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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lntroduction)

水稻之種子發芽秩苗期及稻穗發育乳熟期以至於其完熱潮，麻雀、尖尾丈鳥、黑頭文鳥等，成

群飛臨田間，章是食稻作為害，其損失有時不能忽略;此在同一地區中，較早或較遲栽植之零落稻田

，受害程度尤為嚴重。

木省農起一蜘坊止鳥害之方法，多屬眉醋巨法，包括: (1)做成稻草人形豎立於田間者; (2)黨繩結

帶令其!摳風飄動者; (3)由人看守田邊手持長竿揮動見鳥高聲吶喊者; (4)手握警音器(竹製〉來往於

田睦作響者; (5)繫結空罐在田間竹桿，見鳥即使之搖重M羊響者; (6)使用定時自動爆音器(電石爆雷

裝置〉自動聲驅者; (7)使用爆竹串懿於電線桿或樹桿上，自動定時點火作響者等形式。惟其效果，

一則與豎懿之密度，看守之動惰，音響之性質等因子有闕，一則與鳥雀木身對此等刺激潛之反H~程

度和變化而異，故而參差不一。此外，有斃鳥法者，係使用農藥摟拌稻種，以毒殺來食之鳥雀，多

見於處理育苗用稻種。

鄰邦之日木，早年師對麻雀之厲害稿作，頗感辣手;為謀防止乃創吃「燒鳥料理J '鼓勵展民

進食，進而促成捕鳥行業之興起，以圖減少鳥害。

有關鳥雀厲害稻作之報告，除見之於內田、仁部、葛等三氏於日本大正年間所作之調查報告者

外(1) ，其他見掛文獻者甚少。至相防止棋，除有對電石爆音機之棚，稍加具體之研究結果

者外，(2) ，防止效果及其他有關特性之研究，學者涉入其間者亦為稀少，故殊多缺乏胡暸。木研究，

首在調查研判木省鳥雀對箱作之關係及迄今一自那方鳥對策之效果程度，次則測試歐美當今最新型警

鳥機( A V - Alarm Cont rol Sys tem) 在木省之作業性能結果，以謀求最佳鳥害防止方關日

機具為目的。

木研究自民國五十九年開始，於民國六十一年年底完成;其間承中國闢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之經

費資助，以及該會植物生產組技正彭添松先生之鼓勵甚多，謹此由衷誌謝。而調查記錶等工作，多

賴木系助理翁有澄君之協助，於此申謝。

二、鳥在為害本為ì~$作之特性(Oharacteristics 

of Bird Damage on Rice crop in Taiwan) 

I 、所完材料及才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難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農業教育學系農機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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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苗栗、台中、彰化、商投、雲林、台商、高雄、屏東等境內地區，選擇具有不同地

理環境特徵之福作田間"觀察記錯出沒鳥雀厲害福作之特性。其法包括以望遠鏡追路探查，以及使

用捕雀網(長 12 公尺，高1.8 公尺，兩具〉捕捉鳥隻，外表特徵記錯及日索巖解剖分析等。

2. 、假中興大學農場，分別於一期作、二期作，實施不同成熟別、品種別，對鳥害之特性研

究實驗。計早熟輯、中熟稿、晚熟稿三種成熟別 L 及硬隔〈台中硬165 號〉、孺稿(台中稀的號

〉、訕稻〈台中抽 1 號〉三類品種別，分別記錄各乳熟期、黃要棚、完熟期之鳥害率及收穫稿穀之

晶質特性。(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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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台中硬 65 號( Tai c.hung No. 的 O.

S . L. S1.lbsp. keng ) 

B: 台中1需金6 號 (Taichung No. 46 

Gent inous R i ce ) 

C: 台中柚1 號 (Taichung No.1 O. 
S • L. Subs p. Sen) 

字母後第 1 個數字: 1 :早熟稿

2 ;中熟稻
3 :遲熟輻

宇宙後第 2 個數字: 1 '"可，重覆小區號次

(每小區 2m.x 4m ，插植 128株〉

圖 1. 干部乍鳥害試驗小區之排列設計

Fig.1. Section design of test field for bird damage. 

3.將鳥雀飼養於室內，飼以不同顏色(白色、綠色、黃色、紅色〉之碎采及含有動物質成分之

養雞用飼料，觀察記錯其生活習性以及對食物之嗜嫌性。

I 、結果 (Results)

1.為害稽作品雀之種額及其習性:

(1) 種類:為害木省福作之主要鳥雀扇，台灣麻雀( Formosan tree spar row )、尖尾

丈鳥( Formosan sharp-tailed munia )及祟頭丈鳥( Fo rmo s an b la d - head ed munia 

〉三種。台灣麻雀與他二種鳥之間，無合群性，但尖尾丈鳥和黑頭丈鳥，常混雜共棲。

(局棲息性:台灣麻雀嗜棲息於老舊木造建築物、樹林及電捍線上，以此作為進出之據黯，但

對新環境之適應力強，工廠噪音煙氣等均不足械其腺跡。尖尾及呆頭文鳥，夜間接息聶園或灌木草

叢內，白天傾巢而出無固定接興起，惟不棲止於太高之地上物。

的)群集期及繁殖期:一般群集期，麻雀以一期作秩苗期之成鳥群集及一、 二期作成熟期之幼

鳥群集厲最盛，盛暑為最衰 ;尖尾及黑頭文鳥則以一期作成黨潮為盛，盛夏以後至入冬為衰。繁殖

適期皆為三月至九月，文鳥類以四月左右爵主，麻雀則以七月較多。而群集期及繁殖期之年中變化

，與季節寒暖及五穀登熟有街切之關係。

(4)食性:麻雀屬雜食性，除植物質外，尚嗜吃且蟲等動物質，同時亦吃加工食品，如罐頭、

粉絲等。於籠內飼養麻雀，僅飼繪碎米時，不敢日 ~p互啄羽毛吃食。不供給吃料時，則支持 2"'3

日後，相繼餓死。尖尾及呆頭文鳥屬素食性，除於九月間之換毛期，需攝取少量之動物質外，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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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植物種實為生。

(5)天候活動性:麻雀多於黎明及薄暮時分，群集出入稿田，陰天細雨時活動最盛，中午及炎

熱時分較少。惟丈鳥類係全日活動稻田中，到處棲食。

(6)出λ性:麻街令棲息之攘點，觀察附近無人走近時，降落田內厲害，此時仍留少數麻雀在

韓息聽，俯視厲其警戒。丈鳥類則由帶頭之鳥，領導全體出入，於吃食指作時，仍由少數鳥隻棲止

於稻穗頂端，左顧右盼以行警戒。由地面起飛時，麻雀多以較小之角度斜向逃逸，但丈鳥類肩接近

蠱直上升而盤旋飛走。

2. 稻作之鳥害調查及試驗結果:

(1)特徵:稻種發芽期之鳥害為，啄食甫告出芽之稻種，且將秩田搗亂。至於路穗結實期之受

害，但括乳熟期咬穗皈漿，使穎殼呈現白色，數日後顏色漸暗或旱霉累，受害部位為穗粒末端或中

末端，及黃絮蚓、完熟期之穗軸小柄缺少殼粒，此係被鳥雀啄食及震脫地面所致。

(目福作品種:稻作最易受害者為儒稿，其次聽視稿. ~山路最底(表 1-表也〉。但若同一地﹒

區僅栽培仙稿時，視鳥雀之多寡，鳥害率亦有高者。

表 1. 轅稿與孺稻聞之鳥害試驗結果

Tab. 1. Bird Damage Between O.S.L. Subsp. keng and 

Gentinous R ice 

扁害率 D-t-ay\-m-\-p\~三m~g~結\~實M一、、-a、期JtS5utrae 4z : 乳熟期黃熟期 完熟期rd 
Yellow 卜品1種 v! e 叫 S呻 R ipe s tage 

aTl ety ~I - lmaturíng stage 

F更稿

早熟福 7 I 10 I 8.5 
O . S.L . Subsp. Keng 

Ear ly 禱稻

mat u.re I ~ ". I 17 I 27 I 26.1 
Gent inous Rice 

專更 稻
4.5 遲熟稿 0.6 \、 . 

。‘ S .L. Subsp Keng 
Late 

前需 稻
ma ture 12 - 26 

Gen t inous Rice 

表 2.. 硬稿與孺稿聞之鳥害率變方分析表

Tab. 2. Analysis of varience for thc Bird Damage Between 

O. S.L. Subsp. Keng and Genrinous Rice 

|叮叮于巴士LL 乳 熟 期 黃 熟 期 YzfE 2 熟期

扎在 i l ky st age 
Ye llow 

Ripe s tage ma tu nng s tage 

值
主已 熱 干活

t E arl y ma ture 
2.61 2 .38 2.15 

遲 要11 稿

t value 2.74 . 5.16 
Late 位la tur e 

理 -田A間 t 值
p = 5 %- 2.447 , p = u屆- 3.707 

Theoreti cal t va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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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積稿與柚稻晶可之鳥害試驗結果

Tab. 3. B ird Damage Be tween O. S. L. Subsp. 

中熟路

Medium 

口la ture 

Keng and O. S.L. Subsp. Sen. 

實期 l 乳熟期|黃熟期 完熟期

I Yellow 
M i lky s叫elmaturing stage I R ipe s. tage 

Subsp. Keng.1 
23.39屆 .8-.79屆 8. 9}6 

，稻
Subsp. Sen 。% 。 % 2.48屆

表 4 硬稻與站時間之鳥害率變方分析表

Tab. 4. .Analysis of varience for the Bird Damage Between 

o. S. L. Subsp. Keng and O. S. L. Sub 'S p. Sen. 

~~t~t ~值v~a~l ue~~結~實----期 M、、Ma、ta~ug』re e 
乳 熟 期 黃 熟期 YE去{; 熟期

Yellow 
Mil ky s tage ma tur tng stage Ripe stage 

t 值

5.95 9.67 2.29 
t value 

理 5日間4 t 值

P=5%-2.4的， P= 1%- 3.707 
Theore t i ca 1 t value 

(3)地理環境:市郊及靠山之鳥害顯著，而鄉間空曠者較低少。市郊稻田多受麻雀厲害，而靠山

者屬麻雀及文鳥類為害。

(4)期作別:一期作鳥害率較二期作者為高;其原因為此時適為幼鳥成長期，食慾旺盛，而二期 h

作則逢其脫毛期，需攝食動物質。

(5)作物種類:稻田附近有蔬菜、果實、芋等其他作物時，其鳥害率甚高，因能說引鳥雀吃食昆

蟲所致。

(6)穗實成熟度:以糊熟期之受害最高;結實較早之早熟田，則其乳熟期之受害率較中等及遲熟

田者為高。稻作生長情形之優劣與鳥害之間似無關係。

(7)稻穀產量;可謂稻受鳥害後之產量減少率為最顯著，其值為 10%- 的% 0 (如表 5 所示〉

8. 鳥雀對頭色嗜雄性之實驗結果

(1)生長期中鳥雀對食米顏色之嗜嫌性:分別或同時飼以白色、綠色、黃色及紅色碎米，記錯

其每日吃食量，結果顯示 ，鳥雀對淺綠色米最具嗜好，次為白色米，其次為深綠色米 ，而對黃色無

甚興趣，最嫌惡者為紅色米。比較淺黃色與黃色米之間，則無何差異。試驗麻雀之平均體重為 19.5

克， 1 日吃食之碎米量為 4.5克，佔體重之 23 %'尖尾及呆頭丈鳥之平均體重為 1l .6 克，平均

1 日食米量為 2.8 克，佔體重之 24.1 %。

(2)鳥雀換毛期(九月~十一月〉 對顏色之嗜嫌性:以白色、蘇色、黃色及紅色碎米同時餵

樹被試驗之鳥雀，並以有色玻璃紙倒紮日光燈，使之分別晏自然光、綠光、黃光及紅光等四種室內



表且 受鳥害與防鳥害稻田(以細網保護〉聞之稿 穀 產量試 驗 比較統計

Comparison statistics for yields between bird-damaged fields and free-from
bi rd-damaged fields (protected by nets ). 

Tab. 

N
育
部U
N扭
叫
啊凶
神
將
導仔
揖揮
洒N
S
叫
阿
臼
臼

5. 

r可F

成 熟 別 鳥
害 千 穀 重 一株穗穀 一株穀重 空穀率 稿穀 產量 比較指數

品 種 :Ma 、ture order B'ir d '甸 mage Wet.of No. of Wet of Emptγ . Yields Co口1parir穹

早 熟 中 熱遲熟
l(郎 grains ear per graln per ear (%) kg/ha index 

Va r ie ty 無有
(gr) stump stump 

Early I Medi um I Late With∞t I With (gr) 

> > 27.2 15 30 . 3 1.6 2 , 727 100 
、J > 26.6 15 30.0 2.4 2 , 700 99 

平更 稿

、J > 25.8 15 30.3 2. 也 2., 727 100 
O.S .L. Subsp 

、J > 25 . 4 16 30.3 7.6 2 , 727 100 
Keng 

、J 、J 16.8 15 15.3 15.3 1 ,377 100 
> > 16 ; 4 13 9.3 16.1 837 61 

> > 話 3.2 16 33.0 4.4 2 , 970 100 
孺 稻 > > 23.8 17 30.0 3.2 2 , 700 91 

Gen t inous 

Rice > > 18 . 6 13 17.5 10.0 l. M5 100 
> > 17.6 16 12.3 14.0 1, 107 70 

青山 稻

O.S.L . Subsp 
> > 26.0 16 37.0 2.6 3 , 330 100 

Sen 、、J > 26.4 14 32 . 8 3.0 2 、 952 8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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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其結果告顯示同一個肉之吃食結果，最嗜食白色碎米，其次為線米，其次為紅米，最嫌惡黃

米。其 1 日吃食量，前雀為其體重之 24 %'尖尾丈鳥為其體重之 19 %'表 6聞其攝食量及其變

方分析表一例。

表 6 麻雀對有色碎米之攝食量試驗及其顏色之變方分析表(於黃色光線下〉

Tab.6. Sparrow 's eatingam∞nt on co lored r i ce and i t s analysis 

。 f varience to color. ( under yellaw light ) 

lbE空 1 |處理總計|平均數!
2 8 也 5 6 7 8 9 10 I Treatment i Mean 1 

Total (g) 
白米

2.2 2.7 2.5 2.5 l 11.3 0.3 2 5 5 24.5 2.45 lWh. i te r ite 

紅多|是
0.4 0.3 0.3 0.5 0.7 0.5 。 .8 0.5 。 。 4.0 0. 4{) 2. Red ea r 1 ce 

黃米

0.5 0.1 。 。 。 0.3 0.3 0.5 。 。 1.7 0.17 3. 
Yellow. r i臼

-
綠米

也 1.7 
Green r i ce 

2 1.8 1.5 2.1 2.5i 2.4 1.5 1 。 16.5 1.65 

區集總 言十
4.8 5.1 

Bl ock Total 
4.6 4.5 3.8 4.6 3.8 4.5 6 5 4(ì .7 4.67 

變異原因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理論 F 值
Due to 。 .F. S.S. M.S. F. Val u..:: Ft 

區 集

Block 
9 0.92 0.102 MST 5%-2.96 

Ft=一一一一-

處 理
MSE 

Treatment 8 34.62 11.54 ll.54 1 9-"".-4.60 
一一

機 差
0.97 

Error 
27 26.31 0.97 

= ll. 89 
總 計

Total 39 61.85 I 

三、本省一般驅烏方法之教采 (Effects of 

Various Bird Alarming Metbods Used in Taiwan) 

木省農民一般使用之防鳥方法，屬驅拒法，乃消極之方法。因其不能、減少當地鳥雀之數目，臨

使驅拒發生效果，但鳥雀飛臨其他未行防鳥措施之路作厲害，故在防雀上似非善策。然鳥雀亦以捕

食昆蟲厲生，堪稱益鳥，故如鳥敢有限時，貝Ij以驅拒法防止受害，不無其某種必要 。若鳥雀眾多，

嚴重厲害農作時，則宜謀取直當之誠雀法。各種驅鳥法之效果，攝在各地觀察比較，獲致以下之結
5{>. 
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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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使用盟膠彩帶拒魚，發現以紅色較白色者，有較佳之驅鳥趨勢。

(2)將雀鷹標木繫結竹竿，懸掛於稻田上空，在最初之四、五天內，確有使麻雀畏懼不敢前來吃

食稿稽之效果，但其後被彼等洞悉而失效。

(3)稻草人等靜態無聲之物體，於施用之初，或向為有效，但僅能持續一、三日，其後則形同虛

設，毫無作用。

(4)由人看守田邊持竿吶喊，來問奔起者，效果甚佳，惟體力容易疲勞不能久持。有以空罐藥箱

竿上，互以長繩串聯，於見到鳥雀入侵時，由人隨即搖動作響者，雖可減少看守者之疲銬，但效果

不自由寺久。

何)使用鞭炮為較有效之方法，但不宜連續使用，需配合其他視覺上之驅拒法較能持久。

(6)使用 50 瓦特之擴音器連結信號產生器，向稻田雀群播放 20 cps -- 10 , 000 cps 之正弦波
音醬寺，其結果為麻雀對單純之固定頻率，聽若無聞，駐足不動;而對不斷變化頻率之音響，似有

所間，向周圍張望欲探究竟，以備採取行動。

佇)鳥雀對空氣槍、獵槍所發出之音響，似具有高度之警惕性;瓦續聞第二槍、第三槍時，有強

烈之鷺慌逃逸行為。

(8)麻雀性較敏感，對上述各種驅拒法，有幾悔之反應。但尖尾及呆頭丈鳥，性較遲頓，對目前

驅拒之反應處之泰然，多使之失效。惟以捕鳥網強羅田間，配合驅拒措施時，可適當令其連避。

目前一般稻田，除扇早熟之本細由外，採用驅雀措施者甚少;事實上，施用防鳥法之稻田，其

受鳥害之程度並不低於未施防範措施者，足謹防鳥失效，設置而形同虛設，殆無作用。

四、警鳥機在本J島、使用之性能及測定 (Performance and 

Measurement of AV-Alarm Tower. System in Taiwan) 

於民國六十年夏由農復會補助向美國警鳥機公司購入之最新型MT - 5 型警鳥機，首次運達木

省。以下茲簡述其使用性能及測定結果。

I 、 Mt-5 型誓鳥機簡介(Introduction to Model 
MT品， AV-Alarm Tower System) 

該機由控制器、接線器、四具擴音器及塔架所組成。使用 12 V電瓶為其作業電源。接其製造

廠商得4) , (5) ，阱，此項機具係隔離騷擾動物彼此對雷鳴意義之辨識能力，使之無法習慣長久滯留
斯所，以達逐漸促其遠離，誠少其間留存之動物數目而製成者;苗其音響非以驚嚇為目的，而以擾

亂動物在該環境內大腦聽覺之辨識中樞之功能，終而促其出境為主旨去。

警鳥機具有產生 600- 6KC/S 昔頻之產生裝置，控制調整裝置可使其載波及調變波之合成

漲，造成震抖變化之音色。因調節週期 0.5 秒-0.05 秒之變化範圈，可得具有強烈震抖狀之鳴嘲
聲 (Warbles )以至於快速刺腦狀之岐噓聲( Chirp sound )。機上附有作響及停響時間之選
擇關闕，俾令其連續作響或作響。.1-10 分鐘後停響。.1- 8分鐘，再行作響 i。擴音器之最大輸
出電力厲的瓦特， 受接線器內階梯繼電器之控青l份配，輪流循環其四具擴音器作響。

攘稱此種塔架式警鳥機，在美國已普遍用之於櫻桃、越橘、葡萄、玉米、 古服等作物之鳥害防

止，包括有角雲雀 ( Horned la rk ) ，掠魚( Starl ing ) ，山烏鳥 (Bla ck bird) ，知更鳥

(Robin ) ，水鴨( Duck ) ，野鴿 ( 叭.geon ) ，烏鴨 ( Crow ) 等。

I 、警鳥機對本有箱作鳥害防止之試驗 (A Test of AV-Alarm 
System in Ric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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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瞳方法:前往箱作鳥害顯著之台中、彰化、員林、斗六-、名閩、南投等地區，測試警鳥

機之使用前後，鳥雀之舉止動態之變化，鳥害率等項目。使用之器具為 30 x 50 倍之單違鏡.Rion 

NA 圓的型簡易噪音計 (Noise meter) 等。

2. 觀察結果:

(1)初時，於警鳥機作響之瞬間，入侵稻田內厲害之麻雀，顯然大為受驚，蒼慌飛出。待飛達其

棲息據財，自IJ左顧右盼試能了解其究竟。但見附近似無異狀，旋三五成群陸續再次飛入稻田厲害。

其在棲息處觀察周圍情況之時間，為2.5-3.5分鐘。此在零細早熟田之受害，尤馬常見。

(2)其後，於警鳥機續行作響時，或有少數鳥受驚郤革之際他鳥始跟隨成群飛出，或駐留由內暫

時停止吃食，保持警覺隨時準備逸離等，視情況而有不同之動態學止。

{3)若附近稿穗之發育一致，則有遠離該警鳥機之有效作業飽蜀，往他處吃食者。

“)音響度之大小，對警鳥效果，雖無絕對之騙係;惟在 BOdB 以上之書響所及範圈，鳥雀有若

干之反應。
(5)尖犀及黑頭丈鳥，對警鳥機之音響反應，顯較遲頓麻木。因無固定棲息據財，故於作響時，

值多飛離若干，而一般常旱若無其事狀，似無試圖探究其音意之舉止。此時，端賴其他方法配合，

始司奏效。有時，潛伏於距醫鳥機僅數公尺之稻田內，任其一再警鳴，亦無絲毫動靜;待有人接近

時，始行飛出。

(6)以地區言，市郊附近之鳥雀，長年雖處於吵雜之人煙環境，但對音響具有高度之爭IJ斟力，能

迅速適應之。反之，靠近偏違安靜地區之鳥雀，對音響具有高度之警戒畏懼性，常這離他處，避免

受擾。

、 (7)醫鳥機於長暮或細雨時分，對成群出入稻田之雀群，其屆國巨效果，較之白晝個別少數進出者，

顯然良好。

(8)調節警鳥機之吾棋，使頻率高低變化緩慢〈週期為 0.5秒〉顯著，音響是啤吼狀者，較之置

於頻率變化迅速(過期為 0.05 秒〉不顯著，音響壘蟬鳴狀者，效果良好。

(9)又響鳥機之作響時間、停響時間之配合，以 0.3 分鐘作響， 3 分鐘停響者為宜。其原因為，

麻雀自稻田飛返棲息據點之距離，約為 30 公尺，所需時間約為 15 秒。故於鳥雀欲行探究音意之

前，昔響曲巳停止，有助於使其疑惑不解。此時，鳥雀棲息約莫2.5 分鐘左右，觀望周圈，並無動

靜，乃有分批再度飛臨為害之趨勢，為使稻作鳥害減少，停響時間不宜過久，而三分鐘左右之停響

時間，司令雀群疲於應付。惟如前巳述，尚需配合其他措施，始能長期有效。據觀察，連續作響之

效果似為最低。

ÚO)驅鳥有效作業面積，當初警鳥機之四具擴音器集中裝置於同一塔頂上方時，約為0.2公頃左

右。其後，使用三捲各長約 150 公尺之電纜，使四具擴音器彼此相距後，有效面積，違約二公頃

。

E 、鳥雇當f音響之反應試驗a誓鳥機之學坦抹討 (Tests on Bird's Acoustics 

Reactions and An Inquiry on AV-AJorm Tower System) 

1.試驗方法: 於具有隔音、照明、通風之室中飼養肺等，及尖尾黑頭文鳥 ，除擴音器置於飼養

室內外，信號產生器、音頻放大器、警鳥機，係置於與飼養室隔以玻璃以費觀測之觀測室中，但使鳥

雀不能查覺隔室有人巍看而施工設備之。每次需人進出儡鳥室時，先關閉照明 ，以免驚動鳥雀。昔

証明播放，分日夜連續及間歇作響二種，音響度在 90 dB 以上。

2. 試驗結果:

(1)鳥雀對於 600 - 6000 C /S 之吾頻，音響度9 0dB之正弦波及方形波音響，未顯示有意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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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反應，而對同頻率之正弦波及方形波之複合音響(有震抖狀) ，則顯示稱岳之警戒反應。

(2)使警鳥器之音響，含有低頻道之成分(將 Freq.1及 F req. 2 置於 r 2 J 之位置以下〉時

，鳥雀顯有驚悸反應，但連續作響時，反應則鬆抽遲頓。

(3)飼養於小龍內之鳥雀，對警鳥機之音響顯示若無其事狀，其原因$嶼龍網對彼等構成保護，

產生安全感之效果有關。而自由跳躍吃食於無籠室中之麻雀，在醫鳥機作響之瞬間，皆飛返高處角

落1畫風，其效果仍以停響三分鐘以上者為明顯。但尖尾及黑頭文鳥，對音響顯無明確之動態反應。

(4)長時間播放警鳥機音響，並未發現使鳥雀之吾訊傳達神經失靈及置身於臨劫難受痛苦之行為

表現(日，故知警鳥機對麻雀等之「文明鳥」之「驅逐效果」似有其限度。
(5)將一繩線橫繫飼鳥室內，使可在觀測室內控制靜動。於靜止時，鳥雀或棲息跳躍於繩線而無

異樣，但令其作異常之擺動時，瞬間使在地面吃食之鳥雀飛起，徵奪門而逃狀，似甚驚恕。

(份最初，需人進R飼鳥室，換飲水秤食米量等時，係先關閉照明而後行之，因鳥雀只聽音響不

見人影，故無驚慌反應。但一旦使鳥雀目睹於關閉照明之後，旋有人進入飼鳥室中後，以後凡關閉

照明，不論是否有人入其室，亦頓時引起騷動，可知鳥雀之記憶學習能力甚強。

3. 警烏機之學理傑討:如前所述，麻雀對震抖低鐘之音響，顯示警戒性，而對單純音色，則

無此反應。乃使用R ion N 1106 型指示噪音計 (S'ound level meter) 及R ion 'SA- 52 

型過被分析儀 (Octave band analyzer )分析音響之結構(3) 。

圖 2 為Trìo . AG-10 型信號產生器( Sig且 1 genera tor )分別置於 500 c/s , 1 K 

C/S , 2 K c舟，也 K c/s 位置下之週波波帶音壓分佈曲線。其中如)為正弦淚，(均為方形液， (c) 

為正弦波及方形波之合成波。

圖 3為警鳥機於其各波段頻率輸出下之週淚音響分佈曲線結果。但)為將「頻率lJ調節於 í 1 

」位置，而將「頻率 2J 分別置於 í 1 J ' í 2 J ' í 4J ' í 7 J '各波段時之各音響音崖曲線

; (þ)為將「頻率 1 J 調節於 í1.5 J 位置，而將「頻率 2J 分別置於 í1J' í2J ' í4J ' í 

7 J ，各波段時之各音響音壓曲線;其他類推。由分佈曲線得知，警鳥機之音響成分，以 1 K c/s 

~也 K c/s之週波數為主。而根攘試驗結果，具有警鳥意義之音響位置為較低頻率被段，自口圖 3(a)

「頻率lJ置於 í 1 J ' í頻率 2J 置於 í1J 及 í2J 之P2-1 ，P2->1 曲線， (b) í頻率lJ置於

í1.5J ' í頻率 2J 置於 ílJ 及 í 2 J 之P2 -1 • P2-2 曲線。由其分佈吾響大小知，為接l近 1
Kc/s 時，吾j星星最高之音響，具有警鳥性，而音響顛峰遠離 lKc/s 時，效鼎立顯著。

比較圖 2 及圖 3 知，單調音色之音響(如圖 2(a) , (均) ，不能使鳥雀產生警覺性，而含有多種

頻率混合而成之音響(如圖叭。及圖 3(a) ·你) ，頻率以 1000 C/S 為主波上下變化者，具有警鳥

性。

麻雀之天敵一鷹之鳴聲，據三浦氏稱其週派成分為 1300- 700耳Z( = C/S ) ，變化速度 0.2

秒，連續作響 3-4秒，然後停響 5 秒鐘，再喝(劫，如圈也所示。其音頻主成分亦為 1000 c舟，
且富變化不單純，而變化間隔 (0.2 秒〉接近警鳥機之有警鳥性意義之較緩變速度 (0.'5 秒〉。司

知醫鳥機音響與鷹鳴聲 ， 頗有類似者 ， 始有警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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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警鳥機於各波段頻率之週波音響分佈曲線. (砂頻率 1 - 1 • (b)頻率 1- 1.5 • (c)頻率 1- 2 

• (d)頻率 1- 3 • (e)頻率 1- 4 ·的頻率 1-5. 包)頻率 1-6.(h)頻率 1-7 。

Fig. 3. Octave band analyses of AV -Alarm Tower Systerris sounds 

(a) Freq.1-1 (bì Freq. 1-1.5 (c) Freq. 1-2 (d) Freq. 1-3 

(e) Freq. 1-4 (f) Freq. 1-5 (g) Freq. 1-6'(h)Freq.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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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花聽綜合警烏裝置之研梨 (Development of 

A叫io-Visnal Avian-Alarm Equipment) 

1 、視聽綜合誓鳥法 CAvian Alam Method hy Audio- VisnaI Stimuli) 

自由間試驗及實驗室觀察得知，厲害稻作之麻雀對音響之即蓮，有逐漸適應之趨勢，以至警鳥

.機之效用減低，甚或令其徒然無效。但麻雀對形體之反應，常能保持長久之警戒性，尤其對吾人之

接近厲甚。是以警音作響之同時，於鳥雀之視野眼前出現擬似物體(如人形、鷹鳥模形等) ，令其

接受 「視J r聽J 二項刺激源，以達自眩目的之方法，為視聽綜合當鳥法。

E 、視聽綜合學鳥裝置 CAudio-V ÍsnaI A vian-Alarm Equipment) 

圖6 所示者為其裝置方塊圈。形體驅動器係以電動機，配合時控闖關所定之時間，與警鳥機作

響之同時，驅動饒有繩索之橡膠輪作用者。繩索係穿過豎於田間之竹竿崑端之環孔，跨越稿田形成

密閉之間路移動者。為使黨在繩索上之嚇逐形體，不被環孔或驅動輪所阻止，繩索需來間作等長之
移動，此由正反轉向繼電量躍成之。

園?為其控制電路，其中第→幸控闖關T S - 1 ，具有圖 8所示之時控片，用以控制驅動電動

機、作響警鳥機之作用時間及停歇時間。控制片之周綠，接觸一單刀雙擲式微小闖關 Sz ;當接觸

凸總部份時為作用， 接觸凹緝部份時為停歇。該控制片之姐轉速度為 25.7 degree/mìn 。

圖 9 為第二時控開勵之內部電路圈。由一電動機、減速器，三片凹凸時控片P 1 ,p Z 、丸，三只

單刀雙擲式微闖關及一組繼電器所組戚。用以控制驅動電動機在運轉時之正向及反向祖轉時間，以

及於停輔之瞬間，使電動機繞組內感應之巨大反電腫，令其接短路電阻Rl 、王之z • 完成問路，使詣控
制闖關 Sz 、 S3 、 S4~丸，免被火花燒損。微闖關之抵片接觸於時控片之凸起部份時為位置 1 (圓9

(a刀，係使驅動電動機正向迴輔之狀態;若接觸於凹起部份時為位置 II (國 9 QJ)) ，則使驅動電動



7)<稻之鳥~及其防止機具之研究 65

機反向扭轉吃狀態。但因各時控片由凸起進入凹部之時問有先後，致囡P2 先作用，約+秒後P-s 、
P1 作用，而可在正向祖轉改爵反向迴輔之間，有十秒鐘之時間，使電動機停轉。

交流電源-.A. C. 紋:urce

圖 6. 視聽綜合醫鳥裝置之方視國

Fig. 6. B lock diagram of Audio- Visual á vian-a larm equipment. 

Rl 

圖 1 視聽綜合警鳥裝置之控

制電路

Fig. 7. Control circui t 

of Audi o-Vi sua 1 

avi an-alarm equip~ 

m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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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l 之S2 1 • 3 接合

<TS-2之Relay吸合
ITS-2 計恃開始

----過轉克向
(凸緣 j

M‘ 3 停轉-

緣〕

圖 8. 第一時控開關之時控片作用圖

Fig. 8. Acting diagram of Time -Controller on 1st Time 

C on t r 0 1 S: wi t ch , T S - 1 . 

8 
( a ) 

8 

1, 

( b ) 

圖 9. 第二時控闖關之作用位置但)位置 I(均位置 E

Fig.9. Acting positions of 2nd Time Control switch , 
TS-Z' (a)Position I. (b)Positio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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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鳥機之電?原輸入係接在間?所示，經咽整流電路輸出之 12 V直流上。此時，其控制器之扭

需置於「連續」之位置，如此形體驅動器之動作和警鳥機音響成為同步。

去，令結論 (Conclùsions)

1. 木省福作之鳥害防止，以第一期作秩苗期及抽穗後之乳熟期、糊熟期，第二期作結實較早之

稻田，尤以1需紹，為最重要，不能忽視。

Z 迄至目前探用之鳥雀驅拒防止法，無一種方法為持久有效者，宜女替變化配合使用。其中，

將塗有反光材料之紙帶，交錯聽結於受害田間上空，隨風飄動，閃閃走光者，似較有效。

3 繫結彩帶時，第一期作以紅色，第二期作以黃色，似較為宜。

4. 警鳥機雖非絕對有效，但若能適當使用，則在各種防止方法中，尚為較有效者。其要領在於

配合鳥雀進出田間之脅性;一般言之，調節於作響0.3分鐘，停響 3分鐘，行震抖吼叫聲響者為佳

。

5. 徵提高警鳥機之作業效果，對進食之鳥群有同時給予具警ft!'性質物體刺臨之必要，此種方法

回視聽綜合警鳥法，其以機械方式自動操作者; I1lP 視聽綜合警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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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Bird Damage to Paddy Rice 
and 1 ts OontroI Machinery 

Yang-ren Hwang※ 

SUMMARY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Formosan tree sparrow and the Formosan sharp-tailed mu

nia as well as the Formosan black-headed munia , are the main bitds to damage rice 
crop in Taiwan. These pest birds damage.on the nursery bed and the maturingstage 
field of paddy rice. 

As to variety concerned , the gentinous rice would be more eas.i ly damaged than 
。th~rs ， and the.O.S. L. Subsp. Sen is the least. Nevertheless , 'the damage could not 
be neglected at those fields where only the O.S. L. Subsp. Sen is cultivated alor嗨，
while pest birds are quite gathering. 

It is inspected that bird damage at miiky stage and dough stage of rice maturing 
period is the most ~ignificant portion on yields and quality. However , for those easily
dropped-grain varieties , a considerable loss is observed by peckÎng off the grains t。

the ground at ripe stage. 

8y carrying out experiment on bird appetite with several colored rices , it is found 
that birds are fond of light green and white rices tO eat., and they dislike red and yellow 
。nes.

Except fire cracker and posting men around the field , no apparent difference on 
yields is inspected between the fields carrying out with conventional bird-alarming 
methods and the fields without anything. 

Acoustics bird-repelling experiment shows that any pure , single sound would be 
insignificant , only the compl icated 字。und would bring upon some sudden .reaction. AV
Alarm Control Method , whicn is widely employed to get away wild birds in United 
States , was Introducéd to this island in 1971. 許可e tests showed that if suitable ins
tallation and control techniques were perform呵， the new machine wol.i ld work well than 
any.other control methods , but nqt for the munia. Obviously , adjusting the knobs of 
"Freq. 1" .and "freq. 2" at posltlons "1"--"2" , so as to produce dithered warbles , is 
more effective than others. In this case , mainly frequency of 1000 c/s sòunds is 
gener吋ed ，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hawk whistle. 

However , the new pest control machine is difficul t' to keep long val idity for the 
"Civilized birds". Thus ，的 equipment to drive 50me visual irnitation moving above 
the field withacoustics alarming synchronously , is developed to operate. Combining 
this equipment with AV-Alarm Tower System is named Audio-Visual' 8ird Repelling 
t:;.qu i pment • 

The vidual imita~ion driver is constructed with electric motor which is operated 
by Time Control Switches. A circulate loop on which some imitated bOd ies , such as 
hawk or human shape are tied is driven by a rubber roller on speed reducer shaft rotat-: 
ing forward and backw ard imtermittently by a direction control relay. 

*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t.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 College of Agriculture , Na
的。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