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月份持續與林務局保育組溝通今年度草

鴞保育行動計畫，初期雙方對迫切進行的計畫內

容有不同的看法，特別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難

以取捨。最後將計畫拆開為 保育行動平台建構

與教育推廣； 野外調查研究部分。前者由鳥會

負責主導執行，後者由屏科大孫元勳老師負責。

由於林務局整體保育經費遭到刪減，因此到目前

為止，草鴞的補助計畫僅有補助鳥會第 1 項計畫，

第 2 項野外調查研究經費 95 萬尚無著落，還在努

力中！這樣的結果反映出我們當初走在政府前面

是對的，除了公部門的支持外，民間的募款還是

需要，期待各界持續支持！ 

在教育推廣部分，今年的目標是喚起更多民

眾的瞭解和關心，透過網站的建構、文宣資料的

發送，讓全國民眾，包括草鴞分布區域的居民、

學校師生都可以知道草鴞面臨的問題。同時邀請

各界學者專家持續為保育行動提供建議和對策。 

年初這段期間，持續請洪福龍大哥在中寮山

區進行調查，發現最大量有 4 隻，屬於一個家族，

後續仍有發現固定蹤跡並拾獲食繭，雖然未發現

巢區，但可確定今年中寮山的草鴞家族仍安全穩

定。 

4 月 13 日草鴞野放 
一隻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收容的草鴞母鳥，環號「990545」，歷

經照顧痊癒後準備野放，先在阿蓮區福智基金會進行野放的法會儀式

後，轉往中寮山野放。鳥會則聯繫記者前往參訪，除中寮山小組外，當

時並未對外公告，不過攝影者還是聞風而至。知道攝影者會來的消息後，

立刻安排中寮山生態巡守隊的伙伴們前往支援，布置場地、安排停車位

置，劃設封鎖線。集合通知在 3 點，2 點不到大洲國中就已經擠滿攝影

者，2 點半我們陸續引導攝影者進場在路邊一字排開，大家也都很遵守

秩序；3 點引導記者進入，一邊是攝影者，一邊是記者、巡守隊員、工

作人員和鳥友，3 點半特生抵達；記者先進行採訪，完後野放籠定位，

等大家都就緒後，留下林世忠大哥和詹醫師進行野放，草鴞飛行了一段

距離後降在牧草園中，一直休息到天黑後才走上土堤上理毛，然後飛走。 

這是一場成功的野放，從在地居民、特生收容中心、鳥會、記者等

角色的扮演，還有攝影者、鳥友的參與，我們適度的安排，滿足了各自

的需要，大家井然有序的參與這場公開的野放活動，共同參與目睹了草

鴞的野放！唯獨美中不足的是缺乏足夠的行前作業裝置無線電發報器，

以便追蹤後續的行蹤；野放的時間也應要延後到黃昏左右會更好！ 

另外在野放地設立中繼籠舍或許也是值得審慎評估的做法，可以加

強野放個體適應環境的能力。 

5 月 3 日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將召開「研商農地野鼠防治與野

鳥保育適宜會議」，希望這對於降低草鴞及猛禽的危害有具體貢獻。 

 

40933800  

      308 ‧2012.05 

草鴞野放過程‧張健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