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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飛航安全是空軍全面性與持續性的工作，「無飛安，即無空防」，而飛航安全管理工作包含的層面是非常廣泛的，可說是

團隊工作的極致表現，任何一個環節都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整個飛航安全管理問題可分為四大部分即為管理者問題、飛

機後勤補給維修問題、人員管理問題、環境多重問題。本研究試圖就環境多重問題方面探討鳥類危害及驅鳥措施問題，透

過鳥類族群種類分佈與覓食習性等調查與分析，試圖探討同時兼顧飛安與鳥類生存的解決方法，以減少或預防鳥擊事件的

發生。 本研究以清泉崗機場為對象（該機場為軍民合用之國際機場，面積台灣最大，且生態物種豐富），透過調查機場內

外一定範圍之鳥類活動、鳥種、習性、數量與對飛安之威脅性加以研究，做為防治鳥害之背景參考資料，並藉此資料檢討

機場內外環境，作為降低造成鳥擊鳥種族群結構之依據，並提出可行之驅鳥措施與建議，以利機場人員採取適當之驅(避)

鳥措施，有效防治鳥擊事件，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促進飛航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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