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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目標 

台灣自然資源豐富，具有極高之生物多樣化及各類型之棲地，其

中濕地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生物多樣

性組」在其行動計畫中指示內政部營建主辦「完成重要濕地分布與珊

瑚礁分布圖」。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 2006 年召開「國家重要濕地」

推薦說明會，並於 2007 年起展開全國重要濕地推薦與評選。「國家重

要濕地」評選結果於 2007 年公告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其中西南沿海

之曾文溪口及四草濕地列為國際級之溼地。就四草濕地而言，主要保

護對象為珍貴濕地生態環境及其棲息之鳥類，農委會及台南市政府

1994 年公告此區域為「台南市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約 515.1 公

頃。就曾文溪口濕地而言，主要保護對象為曾文溪口野生鳥類資源及

其棲息覓食環境，2002 年農委會及台南縣政府公告黑面琵鷺常利用之

東漁塭區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約 334 公頃，並公告「台南

縣曾文溪口北岸黑面琵鷺動物保護區」，範圍約 300 公頃。2009 年台江

國家公園成立，其範圍即包含曾文溪口濕地及四草濕地。而西南沿海

濕地除已列入台江國家公園之區域外，其鄰近區域之七股鹽田濕地、

鹽水溪口溼地、竹滬鹽田濕地亦為相當重要之濕地。 

由於本區域擁有廣大的濕地及漁塭區，生物資源豐富，每年皆有

大批水鳥在此過境及度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鳥種為黑面琵鷺。黑面

琵鷺(Platalea minor)是遷徙性大型水鳥，主要度冬地點分布在東亞及東

南亞地區，包含日本、韓國、中國大陸 （香港、澳門、海南島等地）、

台灣、越南、菲律賓、泰國等地。已知的繁殖地僅有韓國朝鮮半島西

岸外的小島及中國大陸遼東半島。1998 至 1999 年台灣、香港及日本合

作進行黑面琵鷺衛星追蹤計畫，發現台灣地區及香港地區部份黑面琵

鷺北返時遷徙路徑為沿著中國東南沿海至南北韓交界處的島嶼。根據

目前的調查資料顯示黑面琵鷺在全球的族群是正呈現增加的趨勢，尤

其台灣更是重要的度冬棲息地。2010 年 1 月全球數量約為 2346 隻，其

中台灣地區約 1280 隻(台南地區 1185 隻、其他地區 95 隻)，仍屬瀕危

鳥種。 

黑面琵鷺棲息環境包含河口沙洲、潮間帶、沼澤等天然濕地、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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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及水田等人為濕地，其棲息環境同時是許多水鳥賴以維生的棲息場

所。濕地生產力高，並為許多魚蝦類的繁殖地區，同時濕地在水分的

貯存、淨化與海岸線保護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在保育生物學上，黑

面琵鷺被視為保護傘種（Umbrala species），致力於黑面琵鷺及其賴以

為生之生活環境的保育工作，不僅對其他在濕地生活水鳥有利，亦同

時有效維持濕地之功能。 

台灣地區早自 1992 年即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黑面琵鷺為瀕臨絕

種保育類野生動物。政府和民間每年進行各種相關保育宣導活動，亦

有相關生態研究進行。黑面琵鷺最重要的停棲位置曾文溪口主棲地亦

於 2002 年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區，黑面琵鷺重要的覓食地點主棲地東

邊的漁塭區亦劃設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2009 年成立之台江國家

公園範圍亦包含了黑面琵鷺最主要的活動區域。然而由王穎等(1999)

的調查研究顯示，黑面琵鷺活動區域擴大到國家公園外的周邊地區，

尚包含鄰近廣大的漁塭、鹽田及河口區。 

對於遷徙性水鳥而言，度冬的棲地相當的重要，必須進行適當之

保護，免於開發及各項威脅。2003 年台南七股地區曾有肉毒桿菌毒素

產生，導致黑面琵鷺中毒死亡，數量多達 73 隻，對族群量構成影響，

且該毒素會影響其他水禽，引發更大規模的暴發案例。肉毒素產生與

傳播的毒素食物鏈大致可分兩種：濾食性的雁鴨會食入帶毒的蛆而中

毒；食魚性的鳥類則會因食入帶毒的魚類而中毒。故針對棲地內的動

物屍體、濕地土壤及水生魚貝類是否有產毒的可能性應進行調查，並

依據調查結果進行風險評估，以利棲地經營管理。 

本計畫目的乃在結合政府與民間之力量，特別以台江國家管理處

為後續整合平台，使有關黑面琵鷺的保育及研究工作能互相支援，採

取更積極的行動來保護黑面琵鷺，使其在台灣度冬期間除免於生存威

脅外。相關單位進行有效資訊整合亦相當重要，有必要收集及整理歷

年有關黑面琵鷺資料，提供正確的資訊和參考資料，便利各有關單位

間之聯繫。本計畫調查工作將結合台南當地有興趣之鳥會、保育團體、

研究單位、國家公園保育志工共同進行。 

故本計畫目標擬針對台江國家公園週邊區域進行鳥類調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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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域之鳥類資源，同時針對指標性鳥種-黑面琵鷺進行調查，暸解黑

面琵鷺在本區域之活動地點及其族群數量變化，同時進行棲地肉毒桿

菌監測，所得成果將提供內政部營建署、台江國家公園及相關單位經

營管理參考，同時可作為台江國家公園後續推動濕地保育教育宣導之

基礎資料。 

 

二、環境概述： 

(一)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調查區域以曾文溪口為中心，北至七股鹽田，南至竹滬鹽

田濕地，包含濕地及周邊私人漁塭區域。相關濕地包含七股鹽田濕地、

曾文溪口濕地、鹽水溪口濕地、四草濕地、竹滬鹽田濕地等(圖 1)。其

中若涉及台江國家公園地區，則由台江國家公園保育志工進行調查，

不支領本計畫之費用。為提升西南沿海濕地監測之整體性，本計畫亦

將彙整台江國家公園之調查結果。初步分為 12 區包括台江國家公園內

3 區，茲將各濕地介紹如下: 

七股鹽田濕地北起將軍漁港南側，東側沿七股鹽場新鹽灘第一工

區西側堤防往南，排除鯤鯓漁港，包括七股鹽場西區鹽區及中寮鹽區

等地，南以七股潟湖南堤為界，西側海域至等深線 6 公尺處，包含頂

頭額沙洲、網仔寮沙洲等，面積約 2997 公頃。包括七股潟湖及東邊的

鹽田，為全台面積最大的鹽場，2002 年七股鹽灘全面停晒，成為鳥類

停棲利用的重要濕地。七股溪口的海茄苳紅樹林是中白鷺等鳥類的繁

殖區。 

曾文溪口濕地位於曾文溪出海口，北起頂頭額汕國聖燈塔(七股燈

塔)、南堤堤防及七股海埔堤防，南至曾文溪南岸青草崙堤防，東以省

道台 17 為界，西側海域至等深線 6 公尺處，約 3218 公頃。週遭除少

數聚落外，為廣大之私人魚塭區所環繞。 

四草濕地位於曾文溪、鹿耳門溪、鹽水溪與嘉南大排匯流處之間，

省道台 17 西南側，被台南市科技工業區分隔成 3 處，包含高蹺鴴繁殖

區、北汕尾水鳥保護區、竹筏港水鳥保護區，面積約 547 公頃。 

鹽水溪口濕地面積約 635 公頃，本濕地位於鹽水溪出海口，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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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四草濕地 A2 區，自鹽水溪大排北堤起，南至安平堤防止，東以省

道台 17 及大港觀海橋為界，西側海域至等深線 6 公尺處。是鷸科、鴴

科、鷺科、雁鴨科等重要棲地等。植物則以海茄苳、欖李、土沉香為

主，土堤處則有濱水菜、鹽地鼠尾粟等。 

竹滬鹽田濕地面積約 171 公頃，東自漁塭旁起，西至崎漏路；北

自魚塭渠道起，南至興達港旁的紅樹林渠道止；為已停晒的鹽田。紅

樹林以海茄苳為主，欖李及紅海欖的數量較少；有些海茄苳樹齡可能

在百年以上。本區域亦為鳥類的重要濕地。 

 

 

 

 

 

 

 

 

 

 

 

 

 

 

 

 

 

 

 

圖 1、相關濕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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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資料說明（自然環境、社經環境） 

台灣西南沿海一帶，有河流、水塘、海岸形成之天然濕地外，還

有人類將土地利用於養殖漁塭及鹽田。每年冬季，有大量候鳥在這一

片溼地上度冬，包含鷺鷥、雁鴨、海鷗、鷸鴴科等水鳥。由於近年來

養殖漁業的沒落及鹽田的停產，形成許多閒置土地。濕地孕育了許許

多多的生命，包含水生植物、昆蟲、魚蝦貝類、鳥類、哺乳動物等，

具有涵養生命、調節洪水、淨化水質的功能，和人類的生活習習相關，

若無適當保護，則生態資源可能將逐漸消逝。 

本區域範圍除自然保護區域外，具有廣大的漁塭區及農耕地帶，

居民經濟方式以往主要從事農業及漁業為主。近年來，隨著觀光旅遊

業之興起，在部分紅樹林及潟湖等區域，有餐飲及休閒旅遊產業興起。

隨著保護區之設置，部分旅遊逐漸轉向賞鳥及潟湖濕地探索等生態旅

遊方式。 

 

(三)濕地環境課題與對策 

1.濕地指標性鳥種之監測-以黑面琵鷺為例 

台灣地區為黑面琵鷺度冬數量最多的地點，目前全世界有 50%以

上的黑面琵鷺個體在台灣度冬，黑面琵鷺每年九至十月飛抵台灣地

區，次年三月開始北返。自 1991 年至今，台灣地區的黑面琵鷺度冬數

量逐年增加。在台灣停留期間，主要以台南地區為主要度冬棲息地。 

黑面琵鷺棲息環境包含河口沙洲、潮間帶、沼澤等天然濕地、魚

塭及水田等人為濕地，其棲息環境同時是許多水鳥賴以維生的棲息場

所。黑面琵鷺為保護傘種(umbrella species)，可作為濕地環境之監測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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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年數量稀少的黑面琵鷺因棲地面臨開發的壓力，引起社會大

眾的關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在此年公告黑面琵鷺為瀕臨絕種的保育

類野生動物。自 1995 年在台北舉行之國際會議，提出黑面琵鷺保育行

動綱領，建議各國應進行之黑面琵鷺的保育工作。在基礎研究方面，

就族群量調查而言，建議台灣地區每年至少應進行三次全面性的普查

工作，時間分別在度冬前期、度冬族群穩定期及度冬後期。普查地點

應包含所有黑面琵鷺曾出現及可能出現之濕地，以確定其分布及數

量，本計畫將以黑面琵鷺建立濕地指標物種之監測機制。 

 

 

2.棲地安全之評估 

黑面琵鷺在台灣的度冬族群呈現增長的趨勢，然而 2002 年 12 月

黑面琵鷺卻因肉毒桿菌事件，而有 90 隻個體中毒，其中 73 隻個體死

亡，中毒較淺的 17 隻復原後野放。棲地檢驗結果顯示肉毒桿菌毒素來

自黑面琵鷺北邊的北漁塭區，屬私人漁塭，未列在黑面琵鷺保護區範

圍內，卻是黑面琵鷺經常使用的區域，故保護區之經營管理固然重要，

但保護區周遭黑面琵鷺可能之覓食區域的維護亦同樣重要，故確實進

圖 2.黑面琵鷺族群量變化 

全球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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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保護區內外之棲地評估相當重要。 

 

(四)基地範圍及周邊曾接受相關單位經費補助說明：無。 

 

 

三、預定工作項目 

(一)濕地鳥種紀錄 

本項調查將邀集台南當地鳥會、保育團體志工、國家公園管理處

保育志工（不在本計畫支酬勞）共同進行。茲將曾文溪以北稱為溪北

地區（包含曾文溪口），曾文溪以南稱為溪南地區，每月進行一次同步

調查，調查人員沿既定路線進行調查紀錄。為利於各項濕地生態調查

及研究之數據資料有效整合，提供管理單位未來政策規劃之利用。本

項調查紀錄項目參考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

資料表欄位分為計畫項目、環境項目及生物項目。計畫項目欄位包含

計畫名稱、委託單位、執行單位、主持人中英文姓名、主持人地址、

主持人 E-Mail、協同主持人姓名、調查方法摘要、計畫摘要等。環境

項目欄位包含調查地點、地點代號、經緯度、座標誤差、調查日期、

調查時間、海拔高度、棲地型態(河流、鹽田、漁塭、水圳、提岸、其

他)等。生物項目包含科名、學名、中文名、數量、調查者中英文名、

調查方法、確認者姓名、鳥類 GPS 資料包含營建署及農委會核定之生

物多樣性資料格式等。 

 

(二)指標性鳥種之調查-黑面琵鷺 

於黑面琵鷺停留於台南七股地區時，進行對本種族群之監測及對

棲地利用概況之調查，以了解其活動模式。於計畫執行期間，每個月

進行 2 次同步調查，以評估黑面琵鷺族群現況，紀錄項目包含黑面琵

鷺停留族群量與該棲地之類型、水位、鳥相等。 

 

1、黑面琵鷺停留棲地水深等級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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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淺灘,常於本種站立或行走,腳掌隱約可見。 

d=1:凡水面位置在腳底到跗蹠骨之間皆稱之。 

d=2:水面高度在脛骨關節以下稱之。 

d=3:水面高度在脛骨關節以上2公分稱之。 

d=4:水位未淹沒全部腳長,但水面高度已淹至大腿骨上

方的覆羽下基。 

d=5:全腳(含大腿覆羽)沒入水中以外,有時可見腹部或

尾部亦泡在水中。 

 

2、黑面琵鷺停棲樹上等級區分表 

t=0:未上樹,但是緊靠樹幹,在樹蔭下的屬之.  

t=1:上樹,但不在樹冠層的皆屬之. 

t=2:上樹,停棲在樹冠層. 

 

3、行為定義 

行為種類包含下列幾種: 

(1)休息:將嘴喙後置於背部。 

(2)站立:嘴喙前置,靜立不動。 

(3)理羽:個體自行理羽之行為。 

(4)沐浴:個體自行沐浴之行為。 

(5)覓食:嘴喙置於水中左右掃動,並前進捕食獵物。 

(6)走路:非覓食行為所引發改變停棲點的行為。 

(7)跳躍:原地點舉翅、跳動。 

(8)飛行:振翅飛離停棲點。 

(9)友好:遊戲、示好或互相理羽之行為。 

(10)敵對:打架、張嘴恐嚇、啄咬等攻擊行為。 

 

(三)棲地採樣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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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黑面琵鷺停留期間，每月 1-2 次在重要棲地採樣，樣本包括水域

底泥、魚和任何動物屍體，進行肉毒桿菌毒素分析，每月呈報資料給

經營管理單位參考，若有陽性反應樣本，則針對周圍環境加強採樣，

並適時進行棲地改善。樣本將送往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進行分析，分

析所需設備由公共衛生實驗室提供。若有動物屍體則於採樣後協助移

除，若遇大量屍體時則通報縣市政府處理。 

 

(四)濕地鳥類解說教育活動 

為加民眾對濕地保育重要性之認知及認識濕地鳥類生態習性，擬

於 100 年 10-11 辦理一場次濕地鳥類解說教育活動，活動地點選擇曾文

溪口黑面琵鷺賞鳥亭，進行濕地鳥類解說活動及實地觀察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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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定作業時程 

(一)本計畫預定時程為民國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12 月 20 日 

 

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建立調查方法  ▬           

2.本區域濕地鳥

類文獻收集 

 ▬ ▬          

3.濕地鳥相調查

及分析 

 ▬ ▬ ▬ ▬ ▬ ▬ ▬ ▬ ▬ ▬ ▬

4.棲地採樣及監

測 

 ▬ ▬ ▬ ▬ ▬ ▬ ▬ ▬ ▬ ▬ ▬

5.黑面琵鷺族群

及活動區域調

查 

 ▬ ▬ ▬ ▬    ▬ ▬ ▬ ▬

6.召開監測小組

工作會議 

  ▬  ▬  ▬  ▬  ▬  

7.濕地鳥類解說

教育活動 

         ▬ ▬  

8.期中及期末報

告 

     ▬ ▬    ▬ ▬

9.結案報告           ▬ ▬

 

(二)計畫聯繫 

1.主持人:王穎教授 t43002@ntnu.edu.tw  

2.助理:邱惠儀小姐 

3.電話:02-2934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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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需求：(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本案總經費 885 仟元，申請補助總經費:875 仟元(中央補助 80%、

地方政府自籌 20%)。 

預算科目 

經  費  來  源(仟元) 

說明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其  他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臺南市政

府自籌 

中華民國國

家公園學會

配合款 

計畫主持費 0 0 0 23 10 33 每月 3000 元 

3000 元*11 月=33,000 元

鐘點費 0 0 0 3.2 0 3.2 解說教育活動講座鐘

點費 1600*2 人 

臨時工資 384 0 384 0 0 384 野外調查及資料分析

整理臨時工資。大學畢

4 人*100 日*960 元  

=384,000 元。 

出差費 200 0 200 116.8 0 316.8 調查人員食宿費/鐵公

路運輸費 

4 人 X48 日 X1650 元/

人日=316.8 仟元(依中

央機關公務員國內出差旅

費報支數額表規定報銷) 

材料費 90 0 90 6 0 96 野外採集工具、樣本

瓶、培養基、實驗用玻

璃與塑膠器材、甘油和

酒精等化學藥品，電

池、調查網具及宣傳海

報其他材料費等 

印刷費 10 0 10 0 0 10 解說海報印刷輸出 

雜支 16 0 16 26 0 42 資料檢索、影印、碳粉

匣、磁片、郵電、底片、

印表紙、文具耗材等

合計 700 0 700 175 10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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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預期工作成果與後續配合事項： 

(一)預期工作成果及效益 

1.建立台江國家公園周邊區域濕地鳥種名錄，健全濕地生態資料庫。 

2.了解指標性鳥種-黑面琵鷺族群變動及掌握其活動地點。 

3.透過重要濕地肉毒桿菌監測，提升溼地之棲地品質，提供候鳥度

冬之安全棲地。 

4.藉由濕地鳥類解說教育活動，提升民眾之保育觀念及對濕地保育

重要性之認知。 

 

(二)評估指標 

1.建立有關原始調查紀錄表紙本及電子記錄一份。 

2.完成 14 次指標性鳥種調查(100 年 2 月至 5 月及 9 月至 12 月，每

月 1-2 次)。 

3.每季完成土壤、魚類及動物屍體樣本分析 70 件。 

 

 

(三)後續配合事項 

將本計畫監測所得之生物資料上傳濕地資料庫，資料庫包含營建署

及農委會訂定之生物多樣性資料格式，以建全濕地生態資料。 

(四)過去相關文獻之收集彙整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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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畫主持人簡歷 

姓名：王穎    

學 歷 （ 擇 其 重 要 者 填 寫） 

學 校 名 稱 學  位 起 訖 年 月 科  技  專  長 

威斯康辛州立大學 碩士 1973-1974 野生動物行為及生態研究 

野生動物經營管理 

鳥類學及哺乳類學 

遊憩生態學 

俄亥俄州立大學 博士 1977-1982 

經歷 

服務單位 職稱 工作性質 起訖年月 

現
任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教授 教學研究 1988-至今 

曾
任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教學研究 1983-1988  

    

近 5 年內相關工作實績與著作發表 

97 臺灣夜鷹生態研究計畫主持人 

96-99 能高越嶺道生態環境資源及遊憩行為監測計畫 

97-99 台灣地區水禽衛星監測計劃主持人 

顏士清、王穎、歐恒佑. 2009. 太魯閣國家公園台灣水鹿（Rusa unicolor swinhoii）分布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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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人員組成及人數 

參與類型 負責工作 人數 

主持人 計畫主持、協調、整合 1 

助理 野外調查、資料分析、計畫聯繫 2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野物調查、資料分析 2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 肉毒桿菌檢測，採合作模式。 4 

研究人員(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協助野外調查（不支領本計畫費

用） 

1 

台南縣市鳥會、民間團體、義工 野外調查 10 

台江國家公園保育志工及同仁 協助涉及台江國家公園區域之調

查(不支領本計畫費用)及其他相

關工作等 

10 

合計 20 

(以上人力，每次調查視實際需要彈性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