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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台灣猛禽 49種，多數種類的族群狀態、活動模式等生態資料仍充滿謎

團，但台灣地狹人稠，人與猛禽的衝突不斷，救傷猛禽過程中我們發現有猛

禽中毒、撞窗而死、車禍等案件，本計畫目標為透過研究、監測更了解台灣

猛禽的現況，具體提供保育相關政策執行重要依據，執行教育推廣引導民眾

認識猛禽、永續環境利用，並執行猛禽救傷醫療野放工作保護台灣的猛禽，

創造人與鷹共存的環境。為此籌募猛禽保育所需經費新台幣肆佰萬元，特舉

辦「2023 猛禽研究救傷保育經費勸募活動」計畫。 

 

 

 

 
二、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12年 02月 21日起至 113年 2月 20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12年 02 月 21日起至 113 年 05月 20日止 

 

 

 

 

三、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121360630號函同意辦理 

 

 

 

 

 
 

 

 

 

 

 



四、執行成果 

  (一)、猛禽研究 

1. 黑鳶 

◼ 北部黑鳶研究與教育推廣 

  研究人員於 1-4月觀察黑鳶繁殖情況，包含確認巢區位置、築巢的

進度、親鳥開始孵蛋時間、幼鳥孵化等，確定巢區後則尋找合適路徑至

巢樹邊，並攀爬上樹，於巢邊架設自動相機觀察，而後待幼鳥日齡足夠

後再攀爬上樹進行幼鳥繫放。2022 年持續監測過去的巢區，在繁殖季初

期有營巢行為但後續並無觀察到明顯的育雛行為或找到實際巢體。本年

度新追蹤 2隻救傷個體，另持續追蹤 5隻過去繫放的個體。 

本會與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鳥類生態研究室合作撰寫專欄。

第二季共有 5 篇文章，內容有「從黑鳶調查到熊鷹研究，再次重新拾回

黑鳶調查」、「「打破永遠的 0」 日月潭黑鳶調查」、「當黑鳶遇上老鷹風

箏」、「與黑鳶調查的鳶緣」和「黑鳶巡巢記」，邀請黑鳶研究相關工作人

員寫出自身的經歷，記錄台灣黑鳶研究過程並也讓社會大眾有機會可以

知道過程。 

圖一、黑鳶繫放 



圖二、專欄主視覺 

◼ 全台黑鳶黃昏聚集同步調查 

2023年的黑鳶黃昏聚集同步數量調查，秋季數量為 683隻、冬季數

量為 808隻，近年黑鳶族群數量穩定維持。我們將 9月調查到的數值用

以估計監測台灣黑鳶的留鳥族群數量，此時，在台灣繁殖的黑鳶、未參

與繁殖的個體、當年度出生的黑鳶幼鳥均已經加入公共夜棲地的夜棲。

冬季 12 月時由於已有黑鳶候鳥族群抵達加入台灣度冬，因此我們將 12

月調查到的數值 808 隻用以估計監測台灣黑鳶的留鳥族群加上候鳥族群。 

本次 2023 年全台黑鳶同步調查結果報告中，首度分別呈現自 2013

年以來 9月、12月的逐年的各次調查數量資料，從逐年數量中可以發現，

無論是 9月或 12月黑鳶數量均有增加的趨勢。以 2023 年的族群資料為

例，候鳥黑鳶所佔族群的比例約為 15%。 

圖三、2023黑鳶同步調查結果 



2. 鳳頭蒼鷹 

◼ 鳳頭蒼鷹繫放追蹤 

大安森林公園共有兩巢，南邊巢位今年使用榕樹 3 月 20 日臥巢，

預估 4 月 27 日小鳥破殼。於 5 月 5 日時上巢架設監視器，並於 5 月 6

日開始直播，於 5月 12日較小隻的雛鳥死亡(約 16日齡)、5月 14日較

大隻的雛鳥死亡(約 18 日齡)。北巢於 4 月 24 日記錄到母鳥臥巢，5 月

3 日雛鳥破殼，5 月 25 日請攀樹團隊上樹協助繫放幼鳥(色環為藍 H1、

金屬環 5A-00180)，該個體於 6月 7日離巢。 

圖四、鳳頭蒼鷹雛鳥繫放照 

◼ 鳳頭蒼鷹教育推廣活動 

  為讓民眾更加認識大型綠地對於生物的重要性，亦能對於公園規劃

營造有更深入的認識。1-12月每月一篇科普漫畫和文章、公園鳳頭蒼鷹

live秀導覽 6 場及校園課程 10場。2021 年開始持續繪製鳳頭蒼鷹科普

圖文連載，月平均觸及人數達 3萬人，最高月份達 50630 人。老師們將

漫畫作為教材或是宣導的媒材。公園實地導覽活動，採預約報名制度，

每梯次 45 人分為三隊進行活動，活動時間 1 小時，活動辦理時間為幼

鳥離巢後，由專業講師帶領觀察鳳頭蒼鷹育幼行為，本活動共辦理 6場

次共 270人參加。校園講座，主要對象為台北市國中小學，以班級為單

位，可安排大安導覽解說或是室內課程，解說時間為 1小時，課程內容

以鳳頭蒼鷹與牠的家、公園對鳳頭蒼鷹的重要性為主軸，共辦理 10 場

547 位學生受益。網路直播於 5 月 6 日開播，今年直播時間較短，5 月

10 日至 6 月 22 日共 42 日。直播期間觀看次數 552,145 次（2020 年

2,474,636 次、2021 年 1,000,129 次、2022 年 1,167,094 次），曝光次



數 5,378,966 次 (2020 年 16,521,307次、2021 年 6,818,439 次、2022

年 9,834,027 次)。觀看地區有 27 區，觀看前五名地區為台灣、香港、

美國、日本和馬來西亞。觀眾年紀範圍涵蓋 13歲至 65歲以上，最大族

群為 25-34歲(37.5%)，男性觀眾觀看次數較女性高。開播文的猛禽會臉

書貼文觸及人數達 7萬 4千人，分享 355 次。 

         圖五、直播巢的雛鳥 
 

                        

          圖六、鳳頭蒼鷹科普漫畫專欄 

  



3. 林鵰 

林鵰為台灣翼展最長的大型猛禽，卻是最晚被發現的大型猛禽，原棲

息於原始林地，近年來有淺山化的趨勢。在本計畫中，我們分為兩種方式

蒐集林鵰現有分布的狀況，一是長期監看特地區域，了解該地的林鵰活動

的方式，二是經營臉書社團，以公民科學的方式蒐集台灣林鵰出現的位置。

臉書社團「RRGT林鵰紀錄徵求站」成立至今共有 2832 名成員，目前已徵

得 5614 筆林鵰紀錄。為讓台灣觀察林鵰的朋友有實體交流的機會，於 7

月 1日在台中辦理 2023 林鵰調查交流研習會，共有 120人參加會議 

2022年繫放 1隻林鵰，追蹤至 2023 年 12月 31日，該個體於巢區附

近待了 4個月後，逐漸擴大活動範圍，目前播遷後往低海拔移動，冬季時

接近平地，與過去數年來在淺山地區觀察多為未成鳥個體的觀察相符，目

前發報器的訊號穩定，將持續追蹤。 

圖七、林鵰調查交流研習會 

 

圖八、繫放的林鵰 



4. 預後追蹤的猛禽 

◼ 遊隼（6A-00055） 

  6月 5日於頭城野放，野放半年內的活動範圍幾乎都在宜蘭，僅

少數幾天有移動到新店翡翠水庫或是坪林一帶。該個體觀察到長期以

宜蘭市區一棟大樓作為主要覓食、休息的地點，此外亦有發現有與另

一隻遊隼個體有配對的現象。 

        圖九、繫放的遊隼 

◼ 遊隼（5B-00002） 

  6月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轉介一隻疑似撞擊窗戶的遊隼成鳥至猛

禽會救傷站，該個體因配有腳環標識，經查為 2021 年於深澳出生的

三隻個體之一，並曾因落巢骨折送至猛禽會救傷站救治。此個體痊癒

後於 9月 8 日頭城野放，並配戴 Ornitrack OT-9 4G 發報器。該個體

野放後主要在宜蘭礁溪、員山及宜蘭市活動，10月 12 日上午該個體

自宜蘭飛至苗栗頭份，其後主要活動在後龍溪口南側丘陵。11月 21

日發報器傳回異常訊號，但當日請志工到發訊處查找未尋獲，2日後

研究人員再度前往現場發現該個體已死亡並倒臥於鳥網旁邊，現場亦

發現大冠鷲、鳳頭蒼鷹等保育類野生動物屍體。此結果顯示衛星追蹤

除了有助於了解動物野放後的存活狀況與活動範圍外，也具有揭露人

類活動對於野生動物生存影響的重要意義。本案例於 2024 年動物行



為暨生態研討會上發表。 

      圖十、遊隼追蹤結果海報發表 

 



◼ 魚鷹（7A-00001） 

  2021 年底桃園市通報的救傷個體，傷癒後於 2022 年 1月 12日在

桃園大溪野放，該個體在野放後曾花約兩周的時間短暫停留大溪、鶯

歌及龜山，最後於 1月 25日移動至林口的美麗華高爾夫球場，並持續

在附近活動，到了 5月該個開始擴大活動範圍，最北到台北港附近，

此後至 2023年初活動範圍一直在林口海濱、台北港及林口丘陵數個高

爾夫球場之間，2023 年 4月 28日該個體出海向北方移動 4月 29日抵

達福建福州，並沿著中國沿海北上，5月 20日至 23日跨過黃海抵達韓

國全羅南道，此後至 9月均在韓國境內沿海移動，9月初開始移動至韓

國西南側可能要開始南下度冬，但該個體 9月 30日失聯至今。 

       圖十一、魚鷹追蹤路線圖 

◼ 東方蜂鷹（6-00045） 

  為 2022 年 5月在台北市中山區拾獲的受傷個體，6 月中復原後選擇

於人車較少，且較接近天然棲地的士林山區野放。野放後我們發現此個

體活動範圍相 當侷限，且疑似因沿溪谷活動，所以定位困難，為了確定

個體安全我們於六月底下至該個體活 動的溪谷尋找，但是並無發現。直

至同年 10月 17日共有 41筆點位回傳，11月 17日民眾通報該個體被防

鳥網纏住，後送至猛禽會救傷站治療，因此結束追蹤。後來又再度野放，

2023年 1月 12日野放於鄰近拾獲地的七星山麓，野放後至 1月 17日均

活動於紗帽山周邊，1月 17日之後因該活動區域定位訊號不良未再收到

定位訊號。3 月 5 日曾目擊於台北市士林區永嶺，3 月 9 號由清潔隊員

在承德路七段發現死亡。解剖發現腹腔有大量出血，疑似遭撞擊與抗凝

血劑中毒導致內出血、肺出血死亡。 
  



（二）教育推廣及募款活動 

草山猛禽中心於 111 年 3月 17日揭牌開幕正式對外營運，教育

展示區域每周二至周六開放，設有免費團體預約導覽。112 年中心總

參觀人數 1,388人次、34場團體預約導覽 874人次參訪，辦理 2場

特展、7場生態演講、校園教育推廣活動 23場、戶外賞鷹趣活動 10

場 443 人次、擺攤推廣活動 22場觸及超過 5000 人次、辦理兩場大型

會議「2023林鵰調查交流研習會」、「國際灰面鵟鷹暨遷徙猛禽高峰

會」。推廣民眾包含社區里民、親子教育、學校老師、政府機關等國

內外人士，參觀者年齡從 5歲到 75歲以上，幫助各種年齡層者能夠

了解猛禽保育教育議題，讓議題可在各種管道中發酵，串聯各界力

量。透過社群平台撰寫文章、媒體報導、公開活動等方式募款，另於

有意從事野生動物保育活動相關店家放置捐款箱，募捐小額零錢及發

票。 

    圖十二、草山猛禽中心一周年慶  圖十三、校園講座 

        圖十四、秋季野放活動      圖十五、特展 
  

 

 

 

 

 



(三)、猛禽救傷 
 

1. 112 年救援猛禽有 19種 224隻次。救傷種類領角鴞最多（35%），其

次是鳳頭蒼鷹(27%)、黃嘴角鴞(8.4%)，黃嘴角鴞的數量較 111 年

多。今年別於往年的特殊案件：收到中獸夾的熊鷹、有救傷後野放個

體因中農用圍網又進到救傷站，於今年再次野放。110 年酋長岩救傷

野放幼鳥，112年因在宜蘭頭城撞玻璃回收，9月野放於梗枋國小但

11月在苗栗發現掛網死亡。並將特殊案例撰寫為文章，發布於社群

平台。 

2. 檢驗 22隻猛禽的血液樣本檢驗血鉛與血汞 

血鉛結果:33.3%大冠鷲超過人類標準(N=12)、50%黑鳶 (N=4)超過人

類標準；血汞結果：90%的樣本都超過人類標準。8種猛禽共 41件肝

臟樣 進行農藥 321項和殺鼠劑 8 項的檢驗，共有 6種猛禽 20件(黑

鳶、鳳頭蒼鷹、松雀鷹、黃魚鴞、 領角鴞和黃嘴角鴞)檢驗到農藥或

鼠藥。被驗出的農藥有：芬普尼（Fipronil）、滴滴易（p, p'-DDE 

p,p'）、二苯胺（Diphenylamine）；被驗出的鼠藥：剋滅鼠

（Coumatetralyl）、可滅 鼠（Brodifacoum）、伏滅鼠

（Flocoumafen）、撲滅鼠（Bromadiolon）、雙滅鼠 （Difenacoum）。

除了農藥和鼠藥外，也有檢驗到螞蟻藥（Mirex 滅蟻樂）。創傷對於

野生動物生理上的影響可透過病理解剖去評估：車禍的鳳頭蒼鷹，在

撞擊後導致肺臟出血並引發系統 性細菌感染後因肺炎死亡、撞擊玻

璃或建物的個體，因為傷勢而導致覓食能力下降引發營養不 良、免

疫力下降，使得消化道寄生蟲侵襲動物本體；亦有案例是先發生慢性

感染導致動物衰弱而增加創傷風險；農藥中毒的黑鳶因急性心肌和肺

臟出血導致低血容量休克和缺氧窒息；黏鼠板沾黏的領角鴞因沾黏而

緊迫，使用免疫力下降導致繼發性的細菌感染而死；從初步判定健康 

但精神篇警覺的領角鴞剖檢結果，血液中有寄生蟲感染的狀況，寄生

蟲引發後續血栓及炎症等反應。 

3. 持續經營臉書野鳥撞玻璃社團，收集全台灣野鳥撞擊玻璃的案件。創

立線上野鳥窗殺博物館，分享國內外野鳥撞擊統計報告、玻璃改善案

例，前往高風險地點進行場勘輔導或是協助改善，指導學生進行研

究。 

4. 辦理預防猛禽受傷-友善鳥類玻璃改善的展覽 1場與工作坊 1場：【鳥

兒看見玻璃－窗殺改 善】窗殺是野鳥因人為因素死傷的首要原因，

在美國每年估計有 5億隻野鳥因窗殺死亡。國內近年來流行之建築常

裝設大面積玻璃，主打高透明與視野遼闊，但善飛的鳥類無法辨識到

前方有玻璃屏障，不知閃避而高速撞向玻璃導致死傷。尤其綠建築常

採用大量玻璃作構造物，合併生態補償而在週邊設置綠籬，反而形成

野鳥窗殺陷阱。在展覽中我們也彙整了最新的研究，台灣大學地理環



境研究所甘佳昀同學與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謝季恆同

學的碩士研究，是台灣最新的窗殺研究。工作坊於 5 月 28日舉辦，

共有標本製作介紹、特展導覽和友善鳥類玻璃布置實作等活動，共有

20名學員參加。 

5. 寒暑假指導 7名獸醫系實習生，招募救傷志工，培育野生動物救傷人

才。 

6. 猛禽救傷空間維護：新增一處臨時照養空間。 

 

       圖十六、受理中的遊隼 

       圖十七、醫療中的傷鳥 

  



五、 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期間 112年 02月 21 日~113年 02月 20日 

募款收入共$2,581,833元 

 

收入 

112/02/21~113/02/20 募款活動期間 $2,579,260 

112 年度專戶利息收入 $2,573 

    

合計 $2,581,833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勸募所得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者，必要支出為百分之十五。

必要支出限額=募款活動期間募款收入共$2,581,833 X 15%= $387,275 元。本次募款活動期間

募款活動相關支出金額$516,610 元，其中$373,180 由募得款項支應，另餘$143,430 元由本會

自籌。 

支出 

項目 
募得款項支

應金額 
本會自籌 合計 說明 

必要支出-薪資費用 $360,000 $72,000 $432,000 
募款專員薪資:負責本勸

募活動之工資、臨時薪

資。 

必要支出-資訊服務費 $0 $27,000 $27,000 
勸募活動所需會計資訊

系統維護費。 

必要支出-交通費 $0 $0 $0 
募款相關活動車輛耗用

油資。 

必要支出-郵電費 $5,872 $0 $5,872 
電話費、捐款收據郵寄

送。 

必要支出-雜支 $7,308 $6,200 $13,508 
勸募活動文具用品、郵

資、捐款事務之金融手

續費等。 

必要支出-保險 $0 $38,230 $38,230 
勸募人員之保費；草山

猛禽中心之場地相關保

險。 

必要支出-雜項購置 $0 $0 $0 募款箱、捐款品等… 

合計 $373,180 $143,430 $516,610   

 



六、 募款活動期間財物使用支出： 
支出期間 112年 02月 21 日~113年 05月 20日 

本次募款活動期間募款財務使用相關支出金額$2,845,294元，其中$2,208,653元由募得款項

支應，另餘$636,641元由本會自籌。 

 

支出 

項目 募得款項支應金額 本會自籌 合計 說明 

薪資費用 $931,139 $435,000 $1,366,139 
研究專員、資料處

理、調查及救傷人員

臨時工資。 

保險費 $116,244 $59,284 $175,528 
研究及救傷專員勞、

健保費、健保補充保

費。 

物品  $288,978 $0 $288,978 
救傷醫療器材、發報

器設備等。 

租金 $24,606 $0 $24,606 
辦公廳舍、車輛、機

器設備等租金。 

資訊服務費 $4,231 $12,163 $16,394 追蹤器收訊費。 

醫療費 $13,560 $20,460 $34,020 
傷鳥就醫檢驗暨藥品

費。 

差旅費 $29,990 $0 $29,990 
研究調查、推廣活動

出差差旅費。 

修繕維護費 $286,370 $50,545 $336,915 
房屋修繕工程；執行

救傷等勸募事務相關

設備之維修。 

交通費 $11,360 $1,473 $12,833 
野外調查、推廣、猛

禽救傷接送交通、油料

費等。 

食物照養 $5,043 $0 $5,043 
救傷站猛禽食料費

用。 

雜支 $27,983 $6,196 $34,179 
電話、郵資、電池、

文具用品等計畫相關

雜支出。 

勞務委託費 $426,250 $2,500 $428,750 
委託公司、團體等機

關執行翻譯等專業勞

務等。 

雜項購置 $42,899 $0 $42,899 
為執行計畫購置之相

關耗材支出。 

稅捐 $0 $49,020 $49,020 
草山猛禽中心房屋

稅、地價稅。 

合計 $2,208,653 $636,641 $2,845,294  

 



七、 募得款收入支出總計： 

 

收入支出總計表 

募款收入(募款期間所得) $2,579,260 

利息收入(募款期間利息收入) $2,573 

支出(勸募金額支出合計) $2,581,833 

剩餘金額 $0 

本案已自籌支應金額 $780,071 

 

剩餘金額$0元使用期間奉准至 113 年 05月 20日止。 

 

理事長：林思民      秘書長：蔡岱樺        會計：顏漢中         製表：顏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