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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雞飼養管理對其健康
影響

前言

影響蛋雞健康的因素有遺傳性能、農場狀況、

衛生管理、環境條件、生產管理系統、獸醫管理、

飼料營養、抗生素治療規範等，所以預防工作應著

重在飼養管理，包括阻斷傳染病入侵的生物安全管

制、促進禽體先天性免疫力的營養保健應用與系統

化的健康管理。

阻斷傳染病入侵的生物安全管制

    預防傳染病之根本是殺滅病原體，或是採用適當

的消毒方法阻斷病原體侵入蛋雞體內，隔離人、其

他動物（特別是其他禽類）及不同日齡、不同系統蛋

雞之飼養，注意由空氣、飼料、水、墊料及各種器具

等之傳染來源。另為防止介卵傳染，除要徹底種雞

之衛生管理之外，種蛋衛生也要注意（圖一）。

（一）蛋雞生病的因素

蛋雞疾病發生的原因可分為病原性感染和飼養

生產管理兩方面討論：病原性疾病包括病毒、細菌、

寄生蟲、原蟲、黴菌等，飼養管理則分為 (1)營養

圖一 蛋雞疾病的傳播途徑

資料來源：林彣郁繪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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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如飼料營養不平衡、養分不足或水分缺乏，(2)

免疫因素如病原體的致病性、蛋雞的預防接種，(3)

毒物因素如飼料不新鮮產生黴菌毒素、水源被污染

等，(4)交感性的交互作用因素如飼料鈣 /磷比不均

衡，(5)環境因素如氣候變化的速度、空氣溫濕度和

成分、噪音、雞隻養殖密度等，(6)機械性因素如剪

嘴、注射疫苗、人工授精等。

（二）飼養環境的管理

飼養環境對蛋雞群的健康與生產性能有重要的

影響，尤其對密集飼養的蛋雞影響更大。為了使蛋

雞群的生產潛力充分發揮，必須了解環境對蛋雞的

影響，確實掌握蛋雞適宜的飼養環境及調節方法。

台灣地小人稠，蛋雞飼養多以密閉型蛋雞舍為主，

在環境管理上應有過濾粉塵的設備，並應安裝噴霧

系統減少粉塵逸散與消除臭味。此外，藉由負壓狀

態配合多組大型抽風扇調節禽舍內通風量，以水簾

溫控系統達到降溫與升溫的調整，再利用循環扇使

舍內空氣對流的冷熱氣流平衡，穩定溫度並保持乾

燥。

1. 溫度的管理

對蛋雞群影響較大的是溫度。對開放式蛋雞舍

來說，溫度會隨季節與晝夜變換而波動，更是與蛋

雞的生產性能和生產費用相關的環境因素。而密閉

型蛋雞舍頂蓋與四壁隔熱良好、四面無窗，舍內環

境可透過人工或儀器控制來調節，形成蛋雞舍內的

「人工氣候」，可採用設備進行通風與光照調整，控

制舍內溫度、濕度和空氣成分。

只要環境溫度不超過一定範圍，蛋雞可以透過

各種產熱與散熱方式來進行體溫調節。蛋雞的體

熱排散除透過產蛋與排泄糞尿由體內排出外，因其

沒有汗腺，不能靠汗水的蒸發來散熱．而是藉由呼

吸作用將蛋雞的呼吸道、肺部及氣囊等表面水分排

出蒸發。因此當環境溫度偏低時，蛋雞豎起羽毛、

縮頸或將頭藏於翅下或伏臥，用下腹掩住兩腳，這

些行為可提高羽毛的隔熱性能並減少散熱面積，或

是增加採食量、顫抖、釋放羥色胺等亦可使產熱增

加。當環境溫度偏高時，蛋雞會張翅、下腹緊貼地

面、張口喘氣，或增加飲水量以加強散熱。 

蛋雞的體熱調節在行為與生理上的反應既是保

護性反射，也是一種不適的表現，觀察到上述行為

時，需要調節舍內溫度並加強飼養管理工作。產蛋

雞適宜的溫度是 13-24℃，產蛋階段的飼料效能以

環境溫度 21-34℃為佳。18-25℃ 時產蛋率最高，低

於 4.5℃ 或高於 29.5℃ 時，產蛋率明顯下降。環境

溫度經常高於 21℃ 時，蛋殼變薄；高於 24℃ 時，

蛋重下降，且溫度越高，蛋重下降越明顯。蛋雞最

適宜的環境溫度應以經濟效益為主要標準。

2. 濕度的管理

產蛋雞適宜的溼度是 60-65%，但在 40-72% 範

圍內，只要溫度不偏高或偏低時對蛋雞群影響較

小。蛋雞主要是透過蒸發散熱，因此濕度過高會阻

礙蒸發散熱，造成熱緊迫。蛋雞舍內低溫高濕時，

雞體散熱快、採食量大，產蛋下降。管理上須盡

量減少漏水、即時清除糞便、保持蛋雞舍內通風良

好，藉以降低蛋雞舍內濕度。

3. 光照的管理

蛋雞對光線非常敏感，因此光照時間和強度均

對產蛋性能有很大的影響。產蛋雞光照原則是只能

延長不能減少，如蛋雞群體重達標，18週齡起每周

光照延長 0.5-1小時，直到增加至 14-16小時保持恆

定。如蛋雞群體重未達標，可將補光時間延遲一周

進行。產蛋雞的適宜照度為 10勒克斯 (LUX)，過強

或過弱對蛋雞生產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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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風排氣

通風排氣可增加氧氣，排出水分、有害氣體及

粉塵等，以保持蛋雞舍內新鮮空氣和適宜的溫濕

度。空氣品質要求如表一所示。二氧化碳濃度超過

3,000 ppm時，蛋雞活動力、採食量、體增重降低，

脫水和腹水症機會增加，蛋雞易罹患傳染性可利查 

(Infectious coryza, IC)。

5. 減少蛋雞的緊迫

任何環境條件的突然變化都能引起蛋雞群的緊

迫，如抓雞、換料、停水、停電、新奇顏色等。蛋雞

的緊迫表現包括食慾不振、產蛋量下降、產下異常

蛋、精神緊張、亂撞引起內臟出血而死亡等。因此

應認真制定並嚴格執行飼養管理程序，蛋雞舍需有

固定的飼養人員，且不要隨意更改操作程序。

（三）蛋雞場的生物安全管理

生物安全管理的目的是避免傳染性病原體傳

播至蛋雞舍或由感染區傳播至非感染區，以降低公

共安全病原性微生物之發生率。評估蛋雞場的生物

安全措施時，必須將所有可能影響生物安全的因素

考慮進去，包括蛋雞品種、蛋雞場位置、蛋雞舍設

計、飲水源、疾病流行狀況、鄰近飼養場的禽種、

是否出現其他鳥類等。本節將討論內部和外部的生

物安全管理措施。 

1. 內部的生物安全管理

(1) 蛋雞舍環境衛生

a. 通風系統: 目的在換氣、排濕、溫度調節等。衡量

良好通風功能有3項指標，即氣流速度（1-1.5公

尺/秒）、換氣量（每公斤體重平均為4-5立方公尺

/小時）及有害氣體含量（表一）。禽舍內利用空氣

流體監測、氣體濃度監測設備進行禽舍內空氣品

質測量，利用電腦計算並程式化後整合在監視器

上，方便管理人員監控（圖二）。

b. 蛋雞舍內設施衛生：包括環境控制設施和飼養設

施的衛生管理，環境控制設施包括通風設施、溫

度調節設施及光照控制設施等，飼養設施包括籠

具、產蛋箱、集蛋設備、餵料系統、飲水系統和飲

水器及清糞設備。確保設施完整性，避免老鼠和

蒼蠅的繁殖與入侵。

c. 蛋雞舍消毒措施: 包括（a）蛋雞舍消毒：蛋雞分

批出舍後至下次進蛋雞前需分區對蛋雞舍進行

徹底消毒，應用清掃、水沖、噴霧、薰蒸等程序進

行。日常清潔可針對雞舍內的糞便、墊料、料槽、

飲水器等進行清洗，讓雞舍通風、保持乾燥。（b）

帶雞噴霧消毒：蛋雞飼養周期長，為減少蛋雞舍

和蛋雞體的病原體數量，可使用對黏膜刺激性

小且無腐蝕性的消毒液，對蛋雞進行噴霧消毒，

同時對蛋雞舍內的設施、地面、牆壁及空氣等消

毒。（c）飲水消毒：目的為使飲水及管線中的病原

體殺死，防止疾病透過飲水傳播。（d）糞便消毒：

目的在減少蚊蠅、病原體擴散而導致疾病發生。

(2) 隔離檢疫

隔離檢疫工作可防止病原體傳入蛋雞場或於場

內傳播，隔離檢疫措施包括 :

a. 定期對蛋雞群進行免疫監測：免疫監測的重要

目的是檢出傳染性強的蛋雞，及時淘汰以減少

污染。另外對於像新城雞瘟（Newcastle Disease, 

ND）、傳染性華氏囊炎（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IBD）、馬立克病（Marek ś Disease, MD）等危害

性嚴重的疾病，透過免疫監控可確定最佳免疫時

機。

b. 實行全進全出制度：將產蛋雞和育成雞分開飼

表一  空氣品質要求

氣體 分子式 致死濃度 適當濃度

二氧化碳 CO2 大於30% 低於3,000 ppm

一氧化碳 CO 低於10 ppm

甲烷 CH4 大於5% 低於1%

氨氣 NH3 大於500 ppm 低於10 ppm

硫化氫 H2S 大於500 ppm 低於5 ppm

氧氣 O2 低於6% 高於19.6%

資料來源: 鄭和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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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儀器) 圖像 功能

有害氣體偵測器 
 (Noxious gas sensors)

有害氣體偵測器 
(noxious gas sensors)

環境氣體感知，超出適當濃度即產生警示（Choi et al., 
2011）

資料擷取系統  
(data acquisition, DAQ)

先透過電腦測得電壓、電流、溫度、壓力、聲音的物
理或電子數值，再利用DAQ系統整合感測器和具備程
式化軟體電腦，將顯示、連結、產能、處理效能等數
值進行整合，提供高彈性和成本效益的量測和分析方
案（Engineering, 2019）。

無線資料傳輸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

無線感測網路 (WSN) 主要可分為感測節點 (Node)、網
路閘道技術 (Gateway) 及軟體平台(Software)，讓開發
者能依照感測地點環境做出最好的佈設規劃，兼顧成本
和擴充的需求(Ambitiously, 2019)。

圖二  DAQ系統整合監測器和程式化軟體，針對感測環境進行客製化系統示意

養，同棟蛋雞舍內禁止不同日齡蛋雞混合飼養，

淘汰時整舍淘汰，進行徹底清掃、清洗、消毒並空

舍2-4週後再進新蛋雞。

c. 蛋雞發病的處理措施：發病蛋雞場要嚴密封鎖，

禁止產品出售或外調，送檢驗單位確診後，重要

疫情應立即報告相關單位。死雞屍體、墊料和糞

便要運往指定地點集中燒毀。病雞如可利用，需

在獸醫監督下處理。病雞痊癒後或全部處理完畢

需再進行徹底消毒，方可解除封鎖。

2. 外部的生物安全管理

外部生物安全是指將疾病阻擋在蛋雞場外面

以保護蛋雞的健康，要注意疾病傳染的所有可能路

徑。方法是擬定一套衛生計畫，列出所有的項目、頻

率及順序，包括訪客紀錄、訪客車輛、運輸車、化

製車、工作鞋、工作服、消毒槽、清洗流程、消毒流

程及其他動物的管控等。

(1) 設立消毒池

病原體易透過人員或車輛帶入蛋雞場或於蛋雞

舍中交叉傳播，在蛋雞場生產區入口和蛋雞舍出入

口設置消毒池，是防止病原體傳播的重要措施。

(2) 車輛、人員的消毒

車輛由消毒池駛入，同時對車體及所載飼料或

用具進行噴灑消毒，可防止車輛將病原體帶入。飼養

人員、管理人員、場內獸醫、參觀者等人員欲進入

蛋雞場前，應洗澡並以消毒液消毒，再換上已消毒

好的工作服和靴帽，進出不同蛋雞舍時也須對鞋子

進行消毒，才能達到良好預防效果。

(3)其他

a. 蛋雞場設立位置：應避免附近有其他雞場、水禽

場或豬場之地點。

b. 設置衛生關卡、農場圍欄及門禁管理。

c. 裝卸蛋雞的設施: 如搬運車、蛋雞籠、蛋箱、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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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等。

d. 雛蛋雞或中蛋雞來源管理

e. 飼料供應鏈: 如玉米黴菌、魚粉、肉骨粉細菌或病

原菌污染問題等。

（四）飼料和飲水的管理

1. 飼料的管理

飼料可能在原物料、加工過程或運輸過程污

染，也可能在運送到農場後接觸鼠類或野鳥，因此

所有飼料均需儲存於有害蟲防治的儲存槽。另外，

由於細菌和黴菌容易孳生在品質不良的飼料，故需

定期篩檢儲存槽內飼料品質，並定期清潔飼料槽，

以保障飼用安全。

2. 飲水的管理

對水源進行適當處理是達到良好生物安全的關

鍵，需確保禽舍內用於飲水、降溫、清潔的水源均符

合使用標準，此外，亦需常規監控水質，以達到良

好水質系統之維持。有效的水質處理系統必須包含

替代方案，必須是可立刻進行替換，且需有系統的

維持與監控，確保消毒有效。每年亦需進行一次水

質微生物檢查，確保水質處理系統的有效性。

促進禽體免疫力的營養保健

蛋雞可藉由三種方式獲得免疫力，分別是自然

感染後恢復健康、由親代種蛋雞移行抗體所獲得的

被動免疫，及經由預防接種獲得後天主動免疫。其

中自然感染獲得的免疫方式相當危險，因為讓蛋雞

暴露於野外強毒株的攻擊下，可能還來不及產生足

夠免疫力前就發病。由親代種蛋雞獲得移行抗體的

免疫方式，除非種蛋雞已接受能產生整齊且高保護

力移行抗體的疫苗，否則亦相當不可靠。此種免疫

的原理是使種蛋雞血液中存在抗體，在產蛋時將部

份抗體存於種蛋裡，這樣孵化出的蛋雞體內血液中

也擁有部份抗體。然移行抗體的免疫力往往隨小蛋

雞個體而有很大的差異，且被動免疫力通常維持不

久。至於經預防接種所獲得的後天主動免疫既安全

且穩定，一個設計理想的疫苗可藉其適當的病毒（抗

原）讓小蛋雞產生輕微感染，即可經由疫苗的刺激

產生抗體，使入侵的病原不活化，並使蛋雞具備抗

病的能力。

（一）疾病防治-正確的疫苗施打

為使蛋雞群對疾病具有抵抗性，疫苗接種是

必要的手段。然其對傳染病之預防效力因疫苗之種

類、接種計劃、接種方法及被接種的蛋雞之健康狀

態等而有不同，且接種後並非馬上就產生免疫力（一

般需 1-2週）。正確接種疫苗所獲得的免疫力，可將

傳染疾病的損失降至最低，也是當生物安全有漏洞

時，阻止疾病有機會入侵蛋雞場時的第二道防線。

疫苗接種方法可分為注射法、刺種法、滴鼻點

眼法、浸嘴法、飲水免疫及氣霧免疫法。重要接種

之疫苗有馬立克病、新城雞病與傳染性支氣管炎混

合疫苗、傳染性華式囊病毒、禽痘（Fowl pox）、產

蛋下降症候群（Egg drop syndrome, EDS）等，在 1

日齡到 60周齡皆有各種疫苗投藥措施，以預防蛋雞

的疾病並確保產蛋率、免疫力。

（二）以飲食調理代替抗生素的使用

為了使蛋雞具備足夠的抵抗力抵擋外來病毒與

自然界中的所有危害，因此飼料除補足營養外，更

需要提供或促進蛋雞本身的抵抗力。近年來許多研

究指出，植生素和益生菌的添加可提高蛋雞的免疫

力，使其在面對外來的感染時，具有足夠免疫力以

抵禦外在環境的衝擊。  

植生素為植物來源的化合物，由於植物本身具

有二次代謝物如生物鹼、萜類化合物、酚類、有機硫

化物及有機含氮化合物等，通常具有生物活性，可用

於疾病治療或抵禦外來病原入侵，達到自我保護功

能。可食用植物來源的植生素對動物體的毒性低，

且植生素可被生物體與大自然分解，無殘留與環境

污染問題，因此用來作為新穎的飼料添加物是極易

被消費者與畜牧業者所接受的（Williams and Gobbi, 

2002; Kwon et al., 2008; Moschonas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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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的健康管理

（一）蛋雞的觀察

由於蛋雞大多是集中於籠子中飼養，一旦其中

一隻的身體發生狀況，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傳染整群

蛋雞，因此正確觀察並判斷蛋雞的健康是飼養者很

重要的任務。要了解蛋雞的健康程度，可以透過以

下幾點進行觀察：

1. 產蛋時間

80-90%的蛋雞會在上午產蛋，上午產蛋率越

高代表蛋雞越健康。如蛋雞產蛋量不變，但產蛋時

間往後推遲至下午，代表蛋雞身體可能出現問題。

大部分推遲的情況是外部刺激影響蛋雞肝臟功能失

調，此時需針對外部刺激因素進行調整。

2. 寡產蛋雞和停產蛋雞的觀察

寡產和停產蛋雞指的是雞群中產蛋率低或不會

產蛋的蛋雞，特徵是雞冠萎縮、虛弱有病、雞喙、

腳脛或肛間區域呈較深的黃色，泄殖腔緊縮、恥骨

寬度狹窄，雞群中寡產和停產蛋雞的存在會造成飼

養成本上升，因此觀察寡產蛋雞並適時挑出淘汰可

避免多餘成本的支出（表二）。

3. 蛋殼外觀

雞蛋品質受到飼養環境（Vits et al., 2005）與蛋

雞年齡（Silversides et al., 2006; Roberts et al., 2013）

影響。飼養系統中的溫度和濕度也可能影響雞蛋品

質的好壞（Mashaly et al., 2004）。蛋殼或蛋內容物

發生異常通常意味著蛋雞生病或緊迫，因此透過觀

察雞蛋外觀或對內容物進行檢測，可幫助蛋雞農了

解蛋雞健康狀況並排除致病或致緊迫因子。異常蛋

發生的原因很多，就過去對異常蛋的發生和蛋雞健

康狀況的觀察結果整理如圖三所示，如蛋雞舍發現

以下異常蛋時，應及時針對可能原因進行管理方法

調整或醫治。

4. 雞糞狀態

新鮮糞便會透露出許多訊息，健康、餵飼情況

佳及照顧良好的蛋雞會排出光滑條狀的糞便。透

表二  寡產蛋雞辨別與淘汰基準

特徵 高產蛋雞 寡產蛋雞

(a)恥骨 3-4 指 1-2 指

(b)鳴叫聲 叫聲宏亮整齊均勻 發現異常會立刻大叫造成蛋雞群驚嚇，常產軟殼蛋

(c)雞冠 紅、柔軟、細膩、倒向一側
立起不倒、有白點或白霜、冠薄，如果患有馬立克氏
病的蛋雞雞冠萎縮、冠涼，紫冠或黑冠的蛋雞要及
時淘汰

(d)羽毛 因攝取營養大部分用於產蛋，所以羽毛不油亮、不光滑，色澤
黯淡

羽毛光滑柔順

(e)腿和嘴色 腳脛及喙顏色較偏白 (因色素轉移至蛋黃) ，產蛋率越高 蛋雞嘴至 250-300 日齡仍是黃色

(f)肛門 括約肌鬆馳，擠壓括約肌周圍富有彈性，有濕潤感，並立即收
縮，流出黏性分泌物

縮緊、周圍肌腹擠壓無彈性，無濕潤感

(g)糞便 成型，形狀呈小頭帶白色，夏季喝水多一些時基本成型，顏色
正常

細長，乾糞便較多

(h)採食狀況 狼吞虎咽、食慾旺盛，吃時不抬頭、不挑食、迅速吃淨 挑食不愛吃，甚至將飼料啄成一堆不吃

(i)腹部 寬大
窄小、瘦弱、胸骨尖似刀刃或膨大、腹腔積液，走路
似企鵝狀

資料來源: 許正成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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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白蛋 
(Pale-shelled eggs)
蛋殼的棕色程度取決於
沉積在殼上角質層中的
色素量。導致原因包括
蛋雞群罹患傳染性支氣
管炎、逾齡蛋雞、蛋雞
群壓力大、使用抗生素
如磺胺或乃卡巴精。

丁香色或粉紅色蛋 
 (Lilac / Pink eggs)
蛋殼出現丁香色或粉紅
色是因為角質層和額外
鈣層的關係。導致原因
包括壓力、飼糧中鈣含
量過高。

髒污蛋 
(Dirty eggs)
所有或部分蛋殼沾到糞
便或羽毛。導致原因包
括潮濕糞便、飼糧中有
高不可消化性成分、腸
道不夠健康、離子不平
衡等。

血污蛋 
(Blood stained eggs)
雞蛋被污染物如糞便、
血液沾染後將導致品
質被降級。要克服此缺
陷，蛋雞舍必須保持高
標準的衛生和管理、適
當的飲食配方和害蟲控
制。

畸形蛋 
(Misshapen eggs)
畸形蛋指不同於正常
形狀的蛋，尺寸太小或
太大；圓形而非橢圓形
等。導致原因包括殼
腺不成熟、新城病、傳
染性支氣管炎、喉氣
管炎、產蛋下降症候
群等，或壓力、過度擁
擠。

無殼蛋  
(Shell-less eggs)
只有殼膜、缺乏蛋殼的
蛋。導致原因包括殼
腺不成熟、疾病如新城
病、傳染性支氣管炎、
禽流感、產蛋下降症候
群等，或因鈣、磷、鎂、
維生素D3等營養缺乏。

軟殼蛋 
 (Soft shell eggs)
不完整的殼，只有薄薄
一層的鈣沉積在殼膜
上，這在逾齡蛋雞或產
蛋期即將結束的蛋雞上
很常見。導致原因包括
過量磷消耗、熱緊迫、
逾齡雞、黴菌毒素污
染。

波紋蛋 
 (Corrugated eggs)
波紋蛋的特徵在於非常
粗糙和波紋狀表面，可
能是無法控制和終止鼓
起而產生的。導致原因
包括遺傳、新城病或傳
染性支氣管炎、抗生素
過量使用、鈣攝取過量
或銅缺乏。 

皺紋蛋 
 (Wrinkled eggs)
皺紋蛋指蛋殼表面有薄
薄的皺褶。導致原因包
括壓力、疾病如傳染性
支氣管炎、殼腺缺陷、
過度擁擠。

小突起蛋  
(Pimpled eggs)
蛋殼上出現一小塊鈣化
物質或砂紙紋理，小突
起的嚴重程度取決於鈣
化過程中存在的異物。
導致原因包括雞齡、蛋
雞品種及營養不足。

鈣塗層蛋
(Calcium coated egg)
在整個蛋或部分塗佈了
一層額外的鈣。導致原
因為殼腺缺陷、鈣化過
程中的干擾、營養不平
衡如鈣質過量。

鈣沉積蛋
(Calcium deposits egg)
白色不規則狀的斑點沉
積在蛋殼表面上。導致
原因包括殼腺有缺陷、
鈣化過程中的干擾、營
養不平衡如鈣質過量。

白色斑點蛋
(White speckled 
eggs) 
類似於鈣沉積蛋，只是
斑點較小，可能是在角
質層形成前後產生。導
致原因包括殼腺缺陷、
鈣化過程中的干擾、營
養不均衡如鈣質過量。

褐色斑點蛋
(Brown speckled eggs)
和白色斑點蛋相似，差
別在斑點是棕色的。導
致原因包括殼腺缺陷、
鈣化過程中的干擾、營
養不均衡如鈣質過量。

白色帶狀蛋 
(White banded eggs) 
白色帶狀蛋是兩個雞蛋
在殼腺囊中相互接觸在
同一點上的結果。由於
正常的鈣化被中斷，保
留在囊中的第1個蛋將
具有額外的鈣層 -看起
來像白色帶標記。導致
原因包括壓力、照明變
化及疾病。

資料來源:林彣郁攝影整理。

圖三  常見蛋殼品質問題和發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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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糞便的顏色和狀態的觀察，可初步了解蛋雞群

的健康狀況。就過去對異常雞糞狀態的紀錄和蛋

雞健康狀況的觀察結果整理如圖四所示，可用以

反映蛋雞的消化道健康狀況，低分代表腹瀉和其

嚴重程度。另因雞糞便分腸道糞和盲腸糞兩種，

進行糞便狀態評估時應分開判斷。正常腸道糞便

為灰或灰褐色的條狀糞便，上方有一層薄白色尿

酸鹽，可在手掌上滾動且乾燥（5分）。如稍有水

分，但不致因緊壓而滴出水，尚屬正常稍軟糞便（4

分）。若糞便不是呈現簡潔條狀的外觀，可看出內

部有未消化的飼料顆粒（3分）或根本無法成型的

稀薄水樣狀（2分），表示飼料品質或配方有問題

或蛋雞已經生病。當腸道糞便呈水樣狀且顏色為

綠色、白色、紅或黑色、黃色等色澤時均屬異常糞

便（1分），通常代表飼料消化不佳、消化異常或腸

道已經被病原體感染。正常盲腸糞呈現為褐色糊

狀或棕色黏稠外觀，若顏色太淺表示消化不佳，在

小腸後段有太多營養尚未被吸收，因此當這些物質

抵達盲腸時會產生發酵作用，造成較稀或泡沫狀異

常盲腸糞。發現異常雞糞代表蛋雞腸道中菌相有異

常，可能已經感染病原體造成對飼料的消化異常，

應及時針對可能原因進行管理方法調整或醫治。 

正常糞便 
(Normal feces)–5分
顏色為灰色或灰褐色，
多數為圓柱形或條形，
表面有一層薄白色尿酸
鹽，比較乾燥。

稍軟糞便 
(Soft feces)–4分
夏季蛋雞飲水量較高，
糞便含水量稍高，質地
較軟，但只要呈現簡潔
條狀的外觀皆屬正常。

輕度下痢  
(Mild diarrhea)–3分
糞便中有未消化完全的
飼料顆粒。

嚴重下痢  
(Severe diarrhea)–2分
蛋雞以噴射狀拉出的下
痢糞便，在籠舍下方無
法成型而呈水樣狀，會
流動擴散開。

綠色水痢  
(Green waterery 
diarrhea)–1分
可能是白冠病，腸道內
有蠕蟲、蛋雞罹患馬立
克氏病或禽流感。

白痢  
(White diarrhea)–1分
白色或明顯的流鼻涕糞
便。可能是：高蛋白飲食，
壓力或內部疾病引起的，
腎臟損害、沙門氏菌症。

黃痢  
(Yellowish diarrhea)–1分
非傳染性因素如夏季蛋
雞飲水量大、飼料含鹽量
高、長期飲用消毒液造成
腸道菌相失調；傳染性因
素如輪狀病毒、輪狀病毒
病、冠狀病毒病均可引起
水樣稀便。淡黃色的糞便
可能是腸道內有球蟲、蠕
蟲，家禽傷寒或腎功能不
全。

紅血痢  
(Bloody diarrhea)–1分
黑色糞便主要見於腸道
出血性疾病如盲腸球蟲、
壞死腸炎、小腸球蟲、腸
毒綜合症、白冠病後期。
橙色或紅色的糞便可能
是鉛中毒或腸壁脫落 (老
蛋雞容易發生)。血便又
伴隨著駝背或絨毛的母
蛋雞，可能預示著球蟲病 
(嚴重的腸道寄生蟲病)。

正常盲腸糞 
 (Normal cecum feces)
為褐色糊狀或棕色黏稠
外觀。

異常盲腸糞 (Abnormal 
cecum feces)
稀薄或含有氣體的黃色盲
腸糞則為腸功能不良造
成。

資料來源:林彣郁攝影整理。

  圖四  雞糞糞便指數和其發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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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蛋雞健康監測

    要了解蛋雞的健康狀況，可進行下列幾項定期監

測，以了解是飼養管理問題、飼糧或是其他問題。

1. 體溫監測

    蛋雞是感溫極敏感的動物之一，唯有靠肌肉產熱

維持體溫，而雞感溫度約為 21℃（會因環境溫度和

濕度改變），若溫度過高，身體便會不適，抵抗力下

降，甚至生病、死亡。紅外熱感溫設備便可以對蛋

雞舍每一排蛋雞進行體溫掃描，且可做全雞體表不

同溫度區塊進行統計分析，一旦發現體溫異常的蛋

雞，在控制室便可得到定位警訊，蛋雞場飼養工程

師立刻進行場域環境溫度的比對及移除體溫異常的

蛋雞，同時知會獸醫師進行初步診斷或送至動物疾

病診斷中心確診。

2. 聲紋監測

    可以針對蛋雞緊迫與染病蛋雞進行智能預警，除

再次與環境感知系統產生互補作用外，更可與產蛋

泄殖腔外觀影像擷取系統連線，用來確定蛋雞病變

是否與消化道有關外，更可以避免水平式污染蛋的

問題。

3. 泄殖腔監測

    蛋雞泄殖腔是消化道與生殖道的接合點，產蛋

末期雞蛋被陰道後段內膜往直腸擠壓，雞蛋直接輸

送到泄殖腔口，此時直腸和泄殖腔內部是緊閉的，

基本上不會受到糞尿污染。污染蛋產生原因有二，

其一是蛋雞發生腸炎下痢，痢便沾污泄殖腔周邊雞

羽，進而污染雞蛋；其次是上述污染蛋沾污雞蛋輸

送帶與送蛋斜面 (ramp)，使其他外部不乾淨的雞

  圖五  沙門氏菌污染雞蛋的概述

註：沙門氏菌污染雞蛋的概述：(a) 母雞的生殖器官在腸道定植後或通過上行感染引起的沙門氏菌污染; (b) 水平傳輸路徑; (c) 垂直傳輸 

        路徑; (d)雞蛋內容物中沙門氏菌的存活和生長。 

資料來源：Gantois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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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繼發性污染，所以一旦蛋雞場有發生腸炎下痢的蛋

雞，污染蛋的產生便不可能斷根，且有疫情擴大的疑慮

與造成惡性循環，這就是雞蛋水平污染的兩種機制。

泄殖腔外觀影像擷取系統可預警剔除下痢蛋雞，提

早排除生產線上的污染蛋，減少洗選蛋的食安風險。

而無論垂直感染蛋或水平污染蛋，重點是如何控管產

蛋不被食因性細菌污染，雞源食因性細菌，包括沙門

氏菌 (Salmonella spp.)、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產氣莢膜梭菌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與彎曲桿菌 

(Campylobacter jejuni) 。

結語

    蛋雞健康的基礎取決於良好的飼養管理，廣義的飼

養管理是整體環環相扣的生產管理系統。良好的飼養

管理面對的諸多挑戰，包括微生物污染、換氣不足

而缺氧、風速太快而揚塵、墊料潮濕、氨氣過高、過

冷、過熱、濕度過與不及、運輸異動、疫苗接種過

程、疫苗接種反應、剪嘴、換料、光線、噪音、飼養

密度過高等挑戰，輕者犧牲飼料效率，重者引起免

疫抑制導致免疫力下降並提高發病風險。正確的飼

養管理幫助蛋雞免疫器官生長、成熟、強化免疫、

孕育抗病能力，促使蛋雞健康有助於預防疾病之發

生，並使其得以轉換產出安全、優質的蛋品。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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