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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
台灣藍鵲在嶺南美術館築巢囉

                 陳宗憲先生(中央研究院生態志工)

今年四、五月間，在院區嶺南美術館靠

四分溪邊上的樹叢，常常見到幾隻台灣藍鵲

逗留。直到前幾天，看到藍鵲將雛鳥的便便

啣走拋棄，才發現牠們築了巢並且有了小貝

比。仔細觀察可看到藍鵲家族將外出獵獲的

食物帶回來跟大夥獻寶並共享，在兩個鐘頭

內看到的獵物包括兩隻蛙，一條蛇(上圖)和
一隻蜥蜴。臺灣藍鵲有群居的社會行為，家

族成員會分擔獵食和育雛的工作。

這個藍鵲家族有六隻成鳥，傳統築巢區

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館後面的農家。歐美所多年來一直是中研院護樹的模範生，除

了幾棵留下的大榕樹外，周圍樹木由零成長到又大又健康，被藍鵲選上作為新居

是最好的肯定。單排種植的十棵樹因為隱密性不足，在吸引動物的效果上往往還

不如雙排的四棵樹，如果我們的護樹模範生能將一些樹種成雙排，我們會提早幾

年見到台灣藍鵲搬過來。

大型的鳥對食物的需求量很大，會慎重選擇築巢位置。只要環境不惡化，牠

們也不輕易搬家。舊數學所後的黑冠麻鷺巢也是個典型的例子，五年來都在同一

棵榕樹的同一位置，周圍幾棵大樹的高度都超過十五公尺。樹下自然化的環境讓

牠們容易找到蚯蚓作為主要食物，也極少有人進去干擾。特別是這次院區總務組

為了讓黑冠麻鷺順利孵卵，暫緩巢旁的更新外牆工程，是一個值得表揚的護鳥範例。雖然黑冠麻鷺爸爸或媽媽在室

內工程噪音下仍然隨時都伸長了脖子警戒(右圖)，但是在沒有安全威脅下，小麻鷺都能健康長大，估計會在六月中離
巢。希望新的屋主資創中心能夠像前任屋主數學所一樣維持自然環境，讓黑冠麻鷺每年都回到這個後花園築巢。

最後希望珍惜樹木綠地以及尊重其他生命的概念在院內能持續茁壯，讓中研院成為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園

區。

附註： 因為目前是育雛期間，台灣藍鵲的貝比們還小，總計有六隻成鳥會嘗試攻擊離綠地太近的行人頭部和小動物。
如果想要觀察，最好使用望遠鏡並且戴帽子，千萬不要走上草地，一方面避免干擾牠們，另一方面避免被護幼

心切的成鳥抓傷。牠們看來很美，卻是非常凶猛的大鳥。有一個大卷尾的巢，離藍鵲巢只有二十公尺，常常受

到藍鵲的集體攻擊。在六月中小藍鵲離巢前，也要勸導行人快速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