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寮山林相優美、生態完整，是眾多保育類

野生動物生存的重要棲地，高雄鳥會歷經多年的

調查，在中寮山區總共發現的珍貴保育動物有 52

種，包括瀕臨絕種之草鴞、珍貴稀有的八色鳥、

黃鸝、朱鸝、穿山甲、棕簑貓...，幾已囊括低海

拔山區大部分的保育類動物。鳥類記錄有 135

種，其中保育類高達 35 種，還有種類繁多的各種

蝴蝶、哺乳類、魚蟹類、兩棲類、爬蟲類、昆蟲

類及豐富多樣的植物基因庫；而且是茂林世界級

紫蝶谷遷徙蝶道的重要地點。在低海拔山區幾乎

已被開發破壞殆盡的今日，中寮山區已成為低海 

拔野生動物的重要庇護所！ 

豐富的野生動物吸引獵人的覬覦，高雄鳥會中

寮山小組與當地居民，於 2001 年 9 月 22 日成立

保育巡守隊，以實際行動嚇阻不法的獵人，保護

野生動物的安全！在辛苦的巡守同時也發現瀕臨

絕種的一級保育鳥類「草鴞」。 

東方草鴞(Tyto longimembris)分布於東亞和

澳洲，台灣為指名亞種(T.l. pithecops)(del Hoyo et 

al. 1999)，屬於相當罕見的稀有留鳥(方偉宏，

1999)。本種是國際華盛頓公約(CITES)附錄Ⅱ內

所指名亟需保育的珍貴物種，同時被我國野生動

物保育法列為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東

方草鴞由於晝伏夜出，習性相當隱密而不為人所

知；和其牠貓頭鷹最大的不同處是築巢在地面的

草叢中，因而得名！因臉型似猴子，又叫「猴面

鷹」。國內外關於本種的參考資料均相當缺乏。高

雄市中寮山地區在 2003-2005 年 

連續觀察到東方草鴞的繁殖育 

雛情形，是全台灣首次發現野外 

繁殖巢位的地點，由於中寮山 

的發現，使我們對草鴞巢位          的組成和

棲地營造有了基礎瞭解，          這個發現後

來促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內圈養的

草鴞成功繁殖，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和指標意義。 

 

 

 

 

 



   

2003-2005 年我們總共發現三個巢，其中有 5

隻幼鳥順利離巢，另外有 8 隻個體可能因誤食毒

老鼠而死亡！2005-2010 年，我們的調查沒有發

現任何個體或巢位的記錄，但是在訪談當地人中

瞭解到 2008-2009 年都還有個體和繁殖的巢位。 

為了瞭解中寮山還有沒有草鴞？有多少隻？

如何降低族群滅絕的因素？我們必須進行即刻的

野外調查和資料收集，以採取後續的保育措施！ 

2010 年 12 月 21 日高雄鳥會第十一屆第四次理監

事聯席會通過「推動草鴞保育計畫」，決議開始

募款進行草鴞的相關保育工作。 

野外的調查工作非常辛苦，調查人員在茫茫

的草海中披荊斬棘，跌倒、刮傷、刺傷是家常便

飯，歷經了二個多月的搜尋，皇天不負苦心人，

終於有了好消息！2011 年 3 月 20 日，我們再度

發現了草鴞的蹤跡！後續又證實今年有一個家族

成功的繁殖，幼鳥全數離巢！ 

事隔六年，再次在野外看到草鴞，讓我們的

心稍微安定下來。為了提出更為完整的草鴞保育

行動計畫，我們跟野生動物保育主管單位林務局

洽談，即將透過保育論壇的 

舉辦，邀請全國各界的學者專家共同來為草鴞的

命運和保育工作把脈。草鴞的保育工作是一件長

期又困難的挑戰，而且是耗費金錢和人力的！為

了不受政府預編列算的限制，我們需要更多人的

支持和捐款，以確保研究保育計畫可以持續進

行。草鴞保育行動所需的經費每年約為 50-100 萬

元，初步階段至少需要 3-5 年，所需經費約為 300

萬-500 萬。有了這些經費，我們可以： 

1.進行野外調查：瞭解現有野外族群量、瞭解威

脅其生存之原因。 

2.收容、救助受傷或上網的個體，加以野放，補

充野外族群。 

3.進行教育宣導，讓更多人瞭解草鴞的珍貴與人

類的關係，降低滅鼠週的毒鼠對草鴞個體的危害。 

4.展開保育行動，進行棲地的營造與族群復育。 

從水雉復育成功的案例，我們相信： 

圖左：草鴞面臨的危機，死在巢區的草鴞幼鳥，吃到中毒的老鼠可能是造成草鴞滅絕的最後一根稻草！ 

圖右：草鴞生存在惡地形的草生地環境中，調查人員必須在沒有路徑的高草灌叢中尋找牠的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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