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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人型驅鳥器應用於防制農作物鳥害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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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發針對農民的需求、作物生長特性、田區面積大小及成本為考量，設

計出一種新式的驅鳥器，利用太陽能發電的特性，即可自給自足安置於田區使

用，以全自動的擬人化方式來進行驅鳥，可應用於多種禾本科和十字花科的作

物。經設計在小米田之測試結果，以同一田區有無設置驅鳥器時，調查 100 穗

成熟小米被害穗數和穗長，驅鳥效果良好，達 5%顯著差異。此外，針對水稻

在乳熟期後，容易遭受鳥害之特性，在本場的臺東 30 和 33 號水稻田以及鹿野

鄉臺稉 9 號水稻田，分別設置驅鳥區和對照區，坪割計算產量。結果顯示對照

區的產量為驅鳥區的 68%-70%，並同時調查為害水稻的鳥種，防治水稻鳥害的

效果顯著。 

一、前言 

鳥害是目前農民相當頭痛的問題，在果樹可用套袋的方式防制，但在小

米、水稻、蔬菜和番茄，由於密植特性再加上種植面積大，無法如同果樹以套

袋方式解決。市售驅鳥器種類相當多，許多驅鳥器之驅鳥方式，往往是固定不

變，缺乏隨機性或是單價昂貴。目前，最有效的驅鳥方式仍然是人工驅鳥，常

以放鞭炮或是雇工拉繩方式為之。但人工驅鳥除了費用昂貴外，對農民體力更

是一大負擔。 

臺東地區原住民部落特色作物-小米，為臺灣種植面積最多的縣市，目前

種植面積約為 122 公頃。小米的種植分為春、秋二期，屬於生產成本較低的作

物，生育期平均約為 116 天。小米在成熟時由於種籽籽粒小，受鳥類危害程度

更遠勝於水稻。每年 5 月-6 月和 11 月-12 月採收前，小米的種籽吸引許多大小

不同鳥類前來啄食，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本場）

調查顯示，部分田區產量損失高達 95%。農民只能以雇工方式來進行驅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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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約需 30 天，從早上 5 點開始驅鳥到傍晚 6 點，每天 13 小時，每小時 100

元，估計每期作花費約需 39,000 元。 

而另一種臺東縣常見作物水稻，目前水稻每期作種植面積 6,100 公頃-6,300

公頃，以最富盛名的池上米為例，栽培期從整地、插秧、除草、除蟲、施肥和

排灌水等繁瑣過程，需經 120 天-135 天才達到收割階段。但水稻在尚未成熟的

抽穗期時，就會吸引許多鳥類前來啄食。徐和林（1993）研究指出，鳥害造成

水稻的產量損失可達 50%以上。倘若栽培早熟品種如越光，因其早熟特性，在

附近水稻還未成熟時，就已開花抽穗，更容易成為主要啄食目標。 

二、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以單晶太陽能板、2 部直流永磁式馬達和減速機構、自動控制電路板、時

間控制裝置、緊急開關、電瓶、擬人衣物、繩索和響片桿等為組合測試機體材

料。 

（二）機體設計架構 

設計太陽能人型驅鳥器本體 1 座，以白天日照時的太陽光，將能板發電儲

存於電瓶中，透過自動控制電路板的偵測，在早晨會自動啟動手臂拉動響片桿

和牽引線上的反光彩帶進行驅鳥，在夜間則自動停止動作，來模擬人工驅鳥的

行為模式。 

（三）田間試驗方法 

1. 安置 1 組太陽能人型驅鳥器，在鹿野鄉 5 兄妹無毒農莊的臺稉 9 號水稻

田，每區坪割 8 點，每點割 30 株水稻，並將割下的水稻進行脫粒、風選

和曬乾至含水量 14.5%後秤重，換算成每公頃產量，並設置驅鳥區和對照

組作產量比較。 

2. 安置 1 組太陽能人型驅鳥器，在本場栽培之臺東 30 和 33 號水稻田進行驅

鳥區，每區依東、西、南和北共坪割 8 點，每點割 30 株水稻。並將割下

的水稻進行脫粒、風選和曬乾至 14.5%的含水量後秤重，以無安置驅鳥器

之田區為對照區，調查各區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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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稻為害鳥類的調查，為配合本場種植 2013 年第一期之陸稻和白堊質水

稻試驗中遭受鳥種為害情形，在水稻田稻株上方平鋪一片網，調查每日進

入網中的鳥種和數量，早晨和傍晚各調查 1 次後釋放。 

4. 安置1組太陽能人型驅鳥器，在本場栽培之臺東8號小米田，以同一區小米

田，時間前後不同作驅鳥組和對照組，調查100穗小米被害穗數和穗長，

方法為採用 James 等（1979）的方法，使用具有刻度的測量儀器來估算小

米穗上的危害率，並隨機在小米田區中，取樣已經成熟100穗小米之被鳥

害穗數和被鳥害穗長度進行調查。 

三、結果與討論 

將太陽能人型驅鳥器安置在田間（圖1），搭配響片桿，配合田區不同種類

的作物進行機體高度調整，亦可配合田區不同面積大小，來設定響片拉動的距

離。太陽能人型驅鳥器本體主要規格性能如表1所示。 

 

 

圖 1.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安置於小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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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主要機體規格 
項          目 規  格  性  能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長×寬×高)(公分) 100×70×182 
機體總重(公斤) 43/56 

供電系統 50W/100W 單晶太陽能板 
傳動減速比 75:1 

動力 直流馬達 
額定電壓(V) 12 
電池(Ah) 22/36 
扭力(kg-m) 0.5 

 

（一）鹿野鄉 5 兄妹無毒農莊水稻田驅鳥試驗 

本試驗在栽培臺稉 9 號之有機水稻田進行試驗，設置對照區和驅鳥區各一

區，對照區面積為 1,031.1 平方公尺，驅鳥器面積為 2,624.0 平方公尺，安置日

期為 2013 年 5 月 20 日-6 月 27 日，共計 39 日。每區坪割 8 處，逢機取樣，每

處 30 株，計算坪割產量如表 2，換算每公頃產量比較（圖2），試驗結果顯示對

照區產量為驅鳥區的 70%。 
 

表 2. 臺稉 9 號有機水稻驅鳥試驗產量坪割調查 

處理 坪割產量(公克/30 株) 

驅鳥區 963.5±81.1 

對照區 675.1±46.2 

 

（二）本場區內水稻 30 和 33 號驅鳥試驗 

本試驗在本場栽培之臺東 30 和 33 號水稻田進行試驗，總面積 6,173.4 平

方公尺，分驅鳥區（紅色部分 3,192.4 平方公尺）和對照區（藍色部分 2,980.9

平方公尺）之衛星空照手繪圖（圖 3），安置日期從 2013 年 5 月 6 日-6 月 14

日，共計 40 日。臺東 30 和 33 號設置對照區和驅鳥區各一區，每區坪割 8 處，

逢機取樣，每處 30 株，計算坪割產量如表 3，換算成每公頃產量比較（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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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在臺東 30 號部分，對照區的產量為驅鳥區之 68%；臺東 33 號部分，

對照區的產量為驅鳥區之 69%。此結果與鹿野鄉 5 兄妹無毒農莊的臺稉 9 號水

稻試驗區的結果相近。 

 

 
圖 2. 臺稉 9 號有機水稻驅鳥試驗產量比較。 

 

 
圖 3.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應用於水稻田之衛星空照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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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東 30 和 33 號水稻驅鳥試驗產量坪割調查 

 坪割產量(公克/30 株) 
處理 

 臺東 30 號 臺東 33 號 

驅鳥區  1,374.4±153.8 1,161.8±76.7 

對照區  935.4±101.3 803.0±26.0 

 

 

圖 4. 臺東 30 和 33 號水稻田區對照區和驅鳥區產量比較。 

 

（三）為害水稻鳥類調查 

本次試驗為調查本場種植 2013 年第一期之水稻田抽穗後鳥害情形，自

2013 年 4 月 10 日到 6 月 3 日止，共計 44 日，調查面積為 1,193.0 平方公尺，

並計算為害水稻鳥種比例（圖5）。調查結果顯示為害水稻之主要鳥種有麻雀、

斑文鳥、白腰文鳥及八哥 4 種，比例最高的是麻雀佔 69.2%，其次是斑文鳥之

18.5%，再次之是白腰文鳥之 10.8%，上述 3 種鳥類自水稻抽穗後持續為害到

收割。而八哥的為害最輕微，且為害時段僅在收割前幾天。 

試驗品種及試驗區

臺 東 30號 對 照 區 臺 東 30號 驅 鳥 區 臺 東 33號 對 照 區 臺 東 33號 驅 鳥 區

每
公
頃
產

量
(公

斤
)

0

2 0 0 0

4 0 0 0

6 0 0 0

8 0 0 0

1 0 0 0 0



 33

10.8%

69.2%

18.5%
1.5%

白腰文鳥

麻雀

斑文鳥

八哥

 
圖 5. 水稻害鳥種類調查。 

 

（四）本場區內臺東 8 號小米田驅鳥試驗 

本試驗為 2012 年第二期播種之小米田，田區長 27 公尺、寬 14 公尺，面

積為 378.3 平方公尺。在小米抽穗後，於 12 月 4 日設置 1 具太陽能人型驅鳥器

和 8 支響片桿，並在導線上綁上反光彩帶增加驅鳥效果，設置保護範圍為整個

小米田區。調查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驅鳥組，設置有太陽能人型驅鳥器，調

查田區小米穗被害穗數和被害穗長度，第二階段為對照組，移除太陽能人型驅

鳥器，調查已經成熟小米穗數和被害穗長度，結果如表 4，將驅鳥組的被害穗

總長和穗數與對照組的被害穗總長和穗數，以兩樣品均值比較試驗去檢視驅鳥

組和對照組結果，驅鳥組的被害穗總長和穗數與對照組相較下均達顯著差異

（P<0.05）。顯示太陽能人型驅鳥器在小米試驗中，對於鳥類具有顯著的嚇阻

作用。 

 

表 4. 小米田設置太陽能人型驅鳥器鳥類為害情形調查 

處理 100 穗總長(公分)* 被害穗數 100 穗被害穗總長(公分) 

驅鳥組 2,212.8±17.2  2.8±0.5  2.8±0.5 

對照組(不驅鳥) 2,229.0±11.2 15.8±0.9 23.5±1.6 

*每日隨機調查 100 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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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小米為原住民豐年祭慶典中不可或缺之重要作物，而太陽能人型驅鳥器設

計是取代小米收成時慣行的人工驅鳥方式。使用太陽能人型驅鳥器可以將驅鳥

人力成本和時間大幅降低，透過機械化作業而省工省時，進而提高農民種植意

願。 

此外，有機栽培小米若使用驅鳥器後，其收益將明顯增加。主要是因為有

機小米可以提高收購價格，彌補雇用人力採收之花費。因此，建議盡量朝有機

化的生產模式，減少農藥使用量，除了可以增加國人食的健康外，也符合目前

推動有機農業的政策，有利於提高小米收購價並增加農民的收益。透過試驗可

知，水稻田的鳥害同樣可以利用太陽能人型驅鳥器來抑制鳥害以減少損失。因

此，太陽能人型驅鳥器並非只能用於小米田，在其它同樣有鳥害情形之農作物

上也可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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