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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黑冠麻鷺之繁殖行為研究 

壹、 摘要 

黑冠麻鷺分佈於台灣低海拔山區、平地，屬不普遍留鳥。本報告研究棲息於本校的黑冠

麻鷺繁殖行為。 

我們分析巢材、巢位的選擇性。於巢旁架設針孔紅外線攝影機，對黑冠麻鷺進行 24 小時

錄影觀察；架設溫濕度記錄器，紀錄巢的溫濕度變化。 

我們研究 2003 年的生殖季，內容包含「巢位分析」、「巢材分析」、「親鳥孵卵行為」與「親

鳥育雛行為」四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巢位在枝幹交叉處，有濃密枝葉遮蔽，隱密性佳； 

巢材會依巢的內外、上下層需要，選擇適當粗細長短之樹枝；親鳥孵卵行為在產卵期與孵卵

前期以雄鳥為主，孵卵後期趨於平均分配，顯示親代付出因性別而有差異；滾蛋行為隨溫濕

度起伏而變。育雛行為方面，親鳥的餵食次數隨雛鳥成長而漸增；幼雛排糞次數隨餵食次數

增加而增加；親鳥離巢覓食的空巢時間隨幼雛的食物需求提高而增加，顯示氣候因子影響親

鳥的覓食效率，進而影響幼雛存活率。 

本生殖季首次繁殖的四隻幼雛皆順利成長並飛離本校；第二次成功繁殖中，一隻幼雛夭

折，推論因氣候乾熱，造成餵食的蚯蚓減少所致。未來本研究可分析兩巢育雛行為比較及蚯

蚓受氣候的族群變化，以更深入瞭解影響本種鳥類育雛的因子。 

 

貳、研究動機 

高中基礎生物課程：「個體與族群」探討族群的穩定與環境互動，提到生物族群的繁殖潛

能可與環境抗力達平衡。但人為干擾，將降低族群之生殖成功率，易使該族群趨於滅絕；「人

類和生物圈」詳述人類活動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強調保育觀念的建立。尤在棲地日趨減少，

綠地都市化的今天，野生動物只能利用都市中的綠地。公園、校園，成為都市生態中極重要

的野生生物生存空間。若對生存於都市中的生物更加認識，便能為都市生態的保育工作盡一

份心力。 

我們研究的對象是出現在本校校園中罕見的黑冠麻鷺，根據專家們研究，牠們主要分布

於亞洲南部，在台灣只有在海拔 2000 公尺以下的闊葉林及干擾較少的山坡開墾地才偶爾可見

（姚正得，1999、2002）。 

2002 年 8 月發現校園有黑冠麻鷺出沒（附圖 1.、附圖 2.），此種鳥類具稀有性與特殊食

性。雖非農委會公告的保育鳥類，但我們希望藉研究其生殖行為，對都市棲地的生態有更深

的認識，進而協助推展都市生態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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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包含黑冠麻鷺巢位、巢材的選擇偏好，成果對未來在校園從事綠地規劃時，可供

建議以保留對其繁殖有益的樹種，避免過度修剪花木，保留樹枝長度或粗細的歧異度，以提

供適宜的築巢環境。此外可瞭解環境因子如何影響牠們的繁殖行為，亦可供未來都市環境適

當規劃的建議，讓黑冠麻鷺的族群數量獲得保障。 

 

參、研究目的 

一、 分析築巢的位置、樹種，與在樹冠層的分佈情況。 

二、 分析巢材樹枝長短、粗細與其在巢中位置分佈的關係，探討親鳥擇巢材的偏好。 

三、 分析兩親鳥窩巢時間長短差異（附圖 3.），探討親代付出的差異性；分析滾蛋行為（附

圖 4.），探討在不同溫濕度下的行為表現差異；探討親鳥於孵卵過程中的補巢行為變

化。 

四、 分析親鳥的餵食次數、雛鳥排糞次數、親鳥外出覓食離巢時間等差異，探討上述行為

與環境因子的關係。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防水型夜間紅外線、針孔攝影機（附圖 5，附圖 6.） 
二、錄放影機三台 

三、錄影帶 

四、溫、濕度自動記錄器各一具（附圖 7、附圖 8） 

五、游標尺一具 

六、皮尺一條（長 100 cm）、捲尺一具（長 50 公尺） 
 

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巢位分析 

（一）記錄築巢樹種。 

（二）以皮尺測量巢與樹木的相關位置。 

二、巢材分析 

拾回鳥巢(附圖 9.)，將巢分為上、中、下三層，依內徑均分為內、中、外三層。測

量、記錄不同長度、粗細的樹枝在巢中的分層情形。方法為： 

(一) 長度：測量樹枝的長度，記錄其位置、分層。 

(二) 直徑：測量樹枝的直徑，記錄其位置、分層。 

三、親鳥之孵卵行為 



觀看影帶，紀錄孵卵期間雌鳥與雄鳥的補巢、滾蛋、換班等行為。將孵卵期分為

產卵期、孵卵一期、孵卵二期與孵化期等四階段，紀錄各階段行為，包含親代付出、

滾蛋次數、補巢次數等。 

四、親鳥餵食行為 

將育雛行為分為孵化期、育雛前期二階段，並紀錄兩階段之行為，包含親鳥餵食

次數、幼鳥排糞行為、親鳥離巢時數等。 

五、溫濕度記錄 

以溫濕度自動記錄器每 15 分鐘記錄巢旁之溫濕度，比較兩巢各期溫溼度變化。 

 
陸、研究結果 

一、巢位選擇 
第一巢                  第二巢                  第三巢 

單位：公分 

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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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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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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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黑冠麻鷺巢位圖。三巢皆擇正榕為築巢樹種，築於樹幹的交叉處，離地皆 7 公尺以上，

而巢位於樹幹與樹緣之中央，覆有茂密枝葉。 
 
二、巢材分析 

(一) 巢材樹枝直徑分析 

巢材依直徑區分為粗中細三種：細：直徑≦3.16mm；中：3.16mm＜直徑≦5.42mm；

粗：5.42mm＜直徑≦11.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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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不同直徑樹枝在巢之上下分層數量比較圖。細樹枝在巢上層佔百分比最高；中粗型樹

枝在中層佔百分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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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不同直徑樹枝在巢之內外分層數量比較圖。巢外層以粗樹枝為主；巢中層以細樹

枝為主；巢內層以細樹枝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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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不同直徑樹枝在巢中上下分層比例圖。細樹枝主要分布在巢中、下層；中粗型 
主要在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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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不同直徑樹枝在巢內外分層比例圖。粗樹枝主要在外層；中型樹枝主要在中

內層；細的樹枝主要分布在中上層。 
 

(二) 巢材樹枝長度分析 

巢材依長度分為短中長三種：短：2.09cm≦長度≦24.10cm；中：24.10cm＜長度≦

44.20cm；長：44.20cm＜長度≦82.40cm 
 
 

 

                                 

 

 

 

圖 6. 不同直徑樹枝在巢之上下分層比較圖。短樹枝主要在巢上層。長樹枝在巢

下層所佔百分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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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不同長度樹枝在巢內外分層數量比較圖。 中、長樹枝主要在巢外層；

中層所佔比例：中<長<短；內層所佔比例：長<中<短。 
 
 

 5

 
 

 

                           

   

上層

短

77%

中

18%

長

5%

中層

63%

31%

6%

下層

71%

21%

8%

短

中

長

 

 
 

圖 8. 不同長度樹枝在巢中上下分層比例圖。長樹枝主要在巢中、下

層。短樹枝在巢中所佔比例：中層＜下層＜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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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不同直徑樹枝在巢中內外分層比較圖。短樹枝主要在巢

中、內層；中長樹枝主要在巢中外層；長樹枝主要在巢中、外

層。 
 

三、孵卵行為 
（一） 親代窩巢行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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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第一巢親鳥連續孵卵總時數比較圖 (單位：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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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第一巢親鳥孵卵時數分期比較圖。產卵期的窩巢時數雌鳥大於雄鳥；

孵卵期一，雄鳥大於雌鳥；孵卵期二，公鳥小於雌鳥；孵化期，雄鳥大於雌

鳥。整個孵卵期，雄鳥大於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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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第三巢親鳥孵卵總時數比較圖 (單位：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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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第二巢親鳥孵卵時數分期比較圖 

 

圖 12.、圖 13.顯示：產卵期窩巢時數雌鳥大於雄鳥；孵卵期一、二與孵化期，雄鳥大

於雌鳥。整個孵卵期雄鳥大於雌鳥。 
 

（二）滾蛋行為比較 

1. 第一巢之滾蛋行為分析 
(1)產卵期之親鳥滾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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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第一巢產卵期之滾蛋次數分析圖 （單位：次） 

（2）孵卵期一之親鳥滾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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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第一巢孵卵期一滾蛋次數分析圖（單位：次） 
 
＊ 註：自第一巢孵卵期二後（4/2~），本研究始裝設溫溼度自動紀錄器，因而未取得第一巢產

卵期至第一巢孵卵期一（3/19~4/1）溫溼度數據；同時在某些滾蛋次數圖表中，缺乏數據，

此因錄影儀器故障所致。 

 7



（3）孵卵期二之親鳥滾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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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孵卵期二之親鳥滾蛋次數分析圖（單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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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第一巢孵卵期二之溫溼度趨勢圖（單位：％／℃）。顯示：4/3，

4/4、4/8、4/9、4/12 滾蛋次數偏低，溫度低、溼度高；4/5-4/7 滾蛋次

數最高、溼度低、溫度高。 

 

(4). 孵化期之親鳥滾蛋行為 

0

5

10

15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4月17日

    

0
20
40
60
80

100

4月
14

4月
15

4月
16

4月
17

15
20
25
30
35
40

 
圖 18.第一巢孵化期滾蛋次數統計圖（單位：次） 圖 19.第一巢孵化期溫溼度趨勢圖：（單位：％／℃） 
 

本期前二天，氣溫低，溼度維持 100﹪，滾蛋次數降低；後兩天氣溫回升，濕度變

化回穩，次數理應增加，但發現滾蛋次數降至極低，我們認為可能是因接近孵化最

後階段，未孵化蛋數量少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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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巢之滾蛋行為分析 
(1)產卵期親鳥滾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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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第三巢產卵期滾蛋次數分析圖           圖 21.第三巢產卵期溫溼度趨勢圖 

（單位：次）        （單位：％／℃）  

 
6/19 至 6/20 天氣不穩定，滾蛋次數偏低；6/22 天氣穩定，滾蛋次數偏高。 

 
（2）孵卵期一之親鳥滾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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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第三巢孵卵期一之滾蛋次數統計圖（單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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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第三巢孵卵期一之溫溼度趨勢圖：（單位：％／℃） 
 

本期溫溼度規律穩定，滾蛋次數平均，無明顯起伏。 
 

（3）孵卵期二之親鳥滾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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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第三巢孵卵期二之滾蛋次數統計圖：（單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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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第三巢孵卵期二之溫溼度變化趨勢圖：（單位：％／℃） 
 

本期滾蛋次數均高；此階段已邁入夏季，溫、溼度穩定，溫度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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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第三巢孵化期滾蛋次數統計圖（單位：次）  圖 27. 第三巢孵化期溫溼度變化圖：（單位：％,℃） 

本期天氣穩定，滾蛋次數偏低。 
 
 3.兩巢各階段溫溼度變化與滾蛋次數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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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第一巢與第三巢滾蛋平均次數比較圖（單位：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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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蛋次數比較：第三巢大於第一巢；第三巢各期溫度都較第一巢高，溼度則

比第一巢低；兩巢孵卵期二均最高。 
 

（三） 補巢行為比較 

1. 第一巢補巢次數分析 
(1) 產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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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第一巢產卵期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本期補巢次數呈現不穩定變化。 
(2) 孵卵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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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第一巢孵卵期一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本期補巢次數呈不穩定變化。 

(3) 孵卵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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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第一巢孵卵期二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本期補巢次數明顯增多。 

(4) 孵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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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第一巢孵化期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本期補巢次數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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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巢補巢次數分析 
(1) 產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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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第三巢產卵期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本期補巢次數明顯遞增。 
 

(2) 孵卵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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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第三巢孵卵期一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 。本期補巢次數明顯較高。 
 

(3) 孵卵期二 

11 12

31
26

15
10

19
23

18
23 23

0

10

20

30

40

7/4 7/5 7/6 7/7 7/8 7/9 7/10 7/11 7/12 7/13 7/14

 
圖 35. 第三巢孵卵期二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本期補巢維持較高次數。 

(4) 孵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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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第三巢孵化期補巢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天)。本期補巢次數維持較高次數，與第一

巢在本期會明顯降低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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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鳥的餵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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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第一巢不同時段親鳥回巢餵食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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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第三巢不同時段親鳥回巢餵食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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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第一巢育雛前期溫濕度趨勢圖（單位：%,℃）圖 40.第三巢育雛前期溫濕度趨勢圖（單位：%,℃） 

表 1. 兩巢不同時段親鳥每次回巢平均餵食次數統計表（單位：次） 
 孵化期 育雛前期 

巢 總次數 平均次數 標準差 總次數 平均次數 標準差 
第一巢 17 0.85 0.88 93 2.58 1.57 
第三巢 16 0.80 0.70 69 2.16 1.65 

 
比較兩巢，親鳥回巢餵食次數皆隨幼雛逐漸成熟漸增；親鳥回巢以上、下午為主；

育雛前期第一巢每天回巢餵食次數明顯多於第三巢，且每次回巢後的平均餵食次數

第一巢(2.58)也明顯高於第三巢(2.16)；而第三巢育雛前期天氣比第一巢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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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第一巢不同時段親鳥每次回巢平均餵食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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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第三巢不同時段親鳥每次回巢平均餵食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 
比較兩巢，第一巢各時段親鳥每次回巢平均餵食次數大於第三巢。 

(三) 雛鳥排糞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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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第一巢不同時段幼雛排糞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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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第三巢不同時段幼雛排糞次數統計圖 （單位：次） 
比較兩巢，餵食次數多，幼雛排糞次數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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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親鳥外出覓食離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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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第一巢空巢時間統計圖 （單位：次） 圖 46. 第三巢空巢時間統計圖 （單位：次） 
 

比較兩巢，空巢時間育雛前期皆大於孵化期，育雛前期第三巢大於第一巢。 
 
柒、討論 

一、巢位選擇 
根據學者研究，黑冠麻鷺會選擇樹形高大、枝葉茂密的樹為築巢樹種，並以該樹種的

樹枝為巢材。築巢樹種是否夠隱密以避天敵是繁殖成功的重要變因。鳥類選擇具特定微氣

候的巢位以避惡劣天氣侵襲，供卵和幼雛調節體溫的良好環境（姚正得，2002）。 
本研究顯示，黑冠麻鷺三次築巢的樹種皆為正榕（Ficus microcapa），研究過程亦發現

許多他種鳥類也選擇這種樹為築巢樹種，推測其樹形高大，枝葉茂密，符合一般鳥類需求。

正榕是學校常見樹種，但近來很多學校為求美觀、整理方便，常栽種葉片少、較矮小的樹

種；本研究顯示正榕或類似樹種較利於提供都市鳥類良好的築巢環境。 
黑冠麻鷺選擇位於樹主幹與樹緣中央築巢。推論：遠離主幹可避免捕食者接近，大型

巢需強壯枝幹支持，離主幹遠會不穩，為求平衡而擇中央位置。建議校園修剪樹木時，應

考慮當地生物需求。此外，巢離地至少 7 公尺，應是高處有助躲避地面捕食者或人為干擾。 
 

二、巢材選擇 
黑冠麻鷺的巢為平台狀盆型巢，巢材以棲地附近易得樹枝為主。實驗中的巢皆以枯乾

枝條為材；建議清理校園不應去除所有枯枝，否則會減少鳥類巢材來源。 
我們研究巢的架構，探討不同外型樹枝在巢內不同分層所佔比例，藉以瞭解巢材選擇。

根據實驗結果：巢上層以細短樹枝為主；下層以長樹枝為主；內層以細短樹枝為主；外層

以粗長樹枝為主；巢中層以細短樹枝為主。 
上層以細短樹枝為主，推測與舒適度有關。細樹枝柔軟有彈性，有助親鳥長時間窩巢。

而短細樹枝對幼雛較舒適安全，可避免其被刺傷。且結構緻密，保暖性佳，有助維持卵的

溫度。內中層以細中樹枝為主，增加巢的密實度，鳥巢須夠堅實足以在幼鳥長大後還可撐

住牠們，而巢中的卵不至於自樹枝間隙掉落（艾登堡，2003）。巢外、下層以中長樹枝為主，

推測此可強化巢的結構，支撐巢體。 



 16

 
三、孵卵期親鳥之行為 

(一) 親代付出 
兩次繁殖過程中，雄鳥窩巢總時數皆大於雌鳥。剛產完卵的雌鳥窩巢時數低於雄鳥，

推測雌鳥耗費大量能量於產卵，產後需增加覓食以補充能量，此時雄鳥須負擔孵卵責任。

孵卵期二，雌鳥體能漸恢復，親鳥窩巢時數趨於平均分配。孵化期間，親鳥換班次數較

頻繁，在巢中持續時間大幅縮短，推測此改變是因剛孵出的幼雛食物來源都依賴親鳥，

食物需求量隨孵出幼雛數增加而上升，同時又為補充窩巢時所耗體力，令食物需求量驟

增，因此交班頻繁且持續窩巢時數縮短。 

雄鳥窩巢總時數皆較雌鳥高，主要差異在產卵期到孵卵前半期。親鳥窩巢總時數的

差異，可能與親代付出有關。雌鳥在產卵上耗能大於雄鳥築巢的付出，因此雄鳥比雌鳥

有更多窩巢付出。當雄鳥窩巢的耗能大致與雌鳥相同時，孵卵工作便平均分配，以達親

代能量相同付出。 
 

（二）滾蛋行為 
滾蛋是指親鳥窩巢過程出現站立、以喙啄動卵，使其翻轉達卵各表面受溫均等的現

象。我們認為氣溫較高時，與親鳥腹面接觸的卵表面受溫較底面高，因此卵須常翻動；

當濕度增加甚至下雨，為避免卵失溫，親鳥減少滾蛋次數。比較兩巢各階段滾蛋次數及

環境溫溼度變化，發現溫度愈高、溼度較低時，親鳥滾蛋次數較頻繁；溫度較低、溼度

偏高時，滾蛋次數相對減少。證實環境溫溼度變化確與親鳥滾蛋行為密切相關。 
 
（三）補巢行為 

兩巢的孵卵期二皆有頻繁、穩定的補巢次數，推論越接近孵化期，親鳥以補巢行為

穩固巢，確保幼雛在孵化後有較堅實的巢。此外，第三巢不論各期皆較第一巢頻繁補巢，

推論有兩個可能原因：一是颱風因素，根據中央氣象局的紀錄，第三巢 6 月 16 至 18 日

有颱風路經台灣，而使巢的穩固性降低；二為巢附近擋風建築物的有無。第一巢旁有棟

學校的四層樓建築，可供巢避風之用(附圖 10.)，第三巢位處立在操場正中央的樹(附圖

11.)，缺乏建築物或其他大樹擋風，因此第三巢需較多的補巢行為穩固巢。 
 

四、育雛初期研究 
(一) 親鳥餵食行為 

黑冠麻鷺覓食餵雛的時間以白天為主，餵食次數隨幼雛的成長而有增加的情況，顯

示幼雛日見成熟，對食物量的要求明顯增加，因此親鳥必須增加覓食次數以應付雛鳥成

長所需。 
比較兩巢的氣候條件：第三巢天氣乾熱，此時蚯蚓不易在地表出沒，不利親鳥的補

食。第三巢的餵食總次數小於第一巢，且每次回巢餵食幼雛次數亦小於第一巢，反映第

三巢因乾熱氣候的影響不僅是餵食次數縮減，且每次餵食的品質亦降低，我們認為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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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候極不利幼雛的食物供應。由於第三巢中一隻幼雛在育雛期間死亡，由影片發現，

死亡的幼雛得不到親鳥餵食，生長發育落後，終致夭折。 
對於改善親鳥覓食效率，建議在天氣較乾燥時，適度增加草地的澆水量，保持泥土

潮濕，利於黑冠麻鷺親鳥捕食，而減少因餵食量不足造成幼雛夭折。 
(二) 雛鳥排糞次數 

兩巢幼雛的排糞次數無明顯差異，但較多的排糞次數皆出現於較多的餵食次數後。

較多的餵食次數，幼鳥獲得食物的機會與食物量隨之增加，因此有較高的排糞量。 
(三) 親鳥外出覓食離巢時間 

親鳥外出覓食而空巢的現象會隨雛鳥的成長而漸增，顯示親鳥在幼雛成長後，較大

的幼雛能自己產能維持體溫而不需親鳥的保溫，且幼雛越成熟，對食物的需求增加所致。 
經比較兩次繁殖過程的空巢時間可知，第三巢的空巢時間大於第一巢，顯見較乾熱

的氣候導致親鳥覓食困難度增加，親鳥需花更多的時間覓食才能供應幼雛的索食需求。 
 
捌、結論 

一、 巢位選擇 
巢皆築於樹枝交叉處，具穩固、支撐巢體的作用；遠離樹幹可躲避掠食者威脅；遠離

樹緣可避免陽光直曬，維持氣溫的穩定；巢上的茂密枝葉具隱密性。 
二、 巢材分析 

巢上層以細短樹枝為主，與柔軟度、密實性、及保暖有關，可避免卵或幼雛被刺傷，

且助親鳥長時間窩卵；巢的外、下層以粗長樹枝為主，支撐巢體，增加穩固性。樹枝的

長短粗細為親鳥築巢時的選擇依據。 
三、孵卵期親鳥之行為 

(一)親代付出 
兩親鳥窩巢總時間不同，與親代付出的平均分配有關。雌鳥產卵後大量耗能，

雄鳥須負擔起此時的孵卵工作；雌鳥體力逐漸恢復後，親鳥孵卵時數趨於平均。 
(二)環境因子對滾蛋次數的影響 

環境溫度高、溼度低時，親鳥的滾蛋行為頻繁；環境溫度低、溼度高時，親鳥

的滾蛋行為減少。 
(三)不同孵卵時期的補巢行為 

補巢受到天氣因子(如颱風)或巢位附近是否有遮蔽物影響，親鳥依卵的孵化程

度調整補巢次數，接近孵化期補巢次數頻繁、穩定。 
 

四、育雛初期研究 
親鳥隨幼雛的成長增加出外覓食、餵食的次數與時間，乾熱的天氣影響親鳥獲得

食物的機會，因而影響幼雛存活率；幼雛的排糞量反映獲得的食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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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圖 

     

 

 附圖 1. 生殖季時的黑冠麻鷺雄鳥       附圖 2. 正在捕食蚯蚓的黑冠麻鷺雌鳥

 

     
附圖 3. 孵卵中的黑冠麻鷺雄鳥              附圖 4. 滾蛋中的黑冠麻鷺雄鳥 

     
附圖 5. 防水型夜間紅外線攝影機             附圖 6. 高解析度針孔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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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溫度自動記錄器                     附圖 8. 濕度自動記錄器 

 

     

巢

附圖 9 . 黑冠麻鷺利用榕樹樹枝築之巢    附圖 10 . 第一巢的築巢位置，有建築物遮蔽 
 
 

 

巢 

附圖 11 . 第三巢之築巢位置，無建築物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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