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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特性

猛禽顧名思義就是鳥類中的猛獸，位於食物鏈的最頂層，

以捕捉小鳥、蜥蜴、魚、老鼠、蛇、蛙，甚至大如猴子、山羌等

動物為食。因此，一般人腦海中的猛禽，應該是有銳利的雙眼，

張開寬大的翅膀在天空中巡曳，隨時準備俯衝而下，用尖銳有力

的腳爪抓起獵物的大型鳥類。

雖然這樣的印象符合大部分日行性猛禽的習性，但是鳥類

的多樣性超乎我們想像。即便同樣是猛禽，也有許多不同的生活

習性，以及很多樣化的食物，有些猛禽甚至是吃素的。屬於珍

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東方蜂鷹，就是猛禽家族中特立獨行

的一員。

稱為蜂鷹的原因，當然是因為牠們與蜂類的密切關係。東

方蜂鷹的主食就是人類和其他動物避之唯恐不及的蜂類，以及少

數的蛙、蜥蜴、蛇等。無論是蜜蜂、胡蜂或一般人俗稱的虎頭蜂，

都是牠們的食物。不過，東方蜂鷹並不是直接捕食成蜂，而是專

挑柔軟不帶毒液的蜂蛹和幼蟲，但牠們都在蜂窩裡，東方蜂鷹必

須攻擊並破壞蜂窩才有辦法吃到。成鳥也會把破碎的蜂窩帶回巢

中給幼鳥吃，這些蜂窩的碎片裡就有肥美的蛹和幼蟲。

為什麼東方蜂鷹不會害怕蜂類的群起圍攻呢？原來是有能

抵擋蜂螫的生理結構，牠們臉部的羽毛十分細小且如同魚鱗般排

特立獨行的
東方蜂鷹
■  翁國精

東方蜂鷹是科學界首次發現同時有候鳥及留鳥族群的猛禽，

也是第一種候鳥變成留鳥的猛禽。但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原本該回到北方繁殖的東方蜂鷹決定留在台灣呢？

2隻不同色型的東方蜂鷹同時
在養蜂場中取食地上的巢片

（圖片來源：李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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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緊密，頭部相對於身體而言比例較小，頸

部細長，這樣的構造也方便把頭伸進蜂巢縫

隙覓食。

另外，面對蜂類的傾巢而出，東方蜂

鷹也會採取團體戰的策略，輪番攻擊一個蜂

巢，或用調虎離山計，由一隻蜂鷹攻擊蜂巢

後逃走，吸引蜂群離開蜂窩，其餘蜂鷹便可

安然取食蜂巢。這在以單獨狩獵為主的猛禽

中實在令人驚奇。

當然，蜂鷹在攻擊蜂窩的過程中難免

會遭受蜂螫，但是蜂鷹為什麼能忍受蜂螫而

不會喪命呢？這或許跟蜂鷹體內特殊的免

疫能力有關，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以嗅覺輔助覓食

因為這樣特殊的食性，東方蜂鷹必然

會受到養蜂場的吸引。在繁殖季節，東方蜂

鷹會在中低海拔的闊葉林中築巢、育幼。而

到了秋冬季節，也就是大約 11月中旬左右，
蜂鷹就會離開繁殖區，進入淺山或平地的養

蜂場內覓食，直到隔年 2、3月才離開。
秋冬季節裡，因為野外盛開的花不多，

蜂農飼養的蜜蜂並沒有足夠的食物來源，因

此蜂農會把花粉、黃豆粉和糖水混合成花粉

團，放在養蜂場內供蜜蜂食用，但往往會被

攻擊虎頭蜂窩的東方蜂鷹，尾羽上纖細的數條橫斑是雌性的特徵之一。（圖片來源：謝季恩）

冬季時，東方蜂鷹出沒於有人類活動的淺山地區。

（圖片來源：洪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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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鷹捷足先登。可是花粉團原本並不存在於

自然界，為什麼蜂鷹知道花粉團可以吃呢？

筆者設計了一個實驗，將一個正常的

花粉團和一個假的花粉團一起放在養蜂場

中，讓蜂鷹去挑選。假的花粉團有三種，一

種是少了花粉，一種是少了糖，一種是以麵

粉取代黃豆粉。真假花粉團都以食用色素染

成黃色或黑色，讓外觀一致。因此，每次實

驗的時候，真假兩個花粉團的差異僅在於花

粉、糖或黃豆粉其中之一。

實驗發現東方蜂鷹幾乎都只挑有花粉

的花粉團吃，就是少了糖或黃豆粉也無所

謂，而且即使染成黑色，牠們仍可以挑出含

有花粉的花粉團。由此可知蜂鷹是利用嗅覺

來確認真正的花粉團，且挑選的是花粉的氣

味，而不是糖的甜味。即使黑色花粉團和牠

們平常在蜂場中吃到的黃色花粉團不一樣，

蜂鷹仍不受顏色的影響，可以用嗅覺找出含

花粉的花粉團。

猛禽不僅會利用視覺，也會利用嗅覺

來輔助覓食，更提醒我們重視嗅覺在猛禽或

其他鳥類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羽色豐富多變

蜂鷹不只是食性特殊，有觀賞蜂鷹經

驗的人都會發現牠們羽色豐富多變，在同一

鳥種裡有如此多變的羽色是非常罕見的。按

照一般賞鳥者的分類，蜂鷹的羽色可以分為

暗色型、淡色型和中間型。其中，暗色型的

蜂鷹全身羽毛都是深褐色，而頭部的羽色更

深，非常接近黑色。淡色型的全身羽毛呈淺

褐色，看起來像是加了很多牛奶的拿鐵。而

中間型的就像暗色型和淡色型的混合，可能

胸腹部是淡淡的米白色，頭部是灰色，翅膀

和背部是深褐色。

事實上，蜂鷹的羽色變化不只這 3

種，甚至在成長過程中，蜂鷹的羽色也會

變化，常讓初次看到蜂鷹的人誤以為是不

同的鳥種。

有觀賞蜂鷹經驗的人都會發現牠們羽色豐富多變，

在同一鳥種裡有如此多變的羽色是非常罕見的。

羽色多變的東方蜂鷹，由左至右分別是暗色型、中間型及淡色型。左圖眼球有鮮黃色虹膜的是雌鳥，中圖及

右圖眼球有紅色虹膜的是雄鳥。



43科學發展   2013年 11月│ 491期科學發展   2013年 11月│ 491期

蜂鷹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種羽色？這些

羽色是否具有任何意義？親鳥的羽色如何

遺傳給下一代？蜂鷹配對時會不會偏好和

自己羽色相同的個體，還是和自己長得很不

一樣的個體？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學者和

賞鳥人士，也是未來蜂鷹研究的重要議題。

是候鳥也是留鳥

在亞洲，東方蜂鷹還有許多親戚，也

就是所謂的亞種，分布在東南亞各地。而這

些亞種都是終年待在同一個地區生活的留

鳥，只有東方蜂鷹是會遷徙的候鳥。根據賞

鳥人士的觀察，東方蜂鷹每年都會與其他的

遷移性猛禽一起出現，包括北部的觀音山及

南部的墾丁，在猛禽過境期間都有牠們的蹤

影。因此，以往賞鳥人士和學術界都認為東

方蜂鷹是過境台灣的過境鳥，或者少數留在

台灣度冬的冬候鳥。

直到十幾年前，當時任職於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理處的黃光瀛博士首度在陽明山

發現了東方蜂鷹的巢。此後，在台灣的中部

和北部都陸續發現許多東方蜂鷹繁殖的證

據，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劉小

如研究團隊也透過無線電追蹤，證實東方蜂

鷹在台灣有穩定的留鳥族群。

這個發現引起了許多疑問，這些留鳥

是否已經在台灣很長一段時間，卻被人們所

忽略，還是留鳥是最近才出現的？如果是最

近才出現的，牠們的祖先是愛上台灣而流連

忘返的候鳥嗎？還是從東南亞地區擴散到

台灣的留鳥亞種？如果是候鳥待在台灣不

想走了，牠們又是為了什麼而留下來？甚至

有人推測，出現在台灣的東方蜂鷹根本沒有

候鳥，那些在海邊隨著其他候鳥飛進飛出的

蜂鷹，其實都是留鳥，牠們跟著候鳥出海之

後不久就回頭了。

經分析大約 50隻東方蜂鷹每一根初級
飛羽上的穩定同位素成分，發現台灣的確

有兩群截然不同的蜂鷹族群，一群是留鳥，

一群是候鳥。而分析這兩群的遺傳資料，也

發現留鳥族群是由候鳥形成的，也就是說目

前留在台灣的東方蜂鷹的祖先，以前是過境

台灣或在台灣度冬的候鳥，而且這些候鳥是

1970∼ 1990年代間才開始停留在台灣。這
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原本該回到北

方繁殖的東方蜂鷹決定留下來呢？

在歐洲，有一種小型的鶯科鳥類叫做黑

頂林鶯，主要繁殖地在德國東南部，度冬地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歐洲的經濟逐漸繁榮，人民生活獲得改善，

英國人開始在院子裡擺放鳥類的餵食器，裡

面放著各種穀類給來訪的小鳥食用。約自

1960年代起，英國人開始在冬季的時候發現
黑頂林鶯出現在他們的院子裡，久而久之，

竟然有一群黑頂林鶯固定到英國度冬了。

問題是，一般候鳥度冬的時候是飛到

比繁殖地的緯度更低、更溫暖的地方避寒，

但這群黑頂林鶯竟然飛到比德國更寒冷的

英國度冬，可見食物對這些鳥類來說有多大

的吸引力。

研究台灣養蜂業的發展，發現已經有

三百年的歷史，而養蜂的家戶數及蜂箱總數

在 1970及 1980年代達到最高峰。雖然從
1990年代開始有些降低，平均每個蜂箱所
產出的蜂蜜量卻是逐年上升。從 1970年代
起，養蜂場的產蜜量不但快速增加，而且

鳥類的遷徙行為其實非常有彈性，往往一個突如其來的惡劣天候，

就有可能改變一個候鳥族群的遷徙路徑，或者把候鳥困在度冬地而成為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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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更廣。這樣的變化與東方蜂鷹留鳥出

現的時間不謀而合，因此，台灣的養蜂業

有可能是造成東方蜂鷹候鳥定居在台灣的

原因之一。

從這些事例來看，鳥類的遷徙似乎不

是一個絕對必要的行為，也不是一個不能

改變的行為。的確，最近幾十年越來越多

的研究顯示鳥類的遷徙行為其實非常有彈

性，往往一個突如其來的惡劣天候，就有

可能改變一個候鳥族群的遷徙路徑，或者

把候鳥困在度冬地而成為留鳥。也有如上

述黑頂林鶯的例子，為了食物而改變了度

冬地。

然而，東方蜂鷹的特殊之處在於牠們

是科學界首次發現同時有候鳥及留鳥族群

的猛禽，也是第一種候鳥變成留鳥的猛禽。

對於壽命較長且遷徙路途遙遠的猛禽來說，

遷徙的時程、路徑、度冬地必須和繁殖、

育幼、換羽、求偶等生活史事件完美配合，

因此理論上不容輕易改變，科學界也認為

這樣的大型鳥類並不容易產生遷徙行為上

的變化。東方蜂鷹的例子卻顯示遷移性的

猛禽仍然可以放棄遷徙而成為留鳥，因此

雖然東方蜂鷹不是第 1種改變遷徙行為的
鳥類，卻意義非凡。

有待繼續研究

雖然留鳥來源已經有了解答，但候鳥

的來源仍然是個謎。以往大家都認為過境

台灣的東方蜂鷹來自日本，但是日本學者

以衛星追蹤，卻發現在日本繁殖的東方蜂

鷹，是經由中國內陸飛抵中南半島，再穿

越麻六甲海峽，最後在印尼及菲律賓度冬，

沒有任何一隻經過台灣。這個發現顛覆了

候鳥會採取最短路徑飛行的想法，也讓過

境台灣的東方蜂鷹的繁殖地和飛行路線增

添了神祕色彩。

目前，台灣猛禽研究會正嘗試以衛星

追蹤的方式，希望找出過境台灣的東方蜂

鷹的來龍去脈。雖然還沒有追蹤到候鳥，

卻已經發現台灣的留鳥族群會在島內做南

北遷徙，這又是讓人驚奇的一面。

東方蜂鷹有這些奇特的生態，在猛禽

的世界中如此與眾不同，而科學家對東方蜂

鷹持續的研究，相信會帶來更多讓我們重新

認識猛禽，甚至重新認識鳥類的新發現。

翁國精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東方蜂鷹的特殊之處在於牠們是科學界首次發現同時有候鳥及留鳥族群的猛禽，

也是第一種候鳥變成留鳥的猛禽。

台灣養蜂業的發展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圖片來源：

種子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