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d-breasted Flycatcher
Ficedula parva 

1. 2007 10 16 11 52  

2.  

3.  

4. 4  

5. 10  

6. Leica10×32BA 

 

由大林埔濱海植物公園西側道路進入，白尾

八哥、家八哥、喜鵲在公園草地上活動，左側大

排水溝內，鶺鴒、鷸鴴、鷺科等眾多鳥類在覓食，

再往前，橫向道路為中林路延伸，右接主要道路

沿海路（台 17 線），左轉可至外海堤防附近，有

一 L 型區塊的木麻黃、水黃皮、白千層等防風林。 

L 型區塊防風林繞走一圈，除大卷尾、大花

鷚、小雲雀外並沒有特殊鳥種，續往大門口前行，

此處林相茂密以榕樹為主，乍到林內就發現寬嘴

鶲在跳動，正觀察時，耳聞附近另有一隻鳥「滴…」

叫著，忽然間，一隻小小鳥從旁竄出停在眼前樹

幹的橫枝，體背、臉部呈灰褐色，喉至胸部黃白

色，脇部略帶黃褐色，腹部以下白色，尾羽黑色，

外側基部白色，每叫一聲尾羽會上下擺動，經對

照圖鑑確定是〈紅喉鶲〉母鳥。過一會兒辛啟昭

鳥友來到，又發現一隻稀有過境〈白腹琉璃〉母

鳥在附近出現，在尋找拍攝兩鳥之際，不遠樹林

上又有鳥兒蹤影，透過雙筒一找，哎呀，是兩隻

綬帶鳥和黑枕藍鶲、極北柳鶯、綠繡眼等混群在

一起覓食，一下午，就發現了 5 種鶲科鳥類，這

大片林子陰鬱茂盛蚊蟲極多，也正是鶲科鳥類最

喜愛出沒覓食的地方。 

    後來鄭政卿老師也來了，確定那隻鳥是〈紅

喉鶲〉沒錯，並告知那兩隻是母綬帶鳥（日本亞

種型），北部野柳在過境期時會偶爾見到，這次南

星所見有可能是南部第一次，與日前台南七股出

現（亞洲綬帶鳥）又不同亞種，一時大夥兒把焦

點全放在綬帶鳥身上，卻忘了〈紅喉鶲〉存在，

約 4 點左右已不見身影，後來，綬帶鳥消息傳出，

鳥友又一窩蜂往南星衝。 

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哪些鳥種？ 

對照中，其他鶲科鳥類如灰斑鶲、寬嘴鶲等，

尾羽外基部非白色，鳴叫時尾羽也不會上下擺

動，確定該鳥是〈紅喉鶲〉母鳥沒錯。 

觀察者之資料與賞鳥經驗及資格？ 

洪福龍，賞鳥經驗 10 年，高雄鳥會會員 

辛啟昭、鄭政卿鳥友均有拍照 

辛啟昭、鄭政卿等鳥友 

台灣野鳥圖鑑、中國野鳥圖鑑 

紅喉鶲母鳥（辛啟昭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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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toral Sandpiper
Calidris melanotos 

1. 2007 11 19 11 33  

2.  

3.  

4.  

5. 11 25  

6. 100  

7. LeicaT77 20×60 

  早上兩位台灣省鳥會的胡登雄、許惠吟鳥友

來訪，先行去鳳山水庫走走，裡頭度冬主角～鸕

鶿都已外出覓食，環繞一周沒特別鳥種，遂前往

大寮拷潭，過大坪頂高雄縣、市交界處，稍微停

留觀察休息中的夜鷹。 

    沿拷潭天金堂廟旁小路中段竹林觀察，水田

大都休耕中並已翻土過，為耕種一期秧苗準備，

只少部分還留有菱角田，從 7、8 月開始到 12 月

底，為拷潭最佳賞鳥期，小水鴨、鷹斑鷸、青足

鷸、雲雀鷸、田鷸、小環頸鴴、東方環頸鴴、金

斑鴴等是常見鳥種，而這裡的美麗主角～彩鷸，

大白天都躲藏於草叢內，近午時，眾多水鳥也都

在休息，在較近田中小徑發現一鳥種外表特徵與

其他水鳥有些差異，像似尖尾鷸，但翻閱圖鑑比

對又有些許差異，無法辨識岀是何種鳥種？接下

來又往南星計畫區移動觀察。 

事後，也忘了持續追蹤，倒是隔天，台中鳥

友來電告知，那隻少見的水鳥可能是〈美洲尖尾

鷸〉，需查閱中國野鳥圖鑑才行，聽了之後恍然大

悟，遂告知翁文炯鳥友請他幫忙從網路上取得一

些詳細資料，隔日再往拷潭走一趟，還好那隻水

鳥還在附近覓食沒飛走，過不久，恰有兩位台北

鳥友來到，他們曾經在台南某地看過此種鳥類，

透過大砲鏡頭更加篤定是〈美洲尖尾鷸〉沒錯，

不久，翁文炯鳥友也趕到並帶來網路取得的圖像

與資料，有三個辨識重點，從嘴基部 1/3 是黑色

略彎，其餘黃色，胸前縱紋斑僅於胸前止，因此

國外圖鑑稱之〈斑胸濱鷸〉，腹部以下白色，由外

表羽色亮麗鮮艷來看，還是夏羽。 

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哪些鳥種？ 

該鳥是同行三人第一次所見，所帶圖鑑記載與

畫像不夠完整，差點讓稀有鳥種遺失掉，還好

有鳥友追查到底及資料提供，得以再增拷潭新

鳥種記錄。 

觀察者之資料與賞鳥經驗及資格？ 

洪福龍，賞鳥經驗 10 年，高雄鳥會會員 

有多位鳥友來拍照過，自己留有幾張數位相片可

供鑑定。 

胡登雄、許惠吟、翁文炯、李怡慧、盧俊偉、賴

穩元、柯木村等及台北、台南鳥友多人。 

 

中國野鳥圖鑑、日本野鳥圖鑑、台灣野鳥圖鑑及

在網路下載的辨識資料…等 

    

 

美洲尖尾鷸（李文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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