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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到「禽」來 

－智慧型「鳴禽類速查檢閱表」觀念和技術的建立與應用 

摘  要 

本研究透過一種新的嘗試，將鳴禽類識別、檢索技術與行動科技產品相互結合，其中把

鳴禽類識別技術中記憶的部份，採用科技軟體、硬體的方式加以改善或減輕負擔，將以往厚

重繁複的書籍及圖鑑，改以只需要攜帶一個電子化、可速查的鳥類圖鑑，就可親身接觸並在

自然環境下進行體驗及學習，相信這樣的方法與應用，對於推廣生態教育及生物資源調查，

或是用於校園互動式教學，有所助益；進而增進自然與人類的互動與接觸，而體會生命的可

貴，讓人們共同珍惜這塊土地，並了解鳥類保育的重要，使它不遭受破壞，讓台灣土地上的

所有生物能夠擁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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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賞鳥人士逐漸的增多，因為他們的呼籲及行動，而影響了許多尚未領略鳥類之美

的人們，與他們一同至台灣的各個角落學習觀賞鳥類，或是就近欣賞出現於我們周圍的鳥類，

而喜愛鳥類的我們，雖然無法購買專業的賞鳥設備，但我們會利用時間悠遊於校園，去尋找

那些隱藏在樹叢間飛舞的小精靈；或者是，在回家的路途中，因為鳥鳴聲而駐足，藉由觀察

與欣賞，近而能更親近與了解鳥類。因此，促使我們有動力做這份「鳴禽類速查檢閱表」，希

望替喜愛鳥類的人在學習鳥類識別過程中，減少困難部分、增加欣賞的樂趣，讓每個有興趣

的初學者都能成為小小「鳥」專家。 

    賞鳥者的識別能力要達到一定的水準，熟能生巧的學習是很重要的，雖然其中沒有太高

深的技巧，但最難能可貴的，是這種識別能力的維持、推廣與精進。賞鳥者在密集學習或是

全力投入的情況下，有了不錯的成效，但日後久未接觸或疏於加強，識別能力又迅速地回到

「鳥兩相忘」的原點，使得有興趣的學習者，因而卻步；而學習鳥類分類與識別的能力，與

從事自然生態活動、工作的熱誠與認同常常是同向消長的，也就是說，多接觸自然生態，必

定有助於鳥類分類或鳥類識別能力的提升；知道所接觸到的鳥類名稱，進而能推廣或使用於

自然生態相關活動！ 

    進而言之，鳥類識別的技術其實大致可以區分為認知(定義)、記憶、分辨三個部分，例

如要認識大冠鷲嘴喙部分的特徵，首先要「知道」什麼是鉤狀喙以及大冠鷲擁有這樣的嘴喙

特徵，「記下」這樣的特徵與對應的形狀，當看到實物或照片時能「分辨」它和其他的嘴喙形

狀特徵有何不同，再加上其他特徵的歸納，判斷出眼前的這一隻鳥類為大冠鷲，在學習及應

用上，可說是認知、記憶、分辨這三者的綜合表現。製作這份「鳴禽類速查檢閱表」，目的是

想要簡化學習者的鳥類分類與識別學習的過程，並且能夠更加快速的尋找出此種鳥類的特

徵、習性等……；在進行生態教育及生物資源調查時，「鳴禽類速查檢閱表」可以減少使用厚

重的書或圖鑑翻找，書與圖鑑的翻找查詢不但花費較多時間，也可能錯過在自然環境中觀察

鳥類生態和其他鳥類活動的機會；同時「鳴禽類速查檢閱表」運用時能與科技產品互動，亦

可增加學習的樂趣。如何藉助既有電腦軟體與日新月異的行動科技，進行鳥類生物識別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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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將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能建立並應用「鳴禽類速查檢閱表」的觀念與技術，將試驗對象顏色、特徵、

分布，依分項建立於試算表軟體 Excel 表格中，並應用於行動科技設備如筆記型電腦與帄板

電腦，透過使用者現場檢閱查詢活動，得知對象鳥類的名稱、特徵、棲息環境、習性及鳴聲。

加快初學者對於鳥類的認識與學習，並加深學習的印象，讓初學者不覺得學習鳥類分類與識

別是件麻煩困難的事情；這樣「即時」學習回饋，除了能立即得知正確的結果，還能增加生

態教育之樂趣及用於生物資源調查。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筆記型電腦（附 Excel 軟體） 

二、帄板電腦（附 Excel 軟體） 

三、數位相機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這次的實驗，大致上是將鳥類識別的原則、檢索技術與行動科技產品三部分結合應用，

選定台灣地區週遭較常見鳥類二百多種為試用的對象，現今總共建立了 255 種鳥類的資料

庫，將此三部分的方法應用分述如下： 

一、鳥類特徵描述  

此次試驗的鳥類特徵敘述方面，先採體型及大致體色，再來是鳥類的羽色，最後才為棲

息地，因為鳥類的蹤跡，有時聞聲而不見影，見到時有時也只是一閃即逝，所以我們先從鳥

類外在的重點當成速查的標準，以下為所採用特徵項目與描述： 

     （一）體型：分成大型鳥、中型鳥、小型鳥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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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體色：看起來大致的顏色。 

     （三）嘴喙顏色 

     （四）嘴喙形狀：粗厚短喙、扁帄喙、匕首狀、薄細尖喙、鉤狀喙、錐形喙（圖 1）。 

 

圖 1. 鳥喙的形狀（方偉宏，2010） 

     （五）頭羽顏色：見圖 2 

     （六）頸羽顏色：見圖 2 

     （七）過眼線顏色：見圖 2 

     （八）耳羽顏色：見圖 2 

     （九）背羽顏色：見圖 2 

     （十）肩羽顏色：見圖 2 

     （十一）飛羽顏色：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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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胸羽顏色：見圖 2 

     （十三）腹羽顏色：見圖 2 

     （十四）腰羽顏色：見圖 2 

     （十五）尾羽顏色：見圖 2 

     （十六）脛部顏色：見圖 2 

     （十七）跗蹠顏色：見圖 2 

     （十八）眼睛顏色：見圖 2 

 

圖 2. 鳥類部位名稱（方偉宏，2010） 

     （十九）棲息地（圖 3） 

          19-1、海岸是否有出現 

          19-2、河口是否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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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濕地是否有出現 

          19-4、湖泊是否有出現 

          19-5、溪流是否有出現 

          19-6、農耕地是否有出現 

          19-7、帄地是否有出現 

          19-8、帄地草叢是否有出現 

          19-9、帄地灌木叢是否有出現 

          19-10、帄地闊葉林是否有出現 

          19-11、低海拔是否有出現 

          19-12、中、低海拔是否有出現 

          19-13、中海拔是否有出現 

          19-14、中、高海拔是否有出現 

          19-15、高海拔是否有出現 

 

圖 3. 海拔高度與鳥類分布圖（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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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為什麼第一項就採用體型大小呢？很簡單的，體型的分類是很明確的，總不會有人

看到大冠鷲，把牠說成是和麻雀一樣的大小吧！所以先以體型來做為分類的第一項，又大型

鳥的標準為：體長 35 cm 以上，中型鳥為 20～30cm，則小型鳥的標準為 20cm 以下。 

    第二項的體色，是用大致的體色，鳥類在天空飛行時或是在遠處，我們無法很清楚精確

看見鳥類的身上的體色，所以採用大致體色。 

    第三項及第四項，是嘴喙的選擇，這是因為我們發現有些時候嘴喙比頭部的羽色要來的

容易辨識，例如：在鳥飛行時，我們一定看得到牠的嘴喙，然而頭羽顏色呢？在牠們飛翔時，

因為速度造成的視覺差異有可能會造成判別上的誤差，故嘴喙的顏色及形狀，排在羽色之前，

而嘴喙依構造及其功能又分為：1.粗厚短喙、2.扁帄喙、3.匕首狀、4.薄細尖喙、5.鉤狀喙、

6.錐形喙等六項。 

    接下來我們的第五項、第六項……到第十五項皆為鳥類身體各部份羽毛的顏色，從頭到

尾，涵蓋了頭羽、頸羽、過眼線、耳羽、背羽、肩羽、飛羽、胸羽、腹羽、腰羽及尾羽等。 

    第十六項脛部顏色、第十七項跗蹠顏色，水鳥類較明顯，第十八項眼睛顏色，可以從近

距離觀察來確認。 

    第十九項棲息地，又分為十五個小點，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在點選第三項棲息地時，假

如說我們今天看到的地形是在「海岸」，我們點選海岸時，它就只會出現海岸的項目，然而若

是有些鳥類的棲息地為「海岸」、「河口」兩項，它就顯示不出來，所以就把每個選項提了出

來，如此不僅可以做到精確查詢的結果，也可以順便了解到這個鳥類是否會出現在其他的地

點。 

二、行動科技的應用 

    現今人們對行動科技產品的應用已算是相當普及，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手持電腦等

設備的功能也漸趨強化與多樣化，產品的開發也增進了應用上的整合。此次試驗即使用了筆

記型電腦與具有 Excel 功能的帄板電腦。這些行動科技設備對於必頇常常進行現場學習的生

態教育與資源調查有著極大的開發潛力。 

我們建立鳴禽類檢閱速查表，按照上述特徵，填入算是相當普及的 Microsoft Office 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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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軟體 Excel 分項 34 欄，鳥種名填入第一欄，再由欄與列對應到的儲存格輸入適當的特徵描

述並進行現場測試。 

原先構想建立一套將檢索表電子化的「走圖式」選單，也就是在檢索系統排定之後，用

特徵描述的分類上有一個固定的順序，例如先用大型鳥、中型鳥、小型鳥區分，再用體色、

嘴喙、鳥羽顏色、棲息地…等等，依此順序找到所要知道的鳥種，因此規劃採用 Excel 軟體

中的「資料」選單中的「排序」功能協助，但在實際進行製作的過程中，發現同為「資料」

選單中的「篩選」功能，有著更彈性、方便、快捷的效果，它可以讓使用者依照自身的觀察

或是現實狀況，自行決定所要使用特徵的順序，例如 A 使用者以體型大小、頭羽顏色、飛羽

顏色、跗蹠顏色…的順序逐步「篩選」，B 使用者則可以嘴喙形狀、嘴喙顏色、棲息地…的順

序，C 使用者可用最先觀察到的羽色來篩選，找到所要知道的鳥名與資料。 

    另外，在 Excel 的鳥種對應特徵簡易資料庫中，此次試驗在「鳥名」一欄每個儲存格以

「超連結」方式，連結到「鳴禽類」電子資料庫，一方面以資料庫中的照片或圖片來檢查所

查出鳥種是否正確，另一方面，還可以依照新獲取的資訊增加其內容，如此，當使用者依特

徵查到鳥種之後，還可以進一步「當場」、「即時」對鳥類有更多的了解，例如更詳盡的生態

習性、出現季節、鳥鳴聲、生態意義、相關特徵等。 

伍、研究操作 

本研究設計並測試了一套「鳴禽類速查檢閱表」的觀念與技術，將試驗對象鳥類的特徵

描述依分項建立於試算表軟體 Excel 表格中（圖 4），置入「篩選」檢索功能，設定了 255 種

鳥類及 34 項特徵用以檢索查詢鳥類的品種名稱，並應用行動科技設備筆記型電腦與帄板電

腦，透過使用者現場檢索查詢，得知對象鳥類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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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鳥類速查檢閱表一覽 

今再以兩種欲查明的鳥種舉例說明： 

    一、紅嘴黑鵯： 

    1.觀察者先看到一隻鳥類，有著紅色的嘴喙（圖 5），在第三選項「嘴喙顏色」選擇「紅

色」（圖 6），並檢視結果（圖 7）。 

 

圖 5. 看到一隻不知名的鳥類有著紅色嘴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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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在第三選項「嘴喙顏色」選擇「紅色」 

 

 

圖 7. 檢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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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再來看到跗蹠顏色（圖 8），依第十七選項「跗蹠顏色」選擇「紅色」（圖 9），並檢視

結果（圖 10）。 

 

圖 8. 看到的鳥類跗蹠顏色為「紅色」 

 

 

圖 9. 在第十七項跗蹠顏色，選擇「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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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檢視第十七選項「跗蹠顏色」為「紅色」的結果 

    3.再來依看到鳥類的頭羽顏色為黑色（圖 11），在第五項「頭羽顏色」選擇「黑色」（圖 

      12），並檢視結果（圖 13）。 

 

圖 11. 看到鳥類的「頭羽顏色」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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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在第四項「頭羽顏色」選擇「黑色」 

 

圖 13. 檢視第四項「頭羽顏色」選擇「黑色」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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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看到鳥類的頸羽顏色為黑色，第六項「頸羽顏色」選擇「黑色」（圖 14），並檢視結果

（圖 15、圖 16）。 

 

圖 14. 在第六項「頸羽顏色」選擇「黑色」 

 

圖 15. 檢視第六項「頸羽顏色」選擇「黑色」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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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檢視結果 

    5.點選鳥種超連結(圖 17)，進入資料庫檔案(圖 18)。 

 

圖 17. 點選鳥種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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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連結進入資料庫檔案 

    6.確認鳥種名稱(圖 19)，並檢視檔案中的資訊(圖 20、圖 21)。 

 

圖 19. 確認鳥類名稱，結果為紅嘴黑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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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點選語音檔播放 

 

圖 21. 聽聞紅嘴黑鵯的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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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藍翅八色鶇 

    1.首先觀察到一隻色彩鮮豔的鳥類(圖 22)。 

 

圖 22. 一隻色彩鮮豔的鳥類 

    2.看到嘴喙顏色為黑色，在第三項「嘴喙顏色」選擇「黑色」(圖 23)，並檢視結果(圖 24)。 

 

圖 23. 在第三項「嘴喙顏色」選擇「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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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檢視第三項「嘴喙顏色」選擇「黑色」的結果 

    3.嘴喙形狀為粗厚短喙(圖 25)，在第四項「嘴喙形狀」選擇「粗厚短喙」(圖 26)，並檢視

篩選結果(圖 27)。 

 

圖 25. 看到嘴喙形狀為粗厚短喙，所以在第四項「嘴喙形狀」選擇「粗厚短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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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在第四項「嘴喙形狀」選擇「粗厚短喙」 

 

圖 27. 檢視第四項「嘴喙形狀」選擇「粗厚短喙」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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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跗蹠顏色為紅色(圖 28)，在第十七項「跗蹠顏色」選擇「紅色」(圖 29)，並檢視篩選結

果(圖 30、31)。 

 

圖 28. 看到跗蹠顏色為紅色，所以在第十七項「跗蹠顏色」選擇「紅色」 

 

 圖 29. 在第十七項「跗蹠顏色」選擇「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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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檢視第十七項「跗蹠顏色」選擇「紅色」的結果 

 

圖 31. 檢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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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點選鳥種超連結(圖 32)，進入資料庫檔案(圖 33)。 

 

圖 32. 點選超連結 

 

圖 33. 連結進入資料庫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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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確認鳥種名稱(圖 34)，並檢視檔案中的資訊(圖 35、圖 36)。 

 

圖 34. 確認鳥類名稱為藍翅八色鶇 

 

圖 35. 點選播放鳥類的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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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播放聲音 

根據這樣的特徵檢索，相當有彈性地依不同使用者的個別觀察優先順序，逐步篩選的結

果，皆能透過數個步驟查詢到所要獲知的對象鳥類名稱。 

陸、研究探討 

這次「鳴禽類速查檢閱表」的試驗材料以生活週遭環境常見的鳥類為主，合理的預測，

它的應用具有很大的延伸性，但是此次亦是初步嘗試，可以改善的空間也很大。當我們將鳥

類特徵輸入資料庫時，就發現了許多「特徵描述」選擇上的問題，例如鳥類的體色，綠繡眼

的體色屬於綠色，鵠的體色屬於白色，這種特徵明顯、確切者較容易建立「描述」，但有一些

鳥種體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對不同的資料建立者與使用者來說，都可能有著不同的結果，例

如：鉛色水鶇，有些人認為牠是寶藍色，但亦有人認為牠是鉛色，因此，鳥類特徵描述的精

準、易懂與明顯，將是此項技術應用成效提升的關鍵因素。 

而在特徵項目的選擇上，除了涉及上述「質」的問題，也涉及一個「量」上的數學問題，

也就是說，如何用最少的特徵項目，達到最快的選擇結果，這本身的設計也是降低繁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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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途徑之一。舉例來說，以二分法（如其棲息地是否為海岸）的特徵檢索系統，如果要

識別五百多種鳥類（台灣），則選取 9-10 項特徵描述就已足夠區分岀幾乎所有的鳥類（2
9
=512，

2
10

=1024）。 

    另外隨著科技進步與經濟成本的考量上，「鳴禽類速查檢閱表」的技術層面亦有很大的開

發空間。例如在行動科技產品成本更低、更普及時，利用鳥類生物與環境互動的性質（例如

食物種類、棲息地、鳥鳴聲），這些都可用作「辨識」鳥類生物的「特徵」，而其中一項重大

的努力方向，將是這些特徵，如何配合原有的分類系統發揮作用，例如棲息地是否分辨「物

種」而非「個體」的不同。 

    目前的鳥類互動式搜尋方式，幾乎都著重於「個體」的資料建立，例如將「個體」植入

晶片，藉由晶片感應方式與資料庫連接，但此方式只適用於封閉型之環境（動物園、鳥園），

同時也缺乏賞鳥者主動方面認知性的學習，更別提及對鳥類侵入性的晶片植入與人力的耗

費；而「鳴禽類速查檢閱表」之應用，則更能解決這些面向的問題。 

柒、結論 

    現在的科技日新月異，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雖然我們不是專業的生態人員，

然而我們仍然希望藉由這些工具能夠有助於了解這些生物。當然，鳥類知識的來源隨處可得，

但如何判斷其是否為正確無誤的答案，仍然需要靠智慧與經驗的運用。 

    富涵文化意義的生態教育推廣，自當靈活、廣泛、積極地應用各種新事物，達成「科技

生活融入自然生態，自然生態啟發科技生活」的目的。除了從「垂直思考」的角度不斷提升

生態理論與研究的深度，從「水帄思考」的方向，應用已成熟、普及的技術與產品，創造它

們在生態學習與實物的「新價值」，亦是不容忽視的工作。 

    由這份「鳴禽類速查檢閱表」可知，分類是生態學習中非常重要的一門技術與學問，此

次智慧型「鳴禽類速查檢閱表」觀念和技術的建立，期能透過行動科技、分類檢索的結合與

輔助，增進這門技術與學問的發展，促使學習者與使用者更能認識自然，親近自然。 

    藉由此份「鳴禽類速查檢閱表」的建立，而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近自然界中的鳥類，



 

 27 

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機會，也許無法完全了解鳥類的種類及特性，但對於鳥類仍然有初步的認

識，看見我們自力所建立的資料庫，才了解原來有很多的鳥類都是保育類動物，希望藉由我

們的呼籲，能夠有更多的人重視鳥類的保育，為台灣這個寶島留有更多值得驕傲的物種。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方偉宏（1998）。台灣鳥類全圖鑑。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行政院（1990）。台灣鳥類（I）。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李立國（1997）。苗栗縣野鳥風情錄。苗栗縣：苗栗縣政府。 

姚正得、廖煥彰（2009）。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鳥類導覽。台北市、南投縣：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梁皆得（2008）。觀鳥金門。金門縣：金門縣政府。 



【評語】091406 

1. 團隊合作表現突出。 

2. 實驗成果可實際應用於鳴禽類之快速檢索。 

3. 實驗進行分類之方法較欠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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