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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路廊烏頭翁分布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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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雖曾與中國大陸相連，但長久以來受臺灣海峽分隔，逐漸演化出島嶼生

態系，生物相豐富且多樣化；而蘇花路廊因地形陡峭，其特化物種所佔比例高。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屬燕雀目、鵯科鳥類，頭頂至後頸的羽毛黑色，有

黑色鬚線，嘴角有橘色小點為主要特徵。其主要分布於花東地區與恆春半島，為

臺灣特有種；根據文獻資料，1950年代在宜蘭平原並無烏頭翁與白頭翁分布，兩

者在臺灣分布棲地亦無重疊，而在 1970年代之後，花蓮天祥一帶及屏東枋山以南

楓港以北兩者有雜交情形。近年來，因烏頭翁與白頭翁雜交情形日趨嚴重，使得

族群數量降低；為了加強保育工作，農委會訂定其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劉小如老師在 1990 年代進行許多烏頭翁與白頭翁調查研究，但往後 20 年間便鮮

少有相關研究。 

蘇花改計畫自 2009年至 2014年生態調查，共累積 6年 48季次資料，也發現

烏頭翁(雜交烏型)族群數量在蘇花路廊由北往南有逐漸減少趨勢；目前僅在和中至

太魯閣國家公園間仍有穩定族群記錄。推測其族群分布變化可能原因含括道路修

建、人為活動增加、放生行為等，促使白頭翁的入侵烏頭翁原有棲地，長期環境

資源競爭之下，白頭翁在蘇花路廊族群數量漸趨穩定，而烏頭翁族群逐漸減少。

建議應依照相關法規嚴禁放生行為，並且對本區域烏頭翁進行長期監測，瞭解烏

頭翁族群變化趨勢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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