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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年度於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內收費站、木屋區、第一至第四平台區、

楓林區及松林區共設置 176 組鳥巢箱。自 2005 年 2 月起每隔 5-7 日進行一次全

面性的鳥巢箱巡查，至 9月 31 日止共進行 50 次的鳥巢箱巡查，每次巡查工作

約需 3個工作天，總計為 150 個工作天。對於已經有開始築巢跡象的鳥巢箱，

則以每隔 3-5 日巡查一次的方式執行，自 3月初發現有鳥類利用鳥巢箱築巢開

始，共計有茶腹鳾、青背山雀、黃山雀及棕面鶯等四種鳥類利用鳥巢箱築巢繁

殖，至 8月底止共計 32 巢，其中有青背山雀 18 巢、茶腹鳾 1巢、黃山雀 4巢

及棕面鶯 9巢。 

3 月 5 日奧萬大森林遊樂區突然降雪，使得區內原本已開始築巢的鳥類受到

極大的影響，除了一個茶腹鳾的巢之外，其餘均因降雪而停止築巢。茶腹鳾自

2月 22 日起開始有築巢跡象，雖然歷經 3月初的降雪，其中一窩的築巢產卵過

程並未因此而中斷，茶腹鳾每窩產 5個蛋，孵卵期約 18 天；育雛期為 23 天。

其餘鳥類繁殖季延遲至 4月中旬才開始。 

青背山雀自 2月 22 日起發現有築巢行為，其間因受到 3月初降雪的影響而

中斷，直到 4月初才又開始築巢產卵，調查範圍內的青背山雀可能具有同時期

開始繁殖的趨勢。青背山雀的孵卵期為 14.7 天，育雛期為 20.3 天，每窩產卵

數為 5±0.8 枚，卵的孵化率為 88.4％。將 2002-2005 年於奧萬大研究樣區內所

累計觀察的 56 巢青背山雀繁殖記錄以 Mayfield method 估算，其孵卵期的階段

存活率為 0.9610，育雛期的階段存活率為 0.4617；繁殖全期的生殖成功率為

0.4437。孵卵期的階段存活率與育雛期的階段存活具有顯著差異。黃山雀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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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起發現有築巢行為， 4 月底已有 2巢築巢完成並產卵。黃山雀的孵卵

期為 20 天，育雛期為 26 天，每窩產卵數為 4枚。 

茶腹鳾、青背山雀、黃山雀為一雄一雌配對生殖，孵卵期由雌鳥單獨負責

孵卵，雄鳥則會攜帶食物回巢餵食雌鳥；幼雛孵出後，雌雄鳥皆會參與育雛的

工作。 

自3月29日起發現棕面鶯開始有築巢行為， 4月中有1巢築巢完成並產卵，

另有四巢於 4月底開始孵卵。棕面鶯的孵卵期為 16.7 天，育雛期為 15.7 天，

每窩產卵數為 4±0.6 枚，卵的孵化率為 91.3％。棕面鶯為一雄一雌配對生殖，

幼雛孵出後，雌雄鳥皆會參與育雛的工作。分析 2002~2005 年所觀察的 25 巢，

其孵卵期的階段存活率為 0.9577，育雛期的階段存活率為 0.7862，生殖成功率

為 0.7529。 

研究期間共針對 6個青背山雀鳥巢進行總共 51小時 30分 42 秒的有效觀察

錄影，總共觀察餵食次數 495 次。餵食幼鳥的食物中以鱗翅目(Lepidoptera)

為主在各巢的食物組成占 50%-65%，占總觀察次數的 55%。蜘蛛目(Araneae)次

之，直翅目(Orthoptera)、同翅目(Homoptera)、膜翅目(Hymenoptera)、雙翅

目(Diptera)、鞘翅目(Coleoptera)、螳螂目(Manyodea)、蜻蛉目(Odonata)、

蜚蠊目(Blattaria)等其他昆蟲的出現次數都在 20 次以下。而茶腹鳾、棕面鶯、

黃山雀及台灣藍鵲餵食幼雛的食物組成也是以昆蟲類為主。另外，6個青背山

雀鳥巢的雌雄親鳥，在育雛期間回巢餵食的次數約略相等。 

為使遊客能實地觀察鳥類的繁殖習性，鼓勵民眾在森林遊樂區休憩的同時

也能體驗賞鳥的樂趣，於研究進行中積極配合南投林區管理處「造訪奧萬大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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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家-揭開鳥巢箱內的秘密」及時影像網站，自3月8日起已陸續將茶腹鳾（3/8

～4/19）、青背山雀（4/19～5/3）、台灣藍鵲（5/4～5/25）、青背山雀（6/1

～6/22）及棕面鶯（6/22～）等各巢之生殖習性的即時影像透過網路讓更多社

會大眾有機會體驗鳥類秘密生活的奧妙，獲得社會各界極熱烈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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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林務局南投林區管理處所轄之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鳥類資源豐富。林務

局自 14 年前在奧萬大森林遊樂區設立鳥巢箱進行學術研究，了解青背山雀、茶腹

鳾、棕面鶯等利用鳥巢箱鳥類的族群變動、繁殖習性與生態行為。南投林區管理處

長期於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執行之「鳥巢箱監測計劃」監測鳥類繁殖習性的時間

是每年 2月到 7月，所設置的 120 個鳥巢箱中，2002 年的使用率是 25%，2003 年是

29%，2004 年計有青背山雀等四種鳥種於巢箱內築巢，合計有 31 巢，其中 14 窩成

功，17 窩失敗，巢箱使用率為 29%〈姚等，未發表資料〉。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的

鳥類對鳥巢箱的接受度極佳，其中以青背山雀利用率較高。目前，關於青背山雀的

研究論文及文獻，多為探討使用巢箱作為遊樂區吸引遊客及國家公園鳥類保育用途

(簡等 1991，1994；王等 1994；黃 1996；林 1999)。青背山雀之築巢習性屬於寄住

洞巢(Secondary Cavity-nesting)型，這類鳥種在可資利用之天然樹洞減少之後，

其族群數量可能會隨其築巢機會少而下降(Cody 1985)。適當地設置人工巢箱以作為

經營管理及學術研究目的使用，至今已兩百多年的歷史(Campbell and Lack 1985)。

台灣地區使用巢箱作為遊樂區吸引遊客及鳥類保育用途，始於 1990 年林務局南投林

區管理處在奧萬大森林遊樂區設置鳥巢箱，至今已有 15 年的歷史。王等(1994)也曾

於太魯閣國家公園關原地區的二葉松人工林進行巢箱設立之研究，黃(1996)及林

(1999)利用同一樣區之巢箱探討利用巢箱鳥類的生殖生物學。青背山雀是使用巢箱

的主要鳥種，在前項研究中亦發現茶腹鳾、赤腹山雀、黃山雀及棕面鶯等鳥類使用

巢箱築巢的情形(王等 1994；簡等 1991，1994；黃 1996；林 1999)。 

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內較常利用鳥巢箱進行繁殖的三種鳥分別是茶腹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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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面鶯與青背山雀等，黃山雀偶而也會加入築巢的行列，每年只有 1-3 個巢。經過

最近 3 年來的觀察，發現青背山雀親鳥對於巢箱有極強的依戀性，其中，至少有 3

對青背山雀連續 3 年都選擇在它們第一次的繁殖區繼續繁殖。近年來，學術界極重

視鳥類生殖配對模式的研究，經過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以 DNA 上的微隨體基因座比

較青背山雀幼雛的基因型(genotypes)和其親鳥的關係，意外地發現在一般鳥類常有

的「偶外交配」現象，青背山雀也有不少個案(王，2005)。因偶外交配所生的後代

－即所謂的「非婚生子女」，這種行為在熱帶地區的鳥類因相關研究很少，因此這個

發現將是東亞熱帶地區的首例，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各種造成「偶外交配」

行為發生的生物及環境因子。調查中也發現棕面鶯比較不喜歡在空無一物的巢箱中

築巢，因此常在青背山雀使用過後的巢箱築巢繁殖。 

在奧萬大森林遊樂區內設立鳥巢箱，藉由鳥巢箱的設置及適當的管理和監

測，可了解山鳥利用鳥巢箱築巢育雛之情形及其生活史，使遊客能實地觀察鳥類的

繁殖習性，鼓勵民眾在森林遊樂區休憩的同時也能體驗賞鳥的樂趣，並可藉此瞭解

遊樂區遊客對山鳥利用巢箱之影響，供做日後生態教育及遊樂區經營管理之參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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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地區與方法 

一、研究地區 

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彩圖 1)位於南投縣仁愛鄉霧社東

南方約 22km 處，行政區域隸屬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也是林務局南投林區管理處濁

水溪事業區 182 林班，面積為 2,787ha，海拔高度介於 1,200-1,600m 之間。 

本區之坡向方位主要為南向和西南向，坡度在 30∘以上的區域，占全區面積之

73%左右；向陽坡面及陡峭坡度使本區光線充足，有利植物生長。年平均溫度為 22.4

℃，平均溫度最高為 7月份的 27.1℃，最低為一月份 15.4℃；年雨量約 1,952 ㎜，

主要集中在 5-8 月間，約占降雨量的 67%；10 月至翌年 2 月間為乾季，降雨量僅占

年雨量的 9.2%。 

 

二、研究方法 

(一)、巢箱設置 

1.巢箱設置 

沿用自 2002 年 2 月至 2004 年 5 月在奧萬大森林遊樂區之收費站(D)、木

屋區(A)、森林公園第一、二、三、四平台區(B, C, E)及楓林區(F)所設置的

145 個鳥巢箱，並依實驗樣本數之需要，適當增加巢箱數量及研究範圍(彩圖

1)。本研究所使用之鳥巢箱係參考林務局簡等(1994)所設計之第三代雙簷式之

規格製作(彩圖 2)，屋頂部分為可掀開的巢箱蓋，外側面板為可開啟的方式，

以便工作人員探巢時進行觀察、拍照。同時，為避免觀察時過度驚擾，在鳥巢

箱內側加三面可移動的玻璃。雖然以人工巢箱作為鳥類生殖生物學研究可能限

制了對於利用巢箱鳥種生物學描述時的代表性，但由於寄築巢洞鳥種的築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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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易探查，尋巢的困難度極高，利用巢箱的設置具有降低野外尋巢的困難度；

觀察容易，可掌握確實的資料；並且，可依實驗目的及樣本需求作適當的樣區

配置。 

2.巢箱位置測量 

於 2005 年繁殖季結束後，進行所有巢箱之巢位測量，記錄的項目包括巢

箱所在樹高、巢箱離地高、巢箱洞口方向、巢樹胸圍、最近數目距離、底層植

被密度、底層型態、最近人工建物及相鄰巢箱距離等，並記錄本年度使用情形，

以了解鳥類使用巢箱是否有特定偏好。 

 

 (二)、定期監測 

2005 年 2 月起至 8月底進行鳥類生殖過程調查及監測，每週至少檢視所有

巢箱 1 次，檢查時係以鋁梯輔助攀爬至巢箱高度，並詳細檢視巢箱內部(彩圖

3)。如發現有開始築巢跡象，則縮短探巢間距，改為至少每 3日檢視築巢中的

巢箱 1 次。依築巢材料及完成之巢型判斷使用巢箱的鳥種(彩圖 4-7)，持續監

測各巢之產卵期、孵卵期、育雛期之過程及期間，並逐項登陸於格式化之巢卡

中(附錄 1)。青背山雀與棕面鶯之生殖成功率將以 Mayfield method 來分析

(Mayfield 1961, 1975)，並探討造成卵及幼雛階段生殖失敗的原因。其他鳥

種則因樣數較小，成功巢數及比例僅以百分比方式計算。 

(三)、生殖行為觀察 

每一個有幼雛孵出的巢箱，都會以小型 DV 攝錄影機(SONY DCR-PC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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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105)作巢內觀察攝影，每隔 2-3 天錄影 4個時段每段 1-1.5 小時，分別於一

天內的上午 9 點以前，9 點至 12 點、12 點至 3 點、3 點至 6 點進行錄影觀察。

巢箱內育雛的行為的錄影可提供雌、雄親鳥親代照顧行為的相對貢獻度比較、

育雛期間的食物種類及組成。研究期間共針對 6 個青背山雀鳥巢進行總共 51

小時 30 分 42 秒的有效觀察錄影，錄影帶攜回研究室後根據鳥巢箱內育雛行為

觀察定義詳細記錄親鳥回巢時間、攜回食物的大小及種類等資料(附錄 2)。 

 

參、結果與討論 

一、巢箱設置 

(一) 巢箱設置及使用率 

於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內收費站〈17 組〉、木屋區〈36 組〉、第一至第四平台

區〈92 組〉、楓林區及松林區〈31 組〉共設置 176 組鳥巢箱。本研究所使用之鳥巢

箱係參考林務局簡等(1994)所設計之第三代雙簷式之規格製作，屋頂部分為可掀開

的巢箱蓋，巢箱外側為可開啟的面板，以便工作人員查探巢箱時進行觀察、拍照。

同時，為避免觀察時巢材外翻，在鳥巢箱內側加三面可移動的玻璃或壓克力板。未

來如需考量其他鳥種使用或配合現場環境而增加其它類型巢箱的設計及裝設，可參

考相關文獻，並考慮以舉辦鳥巢箱創意設計比賽方式，評選出適合奧萬大地區的鳥

巢箱型式。本年度鳥巢箱觀察監測結果，共計有 32 個被青背山雀、棕面鶯、黃山雀

及茶腹鳾等 4種鳥類利用以進行築巢繁殖，鳥巢箱使用率為 18%。使用率較前 3年

略低，此乃因為本年度的總巢箱數大幅增加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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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巢箱位置測量 

鳥巢箱均固定於樹幹上，平均離地高度為 3.2±0.6m(表 1)；有被使

用的巢箱間隔距離皆在 30 公尺以上。設置巢箱時，巢口方位盡量求平

均分布，但仍以巢口向東的巢箱數目較多(圖 1)。巢箱附近底層的型態

可區分為落葉堆、灌叢、路面、礫石及草地(表 2)；而巢箱所依附的樹

幹上，有 34.7%具有藤蔓(表 3)。 

表 1.巢箱位置參數表 

樹高 巢高 樹幹周長 最近樹木 底層植被 最近人工 
 

(m) (m) (cm) 距離(m) 密度 建築(m) 

所有巢箱 
12.8±4.6 3.2±0.6 121.6±43.9 5.5±3.5 3.4±3.1 9.8±28.5 

N=176 

被使用巢箱 
9.3±1.4 3.2±0.9 114.6±41.7 8.1±3.9 0.9±1.7 2.7±3.1 

N=18 

 

 

 

 

 

 

圖 1.巢箱洞口方向示意圖 

 

表 3.巢箱所在巢樹藤蔓之有無 

巢箱數 (個) 百分比 
藤蔓 

所有巢箱 被使用巢箱 所有巢箱 被使用巢箱 

有 61 1 34.7 5.6  

無 115 17 65.3 94.4  

底層型態 所有巢箱數 被使用巢箱數

洞口方向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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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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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巢箱

被使用巢箱

洞口方 表 2.巢箱底層型態 

礫石 3 2 

道路 4 3 

落葉堆 30 7 

草地 52 2 

灌叢 87 4 

合計 17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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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監測 

自 2005 年 2 月起每隔 5-7 日進行一次全面性的鳥巢箱巡查，每組巡查的人數至

少 2人，至 9月 30 日止共進行 50 次的鳥巢箱巡查，每次巡查工作約需 3個工作天，

總計為 150 個工作天。對於已經有開始築巢跡象的鳥巢箱，則以每隔 3-5 日巡查一

次的方式執行，自 3 月初開始有鳥類利用鳥巢箱築巢開始，共計有茶腹鳾、青背山

雀、黃山雀及棕面鶯等四種鳥類利用鳥巢箱，共計 32 巢，其中有青背山雀 18 巢、

茶腹鳾 1 巢、黃山雀 4 巢及棕面鶯 9 巢(表 4)，各巢自開始築巢到繁殖成功幼鳥離

巢或繁殖失敗的有效觀察期間為 2-8 星期。自 3 月至 8月，每星期須另以 2-3 個工

作天執行這些進行繁殖中的鳥巢的探巢、錄影及觀察工作。此外，研究期間對於園

區內台灣藍鵲的繁殖習性及食性組成，亦加以觀察及探討(附錄 3)。 

 

表 4. 2005 年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利用鳥巢箱築巢鳥類之生殖參數表 

鳥種 巢數 起訖時間 產卵數 孵卵期 育雛期 

青背山雀 18 3-8 月 5±0.8 14.1 20.6 

棕面鶯 9 3-8 月 4±0.6 16.7 15.7 

茶腹鳾 1 2-4 月 5 18 23 

黃山雀 4 3-6 月 4 20 26 

 

三、生殖行為觀察 

由於 3月 5日下雪的影響，奧萬大研究樣區內原本已經開始築巢的鳥類受到極

大的影響，有些準備開始繁殖的鳥類可能因而凍死，絕大部分的繁殖行為因降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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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除了一對茶腹鳾仍持續進行產卵外，其他鳥類的繁殖季均延遲至 4 月才又開

始。 

（一）茶腹鳾 

自2月22日起共發現編號A12、C40及 D45等 3個巢箱有茶腹鳾築巢跡象，

但是可能因為 3月初奧萬大地區降雪，氣溫驟然下降的關係，只有於木屋區巢

箱編號 A12 內築巢的一對茶腹鳾持續在惡劣天候下繼續築巢並產卵，至 3 月 9

日止共產下 5個蛋，經 18 天的孵卵期，於 3月 26 日順利孵化 4隻幼雛；幼鳥

於 4月 18 日離巢，育雛期為 23 天。茶腹鳾的婚配制度為一雄一雌配對生殖，

孵卵期由雌鳥單獨負責孵卵，雄鳥則會攜帶食物回巢餵食雌鳥；幼雛孵出後，

雌雄鳥皆會參與育雛的工作。 

（二）青背山雀 

自 2005 年 3 月至 8月共有 18 巢青背山雀，其中 7窩至少有 1隻幼鳥成功

離巢。這 18 巢中實際進行繁殖的親鳥對數為 10 對，其中有 3對已連續 3年在

同一區域內的巢箱中進行繁殖。青背山雀自 2 月 22 日起發現有築巢行為，其

間因受到 3月初降雪的影響而中斷，一直到 4月初才有 1巢築巢完成並產卵，

第一波的繁殖共有 9巢，均集中於 4月中旬開始孵卵。第二波繁殖則有 6巢集

中於 5月中旬開始孵卵。調查範圍內的青背山雀可能具有同時期開始繁殖的趨

勢。青背山雀的孵卵期為 14.1 天〈n=11〉，育雛期為 20.6 天〈n=10〉，每窩產

卵數為 5±0.8 枚〈n=56〉，卵的孵化率為 88.4％。青背山雀為一雄一雌配對生

殖，孵卵期由雌鳥單獨負責孵卵，雄鳥則會攜帶食物回巢餵食雌鳥；幼雛孵出

後，雌雄鳥皆會參與育雛的工作。因樣本數的考量，進行生殖成功率分析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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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5 年於奧萬大研究樣區內所累計觀察的 56 巢青背山雀繁殖記錄，以

Mayfield method 估算孵卵期、育雛期的階段存活率及其生殖成功率(表 5)，

其孵卵期的階段存活率為 0.9610，育雛期的階段存活率為 0.4617；繁殖全期

的生殖成功率為 0.4437。孵卵期的階段存活率與育雛期的階段存活具有顯著差

異。2005 年觀察的 16 巢則有 7巢為生殖成功。 

 

表 5.2002-2005 年奧萬大地區青背山雀之生殖成功率 

 
 不同階段之生殖成功率 

 
繁殖階段 孵卵期 (14 天) 育雛期 (20 天) 

 巢數 55 54 

 失敗巢數 2 29 

 總觀察天數 705 765 

 0.9972  0.9621  
逐日存活率 

(0.0020) (0.0069) 

 0.9610 0.4617 
階段成功率 

(0.0270) (0.0671) 

 
0.4437 

繁殖成功率 
(0.0637) 

* 括號中為逐日存活率、階段成功率與繁殖成功率的標準誤差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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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棕面鶯 

自 2005 年 3 月至 8月共有 9巢，其中 6巢至少有 1隻幼鳥成功離巢。自

3月 29 日起發現棕面鶯開始有築巢行為，至 4月中始有 1巢築巢完成並產卵，

第一波的繁殖共有5巢，有4巢集中於4月底開始孵卵。棕面鶯的孵卵期為16.7

天〈n=6〉，育雛期為 15.7 天〈n=5〉，每窩產卵數為 4±0.6 枚〈4-5〉，卵的孵

化率為 91.3％。棕面鶯為一雄一雌配對生殖，幼雛孵出後，雌雄鳥皆會參與育

雛的工作。同樣的，將 2002-2005 年於奧萬大研究樣區內所累計觀察的 25 巢

棕面鶯繁殖記錄，以 Mayfield method 估算孵卵期、育雛期的階段存活率及其

生殖成功率(表 6)，其孵卵期的階段存活率為 0.9577，育雛期的階段存活率為

0.7862；繁殖全期的生殖成功率為 0.7529。 

表 6.2002-2005 年奧萬大地區棕面鶯之生殖成功率 

 
 不同階段之生殖成功率 

 
繁殖階段 孵卵期 (17 天) 育雛期 (16 天) 

 巢數 24 24 

 失敗巢數 1 5 

 總觀察天數 394 331 

 0.9975  0.9851 
逐日存活率 

(0.0025) (0.0066) 

 0.9577 0.7862 
階段成功率 

(0.0414) (0.0851) 

 
0.7529 

繁殖成功率 
(0.0854) 

 

*括號中為逐日存活率、階段成功率與繁殖成功率的標準誤差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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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黃山雀 

自 2005 年 3 月至 6月共有 4巢黃山雀。黃山雀自 4月 19 日起發現有築巢

行為，4月底已有 2巢築巢完成並產卵。黃山雀的孵卵期為 20 天〈n=1〉，育雛

期為 26 天〈n=1〉，每窩產卵數為 4 枚〈N=3〉。黃山雀為一雄一雌配對生殖，

孵卵期由雌鳥單獨負責孵卵，雄鳥則會攜帶食物回巢餵食雌鳥；幼雛孵出後，

雌雄鳥皆會參與育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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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雛期間的食性觀察 

(一)茶腹鳾 

針對編號 B5及 C30 2個茶腹鳾築巢的巢箱分別進行 7小時 21分及 2小時

55 分總共 10 小時 16 分的錄影觀察，總計親鳥回巢餵食 113 次(平均每小時

餵食約 11 次)，由於親鳥餵食位置的影響，其中有 70 次餵食無法辨

識食物種類，育雛期間食物的可鑑別率為 38.1%(共計 43 次)，而

且可鑑別的食物中，有 53.5%無法鑑別至目(Order)，直翅目與鱗

翅目分別占總觀察次數的 20.9%與 9.3%，其餘如蜻蛉目、膜翅目、

蜘蛛目、鞘翅目及果肉皆占 5%以下(表 7)。餵食的食物長度大多小

於 2 倍親鳥喙長，長度小於親鳥喙長的次數占總數的 52.1%，介於

1 倍與兩倍喙長之間的占 42.8%(圖 2)。 

 

表 7.茶腹鳾之食性組成 

各巢之食性組成 (%) 
食物種類 全部(%) 

B5 C30 

53.5 不知名蟲 41.7 68.4 

20.9 直翅目 16.7 26.3 

9.3 鱗翅目 16.7 0 

4.7 蜻蛉目 8.3 0 

4.7 膜翅目 8.3 0 

2.3 果肉 0 5.3 

2.3 蜘蛛目 4.2 0 

2.3 鞘翅目 4.2 0 

100  100 100 

樣本數 
43 24 19 

(總餵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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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茶腹鳾餵食幼雛食物中，各級長度所佔百分比。 

1 代表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嘴喙長度，2 代表食物長度介於

1 倍喙長與兩倍喙長之間，其餘以此類推。茶腹鳾喙長

16.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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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背山雀 

研究期間共針對 6 個青背山雀鳥巢進行總共 51 小時 30 分 42 秒的有效觀

察錄影(表 8)，巢內行為觀察工作除幼雛食性外還紀錄親代照顧的分

工。從巢內錄影觀察的資料帶分析整理育雛行為，有效觀察期間

內，親鳥總共回巢餵食幼雛 495 次(平均每小時餵食約 9.5 次)，其

中有 43 次因食物太小無法辨識，食物的可鑑別率為 91.3%(共計 452

次)。可鑑別的食物中，鱗翅目 (Lepidoptera)幼蟲在各巢的食物組成占

50%-77%，占總觀察次數的 60%。蜘蛛目(Araneae)、鱗翅目(Orthoptera)所出

現次數分別占總觀察次數的 10.2%及 6.6%；直翅目(Orthoptera)、蟲蛹

(unknown pupa)、同翅目(Homoptera)、膜翅目(Hymenoptera)、雙翅目

(Diptera)、鞘翅目(Coleoptera)、螳螂目(Manyodea)、蜻蛉目(Odonata)、蜚

蠊目(Blattaria)等其他昆蟲的出現次數都占 5%以下。另外，果肉、麵包屑等

非動物性食物僅占總數之 0.2% (表 9)。餵食的食物長度以介於 1倍與 2 倍親

鳥喙長的居多，占總餵食次數的 42.2% (圖 3)。6 個青背山雀鳥巢的雌雄親鳥

在育雛期間，回巢餵食的次數約略相等(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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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青背山雀各巢之有效觀察時數 

巢號 孵化幼雛數 離巢幼鳥數 孵化日 有效觀察時數(hr) 

A5 5 0 May 24 14.5 

A11 5 5 July 16 19 

B5 5 4 May 27 8.5 

B6 5 0 June 12 2.5 

D1 5 5 April 23 4 

D61 5 5 June 10 1 

合計    51.5 

 

表 9.青背山雀之食性組成 

各巢之食性組成 (%) 
食物種類 全部(%) 

A11 A5 B5 B6 D1 D61 

鱗翅目幼蟲 65.1  55.8 61.0 77.4 50.0 55.0  60.4  

蜘蛛目 8.2  14.2 15.9 9.7 0 10.0  10.2  

鱗翅目 9.6  0 0 6.5 23.3 0 6.6  

直翅目 4.8  2.7 8.5 6.5 0 5.0  4.4  

蛹 4.8  5.3 3.7 0 0 15.0  4.2  

不知名昆蟲 0 4.4 0 0 10.0 10.0  2.9  

膜翅目 0 5.3 7.3 0 0 0 2.7  

同翅目 4.8  0 1.2 0 5.0 0 2.4  

双翅目 0.7  1.8 1.2 0 8.3 0 2.0  

螳螂目 0.7  5.3 1.2 0 0 5.0  2.0  

鞘翅目 0 3.5 0 0 0 0 0.9  

蜻蛉目 0.7  0 0 0 1.7 0 0.4  

鞘翅目幼蟲 0 0.9 0 0 0 0 0.2  

蜚螊目 0 0 0 0 1.7 0 0.2  

麵包屑 0 0.9 0 0 0 0 0.2  

果肉 0.7  0 0 0 0 0 0.2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樣本數 
146 113 82 31 60 20 452 

(總餵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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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青背山雀餵食幼雛食物中，各級長度所佔百分比。 

1 代表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嘴喙長度，2 代表食物長度介於 1 倍

喙長與兩倍喙長之間，其餘以此類推。青背山雀喙長 10.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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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青背山雀雌鳥及雄鳥餵食次數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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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棕面鶯 

針對 7個棕面鶯的巢共進行 32 小時 11 分 20 秒的錄影觀察(表 10)，總計

親鳥回巢餵食 508 次(平均每小時餵食約 16 次)，其中有 63 次無法辨

識食物種類，食物的可鑑別率為 87.6%(共計 445 次)。可鑑別的食

物中雙翅目在各巢的食物組成占 7.1%-44.4%，占總觀察次數的 22.9%。膜翅

目、直翅目、蜘蛛目分別占總觀察次數的 14.6%、13.5%及 11.0%，蜚蠊目、

鱗翅目幼蟲則各占 10.8%、10.1%。其餘如鞘翅目、螳螂目、蜻蛉目、鱗翅目、

同翅目、半翅目(Hemiptera)、脈翅目(Neuroptera)、百足綱(Myriapoda)

等出現次數則占 5%以下(表 11)。餵食幼雛的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喙長的

次數占總數的 53%，介於 1 倍與兩倍喙長之間的占 34.5%，大於 2

倍親鳥喙長所占的比例則等於或小於 10%(圖 5)。  

 

 

表 10.棕面鶯各巢之有效觀察時數 (hr) 

2004 2005 
巢號 合計 

A9 B16 D45 A12 A13 B3 D8 

有效 
1.6 9.2 1.4 2.4 0.8 6.7 10.0 32.1 

觀察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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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棕面鶯之食性組成 

2004 2005 
食物種類 全部(%) 

A9 B16 D45 A12 A13 B3 D8 

双翅目 34.3 23.8 7.1 18.2 44.4 32.3 12.9 22.9 

膜翅目 2.9 28.5 28.6 0 11.1 6.5 7.6 14.6 

直翅目 25.7 4.0 21.4 0 11.1 12.9 22.0 13.5 

蜘蛛目 17.1 11.3 7.1 54.5 11.1 1.1 12.9 11.0 

蜚螊目 0 2.0 0 0 0 5.4 30.3 10.8 

鱗翅目幼蟲 2.9 22.5 14.3 18.2 0 4.3 1.5 10.1 

鱗翅目 11.4 4.0 7.1 0.0 11.1 5.4 4.5 5.2 

蜻蛉目 2.9 0.7 7.1 0 0 10.8 3.0 3.8 

不知名蟲 0 0 0 9.1 0 9.7 3.8 3.4 

半翅目 2.9 0 0 0 11.1 6.5 0 1.8 

鞘翅目 0 0 0 0 0 4.3 0.8 1.1 

螳螂目 0 2.0 7.1 0 0 0 0 0.9 

同翅目 0 0 0 0 0 1.1 0.8 0.4 

脈翅目 0 0.7 0 0 0 0 0 0.2 

百足綱 0 0.7 0 0 0 0 0 0.2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樣本數 
35 151 14 11 9 93 132 445 

(總餵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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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棕面鶯餵食幼雛食物中，各級長度所佔百分比。 

1 代表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嘴喙長度，2 代表食物長度介於

1 倍喙長與兩倍喙長之間，其餘以此類推。棕面鶯喙長

9.1mm。 

 



(四)黃山雀 

針對 B3與 C32等 2個黃山雀的巢分別進行2小時3分及 2小時 30分共計

4小時 33 分的錄影觀察，總計親鳥回巢餵食 35 次(平均每小時餵食約 7.6

次)，其中有 3 次無法辨識食物種類，食物的可鑑別率為 91.4%(共

計 32 次)。可鑑別的食物中，鱗翅目幼蟲在 2 巢的食物組成中皆占大約

53%，鱗翅目、蟲蛹及雙翅目所出現次數分別占總觀察次數的 18.8%、9.4%及

6.3%，其餘如直翅目、同翅目、蜚蠊目及麵包屑等出現次數則占 5%以下(表

12)。餵食幼雛的食物長度大多介於 1 倍與兩倍親鳥喙長之間，占總

餵食次數的 58.3%，其餘長度的食物皆少於 20.0% (圖 6)。 

 

表 12.黃山雀之食性組成 

各巢之食性組成 (%) 
食物種類 全部(%) 

B3 C32 

鱗翅目幼蟲 52.9  53.3  53.1  

鱗翅目 5.9  33.3  18.8  

蛹 11.8  6.7  9.4  

雙翅目 11.8  0 6.3  

直翅目 0 6.7  3.1  

同翅目 5.9  0 3.1  

蜚螊目 5.9  0 3.1  

麵包屑 5.9  0 3.1  

合計 100 100 100 

樣本數 
17 15 32 

(總餵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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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黃山雀餵食幼雛食物中，各級長度所佔百分比。 

1 代表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嘴喙長度，2 代表食物長度介於

1 倍喙長與兩倍喙長之間，其餘以此類推。黃山雀喙長

11.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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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鳥類生殖習性即時影像及網路傳輸 

為使遊客能實地觀察鳥類的繁殖習性，鼓勵民眾在森林遊樂區休憩的同時也能

體驗賞鳥的樂趣，本研究進行當中亦積極配合林管處「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揭開鳥

巢箱內的秘密」即時影像網站的作業，本年度的成果極為豐碩，自 3 月 8 日起已陸

續將 A12 巢箱的茶腹鳾（3/8～4/19）、A9 號巢箱的青背山雀（4/19～5/3）、豹牙管

制站的台灣藍鵲（5/4～5/25）、A10 青背山雀（6/1～6/22）、A12 的棕面鶯（6/22

～7/5）及 A11 的青背山雀(7/5～8/5)等各巢之生殖過程的即時影像透過網路傳遞讓

更多社會大眾有機會體驗鳥類秘密生活的奧妙，獲得社會各界極熱烈的迴響(表

13)。對於網頁討論區的許多有關鳥類生殖習性及研究過程等相關問題的討論極為熱

烈(附錄 4)，顯示出社會大眾對於自然生態新知的期盼，未來如能強化網站的功能，

除了即時影像網頁之外，也提供相關歷史影像檔案的暫存空間，並以相關研究成果

配合影片回應大眾所問的主要問題，應可將這個極富創意的「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

揭開鳥巢箱內的秘密」即時影像網站推動成鳥類生態關懷及學習的主流媒介。 

表 13. 2005 年「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揭開鳥巢箱內的秘密」及時影像 

作業成果 

鳥種 起訖日 巢箱編號 

茶腹鳾 3/8 ~ 4/19 A12 

青背山雀 4/19 ~ 5/3 A9 

台灣藍鵲 5/4 ~ 5/25  

青背山雀 6/1 ~ 6/22 A10 

棕面鶯 6/22 ~ 7/5 A12 

青背山雀 7/5 ~ 8/5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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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巢卡 

鳥種：          
縣市：         鄉鎮：         樣點：            E□□□□□□N□□□□□□□ 

年□□□□  巢號. □□  使用次數 □  

 NEST CHECKS 

 

 

日期 & 繁殖階段              巢位測量                   單位：cm 

月    日             巢中內容                 巢樹                                

□□□□ 發現日                   屬名                                           

□□□□ 產卵日       數目           巢樹高 □□□□          離巢地高□□□□ 

□□□□ 結束產卵         □□ eggs     巢樹胸徑   □□□         巢到邊緣距離    □□□□ 

□□□□ 孵化             □□ nestl.     樹冠覆蓋率   □□□        巢至主幹距離□□□ 

□□□□ 離巢日或失敗     □□ fledg.    支撐巢體支幹數 □□□      巢枝的直徑□□□ 

□□□□ 最後探巢日                       巢頂覆蓋率  □□□        自巢下測覆蓋率  □□□ 

生殖結果                                       巢旁四方位覆蓋率     N□□□S□□□E□□□W□□□ 

失敗原因 □□                     巢口方位□□□  Total % cover nest substrate   □□□ 

             天數 

繁殖階段               觀察      成功/失敗        親鳥腳環                        採血/日期   

產卵期               □□      □                          YES□ 月□□日□□ 

孵卵期               □□      □                          YES□ 月□□日□□ 

育雛期               □□      □      幼鳥腳環 

                                                                             YES□ 月□□日□□ 

                                                                             YES□ 月□□日□□   

                                                                             YES□ 月□□日□□ 

                                                                             YES□ 月□□日□□                               

                                                Picture of nest site  □ 

日期   狀態 內容 附註(有無照相)  日期  狀態      內容 附註(有無照相)

月 日 
築巢 

中 

孵卵 

中 

育雛 

中 

探巢 

否 
卵數 幼鳥數   月 日 

築巢

中

孵卵

中

育雛

中

探巢 

否 
卵數 幼鳥數  

                  

                  

                  

                  

                  

                  

                  

                  

                  

                  

                  



附錄 2. 鳥巢箱內育雛行為觀察定義 

 

位置：以面對巢口等分為 4部分，記錄親鳥、雛鳥位置時相同； 

1. 1－45 度； 

2. 46－90 度； 

3. 91－135 度； 

4. 136－180 度。 

 

行為：親鳥飛入鳥巢箱入口，腳停立於巢上時間 

1. 餵食 1st 雛鳥的時間。 

2. 餵食 2nd 雛鳥的時間。 

3. 理巢的時間。 

4. 孵雛的時間。 

5. 啣糞囊的時間。 

6. 親鳥飛離鳥巢，腳離開的時間。 

 

時間： 

1. 上為實際記錄日期時間精確至秒。 

2. 下方為錄影機長度記錄時間，精確至 1/30 秒。 

 

乞食強度： 

0. 安靜 

1. 斷性的張口索食。 

2. 持續性的張口索食 

3. 張口索食，伸長脖子。 

4. 張口索食＋伸長脖子＋拍動翅膀。 

 

食物種類：依據各種圖鑑及檢索表，盡量精確。 

 

大小：依據長度與親鳥嘴比例。 

1. 食物長度＜成鳥喙長 

2. 喙長＜食物長度＜2倍喙長 

3. 2 倍喙長＜食物長度＜3倍喙長 

4. -----依此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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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2005 年台灣藍鵲生殖行為及食性觀察 

 

本研究除了記錄四種利用鳥巢箱築巢繁殖的鳥類之外，亦收集奧萬大國家森林

遊樂區內其他鳥類之生殖習性資料，共有台灣藍鵲 2 巢〈楓林區及豹牙管制站各 1

巢〉；繡眼畫眉 3巢；灰喉山椒鳥 2巢；黃腹琉璃 1巢。其中台灣藍鵲是台灣特有種

鳥類，其生殖習性為「巢邊幫手制」(劉 1986a, 18986b，1987；劉與徐 1998)，具

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價值，而台灣藍鵲又是奧萬大地區極富盛名的鳥種之一，雖然

牠並不是本年度的研究標的鳥類，因為配合林管處「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揭開鳥巢

箱內的秘密」即時影像網站進行生殖習性資料收集，而得到以下的初步觀察成果，

期能提供下階段針對台灣藍鵲進行專題研究時的參考。 

一、 生殖行為 

台灣藍鵲於 3 月中旬開始築巢，約於 4 月初開始產卵，共產下 7 顆卵；

約經 19 天的孵卵期，於 5 月 2 日順利孵出 7 隻幼雛；經至少 3 隻成鳥共同育

雛，至 5月 21 日起幼鳥開始陸續往巢外移動，5 月 23 日已有 6隻幼鳥順利離

巢。最後 1 隻未離巢幼鳥於 5 月 25 日被發現落巢死亡，可能係因為親鳥未再

回到巢邊餵食這隻發育較慢的個體，致使牠因此而餓死。台灣藍鵲幼鳥從孵化

至離巢約需 20-22 天。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內的台灣藍鵲族群穩定，且每年

均可發現 3-4 個繁殖群，每一繁殖群的組成隻數為 3-6 隻，除可進行長期研究

監測外，對於遊客也是極佳的近距離觀察體驗。 

二、 食性觀察 

針對遊樂區內築巢繁殖之台灣藍鵲進行錄影觀察，共計有效觀察時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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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18 秒，期間親鳥共餵食 451 次(平均每小時餵食約 10.8 次) 其中有

342 次無法辨識食物種類，食物的可鑑別率為 22.0%(共計 99 次)。

可鑑別食物中，鱗翅目幼蟲及漿果各占食物組成的 31.3%與 25.3%，

蜈蚣、直翅目、蚯蚓及鞘翅目幼蟲則各占 7.1%、7.1%、6.1%及 5.1，

其餘如蜘蛛目、蜥蜴、蜻蛉目、同翅目、內臟、小蟲及屍塊等出現次數皆占

5%以下(表 14。餵食幼雛的食物長度大多小於親鳥喙長，占總餵食次數

的 87.2%，其餘皆占 6%以下(圖 7)。 

 

 

 

 

 

 

 

 

 

 

 

 

 

食物種類 次數 百分比 (%) 

鱗翅目幼蟲 31 31.31  

漿果 25 25.25  

蜈蚣 7 7.07  

直翅目 7 7.07  

蚯蚓 6 6.06  

鞘翅目幼蟲 5 5.05  

蜘蛛目 4 4.04  

蜥蜴 3 3.03  

蜻蛉目 3 3.03  

同翅目 3 3.03  

內臟 2 2.02  

小蟲 2 2.02  

鳥屍塊 1 1.01  

合計 99 100 

表 14.台灣藍鵲之食性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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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灣藍鵲餵食幼雛食物中，各級長度所佔百分比。 

1 代表食物長度小於親鳥嘴喙長度，2 代表食物長度介於

1 倍喙長與兩倍喙長之間，其餘以此類推。台灣藍鵲喙長

4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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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2005 年「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揭開鳥巢箱內的秘密」 

即時影像網站網友問題精華彙整 

關於青背山雀： 

 

Q1：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為什麼常常親鳥下的蛋都會比實際出生的小鳥多？是因

為可能會有無受精的蛋，所以親鳥會多生一點，還是因為最後還沒孵出來的蛋親鳥

放棄了？ 

 

Q2：如果發現蛇類天敵侵擾，要不要去保護小鳥？  

 

Q3：青背山雀巢的材料是什麼?怎麼會有白白的東西？  

 

Q4：親鳥會不會知道有人在監視牠們？因為牠們都會抬頭看攝影機的樣子。 

 

Q5：青背山雀食物不足的時候，會不會和猛禽一樣，幼鳥自相殘殺？ 

 

Q6：一般雛鳥幾天後會開眼？ 

 

Q7：公鳥母鳥要怎麼分辨？ 

 

Q8：小鳥是什麼時候套上腳環的？  

 

 

關於台灣藍鵲： 

 

Q1：小鳥都沒有毛，親鳥會為小鳥保溫嗎？ 

 

Q2：藍鵲真的會吃自己的親骨肉嗎？ 

 

Q3：台灣藍鵲小時後怎麼好像有很多爸爸媽媽？ 

 

Q4：小藍鵲這麼多隻，親鳥回來時怎麼知道要餵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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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續).  
2005 年「造訪奧萬大鳥兒的家-揭開鳥巢箱內的秘密」 

即時影像網站網友問題精華彙整(續) 

 

關於棕面鶯： 

 

Q1：親鳥會不會因為天敵與昆蟲（螞蟻）的侵擾而棄巢？棕面鶯的巢材，看起來和

青背山雀很不同，牠都用什麼築巢？ 

 

Q2：巢內都沒有看到鳥糞，幼鳥不會大便嗎？  

 

Q3：牠們吃的東西和青背山雀好像不一樣的樣子？ 

 

Q4：棕面鶯體型是不是比青背山雀小？ 

 

 

關於茶腹鳾： 

 

Q1：一般孵蛋要孵多久，小鳥才會出生？孵出來的小鳥要多久才會離巢？  

 

Q2：茶腹鳾巢箱的門口怎麼會抹上一堆土？  

 

Q3：茶腹鳾的巢材都只用樹皮嗎？ 

 

Q4：茶腹鳾好像會在樹幹上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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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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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圖 1. 奧萬大國家森林遊樂區及鳥巢箱設置樣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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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圖 3. 以鋁梯輔助檢視巢箱 彩圖 4.茶腹鳾的巢與蛋 彩圖 5.青背山雀的巢與蛋 

 36



 
 

 彩圖 6.棕面鶯的幼鳥 彩圖 7.黃山雀的巢與蛋 

 
 

彩圖 8. 青背山雀的幼鳥與蛋 彩圖 9. 青背山雀啣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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