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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孵化場建築與設備配置 

（一） 孵化場位置選擇 

孵化場應遠離飼養場 150 公尺以上，以避免互相感染。地點

儘量選擇高燥及排水良好，周圍環境及空氣品質佳且交通方

便。 

（二） 孵化場之規模 

孵化場規模大小應依最高進蛋數量來決定，然而銷售能力及

未來擴場需要等因素亦須加以考慮。 

（三） 孵化場的配置和流程 

孵化場宜採南北走向以減少太陽直曬機會，另孵化場的設計

應有利於生產操作及衛生防疫控制，建議流程如下：收蛋室

→消毒室→貯蛋室→孵化室→照蛋室→出雛室→沖洗室。出

雛室因絨毛容易到處飄揚，所以必須要能獨立作業，與其他

廳室間各通道應設門加以隔離。圖 2.1及圖 2.2為兩種不同的

配置設計，約每期 20000 枚種蛋的規模，業者可依實際需要

做適當的調整和修改。 

（四） 內部建築與設計 

1. 地基：宜高出周圍地面以利排水。 

2. 地面：孵化室內部地面需平且有斜度，以利沖洗後的水排

乾，保持清潔。 

3. 排水溝：宜設在兩側，避免設在中間，已便蛋車可在內平

穩無障礙的移動。 

4. 牆壁：牆壁應粉刷光滑或貼上瓷磚，以保衛生乾淨及便於

沖洗。 

5. 門窗：們高 2.4公尺，寬 1.2公尺之兩扇為宜，以方便作業。

設計為密閉式的孵化室無需留窗戶，但排氣口要選擇適當

位置，使室內空氣均勻。若非密閉設計的孵化室，窗戶應

設計兩層，上層低於天花板 30公分，下層高於地面 30公

分，以利空氣流通，並要能防颱風侵襲。 

6. 天花板：天花板高度 3.1 公尺即可，天花板可裝設強制換

氣系統。 

7. 屋頂：屋頂型式無論平面、人型或單斜面均可，但室內不

宜有支柱。 

8. 其他：電路配置應考慮安全方便，水管配置以每室均有水

源供應，供水方便充足為原則，燈光照明度要良好，以利



作業需要。 

（五） 設備和器具 

1. 發電機：孵化場必須有發電機設備，以供停電時所需，且

須經常保養，停 

2. 電時能自動啟動，且供電量充足。 

3. 高壓沖洗機：高壓沖洗機對清洗孵蛋盤、出雛盤、蛋架等

非常實用。 

4. 其他設備：照蛋器、工作台、四輪推車及滅火器等都是必

要的配備。 

二、種蛋及孵化過程管理 

（一） 種蛋處理 

1. 撿取與運輸 

       種蛋需來自健康無病的種鹅，工作人員每天至少上、下午

各撿取 1 至  2次，並在彈殼上作標示。盛蛋的容棄應清潔，已

使用後即丟之纖維製盛蛋    盤最方便。用塑膠製淺但盤，比較

容易清洗，並可減少蛋因堆積而破裂。如用瓦楞紙箱盛蛋，則在

淡箱兩側，應剪出直徑 5公分左右之孔径，已便空氣流通。將每

日收集的種但分類處理，可供孵化的種蛋，先置於孵蛋盤中，然

後再至於但盤架上，再推至貯但室冷藏。另將特大蛋、雙黃蛋、

畸形蛋、裂痕蛋、初生及太小的蛋等剔除，供做他用。 

     種鹅場附近若設有孵化場，種蛋收及運送的距離較近。若需

長途運輸，應使用柔軟墊料，避免直接碰撞，更要注意運輸時間

與氣溫變化，若超過正常範圍，則影響孵化率。運送最適合的溫

度為 18°C，相對溼度 75％，最好避免陽光直接曝曬或淋雨受潮。

運輸的車輛在載運前、後須經消毒，司機及助守在進入卡車或孵

化場之前，應先淋浴及更衣。種蛋的輸送應有紀錄，包括：種蛋

的來源、生產日期、運送數目，運送日期、運送司機，種鹅品種、

年齡等。 

2. 清潔與消毒 

      種蛋很難防止或排除微生物污染，污染源來自但內污染，

或由蛋殼表            面侵入，前者如雛白痢、黴漿菌等，後

者如大腸菌、沙門氏菌等。種蛋剛產下，在氣室形成時，有負壓

存在，蛋殼表面細菌被吸入蛋內。最初蛋殼上的細菌數目為 100

至 300個，一小時後增為 4000至 5000個。儘速的集蛋、維持墊

料的清潔、及保持禽舍空氣清淨和流通，可使細菌污染減輕。種

蛋表面的黏性蛋白，有阻止微生物侵入作用，故種蛋不宜清洗，

若是種蛋污染嚴重，可採用擦拭或括除，常用的擦拭材料，以菜

瓜布、砂紙及清潔的乾布最好。種蛋輕擦拭後，再用中性消毒水



濡濕棉布再擦一次，然後貯存。清洗種蛋，應注意消毒水溫度維

在 38至 40°C，並注意消毒劑的正確濃度，及使用含鐵、鎂量較

低的水源。 

      種蛋在孵化前經燻煙消毒，對控制細菌、濾過性病毒、沙

門氏菌、副傷寒、大腸菌及黴菌等具有相當的效果。燻煙消毒需

在種蛋收集後立即施行，距離種蛋產下後的時間愈短愈有效。只

要設置一個封閉不漏氣的燻煙消毒箱，內部裝置一具電風扇，其

作用在於燻煙時，可吹送氣體循環，燻煙後，可排放氣體。將種

蛋擺置盤上，使燻煙的氣體充分接觸種蛋。於陶瓷容器中放入過

錳酸鉀，然後再倒入福馬林，注意操作次序不可顛倒，而且容器

的容積需為二種藥劑混合 10倍量，以避免溢出。燻煙時間為 20

分鐘，箱內溫度 24°C（75°F），及相對濕度 75％以上。各種狀況

甲醛氣體濃度所需用量，如表 2.2所示。 

3. 貯存 

       種蛋以鈍端朝上放置，存放於陰涼不受陽光照射的場所，

並避免強烈震動。種蛋若不能立即孵化，經燻煙消毒後，必要貯

存於使胚不發育的環境溫度下。蛋剛產下的溫度約 40°C，之後逐

漸降至室溫，為減少胚受到溫度急速冷卻而引起的緊迫，先將種

蛋置於室溫約 4至 6小時，再放入貯蛋室冷藏。由於胚的發軔溫

度為 23.9°C（75°F），超過這個溫度，胚就開始發育。一般安全

的貯蛋溫度為 18.3°C（65°F），在此溫度下胚完全停止發育，但

解除冷卻溫度後，胚仍可繼續發育。若貯存天數較長，貯存溫度

應再降低。貯存期間在 10日以內者，適當的溫度為 15至 18°C，

相對濕度 75％。貯存時間 7日以上時，需每天翻蛋，以防止但黃

變位，造成胚胎死亡。貯存時間若超過 10日以上，孵化率降低。 

4. 標示 

       種蛋的標示，包括生產日期、種鵝品種等，系統配種收集

的種蛋，更要註明籠號（腳號）。如係代孵種蛋，則需有種鵝場

名稱。盛裝種蛋的器材和存放處所，應有醒目的標幟，以避免混

淆並方便作業。 

表 2.1各種狀況甲醛燻煙所需濃度和時間 

 項     目 甲醛氣體濃度 燻煙時間 

種蛋（收集後或入孵前） 3X 20分鐘 

孵化機、出雛機（空機消毒） 3X 30分鐘 

孵化室 1至 2X 20分鐘 

出雛室（空置期，出雛機內無

種蛋） 

3X 30分鐘 

洗滌室 3X 30分鐘 



儲存室（雛鵝盒、墊） 3X 30分鐘 

卡車*（雛鵝置入前） 5X 20分鐘 

*燻煙後需用氫氧化銨中和。 

 

 

表 2.2每 2.83立方公尺（100立方呎）的燻煙用量 

產生甲醛氣體（混合後） 產生等量甲醛氣體 氣體濃度 

福馬林 過錳酸鉀 三聚甲醛粉末 

一倍（1×） 40ml. 20公克 10公克 

二倍（2×） 80ml. 40公克 20公克 

三倍（3×） 120ml. 60公克 30公克 

五倍（5×） 200ml. 100公克 50公克 

 

 

（二） 孵化條件 

1. 溫度 

       在適當的溫度條件下，胚的代謝活動才能正常進行。孵化

前期，因胚之物質代謝低，本身產生的體熱較少，需要較高而

穩定的孵化溫度。孵化中期，胚增大，發育加速，此時溫度應

保持平穩。孵化後期，胚自身產生熱量增加，孵化溫度應降低。

以目前業界所普遍使用的送風式孵化機為例：鵝蛋整個孵化溫

度可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自第 1 天至第 7 天為 37.6°C

（99.8°F），第二階段自第 8 天至 25 天為 37.5°C（99.5°F），第

三階段自第 26天至 28天為 37.3°C（99.2°F），第四階段自第 29

天至 30天再調降為 37.1°C（98.8°F）。 

2. 濕度：孵化的濕度是以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表示，

係指在一定體積內，空氣中所含水蒸氣量，與該溫度的空氣中

飽和水蒸氣量之比，用乾濕溫度計測定，以％表示。當濕度過

高，蛋內水分不能正常蒸發，所孵出的雛鵝肚子偏大；若濕度

不夠，蛋內水分過分蒸發，則雛鵝個體小，而且很容易引起胚

胎和殼膜粘連，只要孵化機（出雛機）內增加水盤，和在孵化

室地面灑水，即可提高濕度。鵝的孵化濕度，第一階段以 60

至 65％即可，第二階段以 70至 75％為宜，第三階段調整為 75

至 80％，第四階段調高為 80至 83％。 

3. 通風換氣 

       胚胎發育過程中需要不斷的吸入氧氣，排出二氧化碳和水

分，孵化出期，胚胎需要氧氣少，胚齡越大，氧的需要量和二

氧化碳排出量越多。在正常情況下，孵化機內氧氣含量應高於



21％，二氧化碳含量低於 0.5％。利用孵化機中的送風機攪拌

空氣，可以使孵化機內各處溫度均勻，並排除餘熱。當孵化室

溫度低於 20°C時，已孵化 16天內的鵝蛋，因需氧較少，自溫

能力較弱，溫度靠電源供應，應關閉進、出氣孔。通風與溫度、

濕度三者之間有著密切關係，通風良好，散熱快，濕度降就低。

通風不好，空氣不流通，濕度就升高。孵化室良好的通風換氣，

可以保持室內空氣新鮮。 

4 期間 

       各品種的孵化期，約在 28至 35天之間，其孵化天數如下： 

（1） 白羅曼鵝、中國鵝、灰尾鵝、非洲鵝、愛姆登鵝：28至 30

天。 

（2） 獅頭鵝、加拿大鵝、大豆鵝、埃及鵝、土魯斯鵝：33至 35

天。 

（3） 天鵝：32至 35天。 

（三） 孵化期管理 

1. 入孵前處理 

（1） 孵化機在進蛋前先進行安全檢查，項目包括：電路開關、

接頭、馬達、皮帶、風扇、電流、電壓計、溫度計、濕度

計、警報系統等。並試機 1至 2天，運轉正常方可使用。 

（2） 孵化室的環境溫度以 21至 25°C相對濕度 55至 60％為宜。

孵化機、出雛機及用具，在孵化前、後應使用中性消毒水

清洗，然後每 2.83 立方公尺（100 立方公尺，再用過錳酸

鉀 60公克和福馬林 120㏄（3倍）燻煙 30分鐘。 

（3） 種蛋置入孵化機前 6 小時，種蛋應自溫度較低的貯蛋室，

移至室溫預暖。進蛋時，儘量縮短移蛋時間，並避免以手

接觸。 

（4） 種蛋置入孵化機後，若要燻煙消毒，最好在入孵 12小時內，

以 2 倍燻煙濃度，燻煙 20 分鐘。若超過 24 小時，不可燻

煙，因甲醛氣體對胚胎有害。 

2. 翻蛋 

       蛋黃的脂肪含量高、比重輕，浮於蛋的上面，而胚胎又浮

在蛋黃表面，翻蛋可適當的增加胚胎的運動，和避免胚胎與內

殼膜粘連，並改變胚蛋的位置，使胚胎受熱均勻。鵝蛋在孵化

器內每天翻蛋 6 至 8 次，翻蛋角度 80 度 ，可得到很好的孵化

率。 

3. 照蛋 

      利用光源檢查種蛋有無受精，及觀察胚胎發育狀況，以掌

握孵化條件是否正確。鵝蛋第一次照蛋時間，在入孵後第 7至 8



天，正常發育的蛋則完全透明。第二照在 15 至 16 天，可見尿

囊合攏，第三照在 28天，胚胎已充分發育，蛋不易透光，可見

胎動。在照蛋過程中找出的無精蛋、中止蛋及死胚蛋等，應立

刻移除。 

4涼蛋與噴水  

      胚胎發育 2 週後，自體熱量增高，需要散熱，最好以室溫

涼蛋，每天涼蛋的時間，視氣溫而定，夏天於晨間，冬天於中

午執行。適當的涼蛋時間，有時需要憑經驗累積，一般約需 0.5

至 2.0小時，或以手觸摸，俟蛋的表面溫度有冷涼的感覺即可。

當夏天室溫在 28°C以上時，涼蛋後應再加噴水，噴水為散發胚

胎熱及促使蛋殼脆化，幫助胚胎啄殼的輔助措施。噴水前，先

關電熱，並繼續打風，直至蛋表面溫度降至室溫後再噴水。噴

水後，應等蛋表面水分完全吹乾後，再關孵化機門，繼續加溫。

鵝蛋第 14天後開始噴水，視季節於中午或傍晚行之，每天 1至

2次。 

5.例行檢查 

       孵化人員應制定嚴格的值班制度，值班人員隨時觀察孵化

機的正常運轉，和溫度、濕度控制系統狀態，每 2 小時檢查並

記錄，有異常立即處理。 

（四） 出雛期管理 

1. 移蛋 

       孵蛋移進出雛機的時機，以全部孵蛋有 1％左右輕度啄殼

時最適宜。天冷時，蛋置於室外的時間，不可超過 20分鐘以上。

出雛機事先需預熱，出殼盤裝蛋要平放，不可相疊，要留有空

隙，使每個蛋都能轉動，以利出殼。附於孵蛋盤之記錄卡，應

同時移至出殼盤，俾辨認蛋的來源，以方便區分。 

2. 檢查 

       出雛機應隨時注意維持良好的通風，並執行適切的溫度、

濕度的把關工作，避免因溫度過低或過高，而引起雛鵝在破殼

中途死亡，或弱雛增多等事故發生。 

3. 出雛 

       雛鵝自第 1 隻出殼到全部孵出約 24 小時，出除機底下的

水盤要覆上網片，以防止雛鵝掉入。雛鵝出殼後，由於絨毛在 4

至 5 小時後即乾燥，不可留置太久，引起脫水。一般 6 至 8 小

時撿雛 1次，將絨毛已乾者及空殼檢出 。而在後期檢出時，則

將破殼胚蛋倂盤放在上層，並協助少數已經啄殼而出不來者。

正常的雛鵝先用手捧出裝盒，然後再剔除不良者，並行計數、

記錄。每披種蛋自開始孵化以後，應有下列各項紀錄：來源、



入蛋數、受精蛋數、出雛數、淘汰雛鵝數。 

4. 弱雛處理 

       雛鵝品質的優劣，有一定的標準，良雛的標準為：無畸形、

臍孔癒合良好、體重在低重量以上、未有脫水現象、站立良好

有活力、羽毛顏色具品種特徵等。在此標準以下者，不得出售，

應予掩埋或焚化。 

5. 雌雄鑑別 

有些品種如白羅曼鵝，可藉羽毛顏色深淺而區別雌雄，雄鵝

毛色較雌鵝淡。另以肛門鑑別法區別者：有翻肛法、捏肛法及頂

肛法等，準確性高。茲舉翻肛法操作說明如下：先用左手大拇指

與食指緊挾雛鵝二腿，並用中指及無名指頂住背部，使胸部向

外，再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將尾部下壓，翻轉雛鵝的肛門皺襞，如

為公鵝，肛門下端有螺旋突起，母鵝只有三角瓣形皺褶。 

6. 裝箱與運輸 

     裝雛鵝盒子的大小，視盛裝雛鵝數目、輸送距離及外界溫度

等而定，在市面上大部分用裝雛鵝的盒子代用，以瓦楞紙製造

分隔四小室，盒底使用木絲墊料，每盒裝入 28-40隻。大部分用

卡車運送，車內裝設空調系統及盒架。最好在清晨，於雛鵝出

殼後 20小時內抵達顧客鵝場，不但氣溫涼爽，而且有一整日的

時間，使雛鵝學習飲水及進食。運送的卡車需事先消毒始可放

入雛鵝，卡車司機及助手在進入卡車或孵化場之前，應先沐浴

更衣。每次輸送完畢，卡車立即清洗消毒。孵化場應提供雛鵝

到達二聯單，由顧客和司機共同簽名，表中應包括：雛鵝數量、

到達時間、死亡數目及雛鵝狀況等。 

7.清潔與消毒 

      孵化結束後，每一器具必須徹底清洗消毒，將蛋殼及死胚

全部自出雛機移出焚化、裝袋深埋或委託合法化製場處理，然

後再清洗出雛機及出雛室等的牆壁、地板、天花板、排水溝等。

最後再將器具移回出雛室，與出雛機同時使用 3 倍甲醛燻煙消

毒，以備下次孵化時再度使用。 

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紀錄與報表 

           孵化成績的分析和探討是提高種蛋孵化率的必要措施，

為達到此目的必須有完整的紀錄，因此每批種蛋自開始孵化以

後，應有下列各項紀錄：來源、入蛋數、受精蛋數、出雛數、

被淘汰雛鵝數。最後應將紀錄依來源，以期、月或年為基礎加

以累計，分析探討並尋求改進。表 2.3 提供常用的孵化場紀錄

表格，以供業者參考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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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電或機械故障的緊急處理 

         孵化期間每天除溫、濕度的檢查外，晚上就寢前應查看馬

達、皮帶、電熱線圈是否可能斷裂，發現問題應立即修護，且

相關配件平常亦須備有多套，以供緊急時更換之用。孵化場必

須備有發電機，並經常保養，每隔兩星期發動一次，以供停電

時使用，孵化機需附有故障和停電的警鈴，以便能及時做適當

的處理。如果無法在停電或機械故障時立即供電運轉，應根據

當時的室溫和蛋的胚齡及時採取相應措施： 

1. 當室溫高，孵化處於前期時，應以保溫為主，注重手動翻蛋。 

2. 當室溫高，孵化屬於中後期時，應以通風為主，防止缺氧和超

溫，如孵化超過 14天可採取涼蛋措施。 

3. 當室溫低，孵化處於前期時，要以保溫為主，需採取供熱措施，

並用手動翻蛋。 

4. 當室溫低，孵化處於中後期時，要保溫與通風兼顧，以滿足胚

胎呼吸需要。 

（二） 一般常見孵化問題分析 

問題 可能原因 

無精蛋多 種鵝公母比例不當，營養失調，種蛋存

放時間過久，貯存溫度不當，種蛋消毒

不當。 

早期死胚 種鵝營養失調，種蛋燻蒸過久，孵化早

期溫度不正常，通風不良，病原微生物

感染。 



中期死胚 種鵝維生素缺乏，孵化溫度過高或過

低，通風不良，翻蛋失常，病原維生物

感染。 

爆破蛋多 洗蛋不當，涼蛋噴水不當，病原維生物

感染。 

啄殼中途停止 種鵝營養失調，出雛機濕度偏低，通風

不良，有短時間超溫或溫度太低。 

未啄殼或蛋黃未吸收完

全 

溫度偏高，濕度過高，通風不良，病原

維生物感染。 

延遲出雛，幼雛沾粘蛋白 孵化機溫度偏低，出雛機濕度過高，通

風不良，種蛋太大。 

幼雛和殼膜粘連 種蛋水分蒸發過多，出雛機濕度偏低。 

提早出雛 溫度過高，濕度偏低。 

出殼不均勻 大小蛋相混，溫度在最高界限或最低界

限時間過長。 

雛鵝太小，毛短，眼睛沾

有絨毛 

種鵝營養失調，蛋太小，溫度過高，濕

度偏低，出雛機通風過度，在出雛機內

停留過久。 

臍部收縮不良 種鵝營養失調，出雛機溫度偏低，濕度

過高，通風不良。 

幼雛脫水 出雛機濕度偏低，通風過度，在出雛機

內停留過久。 

幼雛軟弱，無法站立 種鵝營養失調，出雛機濕度過高，通風

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