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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願景 

臺灣草鴞族群長期趨勢為正成長。 

 

二、 背景資料 

本文件為草鴞臺灣特有亞種（Tyto longimembris pithecops）的國家保育行動計畫。

本計畫考量草鴞在臺灣的保育需要及為確保其於自然生態環境得長期存續所需採取的行

動。承繼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2011 年於林務局補助之下研擬之「草鴞保育行動綱領

（草稿）」。2011 年版本「草鴞保育行動綱領」設定：提高野外族群量、提供充足的棲

地與保護及降低草鴞受脅因素等目標。儘管 2011-2020 年已陸續執行多項計畫，在草鴞

的生物學，以及分布與活動資訊獲得明顯改善，但整體而言，由於所有主要威脅仍然存

在，評估認為草鴞保育仍須加強。 

(一) 現有保育狀態 

草鴞除臺灣外，也分布於於印度、中南半島、巽他群島、菲律賓、新幾內亞至北

澳洲及東澳洲等地（Bruce and Marks 2020）。此行動計畫以臺灣特有亞種（T. l. 

pithecops）族群為操作單元。於種層級，草鴞被 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評估為無危（Least Concern）（BirdLife International，2016），

但其在臺灣依據臺灣「野生動物保育法」目前被公告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

（109 年 1 月公告版本）。另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林務局

所共同出版的「2016 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臺灣的草鴞族群總體族群趨勢雖然仍不

清楚，但依據族群成熟個體總數量< 2,500 隻且在 2 代之內極可能下降超過 20%，而

被列為「國家瀕危（Nationally Endangered）」類別（林等 2016）。 

表 1. 草鴞國家及全球保育狀態 

法規及重要評估 保育狀態 

野生動物保育法 瀕臨絕種 

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 2016 
國家瀕危 

Nationally Endangered 

IUCN 紅皮書名錄 （2016）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6） 

無危 

Least Concern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II 

(二) 生物資訊 

1. 分類地位 

草鴞分布於印度、中南半島、巽他群島、菲律賓、新幾內亞至北澳洲及東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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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Bruce and Marks 2020）。對於亞種的處理不一，臺灣島內留鳥族群多數文

獻同意為特有亞種（T. l. pithecops），但亦有認為臺灣族群與華南族群屬同一亞種

的看法（Bruce and Marks 2020）。以下為個別亞種分布（Bruce and Marks 2020）。 

T. l. longimembris （Jerdon, 1839） – 分布最廣，包括印度、南尼泊爾、孟加拉、

緬甸、泰國東北及越南，印尼的蘇拉威西、圖康柏西群島（Tukangbesi Is）、弗洛

勒斯島（Flores）、松巴島（Sumba），以及澳洲北側及東側、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斐濟可能屬於此亞種。 

T. l. chinensis E. J. O. Hartert, 1929 – 中國華東及東南地區，以及越南北部。 

T. l. pithecops （Swinhoe, 1866） – 臺灣。 

T. l. amauronota （Cabanis, 1872） – 菲律賓。 

T. l. papuensis E. J. O. Hartert, 1929 – 新幾內亞中西部及東部。 

2. 物種描述 

草鴞屬中大型貓頭鷹，成鳥體長約 34–42 cm，雄鳥 380–450g，雌鳥 500–550g

（曾及林 2010）。具扁平心型臉、無角羽、顏盤白色。體背主要為深淺不一的暗褐

色，喉胸淡黃褐色，下腹白，胸腹有黑褐色點斑（蕭及李 2014）。 

3. 歷史與現況分布 

依據有限的資料顯示至少於日據時期草鴞已相當稀少（Hachisuka and 

Udagawa 1951）。臺灣本島則以西南部丘陵及平原有較多紀錄，但幾乎各縣市皆

有紀錄（曾 2011）。依據嘉義大學蔡若詩博士研究團隊 2015-2017 年於臺灣南部

（嘉義縣至屏東縣）的調查，目前已知於臺南市新化區、山上區，以及高雄市旗山

區、燕巢區等月世界地形淺山，以及臺南市沙崙農場與曾文溪、高屏溪沿線為已知

分布熱點，而八掌溪、岡山機場、臺南機場及屏東機場等地亦有不少紀錄（張等 

2017，蔡等 2017，曾等 2021）。此外，近幾年除了南部分布熱點外，在大肚山、

田寮洋、濁水溪、嘉義農場、桃園機場也有零星紀錄（曾翌碩 私人通訊）。 

4. 族群趨勢 

目前仍缺乏族群趨勢資訊，長期（30 年以上）可由棲地改變，推測其族群應是

持續下降的，訪談調查也有類似的看法（曾 2010）。短期（10-20 年）雖然分布紀

錄及相關研究增加，但仍無明確資訊證實其族群趨勢。蔡若詩（2021）利用分層逢

機取樣與占據模型架構進行繁殖族群的估算，推估臺灣南部共有 158 對繁殖草鴞

（95%信賴區間為 88─224 對），未來仍需透過長期資料累積了解族群趨勢。 

5. 繁殖與生活史 

(1) 壽命 

推測草鴞每代平均年數為 6.1 年（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20），係由相

近物種推估而來，目前並無其他更精確的資料。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人工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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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個體壽命可超過 10 年（詹芳澤 私人通訊），惟臺灣因中網及鼠藥毒害影

響，族群平均壽命可能較短。 

(2) 繁殖 

不同分布地繁殖季依氣候狀態各有不同，於北半球的中國華南、印度及菲

律賓等地的紀錄主要於 9 月至 1 月的乾季（Bruce and Marks 2020）。臺灣

過往繁殖紀錄為 10 月至 3 月求偶及產蛋，1-5 月育雛，1-6 月都可能有離巢幼

鳥（姚及詹 2006，曾等 2008，劉等 2012），但於高雄市燕巢區亦曾有於 8-

9 月繁殖的紀錄（高雄市野鳥學會，未發表資料）。草鴞於地面築巢，通常會

在高於 1m的草叢或灌叢底部的淺凹處，且遠離大樹（Bruce and Marks 2020）。

巢區相當隱密，雛鳥所在的巢室因親鳥長期踩踏會形成隧道般的通道。曾及林

（2010）描述所發現的巢位，其通道高度 30-40cm、寬度 15-25cm，巢室大

小約 180×130×90cm，入口為白茅，連接由甜根子草及五節芒等高大草本植物

所形成的巢室。而蔡及曾（2021）所測量的 3 個巢位附近 10mx10m 之植群資

料，白茅為最優勢植物（覆蓋度 80%以上），草高為 116 cm。但仍有部份個

體會利用白茅之外的其他物種（如南美蟛蜞菊）所組成的植被繁殖（蔡若詩 未

發表資料）。臺灣草鴞每窩產蛋數主要為 3-6 顆，亦有 7 顆的紀錄，孵蛋期 32-

34 天，雛鳥約 42 天離開巢位活動，並會在巢區附近停留約 30 天（姚及詹 

2006，曾 2010，曾及林 2010，高雄市野鳥學會 未發表資料）。曾（2010）

的觀察發現幼雛離巢成功率低於 10%，天敵、天候因素、親鳥消失及毒害是導

致繁殖失敗的原因，而繁殖期間親鳥消失的推測可能是鼠藥毒害、誤中鳥網或

捕鼠陷阱所造成。在無天敵及食物限制的人工飼養環境下，臺灣案例第 2 歷年

的個體即可開始繁殖（姚及曾 2006）。澳洲人工繁殖紀錄亦呈現類似的結果，

且一年可繁殖達 3 次（Dunlop and Pain 2016）。 

6. 食性 

鼠類為主，在臺灣曾記錄的有鬼鼠、月鼠、小黃腹鼠、赤背條鼠、刺鼠等，另

臺灣及其他地區的觀察，顯示也會捕食其他脊椎動物，如鼩鼱、野兔、蝙蝠、鳥、

蜥蜴、青蛙，偶爾也會取食如甲蟲或白蟻等無脊椎動物（Lin et al. 2007，曾等 2008，

曾及林 2010，Bruce and Marks 2020）。 

7. 競爭與掠食者 

草鴞以草生地為主要棲地，並以鼠類為主食，因此空間分布重疊且棲地、食物

相近的物種為主要的潛在競爭者。在臺灣，如過境與度冬的短耳鴞與數量快速增加

的黑翅鳶等活動範圍重疊且食性類似的物種皆為草鴞可能的競爭者，但有限的研究

顯示短耳鴞獵捕的食物體型較草鴞小(Lin et al. 2007)，目前尚難以整體評估這些鳥

類競爭者對其存活率或繁殖成功率的影響。另蛇類與遊蕩貓、狗可能為草鴞雛鳥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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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敵與食物競爭者。 

8. 移動模式與棲地利用 

此種目前並無明確的遷徙行為，各類紀錄可能主要為不同年間隨著族群數及環

境因子交互影響，產生的個體擴散或漫遊，特別是年輕個體的擴散，有時會離出生

地相當遠（Bruce and Marks 2020）。臺灣近年針對南部機場鳥網意外捕獲的個體，

於康復野放後進行衛星追蹤，部分個體會飛回到當初捕獲之地點棲息。個體間活動

範圍差異大，且活動範圍部分重疊，每隻草鴞常利用的土地利用類型不同，但以河

灘草生地、具大量草生地的軍事基地及農耕地比例較高。目前從追蹤超過 30 天的

的 22 隻草鴞個體來看，日棲點活動範圍不同個體有很大的變異，最大紀錄可達

1369.4 平方公里（最小多邊形法，minimum convex polygon），但以 50% Fixed 

Kernel 方法估算的活動核心面積則僅 635.6 平方公里（蔡及曾 2021）。對已有固

定領域的非繁殖草鴞個體，會重複使用日間棲息點，重複使用的時間雖長短不一，

但較少再進行長距離的日棲點移動。當找到合適棲地後，草鴞會重複使用日棲點，

短則 2 天，最久可達 25 天以上。更換的日棲點有 92.5%在鄰近區域 2 公里內，平

均單日移動 0.69±0.58 公里（n=16）（呂等 2020）。偶爾會進行長距離移動，最

大單日移動距離為 90.2 公里。母亞成鳥在繁殖季前常有較長距離的移動行為，推測

與尋找繁殖配對有關（蔡及曾 2021）。但不同性別、成幼及季節間之活動模式變化

仍有待更多樣本數及研究證實。 

9. 生態功能 

草鴞是臺灣原生利用草生地的高階掠食性物種，且活動範圍廣大，因此可為此

類棲地面積與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與護傘物種。另鼠類為其主食，藉由掠食過程，

降低鼠類農業影響，其族群狀況可反映生產環境與鄉村地區環境健康狀況。 

10. 社會及經濟面之正面價值 

草鴞的價值主要彰顯在其間接的利用價值、休閒價值與文化價值。 

如前述，草鴞為鼠類的自然天敵，而鼠類經常影響農業收穫，因此保育草鴞不

僅對農業有正面幫助，更重要的是可降低無差別的化學藥物使用，整體維護自然環

境、生物多樣性與人們的整體健康。  

貓頭鷹類對於賞鳥者而言，具有極高的吸引力，草鴞對於臺灣賞鳥者而言，同

樣是明星級的鳥種。雖然賞鳥或拍鳥過程，偶爾會對草鴞造成干擾，但也反映其高

度的休閒與經濟價值。若經由適當的管理與教育過程，其對提升民眾對於自然的感

知與關懷，是非常有效的媒介物種。例如近來透過生態影片與棲架影像與社群媒體

上的傳播，其效果非常顯著。草鴞外貌吸引人且習性神秘，藉由影像、圖畫與生活

關係的述說，有利於豐富文化多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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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與棲地 

1. 環境概述 

顧名思義，草生地為草鴞的主要棲地。在臺灣，以巨觀棲地而言，草鴞利用的

棲地類型以農耕地為主，其次為草生地，但依據根據衛星追蹤定位點與微棲地的分

析結果，草鴞日棲點微棲地皆為草生地，夜間活動時則常於農耕地和草生地停留。

草鴞使用的草生地類型多變，除了文獻紀錄中人為干擾少之大面積草生地外，休耕

的農耕地、都會區廢耕草地、河流演替頻繁的草生地或機場內的草地等，都可能發

現草鴞的蹤跡（蔡若詩 未發表資料）。 

圖 1. 由精確紀錄點位來看，草本為所有紀錄點位中草鴞出現的主要棲地類型。 

2. 棲地特性 

對於草鴞族群存續有關鍵重要性的棲地包括： 

（1）可能出現範圍中任何會用於繁殖與覓食的棲地；以及 

（2）任何新近發現的繁殖與覓食地點。 

目前已知於臺南市新化區、山上區，以及高雄市旗山區、燕巢區等月世界地形

淺山，以及臺南市沙崙農場與曾文溪、高屏溪沿線為已知分布熱點，而八掌溪、岡

山機場、臺南機場及屏東機場等地亦有不少紀錄（張等 2017）。另鹽水溪沿線，以

及嘉義至高雄低海拔丘陵、平原具潛在適合棲地地點都可能是關鍵棲地（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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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草鴞出現紀錄、預測分布與棲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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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威脅 

(一) 歷史威脅 

主要原因是適合棲地與臺灣過往數百年開發歷程中所使用主要範圍的重疊性高，

由棲地的損失、破碎化，以至棲地的劣化，導致適合棲地大幅減少（劉等 2012）。 

(二) 當前威脅 

近 50 年，普遍認為草鴞於臺灣主要面臨的威脅是（1）棲地持續喪失、破碎化與

劣化，（2）毒害，（3）非刻意獵捕。以下為依據威脅的程度逐一討論之。 

1. 棲地持續喪失、破碎化與劣化1 

野外觀察困難，過往紀錄主要為機場誤中鳥網及零星鳥巢資料（曾 2010）。依

據曾翌碩 1997 年開始於機場長期觀察，臺灣中南部機場，特別是臺南、岡山及屏

東空軍基地，長年有 1-5 隻穩定的中網紀錄，但機場長草地及農隙地因土地管理政

策改變，導致適合棲地消失，從而中網紀錄下降（曾 2010）。另河灘地受氣候影

響，演替頻繁，再加上河川整治計畫的進行，使河灘草生地常突然大面積消失，而

減少草鴞可利用的棲息地。另平原地帶農地及台糖用地持續的轉變為工業區、住宅

等建成地，都造成可能棲地不斷消失，如近期高雄市路竹工業區整地發現草鴞巢位

案例（https://e-info.org.tw/node/225444）。 

2. 鼠藥毒害2 

野鼠為草鴞的主要食物，各種野鼠的族群數量及健康情形，將直接影響草鴞食

物來源與存活率。故臺灣長期使用滅鼠藥撲殺野鼠的行為，一直被懷疑會對草鴞族

群造成威脅（Lin et al. 2007，曾 2010，Hong et al. 2019）。臺灣滅鼠運動歷史悠

久，至少自 1950 年代起，即不斷地於農地中大量施放鼠藥，雖 2015 年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已停止辦理全國農地滅鼠週，但各地方政府仍可

視需要自行辦理，由環保署負責的居家滅鼠則仍持續進行，另農民及民眾自行購買

施放的數量，並無數據顯示有明顯減少（Hong et al. 2019）。毒性較高的第二代抗

凝血劑滅鼠藥為目前主要使用的類型，鼠類於取食後仍須 5-7 天才會死亡，也因此

經常對食鼠性猛禽，包括草鴞，造成二次毒害（Hong et al. 2019）。如於近年採集

於繁殖期間死亡的草鴞成鳥個體中，分別驗出超二代滅鼠藥成分，如可滅鼠

（Brodifacoum）、撲滅鼠（Bromadiolone）等（高雄市野鳥學會 未發表資料，

https://e-info.org.tw/node/203588）。毒害對草鴞族群至少直接造成成鳥及幼鳥死亡

率上升，以及直接、間接導致繁殖成功率下降。然而，目前雖有多個個案報導，但

毒害對整體草鴞族群的影響程度仍不明。 

                                               
1 對應 IUCN1.1 住宅/城市地區、1.2 商業/工業區 
2 對應 IUCN 9.3.3 除草劑和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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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刻意獵捕3 

近幾年透過機場的救傷可知，每年皆有十數隻草鴞因鳥網而被捕獲，有時會受

傷甚至死亡，當機場提供合適棲地吸引草鴞前往棲息或覓食，機場儼然成為一生態

陷阱，如何降低機場中草鴞的死亡率，為迫切需改善的困境（曾 2010，曾翌碩 私

人通訊）。除了機場外，農地中鳥網或其他防治網具造成草鴞掛網傷亡也偶有紀錄

（https://e-info.org.tw/node/203184）。 

4. 研究不足4 

對物種的知識建構為設定合理保育策略的基礎，目前對草鴞生物學與生態學的

知識雖快速累積中，但仍明顯侷限且對於草鴞棲地經營管理與整體族群趨勢的資訊

仍明顯不足。 

5. 社會支持不足5 

提升民眾認知與支持為後續保育行動仍否成功的關鍵，特別是針對在地利害相

關團體與民眾的溝通至為重要。 

(三) 潛在威脅 

潛在威脅的影響不明，本期行動計畫暫不處理其保育行動。 

1. 小族群效應 

族群數量少將導致草鴞面臨隨機的嚴重災害，如嚴重傳染疾病之類的事件後，

族群恢復更加困難，以及不可避免遺傳多樣性的減損。另因族群數量少造成的近親

雜交現象，也可能造成臺灣草鴞族群整體適應性的下降。 

2. 氣候變遷6 

因氣候極端變化，雨勢常集中且猛烈，對於築巢於地面的草鴞來說，草地大量

積水將不利於使用及繁殖，尤其當雨季河水流量超過河灘地的可承載量時，將使河

灘草生地大量流失，減少草鴞的可利用棲地。河灘地受氣候影響，演替頻繁，再加

上水利署近幾年的河川整治計畫，使河灘草生地常突然大面積消失，而減少草鴞可

利用的棲息地。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草鴞所利用的草生地環境亦需要有不定期的干

擾方可維持演替早期的狀態，這使草鴞棲地的營造及維持更加複雜。因此瞭解天然

（水及火）及人為干擾因子如何影響河川地及草生地等演替早期的環境，並瞭解其

動態平衡，亦是草鴞合適棲地評估及經營管理的重要資訊。 

  

                                               
3 對應 IUCN 5.1.2 非故意的影響（被評估的物種不是目標）  
4 對應 IUCN12.1 其他威脅（研究不足） 
5 對應 IUCN12.1 其他威脅（社會支持不足） 
6 對應 IUCN 11.4 風暴/洪水 

https://e-info.org.tw/node/20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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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含遭受特殊威脅次族群描述 

目前本保育行動計畫是針對臺灣本島所有範圍的草鴞族群。依據蔡若詩（未發表

資料）衛星追蹤研究，確認草鴞至少有部分個體於特定時間出現大範圍移動現象，合

理推論在臺灣本島並無因為地理隔離有族群分隔。草鴞歷史分布應遠較目前為廣。故

所有草鴞已知或非常可能出現的地區，都需要納入本計畫考量的空間範圍。 

 

四、 本計畫目的 

強化草鴞分布範圍內關鍵棲地的維護和復育，整體提升存活率與繁殖成功率。 

 

五、 保育策略與行動 

策略 A：重點繁殖及覓食棲地零損失。 

行動 A-1：持續進行草鴞重要棲地盤點與指認。逐步盤點與更新重要及潛在繁殖與覓

食棲地地點、範圍與棲地現況清單。行動預期產出為穩定更新的分布及棲

地圖層與棲地詳細資訊。此資訊為後續監測、經營管理與進行棲地復育的

重要基礎。此行動主要藉由復育團隊研究人員，蒐集及整合來自各類研究

調查、賞鳥及救傷紀錄得知的點位觀測資料，以及透過衛星追蹤及後續棲

地調查，進一步瞭解及累積不同年齡與性別時空移動模式及主要繁殖與覓

食棲地類型。 

行動 A-2：加強重點棲地保護。在重要及潛在繁殖與覓食棲地地點、範圍與棲地現況

清單資訊持續盤點的同時，先就已知的重點繁殖與覓食棲地，針對各自棲

地的重要性、面臨威脅與後續措施的可行性（如人力經費需求、土地權屬、

權益關係人態度、措施本身難度與不確定等），擬定各自的重要保育方針

並據以推動。另針對評估為優先且重要的繁殖與覓食棲地，由林務局及所

轄林管處針對棲地特性與相關單位建立保育平臺，確保重點棲地不受新建

工程及地面光電設置影響，落實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或環境及社會檢

核。 

行動 A-3：棲地經營管理及營造試驗。此行動基於先備的知識與經驗，第一階段（4 年）

目標為遴選至少 4 處以上潛在棲地進行田野棲地操作與管理試驗，透過實

際行動，做中學，逐步建立與擴大草鴞棲地的面積與品質，最終提升草鴞

的繁殖成功率與存活率。此行動將藉由棲地資料分析，以各類具高度可操

作性的公有地，以及農產業土地利用型態中，與草鴞棲地需求高度相關與

互補性者為優先。藉由個案的操作經驗，完成實施棲地復育的指導手冊初

版。第 2 階段依據實際推動成效，檢討及逐步擴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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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B：降低非刻意獵捕導致的傷亡。 

行動 B-1：穩定及強化救傷體系的運作。依據既有的資訊，當前草鴞遭遇意外死亡的

重要原因之一來自非刻意獵捕，特別是誤入因各類目的設置的鳥網情形最

為嚴重。本行動目標在於針對草鴞關鍵分布且經常性設置鳥網的地點，建

立穩定巡護與有效的救傷體系，以降低中網草鴞個體嚴重傷亡及提升救援

個體成功回復野外的比例。除了達到對目標鳥類控制的目的外，鳥網經常

對非目標鳥類及其他野生動物造成非必要的傷害，長期而言，應在瞭解各

類鳥網使用需求的目的，尋求其他合理替代方式下，逐步改善鳥網使用的

方式與管理模式。  

策略 C：降低鼠藥及其他毒物中毒情形。 

行動 C-1：減少草鴞重點棲地滅鼠藥的使用。調整政府部門鼠藥防治經費投入，針對

農業及公共衛生需求，尋求合宜的置放方式、替代方案或其他多元防治措

施。本行動短期目標為研擬合宜的用藥與替代方式，降低政府在草鴞重要

繁殖與覓食地的藥物投入，進而減少草鴞中毒案例。防檢局雖已於 2015 年

停止辦理全國農地滅鼠週，為草鴞保育上的重要進展，但各地方政府仍可

視需要自行辦理，由環保署負責的居家滅鼠也仍持續進行，加上農民及民

眾會自行購買施放，目前鼠藥對草鴞影響仍無明顯降低的證據。基於各類

鼠藥及其他農藥對生態系統與多種野生動物產生的負面影響，長期須搭配

友善生態的農業與環境用藥政策推動。 

行動 C-2：生態友善給付。鼓勵草鴞重要分布範圍內私有地，以無鼠藥、農藥及鳥網

等友善措施，降低草鴞面臨中毒威脅的機率。於農業生產環境，獎勵友善

環境農作及提供技術協助，降低滅鼠藥及農藥的使用，協助進行友善農產

品認證、產銷及推廣。 

策略 D：掌握族群趨勢，增加必要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知識。  

行動 D-1：定期執行族群分布與趨勢監測。族群狀態趨勢為評估相關保育行動最終成

效的直接指標。嘉義大學蔡若詩博士研究團隊 2015-2017 年執行草鴞族群

監測系統建構計畫，後續於檢討方法後，在 2021 年執行 1 回合調查，預

計於 2022-2030 年間再執行 2 回合調查，建立族群趨勢指標。 

行動 D-2：加強基礎研究及交流。前期衛星追蹤及棲地調查研究，對於草鴞活動範圍

與棲地利用的瞭解，已有重要突破並提供有效的保育資訊，但樣本數仍然

有限，且對於不同年齡與性別草鴞的時空移動模式及主要繁殖與覓食棲地

類型，仍需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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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E：提升全國及關鍵地點對草鴞保育的認知與支持。 

行動 E-1：對關鍵行政區及當地學校進行系統性宣導。此行動目標在於透過專案團隊

組成，針對草鴞重要分布區域，深入社區與在地學校進行宣導，同時配合

其他保育措施及研究成果，傳達生態友善給付訊息，合宜的鼠藥及其他用

藥方式與替代方案等，逐步降低各類威脅草鴞族群的壓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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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相關機關或團體 

中央機關/國營事業 

一、農委會林務局與嘉義及屏東林區管理處 

二、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三、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四、農委會畜產試驗所 

五、農委會農糧署 

六、經濟部水利署與第四、五、六及七河川局 

七、國防部 

八、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九、國科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 環保署 

地方機關 

一、嘉義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環保局、農業局、教育局） 

二、重要分布地點鄉鎮區公所 

學術研究單位 

一、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教授 

二、嘉義大學蔡若詩助理教授 

非營利民間團體 

一、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二、高雄市野鳥學會 

三、臺南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民眾 

一、重要分布地點地主或農民 

二、牧草產業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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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保育行動簡表 

威脅主項 威脅次項 策略 保育行動 相關機關 說明 預期成果 執行期程 

1 住宅/商

業開發 

3 能源生

產/採礦 

1.2 商業/

工業區 

1.1 住宅/

城市地區 

3.3 可再生

能源 

A 重點

繁殖及

覓食棲

地零損

失 

A-1 持續

進行草鴞

重要棲地

盤點與指

認 

林務局、特生

中心、嘉義大

學、臺南市野

生動物保育學

會、屏東科技

大學、高雄市

野鳥學會 

由復育團隊研究

人員，推動衛星追

蹤、分布調查及相

關研究，特生中心

整合累積之草鴞

資訊，進行繁殖與

覓食棲地指認並

定期開放提供各

界運用。 

每年更新

草鴞重要

棲地分布

圖 

持續性 

A-2 加強

重點棲地

保護 

林務局、水利

署、能源局、國

有財產署、台

糖公司、國防

部、環保署、農

糧署、畜試所、

嘉義縣政府、

臺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針對評估為優先

且重要的繁殖與

覓食棲地，由林務

局及所轄林管處

針對棲地特性，擬

定各自的重要保

育方針並據以推

動。同時與相關單

位建立保育平臺，

加強保護重點棲

地。 

無已知重

點棲地因

資訊流通

不足造成

非必要損

失 

持續性 

A-3 棲地

經營管理

及營造試

驗 

林務局、水利

署、國有財產

署、嘉義縣政

府、臺南市政

府、高雄市政

府、屏東縣政

府、臺南市野

生動物保育學

會、嘉義大學、

屏東科技大

學、高雄鳥會、

畜試所、農試

所、農改場 

藉由棲地資料分

析，以各類具高度

可操作性的公有

地，以及農產業土

地利用型態中，與

草鴞棲地需求高

度相關與互補性

者為優先進行繁

殖棲地復育及潛

在棲地經管試驗。 

推動棲地

復育試驗

4 處以上 

完成棲地

復育的指

導手冊初

版 

短程 

5 生物資

源利用 

5.1.2 非故

意的影響

（被評估

的物種不

是目標） 

B 降低

非刻意

獵捕導

致的傷

亡 

B-1 穩定

及強化救

傷體系的

運作 

林務局、國防

部、縣市政府、

臺南市野生動

物保育學會、

高雄鳥會、特

生中心、高雄

鳥會 

針對草鴞關鍵分

布且經常性設置

鳥網的地點，建立

穩定巡護與有效

的救傷體系，以降

低中網草鴞個體

嚴重傷亡及提升

救援個體成功回

復野外的比例。 

意外掛網

個體死亡

下降、野放

成功率上

升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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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主項 威脅次項 策略 保育行動 相關機關 說明 預期成果 執行期程 

9 污染 9.3.3 除草

劑和農藥 

C 降低

鼠藥及

其他毒

物中毒

情形 

C-1 減少

草鴞重點

棲地滅鼠

藥的使用 

林務局、嘉義

縣政府、臺南

市政府、高雄

市政府、屏東

縣政府、環保

署、防檢局 

調整政府部門鼠

藥防治經費投入，

針對農業及公共

衛生需求，尋求合

宜的置放方式、替

代方案或其他多

元防治措施。 

中毒死亡

案例下降 

中長程 

C-2 生態

友善給付 

林務局、嘉義

縣政府、臺南

市政府、高雄

市政府、屏東

縣政府 

就草鴞易受害地

區進行多元鼠害

防治策略，以友善

生態的方式進行

防治。 

中毒死亡

案例下降 

中長程 

12 其他選

項 

12.1 其他

威脅（研

究不足） 

D 掌握

族群趨

勢，增

加必要

的生物

學及生

態學知

識 

D-1 定期

執行族群

分布與趨

勢監測 

林務局、特生

中心、嘉義大

學 

嘉義大學蔡若詩

博 士 研 究 團 隊

2015-2017 年執

行草鴞族群監測

系統建構計畫，在

2021 年執行 1 回

合調查，後續於檢

討方法後，2022-

2030 年間再執行

2 回合調查，建立

族群趨勢指標。 

產出族群

趨勢指數 

持續性 

D-2 加強

基礎研究

及交流 

林務局、特生

中心、嘉義大

學、屏東科技

大學、臺南市

野生動物保育

學會、高雄市

野鳥學會 

加強活動範圍及

棲地利用研究。前

期衛星追蹤及棲

地調查研究，對於

草鴞活動範圍與

棲地利用的瞭解，

已有重要突破並

提供有效的保育

資訊，但樣本數仍

然有限，須強化不

同年齡與性別草

鴞的時空移動模

式及主要繁殖與

覓食棲地類型資

訊。 

每年辦理

保育資訊

平臺專家

會議，產出

年度生物

學及生態

學知識更

新報告與

保育建議 

短程 

12 其他選

項 

12.1 其他

威脅（社

會支持不

足） 

E 提升

全國及

關鍵地

點對草

鴞保育

的認知

與支持 

E-1 對關

鍵行政區

及當地學

校進行系

統性宣導 

林務局、嘉義

縣政府、臺南

市政府、高雄

市政府、屏東

縣政府 

形成宣導團隊，針

對關鍵地區進行

宣導。 

民眾認知

與支持提

升 

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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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威脅主次項類別參考自 IUCN 的歸類(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threat-classification-

scheme )，計有 12 主項：1 住宅/商業開發；2 農業/水產養殖；3 能源生產/採礦；4 運輸/交通廊道；5 生

物資源利用；6 人類入侵/干擾；7 自然系統改變；8 入侵/其他有問題的物種、基因和疾病；9 污染；10

地質事件；11 氣候變化/惡劣天氣；12 其他選項。 

註 2：執行期程分為短程、中長程、持續性，分別指 4 年內完成且有急迫性應進行者、執行期程為 4 至 12 年內

完成者及須持續進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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