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鵯科‧山椒鳥科鳥類辨識 
 

 

整理／楊玉祥 
前言 

在台灣，鵯科為最

普遍、最常見的科別之

一，舉凡都市三寶的白

頭翁，或是進入平地到

山區的樹林中常常見到

的紅嘴黑鵯，都是非常

熟悉的鳥種。鵯科雖然

樹棲，卻喜歡停棲於樹

木的上層且有群聚性，

常常成小群出現，有時會有數十隻以上的大群，

再加上其習性嘈雜，不論是烏、白頭翁那「巧克

力．巧克力」似的叫聲、白環鸚嘴鵯的「記．

得．是．誰」抑或是紅嘴黑鵯的「小氣鬼．小氣

鬼」跟「喵～」聲，只要牠們一出現，總是很快

地就引起大家的注意，屬於容易觀察的一群。 

另在台灣低、中海拔山區，有一種鳥種其

公、母鳥體色一紅一黃，繁殖季節通常成對出

現，兩者都十分鮮艷、引人注目，根據這樣的敘

述，老練的鳥友馬上可以猜出是戲班鳥–灰喉山

椒鳥(台灣野鳥圖鑑上使用的舊名為紅山椒鳥，

學名 Pericrocotus divaricatus)，鳥友們總愛開玩

笑說「紅」山椒鳥之所以改名為「灰喉」山椒

鳥，是因為母鳥並不紅，所以要男女平等(會不

會想太多了啊？ = =")！牠們屬於山椒鳥科，是

台灣山林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色彩之一，但牠們

的近親卻一個一個生得樸素、黯淡，十分有趣。 

居留狀態及特有性 
鵯科(Pycnonotidae)及山椒鳥科(Campephagidae)

在分類上，都屬於動物界(Animalia)–脊索動物門

(Chordata)–鳥綱(Aves)–雀形目(Passeriformes)。 

鵯科全球共計約 22 屬 118 種(劉小如等

2010，台灣鳥類誌)，根據 2011 年中華鳥會頒布

的最新名錄，在台、澎、金馬地區記錄過的有 4

個屬，包括：鵯屬(2 種)、鸚嘴鵯屬(1 種)、棕耳

鵯屬(1)及短腳鵯屬(1 種)；在台灣的 5 種鵯科鳥

種中，僅棕耳鵯為過境鳥(棕耳鵯在蘭嶼與綠島

為普遍留鳥)，其餘 4 種均為留鳥。在特性方

面，烏頭翁為台灣特有種，而白頭翁、白環鸚嘴

鵯、紅嘴黑鵯及蘭嶼、綠島的棕耳鵯都是台灣特

有亞種。此外，在高雄的南壽山地區，晚近有一

種鵯科的外來鳥種–紅耳鵯穩定地出現。 

而山椒鳥科全球共計約 7 屬 81 種，在台、

澎、金馬地區的記錄為

3 個屬，包括鵑鵙屬(2

種)、鳴鵑鵙屬(1 種)及

山椒鳥屬(5 種)；而山

椒鳥科的 8 種中，有 4

種迷鳥(黑原鵑鵙、小

灰山椒鳥、長尾山椒鳥

及琉球山椒鳥)及 2 種

遷移鳥種(冬候鳥及過

境鳥，黑翅山椒鳥、灰山椒鳥)，其餘 3 種為留

鳥，全無台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 

外型 
鵯科為中小型雀形目鳥類，嘴細、中等

長，略下彎，適合啄食果實(鸚嘴鵯屬嘴短，明

顯下彎，似鸚鵡的嘴型，可咬破較厚的果皮)，

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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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果實及昆蟲為主食，大多數種類背上以灰、綠

色或棕色為主，跗蹠短，尾部長；棕耳鵯屬則通

體褐色。 

山椒鳥科為小型到中小型雀形目鳥類，嘴

短、上喙尖端向下彎曲，適合啄食昆蟲及果實。

腳細弱、跗蹠具有盾狀鱗(台灣鳥類誌)。除灰喉

山椒鳥外，其餘各種的體色以黑、白、灰為主，

尾部長。 

生態習性 
在台灣，鵯科鳥類從沿海平原的開闊地到

中、高海拔的森林裡，都可以見到牠們的蹤影，

有些種類非常適應人類的聚落或都市。鵯科為樹

棲的鳥類，覓食或水浴時會下地，繁殖期成對活

動，非繁殖期成群活動；紅嘴黑鵯的族群有時可

達上百隻，並有冬季向高海拔遷移的獨特習性。

鵯科的巢成淺盤形、碗形或杯狀、半垂掛形狀，

直徑約 20 公分。位置由距地面不遠的小樹或灌

叢，直到喬木中層的枝枒間。巢材包括細枝與草

葉等(台灣鳥類誌)。 
山椒鳥科鳥類習性為樹棲，除了遷移的種類

外，通常出現於山區樹林之樹冠層，繁殖期成對

活動，非繁殖期間有很強的群聚性。山椒鳥營巢

於樹上，巢呈杯狀，以枯草等植物莖葉構成(台

灣鳥類誌)。     山椒鳥科的鳥巢呈杯狀‧柯木村 攝→ 

保育類 
根據 2008 年農委會修訂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名錄，目前台灣的鵯科及山椒鳥科的鳥種中，唯

有烏頭翁屬於Ⅲ級(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野生

動物。 

鵯科、山椒鳥科鳥種辨識 
鵯科鳥類由於羽色對比鮮明，習性並不是非

常隱密，且普遍常見，辨識上並沒有太大的困

難，有些還有獨特、容易判別的鳴叫聲，因此不

論從外觀或叫聲上都可以快速地辨認。 

山椒鳥科除灰喉山椒鳥有著鮮艷的羽色外，

其餘各種之羽色均以黑、白及灰色為主，並均有

近似種，不易快速辨識。再加上其體型變化大，

如鵑鵙屬的花翅山椒鳥及黑翅山椒鳥，都是相對

大型的種類，通常會令初次見面的賞鳥人不敢相

信山椒鳥竟有這麼「歐記」的成員。因此，我們

可以從體型、體色的主要組成等來分辨山椒鳥。

以下將台灣的鵯科及山椒鳥科鳥類野外辨識的方

法整理成表格，提供鳥友參考。 

 
台灣鵯科鳥類野外辨識方法整理 

中文名及學名 體型、輪廓、體色、細部觀察特徵 居留狀態 
※背灰褐色、喉白色、胸、腹淺灰色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台灣族群為特有亞種 

‧體長約 18cm。叫聲圓潤，似「巧克力．巧克力」 
‧上頭至後頭白色方形大塊，額、眼周圍至後頸黑

色，耳羽污白色，翼及尾羽橄欖綠色。除頭部特

徵外，其餘似烏頭翁。 

‧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樹林

地帶，僅分布於台灣西

部，南至屏東楓港一

帶，東北至宜蘭。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台灣特有種 

‧體長約 18cm，叫聲類似白頭翁。 
‧額至後頭黑色，嘴基部有一橘色斑，眼周圍至耳

羽、後頸白色，顎線黑色，除頭部特徵之外，其

餘似白頭翁。 

‧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樹林

地帶，僅分布於東部北

至宜蘭以下及恆春半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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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及學名 體型、輪廓、體色、細部觀察特徵 居留狀態 
紅耳鵯 

Pycnonotus jocosus 
‧體長約 20cm。 
‧頭上半黑色有長冠羽，耳羽紅色，頰有白色大橢圓

斑塊，斑塊周圍鑲黑邊，背面、翼、尾羽為一致

的淺灰褐色，尾羽末端白色，尾下覆羽紅色。 

‧籠中逸鳥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cinereicapillus 
台灣族群為特有亞種 

‧體長 19cm。叫聲短促而連續，似「記‧得‧是‧ 
誰」。 

‧頭黑色，體暗綠色，嘴粗短似鸚鵡，黃白色，頰有

數道白色細紋與前頸白色頸圈相連。 

‧分布於低海拔的樹林地

帶，通常單獨或小群出

現。 

紅嘴黑鵯(短腳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體長 24cm。 
‧體黑色，嘴喙、腳紅色；中國之族群頭至頸為白

色，2009 年曾出現於高雄美術館的雀榕樹上。 
‧發出尖銳的「小氣鬼．小氣鬼」或「喵」叫聲。 

‧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的樹

林中，冬季往高海拔遷

移。 
‧台灣族群為特有亞種 

棕耳鵯 

Ixos amaurotis harterti 
 

‧體長 26cm。 
‧體褐色，頭灰色、耳羽栗褐色，腹面褐色較淡，有

暗縱斑，尾下覆羽褐色、翼緣淡色。 

‧在蘭嶼與綠島有特有亞種

分布。過境族群出現於

海岸到低海拔樹林。 

台灣山椒鳥科鳥類野外辨識方法整理 
中文名及學名 體型、輪廓、體色、細部觀察特徵 居留狀態 

※體灰色、大型 

花翅山椒鳥 

Coracina macei 
‧體長 29cm。體灰色較淡，翼羽黑色，尾方形、

黑色、尾羽末端白色，雄鳥額至耳羽、喉黑色 
‧分布於低、中海拔闊葉

林。 
黑翅山椒鳥 

Coracina melaschistos 
‧體長 23cm。 
‧體灰色較深，翼黑色，尾楔型、黑色，尾羽未端白

色。雄鳥腹面有明顯橫紋 

‧過境期出現於海岸、平地

至低海拔樹林，通常單

獨出現。 
※背灰色、腹面白 
灰山椒鳥 

Pericrocotus 
divaricatus 

‧體長 19cm。 
‧翼、尾羽黑色，尾羽外側白色，雄鳥頭上至後頭、

耳羽黑色，雌鳥則與背部一致為灰色。 

‧過境期出現於海岸、平地

至低海拔樹林，常結群

出現。 
小灰山椒鳥 

Pericrocotus 
cantonensis 

‧體長 18cm。 
‧背面灰褐色，翼、尾羽黑色，尾羽外側白色，胸、

脇黃褐色。雄鳥頭上至後頭黑色，雌鳥為一致的

灰褐色。 

‧迷鳥。2011 年 5 月洪貫捷

鳥友在東沙島進行監測

時曾拍攝記錄到，此為

東沙島的新記錄種。 
黑原鵑鵙 

Lalage nigra 
‧體長 19cm。頭上、過眼線及背面灰黑色、翼及尾

羽黑色，覆羽及飛羽有白色斑，過眼線白色明

顯，腹面淡色，胸有細斑紋。 

‧迷鳥。2007 年 11 月 4 日

鄭政卿鳥友在南星計畫

區曾有發現記錄。 
※體小型、體色紅黑或黃黑對比 
灰喉山椒鳥 

Pericrocotus solaris 
‧體長 18cm。頭上至背暗灰色，頰至喉淺灰。 
‧雄鳥腰至尾羽外側、腹面及翼上斑塊為橘紅，雌鳥

腰黃綠色，尾羽外側、腹面及翼上斑塊黃色。 

‧分布於低、中海拔闊葉林

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