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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翱翔的遠行者：候鳥的生命之旅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候鳥遷徙的原因、方式及其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透過對候鳥行為的觀察與

訪談荒野協會的專家，我們得知了關於候鳥的一些知識： 

1. 遷徙與否的原因與氣候、食物資源與棲息地條件有關。有些鳥類因氣候寒冷或缺乏食

物而選擇遷徙，而亞熱帶地區的鳥類因環境穩定，多數不需遷徙。 

2. 候鳥在遷徙中會調整體內構造以減輕體重，有些鳥能利用「半腦休息」邊飛邊睡，不一

定停留休息。 

3. 候鳥具備天生的導航能力，能辨識地磁場與方位，但在極端天氣或人為破壞下仍可能

迷路，甚至改變遷徙路線。 

4. 氣候變遷與環境破壞會影響候鳥的遷徙習慣，包括遷徙時間、停留地點及數量。結論

指出，候鳥遷徙不僅反映自然規律，也是氣候變遷的重要指標，並與生態旅遊、國際

保育合作等生活面向密切相關，對我們認識自然環境與保育意識具有重要價值。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當我走在路上，總能在不經意間看到許多振翅而飛的身影。春夏秋冬，四季流轉，季節

的變換，除了植物以外，在動物身上也能夠看到，我們發現每個時期會出現的鳥的種類都不

太一樣，讓我不禁好奇不同種類的鳥有什麼差異，查了一些資料才發現：鳥類是地球上最具

多樣性的動物之一，無論是在形態、行為或是棲息地的選擇上，都顯示出極為豐富的變化。 

        然而，隨著人類活動的影響，許多鳥類正面臨著棲息地消失、氣候變遷、污染等嚴重的

威脅。這些變化不僅影響了鳥類的生存，也對生態系統的功能與多樣性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所以我們想藉由這次的地理探究更深入了解鳥類，像是鳥類的行為、遷徙等，從這些層面再

去進一步思考該如何在發展和保育鳥類之間達到平衡。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為什麼某些鳥類會遷徙，有些不會？我們常常在路上看到不同的鳥類，時間久了卻發現牠

們不見了，但過了一段時間卻又有可能在路上看到牠們，但為什麼又有一些鳥類，我們卻可

以在一年四季都發現牠們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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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們推測不同品種的鳥類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離開原先棲息地，過了一陣子之後等

到原棲息地的環境重新到達適合牠們居住的程度後會再返回原生地，而有些鳥類則會長時

間留在自己出身的土地上，不會有遷徒的行為發生。 

2.候鳥在遷徙過程中該如何休息和補充體力？當候鳥在遷徙的時候，經常要不眠不休的飛行

好幾天，在飛行過程中牠們是靠什麼方式來補充體力呢？ 

�假設：我們猜測候鳥在遷徒前會先飽食一頓，吃飽之後才開始進行遷徒，但因為飛行時間

較長，中間疲憊的時候可能會在合適的地方進行休息的動作，當休息完成之後才會繼續飛行

的旅程。我們也推測在空中的時候，鳥類會有特別的方式來休息，考慮到抵達的時間，一直

降落地面所消耗的時間太長，可能會導致無法在合適的氣候或正確的時間下度過冬天，所以

我們覺得鳥類有別於人類，除了靠吃東西和休息來回復體力，應該還有專屬於鳥類的休息方

式。 

3.候鳥會不會迷路？如果迷路了怎麼辦？候鳥在遷徙的過程中，會跨越數百、甚至數千公里

到達適合過冬的棲地，但我們不清楚鳥類在遷徒過程中是否有可能會迷失方向。 

�假設：因為我們有觀察到候鳥出現的時間大多固定，而且出現的地方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覺得候鳥可能天生就有辨別方向和方位的能力。但近年來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和

人為的過度開發，全球的極端天氣(強風、暴雨)和環境變化(城市擴張、棲地破壞)等現象在近

年來有加劇的趨勢，我們也好奇這些因素是否會影響到候鳥的遷徒，使候鳥的方向感受到影

響。 

4.候鳥如何知道何時遷徙？氣候變遷和人為因素又會如何影響候鳥的遷徙？候鳥是否會因

為環境變化而改變遷徙習慣？ 

�假設：鳥類會因為氣溫變化、食物減少等不同的因素從而得知牠們該何時遷徒，而我們也

推測氣候變遷(如氣溫的變化、日照時間長短的改變)和人為因素(如過度開墾鳥類棲息地、城

市範圍的擴張)會影響到候鳥選擇遷徒的時間，我們也覺得居住地的環境變化對鳥類進行遷

徒的行為會有很大的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因為有關候鳥的相關實驗過於複雜，除了查閱網路資料、網路報導和相關書籍之外，我們也

決定尋找一位擁有觀賞鳥類的經驗和擁有大量關於鳥類知識的老師進行採訪，在地理老師

的幫助下，我們採訪了荒野協會的亞成老師，並針對上述幾項問題進行提問。 

訪談重點與回覆摘要： 

Q1：為什麼有些鳥類會遷徙，有些則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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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會有遷徙行為的鳥類通常是因為當地的氣候條件或食物來源不足而進行遷徒，亞成老師

舉例：有些生活在西伯利亞的鳥類在進入冬天後會因為當地的氣溫太低和食物來源減少而遷

徙到溫帶或赤道附近度過冬天。 

而有些鳥類不會有遷徒行為的發生則是因為當地的氣溫適合長時間棲息且食物來源足以一

直提供給當地生活的鳥類，在環境負載力沒有到達最大值的情況下，那些鳥類可以不遷徒就

一直待在原棲息地，因為這些原因，這些鳥類沒有必要浪費體力去進行遷徙，例如生活在熱

帶和亞熱帶的鳥類就是其中的例子，臺灣的鳥類就是其中的例子。 

不過台灣的鳥類也有例外，某些鳥類因為原棲息地在高山上，冬天降溫時山上氣溫下降而降

遷。 

例如：臺灣的本土特有種鳥類(猛禽大冠鷲)就生活在高海拔的森林中，在冬季會因為氣溫下

降而遷徙到新竹南寮(靠海)一帶，。 

Q2：問：候鳥在遷徙途中如何休息和補充體力？ 

答：在遷徙時，因為回到繁殖地馬上就要進行配對，所以候鳥們途中可能會停留好幾站。 

例如：有一些在九月中旬南下渡冬的鳥類可以在遷徙時不吃不喝，而從繁殖地準備南下渡冬

前，牠們會先想辦法減輕自己身體的重量，而鳥的羽毛及骨骼其實很輕，但內臟中的水分會

增加重量，所以牠們會壓縮自己的內臟， 和脫水相似，會萎縮；而大腦負責控制方向，所以候

鳥某些腦的部分會增大，但是身體的其他器官會變比較小，這樣就可以減輕重量。 

另外，在空中的時候，鳥類可以一邊飛行一邊休息。因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作為休息的

中繼站，所以鳥類在遷徒時有辦法做到半腦休息，一半邊的腦休息；而另外一邊則保持清醒

的狀態，所以有時候鳥類不會停留在陸地上，而是透過左右腦輪流休息直到飛到度冬地。 

Q3：候鳥會不會迷路？如果迷路了會怎麼辦？ 

答：候鳥會迷路。有研究顯示某些鳥類有些基因可以使牠們能夠看到地球的磁力線，讓牠們

可以藉由磁場辨認方位。此外，有些鳥類的嘴上有著特殊的神經，像是羅盤一樣，能夠幫助

候鳥辨認方位，如果神經遭到阻斷則會迷失方向，我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實驗是在候鳥完

成遷徙時，將同一隻鳥的鳥嘴內神經阻斷，候鳥便無法找到遷徙的路，無法辨認方向，由此

可知，候鳥會迷路。 

倘若候鳥迷路，有些候鳥便會尋找距離自己最近、可以渡冬的棲地作為替代，如果當地環境

可作為棲地的替代，牠們會選擇在該地做為過冬的選擇。 

亞成老師有提到：在幾年前，曾有一隻斑頭雁，因為偏離了牠的遷徙路線，結果誤打誤撞飛越

了喜馬拉雅山脈來到臺灣，而剛好臺灣的氣候和整體環境適合牠的生存，結果牠就在臺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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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一個多月才離開，因為臺灣並不在斑頭雁的遷徒路線上，當時吸引了許多喜愛賞鳥的人

士前往。 

Q4：氣候變遷和人為因素會如何影響候鳥的遷徙？候鳥是否會因環境變化改變遷徙習慣？ 

答：氣候變遷主要是會對棲息地的食物產生影響。例如：紅領瓣足鷸從南美洲回原生地時，經

過美洲某塊灘地，當地水域裡原本有一些浮游生物，但氣候變遷影響到了此水域的溫度，也

影響到浮游生物繁殖，進而影響此種候鳥的食物來源。假設此種候鳥第一年大量遷徙至此處

，發現食物不像往年充足，第二年就會減少遷來的數量，只有第一年的一部分過來，另一部

分則去尋找其他適合生存的地方，第三年可能就無法在此地見到此種候鳥，牠們可能會改變

遷移的路線，前往其他食物充足的棲地。此外，氣候變遷還會影響到候鳥遷徙的時間，當氣

候變暖，因為原棲息地變暖的關係，候鳥就不必浪費體力和時間遷徙到別處過冬，牠們便可

以留在原本的棲地生活。 

除了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人為汙染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之一，除了破壞候鳥生存的環境外

，也可能會汙染候鳥的食物，甚至讓候鳥吃到人為的垃圾，這些都會對候鳥造成嚴重的傷害

，種種因素皆可能導致候鳥數量的減少。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關於候鳥遷徙對於生活中的應用： 

1. 氣候變遷的指標 

候鳥對氣候變化極為敏感，牠們遷徙的時間、路線和棲息地的改變，常被用來作為氣候變遷

的「生物指標」。研究這些變化，有助於科學家了解氣候對生態系的影響。 

2.生態旅遊與經濟發展 

候鳥棲息地成為重要的生態旅遊景點，吸引賞鳥者和自然愛好者前往，進而帶動當地經濟發

展。若候鳥的數量減少，可能會造成某些生態景點觀光人數的減少，也可能會衝擊到當地經

濟。 

3.跨國保育合作與政策 

候鳥遷徒橫跨多國，需要各國共同合作保護其遷徙路線及棲息地。這推動了國際間的生態保

育合作與法律政策制定。 

參考資料 

1. 採訪對象：亞成老師 

2. https://www.ntsec.edu.tw/liveSupply/detail.aspx?a=6829&cat=6839&p=1&lid=16252&pri

nt=1#:~:text= 臺灣網路科教館-候鳥遷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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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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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報告總頁數以6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成果報告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4.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12pt，不得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20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對

齊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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