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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說明

遷留屬性說明：
•留鳥：全年能在臺灣見到的鳥類。

•冬候鳥：每年秋天左右，從緯度高的繁殖地南遷來台灣度冬，隔年
春天再北飛回原繁殖地的鳥類。

•夏候鳥：春季左右從熱帶飛來台灣，繁殖結束再飛回南方的原出發
地。

•過境鳥：在春秋兩季，候鳥遷徙期間才會出現在台灣的鳥類。台灣
位於東亞澳洲遷徙線。

•迷鳥：指正常狀態下不會出現在台灣，因迷路、氣流干擾、缺乏遷
徙經驗等原因來到台灣的鳥類。

一頁式大圖，
清楚展示該物種特徵

中文名
特有種表示

遷留屬性

特有種標示說明：
•臺灣特有種：全世界僅分布於臺灣的鳥種。
•臺灣特有亞種：全世界僅存在於臺灣的亞種。

在校園中是否稀有，以
一星（普遍）到五星（極
難見）來評分

英文名

屬名

種小名

在校內的
出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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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羽

非繁殖羽

小鸊鷉
Little Grebe

學名：Tachybaptus ruficollis

別名：水避仔 ( 台語 )
出沒地點：成功湖、相思湖、昆明湖
校園稀有度：★

我是小鸊鷉，平常我們羽色是淡褐色，虹膜是黃色的，但繁殖期我們
會變得非常漂亮，頭頂到後頸是黑褐色，臉頰和喉嚨是栗紅色，嘴基
有一塊黃色的斑，雌雄的外表都差不多；幼鳥則和非繁殖期的成鳥一
樣，羽色是淡褐色，但虹膜看起來還黑黑的，嘴巴看起來顏色也比較
淡。

留、冬 / 普

我是游泳和潛水高手，所以很擅長抓水中的小魚小蝦、昆蟲來吃。
躲避敵人的時候我也會潛進水裡，所以看到我突然消失在湖面時別
太驚訝 ~

我們會在近岸的水上築巢產卵，親鳥離開巢的時候會用落葉把巢藏
起來，這樣才不容易被發現。等小鸊鷉寶寶出生後，爸媽會輪流把
寶寶背在背上，很可愛吧 !

幼鳥
被發現了 !!

快躲起來

鸊
鷉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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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翠鳥
Common Kingfisher

學名：Alcedo atthis

別名：翠鳥、魚狗、釣魚翁
出沒地點：相思湖、昆明湖、女宿護城河等水域
校園稀有度：★★

我是翠鳥，頭和側羽是翠綠色的，上面有水藍色的斑點，背和尾羽則
是具光澤的亮藍色，腹部和耳羽是鮮艷的橙栗色，很可愛吧！

留 / 普，過 / 不普

我們喜歡住在低海拔的溪流、湖泊等水域，因為水裡有好吃的魚 🖤

雄鳥

雌鳥

我們會佇立在水域附近的樹幹上搜尋獵物，等獵物出現後，快速
衝入水中捉魚，捉到獵物後，帶到岸上拍一拍，等它失去意識，
再吃進肚子裡，好佩服鷺科鳥類們可以生吞活跳跳的魚兒啊！

偶爾我們也會吃青蛙、爬蟲類和昆蟲來填飽肚子。

分辨雌雄可以觀察嘴巴，
上下嘴都是黑色的是雄鳥，
上黑下紅的則是雌鳥。

翠
鳥
背
面

經過昆明湖畔，是不是經常聽到尖銳的
「嘰、嘰」聲呢？

仔細一看，發現一隻亮藍色的小型鳥快
速的飛過，像是靈巧的小精靈。

翠
鳥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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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秧雞
White-breasted Waterhen

學名：Amaurornis phoenicurus

別名：白胸苦惡鳥、苦雞母 ( 台語 )
出沒地點：荷塘、女宿護城河
校園稀有度：★★★

「苦哇—苦哇—」老一輩的人非常熟悉的聲音，在清晨和黃昏，有時
甚至叫了一整晚的就是我—白腹秧雞，荷塘裡最呆萌的存在，圓滾滾
的大眼睛，頭和翅膀是黑色，臉和肚子是白色，長得很有辨識度吧。
我飛行力不太好，通常在浮草上行走，飛行對我來說是件費力的事啊～

留 / 普

來找我的時候記得要
輕悄悄的，我很害羞，
有一點點動靜我就會
躲起來的 ~

我喜歡在平地旱田、
丘陵梯田和池塘等潮
濕環境活動，植物嫩
芽、軟體動物、螺貝
類都是我的食物。

被看到了 ...
  我要回家躲起來 QQ

秧
雞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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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冠水雞
Eurasian Moorhen

學名：Gallinula chloropus

別名：黑水雞、田雞仔
出沒地點：荷塘
校園稀有度：★★

嗨～我是紅冠水雞，嘴和額板是鮮艷的紅色，全身大多是灰黑色，體
側和臀兩側有白斑，嘴尖是黃色，腳是黃綠色的。幼鳥羽色為較暗的
褐色，雛鳥則是黑色，很像一團小黑炭。

留 / 普

我們的繁殖期為3到7月，一年可以生兩窩，每窩有5到8顆蛋，
孵化期約 18 到 22 天，雌雄鳥會一起築巢和育雛，前一代的兄
弟姊妹也會照顧新生的弟弟妹妹，我們是很團結的家庭哦！

我的腳沒有蹼喔 !

yum-yum-，好好吃，我
主要吃水生植物、青草、
昆蟲和蝌蚪。

紅冠水雞幼鳥

我們喜歡在平地的池塘、
湖泊或水田中活動。

我們很擅長游泳，也會在
浮草上行走，偶爾短距離
飛一下，可以看到我們邊
跑邊飛可愛的模樣 ~

秧
雞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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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鷺
Grey Heron

學名：Ardea cinerea

別名：老等
出沒地點：相思湖、昆明湖
校園稀有度：★★

安安～我是蒼鷺，是冬天來臺灣過冬的冬候鳥，看我帥氣的灰黑色羽
毛，還有頸部的黑色縱紋，而且我也是清大校園中體型最大的鳥哦！

冬 / 普

我喜歡棲息在濕地、湖泊
和河流旁的樹林，我們通
常 成 群 行 動， 但 你 可 能
沒有在清大同時看過兩隻
我， 因 為 我 想 獨 霸 整 座
湖，哈哈哈。

曬曬太陽，順便亮亮我優秀高挺的長頸！
相思湖的這棵枯木是我的愛用寶座哦 !

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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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鷺
Black-crowned Night-Heron

學名：Nycticorax nycticorax

別名：暗光鳥、南崁企鵝
出沒地點：相思湖、成功湖、昆明湖、女宿護城河等水域
校園稀有度：★

我是夜鷺，不是南崁企鵝！！！
我的頭頂和背部是具金屬光澤的藍黑色，肚肚則是白色，還有紅色的
虹膜。如果你看到我頭上有幾根細長的羽毛，代表我確實成年啦～

留 / 普，冬、過 / 稀

猜猜我是誰？
別懷疑，我是夜鷺 ‧ 青少年 ~
褐色的羽毛和點點白斑是我的保
護色，讓我和大自然融為一體，
敵人就不會發現我，增加順利長
大的機會。

成鳥

亞成鳥

雖然偶爾會因為剛好換到頭部的羽毛，
所以看不到呆毛 ...

好想睡 ...

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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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簑鷺
Striated Heron

學名：Butorides striata

別名：綠鷺、打魚郎
出沒地點：相思湖
校園稀有度：★★★★

因為我有著青灰色的背部和具綠色光澤的翅膀，很像綠色的蓑衣，所
以大家叫我「綠簑鷺」。

有人認為我和夜鷺很相似，但我體型比較小，而且非繁殖期的時候，
我的虹膜是黃色，腳為黃綠色；繁殖期時眼先是灰藍色，腳會轉為桃
紅色。

另外我們的幼鳥和成鳥差異不大，不像夜鷺亞成鳥是棕色的保護色。

留 / 不普，過 / 稀

我生性很害羞，但偷偷告訴你，我比較常在黃昏出沒，
通常躲在河流、湖泊、溼地的隱密處，我喜歡吃魚和
兩生類等小型生物，想遇到我得碰碰運氣啊。

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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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鷺
Little Egret

學名：Egretta garzetta

別名：白鷺
出沒地點：相思湖、昆明湖、女宿護城河等水域
校園稀有度：★★

嗨咿～我是小白鷺，作為經常被搞混的白鷺家族老么，我要慎重介紹
我的特徵－－「黑嘴黃腳」，和黃頭鷺相反，我穿著黃色的鞋子，嘴
巴是黑色的！

而且繁殖期時我的頭羽不會變黃，而是眼先和腳趾會變成桃紅色，頭
上、下頸和背會有幾根飾羽，讓我看起來更蓬鬆可愛，具有吸引力啦！

留 / 普繁殖羽

非繁殖羽

我主要在白天出沒，去湖泊、河流和泥灘地找魚吃，我會用
腳在水裡拉拉欸 ( 攪拌 )，魚蝦們被我嚇到會跑出來，就可以
飽餐一頓啦！不過我也吃蜥蜴和昆蟲。

相似種比較

黃頭鷺
（繁殖羽）

相似種比較

黃頭鷺
（非繁殖羽）

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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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頭鷺
Cattle Egret

學名：Bubulcus ibis coromandus

別名：牛背鷺、白翎鷥 ( 台語 )
出沒地點：駐警隊草皮、台積草皮，活中橋下等區域，棲地廣泛
校園稀有度：★

我是黃頭鷺，顧名思義，我的頭是黃色的～這可是我繁殖期的特色！
每年三到七月，我就會長出橙黃色的飾羽，來吸引配偶。此外，我是
「黃嘴黑腳」，和小白鷺相反。

夏、冬、過 / 普，
留 / 不普繁殖羽

非繁殖羽

我主要吃昆蟲和兩爬類的小型
生物，你在農村看到的跟在翻
土機、割草機後面的就是我！

以前我也會跟著耕田的牛，停
在他們背上啄食昆蟲，所以又
被稱為牛背鷺。

相似種比較

小白鷺
（繁殖羽）

相似種比較

小白鷺
（非繁殖羽）

我通常是冬候鳥、夏候鳥或過
境鳥，意思是，我不會長期待
在同一個地區生活，我是具有
遷徙習性的鳥哦。

（不過清大的環境和伙食都蠻
好的，所以全年都看得到我
唷）

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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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冠麻鷺
Malayan Night-Heron

學名：Gorsachius melanolophus

別名：大笨鳥、地瓜、山暗光 ( 台語 )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我是黑冠麻鷺，成鳥頭上有黑色的羽冠，全身都是褐色，所以大家也
叫我地瓜。仔細一看，我的眼睛很漂亮吧！虹膜是黃色的，眼睛周圍
在繁殖期是羽藍色，非繁殖期是淡一點的藍綠色。

青少年時期的我們，頭部和脖子都是黑褐色，帶有一點白斑，身體是
深灰褐色，身上帶有一些顏色比較淡的橫紋，這樣的保護色可以讓我
更不容易被發現呢 !

留 / 普

大家都叫我大笨鳥，因為看我總
是呆呆地站在草地上不動，但我
是在感受草地中的食物啊！

慢慢接近，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將他叼起，我的準度可是一
流的喔。

通常我不太怕人，但距離我太近，我還是會跑走的 ~
或……偽裝成一顆地瓜 !

成鳥

亞成鳥

幾十年前，要看到我可不容
易，但某一天，我們突然找到
了在水泥叢林間的生存之道，
開始出現在都市的各個角落，
也成為許多民眾最常發問的
「這是什麼鳥」。

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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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鳥 /臺灣擬啄木
Taiwan Barbet 學名：Psilopogon nuchalis
別名：花和尚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大家可以數數我身上有幾種顏色 ~
我有紅、橙、黃、綠、藍色的羽毛，還有強而有力的黑色嘴巴，嘴巴
周圍還有幾根鬚鬚，所以我是鬚鴷科。

留 / 普

臺灣特有種

校園裡聽到「叩、叩、叩」像是敲木魚的聲音，那是我哦！我喜歡
在樹葉密集處活動，可能不太容易找到我，但我不好動，所以如果
你發現我的話，我會很大方的讓你觀賞的。還有，我喜歡吃漿果！

雖然我會啄木，不過我的嘴巴不像
啄木鳥一樣堅硬，所以只能找枯木
或比較軟的樹木鑿洞在裡面築巢。

我是小朋友，正乖乖在家等
爸爸媽媽帶食物回家～

鬚
鴷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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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冠鷲
Crested Serpent Eagle

學名：Spilornis cheela

別名：蛇鵰、蛇鷹、鹿紋
出沒地點：常見於清大大草坪、人社院上空
校園稀有度：★★★

「揮有～揮揮揮有～」早上好，我是大冠鷲，天氣暖和的上午時分，
若你聽到上空傳來響亮高亢的叫聲，那就是我。我是都是近郊常見的
猛禽，體型在老鷹中算大的，翼展大約 150-169 公分，和成年人的身
高差不多，雖然大隻，但我可是最親人的鷹，我個性大方、不太怕人，
個性穩重又溫和，喜歡不疾不徐的和夥伴們一起飛翔。

留 / 普

飛行時，我的雙翼上揚看起來像 V 型，再看我展開的羽翼，下翼
面有一條明顯的白色橫帶，再看不出來？我是七指叉，給你參考。

臺灣特有亞種

我的頭上有蓬鬆的冠羽，黃色的
眼先和臘膜是辨識我的一大特
徵。

鷹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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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雀鷹
Besra

學名：Accipiter virgatus

別名：鷹仔虎、打鳥鷹 ( 台語 )
出沒地點：偶見於相思湖、人社院上空、網球場
校園稀有度：★★★★

我是台灣鷹科留鳥中，體型最小，也是行蹤最隱密的一種。我很害羞，
喜歡隱身在樹林之間，你得聽清我的叫聲「啾～啾啾啾啾～」才有機
會找到我。
雖然我個子很小，但我可是「鷹仔虎」，有著兇猛的個性和靈敏的身
手，比我體型大的猛禽們看到我都得讓我三分。

我和鳳頭蒼鷹長得很像，辨識方法是我是五指叉，鳳頭蒼鷹是六指叉，
或者看我的尾羽，我的最外側尾羽和中間尾羽紋路不一樣。

留 / 普

臺灣特有亞種

我是松雀鷹小朋友～
是去年在清大出生的喔！

鷹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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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頭蒼鷹
Crested Goshawk

學名：Accipiter trivirgatus

別名：粉鳥鷹、打鳥鷹 ( 台語 )
出沒地點：校門口、機車塔、生技館、相思湖周圍、學校上空可見
校園稀有度：★★★★

嗨，我是大安森林公園的花小姐，由我來當嚮導，幫助你們認識清大
也會出現的鳳頭蒼鷹們吧～ ( 霸氣 )

在臺灣山林中，鳳頭蒼鷹是僅次於大冠鷲，第二容易見到的猛禽哦，
而且近年來，我們適應了都市生活，現在在都市裡也可以看到我們的
蹤跡！

留 / 普

臺灣特有亞種

我們會抓老鼠、蜥蜴，甚至是
鴿子等中小型鳥類來吃。

我習慣把巢築在高大樹木的頂
端，巢為盤狀，母鳥負責臥巢
抱卵和餵食，公鳥負責帶食物
回來和保護雛鳥。

我們的雛鳥有著蓬鬆的白色羽
毛，看起來可愛極了。

我的特色是頭上有短短的冠羽，還
有白色蓬鬆的尾下覆羽，也就是「白
尿布」啦！雄鳥的白尿布尤其明顯。

不過和我很像的松雀鷹也有白尿
布，可以依以下特點分辨我們：我
是六指叉，尾羽紋路都是一致的高
度，飛行方式也比較穩重，振翅的
頻率較低，有計劃性的想好要往哪
個方向前進。

鷹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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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原鴿
出沒地點：成功湖、野台，校園綠地常見
校園稀有度：★

我是野鴿，是原鴿馴化後引進的家鴿，現在在校園內看到的我們，很
多是本種的馴化種或是再混種的族群，因此每隻的羽色很不一樣，常
見的是以灰色主體，頸部具綠色光澤的個體，也有全身雪白的和平鴿。

野鴿 
Rock Pigeon

學名：Columba livia外來種 / 普

鳩
鴿
科

我們很適應都市化生活，喜歡和同伴們一起在公園綠地吃
種子和小蟲，有些民眾會很熱心地餵我們吃吐司、麵包等
人類的食物，但這樣其實對我們不好 ...

營養不均衡又肥肥胖胖的容易三高，而且我想我們的排泄
物也讓你們的生活環境變得很糟吧，還可能帶來傳染病。

餵食 B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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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鳩  
Red-collared Dove

學名：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別名：火斑鳩、斑甲
出沒地點：操場、棒球場、工一館，校園的草原綠地偶見
校園稀有度：★★★

看看我這褐紅色背羽，就知道為什麼我被叫做紅鳩啦！不過這種紅只
有雄鳥比較明顯，雌鳥的體色則偏棕色，脖子後面黑色的半頸環是雌
雄都有的特徵。

我和金背鳩以及珠頸斑鳩長得很像，如果你遠遠的看分不清楚我們，
比較小隻的那應該是我。

留 / 普

我喜歡棲息在開闊的平地、草原和河口沼澤區，
比起都市我更喜歡鄉村，因為鄉村有更多我喜歡
的食物，例如種子、穀物和小蟲子等等。

我們早晨通常都會
成群出沒在一旁的
棒球場活動～

如果你沒在清大看過我，那
你可以試試早起來跑操場～

鳩
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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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背鳩
Oriental Turtle-Dove

學名：Streptopelia orientalis

別名：山斑鳩、山斑甲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咕咕—」我是金背鳩，大家對我應該不陌生，我不太怕人，時常在
你腳邊漫步。目前廣泛分布在中低海拔的森林綠地，是很常見的留鳥
喔！

我全身大致是灰褐色，但羽毛邊緣有美麗的鏽紅色，讓我看起來像鍍
金一樣閃亮尊貴，另外我的頸側有黑白相間的條紋，這是成鳥才有的
特徵，小時候不會有這圈。

留 / 普，過 / 稀

臺灣特有亞種

我喜歡在草皮上散步，一
邊撿拾地上的穀類、草籽
吃，偶爾飛到樹上吃吃美
味的嫩葉和香甜的果實，
也會抓昆蟲來吃，看我圓
滾滾的樣子，很療癒吧。

也有人叫我們隨便鳩，因
為我們築的巢有時結構看
起來很鬆散，阿反正能住
就好，蓋豪宅太麻煩了～

成鳥

幼鳥

鳩
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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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頸斑鳩
Spotted Dove

學名：Spilopelia chinensis

別名：斑頸鳩、斑甲
出沒地點：校園中草地、人行道上偶見
校園稀有度：★★★★

我是珠頸斑鳩，顧名思義，我的側頸上有黑底白點的花紋，我全身大
致是粉褐色，頭頂是灰色，翅膀和尾羽是黑褐色。

我和金背鳩長得很像，不過我的頸側是黑底白點，尾巴比較細長，眼
睛虹膜是比較黯淡的紅褐色，也沒有鏽紅色羽緣哦！

我們的叫聲是「咕—咕咕—咕—咕」，和金背鳩有點像，但金背鳩的
叫聲比我們稍微低沉、沙啞了一點。

留 / 普

台灣中南部、低海拔平原、丘陵比較容易看到我的身
影，北部和低海拔山區的地盤都給金背鳩了，所以想
在清大找到我很靠運氣呢。

我們主要以穀類、種子、
果實等當作主食。

鳩
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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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鵲  
Oriental Magpie

學名：Pica serica

別名：客鳥 ( 台語 )
出沒地點：校門口、成功湖、弈園、台積草皮等區域
校園稀有度：★★

根據記載，我是清朝康熙年間從中國引進的，算是已經歸化的外來種。
我來台灣建立族群大概才三百年的時間，但由於我適應力強、以及雜
食的特性，目前台灣西部平原都可以發現我的蹤跡。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是福氣的象徵，七夕為牛郎和織女搭起鵲橋的
就是我們。我的頭、頸、背式黑色，翼和尾羽皆是具有金屬光澤的深
藍色，十分美麗。

歸化種 / 普

我是雜食性的！
不挑食，什麼都吃，

昆蟲、蜥蜴、果實、種子都在我的菜單上喔～

鴉
科

我會築巢在都市的高壓電塔上，
最喜歡風景美又寬闊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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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鵲  
Gray Treepie

學名：Dendrocitta formosae

別名：灰樹鵲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嘎、嘎、嘎，我是樹鵲，你一定知道我，我的叫聲十分有存在感，當
你漫步在校園時，聽到一聲聲響亮又聒噪的叫聲，那八成就是我在和
同伴閒話家常啦！

我主要是棕色，有黑色的翅膀，和長長的尾羽，我的飛行路徑像波浪
一樣優雅，但別小看我，我可是以性情兇悍聞名，我們有非常強的領
域性，還會家庭合作，上一代的亞成鳥會回來幫忙親鳥帶新生的雛鳥
呢。

留 / 普

我是雜食性，平時喜歡吃果實，
但餓的時候，來點蛇和老鼠也是可以的。

聽到叫聲時，記得抬頭
尋找我的身影～

鴉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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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腰鵲鴝  
White-rumped Shama

學名：Copsychus malabaricus

別名：長尾四喜
出沒地點：常於相思湖附近出現
校園稀有度：★

我是白腰鵲鴝，我們雌雄略異，雄鳥的頭、喉、頸、上胸、背具有藍
黑色的金屬光澤，且尾羽較長；雌鳥羽色為黯淡的灰褐色，尾羽較短。
共同特徵為亮橙色的腹部，以及腰、尾上覆羽為醒目的白色，像是圍
了白色的腰帶，因此叫「白腰」鵲鴝。

因為歌聲婉轉動人，被引進來台灣做為寵物鳥，偶然逃逸出來後，憑
藉雜食的優勢，和善於模仿其他鳥類的叫聲的特性，現在已廣泛分布
在都市綠地、低海拔次生林等地。
我們以節肢動物為食，偶爾吃果實塞塞肚子。

外來種 / 不普鵲鴝  
Oriental Magpie-Robin

學名：Copsychus saularis

別名：四喜豬屎渣、吱渣、信鳥
出沒地點：全校分布
校園稀有度：★★

我是鵲鴝，在台灣是外來種，但在金門、馬祖是留鳥哦！我們雌雄羽
色略異，雄鳥的頭、胸、背為藍黑色，雌鳥為深灰色，我們身體側邊
有一條白色的翼帶。

我們是雜食性的，喜歡在地上找昆蟲吃，停佇時尾巴不時會上下擺動。
我們不怕人，在都市的公園綠地可以看到我們，我們的歌聲婉轉優美，
也會模仿其他鳥類的叫聲哦！

外來種 / 不普，金馬留 / 普

鶲
科

鶲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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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頭翁
Light-vented Bulbul

學名：Pycnonotus sinensis

別名：白頭鵯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我是白頭翁，顧名思義，我的頭上是醒目的白羽哦。目前我在台灣西
部、恆春以北的平地和山區都有穩定的族群，我們很活潑，喜歡成群
一起活動，我們的歌聲變化很多，有時候是「啾、啾、啾」，警戒時
會「嘰、嘰、嘰」，但最好辨識的還是類似「巧克力～巧克力～」的
叫聲。

留 / 普

在花東和恆春半島有另一種和我們很相
似，但頭羽是黑色的烏頭翁，原本因為地
理隔離我們不會相遇，但因為人為的放生
和我們隨著海拔逐漸上遷的趨勢，出現了
白頭翁和烏頭翁雜交的現象，導致我們的
基因純度受到威脅。

臺灣特有亞種

我們的主食是果實和昆蟲。

鵯
科

47 48



紅嘴黑鵯
Black Bulbul

學名：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別名：黑短腳鵯、紅嘴烏秋 ( 台語 )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喵～喵～」我是紅嘴黑鵯，我的叫聲多變，除了會發出貓叫聲，還
會發出像「小氣鬼、小氣鬼」或「嘁、嘁」的叫聲。

我是樹棲型鳥類，喜歡成群在高大的樹木和枯枝上活動。繁殖期常見
於平地和低海拔山區，秋天後則會成群往高海拔的山區遷徙。

我全身烏溜溜的，還留著一頭帥氣的龐克頭，不過我的嘴和腳都是鮮
豔的紅色。

留 / 普

臺灣特有亞種

我們的主食是果實、花蜜和昆蟲，尤其喜歡漿果。
通常會把巢築在高大的樹上，用草莖和樹葉作為巢材，

打造一個碗型的鳥巢。

傳說中，我在布農族因大洪水來臨，
而飢寒交迫的時候，用嘴巴和雙腳帶
著燙紅的火種飛到玉山，幫助他們度
過難關，才把嘴巴和雙腳都烤紅了，
也因此被布農族人封為聖鳥哦！

鵯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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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鶺鴒
White Wagtail

學名：Motacilla alba

別名：牛屎鳥仔
出沒地點：成功湖畔、醫環館、弈園停車場等開闊草坡
校園稀有度：★★

我是白鶺鴒，主要羽色為黑色和白色，頭、頸、翅膀、腳和嘴喙為黑色，
其餘部位為白色。在台灣可以看到羽色略異的三種亞種，其中，白面
白鶺鴒為留鳥，面白無條紋；黑背眼紋白鶺鴒和灰背眼紋白鶺鴒為冬
候鳥，皆有黑色的過眼線，差異在於背部顏色為黑色或灰色。

留、冬 / 普

我們喜歡在河流、湖泊等近水地區，農田沼澤等濕地，或近水
公園等地活動。停棲時會不停上下擺動尾巴，飛行時喜歡邊飛
邊叫，發出清脆的「唧、唧、唧」叫聲，飛行路徑呈現波浪狀。

看我抓到的大蜻蜓～
我們經常三五成群一起在地面啄
食昆蟲，雖然我很小隻，但抓蟲
技術超強的唷 !

鶺
鴒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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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鶺鴒
Grey Wagtail

學名： Motacilla cinerea

別名：牛屎鳥仔
出沒地點：相思湖
校園稀有度：★★★★

我是灰鶺鴒，名字中的「灰」源自於頭和後背的鼠灰色，腰和下腹是
黃綠色，翅膀和尾羽是黑色，羽外緣為白色。雌雄略異，雄鳥的前頸
為黑色，雌鳥的前頸為白色。

我們行走時會上下擺動尾巴，停棲時尾羽則和地面平行，飛行時會發
出清脆的「唧、唧、唧」鳴聲，飛行路徑呈現波浪狀。

冬 / 普

我們喜歡單獨在溪流、湖泊或近水的開闊空地活動，
捕食水邊的昆蟲，也能敏捷地捕捉空中的飛蟲喔，

側面

背面

鶺
鴒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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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燕  
Barn swallow

學名： Hirundo rustica

別名：燕子、拙燕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我是家燕，我們在北半球繁殖，冬天變冷會南遷到赤道溫暖的國家度
冬，所以全世界都有機會看到我們哦！

春秋我們過境來臺灣，每年 7-8 月，屏東、恆春可以看到數以萬計的
我們夜棲在電線上，非常壯觀！

在台灣，有一種留鳥—洋燕，和我長得很像，我們都有藍黑色的翅膀，
但我的肚子比較白，額頭和喉部是栗紅色，上胸有一條黑色橫帶，而
且我的尾巴分叉也比家燕長。

夏、冬、過 / 普

我們喜歡在騎樓的屋簷下築巢，用唾液將泥和草莖築成碗
狀的巢，每年可繁殖 2 窩，親鳥會一起孵卵、育雛。

成鳥

幼鳥

相似種比較

洋燕

紅喉肚子白
頸有黑帶

尾巴分叉長 橘喉肚子灰 尾巴分叉短

家燕 洋燕

雛鳥

燕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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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  
Eurasian Tree Sparrow

學名： Passer montanus

別名：厝鳥仔 ( 台語 )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嘰、嘰、嘰、」我是麻雀，大家一定都看過我，我可以說是農村、
平原和城市最常看到的留鳥。成鳥的頭到後頸是栗色，脖子像帶著白
色的項圈，喉線為黑色，翅膀是紅棕色，上面有黑色縱斑；幼鳥羽色
較淺，喉線尚未變黑。

留 / 普

我們會蹦蹦跳跳的在地面上尋找種子、穀物、果實和小蟲來吃。
我們還喜歡在沙地裡翻滾身體做沙浴，好舒服啊！

大家一起

在草地裡玩耍

麻
雀
科

57 58



大卷尾
Black drongo

我最喜歡吃昆蟲 ~
夜晚明亮的路燈吸引了好多蟲蟲，
偶爾吃個 buffet，真爽！

學名：Dicrurus macrocercus

別名 : 烏秋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我是大卷尾，全身黑溜溜的，所以又叫烏秋。
我的尾巴很長，中間分岔，像極了魚尾巴，在校園內看到全身黑羽、
有著長長的尾巴，那就是我！

除了把巢築在樹林中，我也喜歡在都市的電線桿上築巢 🖤

我們很適應都市生活了，但別看我築巢在人來人往的地方好
像很親人，在我育雛的時候可千萬別惹我，最好躲遠一點，
不然可是會遭到我的攻擊的！

再看我

就巴蕊喔！

偶爾我也會吃其他體型小的鳥類們，
看到的時候別大驚小怪 ~

留 / 普，過 / 稀

卷
尾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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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彎嘴 
Black drongo

學名：Pomatorhinus musicus

別名 : 小彎嘴畫眉、台灣棕頸鉤嘴鶥
出沒地點：弈園、操場後小路
校園稀有度：★★★★

「果龜～果龜～」我是小彎嘴畫眉，顧名思義，我有下彎的嘴喙和長
長的白色眉線，背部和翅膀為褐色，白色的胸前有暗褐色的縱斑，頸
部和腹部為栗紅色。我們像是裹著頭巾的外型，是不是很像奸詐的海
盜船長呀！

我們的叫聲多變又響亮，時常「果龜～果龜～」或「嘓、嘓、嘓」相
互應和。雖然我們的叫聲很有特色，但當我們被人發現時就會馬上躲
得遠遠的，所以想仔細觀察我可沒那麼容易 ~

留 / 普，過 / 稀

我們棲息於低海拔闊葉林中，喜歡在低矮的灌叢和草叢
間活動，經常在舊時鄉村用來防風防盜的竹圍下層活
動，因而有「竹腳花眉」之稱。

臺灣特有種

畫
眉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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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臉鵐  
Black-faced Bunting

學名：Emberiza spodocephala

別名 : 灰頭鵐
出沒地點：加速器館前道路
校園稀有度：★★★

我是黑臉鵐，冬天飛來台灣度冬，在台灣可以看到我的三個亞種，依
來源地分別是西伯利亞及北中國亞種、日本亞種、中國中部及西南亞
種。

我們和麻雀非常相似，褐色翅膀外緣都有黑褐色縱紋，也都喜歡在草
叢、灌叢、農耕地活動，也會在地面行走，啄食種子、昆蟲。不過我
的頭頸皆為灰色，且有黑色眼先，所以名為「黑臉」鵐。

冬 / 普 極北柳鶯  
Arctic Warbler

學名：Phylloscopus borealis

出沒地點：相思湖、光明頂一帶
校園稀有度：★★★★★

我是從歐亞大陸北邊來台度冬的極北柳鶯，我的特徵是黑褐色的上嘴、
黃白色不達嘴基的眉線，背部的羽色是橄欖綠，並且有一條白色的翼
帶，但翼帶因為磨損可能時有時無，腹部則是污白色，腳為黃綠色。
柳鶯家族的成員都長得十分相似，活潑好動的我們喜歡和斯氏繡眼等
小型鳥一起在林間穿梭，很難發現我的蹤跡。

每年 9 月到隔年 5 月，我會在平地到中海拔的樹林間活動，主食是昆
蟲。
在相思湖往光明頂的原生植物林有機會遇到我，聽叫聲是快速尖銳的
「唧唧」，或是粗啞的「吱吱」，那可能是我！

過 / 稀

好害羞～還好有樹葉遮住我臉

鵐
科

柳
鶯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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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尾八哥
Javan Myna

學名：Acridotheres javanicus

別名：林八哥、白臀八哥、爪哇八哥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嗨，我是外來種白尾八哥，我全身灰黑，嘴喙和腳是橘黃色的。來自
馬來西亞、印尼群島，因為歌聲好聽，被引進台灣作為鳥寵，偶然到
了野外後，憑藉我的聰明才智，和雜食的特性，現在在平地農村、都
市等環境都適應的很好，但也因此壓縮了台灣本土八哥—冠八哥的生
存空間。

另一種和我很像的外來種八哥是家八哥，分辨我們的方式主要看眼周，
他們的眼周有明顯的橘黃色皮膚，就像戴了眼鏡，所以他們也被稱為
眼鏡八哥。

外來種 / 普

嘴為黃色
全身黑色

嘴為米黃色
全身黑色

眼睛周圍有一圈黃色
全身咖啡色

* 台灣冠八哥照片攝於鳳凰谷
  鳥園，故有鐵圍籠

白尾八哥 台灣冠八哥 家八哥

外來種 外來種原生種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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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枕藍鶲 
Black-naped Monarch

學名：Hypothymis azurea

別名：黑枕王鶲
出沒地點：相思湖、光明頂、宿舍區
校園稀有度：★★

我是黑枕藍鶲，頭、胸、背和尾羽是湛藍色，雄鳥頸部有黑帶，後枕
有黑斑，也是「黑枕」藍鶲這個名字的由來；不過雌鳥就沒有黑枕和
頸部黑帶，顏色也比雄鳥稍微黯淡一些。

我們個性活潑，喜歡穿梭在樹冠叢之間，並發出「回、回、回、回」
的連續哨音，像極了藍色小精靈。

我們棲息在平地或低海拔的樹林區，喜歡把巢築在 Y 形的樹枝分叉處，
並撿拾植物纖維、草莖作為巢材，再用蜘蛛網包裹巢的外壁，形成精
緻的杯狀巢。

留 / 普紅尾伯勞 
Brown Shrike

學名：Lanius cristatus

別名：白露仔、伯勞
出沒地點：弈園
校園稀有度：★★★★

我是紅尾伯勞，每年 9 月到隔年 5 月從北方繁殖地飛來臺灣或更南邊
的東南亞度冬，我們有灰頭頂，過眼帶是黑色，像是蒙上眼罩，體背
大致為灰色，翅膀是紅褐色，雌雄長得不一樣，雌鳥胸側有鱗斑，嘴
喙較大。

我們喜歡佇立在突出的枝幹或電線上等待獵物出現，一看到獵物就會
馬上飛撲壓制，用鷹一般的嘴喙一擊斃命，再把獵物們掛在樹枝、竹
刺或鐵絲上儲存，如此兇悍的獵食方式讓我們有「小猛禽」之稱。我
們領域性也很強，常常仰首翹尾，發出嘎嘎嘎的警戒趕走其他鳥類。

冬、過 / 普

臺灣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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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繡眼  
Swinhoe's White-eye

學名：Zosterops simplex

別名：暗綠繡眼、青笛仔
出沒地點：清大校園廣泛分布
校園稀有度：★

「唧 - 咿 -」我是斯氏繡眼，我的頭、背是黃綠色，前額至上胸是黃色，
腹部是白色，還有可愛的白眼圈。我們是訪花的綠精靈，小型又靈巧，

我們廣泛分佈在低海拔平地和山區樹林間，喜歡成群活動，繁殖期會
在清晨唱著婉轉悅耳的求偶曲。

留 / 普

喜歡穿梭在花叢間吃花蜜，在密林中吃昆蟲和漿果，
女宿護城河的刺桐就是我們喜歡的食物。

以前大家都叫我綠繡眼，不過現在我
已經從綠繡眼的亞種獨立出來，改名
為斯氏繡眼啦 !

這個「斯」是斯文豪的斯，所以我也
是斯文豪氏大家族的一員了呢。

繡
眼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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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眼畫眉  
Morrison’s Fulvetta

學名：Alcippe morrisonia

別名：台灣雀鶥、台灣灰眶雀鶥
出沒地點：相思湖、光明頂一帶
校園稀有度：★★★

嗨～我是繡眼畫眉，和綠繡眼一樣，我們有漂亮的白色眼圈，就像繡
上去一樣，我的頭和後頸是灰色的，翅膀是棕褐色，腹部則是淡黃褐
色。

我們成群出現時，急促的「唧、唧、唧、」叫聲可是非常響亮呢！

分布範圍很廣，從平原到高海拔山區都可以看到我們的蹤跡。主要以
昆蟲和漿果作為食物。

我的體型很小，但可是個優秀的領導者喔 ! 我喜歡帶領其他小型鳥一
起活動、覓食，遇到危險時，會第一個發出警戒讓其他鳥類們逃離，
有時候還會非常英勇的挑戰小型的猛禽哦！

留 / 普

臺灣特有種

雖然我很常見，但都躲在茂密的
樹叢之間，完美的融入背景，想
觀察我的話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力
和足夠的耐心～

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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