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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台灣傳統式雞舍飼
養環境溫度控制評估與
改善設計

前言

雞舍內的氣流、速度和溫度會影響雞隻的健

康，而雞舍熱環境條件的優劣決定雞隻的產蛋表

現。台灣等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農業生產所面臨的

挑戰為高溫對於蛋雞的負面影響，目前台灣主要蛋

雞飼養方式分為三種，分別為傳統式、高床式及水

簾式雞舍，根據 2017年台灣家禽統計手冊資料，蛋

雞場仍以傳統式雞舍的飼養佔八成以上為大宗。因

此研究的目的為以傳統式雞舍的重新設計來提供雞

隻理想的溫度生活環境，達成保障動物福利、提升

蛋類食品安全，以及人類動物共享健康 (One Health)

的目標。

傳統式雞舍為一層樓的開放式建築，其內部

設有一排排三層式雞籠，我們以代表我國蛋雞舍多

數養殖型態的傳統式雞舍作為雞舍內環境模擬研

究的物理模型基礎，結合實地訪查，採用分區側向

通風的策略，開發了六種不同風扇控制的改良模

型，藉由計算流體力學方法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進行模擬，發現這樣的改良模型

確實能夠有效降低雞舍內部的高溫，再搭配研究所

建立具可信度的抽氣速度 -雞籠平均環境溫度迴歸

方程式，調整風扇風速來下降雞籠環境溫度，解決

的現行台灣雞農夏天的最大挑戰。

台灣雞舍現況

傳統雞舍多是以開放式空間為主，飼養環境容

易有外來鳥類飛入，而且溫濕度直接與外界環境室

相同，很容易受外在環境影響。另一種高床式雞舍

多為兩層樓的半開放式鐵皮建築，一樓作為堆放雞

隻排泄物使用，二樓則為飼養蛋雞的空間，目的是

讓雞隻的排洩物直接落到一樓，與二樓的飼養區有

所區隔，易於維護飼養區內的環境衛生，亦有利於

雞糞的堆肥再利用，雞舍內部為一排排的三層式 V

型雞籠，兩座雞籠間留有走道。高床式的機械化程

度高，飼料的輸送與雞蛋的收集可自動化處理，甚

至可直接串連到蛋的分級與洗選設備，對人力的需

求大幅降低。傳統飼養環境通常為使用格子籠（約

將約 3~4隻母雞關在籠子裡），這樣的飼養環境易造

成雞隻熱緊迫問題。

什麼是熱緊迫 ? 當任何因素，讓動物體處於一

個熱的產生過多而超過熱的排除速度時，體溫就會

上升，熱緊迫就可能會產生。雞隻熱緊迫主要臨床

症狀是口渴增加、減少飼料消耗量、減少產蛋量、

腿和翅膀伸展、喘息、顏面潮紅、步態不穩、虛脫，

甚至休克或昏迷死亡。雞隻所產生的體熱，通常約

有 75%是經由傳導、對流、與輻射而散發，但其散

發速率受環境氣溫所影響。一般雞隻適合的生長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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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 13-24℃，當氣溫涼爽時，此三種散熱方式之效

果良好；但當氣溫接近或等於體溫時 (41-42℃)，其

效果極微。而暴露於高溫條件下的家禽具有很高的

生產損失風險，在嚴重危急的情況下甚至可能導致

動物死亡，一般雞隻的正常體溫為 41.6°C但雞隻身

體並無汗腺較難快速去除多餘體熱，傳統高密度的

飼養加上台灣夏季月均溫可達 30℃，更容易產生熱

緊迫。

現行為了改善熱緊迫問題，會在雞舍屋頂配置

電風扇作為通風使用，一般半開放雞舍的通風多使

用自然通風搭配機械通風。但根據我們實地測量溫

度，發現仍有雞籠溫度分布不平均的問題，代表此

種降溫策略效果仍有限。

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目前雞舍結構為基礎，去嘗試各種不

同通風模式 （例如：抽氣速度、風扇型態、安裝位

置…等）結合運算流體力學技術。目標為了解在不同

配置時，各別的流場結構及溫度分布情形，並建立

速度與溫度之間的相關性，做為參考。

（一）改良模型建立與溫度控制

CFD數值模擬是利用流體力學的基本原理，按

照禽畜舍的實際尺寸條件建立數學物理模型，並確

定合理的邊界條件，模擬計算區域內氣流的速度、

溫度、壓力、空氣污染物濃度場等，來預測和評估

區域內的環境質量。CFD法的優點為能得到解決實

際和假設的氣流問題，近年此技術已經廣泛應用於

農業領域，能夠優化通風系統並在分析氣流和每種

動物設施的熱交換間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的雞舍固定為 30公尺長，設計了兩種雞

舍進風處高度 H，搭配三種不同尺寸的側面抽氣風

扇，在多孔性材質模型下模擬分析六種傳統式雞舍

改良模型（圖一）。最後探討六種不同模型雞舍中流

場及溫度的分布，比較雞籠環境溫度的降溫效果。

以下為模型運算後的結果：

將六種模型在各速度下的三層雞籠平均環境溫

度整理成表一，可以看出模型 1、4的雞籠平均環境

溫度最低，模型 3為最高溫。在相同 H（進風處高度）

下，風扇尺寸 1的降溫效果最佳，其次是風扇尺寸

2，而風扇尺寸 3最差。

圖一  六種不同模式說明

圖二  改良雞舍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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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歸方程式

 為了滿足雞隻正常生產所需的溫度環境，

雞舍可採取研究設計的改良式模型，搭配研究所建

立具可信度的抽氣速度 -雞籠平均環境溫度迴歸方

程式，調整風扇風速來下降雞籠環境溫度。舉模型

1為例，利用模擬的結果，自變項為速度，依變項

為溫度所建立的迴歸方程式決定係數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大於 0.9，代表在一定的抽氣速

度範圍下，雞籠環境溫度的高低會受到速度大小直

線關係影響。顯示出利用雞舍抽氣速度來推測雞籠

平均環境溫度，應具相當可信度。

表一  六種模型在各速度下三層雞籠的平均環境溫度

速度(m/s) 模型1 (℃)  模型2(℃) 模型3 (℃) 模型4(℃) 模型5 (℃) 模型6(℃)

v= 0.5 36.17 37.2 37.67 36.2 37.03 37.47

v= 1 35.83 36.57 37.3 35.9 36.4 37.1

v= 2 35.6 36.03 36.73 35.6 36 36.5

v= 3 35.4 35.93 36.37 35.4 35.9 36.2

v= 4 35.37 35.8 36.17 35.2 35.8 36.07

v= 5 35.1 35.7 36.07 35.1 35.7 36

v= 6 35 35.3 36 35 35.6 35.9

圖三  模型1溫度-速度迴歸方程式

（三）成果應用

運用本研究的結果，在建造新雞舍或欲修繕現

有雞舍時可依據需求參考不同風扇安裝位置及搭配

建立的溫度 -速度方程式，可以抽氣速度來預測溫

度控制範圍。以運算結果來看，整段式風機的降溫

效果較分為 10個風扇的效果佳，但由於整段式風機

設計其建造的工程難度高且控制較為困難，建置與

營運成本略高於其他設計。若雞舍的營建資本額足

夠，可採用模型 5；預算上有限制的話則可參考模型

2的結構設計。

目前畜牧農產業仍專注於動物產生疾病後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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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發，但以公衛的角度切入，從源頭介入改善才能

真正使動物與人類共享健康。本研究為雞舍的結構

優化提供了初步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提供了新型態的通風模式，以科學化的

角度來安排合理的風扇位置，相較於現行的通風方

法能將溫度控制在合適的範圍。我們利用現代化的

技術，以有效的通風策略解決雞舍高溫的問題，以

實現更好的公共衛生結果。

人類對動物蛋白質之需求主要來源即肉品及蛋

品。隨著人口增加，2017年全球雞蛋產量約達 1.45

兆顆，國內產量則達 75億顆，皆達歷年新高。根據

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國人對於雞蛋之需求在這 50

年來出現大幅增加，1955年雞蛋需求約為每人每年

平均 30顆，2017年每人每年需求量已超過 320顆，

成長超過十倍，可見國人食用蛋的頻率極高。

人類食用雞隻所生產的雞蛋，食物在動物和

人類之間流通，為了使這之間的關係獲得有效的

控制，需要採取必要的手段。雞舍的環境條件和人

類、雞隻的健康衛生品質有明確的關係。將核心重

點放在源頭，也就是動物每天所處環境的改善，才

能有效地預防動物、人類的疾病和人畜共通傳染

病。雞舍環境的改善能加強對於農民與雞隻健康衛

生情況的監控能力，有助於糧食供應上的安全，促

進人類與動物的健康衛生。

目前臺灣在家禽飼養上仍以傳統飼養方式為

主，因此較難保有完整生產紀錄且疾病控制不易，

而低機械化及自動化使整體產業鏈智慧化程度有

限，無法有效、穩定提升產能與良率。若是傳統小

型雞舍不升級改變，三至五年內勢必會被市場淘

汰。面對臺灣地狹人稠、未來貿易國際化衝擊以及

食安問題導致上百萬顆雞蛋下架銷毀等挑戰，政府

及相關農業組織應該輔導占比多數的傳統小農產業

升級。

欲升級並智慧化蛋雞產業，可選擇水簾密閉式

雞舍作為飼養方式。水簾式雞舍為一氣密性良好的

鐵皮建築，因為使用水簾降溫系統須保持良好的氣

密程度。其密閉性佳的特性，相較於傳統開放式雞

舍在環境控制上不僅可以免於受自然溫度影響還能

夠透過調整水簾系統將舍內溫溼度控制在理想的範

圍；在疾病控制方面，因屬密閉系統所以隔離效果

良好，以環境控制影響農業品質的角度來看，是最

合適的選擇。除此之外，舍內機械化程度相當高，

母雞產下雞蛋後直到洗選的過程都能夠全自動化。

唯智慧水簾式雞舍整體造價相對高昂，在成本有限

的考量下優先改善傳統雞舍不失為一種選擇。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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