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序 

    嘉南藥理大學位於台南市仁德區保安村車路墘，民國 55年創校迄今，校地面積擴充達 27公頃。校區鄰近二仁

溪，由於溪流生態環境，因人為破壞，空氣、水質、底泥污染嚴重，導致各類生物無法棲息或生長，諸如：底棲動

物、魚蝦蟹類、鳥類等生態物種，瀕臨浩劫。此外，本校地勢低，雨季易積水，土壤偏鹼性，不利一般植栽生長，

無形中影響校園綠美化管理。近年來，二仁溪流域經整治，期盼風華再現。慶幸，本校周邊新景點－台南都會公園、

奇美博物館的開放，園區環境提供多樣性生物棲息，裨益串聯本校園生態島站之形成，營造優質的環境，成為外賓

樂於到訪遊憩之景點。 

    鑒於『利用植物創造的環境，係最適合生物與人類需求的環境』及『水乃生命之母』之校園總體營造概念的重

要性，遂藉由綠美化－綠色植物與水域景觀功能，營造生物棲息地，迄今略顯成效。尤以白日鳥類活動與鳴聲最為

活躍，而鳥類對自然環境的變化甚為敏感，凸顯本校『樂活』校園總體營造之實際成效。追蹤調查發現以往未曾出

現過的野鳥，諸如：小啄木、紅嘴黑鵯、黑枕藍鶲、黑領椋鳥、虎鶇、輝椋鳥及紅冠水雞、黑冠麻鷺等，陸續前來

棲息，相信爾後會吸引更多鳥類客群造訪。 

    希冀透過認識校園野鳥之介紹，拋磚引玉，激發興趣，引發共鳴，鼓勵親身接近，瞭解其生態習性，體驗人類

生活與自然環境之連結互動；同時，孕育對鳥類的關懷與愛護保育觀念，並陶塑尊重自然、感悟大地、熱愛生命的

胸懷，深化愛校護校之精神，發揮潛移默化之境教功能。 

    歷經多年觀察蒐錄，截至 104年校園常見之野鳥，計有 40種以上，特介紹大家認識；惟因野鳥生態之拍攝取

景不易掌握，除自行拍攝外，另委請高雄市野鳥學會陳明洲醫師，提供部分野鳥照片，俾利師生認識與教學研究參

考。 

    衷心感謝本組同仁蔡怡欣先生及高雄市野鳥學會陳明洲醫師協助製作，謹此一併致謝。 

                          總務處 環境美化組  吳森琛  中華民國 108年 5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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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鵯科 

學名：Pycnonotus sinensis 

俗名:白頭殼仔(台語) 

形態:長 17~22公分，額至頭頂純黑色而富有光澤，兩眼上方至後

枕白色，形成一白色枕環。耳羽後部有一白斑，此白環與白

斑在黑色的頭部均極為醒目，老鳥的枕羽(後頭部)更潔白。 

食性:以漿果為主食、也會捕食昆蟲、麵包屑。 

繁殖:3~4月。 

分布:平原、丘陵。 

 

普遍的留鳥，台灣的特有亞種，本校極為普遍鳥種，常成群追逐喧鬧，

鳴聲嘹亮富變化，似「巧克力、巧克力」或「雞力國樂」之聲，喜築巢

於低矮灌木叢，當人接近即發出警戒聲，棲息於東北部宜蘭、西部及南

部楓港附近，另一相似種烏頭翁，則棲息於花東地區及恆春半島。照片

攝於學生宿舍區 B棟，築巢在走道旁之大王仙丹植物。 

吳森琛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5%AF%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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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嘴 黑 鵯                   02 

 

 

科別:鵯科 

學名：Microscelis amaurotis 

俗名:紅喙嗶仔、黑短腳鵯 

形態:長 24公分，整體羽色為黑色，嘴、腳呈鮮紅色，頭 

      頂有冠羽，飛羽及尾羽呈灰藍色。 

食性:以桑科果實為食，也採食芽葉、花苞、花蜜及昆蟲。 

繁殖:4~7月。 

分布:闊葉林。 

 

普遍的留鳥，常停悽於本校運動場東邊高大喬木之頂端，教學區

偶爾可見。屬樹棲型，平時不停留地面，喜棲樹林表層活動，成

群相互追逐，鳴叫時會發出似貓「喵、喵」之聲，有時尖銳嘈雜。

中低海拔的山區果園為最常出現之處。 

 陳明洲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5%AF%E7%A7%91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麻  雀                      03 
 科別:文鳥科 

學名：Passer montan 

俗名:厝鳥仔(台語) 

形態:長 14公分，體型短圓，典型的食穀鳥特徵，頭頂和後頸為 

      栗色，面部白色，雙頰中央各自有一塊黑色色塊。 

食性:以穀類、植物的種子及昆蟲為食。 

繁殖:3~4月。 

分布:僅見於平原，山區難見他們的身影。 

 

普遍的留鳥，在本校最容易看見的鳥，傍晚常群棲於藥學系辦與金星實

驗大樓之間的菩提樹及田徑場西北角落啾叫不停，喜沙浴、築巢於冷氣

窗口、屋簷下之空隙，頗能適應人類生活環境，故俗稱厝鳥仔。照片攝

於資訊大樓南側景觀水池旁草坪，照片(下)親鳥餵食幼鳥。 

 

 

蔡怡欣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BB%E9%9B%80%E7%A7%91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斑 文 鳥                    04 

     

科別:文鳥科 

學名：Lonchura punctulata 

俗名:烏嘴畢仔(台語) 

形態:長 11公分，身上顏色大致褐色，頭部褐色較深，嘴黑色，胸 

前有鱗狀斑紋。 

食性:以植物種子、稻穀及昆蟲為食。 

繁殖:2~6月、9~10月。 

分布:農村、平原、丘陵地帶與低海拔地帶。 

 

普遍的留鳥，常成群停悽於行政大樓與 C 棟教學大樓旁之肯氏南洋杉，喜

在杉木與榕樹上築巢，不難聽到整巢幼雛發出嗷嗷待哺與母鳥「啾、啾」

的鳴聲，頗感溫馨。叼枯草枝築巢照片攝於食品大樓前草坪。 

 

 

 

 

吳森琛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8%8A%B1%E9%9B%80%E7%A7%91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綠 繡 眼                     05 
 科別:繡眼科 

學名：Zosterops japonicus 

俗名:青笛仔(台語) 

形態:長 11公分，背部羽毛為綠色，胸和腰部為灰色，腹部白色； 

      翅膀和尾部羽毛泛綠光；明顯的特徵就是眼的周圍環繞著白 

      色絨狀短羽，形成鮮明的白眼圈，故名繡眼。 

食性:以花蜜、漿果、水果、樹芽為食，也會食用昆蟲及毛蟲。 

繁殖:3~6月。 

分布:除高海拔外，幾乎遍佈全台灣。 

 

普遍的留鳥，本校全年到處都能看見，常成群穿梭於花樹枝枒間，動作輕

巧可愛，亦常倒掛迴轉身軀覓食昆蟲與花蜜，喜築巢於低矮灌木，雄鳥鳴

聲婉轉悅耳，近年來，有人籠中飼養觀賞鳴叫。照片攝於行政大樓二樓，

築巢在走道旁之羽葉福祿桐盆栽。 

 

 

吳森琛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89%E7%9C%BC%E9%B3%A5%E7%A7%91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樹 鵲                       06 

 

科別:鴉科  

學名：Dendrocitta formosae 

俗名:落尾嘎嘎(台語) 

形態:長 34公分，喙強健而微彎，全身大致以黑、灰、褐三色為 

      主。嘴、腳黑色，頭至後頸鼠灰色，背、胸為暗栗褐色，臉 

      兩翼及尾部皆為黑色，兩翼上並有一小塊白斑。 

食性:以果實、花蜜、昆蟲以及小蜥蜴為食。 

繁殖:4~6月。 

分布:海邊、平地至中低海拔的次森林。 

 

普遍的留鳥，是台灣的特有亞種，樹棲型；智商高，偶爾會降落地面上，

翹起長尾跳躍前進，近年來校園內數量增加不少，全年可見，鳴聲大、

粗啞，似「噶哩哦-歸」或「嘎、嘎...」之聲，常偷襲其他鳥類之卵及

幼鳥。照片攝於 Qs 棟資訊大樓南側紫薇植物及大禮堂邊地上拾獲的雛

鳥。 

吳森琛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8%A6%E7%A7%91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喜 鵲                       07 
 科別:鴉科 

學名：Pica pica 

俗名:客鳥 

形態:喜鵲的體型似鴉，長 43~46公分，頭、頸、胸、背、腰部 

      均為黑色，略顯藍紫色金屬光澤，肩羽、腹部為潔白色， 

      飛羽和尾羽為近黑色的墨綠色，帶灰綠色的金屬光澤。 

食性:以昆蟲、其他鳥類的卵和雛鳥、瓜果、穀物、種子為食。 

繁殖:1~4月。 

分布:山區、平原、荒野、農田、郊區、城市。 

 

屬歸化種，不普遍的留鳥，為吉祥、好消息的象徵，校園中早期大都停

棲在高大的肯氏南洋杉，木棉樹上層活動、築巢，近年來常成對飛落於

景觀廣場之草坪上覓食，鳴聲宏亮，常發出「家卡、家卡」之聲。又因

體型大，頗引人注意，照片(下)攝於食品大樓前草坪。 

 

 

吳森琛 攝 

陳明洲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BD%E6%AF%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BD%E6%AF%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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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鳩                       08 

 

 

科別:鳩鴿科 

學名：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俗名:火斑鳩、紅斑鳩 

形態:長 23公分，成年雄鳥頸部為青灰色，頸後有黑色頸環，翅 

      膀、胸腹和肩背為紅褐色，胸腹部羽毛顏色淺於肩背部，成 

      年雌鳥全身灰褐色。 

食性:以落地於地面上的穀類為食，也會攝取植物的種子。 

繁殖:3~6月。 

分布:都市公園、校園內。 

 

普遍的留鳥，為本校鳩鴿科中數量最多的一種，雄鳥羽色較紅，常成群

降落在圖書館前草坪，啄食植物種子，鳴聲較輕、急促低沉「咕-嚕嚕嚕」

聲，照片攝於圖書館前草坪。 

 

 

 蔡怡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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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頸 鳩                     09 

 

 

科別:鳩鴿科 

學名：Streptopelia chinensis 

俗名:珠頸斑鳩、花勃鳩、斑甲(台語) 

形態:長 30公分，背部、翅膀和尾部為灰褐色，尾羽外側為黑

色，尾端為白色，頭部為深藍色，頸後為黑色，帶有白色

斑點，下腹部為暗紅色，喙為暗褐色，腳紅色。 

食性:以其他植物的種子及穀物為主食。 

繁殖:2~7月。 

分布:平地至低海拔山區。 

 

特有亞種，校園中之數量少於紅鳩，經常停棲在電線或屋頂上，亦常

飛落地面漫步覓食，雄鳥偶爾會振翅垂直上飛，發出極大「撲、撲、

撲」之聲，形成滑翔狀態，鳴聲低沉不疾不徐「咕-嚕嚕-咕」聲，照

片攝於食品大樓前草坪。 

 

蔡怡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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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鳩鴿科 

俗名:野鴿子 

學名：Columba livia 

形態:雄鴿的頸子粗短，頸羽富有金色光澤，叫聲也較強，步伐大，   

     求偶時會一邊旋轉，或是一邊跳躍；雌鴿的頸子細，叫聲也 

     較輕柔。身長 33公分。 

食性:以穀物、草籽、豆莢及嫩芽為食。 

繁殖:3~11月。 

分布:平地住家附近、農耕地、丘陵地帶或河口、海邊。 

 

本物種係家鴿逸出所形成的野生族群，常棲息於圖書館頂樓、幼保大樓

及學生宿舍區等建物之高處，亦於窗台、冷氣機旁築巢，堆積糞便，甚

困擾，常於早晨及傍晚結群飛落司令台北側工地活動覓食。平時會發出

低沉連續的「咕嚕嚕嚕」叫聲，照片攝於食品大樓前草坪。 

吳森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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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尾 八 哥                    11 
 科別:八哥科 

學名：Acridotheres javanicus 

俗名:爪哇八哥、林八哥 

形態:長 26公分，小至中型鳥類，嘴喙及腳為黃色，上嘴基部有 

      黑色羽毛豎起，尾下覆羽是白色。 

食性: 以昆蟲、草籽、果實、花蜜、小蜥蜴為食。 

繁殖:4~7月。 

分布:開闊草地、闊葉林、公園、學校。 

 

屬外來種，本校園區各處常見的鳥種之一，近年來數量增加不少，尤以

田徑場東邊常結群覓食活動，築巢於電線桿、交通號誌等任何孔穴，鳴

聲常發出「啾-啾-啾」與低沉的「貴、貴、貴」單音，亦會模仿聲音，

因此有人籠中飼養觀賞，照片攝於圖書館前草坪。 

 

 

 

吳森琛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家 八 哥                     12 

 科別:八哥科 

學名：Acridotheres tristis 

俗名:眼鏡八哥、家令(台語) 

形態:長 25~26公分，體態微胖，嘴、眼週、腳為黃色， 

      頭、喉、頸部為黑色，上下胸部為深褐色，尾端為 

      白色。 

食性:以昆蟲、草籽、果實、花蜜、小蜥蜴為食。 

繁殖:4~7月。 

分布:海拔 500公尺以下的平原、丘陵、農耕開墾地。 

 

與白尾八哥同屬外來種，在本校園中之數量比白尾八哥少，鳴

聲響亮而清脆，似「啾-啾-啾」，由於兩者特別適應人類都市

與近郊境環境，又缺少天敵控制，造成數量擴增，相對地壓縮

了「台灣原生八哥」的生存空間，致目前少見已列為保育。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灰 頭 椋 鳥                    13 
 

 

科別: 八哥科 

學名：Sturnus cineraceus 

俗名:栗尾椋鳥 

形態:長 17~22公分，頭、胸及腹部灰白色，背及翅膀灰色， 

尾羽尖端為栗色，喙前端黃色、基部藍色。 

食性:以昆蟲為主食，也會覓取植物種子及果實。 

繁殖:2~7月。 

分布:開闊地、人工林及都市。 

 

不普遍的過境鳥，外來歸化種，已在台灣適應繁殖，樹棲性，常

單獨或小群活動，喜在開花植物間吸取花蜜或昆蟲，偶爾發出單

調的清脆「啾、啾」聲。春季國際會議中心及運動休閒區之木棉

花開時常可見到。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黑 領 椋 鳥                    14 
 

 

科別: 八哥科 

學名：Sturnus nigricollis 

俗名:黑脖八哥 

形態:長 28公分，鳴聲大且富變化，羽色黑白相間，眼周有 

      黃色裸皮，翼末端呈尖形、短尾。 

食性:以種子、果實、昆蟲為食。 

繁殖:4~8月。 

分布:常見於水壩區、村鎮田邊、堆肥處、草地等郊外的開闊

地。 

 

居外來種，金門地區極為普遍，台灣已有築巢繁殖紀錄，體型稍大，

性兇悍，常鼓起羽毛發出尖銳哨音及低沉的「摑、摑、摑」聲。景

觀廣場及學生宿舍區北邊球場草坪偶爾可見單獨或小群於地面活

動覓食。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輝 椋 鳥                     15 
 

 
科別:八哥科 

學名：Lamprotomis  chalybaeus 

俗名:菲律賓椋鳥 

形態:長 17~20公分，眼睛為紅色，眼窩為黑色，成 

      鳥羽毛在太陽下為墨綠色金屬光澤甚為亮麗。 

食性:以果實、昆蟲與花蜜為食。 

繁殖:3~6月。 

分布:海岸灌木林、次森林、農耕地。 

 

屬外來種，在本校園中近兩年來難得出現，數量少，在學生宿

舍餐廳旁台灣欒樹、行政大樓北側榕樹及南側馬氏射葉椰子樹

上，常可發現小群活動，啄食果實，鳴聲尖細頗悅耳。照片攝

於行政大樓南側的馬氏射葉椰子樹上。 

 

 

蔡怡欣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褐 頭 鷦 鶯                    16 

 科別:鶯亞科 

學名：Prinia subflava 

俗名:芒噹鷦鶯(台語) 

形態:體型嬌小、瘦長，長 13~15公分，尾羽很長幾乎 

      佔身體一半，夏羽與冬羽不同，全身大致為綠褐 

      色至褐色，腹面體色較淡。 

食性:以昆蟲為主食。 

繁殖:4~6月。 

分布:1100公尺海拔以下的平原、丘陵、山區邊。 

 

普遍的留鳥，台灣特有亞種，本校常出現於松田大樓後面、

田徑場、棒球場東邊及人工濕地周邊之草叢間活動，羽尾甚

長，喜上下大幅擺動，常停棲於芒草、灌叢枝頭，發出單調

平緩似「滴、滴、滴」之聲。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灰 頭 鷦 鶯                    17 

 科別:鶯亞科 

學名：Prinia flaviventris 

俗名:芒噹鳥 

形態:長 13公分，體型嬌小，尾甚長，幾乎等於體長；嘴細， 

略向下彎；翼短，體型嬌小；雌雄羽色相近，羽色單調。 

食性:以昆蟲為主食。 

繁殖:4~6月。 

分布: 700公尺以下的平地、農耕地、至低海拔之丘陵、林緣地 

的開闊草原、沼澤地的草叢、灌叢、稻田、蘆葦叢間。 

 

普遍的留鳥，身長比褐頭鷦鶯略小，本校常出現於田徑場、棒球場東

邊，排球場西邊及人工溼地周邊之草叢間活動，喜停棲於蘆竹、芒草

莖上，羽尾常隨著鳴叫旋律上下擺動，叫聲甜美，發出「咪一」及似

「氣死你得賠」之重複聲。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黑 枕 藍 鶲                  18 

 

 

 

科別:王鶲科 

學名：Hypothymis azurea 

俗名:染布鳥 

形態:長 15公分，上半身有亮麗的青藍色，前頸下有一黑色 

      細橫帶，後頭有一黑斑。 

食性:以昆蟲、蜘蛛為食。 

繁殖:3~6月。 

分布:平地至低海拔之次生林及闊葉林枝椏濃密且蔓藤糾結 

      之密林中。 

 

普遍的留鳥，是台灣特有亞種，通常單獨或成對活動，喜停棲於

樹梢或密林間，飛行捕蟲動作輕巧靈活，常發出似「輝-輝-輝」

之叫聲，本校田徑場、網球場東邊林陰區，偶爾可見其蹤。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小 啄 木                      19 

 科別:啄木鳥科 

學名：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俗名:樹醫生 

形態:體型中型，長 22公分，身體為黑白相間的顏色，喉、頸側為白

色，後頸至背部為黑色，下背至腰部白色有黑色細斑，腰部到

尾羽黑色。 

食性:以樹皮下昆蟲或蛀蟲為食，也會攝取漿果。 

繁殖:3~6月。 

分布:低海拔山區森林。 

 

普遍的留鳥，台灣特有亞種，本校於國際會議中心及 C棟教學大樓，北側步

道榕樹常成對或小群活動，停棲時以螺旋或向上攀爬，快速敲啄樹幹，覓食

樹皮縫中之昆蟲，常發出單調的「唧、唧」之尖銳聲。照片(下)攝於國際會

議中心右側洗石子之外牆。 

 

 

 
吳森琛 攝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家 燕                       20 

 科別:燕科 

學名：Hirundo rustica 

俗名: 鷾鴯 

形態:長 17公分，雄鳥尾羽較長，嘴小、頭大、雙翼尖長，體 

      背黑色有藍色光澤，額、喉呈紅褐色，上胸有黑色橫帶， 

      胸以下白色或黃白色。 

食性:以空中飛行之昆蟲為食。 

繁殖:3~7月。 

分布:平地至低海拔空中、電線上、橋樑下或屋簷下。 

 

普遍的過境鳥、留鳥，生性好群居，飛行能力甚強，能急速下降轉彎

與深貼地面滑翔約 15公分，捕食飛蟲，本校各處可見其蹤。喜與人

比鄰而居，本校行政大樓、幼保大樓等建物壁上角落有築巢，聽說在

家裡屋簷下築巢是吉祥的象徵，代表此處的風水好，是福地，亦會帶

來福氣。飛行時常發出輕柔的「吱、吱」聲。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洋 燕                       21 

 科別:燕科 

學名：Hirundo tahitica 

俗名:洋燕 

形態:小型鳥類，長 13公分，背部黑色，在陽光下呈藍色光 

      澤，胸腹部為污白色，額、喉、頰至上胸為銹紅色。 

食性:以昆蟲為主食。 

繁殖:3~6月。 

分布:平地至海拔 1000公尺以下河床、湖泊、農耕地、橋梁 

      下或屋簷下。 

 

普遍的留鳥，型態似家燕，略小、尾短、分叉淺，上胸無黑色橫帶，

常小群出現在水塘、河床上空飛翔，或停棲於電線桿上，本校各處

可見其蹤。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赤 腰 燕                       22 
 科別:燕科 

學名：Hirundo striolata 

俗名:斑腰燕 

形態:長 19公分，背面黑色而有藍色光澤；腰銹紅色，尾 

      羽分叉甚深。頰褐色，有黑色細斑。喉至上腹、頸 

      側淡橙色，黝黑色細縱斑；下腹淡灰色。 

食性:以空中捕蟲及草籽。 

繁殖: 4~7月。 

分布: 橋下、屋簷下、低海拔之空中或電線上。 

 

普遍的留鳥，其特徵與家燕、洋燕相似，但腰部為銹紅色，胸、

腹部有縱斑，喜與人比鄰而居，本校運動場、學生宿舍區等處，

常小群聚集，照片攝於司令台旁電纜線上。 

 

 

吳森琛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藍 磯 鶇                      23 
 科別:鶇亞科 

學名：Monticola solitanius 

俗名:厝角鳥(台語) 

形態:長 21公分，雄鳥與雌鳥體型差異大，雄鳥全身為暗 

      藍色，頭部、背部、臉部、喉部、胸部為深藍色腹 

      部為磚紅色，雌鳥全身為灰褐色，背部灰藍色，喉、 

      胸、腹部為淡黃色，有黑色鱗片斑紋。 

食性:以昆蟲及果子為食。 

繁殖:9月來台灣，5月返北。 

分布:礁岩海岸附近濱海、公路、農耕地、空曠平地。 

 

普遍的冬候鳥或過境鳥，通常單獨活動，喜棲立於屋頂或突出物

上，身體挺直，常上下擺動尾羽，偶爾飛落地面上椋食昆蟲，隨

即飛離地面，雄鳥鳴聲甚為悅耳，秋天時，本校景觀廣場及周邊

大樓等處常可發現。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虎 鶇                       24 
 科別:鶇亞科 

學名：Turdus dauma 

俗名:虎斑地鶇 

形態:長 30公分，全身大致黃褐色，有斑紋，羽毛末端黑色， 

      看起來就像老虎身上的斑紋，因此得名。 

食性:以蚯蚓及樹葉底下之昆蟲為食。 

繁殖:4~9月。 

分布:闊葉林、矮草地。 

 

不普遍的冬侯鳥及稀有留鳥，體型稍大，性機警，很少鳴叫，通

常單獨出現於茂密的林間地面，挑開枯葉覓食，曾於行政大樓拾

獲誤撞玻璃門的成鳥。田徑場、棒球場東邊落葉較多，偶爾可見

其蹤。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白 腹 鶇                     25 
   科別:鶇亞科  

學名：Turdus pallidus 

俗名:淺色鶇 

形態:長 23公分，雄鳥全身大致呈淡褐色，頭至頸部灰色，眼 

     睛周圍橙褐色，腹至尾下覆羽污白色，尾羽末端兩側有 

      白斑;雌鳥與雄鳥相似，但頭部灰色較淡，且喉部較白。 

食性:以昆蟲及植物之果食為食。 

繁殖:5~7月。 

分布:中、低海拔之濃密樹林底層、陰暗地帶。 

 

普遍的過境鳥，性機警，通常單獨或三、二隻出現於藥學大樓東側，

樹下陰暗處地面活動覓食，常發出輕細似「吱-吱-」之短聲。受驚

嚇即迅速飛離，亦常於資訊大樓南側林蔭處聽見鳴聲，卻不見身影。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棕 背 伯 勞                     26 
  科別:伯勞科 

學名：Lanius schach 

俗名:伯勞仔咯、伯勞貓仔 

形態:長 25 公分，體形較紅尾伯勞大，額頭經過眼睛，至耳部附

近有著一片黑色的羽毛，像是個蒙了黑眼罩的小強盜頭，頂

至上背部為灰色、棕褐色的身子加上黑色的飛羽及尾羽。 

食性:以兩棲、爬蟲及昆蟲等小動物為食。 

繁殖:4~7月。 

分布:平地、開闊樹林、草原、農耕地帶。 

 

台灣特有亞種，兇性猛、肉食性，善於捕食昆蟲，亦會捕殺小鳥、蜥蜴

等，喜停棲於樹枝頭頂端鳴叫，鳴聲悠揚婉轉悅耳，有時模仿其他鳥類

鳴聲，每逢春秋時節，本校運動休閒區及景觀廣場不難發現其蹤。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紅 尾 伯 勞                   27 

  

科別:伯勞科 

學名：Lanius cristatus 

俗名:伯勞仔 

形態:長 20 公分，體型較圓胖，全身背部大體為紅褐色，

胸腹以下為淡黃褐色，頭部一條粗黑的過眼線，宛如

戴眼罩的獨行俠。 

食性:以昆蟲為主食。 

繁殖:5~7月。 

分布:平地之農作地、空曠地帶。 

 

台灣普遍亞種，普遍的過境鳥及冬候鳥，喜獨立停棲枝頭，發現

獵物，迅即飛下，以勾爪利嘴捕食，時常發出 「嘎、嘎、嘎」

叫聲，偶爾鳴唱，甚為柔美悅耳。每年 9~10月景觀廣場及田徑

場等處均可見到，照片攝於景觀廣場鳳凰木植物。 

 

 

 

吳森琛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大 卷 尾                     28 

  

科別:卷尾科 

學名：Dicrurus macrocercus 

俗名:烏秋(台語) 

形態:長 28 公分，全身黑色有光澤，尾羽甚長，有深叉且微向

上翹。腹面略帶灰色，飛行能力強，護幼能力強。 

食性:以昆蟲為主食。 

繁殖:4~7月。 

分布:平地至 800公尺間農耕地。 

 

普遍的特有亞種，本校圖書館前廣場常見之鳥種，近來不難看到，照

片(上)為親鳥，嘴上叼著蟬翅，照片(下)為雛鳥，羽毛色澤較淡。每

當修剪草坪或土壤翻動時，常與其牠鳥類搶食地面上的昆蟲，而追擊

麻雀、八哥與黑冠麻鷺，鳴叫時發出「嘰卡啾、嘰卡啾」或「啾、啾」

之聲，繁殖期雄鳥鳴聲甚有旋律。照片攝於國際會議中心前鳳凰木與

羊蹄甲植物。 

吳森琛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白 鶺 鴒                      29 
  科別:鶺鴒科 

學名：Motacilla alba 

俗名:牛屎鳥、帶路鳥(台語) 

形態:長 17~19公分，頭部白色，後頭頂至背部為黑色，尾長黑色， 

      翼有大塊白斑，尾羽外側白色，上腹黑色，下腹為白色。                                                                                                                 

食性:以水邊的昆蟲為食，偶爾也會食低空中的白蟻。 

繁殖:3~5月。 

分布:平地至低海拔之水域地帶或住家附近。 

 

 

 

 

 

普遍的留鳥和冬候鳥，地棲性鳥類，喜於水域地帶之附近環境活動，常

不停於地面走動或快跑，啄食昆蟲，並不時上下擺動尾羽，飛行時發出

清脆的「唧、唧」聲。資訊教學大樓、輝政大樓與人工濕地垃圾場旁等

處常見其蹤。照片攝於 G棟學生宿舍西邊水池岸邊。 

吳森琛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雲 雀                      30 
 

 
科別:百靈科 

學名：Alauda gulgula 

俗名:半天仔(台語) 
形態:長 15公分，頭上至背部為黃褐色，上腹有黃棕色條紋， 

      黑色縱斑，下腹為淡黃色，短冠。雌雄外形相似。鳴聲 

      婉囀，歌聲嘹亮，能與蒙古百靈媲美，素有「南靈」之稱。 

食性:以昆蟲、植物種子為食。  

繁殖:3~7月。 

分布:主要棲息於旱田、草原等較寬廣的地區，海拔 300公尺 

     .是他們的分布上限。 

 

普遍的留鳥，台灣的特有亞種，澎湖地區極為普遍，通常單獨活動於

地面，喜沙洛，後爪甚長，擅於地面快速奔跑，變化方向，常豎起羽

冠，或直線上飛空中，定點振翅鳴唱，鳴聲嘹亮、婉囀富變化，本校

運動休閒區上空常見其鳴唱。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翠 鳥                        31 
 科別:翠鳥科 

學名：Alcedo atthis 

俗名:魚狗 

形態:長 15~17公分，頭部、背部至尾部呈藍綠色，羽背中央有 

      一道寶藍色光澤的縱帶，胸、腹部及臉頰有鮮艷橙黃色； 

      頭部較大、喙部長而銳利且末段尖銳、兩腿短小、尾羽短粗。 

食性:以魚、蛙、小型爬蟲與昆蟲為主食。 

繁殖:4~7月。 

分布:乾淨溪澗、河川。 

 

普遍的留鳥，羽毛顏色艷麗，飛行能力強，通常單獨活動，佇立於水池

岸邊樹枝或突出物，伺機衝入水中捕食，或於空中定點振翅，見有獵物

即俯衝入水捕食，飛行時發出清脆的「唧、唧」聲，未曾聽過鳴唱。本

校資訊大樓南側水池及人工溼地夏季常可見到。 

上圖為翠鳥(公)，下圖為翠鳥(母)。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大 白 鷺                    32 
 科別:鷺科 

學名：Ardea alba 

俗名:白翎鷥 

形態:長 90公分，白鷺屬中最大，白色，黑腳，黑腿，腿上 

      部分帶綠或紅;細長黃喙，繁殖期間全部或部份會變成 

      黑色;繁殖巢群中發出呱呱叫聲。 

食性:以魚、蛙、蛇、水生昆蟲及蝦為食。 

繁殖:3~9月。 

分布:稻田、河岸、沙灘、泥灘及沿海小溪流。 

 

普遍的過境鳥，冬候鳥或留鳥，白鷺鳥中為最大體型，腳長，頸

呈「S」型，常與其他中、小白鷺混在一起活動覓食，台南七股近

海沼澤區域可見集體築巢，及黃昏時歸巢棲息之景象。本校資訊

大樓南側水池、草坪、人工溼地、棒球場東邊等，可常見大、中、

小白鷺蹤跡，照片攝於圖書館前草坪。 

蔡怡欣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9%B9%AD%E5%B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99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中 白 鷺                    33 
 科別:鷺科 

學名：Egretta intermedia 

俗名:白翎鷺 

形態:長 69公分，冬羽時嘴為黃色，尖端黑色；夏羽時嘴 

      轉為黑色，此時易與小白鷺混淆，黑色腳趾、頸部彎 

      曲情形加以辨別。 

食性:以魚、蛙、昆蟲為食。 

繁殖:4~6月。 

分布:河邊、沼澤、河口。 

 

普遍的冬候鳥、留鳥，台南四草、七股一帶河口、沼澤地及本校

就近之海埔水田之處，數量亦不少，常成群棲息活動。本校景觀

廣場之水池旁及草坪噴水澆灌時常前來戲水、覓食。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小 白 鷺                    34 
 科別:鷺科 

學名：Egretta garzetta 

俗名:白鷺鷥 

形態:長 56公分，全身羽毛白色，生殖期間枕部垂有兩條 

      細長的長翎作為飾羽，背和上胸部分披蓬鬆蓑羽，期 

      後消失。細長黑喙；黑腿，黃腳掌；叫聲於繁殖巢群 

      中發出「嘎、嘎、嘎」叫聲。 

食性:以各式魚蝦為主食。 

繁殖:3~9月。 

分布:湖沼岸邊、水田、河岸、沙灘、泥灘及沿海小溪流。 

 

普遍常見的留鳥，在白鷺中體型最小，適合捕食淺水區的魚蝦，

其他生態習性與大、中白鷺相同，本校田徑場北側及魚塭旁最常

見，資訊大樓、南邊水池常單獨前來探索覓食。 

 

陳明洲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99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夜 鷺                      35 
 科別:鷺科 

學名：Nycticorax nycticorax 

俗名:暗光鳥(台語) 

形態:成鳥長 40~65公分，頭頂、枕部上背為略帶金屬光澤的深藍 

灰色，上體其餘部分和雙翅為端莊的暗色，眉紋寬闊呈白色 

並在額前相連，下體為略帶乳黃色的白色。頭頂生有兩到三

根細長的白色蓑羽。 

食性:以蛙類、小魚、蝦等水生動物為食。 

繁殖:6~7月。 

分布:沼澤、河川。 

 

台灣普遍的留鳥，為夜行性水鳥，多在晚間或晨昏出來活動捕食，亦會

偷食魚塭魚苗，繁殖期為了育雛也會白天出來覓食，飛行時，常發出

「呱、呱、呱」粗啞鳴聲，本校景觀廣場，人工溼地附近，傍晚時可見

到。 

下圖為夜鷺亞成。 

 

 
陳明洲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BD%E6%AF%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5%B0%BE%E7%9B%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1%BC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黑 冠 麻 鷺                   36 

 

科別：鷺科 

學名：Corsachius melanolophus 

俗名：台灣麻鷺 

形態：眼睛為藍色，嘴喙、額、頭頂及羽冠為黑色，腳脛 

       為橄欖綠，背部為銹紅色有黑色橫漣紋，胸腹部棕 

       黃色有銹紅色帶麻斑。 

食性：雜食性。 

繁殖：3~9月。 

分佈：濕地、草地。 

 

稀有的留鳥，不很怕人，本校資訊大樓南側及職安大樓北側林蔭

下，常可近距離 2公尺處，看牠佇立專注覓食，將蚯蚓拉出，偶

爾飛上樹上，發出「ㄏㄨˋ - ㄏㄨˋ - 」連續的低沉求偶呼聲。

照片攝於資訊大樓南側水池旁。 

 

 

吳森琛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黑 翅 長 腳 鷸                  37          
 科別:反嘴鷸科 

學名：Himantopus himantopus 

俗名:高蹺鴴 
形態:長 40公分，身體黑白分明，一雙紅腿，喙黑色細長， 

      雄鳥繁殖羽從眼後到頭頂和頸後呈黑色，背部和翅 

      為黑色，其他部位為白色；雌鳥的繁殖羽在頭和頸 

      後沒有黑色，眼後有灰色斑。 

食性:以小魚、蝦、小螃蟹為食。 

繁殖:8~1月南遷，3~4月北返。 

分布:水邊、沼澤地。 

 

不普遍的冬季候鳥，為溼地鳥類，腳細長，如踩高蹺，呈紅色，

喜在河口、休耕的水田、漁塭堤岸邊等地成群活動，性膽小，飛

行時常發出清脆「吱 – 吱」聲，本校田徑場東、北邊滯洪池圳

溝附近為停棲之處。 

 

陳明洲 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A2%E7%BE%BD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紅 冠 水 雞                   38 
 科別:秧雞科 

學名：Gallinula chloropus 

俗名:水加令(台語)、黑水雞 

形態:長 30~33公分，嘴尖黃色，嘴基連到額板鮮紅色，    

      脇有白斑，尾下兩側有顯著的白色斑塊，全身為黑 

      褐色，腳部為黃綠色。 

食性:以植物種子、嫩葉、水生昆蟲為食。 

繁殖:3~7月。 

分布:水邊草地、水田、河畔草中。 

 

普遍的留鳥，通常單獨或成群活動覓食，生性機警，善泳甚少

飛行，如發現任何動靜，即躲入茂密的水草叢中，偶爾發出「咕

嚕 – 咕嚕」鳴聲，本校人工濕地已有繁殖紀錄及南側溝渠亦

常見其蹤。 

 

 

 

 

 

陳明洲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綠 頭 鴨                     39 

 

科別:雁鴨科 

學名：Anas platyrhynchos 

俗名:綠頭公 

形態:長 58公分，頸綠色，具輝亮的金屬光澤。頸基有一 

      白色領環。上背和兩肩褐色，羽緣棕黄色；下背黑褐 

      色，腰和尾上覆羽絨黑色，微具綠色光澤。外側尾羽 

      灰褐色，具白色羽緣，最外側尾羽大都灰白色。 

食性:以水生動、植物為主食。 

繁殖:3 月間。 

分布:湖泊、池塘、河口。 

 

不普遍的冬候鳥，常出現於河口、沼澤地帶，亦常與其他雁鴨類

混棲活動覓食，本校人工溼地景觀生態池，偶爾可見牠飛來棲

息，亦有人放養小綠頭鴨於此供觀賞，以瞭解其成長情形。 

 

 

吳森琛 攝 



嘉南藥理大學認識校園野鳥 

小 鸊 鷉                     40 
 

 
科別: 鸊鷉科 

學名：Podiceps ruficollis 

俗名：水避仔(台語) 

形態：長 26 公分，鸊鷉科最小的鳥類，嘴尖，尾羽甚短， 

       喉及前頸偏紅，頭頂及頸背深灰褐，上體褐色，下 

       體偏灰，具明顯黄色嘴斑。 

食性：以小魚、小蝦、水生生物為主食。 

繁殖：3~6 月。 

分佈：水塘、湖泊、沼澤。 

 

留鳥，常成小群出現於沼澤、池塘或溪口等地帶，警戒心高，遇

有危險驚嚇，即迅速潛入水邊植物躲避，常發出「喀哩哩」或「匹

匹」之聲。本校人工溼地偶爾可見牠與紅冠水雞一同覓食。 

 

 

 

 

陳明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