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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調查研究針對南竿地區九個村莊所有家燕（Hirundo rustica）舊巢位的數量、毀損狀態、

建築物各因子對燕巢數影響、巢位下托物及保護物等做觀察探討。結果發現家燕巢數以介壽

村最多而每戶築一個巢比較多；家燕舊巢位的完整狀態以「完好」最多；家燕巢位以一樓為

主而壁面材質以水泥壁面為主，磁磚壁面亦高。屋簷長度並不會影響家燕築巢的選擇，同時

房屋有前下簷會造成家燕築巢數下降。在家燕築巢位置上比較喜歡選擇左右兩個直角，同時

會築巢在物品上以為依托，其中以電線、PVC 管為主，而托物對巢的毀損有降低的功能。燕

巢下保護物以紙板最多，其次木板，可避免髒亂。家燕屬於地區夏候鳥，在地區有一定的生

態角色的扮演，我們更要對牠多了解，進而保護牠。 

壹、研究動機 

記得國一下學期上到自然第四章地球上的生物，在脊索動物門的鳥綱部分老師曾提到馬

祖的夏候鳥數量最多是燕科和燕鷗科的鳥類，但地區有關單位都把注意力放在燕鷗科上，尤

其是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燕鷗北返時會辦理海上賞鷗活動。反而被老一輩認為吉祥之

鳥的家燕卻得不到青睞。牠們每年三月初定時來報到，生活在我們屋簷下，可說是與人們的

距離非常近，隨時可見其不斷銜泥在屋前牆上築巢的情景，是個很容易觀察、研究的題目。

於是我們想了解一下去年南竿地區各村莊燕巢的數量、每一戶會築幾個燕巢以及經過半年後

毀損的狀況？其次，建築物的各項因子，像樓層高度、壁面材質、位置和屋簷寬度……對家

燕築巢的影響？民眾會用何種材料當保護物防止燕巢碎屑及排泄物掉落，於是我們開始進入

探索課程。 

貳、研究目的 

藉由觀察、探討來了解 

一、南竿地區各村莊家燕舊巢位的數量及每一戶築幾個燕巢為主 

二、家燕舊巢位經過半年後毀損的狀況 

三、建築物的各項因子，像樓層高度、壁面材質、位置和屋簷寬度……對家燕築巢的影響  

四、燕巢下方支托物及保護物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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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研究設備及器材 

望遠鏡、數位相機、捲尺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這個探究經過討論後將研究的樣區鎖定南竿地區全部村莊，包含介壽村、復興村、福澳

村、清水村、珠螺村、馬祖村、仁愛村、津沙村及四維村等九個村莊屋簷下家燕巢位，利用

周日下午做實地觀察(照片 1、2)、測量(照片 3、4)、紀錄及拍照，在現場做初步的探討，收集

相關的數據，回學校做進一步的分析，並完成最後結論。 

 

 

 

 

   

 

 

 

 

 

 

 

 

 

 

 

 

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3 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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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南竿地區戶數與家燕巢數分析 

(一) 各村莊戶數與家燕巢數分析 

 

從圖一可以知道南竿地區九個村莊家燕的巢數以介壽村最多，是居次福澳村的三倍弱

一些，福澳村、馬祖村、仁愛村約 50 巢左右，其次復興村及清水村約 15 巢，而津沙村和

珠螺村只有 6 巢，四維村最少，實地觀察沒有找到燕巢。若以巢數與戶數比，則馬祖村

最高，每戶約 0.47 個巢，其次為仁愛村，每戶約 0.33 個巢，介壽村、福澳村每戶約 0.30

個巢，復興村、清水村及津沙村每戶約 0.06 個巢，四維村有 32 戶卻沒有家燕築巢。 

 (二) 各戶家燕築巢數量分析 

 

從圖二可以知道每戶築巢數最多是築 1 個巢，有 127 戶，佔 58%，居次是每戶築 2 個

巢，有 50 戶，每戶築 3 個巢有 32 戶，每戶築 4 個巢以上，都在個位數，最多築 6 個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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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分析 

（一）家燕燕巢毀損狀態分析 

 

從圖三可以知道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以保持「完整」最多，共 199 個巢

位，佔 53%，其次為殘留「痕跡」，有 74 個巢位，佔 20%，損壞「大於一半」則有 48 個

巢位，佔 18%，損壞「小於一半」，有 34 個巢位，佔 9%，最少為損壞「一半」，有 22 個

巢位，佔 6%。 

（二）各村莊總巢數與完整巢位的百分比分析 

 

從圖四可以知道各村莊總巢數與完整巢位的百分比以 50%為主，其中珠螺村雖然巢

數少但其完整比例卻最高，完整巢位與總巢數的百分比達 83%，其次為津沙維持 67%，

反而巢數最多的介壽村只接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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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村莊家燕舊巢位各種毀損狀態百分比分析 

 

從圖五可以知道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在「完整」百分比以珠螺村比例最高、介壽

村最低；損壞「小於一半」百分比以珠螺村比例最高、津沙村最低；損壞「一半」百分

比以復興村比例最高、珠螺村和津沙村最低；損壞「大於一半」百分比以津沙村比例最

高、復興村和珠螺村最低；殘留「痕跡」百分比以仁愛比例最高、復興村和珠螺村及津

沙村最低。其中殘留「痕跡」部分，除了仁愛比例最高外，介壽村及馬祖村也偏高。 

三、家燕燕巢與建築物的因子分析 

（一）家燕燕巢分布與不同樓層高度間關係 

 

從圖六發現家燕築巢以一樓為主，有 364 個巢位，佔 97%，二樓只有 13 巢位，巢

位數量很少，三樓以上沒有發現。 



6 

 

（二）築巢壁面材質與巢數、毀損狀態關係 

1.不同築巢壁面材質的戶數與燕巢數關係分析 

 

從圖七發現家燕在水泥壁面的巢數最多，有 228 個巢，其次是磁磚，有 104 個巢，

其他材質則很少。對應到戶數也是一樣，水泥壁面最多，有 139 戶，其次是磁磚壁面，

有 58 戶。從戶數與巢數比來看，兩者則相反，磁磚壁面多於水泥壁面，每戶 1.79 個巢比

1.64 個巢。 

2.築巢壁面材質與毀損狀態關係 

 

從圖八發現在水泥、磁磚壁面材質上，同一種毀損狀態百分比兩者是有些差異，最

多差 5 個百分點，但在不同毀損狀態的趨勢上則較一致，皆是巢位「完整」最多，依序

是殘留「痕跡」、毀損「大於一半」、毀損「一半」，最少是毀損「小於一半」，可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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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巢壁面對巢位的毀損狀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三）有無前下簷戶數與巢數分析 

 

從圖九可發現屋簷的前緣有向下多砌了短牆，其每戶出現燕巢數有 1.67個，而

沒有前下簷的壁面，每戶出現燕巢數有 1.84個，故沒有前下簷的壁面築巢比例較高。 

（四）燕巢在內外簷各位置分佈狀況 

1.燕巢在屋簷的內簷各位置分佈狀況 

 

從圖十可以發現燕巢築巢在屋簷的內簷正中間比多較，有 59 巢，其次是右側，

有 49 巢，左角也有 43 巢，最少是屋內及簷中，各只有 1 個巢。若從面積而言，每一

戶只有兩個直角，若把左右角的巢數加起來，共有 78 個巢，面積小但其築巢數則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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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高，延伸柱乃為家戶間間隔，其築巢數比值與其他位置相比並未差距太大。 

2.燕巢在屋簷的外簷各位置分佈狀況 

 

從圖十一可以發現燕巢築巢在屋簷的外簷左角比多較，有 15 巢，其次是左、右

兩側，各有 13 巢，右角也有 12 巢，最少是中間，有 7 個巢。若把左右角的巢數加起

來，共有 27 個巢，其築巢數則相對比較高，跟沒有外簷結果一樣。 

（五）屋簷長度與巢數分析 

1.有前下簷之屋簷長度與巢數分析 

 

從圖十二可以發現在有前下簷的屋簷，家燕在築巢時對簷長的選擇上，並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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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趨勢，從 55 公分到 266 公分都在其選擇的範圍。 

2.無前下簷之屋簷長度與巢數分析 

 

從圖十三可以發現在沒有前下簷的屋簷，家燕在築巢時對簷長的選擇上，並沒有

一個趨勢，從 34 公分到 365 公分都在其選擇的範圍。 

四、家燕燕巢下方托物及保護物分析 

（一）家燕燕巢與其下方托物分析 

1.燕巢下方托物種類與數量的關係 

 

從圖十四發現燕巢下方托物種類以電線和 PVC 管最多，分別為 26 巢及 24 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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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八卦和電信盒，各有 12 巢，電燈也有 6 巢，其他托物只有 1 個巢或 2 個巢。 

2.燕巢下方有無托物與毀損狀態分析 

 

從圖十五發現燕巢下有無托物與毀損狀態有關，有托物在「完整」上比無托物

多了 18 個巢位，在殘留「痕跡」上則少了 10 個巢，整體而論，有托物的巢位毀損「小

於一半」佔 78%，反觀無托物的巢位，毀損「小於一半」佔 65%，兩者相差 13%。 

（二）各村莊燕巢下方保護物種類與數量分析 

1. 燕巢下方保護物種類與數量的關係 

 

從圖十六發現燕巢下方的保護物種類以紙板最多，有 17 巢，是其次木板，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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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其他保護物的巢數低於 5 巢。 

2.各村莊燕巢下方保護物數量分析 

 

從圖十七發現各村莊燕巢下方的保護物數量最多介壽村，有 15 巢，其次馬祖村

有 14 巢，復興村、清水村和仁愛村甚少，其他村莊則沒有發現。 

陸、討論 

一、南竿地區戶數與家燕巢數分析  

各村莊燕巢數量以介壽村最多，這應該是介壽村的戶數最多，有 596 戶(資料來源:戶政

事務所)，但復興村與清水村戶數比福澳村、馬祖村及仁愛村多，但巢數卻不及三分之一，

應該是與房子建築型態有關，清水村多以高樓為主(照片 5)，復興村的建築比較零散(照片

6)，兩者皆比較不利於家燕築巢，津沙村、四維村建築物分布也類似復興村，四維村甚至

全村找不到一個燕巢。反之，福澳村、馬祖村及仁愛村皆有長街，建築為水泥連棟，其一

樓屋簷是家燕築巢的好地方，所以馬祖村(照片 7)的巢數與戶數比是最高的。 

 

 

 

 

 

 

 照片 5 清水村 照片 6 復興村 照片 7 馬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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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戶築巢數以每戶築 1 個巢最多(照片 8)，每戶巢數越多，其戶數越少(照片 9)，究其

原因應該家燕在築巢時會考量其棲地，巢數多時應該會互相干擾。 

 

 

 

 

 

  

二、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分析 

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以「完整」最多(照片 10)，這可能地區大多數民眾仍

存著傳統觀念，認為家燕在其家築巢會帶來財富，不忍破壞。另外四種毀損狀態(照片 11、

12)以殘留「痕跡」(照片 13) 的巢數比較多，比對各村莊毀損狀態會發現仁愛村、馬祖村

及介壽村的「完整」的巢數比較少，這幾個村莊可能與人為清除有關，再從各村莊家燕舊

巢位的毀損狀態，也發現仁愛村、介壽村及馬祖村殘留「痕跡」的巢數比較偏高，就這三

村經濟來看，會發現其為繁盛的商業區，一些燕巢崩解的碎屑及家燕的排泄物會影響商家

門前整潔，往往會被清除。從實地觀察時就有一些商家表示有此種行為。 

 

 

 

 

 

 

 

 

 

照片 10  完整 照片 11 ＜一半 

照片 12 ＞一半 照片 13 痕跡 

照片 9 三個巢 照片 8 一個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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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燕燕巢與建築物的因子分析 

家燕築巢時會以一樓為主，推測其原因當是其巢位越高（照片 14），視覺所涵蓋的面

積越大，燕巢越容易暴露，使其未來在繁殖時易受人為或天敵的干擾，不利於繁衍下一代。

其次是建築本身只有一樓有屋簷，二樓以上(含)沒有屋簷，縱然有陽台外面多裝有窗戶，

沒有裝窗戶也多有其他用途而干擾家燕築巢意願，所以實地觀察紀錄時就發現高樓層有屋

簷的建築非常少（照片 15）。 

 

 

 

 

 

 

 

家燕的巢數在水泥壁面最多（照片 16），其次是磁磚（照片 17），其他材質則很少。

這應該是地區建築物多用水泥，房子完工後粉光或漆上油漆，另大部分會用磁磚美化外

觀，其他壁面材質則少數，像鐵面（照片 18）則出現在家庭裝置鐵捲門。從戶數與巢數比

來看，兩者則相反，磁磚壁面高於水泥壁面，可見築巢面材質是會影響家燕築巢。像介壽

村的介壽商場，店家的門楣上由縣政府統一新製招牌，在調查時沒有發現一個巢（照片

19）。其他樣本數量較少若加入比較其誤差較大，故不做比較。 

 

 

 

 

 

 

照片 14 照片 15 

照片 17 照片 16 



14 

 

 

在築巢面材質與毀損狀態關係分析上，因樣本數關係只比較家燕在水泥、磁磚築巢壁

面上各種毀損狀態，其結果是兩者較一致，可見不同築巢面對巢位的毀損狀態並沒有太大

的差別。 

 

 

 

 

 

屋簷前緣有向下多砌的短牆（照片 20、21），比沒有前下簷的每戶出現燕巢數低，可見屋

簷前緣向下多砌短牆後，雖然對屋外的移動人或物是可以增加其築巢及燕巢所在位置的隱

密性，但反而會受屋內成員活動的干擾，同時也會造成家燕回巢時，其飛行路徑必須更低

而不利，因此其巢數與戶數比值反而比無前下簷低。 

 

 

 

 

 

燕巢築巢時在位置選擇上會以左右兩角為主，若從面積而言，每一戶只有兩個直角（照

片 22、23），但築巢數則相對比較高，其應該是直角地方在築巢上比較省材料，就可以得

到足夠的巢內空間，延伸柱乃為家戶間間隔，與其他位置相比，其比值並未差距太大，故

延伸柱也是良好的築巢位置。 

 

 

 

 

照片 18 照片 19 

 

照片十六

 

照片 21 照片 20 

照片 22 照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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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無前下簷，家燕在築巢時對簷長的選擇上，並沒有一個趨勢，可能是各村建築

的簷長沒有一致性，有的簷長多有的簷長少，家燕只能就其村內的簷長種類來築巢。 

四、家燕燕巢與燕巢托物及保護物分析 

燕巢下托物種類以電線（照片 24）和 PVC 管（照片 25）最多。這究因於老舊社區受

限於老舊格局，電力設備增加所造成管線重新配管時只好以明管處理，於是就成為家燕很

好的築巢點。其次因地區信仰的關係會在家門正中壁面懸掛八卦避邪（照片 26），至於電

信盒部分乃是電話普及後家戶裝電話必須固定壁面的配件（照片 27）。 

 

 

 

 

 

 

 

 

 

 

 

 

燕巢下方有托物對燕巢的保護較高，毀損情況較低。應該是燕巢下托物對其上的燕巢

有托力，使燕巢對壁面附著所需的力可以減少，因此不容易脫落。 

燕巢下方的保護物種類以紙板最多（照片 28），是其次木板（照片 29），應該是紙板

在取得及固定上比較方便。而這些燕巢下方釘遮板，最主要是承載家燕的排泄物或是築巢

時無法黏住的碎削及燕巢崩解的碎屑，減少掉落地面造成髒亂及砸中過往的行人或顧客。

從各村莊燕巢下保護物數量分析也可應證，其中各村莊燕巢下方的保護物數量最多介壽

村、馬祖村，從實地觀察可發現這兩個村莊以商業活動為主。 

照片 24 照片 25 

照片 26 照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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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以下是我們觀察及分析的發現 

一、地區的家燕屬於夏候鳥，每年三月初飛抵地區。 

二、不同村莊家燕巢數不同，與其建築物形式有關，長條連棟二層樓對家燕築巢有利。 

三、在各戶築巢數以每戶築 1 個巢為主，每戶築巢數越多出現率越低。 

四、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以「完整」最多，其次是殘留「痕跡」。 

五、家燕在築巢的樓層選擇上偏向一樓，二樓是極少出現，三樓以上的機率是零。 

六、在建築壁面上的材質則以水泥壁面和磁磚壁面較多，此兩種壁面對毀損狀態差異不

大。 

七、房屋有前下簷會造成家燕築巢數下降。 

八、家燕築巢位置的選擇上比較喜歡選擇左右兩個直角 

九、屋簷長度並不會影響家燕築巢的選擇。 

十、家燕在築巢時會選擇壁面上的物品為依托，其中以電線、PVC 管為主，托物對巢的

毀有降低的功能。 

十一、燕巢下保護物以紙板最多，其次木板。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參考資料 

(一)連江縣農改場 (2002)。馬祖的野鳥。連江縣：連江縣政府     

(二)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2009)。98-珍惜馬祖家燕-族群生態觀察記錄研究期末報

告。連江縣，連江縣政府 

(三) 曹雅涵、葉品妍、蔡聿翔 (2013)。 飛燕返巢-南竿鄉家燕生態調查研究 。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737327 

照片 28 照片 29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737327


作品海報 

【評語】030304  

1. 詳細調查南竿地區家燕築巢數量及完整程度，反映那些村莊

對這種鳥類的喜愛或保護程度。整個計畫規劃及執行用心 

努力，結果也分析合理。不過對於燕巢的毀損都是人為的嗎？

是否有可能因為築巢的材質影響它的完整性？ 

2. 此作品之研究目標明確，但內容不甚聚焦，然具鄉土及教材

之相關性，有助了解南竿地區家燕燕巢狀況。所採用的調查

方法大致合理可行。此研究較偏向觀察性的調查，未進行其

他不同區域家燕燕巢的比較分析，內容不夠深入。有些村莊

築巢數多、有些少，似乎與戶數並無關聯，建議分析影響家

燕築巢的因子是什麼。不同壁面材質是否影響家燕選擇築巢，

仍有疑問。 

3. 研究認真，利用假日做社區的調查，精神可嘉。直角築巢的

巢內空間可以再和其他位置的做比較？本實驗多再觀察的

分析，較少操弄的實驗。  

E:\中小科展_58屆\排版\030304-評語 

 



南竿地區家燕燕巢探究1 →尺寸 65x120cm

壹、摘要 

本調查研究針對南竿地區九個村莊所有家燕（Hirundo rustica）舊巢位的數量、毀損狀態、建築物各因子對燕巢數影響、巢位下

托物及保護物等做觀察探討。結果發現家燕巢數以介壽村最多而每戶築一個巢比較多；家燕舊巢位的完整狀態以「完好」最多；家燕巢

位以一樓為主而壁面材質以水泥壁面為主，磁磚壁面亦高。屋簷長度並不會影響家燕築巢的選擇，同時房屋有前下簷會造成家燕築巢數

下降。在家燕築巢位置上比較喜歡選擇左右兩個直角，同時會築巢在物品上以為依托，其中以電線、PVC 管為主，而托物對巢的毀損有

降低的功能。燕巢下保護物以紙板最多，其次木板，可避免髒亂。家燕屬於地區夏候鳥，在地區有一定的生態角色的扮演，我們更要對

牠多了解，進而保護牠。  
 

貳、研究動機 

記得國一下學期上到自然第四章地球上的生物，在脊索動物門的鳥綱部分老師曾提到馬祖的夏候鳥數量最多是燕科和燕鷗科的鳥

類，但地區有關單位都把注意力放在燕鷗科上，尤其是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燕鷗北返時會辦理海上賞鷗活動。反而被老一輩認

為吉祥之鳥的家燕卻得不到青睞。牠們每年三月初定時來報到，生活在我們屋簷下，可說是與人們的距離非常近，隨時可見其不斷銜泥

在屋前牆上築巢的情景，是個很容易觀察、研究的題目。於是我們想了解一下去年南竿地區各村莊燕巢的數量、每一戶會築幾個燕巢以

及經過半年後毀損的狀況？其次，建築物的各項因子，像樓層高度、壁面材質、位置和屋簷寬度……對家燕築巢的影響？民眾會用何種

材料當保護物防止燕巢碎屑及排泄物掉落，於是我們開始進入探索課程。 

叄、研究目的 

藉由觀察、探討來了解 

一、南竿地區各村莊家燕舊巢位的數量及每一戶築幾個燕巢為主 

二、家燕舊巢位經過半年後毀損的狀況 

三、建築物的各項因子，像樓層高度、壁面材質、位置和屋簷寬度……對家燕築巢的影響  

四、燕巢下方支托物及保護物的種類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望遠鏡、數位相機、捲尺 

伍、研究過程或方法 

這個探究經過討論後將研究的樣區鎖

定南竿地區全部村莊，包含介壽村、復興

村、福澳村、清水村、珠螺村、馬祖村、仁愛村、津沙村及四維村等九個村莊屋簷下家燕巢位，利用周日下午做實地觀察(照片 1、2)、

測量(照片 3、4)、紀錄及拍照，在現場做初步的探討，收集相關的數據，回學校做進一步的分析，並完成最後結論。  

 

 
 

 

 

 

 

 

 

 

 

 

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3 照片 4 

(一) 各村莊戶數與家燕巢數分析 

從圖一可以知道南竿地

區九個村莊家燕的巢數以介

壽村最多，是居次福澳村的

三倍弱一些，福澳村、馬祖

村、仁愛村約 50 巢左右，其

次復興村及清水村約 15 巢，而津沙村和珠螺村只有 6 巢，四維村

最少，實地觀察沒有找到燕巢。若以巢數與戶數比，則馬祖村最

高，每戶約 0.47 個巢，其次為仁愛村，每戶約 0.33 個巢，介壽村  

 (二) 各戶家燕築巢數量分析 

從圖二可以知道每戶

築巢數最多是築 1 個巢，

有 127 戶，佔 58%，居次

是每戶築 2 個巢，有 50

戶，每戶築 3 個巢有 32

戶，每戶築 4 個巢以上 

，在個位數，最多築 6 個巢。 

 

（一）家燕燕巢毀損狀態分析 

從圖三可以知道

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

毀損狀態以保持「完

整」最多，共 199 個巢  

位，佔 53%，其次為殘留「痕跡」，有 74 個巢位，佔 20%，損壞

「大於一半」則有 48 個巢位，佔 18%，損壞「小於一半」，有

34 個巢位，佔 9%，最少為損壞「一半」，有 22 個巢位，佔 6%。  

（二）各村莊總巢數與完整巢位的百分比分析 

從圖四可以知道各

村莊總巢數與完整巢位

的百分比以 50%為主，

其中珠螺村雖然巢數少

但其完整比例卻最高，

完整巢位與總巢數的百

分比達 83%，其次為津沙維持 67%，反而巢數最多的介壽村只接

近 50%。 
（三）各村莊家燕舊巢位各種毀損狀態百分比分析 

從圖五可以知道

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

態在「完整」百分比

以珠螺村比例最高、

介壽村最低；損壞

「小於一半」百分比以珠螺村比例最高、津沙村最低；損壞「一半   

二、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分析 

」百分比以復興村比例最高、珠螺村和津沙村最低；損壞「大於

一半」百分比以津沙村比例最高、復興村和珠螺村最低；殘留

「痕跡」百分比以仁愛比例最高、復興村和珠螺村及津沙村最

低。其中殘留「痕跡」部分，除了仁愛比例最高外，介壽村及馬

祖村也偏高。  

，都在個位數，最多築 6 個巢。 

陸、研究結果 

一、南竿地區戶數與家燕巢數分析 

、福澳村每戶約 0.30 個巢，復興村、清水村及津沙村每戶約 0.06

個巢，四維村有 32 戶卻沒有家燕築巢。  



南竿地區家燕燕巢探究2 →尺寸 75x120cm

三、家燕燕巢與建築物的因子分析 

 
 

 

 

 

 

 

 

 

 

 

 

 

 
 

 

 

 

 

 

 

 

 

 

 

 

 

 

 

 

 

 

 

 

 

 

 

 

 

 

 

 

 

 

 

 

四、家燕燕巢與托物及保護物分析 

 

 

 

 

 

 

 

 

 

 

 

 

 

 

 

 

柒、討論 

一、南竿地區戶數與家燕巢數分析  

各村莊燕巢數量以介壽村最多，這應該是介壽村的戶數最多，有 596戶(資料來源:戶政事務所)，

但復興村與清水村戶數比福澳村、馬祖村及仁愛村多，但巢數卻不及三分之一，應該是與房子建築型

態有關，清水村多以高樓為主(照片 5)，復興村的建築比較零散(照片 6)，兩者皆比較不利於家燕築

巢，津沙村、四維村建築物分布也類似復興村，四維村甚至全村找不到一個燕巢。反之，福澳村、馬

祖村及仁愛村皆有長街，建築為水泥連棟，其一樓屋簷是家燕築巢的好地方，所以馬祖村(照片 7)的

巢數與戶數比是最高的。 

各戶築巢數以每戶築 1個巢最多(照片 8)，每戶巢數越多，其戶數越少(照片 9)，究其原因應該家燕在築巢時會考量其

棲地，巢數多時應該會互相干擾。 

（一）家燕燕巢分布與不同樓層高度間關係 

從圖六發現家燕築巢以一樓

為主，有 364個巢位，佔 97%，二

樓只有 13巢位，巢位數量很少，

三樓以上沒有發現。  

（二）築巢壁面材質與巢數、毀損狀態關係 

1.不同築巢壁面材質的戶數與燕巢數關係分析 

從圖七發現家燕在水泥壁面的巢

數最多，有 228個巢，其次是磁磚，

有 104個巢，其他材質則很少。對應

到戶數也是一樣，水泥壁面最多，有

139戶，其次是磁磚壁面，有 58戶。

從戶數與巢數比來看，兩者則相反，磁磚壁面多於水泥壁面，每戶 1.79個巢

比 1.64個巢。  

2.築巢壁面材質與毀損狀態關係 

從圖八發現在水泥、磁磚壁

面材質上，同一種毀損狀態百分

比兩者是有些差異，最多差 5個

百分點，但在不同毀損狀態的趨

勢上則較一致，皆是巢位「完

整」最多，依序是殘留「痕

跡」、毀損「大於一半」、毀損「一半」，最少是毀損「小於一半」，可

見不同築巢壁面對巢位的毀損狀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三）有無前下簷戶數與巢數分析 

從圖九可發現屋簷的前緣有向下

多砌了短牆，其每戶出現燕巢數有

1.67個，而沒有前下簷的壁面，每戶

出現燕巢數有 1.84個，故沒有前下簷

的壁面築巢比例較高。  

2.燕巢在有外簷屋簷各位置分佈狀況 

從圖十一可以發現燕巢築巢在屋簷

的外簷左角比多較，有 15巢，其次是

左、右兩側，各有 13巢，右角也有 12

巢，最少是中間，有 7個巢。若把左右

角的巢數加起來，共有 27個巢，其築

巢數則相對比較高，跟沒有外簷結果一樣。  

（五）屋簷長度與巢數分析 

1.有前下簷之屋簷長度與巢數分析 

從圖十二可以發現在有前下

簷的屋簷，家燕在築巢時對簷長

的選擇上，並沒有一個趨勢，從

55公分到 266公分都在其選擇的

範圍。  

2.無前下簷之屋簷長度與巢數分析 

從圖十三可以發現在沒有前下簷

的屋簷，家燕在築巢時對簷長的選擇

上，並沒有一個趨勢，從 34公分到

365公分都在其選擇的範圍。  

（二）各村莊燕巢下方保護物種類與數量分析 

1. 燕巢下方保護物種類與數量的關係 

從圖十六發現燕巢下方的保

護物種類以紙板最多，有 17巢，

是其次木板，有 6巢，其他保護

物的巢數低於 5巢。 

2.各村莊燕巢下方保護物數量分析 

從圖十七發現各村莊燕巢下方的保

護物數量最多介壽村，有 15巢，其次

馬祖村有 14巢，復興村、清水村和仁

愛村甚少，其他村莊則沒有發現。 

（四）燕巢在屋簷各位置分佈狀況 

1.燕巢在內簷屋簷各位置分佈狀況 

從圖十可以發現燕巢築巢在

屋簷的內簷正中間比多較，有 59

巢，其次是右側，有 49巢，左角

也有 43巢，最少是屋內及簷中，

各只有 1個巢。若從面積而言，

每一戶只有兩個直角，若把左右

角的巢數加起來，共有 78個巢，面積小但其築巢數則相對比較高，延伸柱

乃為家戶間間隔，其築巢數比值與其他位置相比並未差距太大。  

（一）家燕燕巢與其下方托物分析 

1.燕巢下方托物種類與數量的關係 

從圖十四發現燕巢下方托物

種類以電線和 PVC管最多，分別

為 26巢及 24巢，其次為八卦和

電信盒，各有 12巢，電燈也有 6

巢，其他托物只有 1個巢或 2個

巢。 

2.燕巢下方有無托物種類與毀損狀態分析 

從圖十五發現燕巢下有無托物與毀

損狀態有關，有托物在「完整」上比

無托物多了 18個巢位，在殘留「痕

跡」上則少了 10個巢，整體而論，有

托物的巢位毀損「小於一半」佔 78%，

反觀無托物的巢位，毀損「小於一

半」佔 65%，兩者相差 13%。 

照片 5 清水村 照片 6 復興村 照片 7 馬祖村 

照片 9 三個巢 照片 8 一個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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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分析 

南竿地區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以「完整」最多(照片 10)，這可能地區

大多數民眾仍存著傳統觀念，認為家燕在其家築巢會帶來財富，不忍破壞。另

外四種毀損狀態(照片 11、12)以殘留「痕跡」(照片 13) 的巢數比較多，比對

各村莊毀損狀態會發現仁愛村、馬祖村及介壽村的「完整」的巢數比較少，這

幾個村莊可能與人為清除有關，再從各村莊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也發現仁愛村、介壽村及馬祖村殘留「痕跡」的巢數比較偏高，就

這三村經濟來看，會發現其為繁盛的商業區，一些燕巢崩解的碎屑及家燕的排泄物會影響商家門前整潔，往往會被清除。從實地觀察時

就有一些商家表示有此種行為。 

三、家燕燕巢與建築物的因子分析 

家燕築巢時會以一樓為主，推測其原因當是其巢位越高（照片 14），視覺所涵蓋的面積越大，燕

巢越容易暴露，使其未來在繁殖時易受人為或天敵的干擾，不利於繁衍下一代。其次是建築本身只有

一樓有屋簷，二樓以上(含)沒有屋簷，縱然有陽台外面多裝有窗戶，沒有裝窗戶也多有其他用途而干

擾家燕築巢意願，所以實地觀察紀錄時就發現高樓層有屋簷的建築非常少（照片 15）。 

家燕的巢數在水泥壁面最多（照片 16），其次是磁磚（照片 17），其他材質則很少。這

應該是地區建築物多用水泥，房子完工後粉光或漆上油漆，另大部分會用磁磚美化外觀，其

他壁面材質則少數，像鐵面（照片 18）則出現在家庭裝置鐵捲門。從戶數與巢數比來看，兩

者則相反，磁磚壁面高於水泥壁面，可見築巢面材質是會影響家燕築巢。像介壽村的介壽商

場，店家的門楣上由縣政府統一新製招牌，在調查時沒有發現一個巢（照片 19）。其他樣本數量較少若加入比較其誤差較

大，故不做比較。 

在築巢面材質與毀損狀態關係分析上，因樣本數關係只比較家燕在水泥、磁磚築巢壁面上各種毀損狀態，其結果是兩者較一致，可

見不同築巢面對巢位的毀損狀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屋簷前緣有向下多砌的短牆（照片 20、21），比沒有前下簷的每戶出現燕巢數低，可見屋簷前緣向下多

砌短牆後，雖然對屋外的移動人或物是可以增加其築巢及燕巢所在位置的隱密性，但反而會受屋內成員活動

的干擾，同時也會造成家燕回巢時，其飛行路徑必須更低而不利，因此其巢數與戶數比值反而比無前下簷

低。 

燕巢築巢時在位置選擇上會以左右兩角為主，若從面積而言，每一戶只有兩個直角（照片 22、

23），但築巢數則相對比較高，其應該是直角地方在築巢上比較省材料，就可以得到足夠的巢內空

間，延伸柱乃為家戶間間隔，與其他位置相比，其比值並未差距太大，故延伸柱也是良好的築巢位

置。  

不管有無前下簷，家燕在築巢時對簷長的選擇上，並沒有一個趨勢，可能是各村建築的簷長沒

有一致性，有的簷長多有的簷長少，家燕只能就其村內的簷長種類來築巢。 

四、家燕燕巢與燕巢托物及保護物分析 

燕巢下托物種類以電線（照片 24）和 PVC 管（照片 25）最多。這究因於老舊

社區受限於老舊格局，電力設備增加所造成管線重新配管時只好以明管處理，於

是就成為家燕很好的築巢點。其次因地區信仰的關係會在家門正中壁面懸掛八卦

避邪（照片 26），至於電信盒部分乃是電話普及後家戶裝電話必須固定壁面的配

件（照片 27）。 

燕巢下方有托物對燕巢的保護較高，毀損情況較低。應該是燕巢下托物對其上的燕巢有托力，使燕巢對壁面附著所需的力可以減

少，因此不容易脫落。 

燕巢下方的保護物種類以紙板最多（照片 28），是其次木板（照片 29），應該是紙板在取得及固定上比較方便。而這些燕巢下方

釘遮板，最主要是承載家燕的排泄物或是築巢時無法黏住的碎削及燕巢崩解的碎屑，減少掉落地面造成

髒亂及砸中過往的行人或顧客。從各村莊燕巢下保護物數量分析也可應證，其中各村莊燕巢下方的保護

物數量最多介壽村、馬祖村，從實地觀察可發現這兩個村莊以商業活動為主。 

捌、結論 

以下是我們觀察及分析的發現 

一、地區的家燕屬於夏候鳥，每年三月初飛抵地區。 

二、不同村莊家燕巢數不同，與其建築物形式有關，長條連棟二層樓對家燕築巢有利。 

三、在各戶築巢數以每戶築 1 個巢為主，每戶築巢數越多出現率越低。 

四、家燕舊巢位的毀損狀態以「完整」最多，其次是殘留「痕跡」。 

五、家燕在築巢的樓層選擇上偏向一樓，二樓是極少出現，三樓以上的機率是零。 

六、在建築壁面上的材質則以水泥壁面和磁磚壁面較多，此兩種壁面對毀損狀態差異不大。 

七、房屋有前下簷會造成家燕築巢數下降。 

八、家燕築巢位置的選擇上比較喜歡選擇左右兩個直角 

九、屋簷長度並不會影響家燕築巢的選擇。 

十、家燕在築巢時會選擇壁面上的物品為依托，其中以電線、PVC 管為主，托物對巢的毀有降低的功能。 

十一、燕巢下保護物以紙板最多，其次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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