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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文鳥為水稻成熟期重要害鳥之一，

農民為了防止鳥害，常利用農藥或鳥網，

設下陷阱毒殺或網殺隨時來襲的鳥群。近

年來由於社會普遍地重視野生動物的保

護，因此這種殺害野生鳥類的自衛方式常

被認為過度殘忍，而受到指責。如何進一

步研究防範害鳥，而保護稻穀的技術，亟

待加強。

一隻斑文鳥一日平均可取食稻穀8.02

公克，危害乳熟期至完熟期之稻穀。嘴喙

粗短而有力，取食量大且食性較為專一，

以禾本科植物之種子為主。

（一）分類地位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文鳥科 Ploceidae

（二）分布

分布於中國、臺灣、印度、新加坡、

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

（三）寄主植物

穀類為其主要食物。稻穀未成熟前以

昆蟲及其他植物之種子為食物。

（四）形態

體上面褐灰色。腰及尾上覆羽帶金黃

色。腮及喉部赤褐色，胸及體側白色，有

黑褐色箭頭狀斑，故名。腹部中央及尾下

覆羽白色，嘴灰藍色，呈圓錐形，腳鉛

色。體長12 公分，翼長52 ~ 54 公釐，尾長

28 ~ 42.5 公釐（圖一）。

（五）生活史

沒有固定的繁殖期，甚至在寒冷的冬

天亦可發現其抱卵與育雛。築巢於離地不

高的竹林及矮小灌木中，以乾葉和小草為

材料。每巢約有4 ~7個白色的蛋。

斑文鳥為臺灣常見之留鳥，多分布於

低海拔山坡地，出現於農田、草原、竹林

和灌林叢中。平時有成群聚集的習性，不

論是活動、覓食或繁殖，常結伴而行。有

斑文鳥
學名：Lonchura punctulata (Swinhoe)

英名：Nutmey mannikin, spottedmunia

俗名：黑嘴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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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都市近郊或田野間，亦可發現與白腰

文鳥或其他外來種文鳥同時出現。嘴喙又

粗又短，適宜取食質地較為堅硬的穀物；

喜於芒草叢及稻田中覓食，通常成10隻左

右之小群活動，但收割季節往往可見數10

隻的大群，以種子及稻穀為食，至哺育時

期則捕食昆蟲。飛翔時個體間之距離小，

遠看有如蜜蜂般成一團移動的黑影，以直

線波浪式前進，並發出柔弱的哨音。

同麻雀之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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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斑文鳥。（洪士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