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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在台灣的椋鳥科（Sturnidae）、八哥屬（Acridotheres）鳥類中，八

哥（A. cristatellus，又稱冠八哥、土八哥）是唯一一種原生的種類，屬

台灣特有亞種（A. c. formosanus，又稱冠八哥、土八哥）（劉小如等

2012）。八哥原本是台灣低海拔地區常見的鳥種，但約近 30 年間，多種

外來種的八哥科鳥類在台灣定居，且數量大量增加，而同時間台灣原生

的八哥數量卻快速減少（丁昶升 2010）。目前台灣原生的八哥已在

2008 年修訂的保育類動物名錄中，被列為第二級珍貴稀有的保育類鳥

種，他們在花蓮已經相當少見。現在台灣地區常見的八哥，均為外來種

鳥類，以白尾八哥（A. javanicus）和家八哥（A. tristis）的數量最多

（Lin 2010）。 

根據長期的鳥類資料庫分析，顯示台灣原生八哥數量大量減少的時

間，與外來種八哥在台灣地區數量快速增加的年代相符合，因此認為八

哥數量的減少，可能是受到外來種八哥的入侵所導致（丁昶升 2010，王

麗婷 2014），但棲地分析的結果顯示原生種和外來種八哥在棲地利用的

偏好上有所不同（王麗婷 2014，張俊怡 2015），大尺度的棲地分析顯

示原生八哥偏好的棲地減少可能為其近年來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與外來八哥競爭可能較無相關（張俊怡 2015）。在台灣中西部的農田

地區，原生種八哥在空間分布上，與外來種的白尾八哥和家八哥有明顯

的區隔（王逸翔 2014）。最新的調查資料也顯示原生八哥的族群量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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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有開始回升的跡象：自 2009 年至 2016 年間，其族群量大幅成長

了 408%（呂祐甄等人 2018）。 

在花蓮，目前原生種的八哥數量非常稀少，在市區和鄉間常見的八

哥，大多為外來種的白尾八哥和家八哥，其中又以白尾八哥的數量最

多。這些八哥雖然被視為是入侵外來種，但目前他們扮演了原本八哥在

生態中扮演的角色，同時卻也可能對人類或其他鳥種造成影響。外來種

八哥偏好利用各種人造管洞築巢的特性（楊孟翰、李培芬 2018），讓他

們在都會地區的密度大量增加；他們在都會地區結群覓食，可能會壓縮

了同為在都會地區結群覓食的麻雀的生存空間（章肖祺、李亞夫 

2018）。在金門，針對八哥的調查和農民訪談則顯示八哥雖然是農田間

常見的鳥類，但他們對農作物的損失不大，他們在農田間的覓食似乎主

要是捕捉田間的昆蟲（劉小如 2011）。 

在外來入侵種的防治工作上，當數量不多時，移除是一有效的防治方

式，但是當其數量已經增加到無法完全移除時，監測其族群量，瞭解他

們對原生物種的影響，設法減輕這些物種所造成的負面衝擊，才是更實

際的防治策略。本計畫擬調查花蓮地區外來種八哥在都市和鄉村地區的

數量和行為，瞭解他們與人類和當地生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提出後續

經營管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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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解決問題 

藉由野外觀察，調查外來種八哥在花蓮地區的活動狀況，瞭解他們利

用人為環境的情形，以及與其他鳥種的互動。藉以評估外來種八哥在都

會和鄉村地區扮演的生態角色，以及對於人類和其他鳥類可能造成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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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與方法 

選定穿過花蓮市和吉安鄉的中央路周圍為調查樣區。中央路全長約

8.5 公里，該路段二側主要為農田和住宅區，都是八哥主要的棲地類型。

依照沿途二側的主要環境，將調查路線分為三個路段：（一）路段 1：中

央路南側盡頭至中央路與中山路三段交叉路口。該路段沿途主要環境為

農田，並有小型工廠和少數住家，長度約 2.9 公里；（二）路段 2：中央

路與中山路三段交叉路口往北至中央路與裕民路口。該路段主要環境為

住家和商店，長度約 4.1 公里；（三）路段 3：中央路與裕民路口往北至

中央路北端盡頭，長度約 1.5 公里。該路段主要環境為農田與溪流（美崙

溪）（圖 1）。 

自 107 年 3 月起，每月進行一次的調查。每次調查都是在清晨以徒

步方式進行。調查人員利用望遠鏡輔助觀察，紀錄沿途發現的八哥科鳥

類的種類和數量，同時紀錄其停棲環境和對人為環境和農作物的利用狀

況、與其他物種的互動關係（例如捕食、驅趕、巢位競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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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調查路線圖。紅色部分為調查路線（中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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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 

（一）調查數量 

2018 年 3 月至 10 月共進行了 8 次調查，一共紀錄了 674 隻次的八

哥科鳥類，其中 80.1%為白尾八哥（共紀錄 540 隻次），19.9%為家八

哥（共紀錄 134 隻次）（表 1），調查期間沒有發現原生種八哥。二種

八哥的每月調查數量都呈現相同的變化：5 月的數量最多，6 月突然大量

減少，至 8 月數量達另一高峰，之後數量又大量減少（圖 2）。 

若以調查路段區分，二種鳥偏好出現的路段略有不同：白尾八哥在路

段 1 的記錄數量最多，共 292 隻次，其次是路段 2 的 181 隻次，路段 3

的記錄數量最少，共 67 隻次。家八哥在路段 2 的記錄數量最多，共 71

隻次，其次是路段 1 的 44 隻次，路段 3 的記錄數量最少，共 19 隻次。

但由於各路段的調查路線長度不同，若將調查結果轉換成每公里所記錄

的數量，發現路段 1 在各月份所記錄到的白尾八哥的數量，明顯多於其

他二個路段所記錄的數量（圖 3）；而家八哥沒有明顯偏好出現的路段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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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 3 月至 10 月，各路段每月調查所記錄的白尾八哥和家八哥

的數量（隻次） 

  長度 月   份  

鳥種 路段 (公里)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白尾八哥 路段 1 2.9 36 43 45 28 45 52 20 23 292 

 路段 2 4.1 35 22 37 15 19 29 16 8 181 

 路段 3 2.5 5 6 14 9 10 10 11 2 67 

 合計 8.5 76 71 96 52 74 91 47 33 540 

家八哥            

 路段 1 2.9 5 6 12 2 4 11 3 1 44 

 路段 2 4.1 3 18 17 7 7 6 7 6 71 

 路段 3 2.5 1 1 3 1 5 7 0 1 19 

 合計 8.5 9 25 32 10 16 24 10 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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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8 年 3 月至 10 月，各月調查所記錄的白尾八哥和家八哥的數量

（隻次） 

 

 

圖 3. 三個調查路段中，每公里記錄到的白尾八哥數量（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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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三個調查路段中，每公里記錄到的家八哥數量（隻次） 

 

（二）繁殖行為 

調查期間一共記錄到 47 筆白尾八哥和家八哥的繁殖行為（其中白尾

八哥記錄到 30 筆，家八哥 17 筆），包括叼巢材或食物、餵食幼鳥、探

視或進入巢洞等行為。由於未進行個體標示，無法確定同一巢洞在不同

月份是否為同一個體使用。表 2 為繁殖行為在各月份出現的次數。自 3

月調查計畫開始時，即有記錄到白尾八哥的繁殖行為，在 9 月和 10 月的

調查中，則完全沒有記錄到任何繁殖行為，推測其繁殖季應在 8 月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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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月份記錄到白尾八哥和家八哥的繁殖行為次數 

 月  份  

鳥種 3 4 5 6 7 8 9 10 合計 

白尾八哥 7 5 6 6 1 5 0 0 30 

家八哥 0 5 6 2 1 3 0 0 17 

合計 7 10 12 8 2 8 0 0 47 

 

在觀察到的繁殖行為中，有 40 筆記錄可以確定巢位，其中白尾八哥

巢位記錄有 28 筆，家八哥巢位 12 筆。所有發現的巢位都位於人造物的

孔洞或縫隙中（圖 5），依其型態可分為交通號誌（包括紅綠燈、閃光

燈、路標）、建物（包括屋頂、樑柱和牆壁）和廣告招牌等三類。白尾

八哥和家八哥在巢位使用上似乎有所區隔：其中 64.3%的白尾八哥巢洞

位於交通號誌，而家八哥的巢位則較多（66.7%）出現在建物中。除這二

種八哥外，麻雀也會利用這些巢洞繁殖。調查期間一共記錄到 13 筆麻雀

的巢洞，全都是利用這三類的人造物，其中 6 筆記錄位在交通號誌、7 筆

記錄位在建物中，顯示麻雀對這些巢位的使用，與白尾八哥和家八哥都

有很高的重疊狀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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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白尾八哥的繁殖巢洞。左圖位於紅綠燈號誌背面，右圖位於建築物

的中空鋼樑中。 

表 3. 白尾八哥、家八哥和麻雀在各類人造物築巢的數量 

 巢洞類型 

鳥種 交通號誌 建物 招牌 合計 

白尾八哥 18 8 2 28 

家八哥 2 8 2 12 

麻雀 6 7 0 13 

 

（三）覓食行為 

調查期間一共記錄到 50 筆八哥（包括白尾八哥和家八哥）的覓食行

為。大部分的覓食行為都是在地面尋找食物，雖無法確定食物種類，但

也未發現破壞農作物的狀況。僅有一筆記錄發現成群（22 隻）白尾八哥

在火龍果園中啃食火龍果。另有 4 筆記錄是成群（6-17 隻不等）的白尾

八哥跟在除草的農民後面，捕食田裡被驚嚇出來的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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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本計畫以 8 個月的時間，調查八哥科鳥類在花蓮市和吉安鄉中央路沿

線的分布狀況。在調查期間所記錄的八哥科鳥類有白尾八哥和家八哥二

種，均為入侵台灣的外來種鳥類，數量上白尾八哥的數量遠多於家八

哥。調查期間完全沒有記錄到台灣原生的八哥，顯示他們在花蓮地區的

狀況仍非常不樂觀。八哥的繁殖季在調查進行時即已開始，至 8 月結

束。白尾八哥和家八哥雖然在調查區域內都有記錄，但二者在出現位置

略有不同：白尾八哥在中央路南段的農田區（路段 1）數量較多，可能是

該區的農田環境提供足夠的食物來源，區中分布的農舍和工廠等，也提

供了一些繁殖巢位。相對地，數量較少的家八哥則沒有明顯常出現的路

段。二種八哥在 6 月都有數量大幅減少的現象，可能是此期正值繁殖高

峰，有些個體在巢中孵蛋，致使發現數量較少。 

二種八哥築巢的環境都是位在人造物中，台灣低海拔的環境大多已是

建築和農田，這些環境正是二種外來八哥在台灣主要的出現地點。在調

查區中，牠們善用各類型的人造物的孔洞作為繁殖的巢洞，並利用農田

環境覓食，這些與人類活動關係密切的特性，可能是他們能夠在台灣低

海拔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 

白尾八哥和家八哥會捕食農田中的昆蟲，牠們在台灣農田環境中的大

量出現，對於控制農田中的昆蟲數量，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牠們雖然

也會吃植物性食物，但在調查期間只有一筆記錄是牠們明確啃食農作物

（火龍果）。在金門的調查中發現他們雖然會啃食高梁（許育誠 個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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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但對其他農作物造成的損害似乎不大（劉小如 2011）。 

除了對農作物的可能影響（包括正面的控制害蟲數量和負面的破壞作

物）外，大量的外來種八哥可能會對麻雀的繁殖造成不利的影響。在本

調查中。發現麻雀使用的巢洞與白尾八哥和家八哥的巢位高度重疊，由

於這二種八哥的體型都遠大於麻雀，若牠們在繁殖巢洞的使用上會與麻

雀產生競爭，麻雀可能會是競爭較不利的一方。由於台灣的麻雀數量有

逐漸減少的現象，外來種八哥的大量出現，可能也是造成麻雀數量減少

的原因之一。 

另一項外來八哥對人類可能帶來的影響是牠們在非繁殖季會有結群夜

棲的行為。許多夜棲地點位於大樓屋頂，或是住家附近的行道樹。大量

聚集在黃昏期間所產生的噪音，以及夜棲之後留下的大量排遺，也可能

會影響居住品質和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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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建議事項 

白尾八哥和家八哥已成功地在台灣建立族群，其數量龐大，欲將其完

全移除已不可能，且牠們可能對於農田昆蟲數量的控制，扮演重要的角

色，將其移除不僅不易達成，且可能對於農田生產可能會導致不良的後

果，移除後的生態棲位也未必能有台灣原生的八哥補充。建議未來關於

外來八哥的研究和經營管理重點，一方面在研究外來種八哥的食性，瞭

解牠們對於農業生產扮演有利或有害的角色。此工作可以藉由密集的野

外觀察，或是分析排遺中的食物類型獲得資訊。另一方面，研究牠們和

麻雀的巢位競爭，瞭解牠們對於麻雀族群變動的影響程度。若發現他們

可能因為巢位競爭而危及麻雀的族群數量，可以嘗試改變人造環境中，

各種巢洞的構造。例如縮小各類交通號誌上孔洞的尺寸，使其適合麻雀

使用，但外來種八哥卻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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