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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從小就喜歡跟著爸爸和哥哥到處賞鳥，我們總是躡手躡腳地拿著望遠鏡四處張望

尋找著目標物，在這個過程中總讓我覺得自己像個私家偵探。記得有一次在水田中發現

了一隻水鳥，驚訝的是我居然叫不出牠的名字，回家後立馬進行網路文獻收尋與賞鳥圖

鑑比對，結果發現牠是隸屬於田鷸屬的鳥類。在網路瀏覽過程中亦發現田鷸屬(沙錐)的

鳥類的外觀都甚是相近，往往造成許多人辨識上的困擾，於是我就想利用這次小論文的

機會，來解開田鷸屬鳥類的辨識謎團！ 

二、 研究目標 

(一）瞭解花蓮地區田鷸屬的生息狀況。 

(二）分析田鷸屬鳥類常見辨識方法的實際應用情形。 

(三）探尋其他辨識田鷸屬鳥類方法的可能性。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1.  利用網路文獻蒐集花蓮地區田鷸屬鳥類的相關資料。 

    2.  分析與歸納田鷸屬鳥類常見的辨識方法。 

(二）實地走査 

     1.  經由實地走查花蓮地區田鷸屬鳥類，探討常見辨識方法的實際應用情形。 

     2. 藉由動態觀察紀錄田鷸屬鳥類的型態與習性，進一步探求其他辨識方法的可能性。 

 

四、研究流程 

資料收集 
 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實地走查 

 確認研究結果 

討論與結論 

五、 研究設備 

設備名

稱 
高倍率類單眼相機 望遠鏡（雙筒） 進階野鳥圖鑑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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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 田鷸屬的基本介紹 

「鷸」是一類常見於溼地的鳥類通稱，在鷸鳥中，田鷸算是台灣相當普遍的水鳥，

體型約和小土雞的差不多，有著相當長的嘴喙與相對較短的尾羽(從屁股尾端長出的羽

毛)。在生物學分類上隸屬：動物界→脊索動物門→鳥綱→鴴形目→鷸科→田鷸屬。以

下我們針對田鷸屬棲地特性、型態特徵與生態習性的基本介紹(陳仕泓，2010)。 

1. 分佈與棲地特性：全臺普遍的過境鳥、冬候鳥，每年九月至翌年四月間都可發現，

牠們偏好淡水環境，通常單獨或小群集結在水田、濕地周邊活動。 

2. 生態習性：是標準的偽裝高手，牠身上的迷彩條紋是保護自己的最佳裝扮，讓牠們

可以輕鬆地隱藏有點枯黃的草澤溼地環境中，讓人幾乎無法感覺到牠們的存在。筆

直而尖長的嘴喙更有助於牠們探入溼地泥中覓食蠕蟲、小型軟體動物等。 

3. 型態特徵：體色以黑色跟咖啡色為主，搭配白、黃色的條紋，再加上一些斑點的點

綴相當美麗。牠的頭部有著與西瓜相似的條紋，所以有人形容牠的頭是西瓜頭。 

4. 身體構造：為了方便說明辨識過程，我們針對研究過程所需進行比對的身體構造名

稱(蕭木吉，2015)(永井真人，2022)，進行下列的圖表說明。 

針尾鷸的站立外觀(攝於 2021/09/06) 

 
田鷸飛行時肉眼可見的飛羽外觀(分別攝於 2021/11/30、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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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花蓮地區田鷸屬的生息狀況 

    臺灣出現的田鷸屬有孤田鷸、大地鷸、田鷸、中地鷸及針尾鷸，另外還有姬鷸屬的

小鷸及丘鷸屬的山鷸。孤田鷸僅 2017 年 12 月於花蓮美崙溪有一筆紀錄， 大地鷸在臺灣

極為罕見，田鷸、中地鷸及針尾鷸在台灣則相當普遍。其中田鷸為普遍冬候鳥，中地鷸

與針尾鷸為普遍過境鳥(廖本興，2022)。 

        花蓮地區的田鷸屬以田鷸數量最多，冬季常成群出現於鳳林至壽豐一帶及十六股佳

林村的農田間；針尾鷸及中地鷸在 4 、5 月及 8~10 月過境期則常出現於十六股佳林村的

田邊，且針尾鷸數量較中地鷸多，我們多年的觀察紀錄也與廖本興老師的資料相符。因

此本研究採花蓮地區最常出現的三種田鷸屬鳥類―田鷸、針尾鷸、中地鷸―當作本研究

的主要對象。 

 

(三) 田鷸屬常見的分類方法(簡稱常見分類法) 

 花蓮地區常出現的田鷸、針尾鷸與中地鷸，此三種田鷸屬水鳥不論在外形或行為都

極為相似，若沒有實地仔細觀察，連資深鳥友都不一定能從鳥類照片外觀直接辨識。所

以往往利用牠們振翅飛起的瞬間，仔細觀察尾羽型態與數量來辨識，或者利用牠們飛行

時翼上、翼下覆羽的花紋做辨認(蕭木吉，2015 ；廖本興，2022 ；自然攝影中心網站， 

2007)。以下針對上述兩種辨識方法進行基本的說明： 

1. 尾羽辨識法 

類別 田鷸 中地鷸 針尾鷸 

尾羽 

 

  

辨識 

說明 

尾羽數 12~18 枚，全部

橘紅色 

尾羽數 18~26 枚，中間橘

紅色，外側黑色且較細 

尾羽數 24~28 枚，中間橘

紅色，外側黑色呈針狀 

2. 羽翼辨識法 

類別 田鷸 中地鷸 針尾鷸 

翼上 

覆羽 

   

翼下 

覆羽 

   

辨識 

說明 

1.次級飛羽後緣白色 

2.翼上覆羽偏黑褐色 

3.翼下覆羽斑紋稀疏 

1.次級飛羽後緣不白 

2.翼上覆羽偏灰褐色 

3.翼下覆羽斑紋密集、     

較針尾鷸凌亂 

1.次級飛羽後緣不白 

2.翼上覆羽偏紅褐色 

3.翼下覆羽斑紋密集、較

中地鷸整齊、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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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地走查 

 

 (一)常見辨識方法的實際應用情形 

      藉由實地走查過程，掌握的尾羽與翅膀打開瞬間，仔細觀察尾羽型態與數量與翼上、

翼下覆羽的花紋進行辨識，探討常見辨識方法的實際應用情形。下表為我們在花蓮地區

針對尾羽和羽翼進行辨識的結果。 

類別 時間 佐證照片 實際應用情形 

田
鷸 

2020/11/23 

09:23 

開尾 

 

比對符合 

尾羽全部橘紅色 

2020/11/23 

09:01 

2 隻 

翼上覆羽 

 

比對符合 

次級飛羽後緣白色 

2020/11/30 

01:27 

翼下覆羽 

 

比對符合 

翼下覆羽斑紋稀疏 

次級飛羽後緣白色 

 

中
地
鷸 

2020/09/04 

11:17 

開尾 

 

比對符合 

尾羽中間橘紅色，外側

黑色且較細 

2020/09/04 

12:01 

翼上覆羽 

 

比對困難 

雖然覆羽偏灰褐色、飛

羽後緣白色(符合)，但

與針尾鷸相近 

尚無翼下覆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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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尾
鷸 

2020/04/26 

07:25 

開尾 

 

比對符合 

尾羽中間橘紅色，外側

黑色呈針狀 

 

2023/8/30 

09:06 

開尾 

 

比對符合 

尾羽中間橘紅色，外側

黑色呈針狀 

 

2021/09/06 

09:56 

翼上覆羽 

 

比對困難 

雖然覆羽偏紅褐色、飛

羽後緣白色(符合)，但

與中地鷸相近 

2023/08/30 

07:48 

翼下覆羽 

 

比對困難 

雖然翼下覆羽花紋較中

地鷸稀疏且比田鷸密(符

合)，但與中地鷸相近 

 

 (二)藉由動態觀察紀錄田鷸屬的棲地、出現時間及覓食習性 

藉由實地走查過程(附錄)，紀錄田鷸屬過境花蓮的時間與棲地，並動態觀察覓食習

性。藉由她們之間的差異性比較，探尋出其他辨識田鷸屬鳥類方法的可能性。 

1.棲地及出現時間的走査紀錄。 

類別 時間 棲地 拍攝地點 佐證照片 

田
鷸 

2021/12/1 

10:15 
水田 壽豐魚塘路 

 

2020/11/26 

08:24 
田邊河道 美崙溪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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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地
鷸 

2020/08/31 

08:22 
水稻田邊田埂 十六股農田 

 

2021/09/07 

10:43 
水稻田裡 豐村水稻田 

 

針
尾
鷸 

2020/08/28 

9:17 
水稻田邊田埂 十六股農田 

 

2020/4/26 

07:33 
水稻田邊田埂 十六股農田 

 

 

2.覓食習性的走查紀錄(紅圈處為觀察重點) 

類別 時間 拍攝地點 尾部特徵說明 佐證照片 

田
鷸 

2020/11/30 

09:05 

十六股水田 

尾羽闔起來時

看起來最薄 

 

2020/11/03 

08:57 

美崙溪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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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地
鷸 

2020/08/31 

08:25 

十六股農田 

尾羽闔起來時

看 起 來 比 較

厚，覓食時尾

羽下壓 

 

2020/09/04 

12:22 

十六股農田 

 

針
尾
鷸 

2021/09/06 

9:58 

佳林田邊 

尾羽闔起來時

呈錐狀，覓食

時尾羽不下壓 

 

2023/08/28 

10:04 

佳林水稻田邊 

 

 

中地鷸與針尾鷸覓食時尾部的差異性比較 

時間 照片 地點 

2020/08/28 

09:18 

                                                                                                   

十六股農田 

針尾鷸(左，未壓尾羽) 中地鷸(右，尾羽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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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常用的辨識方法 

    在一般狀況下要辨識田鷸屬，最準確的辨識方式還是看牠們的尾羽，但田鷸屬通常

不開尾，只在威嚇、受到驚嚇或整理羽毛時會將尾羽撐開。再者，田鷸屬飛行速度快、

路徑曲折、不易拍攝記錄，若使用翼上覆羽、翼下覆羽及飛羽後緣辨識，則可能因光線、

個體、成鳥或幼鳥的差異，而使翼上、翼下覆羽花紋在辨識上較容易有誤差。 

 

二、透過棲地及出現時間的辨識方法 

   田鷸屬，顧名思義就是棲息在田裡的鷸，所以要觀察田鷸屬，一定要去田邊搜尋。

田鷸多在河道邊、水草較多處或水田活動，中地鷸、針尾鷸較常出現在潤溼的田埂邊，

透過棲地的不同可以較明確地區分田鷸與中地鷸、針尾鷸；雖然中地鷸及針尾鷸棲地重

疊，出現在同一種環境的機率很高，但中地鷸常到水稻田裡而針尾鷸較少到水稻田。  

   若依據出現時間辨識，田鷸在冬季(10 月底至翌年 3 月)出現，中地鷸、針尾鷸在過

境期(4、5 月及 8、9 月)出現，但此方法仍無法準確將中地鷸、針尾鷸區分。 

 

       三、透過覓食習性的辨識方法  

    田鷸覓食時尾羽露出飛羽最多，因牠的尾羽數目最少(12~18 枚)，使得尾羽闔上時

看起來會比較薄；中地鷸覓食時尾羽會下壓，但牠的尾羽數目較田鷸多(18~26 枚)，所

以尾羽闔上時看起來比較厚；針尾鷸覓食時尾羽不下壓，因尾羽數多(24~28 枚)且長度

短，所以尾部呈錐狀，但部分個體覓食時只會下壓尾部、不下壓尾羽。相較於開尾或飛

行，田鷸屬的覓食習性是更常出現且更容易觀察的。但透過覓食習性辨識有個缺點，就

是田鷸屬常在隱蔽的地方覓食，尾部常被草枝遮蔽，不易觀察。 

 

四、未來研究方向 

   雖然我們嘗試使用棲地、出現時間及覓食習性來當作辨識田鷸屬的參考依據，真的

能夠準確區隔田鷸、中地鷸及針尾鷸，但是田鷸屬多棲息在田邊較隱蔽的地方，常常躲

在草叢中，僅有頭部露出來，讓我們少了尾羽及飛羽這兩項重要的參考依據。希望未來

能有更多鳥類研究者投入辨識田鷸屬的工作，找出田鷸屬不同鳥種的頭部差異，這樣我

們就可以更輕鬆地正確辨識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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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地點說明 

地點 1：十六股農田 

 

地點 2：佳林水稻田 

 

地點 3：壽豐魚塘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