到完全

正確，而且不同參考資料間常常存在許多差

異。本鳥類誌內的世界分布圖主要是依世界鳥

類手冊(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以

及各類鳥類分科專書內的鳥種分布圖，另外加

上我們對台灣及鄰近地區的認識來予以調整。

我們並不奢求做到完全正確、精準的世界分布

圖，只是希望能藉由世界分布圖，輔助讀者快

速掌握台灣鳥類的全球分布範圍大小、季節遷

移習性以及可能的遷移路徑。

另外針對台灣的留鳥、夏候鳥及冬候鳥，

我們還提供了台灣區域分布圖。過境鳥及迷鳥

由於棲地選擇偏好較不明顯，數量也比較少，

我們則不提供台灣區域分布圖。這些區域分布

圖的資料，主要來自李培芬等人(1998)所整理

之台灣地區野生動物分布資料庫，以及特有種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調查報告。這些分布資料

的文獻來源，來自1980年至2000年所出版之

288篇各類鳥類生態調查報告書，所採用文獻

的主要特點是：(1)針對所有鳥類進行調查，

(2)調查時間為期1至2年，(3)有固定、可追溯

之調查地點與方法，(4)各地點共進行6至12次

的調查(Lee et al. 2004)。由於在每個地點均投

入不少的調查努力量，因此有調查但無發現

紀錄的缺席資料，也相當具有價值。因此針對

各個鳥種，我們不僅標示出有發現紀錄的調查

點，也標示出所有曾進行調查但無發現紀錄的

地點。同樣地，我們也不敢奢求做到完全正確

的區域分布圖，許多地區並未有調查報告書出

版，調查報告也可能有誤判或遺漏的可能，而

且中華鳥會資料庫有大量鳥類觀察資料並未納

入。這個台灣的區域分布圖，目的僅在輔助讀

者對台灣鳥類的大致分布範圍、棲地偏好以及

普遍程度，能有基礎性瞭解。

【文獻引用的原則】

限於篇幅，鳥類誌對各種鳥的說明，並不

分別列出普遍使用的參考文獻，只列出特定文

獻。此外，書中提到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保

育類名錄之時，採用的是2009年3月4日公告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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