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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鴨產業在台灣已有超過 300年的歷史，近三、四十年來在許多

專家學者及產業先進共同努力耕耘下，無論在飼養管理、營養、育種、

加工、疾病防治等不同領域，皆有長足的進步，並促使產業快速發展，

期間亦曾創造亮眼的出口產值。惟近年飽受禽流感疫情威脅，環境氣

候快速變化，加上養鴨產業原有的人力缺乏、飼料成本上升、環保及

動物福祉意識抬頭的重重壓力，這些不同領域的進展，似乎仍不足以

帶領我們突破現有的困境。因此如何面對大環境的快速變化，成為每

位相關從業人員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但是不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

適時利用現有資源，調整步伐，掌握未來脈動者，將是未來可能的贏

家。 

      畜產試驗所在既有鴨隻種原資源上，針對優良種鴨的選育始終不

遺餘力，包括近年選育後命名登記的褐色菜鴨畜試一號 (高產蛋性能

品系)、褐色菜鴨畜試二號 (長受精持續性品系)、褐色菜鴨畜試三號 

(全產青殼蛋品系)、白色番鴨畜試一號 (大體型品系)；五結黑色番鴨 

(維持黑色番鴨品種特徵)、五結白鴨 (長受精持續性品系)等，這些新

品種 (系)亦皆有相對應的繁殖與飼養管理技術可供諮詢或技術移

轉，其中「五結白鴨」，為本年度通過命名的新品種，來自於「褐色

菜鴨畜試二號」與「北京鴨」雜交後固定性狀而得，受精後 6天，仍

可維持合理的受精率，可以降低人工授精所需成本。另為克服番鴨季

節性精液量不足的困擾，宜蘭分所開發了番鴨精液稀釋液，該稀釋液

可以用簡易的方式，將稀釋後精液短期保存於冰桶中，亦可讓改鴨戶

在公番鴨精液不足時，透過稀釋液將番鴨精液直接稀釋，同時維持合

理受精率，以避免向鄰場借用精液造成疾病傳播。此外，包括高飼料

效率褐色菜鴨選育、生醫用番鴨產業化應用生產模式建構、番鴨精液

供應站建立、土番鴨親代受精持續性選育、建立兼具生物安全、省工

及動物福祉之土番鴨生產模式、LED 光照對水禽產蛋性能之影響、

舍飼養鴨廢水處理及再利用及種禽蛋消毒與孵化率提升技術及運送

箱品質等相關研究亦刻正進行中。 

    雖然國內已有許多鴨隻相關研究成果，惟疾病侵襲造成的影響一

直是畜牧產業的痛，養鴨也不例外，在持續追求如何把鴨養好，養大，

賣好價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回頭想想，怎麼保護這些賴以維生的“身

家財產”，以降低疾病威脅。由於病原的侵襲幾乎無孔不入，如果經

濟動物的飼養與經營者，對於加強生物安全防護這件事仍停留在“知

道”的階段，仍然不願調整步伐，努力實踐與落實，即使再好的飼養



設備與設施都是枉然，畢竟野鳥並非把病原帶進鴨場或鴨舍的唯一可

能媒介。基於疾病可能帶來的威脅，具備遮蔽物或頂棚的一般禽場，

或是足以將外界禽鳥及其排遺隔絕在外的高生物安全禽舍，已是未來

合法的禽隻生產體系必須具備的硬體設備。宜蘭分所將持續透過畜

牧、機電、獸醫及養鴨產業跨領域之技術盤點、人才整合，建置高生

物安全孵化室與種禽舍，並導入智慧分析管理及開發種禽管理系統，

期望達到兼顧種禽的健康品質及效率的生產方式。也期盼養鴨界的朋

友用謹慎的態度，把可能進入禽場的人、動物、車、器械、載具等，

進行最妥適的動線安排、規劃及消毒，以降低病原入侵的可能，因為

唯有做好生物安全防護措施，產業才有永續發展，再創榮景的一天。    

 

圖、公褐色菜鴨 

 

 

 

 

 

 

 

圖、母褐色菜鴨 

 

 

 

 

 

 

 

圖、公白色番鴨 

 

 

 

 

 

 

 

圖、母白色番鴨 

圖、五結白鴨第一代母鴨。 

 

 

 

 

 

 

 

圖、五結白鴨第 10代母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