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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七股的彩羽

本校七股校區位於臺南縣七股鄉曾文溪北岸，此區域自然生態豐富，包含

七股潟湖、紅樹林、魚塭、沙洲等自然環境，在此難得的機緣下，增進師生認識

七股濱海濕地多樣性的生物，並利用七股校區週邊豐富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建構

完整的本土環境教育體系，期能提昇師生的自然與人文關懷，為自然生態與環境

之永續經營貢獻一份心力。

生物資源的調查為基礎性工作，今年（2009）在教育部經費補助下，本校

生物科技系根據採集和調查的成果，已出版《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植物圖鑑》，

獲得各界的肯定。現今環境與生態學院更持續完成《臺南大學七股校區鳥類圖

鑑》，共介紹七股地區鳥類96種，提供師生及各界人士參考使用，深具意義。

本圖鑑能順利印行要歸功於許多人的付出和努力：本校生物科技系退休教

師黃民雄老師、教育系唐清良老師、生物科技系謝宗欣老師、材料系研究生黃嘉

隆先生，以及鳥類攝影家劉嘉斌先生（文武）、洪董先生、簡廷謀先生（竹間小

六）等人，同意無償提供他們的攝影作品供本書使用；此外，本校生態科學與技

術系許皓捷老師協助鑑定與審定全書、校友吳虹毅小姐撰寫文稿、選定圖片、版

面編排等，使內容更臻完善，他們不計辛勞的奉獻，讓我們得以一窺七股鳥類世

界之奧妙，謹此致上誠摯的敬意與謝意，深信本書定能獲得大家的迴響。

     

 謹識

2009年8月

國立臺南大學  校長  國立臺南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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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認識生物的名字及特性，為生物研究中最基礎之工作。在教育部經費補助

下，生物科技系在4月份出版七股校區植物圖鑑，現在9月候鳥季時，再出版七股

校區鳥類圖鑑，希望七股校區豐富的自然生態能受到了解，並廣為流傳。

����本手冊能得以完成，完全要歸功於許多人士的付出和努力；首先是本系退休

教師黃民雄老師，黃老師在任教期間對於鳥類頗有涉獵，退休後更開始一頭栽進

賞鳥與拍鳥的世界，我想要編輯本書時求助於老師，黃老師立即答應並前後20餘

次找出他多年來的攝影作品，這些精美的圖片是本書最堅實的基礎，身為學生的

我對老師真是充滿了敬意與感謝；感恩黃老師才有這本書的問世，也恭喜老師自

由遨遊於野鳥天地，體驗生命之美。

����感恩本校教育系唐清良老師，唐老師曾擔任本校視聽教育中心主任多年，攝

影的功力早已受到大眾肯定，更可貴的是唐老師認識更多的鳥類攝影同好，在他

的介紹下，劉嘉斌先生（文武）、洪董先生、簡廷謀先生（竹間小六）同意提供

他們的作品。唐老師與三位攝影名家精美的作品，使本書更形出色，更可貴的是

本書所有的作者都無償提供作品，我們並沒有能力提供任何經費給他們。拍攝鳥

類是一種需要設備、技術和耐心的工作，因而每一幅照片都極為珍貴，我們常可

聽聞因不慎使用他人鳥類圖片而產生的智慧財產權官司，相形之下所有作者慷慨

提供照片供本書使用的善舉更令人感動，因此我們在每張照片的下面標示攝影者

的大名，以玆感謝，並希望這些鳥類透過他們的攝影而廣為流傳。

� � 感恩本校生態科學與技術系許皓捷老師，許老師是鳥類分類與生態的專家，

他幫忙鑑定圖片中的鳥種，更在文稿完成後幫忙審定，使本書更形完善。感恩實

驗室吳虹毅小姐，吳小姐就讀本校社教系期間，就參加生態保育社，對鳥類頗有

涉獵，她從撰寫文稿、選定圖片到版面編排一肩扛起，使本書能從構想到具體實

現，透過她的細心和巧手，讓我們看見美麗的野鳥世界。還要感謝實驗室研究生

黃嘉隆先生提供小雨燕的照片，感恩大家一起成就這一樁美事。

�����������������������敬邀您一起進入七股的鳥類世界。

                                                                      

                                             策劃：謝宗欣 謹誌

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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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名
● 學名

● 英名

● 體長 ● 檢索書眉：

上段色塊是目

名，下段色塊是

科名。

● 主要棲息活

動環境(以藍色

色塊標示)

● 圖片

● 辨識特徵：描述本種鳥類嘴

形、腳、繁殖羽、非繁殖羽羽色

變化、明顯特徵、鳴聲等，以

作為野外辨識鳥類輔助。

● 圖說

● 攝影者

● 種類分

佈狀況、

居留習性

● 習性：

描述鳥類的

棲息環境、

生態習性、

覓食、繁殖

行為或其他

特殊行為

等。

如何使用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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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校區位置圖

  台南大學七股校區位於台南縣七股鄉曾文溪北岸，由台南縣政府無償捐贈

本校作為設校用地，面積120公頃，此區域自然生態頗為豐富，包含七股潟湖、

紅樹林、魚塭、沙洲等自然環境，世界瀕危鳥種黑面琵鷺集中於曾文溪口北岸之

300公頃浮覆地度冬，此保護區恰好位於本校七股校區之旁邊，根據近年之調查

其數量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已成為全球數量最多之度冬棲習地，每年平均吸引前

往觀賞的遊客有20萬人以上，因此認識七股濱海濕地生物多樣性及推廣黑面琵鷺

生態保育觀念，並利用七股校區週邊豐富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建構完整的本土環

境教育體系，希望能提昇師生的自然與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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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鳥指南

頭頂

後頭

眼先

額 耳羽

後頸

上嘴

下嘴
喉

下巴

眉斑

頰

頸側

胸

腹

脥/脅

趾
爪

初級飛羽

尾羽

尾下覆羽

尾上覆羽

背

腰

腳/跗蹠

次級飛羽

腿

三級飛羽

肩羽

翼帶

覆羽

鳥類的各部名稱

野鳥分類小常識

留  鳥：終年以台灣為棲息地、繁殖地。

夏候鳥：春季由溫暖的南洋遷移而來，春夏季在台灣有繁殖行為，秋季到 

        時飛回南方渡冬。

冬候鳥：秋冬季由漸漸寒冷的北方遷移來溫暖的台灣渡冬，春季再飛回北 

        方繁殖的鳥類。

過境鳥：春秋季遷移途中，短暫停留台灣作為休息驛站，當體力恢復或氣 

        候好轉後，再繼續南遷或北返，。

普  遍：在野外普遍可見。

局  普：在台灣局部地區普遍可以看到。

不  普：在台灣不是普遍可以看見。

稀  有：數量稀少，在野地不容易見到。

歸  化：外來種被人類引入台灣後野放或逃出野外，久而久之在台灣繁 

        殖，形成歸化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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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鳥裝備不可少

1

2

3

望遠鏡 ---望遠鏡是賞鳥的必備工具，通常可分為單筒望遠鏡和雙

筒望遠鏡，賞鳥時通常必備一付雙筒望遠鏡，適合用來觀

賞活潑愛跳動的山鳥、陸鳥。

---挑選雙筒望遠鏡時需注意它的「倍數」及「物鏡直

徑」，望遠鏡身上會標示著「7X25」、「8X32」等等的數

字，以「7X25」來說，7是望遠鏡的倍數，會影響放大的倍

率；25是物鏡的直徑，會影響亮度及望遠鏡的大小；我們

通常選用7～10倍的雙筒望遠鏡。

---單筒望遠鏡的倍數通常在20～40倍，適合用來觀察遠距

離的水鳥。單筒望遠鏡的體積大、重量重，因此需搭配穩

定的腳架。

圖鑑

衣著

筆記本

---除了望遠鏡，圖鑑也是賞鳥不可或缺的工具書，一般市

面上的圖鑑有手繪式的，如亞舍圖書有限公司發行的「台

灣野鳥圖鑑』，手繪圖能明確顯示鳥類的各種特徵；另外

還有照片式的如本書或「台灣鳥類圖誌』、「台灣溼地鳥

的辨識』，照片式的圖鑑較為生動自然富變化，也較能從

照片中觀察各種鳥類棲息的環境。另外，如能準備筆記本

隨時紀錄或畫下所觀察的狀態及心得，辨識鳥的功力一定

會大幅躍增。

---應穿著輕便舒適的大地色系或綠色等接近自然環境的服

裝，不宜過於豔麗，以避免嚇到鳥類。另外可再準備一頂

深色帽子，便於遮陽及偽裝。

請穿著與環境顏色接近的服裝

一頂深色圓帽可遮陽、偽裝

自備水、乾糧及簡易藥品

在野外隨時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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鷿鷈科

●  鷿鷈科鳥類是善於游泳與潛水的高手，趾間有

瓣蹼，可張開助於潛泳。

●  嘴尖，尾羽甚短；腳位於腹部較後端，因此不

善行走。飛行前，需要在水面助跑才能起飛。

●  主要棲息於池塘、沼澤與湖泊；以魚類 、水生

昆蟲為主食。

小鷿鷈成鳥繁殖羽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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鷿
鷈
目

鷿
鷈
科

  小鷿鷈是潛水高手，以小魚小蝦、水生昆蟲為主

食。常會成小群出現於沼澤、湖泊、或水塘地帶，大

多在深水區域活動。以水為家，很少上岸，連築巢也

是以蘆葦、水草等築於水面。

  繁殖育幼期，雛鳥常乘坐於親鳥背上一起出遊 ，

畫面相當有趣。台語俗稱「水避仔」。

● 辨識特徵：

�、嘴尖，尾羽甚短，外型似沒有尾巴的水鴨。

�、嘴基部內側有乳黃色斑，眼黃色，頰、頸側、前頸  

      紅褐色。

�、足部生長偏向身體後方，游泳時，腳像螺 

      旋槳一樣有推進的作用，且趾間有瓣蹼，  

      是潛水高手。

�、叫聲：匹匹匹或ㄎ一哩哩哩。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achybaptus ruficollis
英名：Little Grebe小鷿鷈

��cm

謝宗欣 攝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黃民雄 攝

▲ 小鷿鷈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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鷿
鷈
目

鷿
鷈
科

黃民雄 攝

洪董 攝

▲ 小鷿鷈成鳥

▲ 小鷿鷈親鳥載著幼雛



��



��
小鷿鷈 /洪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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鸕鶿科

●  鸕鶿科鳥類嘴尖狹長且前端下鉤，腳短，趾間

有蹼，擅長潛水及游泳，是捕魚高手。

●  常棲息在沿海附近、潟湖、沼澤、湖泊等區

域，群居性，夜晚會於樹上休息。

●  起飛時需於水面助跑，飛行時常排列成隊。



鵜
形
目

鸕
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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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鸕鶿為大型水鳥，常出現在潟湖、海灣、湖泊、

河口等地區，趾間有蹼，擅長潛水捕魚，潛水時還可

同時划動雙腳及雙翅加速。潛水後常站立在樹枝、蚵

架、礁岩上，張開雙翅來晾曬。

● 辨識特徵：

�、 全身以黑色為主，背羽為銅褐色，臉部裸露皮膚呈白色，嘴狹尖前端下

鉤，嘴基部內側黃色。

�、繁殖羽時頭頸部會出現白色絲狀的羽毛，下脅部有白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halacrocorax carbo
英名：Great Cormorant鸕鶿

��cm

黃民雄 攝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鸕鶿擅長潛水捕魚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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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 科

●  鷺科鳥類多數善涉水，常駐立於水中、稻田或水邊捕食，為

中至大型水鳥。多數有長腳、長頸和長而尖的嘴。

●  有些種類於繁殖期間，頭、胸部和腰上會長出纖細的飾羽。

叫聲單調少變化，以魚蝦、蛙類、昆蟲為主食。

●  部份種類如小白鷺、夜鷺，有集體築巢或聚集的現象，形成

鷺鷥林；有些種類則生性隱密，單獨活動，如栗小鷺、黃小

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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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蒼鷺為臺灣可見鷺科中體型最大者。飛行時會縮

起長頸且振翅緩慢優雅，展翅可達160cm。通常成群棲

息於河口溼地、沼澤、鹽灘地、乾涸魚塭、潮間帶等

地區，常於淺水處覓食，有時會長時間埋伏佇立於水

邊不動來等待魚類。

● 辨識特徵：

�、身體灰色，嘴腳皆為黃褐色。

�、 頭灰白色，兩側有黑色飾羽。頸甚長，灰白色，前頸兩側有數排黑色縱

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rdea cinerea
英名：Grey Heron蒼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黃民雄 攝▲ 蒼鷺全身以灰色為主，頭頂有黑色飾羽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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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蒼鷺常佇立水邊許久等待獵物上門

▲ 蒼鷺以魚類、青蛙、蝦蟹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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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大白鷺通常出現在河口沼澤、海邊泥灘地、沙

洲、湖泊等區域，常混群於其他鷺科鳥類中。喜歡伸

長脖子漫步於水中，覓食時常會用腳擾動水，以捕食

受驚嚇四竄的魚。飛行姿態優雅，振翅緩慢，降落時

會快速滑翔而下。

● 辨識特徵：

�、體型高大，身體雪白，頸甚長，可呈大幅度 

      S形，有一接近90度的轉折處。

�、在春夏時節北返前這段時間，頸部和背部會 

      長出簑狀飾羽，嘴喙則由黃轉成黑色。

�、嘴裂深，超過眼後較多。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Egretta alba
英名：Great Egret大白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黃民雄 攝▲ 大白鷺頸部特長，可呈大幅度的S形

�0cm

 嘴裂深至眼後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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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 大白鷺與黑面琵鷺(中)，大白鷺背部可見漂亮的飾羽

▲ 大白鷺(右)與中白鷺(左)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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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中白鷺體型介於大、小白鷺間，生性機警，不易

靠近，多出現在沼澤、河口溼地、魚塭、湖泊、內陸

的農耕地、水田與埤塘等區域，於內陸時大多單獨出

現，偶爾與黃頭鷺混群。中白鷺覓食時常安靜地站在

水澤中等候獵物上門，除了魚類，也喜歡啄食地上的

昆蟲和青蛙。

● 辨識特徵：

�、全身白色，腳及腳趾黑色，嘴裂較淺，約裂到眼下。

�、非繁殖期嘴黃色，先端黑色。繁殖期嘴黑色，前頸下、背部有飾羽。

�、外型似大白鷺，不過脖子彎曲弧度較小，脖子也較粗圓。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Egretta intermedia
英名：Intermediate Egret中白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中白鷺成鳥非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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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 中白鷺嘴裂淺，約裂至眼下

▲ 中白鷺大部分為冬候鳥，少部份會留下成為留鳥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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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小白鷺是相當常見的鷺科鳥類，海拔分佈亦較同

科鳥類廣，從河口沼澤、溼地、魚塭、平原、水田、

農耕地到中海拔溪流等各區域均可見到蹤跡。常以腳

探入水中抖動驚擾魚蝦後捕食。繁殖期有與夜鷺、黃

頭鷺集體築巢於木麻黃林、紅樹林上的現象。

● 辨識特徵：

�、 全身白色，嘴、腳均為黑色，腳趾為黃綠色 

，像穿了雙黃色雨鞋一樣。

�、 繁殖期頭後會長出兩根飾羽，前頸下、背部

會有簑狀飾羽。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Egretta garzetta
英名：Little Egret小白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唐清良 攝▲ 小白鷺成鳥

��cm

唐清良 攝

▲ 小白鷺成鳥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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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小白鷺以腳擾動水中魚蝦

小白鷺的覓食行為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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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黃頭鷺因常停棲在牛背上，又稱為「牛背鷺」。

以昆蟲為主食，偶爾也吃青蛙、魚類等，多出現在稻

田、農耕地、草原、牧場、沼澤或低海拔山區等較乾

旱的地區，常成群活動。於鄉下田野間春耕時節，常

見黃頭鷺跟隨於耕耘機或牛隻後面，捕食被驚擾而飛

起的昆蟲。

● 辨識特徵：

�、非繁殖羽時，全身雪白，嘴黃色，腳黑色。

�、繁殖羽時，頭頸部會長出橘黃色漂亮的飾羽。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Bubulcus ibis
英名：Cattle Egret黃頭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黃民雄 攝▲ 黃頭鷺成鳥繁殖羽

�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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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 黃頭鷺成鳥非繁殖羽(左)、繁殖羽(右) 黃民雄 攝

▲ 黃頭鷺常成群於農耕地中捕食昆蟲 黃民雄 攝



��

鸛
形
目

鷺

科

▲ 黃頭鷺為較偏陸地型的鷺科鳥類 謝宗欣 攝

▲ 展翅飛翔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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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台語俗稱的「暗光鳥」，常於晨昏及夜晚時間活

動，以魚蝦、昆蟲、蛙類為主食，通常棲息在平地的

溼地、沼澤、魚塭、河流到低海拔山區的水域地帶 。

停棲時，常蹲縮著身體，單腳站立。繁殖期時常與小

白鷺、黃頭鷺集體營巢。

● 辨識特徵：

�、 腳黃色，全身灰褐色調，頭及背部呈有光澤的藍黑色，頭後有2～3根白色

長飾羽，繁殖期時腳部會偏紅色。

�、 亞成鳥全身黃褐色調，腹面顏色較淡有褐色縱斑，背面顏色較深有淺色三

角形小斑點。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Nycticorax nycticorax
英名：Black-crowned Night Heron夜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竹間小六 攝

��cm

▲ 夜鷺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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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謝宗欣 攝

 夜鷺成鳥，繁殖期時
腳部因充血而偏紅色。

黃民雄 攝

▲ 夜鷺飛翔

▲ 夜鷺亞成鳥 謝宗欣 攝



��

● 辨識特徵：

�、 身體以黃棕色為主，雄鳥頭上有

鉛黑色頭冠，雌鳥頭上栗褐色。

�、 飛羽及尾羽黑色，頸至胸有褐色

縱斑。

雄鳥有黑色頭冠



��

▲ 黃小鷺雄鳥 /黃民雄攝

黃小鷺為小型鷺科鳥類，生性隱密，多單獨出現在

平地沼澤、稻田、池塘、潮溝的草叢地帶，以

魚類、兩棲類、昆蟲等為主食。警覺性高，受干擾時，

會有伸長頭頸不動、擬態的警戒行為；飛行高度低，幾

乎是貼著草澤上緣飛行，飛行時可見翅膀邊緣顯眼的黑

色。

黃民雄 攝

學名：Ixobrychus sinensis
英名：Chinese Little Bittern黃小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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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黃民雄 攝▲ 黃小鷺雄鳥

黃民雄 攝▲ 黃小鷺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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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唐清良 攝▲ 黃小鷺雄鳥

黃民雄 攝▲ 黃小鷺擬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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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鷺

科

  栗小鷺全身以栗紅色為主，習性似黃小鷺，大多

單獨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農耕地、池塘、潮溝、沼澤 

、廢棄鹽田等草叢地帶。生性隱密，不易被發現，有

伸長脖子佇立於草叢中的擬態行為。

● 辨識特徵：

�、雄鳥全身以栗紅色為主，喉至胸部有 

      栗褐色縱線。

�、雌鳥背部紅褐色，有白色斑點，頸至 

      胸有數條黑褐色縱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Ixobrychus cinnamomeus
英名：Cinnamon Bittern栗小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黃民雄 攝▲ 栗小鷺雄鳥

�0cm

栗小鷺雌鳥 /黃民雄 攝



��

鸛
形
目

鷺

科

栗小鷺雄鳥喉至胸部有一縱斑

黃民雄 攝

瞳孔後有一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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鹮 科

●  鹮科鳥類通常嘴長但外觀不一，有向下彎曲者及筆

直但末端呈現匙狀者。

●  頸長，飛行時頸部呈直線；尾羽短，前趾基部有

蹼。

●  主要棲息於海邊、沼澤、河口溼地、魚塭等地帶，

為中至大型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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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鹮

科

  黑面琵鷺為全球性瀕臨絕種鳥類，目前全世界數

量約兩千餘隻，每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族群會到台灣

度冬，而又以七股為最主要度冬地。度冬時多以大群

的方式棲息在近海開闊的水域，覓食方式特殊，會邊

行走邊以飯匙狀的嘴在水中來回掃動捕食魚蝦。

● 辨識特徵：

�、 全身羽色以白色為主， 臉及腳黑色；嘴肉色至黑色，因年

紀不同而有顏色深淺之別。 

�、嘴長，前端呈扁平的飯匙狀。

�、繁殖期時，成鳥在頭冠部及頸胸部會出現黃色的飾羽。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latalea minor
英名：Black-faced Spoonbill黑面琵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黑面琵鷺金黃色的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飯匙或琵琶狀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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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鹮

科

黃民雄 攝▲ 黑面琵鷺以嘴喙整理羽毛

黃民雄 攝▲ 黑面琵鷺以飯匙狀的嘴在水中來回掃動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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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鹮

科

黃民雄 攝▲ 黑面琵鷺飛行時頸部伸直

黃民雄 攝▲ 岸邊休息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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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
形
目

鹮

科

  白琵鷺外型類似黑面琵鷺，但白琵鷺體型稍大於

黑面琵鷺，且黑面琵鷺嘴喙黑色部份延伸至眼周圍，

白琵鷺則無，此為兩者判別的重點。白琵鷺於全世界

數量多於黑面琵鷺，但白琵鷺來台度冬的數量稀少，

常單獨與其他鷺科鳥類、黑面琵鷺混群。

● 辨識特徵：

�、 全身羽色大致為白色，臉白色；嘴肉色至黑色，因年紀不同而有顏色深淺

之別；腳為黑色。

�、嘴長，前端呈扁平的飯匙狀，因狀似琵琶，故稱琵鷺。

�、繁殖期時，成鳥在頭冠部及頸胸部會出現黃色的飾羽。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latalea leucorodia
英名：Eurasian Spoonbill白琵鷺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白琵鷺(前)與小白鷺(後)

��cm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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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鹮

科

  埃及聖鹮為外來種鳥類，原分布於非洲，多年前

由國內動物園引進，部份逃離後，逐漸適應臺灣環

境，進而繁衍成群。常成小群出現在沼澤、泥灘地、

濕地、水田，以蝦蟹、蛙類、昆蟲等小型動物為食。

● 辨識特徵：

�、 全身羽色大致為白色，外觀十分類似黑頭

白鹮，差別在於埃及聖鹮飛羽外緣黑色，

停棲時翅膀收縮，尾部呈黑色。

�、 嘴黑色，長而下彎 ，頭至頸部裸露黑色

皮膚，腳亦為黑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英名：Sacred Ibis埃及聖鹮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埃及聖鹮有鐮刀般的黑色彎嘴

��cm

黃民雄 攝

謝宗欣 攝



��

雁鴨科

●  雁鴨科鳥類在台灣多數為冬候鳥，每年秋天一到，

湖泊、海邊、河口等地區總熱鬧非凡，聚集許多度

冬的雁鴨群。

●  此科鳥類大多嘴形扁平，頸長，腳短有蹼 ，善於

游泳，以各類水生動植物為主食。

●  飛行時，頸、腳伸直；當集體飛行時，會排列成整

齊的隊伍。



��

雁
形
目

雁
鴨
科

  尖尾鴨是雁鴨科鳥類中的高個子，在台灣的度冬

族群龐大，常成群棲息在河口、沼澤、湖泊、潮間帶

等大型水域，以水草及水生昆蟲為主食。覓食時常將

上半身垂直沒入水中，只留尾部翹在水面上。

● 辨識特徵：

�、體態修長，頸較一般雁鴨長、臉頰扁。

�、 雄鳥嘴鉛色，繁殖羽時尾下覆羽黑色，前端乳黃色；尾羽黑色，尾部 中央

會長出兩根纖細上翹、約12公分長的尾羽，為其名稱由來；頭後側有一白

線延伸至頸側，非常醒目。非繁殖羽時，體色類似雌鳥，且尾羽短。

�、雌鳥全身棕褐色，尾羽短，嘴黑褐色。

�、公母鳥體長差異大。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nas acuta
英名：Northern Pintail尖尾鴨 ♂ 75cm

♀ 53cm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文武 攝▲ 雄鳥有著又尖又長的尾羽，頭後側有顯眼的白線



��

雁
形
目

雁
鴨
科

▲ 尖尾鴨雄鳥 黃民雄 攝

▲ 尖尾鴨雌鳥(左)、雄鳥(右) 黃民雄 攝



��

雁
形
目

雁
鴨
科

  小水鴨是台灣度冬族群的雁鴨中體型最小但數量

最多的一種，棲息在湖泊、沼澤、河口、沙洲或溪流

地帶，常數隻至數百隻群聚生活。

● 辨識特徵：

�、 雄鳥繁殖羽羽色豔麗，頭頸紅褐色，胸至體側有細波形紋路，體側及體背

有一白色線斑；臉部圖案特殊，眼後有彎月形鑲黃邊的墨綠色眼罩；尾側

有乳黃色三角形斑塊。

�、雌鳥全身暗褐色，具鱗狀斑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nas crecca
英名：Green-winged Teal小水鴨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雄鳥臉戴著墨綠色彎月形眼罩


▼ 雌鳥全身羽色樸素

黃民雄 攝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雁
形
目

雁
鴨
科

  綠頭鴨通常出現在河口沙洲、沼澤、湖泊等淺水

域，常與其他鴨種一起活動，以水生動植物為食，飛

行速度相當快。近年來因人工繁殖，數量越來越多，

也常可發現被飼養在公園水池中。

● 辨識特徵：

�、 雄鳥繁殖羽，嘴呈黃綠色，頭至上頸部暗綠色有光澤，頸部有白色頸環，

前頸至上胸為紫褐色，尾上覆羽黑色、向上捲起。

�、雌鳥全身褐色，嘴黃褐色有黑色雜斑。

�、公母鳥共同的特徵為藍色的翼鏡，但於飛行時才較容易見到。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nas platyrhynchos
英名：Mallard綠頭鴨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 綠頭鴨雄鳥繁殖羽尾上羽毛捲起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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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形
目

雁
鴨
科

▲ 綠頭鴨雄鳥非繁殖羽(左)、雌鳥(右) 黃民雄 攝

▲ 綠頭鴨雌鳥嘴黃褐色雜有黑色斑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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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形
目

雁
鴨
科

  琵嘴鴨因有湯匙、琵琶狀的嘴而得名，多在淺水

處活動，會以匙嘴篩食水草、浮游生物或泥中小生

物。通常數隻或成群棲息在河口、沼澤、沙洲、湖

泊、潮間帶等廣闊水域，也常混群在其他鴨種中。

● 辨識特徵：

�、嘴大而扁平，呈湯匙狀。

�、 腳橙紅色，雄鳥繁殖羽頭、頸皆為有光澤的墨綠色，嘴黑色，眼黃色，胸

部白色，背部黑色，腹部栗紅色。

3、雌鳥全身呈現暗褐色調，眼黑、有過眼線，嘴黃褐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nas clypeata
英名：Northern Shoveller琵嘴鴨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0cm

▲ 琵嘴鴨雄鳥繁殖羽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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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形
目

雁
鴨
科

▲ 琵嘴鴨有著湯匙狀的大嘴 唐清良 攝

▲ 琵嘴鴨雌鳥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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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形
目

雁
鴨
科

  白眉鴨為春秋季候鳥過境的先鋒部隊，因有粗

長、顯著的白眉而得名，喜歡棲息在廣闊的淡水水

域。在台灣多數為秋季南飛、次年春季（4月）北返的

過境鳥族群，少數會停留下來成為冬候鳥。

● 辨識特徵：

�、 雄鳥繁殖羽頭、頸、胸紅褐色，體側以白灰色為底、有鱗紋，尾部灰褐色 

， 白色眉斑長而粗，延伸至頸後甚為醒目。

�、 雌鳥全身以黃褐色調、暗褐色斑點為主，過眼線下有一白斑，眉斑較短且

不明顯。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nas querquedula
英名：Garganey白眉鴨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 白眉鴨雄鳥白色眉斑相當醒目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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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形
目

雁
鴨
科

  赤頸鴨喜歡群聚生活於鹹水湖泊、魚塭、潮間帶

等鹹水地區，淡水水域並不常見。通常以植物為主食 

，尤其喜歡藻類。會發出像口哨般響亮的叫聲，起飛

時幾乎可從水面垂直飛起，乳黃色的額頭為最顯著的

特徵 。

● 辨識特徵：

�、嘴鉛灰色，先端黑色。

�、 雄鳥繁殖羽頭頸呈紅褐色，前額突出，額到頭頂為乳黃色。胸褐色，背至

腹側為灰白色有暗色波浪狀橫紋，體側的翼上有一白斑，尾黑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nas penelope
英名：European Wigeon赤頸鴨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0cm

▲ 赤頸鴨雄鳥額頭為乳黃色 唐清良 攝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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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形
目

雁
鴨
科

▲ 赤頸鴨雄鳥(左)、雌鳥(右) 謝宗欣 攝

▲ 赤頸鴨雌鳥 謝宗欣 攝



��

隼 科

●  隼科鳥類具有修長的雙翅，爪子銳利，能於空中

高速迫擊飛行中的鳥類或從空中垂直俯衝捕捉地

面小動物，是飛行速度迅捷及勇猛的掠奪性鳥

類。

●  主要棲息於空曠平原或海岸懸崖地帶。有些種類

可在半空中定點振翅，向下俯視尋找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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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
形
目

隼

科

  紅隼主要生活在防風林、溼地、河口、草原、田

野空曠地區，喜歡停棲在獨立的電線桿、枝頭。通常

單獨行動，於清晨開始覓食至黃昏。常於空中定點飛

行搜索獵物，發現獵物後急速俯衝攻擊，以鼠類、大

型昆蟲或小型鳥類為主食。

● 辨識特徵：

�、雄鳥頭上至後頸鼠灰色，背紅褐色雜有黑褐色斑點，胸腹黃褐色有縱向斑。

�、雌鳥頭部淺褐色有縱紋，背部栗褐色有橫狀斑點。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Falco tinnunculus
英名：Common Kestrel紅隼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紅隼雄鳥頭部鼠灰色 洪董 攝

♂ 33cm
♀ 3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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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
形
目

隼

科

洪董 攝

洪董 攝

▲ 紅隼喜歡停棲在獨立的枝頭上

▲ 隼科鳥類以飛行速度快著稱



��

黃民雄 攝

鴞 科

● 大型猛禽，魚鷹為鴞科唯一的一種鳥類。

● 嘴短向下呈鉤狀，有銳利強壯的趾爪。

●  生活於港灣 、海岸、大型湖泊與池塘，以魚類為主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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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
形
目

鴞

科

  魚鷹是獵魚高手，獵食時會在水面上空不斷盤旋

或站立於水面附近突出物上搜索，鎖定目標後會定點

鼓翅向下俯衝，用強壯銳利的趾爪捉魚，再帶至樹枝

上進食。棲息於海岸、河口、大型湖泊、河川、水庫

等寬闊水域地區，多半一隻或兩隻行動，適應力強，

分佈於世界各地。

● 辨識特徵：

�、 嘴呈鉤狀，頭頸白色且有明顯黑褐色過眼線，具頭冠，上胸有黑褐色橫

帶，翼下及腹面白色。

�、雙翼甚長，展開可達150cm~170cm。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andion haliaetus
英名：Osprey魚鷹 ♂ 54cm

♀ 62cm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竹間小六 攝▲ 飛行時可見腹部及翼下覆羽大致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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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
形
目

鴞

科

文武 攝

黃民雄 攝

▲ 魚鷹腳趾有特化的角質突起物及可反轉的外趾來幫助魚鷹抓緊獵物

▲ 抓住獵物後，會將獵物帶至附近的枯木或樹上慢慢享用



��

三趾鶉科

●  三趾鶉科的鳥類通常身體圓胖，嘴短兩側扁

平，前端略彎，腳僅三趾。

●  性好隱密，通常於地面活動，較少飛行。主

要棲息於濃密草叢及樹林底層，以昆蟲、種

子為主食。

棕三趾鶉/ 洪董 攝



��

鶴
形
目

三
趾
鶉
科

  棕三趾鶉個性機靈，通常單獨或成對出現在草叢

邊或林下，也常沿著鄉間小徑覓食。主要棲息在平地

草叢、曠野、旱田等地面，築巢也選擇在地面的凹

處。孵蛋、育雛的工作皆由雄鳥負責。

● 辨識特徵：

�、尾巴很短，身體圓胖，腳趾只有三趾。

�、身體以褐色為主，雜有白色或黑褐色斑點，胸腹部為淡黃褐色。

�、雌鳥喉部至前頸黑色，雄鳥喉部乳白色有細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urnix suscitator
英名：Bustard Quail棕三趾鶉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棕三趾鶉雄鳥

��cm

洪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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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
形
目

三
趾
鶉
科

洪董 攝▲ 棕三趾鶉雄鳥負責孵蛋、育雛

洪董 攝▲ 棕三趾鶉雌鳥喉部至前頸為黑色



��

秧雞科

●  秧雞科鳥類體型短小圓胖，腳趾長，尾短，頭小，

不善於飛行。

●  個性羞怯隱密，常單獨或三兩隻行動。喜歡隱藏在

草叢中漫步覓食，主要棲息在沼澤溼地、水田、湖

泊、溪畔的草叢地帶。



��

鶴
形
目

秧
雞
科

  紅冠水雞通常小群出現在溼地、水田、紅樹林或

沼澤、湖泊、溪畔的草叢地帶，以植物種子、嫩芽及

昆蟲為主食。生性機警，會在感覺到干擾時迅速躲入

草叢中。腳趾細長，善於行走於水邊及水生植物上；

紅冠水雞也擅長游泳，游泳時白色的尾部會上下擺

動；較少飛行，當要飛離水面時，需要先助跑一段距

離才能起飛，且只能短距離低空飛行。

● 辨識特徵：

�、身體黑褐色，體側有白斑，尾羽下兩側有橢圓形白斑。

�、嘴、額板紅色，嘴先端呈黃色。腳黃綠色，趾爪細長。

�、叫聲咕嚕咕嚕。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Gallinula chloropus
英名：Moorhen紅冠水雞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紅冠水雞成鳥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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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
形
目

秧
雞
科

黃民雄 攝▲ 紅冠水雞親鳥餵食幼鳥

黃民雄 攝▲ 紅冠水雞亞成鳥會幫忙父母親照顧較小的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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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
形
目

秧
雞
科

  白冠雞在台灣並不普遍，通常二、三隻出現在較

大型的魚塭或湖泊的草澤附近。腳趾上的瓣蹼有利於

游泳及潛水，向前游泳時會前後擺動頸、尾部且尾羽

會下垂。

● 辨識特徵：

�、身體黑灰色，體側無白斑，體態渾圓。

�、嘴、額板白色，腳暗綠色有瓣蹼。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Fulica atra
英名：Black Coot白冠雞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白冠雞成鳥

�0cm

文武 攝

黃民雄 攝



��

鶴
形
目

秧
雞
科

  白腹秧雞多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的溼地、農田或

溝渠等，偶爾會也會出現在草原。生性機警，不太會

在離隱蔽物太遠的地方活動，一有風吹草動便迅速跑

入草叢中或低空飛離。常於晨昏或夜間發出似「苦呀

苦呀」的叫聲，行走時會上下翹動尾羽。

● 辨識特徵：

�、頭後至背腰部灰黑色，額、臉至胸腹部為白色，下腹部至尾下覆羽紅褐色。

�、嘴、腳黃綠色，上嘴基部紅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maurornis phoenicurus
英名：White-breasted Water Hen白腹秧雞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白腹秧雞行走時尾部會不停翹動

�0cm

文武 攝



��

鶴
形
目

秧
雞
科

黃民雄 攝▲ 白腹秧雞生性害羞，大多在水邊的草叢地帶活動

文武 攝▲ 白腹秧雞較不善飛行，通常情急下才會短暫飛行



�0

鶴
形
目

秧
雞
科

  緋秧雞常於晨昏時刻單獨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的

水田、溼地、農田、草澤。生性隱密，警戒心強，並

不容易見其現身。以水生昆蟲、軟體動物、草的種

子、甲殼類為食。

● 辨識特徵：

�、後頸至背腰部暗綠褐色，額、臉至上腹部為栗紅色。

�、下腹到尾下覆羽有黑白色橫紋，腳紅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orzana fusca
英名：Ruddy-breasted Crake緋秧雞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緋秧雞又稱紅胸田雞

��cm

竹間小六 攝



��

鶴
形
目

秧
雞
科

▲ 緋秧雞常在水田、溼地的草澤間活動覓食 竹間小六 攝

 謝宗欣 攝▲ 緋秧雞生性機警，愛獨來獨往



��

彩鷸科

●  彩鷸科鳥類體型圓胖，雌鳥羽色鮮艷，雄鳥羽色較樸素。

●  主要棲息於沼澤、河畔、水田等溼地 ，以昆蟲、軟體動

物、甲蟲為主食。

● 為一妻多夫制，抱卵育雛由雄鳥負責。

彩鷸/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彩
鷸
科

  彩鷸有著漂亮的羽色及一雙大眼，喜歡棲息於水

田、農耕地、沼澤，常小群於晨昏或夜間時候活動，

白天大多隱藏在草叢中。生性隱密，受干擾時會一動

也不動地伏在地面上，直到干擾解除。一妻多夫制，

繁殖期時母鳥常會發出「喀、喀、喀」的求偶聲。築

巢於溼地上，由雄鳥負責孵卵育雛的工作。

● 辨識特徵：

�、 嘴長、略下彎；頭中央有一黃白色縱線，胸側至背部有一條醒目的白色寬

帶。

�、 雌鳥羽色較鮮艷，背部橄欖綠色，腹部白色。眼周圍和眼後方白色，頭頸

至上胸紅褐色。

�、 雄鳥羽色樸素，背部褐色有深淺不一的褐色及白色橫斑，眼周圍及眼後方

黃白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Rostratula benghalensis
英名：Greater Painted-snipe彩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黃民雄 攝▲ 彩鷸雌鳥羽色豔麗

��cm



��

鴴
形
目

彩
鷸
科

▲ 彩鷸雌鳥

▲ 彩鷸雄鳥(左)、雌鳥(右)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彩
鷸
科

▲ 彩鷸雌鳥(左)、雄鳥(右)

▲ 雄鳥需負責孵卵育雛的工作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雄鳥羽色樸素具保護色，在孵蛋育雛期間可減少被天敵發現的機會 黃民雄 攝



��

長腳鷸科

●  長腳鷸科鳥類身材高挑，雙腳細長，嘴細長，上

翹或筆直。

●  主要生活在淺灘、溼地、魚塭、湖泊、水田地

區，為雜食性鳥類。築巢於地面上。



��

鴴
形
目

長
腳
鷸
科

  紅色修長如踩著高蹺的雙腳是高蹺鴴的註冊商

標，常出現在近海的沼澤、鹽田、魚塭、水田等水

域，內陸的水田有時也可見其蹤跡。步行姿態緩慢

而優雅，叫聲尖銳，常邊叫邊起飛。以水中的小魚、

小蝦、紅蟲等為主食。台南縣市沿海有穩定的繁殖族

群，並有擴張的趨勢。

● 辨識特徵：

�、腳紅且修長，嘴尖而細長。

�、 雄鳥背部黑色帶橄欖綠的光澤，喉、胸、腹至尾下白色。頭上至後頸有白

色至黑色不等的顏色變化。

�、雌鳥大致似雄鳥，但背部黑褐色無光澤。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Himantopus himantopus
英名：Black-winged Stilt高蹺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高蹺鴴紅色的長腳相當醒目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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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長
腳
鷸
科

▲ 從近海的沼澤到內陸的水田皆可發現高蹺鴴的蹤跡 黃民雄 攝

▲ 高蹺鴴雄鳥背部藍黑色有光澤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長
腳
鷸
科

▲ 高蹺鴴雌鳥 黃民雄 攝

▲ 高蹺鴴幼鳥為早熟性鳥類，孵化不久即可跟著親鳥四處遊走覓食 黃民雄 攝



�0

鴴
形
目

長
腳
鷸
科

▲ 高蹺鴴一次大約可產3～4顆蛋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長
腳
鷸
科

  反嘴鴴因其細長上翹的嘴而得名，在台灣以台南

四草的度冬數量較多且穩定，其他地區族群數量較

少。多出現在魚塭、沼澤、鹽田等水域，不管是覓食

或飛行，常常是集體行動。覓食方式特殊，會用上翹

的長嘴在水中掃動濾食。

● 辨識特徵：

�、全身黑白相間，嘴細長上翹。

�、腳灰黑色，有蹼。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Recurvirostra avosetta
英名：Pied Avocet反嘴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反嘴鴴常成群活動

��cm

黃民雄 攝

上翹的長嘴



��

鴴
形
目

長
腳
鷸
科

▲ 反嘴鴴黑白相間的羽色及上翹的嘴相當容易辨識 謝宗欣 攝

▲ 反嘴鴴飛行時背部兩側及初級飛羽的黑色斑塊特別醒目 黃民雄 攝



��

燕鴴科 ●  燕鴴科鳥類嘴短扁，嘴先端向下，雙

翼甚長，尾羽分叉，腳短。

●  善於飛行捕食空中的昆蟲，飛行姿態

類似燕科鳥類。

●  主要棲息在海岸附近砂石地、旱田、

沼澤等地帶。喜歡成群活動，以昆蟲 

、蜥蜴、蝸牛、種子、魚類 為食。 

●  於旱地上築巢，遇危險時會有擬傷的

行為。

燕鴴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燕
鴴
科

  燕鴴喜歡棲息在翻耕後的農地、甘蔗田、海岸附

近砂石地、旱地、河床，常單獨或小群出現。善於行

走及飛行，飛行速度快，可以在空中捕食飛行中的昆

蟲。

● 辨識特徵：

�、全身以茶褐色為主，腹部以下白色。

�、嘴黑色、基部內側紅色，喉部乳黃色鑲黑色邊。

�、飛行時可看到翼下橙紅色的覆羽。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Glareola maldivarum
英名：Oriental Pratincole燕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燕鴴停棲在炎熱的旱田時，常會張開嘴巴散熱

��cm

唐清良 攝

翼下橙紅色的覆羽
黃民雄 攝



鴴
形
目

燕
鴴
科

��

▲ 燕鴴交配

 唐清良 攝

 黃民雄 攝

▲ 燕鴴飛行



��

鴴 科

鴴科鳥類體型大致嬌小圓

胖，頭頸皆短，嘴巴短直。 

生性較為活潑好動，喜歡成

群在沙洲上行動及覓食，常

以小步伐短距離快跑，跑跑

停停，一邊捕食地上的昆蟲

或小動物。

飛行速度快，呈直線飛行；

分布於全世界，有些種類能

作長距離的遷徙。主要棲息

在河口、水田、沙洲、沼澤

地帶。

繁殖期機警敏感，築巢於空

曠砂地上，受威脅時會有擬

傷的行為。

＊擬傷行為：有些鳥類，例如東方環頸鴴、高蹺鴴等在繁殖

期時當發現有敵人靠近時，為了掩護巢及幼鳥不要被發現，

會拖曳著翅膀假裝受傷，以引開敵人對巢及幼鳥的注意，稱

為「擬傷行為」。

小環頸鴴

東方環頸鴴

鐵嘴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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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鴴

科

  小環頸鴴通常出現在沙洲泥灘地、草澤、水田、

鹽田、旱地等地區，成單獨或小群活動，以泥灘地中

的沙蠶等生物為主食。留鳥族群稀少，多棲息中南部

的水域岸邊。

● 辨識特徵：

�、頭頂、背部褐色，腹部白色，腳黃色、嘴黑色。

�、胸前黑色寬頸環相連不間斷。

�、繁殖羽頸環及過眼線顏色較深，眼周圍金黃色，頭頂有白色橫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haradrius dubius
英名：Little Ringed Plover小環頸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小環頸鴴繁殖羽

��cm

竹間小六 攝



��

鴴
形
目

鴴

科

▲ 小環頸鴴非繁殖羽

▲ 小環頸鴴繁殖羽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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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鴴

科

  東方環頸鴴多出現在河口、潮間帶、沙洲沼澤、

泥灘地或溼地附近的砂礫地，常以小碎步的方式忽走

忽停，在泥灘地上覓食。繁殖期會直接築巢於砂礫地

上，蛋的顏色類似小石子，因此不易發現。當巢蛋

或雛鳥受威脅時，親鳥會以擬傷的行為吸引敵人的注

意，以掩護蛋或雛鳥。

● 辨識特徵：

�、胸前頸環較窄且不相連，嘴黑色，腳灰黑色。

�、雄鳥繁殖羽前頭頂有一塊黑色斑，頭上紅褐色，過眼線黑色。

�、雌鳥頭上、過眼線及頸環均為灰褐色。

�、頸後頭與背部羽色不相連，有白色項圈。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haradrius alexandrinus
英名：Kentish Plover東方環頸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東方環頸鴴雄鳥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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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鴴

科

▲  東方環頸鴴胸前頸環中斷不相連

▲ 東方環頸鴴雄鳥繁殖羽

黃民雄 攝

  洪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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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鴴

科

▲ 東方環頸鴴雄鳥

▲ 東方環頸鴴雌鳥孵卵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東方環頸鴴卵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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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鴴

科

  灰斑鴴習性似金斑鴴，但體型稍大於金斑鴴，通

常零散出現於海岸、河口潮間帶、鹽田，群聚數量較

金斑鴴少。以昆蟲、軟體動物為主食。

● 辨識特徵：

�、 繁殖羽背面黑色有灰褐色斑點，從額、眉、頸

側至胸側有「乙」字形白色縱帶。臉頰、喉、

胸、腹部為黑色。

�、 非繁殖羽背面灰褐色，有黑褐色斑點，羽緣灰

白色，眉斑白色，腹部白色 ，頸至上腹部有

縱斑。

3、 飛行時翼下黑色斑塊較金斑鴴明顯。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luvialis squatarola
英名：Grey Plover灰斑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灰斑鴴非繁殖羽

�0cm

黃民雄 攝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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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鴴

科

  金斑鴴多單獨或小群出現於海岸、河口、鹽田、

沼澤，有時會大量群聚於近海的水田、溼地，以昆

蟲、軟體動物為主食。行走中停頓時常會上下擺動身

體，飛行及覓食姿態不急不徐，從容優雅。

● 辨識特徵：

�、 繁殖羽背面黑色有金黃色斑點，從額、眉、頸側至胸側有「乙」字形白色

縱帶。臉頰、喉、胸、腹部為黑色。

�、 非繁殖羽背面褐色，羽緣淡金黃色，眉斑土黃色，臉頰至腹部淺褐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luvialis fulva
英名：Pacific Golden Plover金斑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金斑鴴成非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鴴

科

▲ 成鳥繁殖羽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金斑鴴成鳥非繁殖羽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鴴

科

  鐵嘴鴴常與蒙古鴴混棲，外型亦很相似，多出現

在潮間帶、河口、沙洲、海邊沼澤、鹽田等泥灘地，

常數隻或小群一起活動，喜歡短距離在泥濘地上快

跑。以昆蟲、甲殼類、環節動物等為主食。

● 辨識特徵：

�、 外型與蒙古鴴很相似，但鐵嘴鴴體型較大，嘴較長，繁殖羽時的橙色胸帶

邊緣沒有黑色細線。

�、 背、翼褐色，腹部及尾下白色。繁殖羽時，胸帶為橙紅色與後頸相連，過

眼線黑色，額白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haradrius leschenaultii
英名：Greater Sand Plover鐵嘴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鐵嘴鴴非繁殖羽

��cm

文武 攝



��

鴴
形
目

鴴

科

  蒙古鴴習性、外觀與鐵嘴鴴類似，但體型較小，

喜歡在沙洲、泥灘地上奔跑覓食，跑跑停停，常與鐵

嘴鴴等鳥類混群。以昆蟲、甲殼類、環節動物等為主

食。

● 辨識特徵：

�、 嘴短、黑色，腳暗色，非繁殖羽時背部灰褐色，額、眉斑、頰與喉部白色 

，過眼線黑褐色，腹部白色，頸部有褐色橫帶。

�、 繁殖羽時的頭頸部及前胸出現橙色胸帶，胸帶內緣有黑色細邊。過眼線顏

色加深，額及眉斑的白色不相連。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haradrius mongolus
英名：Lesser Sand Plover蒙古鴴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蒙古鴴成鳥繁殖羽

�0cm

謝宗欣 攝



��

鷸 科

●  鷸科各種鳥類體型相差懸殊，嘴形各異。雙翼長 

，尾短，略呈方形。

●  常出現在海邊灘地、河口、沙洲及沼澤、水田地

帶。性群棲，覓食方式也因嘴形各不相同。



��

鴴
形
目

鷸

科

  磯鷸常單獨出現在海岸、魚塭、河口至內陸的溪

流、池畔，甚至到中低海拔山區溪流仍可見其蹤影，

環境適應力強。滯留台灣時間很長，幾乎終年可見。

常沿著水邊快速行走覓食，行走時常常不停上下擺動

尾羽。喜歡停棲在石頭、樹枝等突出物上休息。

● 辨識特徵：

�、全身灰褐色調為主，腹部白色，眉白色，過眼線黑褐色。

�、翼角上方內凹處白色為最大特徵。

�、叫聲為「嘰--哩哩」。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ctitis hypoleucos
英名：Common Sandpiper磯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磯鷸翼角上方內凹的三角形為辨識重點

��cm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鷸

科

▲ 磯鷸理羽 黃民雄 攝

▲ 磯鷸除了繁殖期及遷徙時外，大多單獨行動 黃民雄 攝



�00

鴴
形
目

鷸

科

  又稱「濱鷸」，在台灣度冬族群龐大，常成群出

現在海岸潮間帶、河口沙洲、魚塭、沼澤等地區，成

千成百，相當壯觀。覓食方式是碎步快速行走，並以

長嘴插入泥中探食，以水生昆蟲、紅蟲、貝類、甲殼

類為食。

● 辨識特徵：

�、嘴黑色，略長且略向下彎。

�、 全身灰褐色調，腹部白色。繁殖羽時背部轉為紅褐色，腹部中央呈黑褐

色，因而得名。

�、飛行時，白色的翼帶相當醒目。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alidris alpina
英名：Dunlin黑腹濱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黑腹濱鷸非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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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長趾濱鷸又稱「雲雀鷸」，體型嬌小，常單獨或

成小群出現在泥灘地、鹽田、溼地、魚塭、水田等地

方快步行走、覓食，常混群於其他鷸科鳥類，但生性

較不怕人。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alidris subminuta
英名：Long-toed Stint長趾濱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長趾濱鷸有修長的腳趾

��cm

黃民雄 攝

● 辨識特徵：

�、 嘴黑略下彎，腳黃綠色，腳趾長，其中中趾特別長，適合在泥灘地行走；

頭頂顏色較暗，有白色眉斑，背部有V字型白斑。

�、 繁殖羽頭及背部茶褐色帶黑斑，喉胸腹部及尾下覆羽白色。非繁殖羽時全

身羽色較淡，背部有褐色斑。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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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彎嘴濱鷸又稱「滸鷸」，通常小群出現在河口沙

洲、鹽田、沼澤、魚塭、水田、溪流，常與其他鷸科

鳥類一起活動。在秋過境期間因屬非繁殖羽，與其他

濱鷸灰、褐色的羽色相類似，不易辨識；等到四、五

月春過境時節，鏽紅色的繁殖羽讓彎嘴濱鷸在一群鷸

科水鳥中特別顯而易見。

● 辨識特徵：

�、嘴黑色，細長略下彎。

�、繁殖羽時全身出現鏽紅色，背部有不規則黑黃白色夾雜的斑點。

�、非繁殖羽時背部以暗褐色為主，腹部白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alidris ferruginea
英名：Curlew Sandpiper彎嘴濱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彎嘴濱鷸(滸鷸)嘴長略下彎

��cm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0�

鴴
形
目

鷸

科

▲ 彎嘴濱鷸(滸鷸)繁殖羽 黃民雄 攝

▲ 彎嘴濱鷸(滸鷸)繁殖羽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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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紅胸濱鷸又稱「穉鷸」，在四月下旬的春過境期

會大量出現，常成大群與其他鷸科鳥類在魚塭、沼

澤、鹽田、河口泥灘地等區域活動覓食，生性活潑，

常可見其在泥灘地上奔跑覓食，以昆蟲、甲殼類、螺

貝類、沙蠶等為主食。

● 辨識特徵：

�、 繁殖羽背面、臉至上胸紅褐色，背部有黑褐色斑點及白色羽緣。頭上至後

頸、頸側及下胸有黑褐色縱斑，腹部至尾下覆羽白色。

�、 非繁殖羽背面灰褐色，有雜斑。腹面白色，頸側、胸側有不明顯的褐色縱

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alidris ruficollis
英名：Rufous-necked Stint紅胸濱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紅胸濱鷸非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0�

鴴
形
目

鷸

科

▲ 紅胸濱鷸繁殖羽 謝宗欣 攝

▲ 紅胸濱鷸喜歡成群活動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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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尖尾濱鷸在台灣屬於普遍的過境鳥，以春季較為

常見，常單獨或小群出現在沼澤、沙洲、水田、鹽田

等地區，以甲殼類、昆蟲或蝌蚪為主食。繁殖羽時頭

頂的紅褐色及胸前V形斑點為辨識尖尾濱鷸的重點。

● 辨識特徵：

�、 嘴黑色略下彎，腳黃綠色。繁殖羽時頭頂紅

褐色，具黑色細縱紋，有黃白色眉斑，背部

黑褐色具紅褐色及白色羽緣，胸腹以下可見

V形斑。

�、 非繁殖羽時全身羽色較淡，頰至胸有不明顯

之縱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alidris acuminata
英名：Sharp-tailed Sandpiper尖尾濱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尖尾濱鷸繁殖羽頭頂紅褐色，如戴著一頂小紅帽般

��cm

黃民雄 攝

▲ 尖尾濱鷸繁殖羽胸前有V形斑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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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寬嘴鷸為不普遍的過境鳥，以春季過境期較為常

見。常單獨或小群出現在沼澤、鹽田、水田、沙洲、

魚塭等地區，以貝類、蚯蚓、昆蟲等為主食，常混群

於濱鷸等其他鷸科鳥類中。

● 辨識特徵：

�、嘴喙較其他鷸科鳥類寬，略長，尖端略下彎。

�、 繁殖羽頭頂暗褐色，頭側線白色，呈現有如西瓜皮般的紋路，背部帶些許

紅褐色，腹面白色，有白色眉斑及黑褐色過眼線。

�、非繁殖羽頭頂紋路稍淡，背部為樸素的灰褐色有白色羽緣，腹面白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imicola falcinellus
英名：Broad-billed Sandpiper寬嘴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寬嘴鷸頭頂有西瓜皮般的斑紋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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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 寬嘴鷸成鳥 黃民雄 攝

▲ 寬嘴鷸嘴喙較寬且前端略下彎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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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青足鷸屬較大型的鷸科水鳥，單獨或小群出現在

近海沼澤、潮間帶、魚塭、鹽田等。生性機警，受干

擾飛離時常會發出清脆響亮的「丟、丟、丟」叫聲。

● 辨識特徵：

�、嘴前端略為上翹；腳長，青灰色。

�、頭至後頸灰色有縱斑，背部灰褐色，有白色間黑褐色的羽緣。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ringa nebularia
英名：Common Greenshank青足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青足鷸嘴喙前端略上翹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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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 青足鷸腳呈青灰色因而得名 黃民雄 攝

▲ 青足鷸覓食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鷸

科

▲ 青足鷸覓食時大多單獨行動 黃民雄 攝

▲ 青足鷸為常見的大型鷸科水鳥 黃民雄 攝



���



���

青足鷸/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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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小青足鷸多單獨或小群出現在河口沙洲、魚塭、

鹽田、沼澤等水域，以小魚、小蟲、甲殼類、貝類為

主食，為肉食主義者。生性活潑，叫聲為尖細的「

匹、匹、匹」。

● 辨識特徵：

�、型態類似青足鷸，但嘴細長不上翹，體型較小。

�、 繁殖羽頭、頸、胸白色但密佈黑褐色縱斑，體背灰褐色有深色斑點，腳黃

綠色，眉線白色。

�、非繁殖羽體背大致灰色且斑點褪去，頭頸胸的縱斑較不明顯。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ringa stagnatilis
英名：Marsh Sandpiper小青足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小青足鷸非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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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 小青足鷸非繁殖羽 黃民雄 攝

▲ 小青足鷸非繁殖羽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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鷸

科

  黃足鷸通常出現在河口沙洲、潮間帶、沼澤、珊

瑚礁沿岸，以小螃蟹、小蝦、沙蠶、水生昆蟲為主

食。常沿著岸邊或海堤邊覓食，漲潮時喜歡成小群在

石塊、堤防、岩礁上休息。

● 辨識特徵：

�、因腳黃色而得名；眉線白色，過眼線黑褐色。嘴灰黑色，下嘴基部黃褐色。

�、 身體背面暗灰褐色，腹面白色。繁殖羽時，臉頰至前胸會出現黑灰色縱斑，

胸與腹側有波浪形花紋。非繁殖羽時，臉、胸到腹花紋消失呈淺灰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Heteroscelus brevipes
英名：Grey-tailed Tattle黃足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黃足鷸非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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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赤足鷸單獨或小群出現在河口、沙洲、魚塭、沼

澤、鹽田，以小螃蟹、小蝦、沙蠶、水生昆蟲為主

食。度冬的赤足鷸在台灣以中南部較普遍可見，北部

則以春秋過境的族群為多。

● 辨識特徵：

�、因腳紅色而得名；嘴橙紅色，前端黑色；眼圈白色。

�、 身體背面茶褐色，腹面白色。繁殖羽時，背面會出現黑褐色斑紋，臉頰至

前胸有黑褐色縱斑。非繁殖羽時，背面灰褐色，前胸的縱斑變得不明顯。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ringa totanus
英名：Common Redshank赤足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赤足鷸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鷸

科

▲ 赤足鷸繁殖羽 黃民雄 攝

▲ 赤足鷸覓食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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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鶴鷸冬、夏天羽色變化極大，在台灣有少數的度

冬及春過境族群，以西南沿海較為常見。常單獨或小

群於沼澤、鹽田、魚塭處覓食，以水中昆蟲、小魚

蝦、軟體動物為主食。

● 辨識特徵：

�、 嘴、腳長，繁殖羽與非繁殖羽間羽色變化甚大，繁殖羽時全身大致黑色，

有白色眼圈，背部有白色羽緣，下嘴基部及腳暗紅色。

�、 非繁殖羽時背面鼠灰色，腹面白色，下嘴基部及腳紅色。此時外觀與赤足

鷸相似，但鶴鷸體型較大且嘴較細長，僅下嘴基部紅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ringa erythropus
英名：Spotted Redshank鶴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鶴鷸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鶴鷸換羽



��0



���
鶴鷸/ 黃民雄 攝

鶴鷸

繁殖羽時全身大

致黑色，有白色

眼圈，背部有白

色羽緣，下嘴基

部及腳暗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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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田鷸常出現在收割後的稻田、沼澤、大面積的淺

水溼地，單獨或二、三隻於傍晚時分活動。喜歡棲息

在草叢邊，受驚擾時會在原地不動警戒，當干擾接近

時會突然竄入草叢中。飛行方式特殊，是以交叉方式

的「之」字形起飛。

● 辨識特徵：

�、 嘴筆直且長，頭中央有一條乳黃色的縱線，眉線亦是乳黃色，頭頂兩側的

側線及過眼線為黑褐色，臉頰上有一深褐色斑。

�、 體型圓胖腳短，背部茶褐色至深褐色，黃白色的縱線明顯。頸部到胸部黃

褐色有縱紋，腹部至尾下白色，體側有橫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Gallinago gallinago
英名：Common Snipe田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田鷸與中地鷸、大地鷸等田鷸屬的鳥類長相極為類似，不易辨認

��cm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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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 田鷸動作輕緩且有保護色，因此並不容易發現牠，特別是在收割的稻田中 黃民雄 攝

▲ 田鷸嘴筆直且長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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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鷹斑鷸多單獨或小群出現在淡水沼澤、水田、淡

水魚塭，過境時則以較大的族群出現在較內陸的溼地 

。常沿著灘地行走覓食，步行時會上下擺動尾部，以

昆蟲、甲殼類、蚯蚓等為主食。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ringa glareola
英名：Wood Sandpiper鷹斑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鷹斑鷸因背部黑褐色有白色斑點而得名

��cm

黃民雄 攝

● 辨識特徵：

�、眉線白色，過眼線黑褐色，腳黃綠色。

�、 繁殖羽頭至後頸灰褐色有細縱紋，臉頰至前頸、胸有黑褐色縱斑，背部黑

褐色有白色斑點，腹部白色。非繁殖羽時縱斑較不明顯。



���

鴴
形
目

鷸

科

▲ 鷹斑鷸受干擾時會連續地探頭警戒 黃民雄 攝

▲ 鷹斑鷸非繁殖羽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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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在春過境期間常能看到中杓鷸出現在河口、潮間

帶、礁岩海岸等地區，偶爾會出現在農耕地，喜歡邊

走邊覓食，會用長而下彎的嘴插入泥中或石縫中捕食

螃蟹、螺貝類、昆蟲等。中杓鷸特別愛吃螃蟹，為了

讓較大的螃蟹易於吞食或是避免蟹腳刺傷喉嚨，會將

螯及蟹腳甩掉或拆除。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Numenius phaeopus
英名：Whimbrel中杓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中杓鷸體型及嘴長介於大、小杓鷸間

��cm

竹間小六 攝

● 辨識特徵：

�、嘴長，向下彎；嘴黑褐色，但下嘴基部為肉紅色。

�、 全身黃褐色為主，頭至頸部顏色較淡有黑色細縱斑，背部顏色較深有黑褐

色軸斑。飛行時腰部的白色也可作為辨識重點。

�、頭頂兩側有黑褐色的縱線， 叫聲為連續的「逼逼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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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黑尾鷸通常單獨或小群出現在河口、沙洲、魚

塭、水田、池塘等地區活動覓食，中南部有小部分的

度冬族群，外觀似斑尾鷸，兩者最主要分別在於斑尾

鷸嘴向上翹。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imosa limosa
英名：Black-tailed Godwit黑尾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黑尾鷸嘴基部紅褐色，前端黑色，細長不上翹

�0cm

黃民雄 攝

● 辨識特徵：

�、嘴長而直，淺紅褐色前端呈黑色。

�、 有白色眉斑，繁殖羽時，頭、頸至上胸羽色

大致為紅褐色，腹部以下白色；非繁殖羽時 

，轉為淡灰褐色。

�、飛行時可見尾羽末端黑色及白色的翼帶。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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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翻石鷸在台灣以春過境期間較為常見，大多出現

在潮間帶、礁岩海岸、泥灘地，常常可以看見牠們成

小群在灘地上走動，不斷地用嘴翻開石塊或貝殼，尋

找躲藏在下面的沙蠶、螃蟹等食物。翻石鷸有一張如

小丑般的花臉及花花的羽色，在鷸科鳥類中特別容易

辨識。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renaria interpres
英名：Ruddy Turnstone翻石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翻石鷸有一張大花臉

��cm

黃民雄 攝

● 辨識特徵：

�、 嘴厚短，微微上翹，體型矮胖，腳橙紅色，腹面白色，繁殖羽時羽色鮮艷

醒目，背部橙紅至橙褐色，間雜黑白色斑紋，臉部及頸側亦有黑色花紋，

前頸至胸黑色。

�、非繁殖羽時身上的橙紅色褪去，轉為黯淡的深褐色。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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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鷸

科

  紅領瓣足鷸會於春季過境時成群出現在近海沼

澤、鹽田、魚塭、河口、靠岸的海邊、海面上，常聚

集在水面上迴旋打轉來激起水中的昆蟲及浮游生物，

再用嘴啄食，所以常看到水面上有一圈圈的漣漪。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halaropus lobatus
英名：Red-necked Phalarope紅領瓣足鷸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紅領瓣足鷸非繁殖羽

��cm

文武 攝

● 辨識特徵：

�、嘴黑色，尖細筆直；趾間有瓣膜。

�、 繁殖期雌鳥羽色較為鮮豔，喉白色，頸紅褐色，眼上方有一白斑，臉與背

部黑色，背部有橙色線斑。雄鳥頸部顏色較淺，為土黃色。

�、 非繁殖羽時，頸部紅色褪去，頭、頸、腹面為白色，頭頂有灰色斑，眼後

下方有一醒目的黑斑。背部大致為灰黑色，羽緣白色。



��0

鷗 科

鷗科可分為兩類

●  燕鷗類：體型纖長，雙翼較尖窄，嘴形尖銳，尾羽

長且分叉，可衝入水中捕魚，不浮游在水面。

●  鷗類：體型肥胖，雙翼較寬長，嘴厚重呈鉤狀，尾

羽呈圓形不分叉，浮游在水面或在陸地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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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小燕鷗在台灣為夏候鳥，少部份為留鳥，每年四

月開始會成小群出現在海岸、河口、魚塭、沼澤等地

區活動。常於空中定點振翅覓食，發現獵物後會在空

中轉個小彎垂直衝入水中獵食，以魚、蝦為主食。不

會在水面上浮游。每年四～七月是繁殖期，小燕鷗會

成群在砂礫地上築巢、產卵、育雛。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Sterna albifrons
英名：Little Tern小燕鷗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小燕鷗繁殖羽

��cm

黃民雄 攝

● 辨識特徵：

�、頭頂至後頸及過眼線黑色，額白色。背淺藍灰色，頸胸腹為白色。

�、 繁殖羽時嘴黃色，尖端黑色；腳橙黃色。非繁殖羽時，嘴為黑色，額白色

部份範圍延伸至頭頂，腳褐色。

�、尾羽分岔深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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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 小燕鷗常成群出現在魚塭等水域上空，不浮游於水面  黃民雄 攝

定點鼓翅2定點鼓翅1

小燕鷗額頭白色 
，因此又稱為「
白額燕鷗」。

文武 攝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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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每逢春秋兩季過境，黑腹燕鷗會出現在河口、沼

澤、魚塭、池塘，成小群活動，但偶爾會以大群的方

式出現。以魚、蝦為主食，覓食動作敏捷，可由空中

直接俯衝水面捕食。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hlidonias hybrida
英名：Whiskered Tern黑腹燕鷗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黑腹燕鷗繁殖羽

��cm

文武 攝

● 辨識特徵：

�、 繁殖羽時，嘴暗紅色，腳紅色，頭上至後頸黑色，喉至頸側白色。身體灰

色為主，前胸至腹面顏色較黑為灰黑色，有些呈黑色塊斑，尾下覆羽白

色。

�、 非繁殖羽時，嘴、腳黑色，全身以淡灰色為主，頭頸至前胸為白色。頭頂

有黑色縱斑，頭後有黑斑與眼後黑斑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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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 黑腹燕鷗非繁殖羽  黃民雄 攝

 謝宗欣 攝▲ 黑腹燕鷗換羽

繁殖羽

 黃民雄 攝



���

鴴
形
目

鷗

科

  白翅黑燕鷗與黑腹燕鷗同為過境鳥，過境時常成

群聚集出現於河口、魚塭、池塘、潮間帶、水田、水

庫上空等地區，以魚蝦、昆蟲等為主食，常飛行於水

面上找尋食物，發現獵物後俯衝入水捕食。白翅黑

燕鷗與黑腹燕鷗非繁殖羽時外觀極為類似，可由眼後

黑斑來判斷：黑腹燕鷗眼後黑斑與眼線平行一直線連

貫；白翅黑燕鷗眼後黑斑較大且超過眼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hlidonias leucopterus
英名：White-winged Black Tern白翅黑燕鷗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白翅黑燕鷗非繁殖羽

��cm

唐清良 攝

● 辨識特徵：

�、 繁殖羽時頭部、胸腹部皆為黑色，飛行時可見翼下前半段亦為黑色，嘴、

腳為紅色。

�、 非繁殖羽時，羽色以白色為主，僅剩下頭頂、後頸及耳斑（低過眼睛下

方）呈現暗灰色，嘴及腳分別轉為黑色、灰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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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 白翅黑燕鷗覓食  唐清良 攝

 唐清良 攝▲ 白翅黑燕鷗非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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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 白翅黑燕鷗非繁殖羽  唐清良 攝

 唐清良 攝▲ 白翅黑燕鷗非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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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裏海燕鷗為大型的燕鷗，具群聚性，多出現在河

口、海岸、潮間帶、沼澤等大型開闊水域，以魚類為

主食，常會在水面上飛行覓食，可定點振翅再衝入水

中捕食。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Sterna caspia
英名：Caspian Tern裏海燕鷗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裏海燕鷗為大型的鷗科鳥類

��cm

竹間小六 攝

● 辨識特徵：

�、嘴長且粗厚，嘴紅色，先端黑色，腳黑色。

�、背部灰色，頭、頸至胸以下白色。

�、 繁殖羽時頭頂至後頸為黑色，且有不明顯冠羽。非繁殖羽時，頭頂黑色減

少且出現白色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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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 裏海燕鷗常群聚出現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裏海燕鷗粗厚、紅色的嘴喙特別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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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鳳頭燕鷗多出現在海岸岩礁、河口、島嶼、漁

港，常成群出現。覓食方式為先在水面巡航，然後直

接從空中俯衝入水捕食，以魚蝦為主食。在台灣是局

部普遍的夏候鳥，以東北角較為常見，留鳥族群則在

澎湖及馬祖。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Sterna bergii
英名：Greater Crested Tern鳳頭燕鷗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鳳頭燕鷗繁殖羽 /

��cm

黃民雄 攝

● 辨識特徵：

�、 嘴黃色，腳黑色，背部灰色，翼尖黑色，喉、頸、胸、腹皆為白色。尾羽

灰色，略分岔；展翅時翼上覆羽灰色。

�、繁殖羽時，眼上方的前頭至後頭為黑色，頭後有冠羽。

�、非繁殖羽時，全身大致似繁殖羽，但頭頂黑色部份出現白色細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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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 鳳頭燕鷗會由高空俯衝入水捕食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鳳頭燕鷗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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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紅嘴鷗多出現在港灣、潮間帶、河口、大型沼

澤、魚塭等，生性喧嘩，喜歡群聚，會群飛在水面上

找食物並衝入水中啄食，或浮游於水面、步行撿食的

方式覓食。常站在沙洲、水面突出物或浮游在水面休

息。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arus ridibundus
英名：Black-headed Gull紅嘴鷗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 紅嘴鷗非繁殖羽，眼後有一黑斑

�0cm

竹間小六 攝

● 辨識特徵：

�、背部灰色，體下白色，初級飛羽尖端黑色。

�、繁殖羽時，頭及臉為黑褐色，嘴、腳暗紅色，眼圈白色。

�、 非繁殖羽時，頭及臉的黑褐色褪去轉為白色，但眼後有一明顯的黑斑。

嘴、腳紅色，嘴前端略有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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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
形
目

鷗

科

▲ 紅嘴鷗非繁殖羽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紅嘴鷗非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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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鴿科

●  鳩鴿科鳥類通常體型肥胖、頭小、頸腳皆短，嘴細，

先端呈鉤狀。

●  以植物種子、果實為主食。喜歡漫步於草地或樹林下

覓食 。

●  雌雄皆會抱卵，育雛時會將食物半消化成乳狀之鴿

乳，再吐出餵養幼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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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
形
目

鳩
鴿
科

  普遍易見的鳥類，常數隻或成群出現在鄉間、農

地、開闊地、樹枝、電線、草坪等。常在地面行走覓

食，以植物的果實、種子、嫩芽為主食，也常成群

排排站在電線或枝頭上休息。叫聲為連續的「咕-咕-

咕」，是台灣可見鳩鴿科鳥類體型最嬌小的。

● 辨識特徵：

�、雄鳥頭至頸部鼠灰色，身體磚紅色，飛羽及尾羽黑褐色，後頸有黑色頸環。

�、雌鳥全身褐色為主，後頸也有黑色頸環，但頸環邊緣有些微白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英名：Red-collared Dove紅鳩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謝宗欣 攝

雄鳥

雌鳥

▲ 在樹林下、草地上常可看到紅鳩夫妻相偕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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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
形
目

鳩
鴿
科

  又稱「珠頸斑鳩」，因頸部的白色斑點而得名。

多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的平原及丘陵、開墾地，適應

力強，因此一般在校園、公園等也可發現斑頸鳩的蹤

跡。常成對或數隻在地面上邊走邊覓食，以植物種子

或昆蟲為食。

● 辨識特徵：

全身以灰褐色為主，腹部略紅，頭頂灰

色，後頸至頸側黑色間有白色珠狀斑點。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Streptopelia chinensis
英名：Spotted-necked Dove斑頸鳩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0cm

黃民雄 攝

有白色珠狀斑點的黑頸帶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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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
形
目

鳩
鴿
科

鴿子為都市公園綠地、校園、近郊

附近常見的籠中逸鳥，主要是臺灣

盛行飼養的賽鴿所逃逸野生的，以

果實、種子、穀類為主食，常會在

大樓等建築物的窗台、冷氣機棲息

及築巢。

● 辨識特徵：

�、體型肥胖，頸、腳皆短，腳紅色，羽色花紋多樣，無頸環。

�、嘴細，先端呈勾狀，鼻孔有白色臘膜覆蓋著。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olumba livia 
英名：Rock Dove鴿子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謝宗欣 攝▲ 鴿子的羽色花紋有相當多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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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科

●  杜鵑科鳥類是著名的托卵性鳥類，有些種類不

築巢亦不育雛，會將卵托生在各種鳥類的巢

中。

●  體型修長，大多雌雄同色，嘴先端向下鈎，尾

長。

●  主要棲息在樹林或草原，通常單獨活動，以爬

蟲類、小動物或果實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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鵑
形
目

杜
鵑
科

  番鵑大多棲息在平地至低海拔灌叢、草叢、旱

田、曠野、甘蔗田中，喜歡停棲在突出的甘蔗枝、樹

枝等，生性隱密，常會在下層樹叢或草叢間做短距離

飛行。以昆蟲、爬蟲類為主食，築巢於灌叢中，巢形

為圓球形。

● 辨識特徵：

�、 繁殖羽與非繁殖羽落差很大：繁殖羽背及翼栗褐色，身體大致黑色稍帶綠

色光澤。非繁殖羽全身大致為黃褐色，羽軸黃白色，呈縱斑狀。尾羽外側

黑色，內側褐色有黑色橫斑。

�、叫聲為「嘓、嘓、嘓」。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entropus bengalensis
英名：Lesser Coucal番鵑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番鵑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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鵑
形
目

杜
鵑
科

▲ 番鵑喜歡站立在突出的柱子、樹枝上    洪董 攝

   洪董 攝▲ 番鵑飛行



���

雨燕科

小雨燕 /黃嘉隆 攝

●  外型類似燕科鳥類，但其尾羽無分叉或分

叉較淺。

●  雙翼修長如鐮刀形，飛行力強，飛行時雙

翼快速交互鼓動。

●  多數時間於空中不斷飛行，腳短無力，落

地便無法以本身的力量起飛，所以通常不

停棲，只有在必要時會攀附在壁上。

●  以昆蟲為主食，能巧妙捕食飛行中的昆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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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燕
目

雨
燕
科

  小雨燕多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地區，偶爾會出現

在中高海拔的上空，通常成群於天空中繞飛，捕食飛

行中的昆蟲，且會發出吵雜的叫聲。雙腳退化無力，

因此只能用鉤掛在屋簷、石壁、橋樑上的方式休息。

築巢於沙質岩壁、建築物、隧道、橋樑、山洞中。

● 辨識特徵：

�、全身黑褐色為主，喉及腰為白色。

�、尾羽不分叉，稍向內凹，張開如扇形；飛行時羽翼呈鐮刀形。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pus affinis
英名：House Swift小雨燕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嘉隆 攝▲ 小雨燕白天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空中不斷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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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鳥科

●  小至中型水邊鳥類，羽色繽紛豔麗 ，頭略

大，尾、腳短，嘴粗厚有力，以魚、蛙、

爬蟲類、昆蟲為主食。

●  飛行速度快，常貼近水面筆直飛行，且邊

飛邊發出尖銳之叫聲。

●  喜佇立於枯枝或岩石上等待獵物，發現獵

物時會在空中定點振翅，俯衝向下捕食。

● 以岸邊泥土或朽木築洞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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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法
僧
目

翠
鳥
科

  捕魚技術高超的釣魚翁，多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

的河川、溪流、池塘、湖泊、溝渠等，喜歡佇立在水

邊的枝頭或岩石，伺機而動，在發現獵物會迅速衝入

水中捕食；也會在空中定點振翅，再急衝入水中捕

食。生性機警，受驚擾時會貼近水面直線飛離，且會

發出尖銳的「唧」聲。以挖洞的方式將巢築於溝渠或

池塘等岸邊土壁。

● 辨識特徵：

�、 頭、頸及背部大致為有光澤的藍綠色密佈淺藍色的斑點，背部中央至尾羽

的亮藍色特別顯眼。喉白色，眼下、胸、腹部至尾下為橙色。

�、 尾、腳皆短，腳紅色。嘴長，雄鳥上下嘴喙皆為黑色，雌鳥下嘴喙紅色，

彷彿塗了口紅一樣。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lcedo atthis
英名：River Kingfisher翠鳥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唐清良 攝

雌鳥下嘴喙紅色雄鳥

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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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法
僧
目

翠
鳥
科

▲ 翠鳥捕魚技術高超，又稱「釣魚翁」、「魚狗」。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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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法
僧
目

翠
鳥
科

 黃民雄 攝

求偶、獻禮

交配

雌鳥(左)
雄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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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法
僧
目

翠
鳥
科

▲ 翠鳥會在潮溝 、魚塭的土岸挖洞築巢

蛋

▼ 翠鳥幼鳥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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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鳥(左為雌鳥)餵食幼鳥(右) /唐清良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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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長，嘴鋒稍下彎；後趾爪特長，有冠羽。

●  棲息於旱田、草原、山區空曠地帶，主要在地上覓
食、行動，以種子、昆蟲為主食。

● 在地上活動或空中飛翔時，常發出鳴聲。

  雲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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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雲
雀
科

  因常於空中定點振翅，俗稱「半天鳥」。多出現

在空曠的草地、荒地、旱田，大多在地面上活動、覓

食；繁殖期求偶或鳴唱時，能垂直飛上天空在定點鳴

叫許久；築巢於地面草叢中。

● 辨識特徵：

�、 冠羽黑褐色。全身以黃褐色為主，在草地中時形成最佳的保護色；背部及

雙翼有黑褐色軸斑及淡色羽緣，頸側、胸有褐色縱斑，眉線黃白色。

�、另一亞種「澎湖雲雀」體色較偏黃褐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lauda gulgula
英名：Oriental Skylark小雲雀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小雲雀後爪特別長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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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雲
雀
科

▲ 小雲雀有黑褐色冠羽

 黃民雄 攝

   洪董 攝

▲ 小雲雀繁殖期時有飛到空中定點鳴唱宣示領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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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科

●  燕科鳥類體型修長，雙翼狹長而尖，尾羽

分叉。

●  飛行速度快，飛行技巧高超且優雅，經常

成群盤旋於空中捕食飛蟲。腳短無力 ，偶

爾可見棲坐於電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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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燕

科

  洋燕多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都市、村莊、農地、

池塘、河床的上空或電線上，飛行技巧高超，速度

快，擅長在空中捕食飛蟲。築巢於橋樑下或屋簷、騎

樓的牆壁，巢材以泥土及草莖為主。

● 辨識特徵：

�、背面黑色帶有藍色光澤，額、頰至上胸為銹紅色，腹部灰褐色。

�、尾短，分叉小，尾羽下有白斑。

�、體型較家燕小，上胸無黑色環，且尾羽分叉較短。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Hirundo tahitica
英名：Pacific Swallow洋燕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洋燕上胸無黑色環，有別於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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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燕

科

▲ 洋燕銜泥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洋燕停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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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燕

科

  家燕為遷徙性鳥類，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的平

原、丘陵各種環境中，常在空中不停飛翔，張嘴捕食

飛行中的昆蟲。常築巢於住家的屋簷下，巢為半碗

狀。五至九月是過境期，過境族群會在甘蔗田或電線

上夜棲，數量龐大，可達數千至數萬隻。

● 辨識特徵：

�、背面黑色帶有藍色光澤，額、喉及上胸為紅褐色，腹部白色。

�、上胸有黑色環，尾羽分叉很深，尾羽下有白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Hirundo rustica
英名：Barn Swallow家燕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謝宗欣 攝▲ 家燕築半碗狀的巢於屋簷下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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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燕

科

▲ 家燕親鳥餵食幼鳥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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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燕

科

  赤腰燕台灣燕科鳥類中體型最大的，多出現在平

地、旱田、溪床，甚至一般巷弄。飛行姿態強勁，以

啄食空中的飛蟲為主食。喜歡築巢於騎樓、屋簷下，

以泥土、草莖築成半碗狀結合蜿蜒隧道的較為封閉的

巢。

● 辨識特徵：

�、背面黑色，帶有藍色光澤；腰部紅褐色；尾羽分叉深，像支剪刀一樣。

�、喉、胸至腹部黃白色密佈黑色縱斑；眉斑長，延伸至眼後，顏色為紅褐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ecropis striolata
英名：Greater Striated Swallow赤腰燕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唐清良 攝▲ 赤腰燕飛行



���

雀
形
目

燕

科

▲ 赤腰燕瓶口狀的巢

 謝宗欣 攝

 謝宗欣 攝

▲ 赤腰燕停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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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燕

科

  棕沙燕為台灣常見燕科鳥類中體型較小的，常成

群飛行於魚塭、河床上捕食昆蟲，或停棲於電線上休

憩，有集體於河邊土堤或砂質峭壁中挖洞築巢的習

慣。

● 辨識特徵：

�、背面灰褐色，喉至胸為污白色，腹部白色。

2、 尾短，呈略向內凹的魚尾形。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Riparia paludicola
英名：Plain Martin棕沙燕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0cm

黃民雄 攝▲ 棕沙燕體型嬌小，全身以灰褐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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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鶺鴒科

● 鶺鴒科鳥類的體型纖細修長，有些種類尾羽甚長。

●  常棲息於平地草原、農耕地、海濱、河畔、沼澤地

等，以昆蟲為主食。

●  停棲時或在地上行走時，尾羽會一上一下擺動；飛行

時呈波浪狀，且喜歡邊飛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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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鶺
鴒
科

  黃鶺鴒在台灣有兩亞種：白眉黃鶺鴒與黃眉黃鶺

鴒，主要差別在於眉斑顏色。常見於平地至低海拔水

域地帶、空曠草原、樹林、農耕地，多在地面活動，

以昆蟲為主食。常快步行走，停棲時會不停地上下擺

動尾羽；飛行路線呈大波浪狀，且會伴隨「唧、唧、

唧」的叫聲。

● 辨識特徵：

�、眉斑黃色/白色，腳灰黑色，尾長，嘴細。

�、繁殖羽時，背面橄欖綠色，腹部黃色。

�、非繁殖羽時，背面灰褐色，腹部灰白色略帶黃色，眉斑黃色變得較淡。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Motacilla flava
英名：Yellow Wagtail黃鶺鴒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黃眉黃鶺鴒繁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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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鶺
鴒
科

▲ 白眉黃鶺鴒非繁殖羽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白眉黃鶺鴒繁殖羽



���



���

白眉黃鶺鴒繁殖羽 /謝宗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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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鶺
鴒
科

  白鶺鴒在台灣有四個亞種，其中白面白鶺鴒在台

灣有留鳥族群，其餘均為冬候鳥。多出現在水域、

農耕地或住家附近，常在地面走動啄食昆蟲，停棲

時會不停擺動尾羽，飛行時呈波浪狀，且邊飛邊發出

「唧、唧、唧」的叫聲。早期農業時代，因常會出現

在牛糞邊捕食寄生蟲或昆蟲，因此又被稱為「牛屎

鳥」。有集體棲息過夜的習慣。

● 辨識特徵：

�、身材纖細修長。

�、 臉的部份為純白色，沒有過眼線，頭頂至背部及胸前為黑色，其餘部份為

白色，全身黑白分明。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Motacilla alba
英名：White Wagtail白面白鶺鴒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白面白鶺鴒臉部羽色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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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鶺
鴒
科

▲ 白面白鶺鴒成鳥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白面白鶺鴒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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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鶺
鴒
科

  灰鶺鴒喜歡在平地至中低海拔溪流、水域等潮濕

地帶或農耕地、公路旁活動，除遷徙時會集體出現，

其餘時間多單獨活動。常行走在地上啄食地面的昆

蟲，停棲時會不停上下擺動尾羽，飛行呈波浪狀，並

發出「唧、唧、唧」的叫聲。

● 辨識特徵：

�、身材纖長，頭至背部灰色，有白色眉斑，胸至腹部黃色，翼及尾羽黑褐色。

�、外觀似黃鶺鴒，但腳為黃褐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Motacilla cinerea
英名：Grey Wagtail灰鶺鴒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竹間小六 攝▲ 灰鶺鴒常出現在中低海拔山區的溪流、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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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鶺
鴒
科

▲ 灰鶺鴒停棲時常上下擺動尾羽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灰鶺鴒腳為黃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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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鵯 科

●  鵯科鳥類通常嘴先端略下彎，嘴邊有剛毛，以昆蟲、

植物果實為主食，尤其愛吃各類無花果、漿果，所以

常可在長有果實的樹上發現蹤跡。

●  除了繁殖期外，平時喜歡成群活動起飛，喧鬧好動，

吵嚷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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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鵯

科

  白頭翁出現在平地至中海拔的樹林、村落、公

園，是極為常見的鳥類，常成小群活動，最喜歡吃漿

果、植物嫩芽及昆蟲。叫聲嘹亮富變化，音似「七古

力、七古力」，喜歡高倨枝頭鳴唱。

● 辨識特徵：

�、頭至後頸黑色，頭後部份有一大白斑為最明顯特 

      徵，也因此名為「白頭翁」，又稱「白頭殼 

      仔」。

�、身體背面橄欖綠色，喉、腹部白色，眼後有一 

      白斑，前胸略帶灰褐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ycnonotus sinensis
英名：Chinese Bulbul白頭翁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唐清良 攝▲ 白頭翁因頭後的白色羽毛而得名

謝宗欣 攝白頭翁幼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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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鵯

科

▲ 親鳥餵食幼鳥

 謝宗欣 攝

 謝宗欣 攝

▲ 白頭翁雛鳥 有棕紅色污斑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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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鵯

科

▲ 白頭翁成鳥

 唐清良 攝

 謝宗欣 攝

▲ 白頭翁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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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勞科

● 中小型肉食性鳥類，常獨來獨往。

●  嘴尖端向下如鷹嘴，以昆蟲、爬蟲類、小型動物為主食。

●  喜歡停棲於突出醒目的枝頭、木樁上，伺機獵食。將剩餘食

物串掛於樹木枝椏上，為本科鳥類較為特殊的貯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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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伯
勞
科

紅尾伯勞於秋天過境台灣或至台灣度

冬，多單獨活動於平地或丘陵的農

地、空曠處、森林邊緣，地域性

強。喜歡高立在枝頭或木樁，繞

動著尾羽，伺機捕食昆蟲、青蛙

或蜥蜴，且會將獵物掛於枝頭以貯

食或以利於撕裂食物。

● 辨識特徵：

�、嘴粗短且尖端下鈎，有如眼罩般的黑色過眼帶。

�、 頭及背部灰褐色至紅褐色，喉白色，胸腹以下淡黃褐

色。雌鳥及亞成鳥在胸部及腹部兩側有明顯的鱗狀

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anius cristatus
英名：Brown Shrike紅尾伯勞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謝宗欣 攝▲ 紅尾伯勞雌鳥兩脅有鱗狀斑紋

每年秋過境期間，紅

尾伯勞會大量出現在

恆春半島，但是卻常

遭違法的民眾以「鳥

仔踏」捕捉烤食，對

紅尾伯勞的族群造成

很大的傷害。

謝宗欣 攝

嘴基部
有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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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伯
勞
科

  棕背伯勞為台灣的特有亞種鳥類，多單獨出現在

平地的草原、農耕地、疏林等較開闊的地方，喜歡佇

立在高枝或木樁上伺機捕食，覓食習性與紅尾伯勞相

似，擅長模仿其他鳥類的叫聲。

● 辨識特徵：

�、 體型較紅尾伯勞大，頭至上背灰色，有涵蓋前額的黑色過眼帶，下背至尾

羽前端有鮮豔的橙黃色，翼黑色且有一明顯白點。

�、嘴粗短、先端向下鉤。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anius schach
英名：Long-tailed Shrike棕背伯勞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棕背伯勞喜歡站立在獨立的枝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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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伯
勞
科

▲ 棕背伯勞的過眼帶寬黑醒目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棕背伯勞為台灣伯勞科鳥類中唯一的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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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尾科

●  卷尾科鳥類嘴鋒彎曲有力，羽色單純 ，尾羽

長而分岔，且末端略為向上捲起。

● 翼長，飛行能力甚強，速度又快。

●  生性好鬥，常追逐或攻擊其他鳥類。以昆蟲為

主食。

大卷尾/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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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卷
尾
科

  大卷尾又名「烏秋」，多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的

農耕地、樹林、電線、牛背、竹林，常站立在電線、

樹枝上層或突出物上晃動著尾巴，等待時機，一發現

昆蟲便迅速起飛直撲，飛行技巧相當高超。鄉間正在

翻耕的農地，特別能見到大卷尾成群聚集在附近等待

捕捉因翻土而驚飛的昆蟲。繁殖育雛期領域性強且生

性特別兇猛，連大型猛禽都可不畏懼地追趕，甚至會

追逐啄擊路過的行人。

● 辨識特徵：

�、 全身黑色，有光澤感；尾羽長且分叉深，狀似魚尾且微微上翹。嘴、腳均

為黑色。

�、叫聲為響亮的「啾---卡嘰--啾---卡嘰」。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Dicrurus macrocercus
英名：Black Drongo大卷尾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0cm

黃民雄 攝▲ 大卷尾全身黑色帶有光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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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卷
尾
科

▲ 大卷尾亞成鳥

 謝宗欣 攝

 黃民雄 攝

▲ 大卷尾為台灣特有亞種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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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哥科

●  八哥科鳥類嘴喙直長而尖，尾短，為小

至中型陸棲性鳥類。

●  生性喜歡群棲，主要生活於曠野、樹林

及市區，屬雜食性鳥類。

●  個性聒噪凶悍，叫聲變化多端，有些種

類擅長模仿其他鳥類的叫聲。

●  本科鳥類是近年來外來種問題嚴重的代

表性物種之一，如家八哥和白尾八哥因

環境適應力強，大量繁衍，嚴重威脅到

本土留鳥「八哥」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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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八
哥
科

  八哥為台灣特有亞種鳥類，常成群出現在平地至

低海拔的農耕地、空曠地、村落附近，停棲在電線或

屋頂上。雜食性，常會在垃圾堆中覓食。近年來因引

進許多外來種八哥，棲地受到嚴重威脅，造成生存競

爭及雜交種的出現，以致台灣原生的八哥數量大幅減

少，野外已不易見到。

● 辨識特徵：

�、 全身藍黑色有光澤，嘴喙象牙白色，腳黃色，上嘴喙基部有豎起的黑色羽

毛。

�、尾羽末端白色，尾下覆羽黑色間有白色橫紋，翼上有一白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英名：Crested Myna八哥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文武 攝▲ 八哥的嘴喙為象牙白色，上嘴基部有簇生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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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八
哥
科

  家八哥為引進的外來種逸鳥，目前已非常普遍，

在農耕地、住家附近、都會地區皆可見；常在草地或

垃圾堆中覓食，屬雜食性。生性不甚怕人，叫聲響亮

聒噪。

● 辨識特徵：

�、身體褐色，頭灰黑色，嘴、腳黃色；眼部周圍無羽毛為黃色的裸露皮膚。

�、下腹部、尾下覆羽白色，翼上有白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cridotheres tristis
英名：Common Myna家八哥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家八哥眼部周圍可見裸露的黃色皮膚，且嘴上無豎起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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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八
哥
科

▲ 家八哥喜歡成群活動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家八哥生性聒噪嘈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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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八
哥
科

  外來種，是籠中逸鳥，目前在台灣亦大量繁衍。

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的住家附近、開闊樹林地帶、農

耕地、公園、路邊等，常群聚在枝頭或電線，叫聲聒

噪吵雜，且擅模仿。以果實或昆蟲為食，常可見到白

尾八哥在地面上或田裡捕食昆蟲。

● 辨識特徵：

�、 嘴、腳黃色，全身灰黑色，頭部顏色較深，翼下有白斑，尾下覆羽及尾羽

末端白色，上嘴喙基部有豎起的黑色羽毛。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Acridotheres javanicus
英名：White-vented Myna白尾八哥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白尾八哥嘴喙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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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八
哥
科

▲ 白尾八哥為強勢的外來種

 黃民雄 攝

 謝宗欣 攝

▲ 白尾八哥時常於地面上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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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鶇 科

●  鶇科鳥類大多嘴細長、腳強健，有些擅於在地

面奔跑、跳躍，有些擅於飛行於枝頭活動。每

到秋冬時期，鶇科鳥類的候鳥及過境族群總是

悄悄登陸，低調又神秘。

●  鶇科鳥類特別喜歡吃昆蟲及植物的漿果及種

子，常穿梭在樹林間或草叢底層覓食。

赤腹鶇/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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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鶇

科

  赤腹鶇在台灣出現的範圍相當廣，從平原至低中

海拔的混合林皆有機會看到他們的身影，平時大多單

獨於地面或樹叢底層活動、覓食，喜歡停棲於空曠處

的突出物，叫聲為尖細拉長的「茲-茲-」聲，飛行速

度快且技巧高超；以果實、昆蟲為主食，山桐子、雀

榕果熟時，可見赤腹鶇與其他鳥類穿梭枝梢間大快朵

頤。過境遷徙時期會與其他鶇科鳥類成群出現。

● 辨識特徵：

�、 全身羽色以橄欖褐色為主，胸部及腹

部兩側紅褐色，下胸以下為白色。

�、雌鳥羽色略淡。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Turdus chrysolaus
英名：Brown-headed Thrush赤腹鶇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山桐子美味的果實常吸引赤腹鶇光臨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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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鶲 科

●  鶲科鳥類體型由小型至中型不等，姿態挺

拔，聲音婉轉嘹亮，善於鳴叫。

●  鶲科鳥類主要棲息於樹林、草叢或林緣陰

濕地帶，多數善於在地面活動，以昆蟲

或果實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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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鶲

科

  藍磯鶇大多單獨出現在平地至中海拔的空曠地

帶，常站立在海岸礁石、屋角、木樁、水泥塊等突出

物。停棲時姿勢挺直，會上下擺動尾羽，以昆蟲、植

物種子等為食。

● 辨識特徵：

�、 雄鳥頭、頸、上胸、背面大致為深藍色，下胸、腹部為紅棕色，翼、尾羽

黑色。

�、雌鳥背面灰褐色略帶藍色，有淡色羽緣；腹面黃褐色，具鱗狀細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Monticola solitarius
英名：Blue Rock Thrush藍磯鶇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謝宗欣 攝▲ 藍磯鶇雄鳥



�0�

雀
形
目

鶲

科

▲ 藍磯鶇雌鳥

 黃民雄 攝

竹間小六 攝

▲ 藍磯鶇常出現在海岸礁石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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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鶲

科

  野鴝常單獨出現在開闊地或河床的灌叢、芒草、

農耕地中，生性隱密，多在密叢底層活動。但在春季

北返前，因接近繁殖季，雄鳥常會站上枝頭鳴唱，唯

有此時較易被發現。叫聲響亮悠揚，有一副好歌喉，

因此也稱「紅喉歌鴝」。

● 辨識特徵：

�、頭、頸至背面大致為橄欖褐色，眉線及顎線白色， 

      眼先黑色，腹部及尾下淺褐色至白色。

�、雄鳥喉部為鮮豔的紅色有細黑框；雌鳥喉部白色， 

      有時略帶粉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Erithacus calliope
英名：Siberian Rubythroat野鴝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唐清良 攝▲ 野鴝又稱「紅喉歌鴝」 

唐清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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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鶲

科

▲ 野鴝雌鳥

 唐清良 攝

黃民雄 攝

▲ 野鴝雄鳥，紅色的喉部像掛著紅色領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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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鶲

科

  黃尾鴝大多單獨出現在平地至中海拔空曠樹林或

草叢、農耕地地帶，常在地面附近追捕飛蟲，特別喜

歡停坐突出枝頭上，以方便覓食飛行經過的昆蟲，停

棲時常會上下的擺動尾巴。

● 辨識特徵： 

�、 雌雄外表差異大，雄鳥頭頂至後頸銀灰色；嘴、

臉、背、翼黑色，翼上有塊明顯白斑，胸腹為黃褐

色；尾羽紅褐色，中央尾羽黑色。

�、 雌鳥較為樸素，全身大致為灰褐色，只有尾羽外緣

及腰為橙色，翼上也有塊較小的白斑。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hoenicurus auroreus
英名：Daurian Redstart黃尾鴝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唐清良 攝▲ 黃尾鴝雌鳥，全身以灰褐色為主，尾羽及腰橙紅色

唐清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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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鶲

科

▲ 黃尾鴝雄鳥

 黃民雄 攝

 黃民雄 攝

▲ 黃尾鴝雄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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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繡眼科

●  嘴細長尖銳，多數種類眼周圍有一圈白

色的細毛。

●  以花蜜、昆蟲、植物果實為主食，棲息於

樹林，喜歡成群穿梭跳動於樹林枝椏間。

●  築巢於樹上，常在枝椏分岔處築成酒杯

狀鳥巢。

綠繡眼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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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繡
眼
科

  綠繡眼體型嬌小，為了自保常群體活動，平地至

中低海拔的樹林、公園、住家附近皆可發現綠繡眼小

巧可愛的身影穿梭在枝椏間尋找昆蟲、吸吮花蜜、果

實，特別喜愛蜜源植物的花朵，如木棉、刺桐，偶爾

可見綠繡眼倒懸著身體吸食花蜜的特技。個性活潑好

動，會發出「啾-啾」細碎的叫聲。

● 辨識特徵：

�、體型嬌小，全身大致黃綠色。

�、 眼周圍有一圈白眼圈，為最顯眼特徵，也是「

綠繡眼」名稱由來。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Zosterops japonica
英名：Japanese White-eye綠繡眼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 綠繡眼是都市公園常見的鳥類

謝宗欣 攝

謝宗欣 攝

綠繡眼精緻小巧、 
酒杯狀的巢，直徑
約在10公分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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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繡
眼
科

▲ 綠繡眼幼鳥

 唐清良 攝

 唐清良 攝

▲ 綠繡眼互相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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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繡
眼
科

▲ 綠繡眼特別喜愛蜜源植物的花朵，圖為木棉

 唐清良 攝

 唐清良 攝

▲ 綠繡眼俗稱「青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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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雀科

●  嘴巴粗厚呈圓錐形，可以輕易地將具有硬

殼的穀類種子咬碎食用，以植物種子、

果實、昆蟲為主食。

●  腳短而有力，常雙腳齊跳，翅膀圓而短，

鳴叫聲為單調之唧唧聲。

●  喜歡成群覓食、行動。常棲息於住家附近

及郊野荒地，以草類築巢於樹上或洞穴

中。

麻雀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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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麻
雀
科

  麻雀廣泛分佈在平地至中海拔人類住家附近及農

耕地、田野，是極為普遍可見的鳥類，在都市亦適

應良好。群聚性活動，生性吵雜，以草籽、穀

類、小昆蟲為食。喜歡在沙地上做沙浴，

以去除身上的寄生蟲。

● 辨識特徵：

�、嘴短粗呈圓錐形，臉上有一明顯黑斑。

�、頭至後頸暗紅褐色，背部黃褐色密佈黑褐色縱斑，腹部灰白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asser montanus
英名：Eurasian Tree Sparrow麻雀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謝宗欣 攝▲ 麻雀臉頰上有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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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雀科

●  小型鳥類，嘴粗短，羽色多變，從黑褐色到鮮

艷的紅、綠、藍色不等。

●  多棲息於開闊的草地、農田、郊野，常成群活

動覓食，以草籽、穀物及昆蟲等為食。

●  本科鳥類的許多鳥種因為羽色豔麗而受養鳥人

喜愛，再加上常遭放生，所以逸鳥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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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梅
花
雀
科

  斑文鳥常成小群或大群出現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

的開闊樹林、農田、草原、灌叢，以草籽、植物種子

為主食，叫聲為輕柔的「啾、啾、啾….」，又稱「黑

嘴筆仔」。會以草莖、細葉為巢材築巢於灌叢或密葉

中。

● 辨識特徵：

�、嘴鉛黑色，粗厚呈圓錐形。

�、頭至背面、尾羽為褐色，胸、腹部為淺灰色密佈褐色鱗狀斑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onchura punctulata
英名：Nutmeg Mannikin斑文鳥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竹間小六 攝▲ 斑文鳥喜愛在大熱天時洗個清涼的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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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梅
花
雀
科

▲ 斑文鳥粗厚的嘴特別適合吃穀類、草籽

 黃民雄 攝

 謝宗欣 攝

▲ 斑文鳥胸腹部有明顯的鱗狀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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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梅
花
雀
科

  白腰文鳥喜歡成群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開墾地、

農耕地、道路邊坡的灌叢或芒草叢中活動，以種籽、

穀類為主食。因尾羽中央尖長，又稱「尖尾文鳥」。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onchura striata
英名：White-backed Munia白腰文鳥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文武 攝▲ 白腰文鳥最大特徵為腰腹部呈白色

● 辨識特徵：

�、全身大致黑褐色，有淺色縱斑，頭部、翼、尾羽的顏色較深。

�、腰、腹部的白色相當醒目，為最顯著特徵。

�、上嘴黑色，下嘴鉛色，腳黑色。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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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梅
花
雀
科

  黑頭文鳥多出現在低海拔山丘、草原、野地、溪

邊的草生地，常跟斑文鳥一起活動，生性活潑好動，

以穀物、種子為主食。黑頭文鳥原本為稀有的留鳥，

但近年來因飼養、放生或外來種引入的因素，族群已

擴散，因此目前在野外所見的黑頭文鳥並無法確認是

否為台灣原生種。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Lonchura malacca
英名：Chestnut Mannikin黑頭文鳥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0cm

  竹間小六 攝▲ 黑頭文鳥大多出現在草叢中，常與斑文鳥一起活動

● 辨識特徵：

�、嘴短、粗厚，鉛灰色。

�、頭部至上胸黑褐色，其餘大致為栗褐色。

 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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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尾鶯科

●  小型鳥類，與鶯科鳥類相似，主要

棲息於草叢或灌木，為草地型鳥

類。

●  一般為單獨活動，活潑好動，善鳴

唱，以昆蟲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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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扇
尾
鶯
科

  褐頭鷦鶯多單獨或小群出現在平地至中海拔的農

耕地、開闊草原地帶，特別喜愛在芒草、蘆葦叢中活

動，是活潑好動的鳥類。叫聲為「滴哩哩-滴哩哩」，

以昆蟲為主食。每年3-8月為繁殖季節，會用芒草纖維

等細草莖在芒草叢或灌叢中編織形狀如布袋的巢，因

此又俗稱「布袋鳥」。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rinia inornata
英名：Plain Prinia褐頭鷦鶯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唐清良 攝▲ 褐頭鷦鶯有著長長的尾羽

● 辨識特徵：

�、頭至背面大致為褐色，腹面淡黃褐色。

�、 尾羽甚長，有不明顯的橫斑，喜歡上下大幅

擺動。

 褐頭鷦鶯親鳥與幼鳥

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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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扇
尾
鶯
科

  灰頭鷦鶯多出現在平地至中海拔農耕地、開闊草

原、灌叢中穿梭活動，以昆蟲、草籽為主食，鳴聲悅

耳，常會發出類似「喵--」、「咩--」或一連串由高而

低五、六聲的鳴叫聲。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rinia flaviventris
英名：Yellow-bellied Prinia灰頭鷦鶯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灰頭鷦鶯頭部鼠灰色略帶藍色

● 辨識特徵：

�、 頭上暗灰色，身體背面大致為橄欖褐色，喉至上胸乳白色，下胸至腹部淡

黃褐色。

�、有著幾乎和身體一樣長的尾羽，黃褐色，喜歡上下大幅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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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扇
尾
鶯
科

 唐清良 攝

灰頭鷦鶯喜歡站在枝頭上發出一連串由高而
低婉轉的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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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扇
尾
鶯
科

  棕扇尾鶯又稱「錦鴝」，多出現在平地的草原、

灌叢、河床、農田、山坡開墾地，常穿梭於草叢間捕

食昆蟲，喜歡站立在植物、灌叢的上層或草莖的末

端，張開雙腳抓住草莖。飛行時呈波浪狀，且會邊飛

邊發出「梯擦、梯擦」的聲音。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Cisticola juncidis
英名：Zitting Cisticola棕扇尾鶯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竹間小六 攝▲ 棕扇尾鶯體型嬌小，常穿梭在草叢間覓食

● 辨識特徵：

�、 頭部黃褐色，有淡色過眼線；背面大致為暗褐色，羽緣黃褐色；腹部白色，

兩側黃褐色；尾羽褐色，末端黑褐色。

�、飛行尾羽展開時會呈扇形，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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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鶯 科

●  嘴細尖略下彎，羽色較為單調，

通常呈現褐色或橄欖綠色，但叫

聲婉轉美妙具特色。

●  喜歡在濃密的草叢、灌木叢及樹

林間跳動，以昆蟲為主食，為小

型陸棲性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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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鶯

科

  極北柳鶯多出現在平地的防風林、樹林至低海拔

的闊葉林的中上層，生性機警且活潑好動，常常只能

看到牠穿梭在樹叢中捕捉昆蟲的身影，並不容易仔細

觀察。叫聲為短促、輕細的「滋-滋-」。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hylloscopus borealis
英名：Arctic Warbler極北柳鶯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文武 攝▲ 極北柳鶯大多在樹層間活動，不易觀察

● 辨識特徵：

�、背部以橄欖綠色為主，腹面黃白色，翼帶黃白色。

�、有顯眼的黃白色長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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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 科

●  中大型陸棲性鳥類，喜歡群聚棲

息。

●  嘴大粗厚有力，鼻孔上有粗硬的剛

毛覆蓋。

●  雜食性，智商高，警覺力強，叫聲

粗啞，喜歡築巢於高枝上。

 喜鵲/黃民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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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鴉

科

  喜鵲又稱「客鳥」，相傳為清康熙年間引進。常

成對活動，活動範圍從沿海至平地的樹林、農耕地；

雜食性，以昆蟲、爬蟲類、雛鳥、腐肉、植物果實、

種子等為食。叫聲聒噪，為粗啞單調的「夾卡、夾

卡、夾卡」聲；多棲息於台灣西部之平原、山丘、鄉

鎮、濱海地區附近有高大樹木的地方，築巢於木麻

黃、尤加利等大型樹上，巢形為球形，體積相當龐

大，直徑可達60～100cm。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Pica pica
英名：Black-billed Magpie喜鵲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黃民雄 攝▲ 喜鵲常在田野地面上跳躍前進覓食

● 辨識特徵：

�、全身以黑色為主，翼和尾羽為有藍色光澤的黑色，肩羽及腹部為白色。

�、尾甚長，飛行時翅膀及背上的白斑相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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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鴉

科

▲ 喜鵲的巢體積龐大

 黃民雄 攝

 謝宗欣 攝

▲ 喜鵲全身羽色以黑白兩色構成



���

 鵐 科

●  鵐科鳥類多出現在草叢、草原、闊葉林地帶。

●  嘴粗短，圓錐形，以植物的種子為主食。

 灰頭黑臉鵐/謝宗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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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形
目

鵐

科

  黑臉鵐外型與麻雀有幾分類似，常在芒草、灌叢

間、防風林旁活動，以植物種子及昆蟲為主食。每年

九月左右來台度冬，分布範圍廣泛，為台灣鵐科鳥類

中較為普遍易見的。灰頭黑臉鵐為其中一個亞種。

沼澤、湖泊、水塘

河口、潮間帶、沙洲

魚塭

海岸、漁港

河川、溪流

草原、曠野

草叢、灌叢

農耕地

防風林、樹林

住家、都市附近

學名：Emberiza spodocephala
英名：Black-faced Bunting黑臉鵐

不普普遍 局普 留鳥 冬候 夏候 過境 歸化稀有

��cm

  謝宗欣 攝▲ 灰頭黑臉鵐雄鳥

● 辨識特徵：

�、 灰頭黑臉鵐嘴呈粗短的圓錐型，背部羽毛以茶褐色為主，有黑色縱斑，腹

面黃白色，雄鳥頭部及胸部灰黑色，眼先深黑色。

�、 雌鳥大致似雄鳥，但羽色較淡，頭至後頸褐色有紋，有不明顯的白色眉

斑，頰線白色，眼先不黑。

中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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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

八哥 /192

三劃

大白鷺/21

大卷尾/189

小水鴨/47

小白鷺/25

小雨燕/152

小青足鷸/114

小雲雀/161

小燕鷗/131

小環頸鴴/87

小鷿鷈/12

四劃

中白鷺/23

中杓鷸/126

反嘴鴴/81

五劃

田鷸/122

白尾八哥/195

白冠雞/67

白眉鴨/52

白琵鷺/42

白面白鶺鴒/176

白腰文鳥/215

白腹秧雞/68

白翅黑燕鷗/135

白頭翁/181

六劃

尖尾鴨/45

尖尾濱鷸/106

灰頭鷦鶯/219

灰鶺鴒/178

灰斑鴴/92

七劃

赤足鷸/117

赤腰燕/168

赤頸鴨/53

赤腹鶇/198

八劃

夜鷺/30

東方環頸鴴/89 

金斑鴴/93

長趾濱鷸/101

青足鷸/109

九劃

洋燕/164

紅尾伯勞/185

紅冠水雞/65

紅隼/56

紅胸濱鷸/104

紅鳩/145

紅領瓣足鷸/129

紅嘴鷗/142

十劃

家八哥/193

家燕/166

栗小鷺/36

高蹺鴴/77

埃及聖鹮/43

十一劃

彩鷸/73

野鴝/202

魚鷹/59

麻雀/211

十二劃

喜鵲/225

斑文鳥/213

斑頸鳩/146

棕三趾鶉/62

棕沙燕/170

棕背伯勞/186

棕扇尾鶯/221

琵嘴鴨/50

番鵑/149

黃小鷺/33

黃尾鴝/204

黃足鷸/116

黃頭鷺/27

黃鶺鴒/172

黑尾鷸/127

黑面琵鷺/39

黑腹燕鷗/133

黑腹濱鷸/100

黑頭文鳥/216

黑臉鵐/228

十三劃

極北柳鶯/223

裏海燕鷗/138

十四劃

綠頭鴨/48

綠繡眼/207

翠鳥/154

鳳頭燕鷗/140

緋秧雞/70

褐頭鷦鶯/218

蒙古鴴/96

十五劃

寬嘴鷸/107

十六劃

蒼鷺/19

燕鴴/84

十七劃

磯鷸/98

鴿子/147

十八劃

翻石鷸/128

十九劃

藍磯鶇/200

鐵嘴鴴/95

二十一劃

鶴鷸/119

二十二劃

彎嘴濱鷸/102

二十四劃

鷹斑鷸/124

二十七劃

鸕鶿/17

  

中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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