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養鵝場廢棄物處理與減廢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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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試驗 (一)：白羅曼鵝每日糞尿排泄量約在 454～478 gm之間，飼養場

設有水池之飼養型態，排泄污染物經戲水池之水量稀釋後，明顯降低污染

濃度，經測量本場之鵝隻排放廢水 COD、BOD、SS濃度分別為 758、455、
312 mg/l，需經處理方可達排放水標準。採用目前台灣地區常用三段式畜

牧廢水處理，依不同水力停留時間處理，結果顯示原廢水經 3、5、10 天
厭氧停留時間處理後，COD分別為 423.6、357.8、338.6 mg/l；BOD分別
為 52.9、74.7、38.9 mg/l；SS分別為 49.3、39.7、35.6 mg/l。厭氧處理後

再經 1.5天好氧處理分別 COD分別為 249.1、220.2、237.3 mg/l；BOD分
別為 45.9、33.1、32.1 mg/l；SS分別為 28.7、24.6、23.5 mg/l。 
試驗 (二)：利用排放水作為養鵝場鵝隻戲水池用水試驗，分別以 A (無

戲水)、B (地下水)、C (回收水)及 D (回收水＋清潔飲水)4種處理，相同期

間試驗鵝隻上市體重各組間沒有差異，鵝隻生長亦無直接影響，但在上市

體重在冬季明顯比夏季好的活體重。 
試驗 (三)：禽舍不同地板飼養白羅曼鵝於生長肥育期 (5-13 週)之生

長性能影響，以管理方式降低飼養期間用水量，藉以建立養省水鵝生產模

式。禽舍以不同形式地板建構，全高床組 (A)、半高床組 (B)、棲地有水
池組 (C)及棲地無水池組 (D)4種處理，鵝隻飼養期 9週 (5-13週齡)結束。
結果顯示鵝隻平均體增重，飼養期間全高床組顯著大於其他處理組 
(P<0.05)，每隻平均體增重分別為 3.43、3.07、2.86 及 2.64 公斤，體增重
比其他處理組增加 11-29%增重，而且每隻鵝每日於飼養期間可節省 10-15
公升用水量及廢水產生。 

 
關鍵詞：鵝 (Goose)、牧場廢水 (Farm waste water)、回收利用 (Recycle)、

禽舍地板 (Poultry house floor) 
 

二、前言 
台灣地區養鵝主要在中南部縣市，每年在養數約 300 萬隻，年產供應

市場屠宰約 700 萬隻，總產值約新台幣 4~5 億元。台灣鵝隻飼養型態大致

可分為種鵝場、孵化場、肉鵝場、肥育屠宰場四種；孵化場產生廢水量較

少，一般鵝舍均設有水池、運動場及遮棚舍各約佔三分之一面積 (圖 1)，
鵝場廢水主要來自水池部分，水池深度約 30 公分，水池池水有 2～3 天定
期更換及流動排放方式。鵝隻繁殖具季節性生產習性，故每年 6～9月份雛
鵝生產極少，肉鵝飼養相對減少，這期間污染量產生也較少。中興大學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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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0)與本場 (賴等，1996)投入之利用人工光照節律調整種鵝產期研

究，約於民國 78 年間開始，多年研究技術已成熟，政府於 92 年鼓勵養鵝

戶設置環控種鵝舍，利用調節人工光照技術，調整鵝隻產蛋產期技術，使

全年均有雛鵝生產供應農民作為肉鵝養殖，養鵝業之「倒頭鵝」名詞從此

消失，目前養鵝業全年均維持相當規模，已沒有大小產期之區別。 
 

圖 1. 肉鵝飼養場 (左)及種鵝飼養場 (右)。 
 
三、試驗材料與方法 
試驗 (一)：養鵝場廢水之基本資料與處理模式之建立 

1.基礎資料分析－調查鵝隻排泄物基礎資料。 
2.模型槽處理試驗 

(1)利用本場飼養鵝隻產生之廢水，做為試驗用廢水。 
(2)固液分離－水車式分離機濾網孔目直徑 1mm、120×50cm (長×寬)。 
(3)厭氣醱酵－以 300公升容積不銹鋼模型，分前後兩槽；調查不同水

力停留時間處理效率。 
(4)好氧處理－以空氣壓縮機做氧氣來源，調查不同水力停留時間處理

效率。 
試驗 (二)：畜牧場廢水回收再利用之水質變化及對鵝隻生長影響探討 
本試驗利用白羅曼鵝 128 隻於育雛 (4 週齡)結束，分四組進行飼養試

驗，A 組則不給任何戲水 (即所謂旱地養鵝)，但充份供給飲水；B 組
則以供給一般地下水戲水：C組以本場廢水處理後排放水供給戲水，給

予鵝隻戲水池水 (水深 30公分)；D組以本場廢水處理後排放水供給戲

水，給予鵝隻戲水池水 (水深 30公分)，另供給清潔飲水；各組飼養期

間飼糧給予相同一般市售飼料至上市日齡 (約 13週齡)結束，涼熱季分
別飼養一批。調查項目：鵝隻生長性能、存活率、用水量等。 

試驗 (三)：省水養鵝生產模式探討 
4種試驗鵝舍地面分別為 (圖 2)：  
 (A)全部高床組：舍內條狀鉎鐵高床 (2.5公分鉎鐵 x1.8公分間隙)，另供飲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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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半高床組：舍內條狀鉎鐵高床同 A組與紅磚地面各 1/2，另供飲水。 
 (C)水池組：傳統養鵝方式紅磚地面遮棚、露天及水池各 1/3，水池 2.5x2
平方公尺。 

 (D)無水池組：傳統養鵝方式同 C組但水池無水，另供飲水。 
各組每欄可供棲息地面均為 10平方公尺。 
自留本場白羅曼雛鵝，育成期間 (0 至 4 週齡)給予育雛料 (CP20%，ME 
3000 kcal/kg) 任飼。 4 週齡時淘汰不良鵝隻後，測定體重，依體重逢機

分為 A、B、C 與 D 組，每組 3 重複 (欄)，每欄 10 隻 (公母各半) 共計
120隻。飼養期間 (5週齡至 13週齡)給飼 CP 15%與ME 2900 kcal/kg 飼糧  
(NRC 1994)，飼料及飲水任食。每 2週測定體重及飼料消耗量。 
 

  
全高床組 (A) 半高床組 (B) 

  
水池組 (C) 無水池組 (D) 

圖 2. 各組試驗鵝舍之地面。 
四、結果與討論 
試驗 (一)： 
成年種鵝飼料每日平均採食量約 218gm/隻，排泄糞尿量 466±12 gm/

隻，理化性質分別 BOD 量 30g/隻日、濃度 65,000mg/l；COD 量 77g/
隻日、濃度 166,000mg/l；SS 量 32g/隻日、濃度 70,000mg/l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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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鵝隻排泄量及理化性質 
BOD COD SS 

排泄量 
量 濃度 量 濃度 量 濃度 

gm/隻日 gm/隻日 mg/l  gm/隻日 mg/l  gm/隻日 mg/l 
466±12 30 65,000  77 166,000  33 70,000 

 
養鵝場排放廢水經固液分離機 (直徑 1mm 孔目)分離可去除大部份

鵝毛及大型雜物，但在測量固液分離機前後廢水水質無顯著差異，分離

機清除之鵝毛及雜物，這些物質無法以厭氧及好氧處理，但對後續廢水

處理有實質助益。每隻鵝隻平均每日產生廢水量 (由表 2估算)： 
61 ×1000公升×2 (2次/週)÷7天÷1950 (平均飼養規模)＝9公升/隻日。 
 
表 2. 養鵝場排放水質調查 
 BOD 

mg/l 
COD 
mg/l 

SS 
mg/l 

廢水量 
M3 

飼養規模 
隻 

平均值 55.9±35 204±199 326±335 61±41 1950±979 

最小值 21 51 26 6.5 500 

最大值 167 975 1305 140 3600 
N=20場 

 
鵝場廢水固液分離後厭氧處理效率水力停留時間 3－10天，對 BOD

有 80－86%、COD有 30－44%、SS有 82－89%去除率 (表 3)，厭氧處
理後 BOD及 SS已可符合目前排放水標準，但 COD尚難達排放水標準；
再經好氧處理 COD即可符合排放水標準 (表 4)。 

 
表 3. 養鵝場廢水固液分離後厭氧處理 
 BOD 

mg/l 
COD 
mg/l 

SS 
mg/l 

透視度 
cm 

pH 

原廢水 262±53 603±131 293±186 2.3±0.5 7.3±0.3 
3天 52±12 

 (80%) 
419±124 
 (30%) 

52±20 
 (82%) 

9.8±5.6 7.0±0.3 

5天 43±10 
 (84%) 

378±137 
 (37%) 

40±12 
 (86%) 

11.1±5.2 7.1±0.5 

10天 38±12 
 (86%) 

340±143 
 (44%) 

33±14 
 (89%) 

12.6±4.5 7.0±0.3 

(%)=去除率、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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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養鵝場廢水固液分離及厭氧處理後好氧處理 
厭氧處理 BOD 

mg/l 
COD 
mg/l 

SS 
mg/l 

透視度 
cm 

pH 

3日 44±15 243±59 
 (42%) 

23±11 22.5±5.0 7.5±0.5 

5日 32±9 216±69 
 (43%) 

22±10 20.8±6.6 7.7±0.5 

10日 32±11 229±61 
 (33%) 

26±11 19.3±6.8 7.8±0.3 

平均 36±13 229±63 24±11 21±6 7.7±0.5 
(%)=去除率、N=20 

 
表 5. 養鵝場廢水固液分離後好氧處理 
 BOD 

mg/l 
COD 
mg/l 

SS 
mg/l 

透視度 
cm 

pH 

原廢水 238±97 643±305 450±367 6.3±0.5 6.9±0.3 
24小時 56±29 

 (76%) 
180±76 
 (72%) 

41±57 
 (91%) 

27.8±6.5 7.2±0.3 

36小時 47±19 
 (80%) 

188±55 
 (71%) 

41±22 
 (91%) 

－ － 

48小時 48±23 
 (80%) 

175±69 
 (73%) 

34±16 
 (92%) 

－ － 

(%)=去除率、N=30 
 
養鵝場廢水之污染物質含量較養猪廢水低，廢水在固液分離後直接

以好氧處理，水力停留時間 24－48小時，對 BOD有 76~80%、COD有
71~73%、SS有 91~92%去除率，經好氧處理後之水質已可符合目前排放

水標準 (表 5)。好氧處理之微生物食物添加量 (食微比)不足時，處理效

率會有降低趨勢 (表 6)。 
民間肉鵝場飼養鵝隻一般均會在生長期 (5～10週齡)餵食青草，此一

期間由報告顯示鵝隻對青草採食可達等量精料；鵝生長期間相對之廢水中

含有採食青草未消化物質，導致廢水中 COD 含量偏高，對排放水質有所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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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每日添加不同固液分離後廢水量之直接好氧處理能力 
原廢水 
添加量 

BOD 
mg/l 

COD 
mg/l 

SS 
mg/l 

透視度 
cm 

pH 

原廢水 238±97 643±305 450±367 6.3±0.5 6.9±0.3 
1/3原廢水 61±31 

 (74%) 
205±78 
 (68%) 

49±62 
 (89%) 

23.7±11 7.1±0.3 

1/2原廢水 46±21 
 (81%) 

164±55 
 (74%) 

34±23 
 (92%) 

29.6±0.9 7.3±0.2 

2/3原廢水 47±21 
 (80%) 

174±65 
 (73%) 

33±25 
 (93%) 

30.0±0 7.3±0.2 

 (%)=去除率、N=38 
 
試驗 (二)：第 1批從本 (91)年 1月 17日開始飼養至 3月 21日結束，13
週齡上市平均體重分別為 5.36、5.12、5.24 及 5.12kg (表 7)，結果顯示 4
種處理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差異 (P>0.05)，飼養期間 A及 D組各有 1隻死
亡，死亡原因為氣候因素造成；第 2批從本 (91)年 5月 30日開始飼養至

8月 1日結束，13週齡上市平均體重分別為 4.80、4.63、4.63及 4.59kg，
結果顯示 4 種處理在統計上亦無顯著差異 (P>0.05)，飼養期間 D 組有 1
隻死亡，死亡原因為氣候因素造成；唯冬夏 2批之體重顯著差異應是冬夏

季環境溫度影響鵝隻採食量所致。鵝隻飼養期間 A (無水)組相對於其他 3
組均有較易緊張驚嚇之相同行為現象，羽毛外觀在 13週齡結束時 A組看
起來稍有髒亂，但在結束後給予 3~4小時戲水充分理羽後，各組間外觀並

沒有不一樣。鵝隻屠宰後之屠體及肉質各組間亦無不良影響。C及 D組之
戲水池之水源為本場廢水處理後 C及 D組之水質分別為 BOD、COD、SS
及總生菌數分別約為 33.5、92.8、11 mg/l及 3.05億個/ml，供鵝隻戲水 1
週後 B、C及 D組之水質分別為 202-276、680-1022、377-462 mg/l，各組
間之水質差異不大 (表 8)。 
放流水用於鵝隻飼養，試驗結果顯示作為鵝隻飼養戲水水源，對鵝隻

生長亦無影響。牧場廢水處理後之排放水水質，已符合環保規範之排放水

標準，回收用於畜禽之清潔用水，雖總生菌數達 3 億個/ml，但此等微生
物全部為自家細菌，且在廢水處理過程中對某些病原性微生物已無法檢測

到，使用回收水過程稍加注意畜禽健康動態，應可作為牧場經營用水之參

考，同時減輕抽取地下水及排放水量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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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試驗期間鵝隻飼料採食量及上市日齡體重 
組別 

項目 
A組 B組 C組 D組 

 ----------------------------gm/d, goose--------------------------

冬季 5-13 週飼料採

食量 312±28 300±62 313±23 300±30 

夏季 5-13 週飼料採

食量 248±27 233±12 255±65 244±13 

 ---------------第 1批 (冬季)試驗 kg/goose------------------

開始體重 4週齡 1.82±0.19 1.81±0.17 1.83±0.18 1.78±0.18

結束 13週齡體重 5.36±0.73 5.12±0.62 5.24±0.60 5.12±0.61

5-13週增重 3.54±0.12 3.31±0.09 3.41±0.10 3.34±0.10

 ---------------第 2批 (夏季)試驗 kg/goose------------------

開始體重 4週齡 1.83±0.17 1.81±0.18 1.75±0.20 1.73±0.18

結束 13週齡體重 4.80±0.40 4.63±0.62 4.63±0.71 4.59±0.52

5-13週增重 2.97±0.3 2.82±0.49 2.88±0.58 2.87±0.44

註：A 組：無戲水；B 組：地下水；C 組：回收水；D 組：回收水＋清
潔飲水組 

 
 
表 8.牧場廢水回收利用供鵝隻戲水 1週後水質 

處理組 B組 C組 D組 

pH 7.36±0.22 7.25±0.19 7.42±0.21 
   ------------------------mg/l------------------------- 
COD 964±686 1022±569 680±222 
BOD 256±158 276±113 202±70 
SS 426±253 463±213 377±197 
    --------------------µmho/cm----------------------- 
EC 1211±440 1556±539 1322±479 
註：B組：地下水；C組：回收水；D組：回收水＋清潔飲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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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 (三)： 
 (1)生長性能 
禽舍利用不同地板飼養鵝隻，於 3 至 5 月間進行飼養試驗，結果顯示

鵝隻5-13週平均體增重飼養於高床組 (A)為3.43kg/隻、半高床組 (B)為3.07 
kg/隻、棲地有水池組 (C)為 2.86 kg/隻及棲地無水池組 (D)為 2.64 kg/隻，
顯示鵝隻於生長肥育期間鵝舍利用高床組 (A)飼養在 5-6週、7-8週及 5-13
週平均有顯著較大體增重 (P<0.05)；9-10週各處理間增重沒有顯著差異 (P 
> 0.05)；11-12週半高床組 (B)有顯著較大增重 (P<0.05)；13週各處理組體

增重均有負成長，鵝隻於此週間體增重則雖有停滯現象，但對羽毛外觀及

屠體針羽殘留現象，提升商品價值有意義。陳等 (2003)指出雛鵝在 2-4 週
給予水浴及強迫水浴時亦有體增重較低之相似結果；但本試驗生長肥育鵝

隻 (5-13 週)以地面無水池組體增重最低，可能地面無供水池之鵝隻較易受

到驚嚇緊迫所致，地面供有水池組及半高床地面組體增重則比全高床組

低，半高床地面組體增重則比地面無水池組高，半高床地面組與地面供有

水池組體增重則沒有顯著差異 (P>0.05)。飼料轉換率 (飼料/增重)以全高床
組 5.95顯著優於地面無水池組的 7.07 (P<0.05)，其餘各組間均沒有顯著差
異。平均飼料採食量以全高床組 322.6g/隻顯著大於地面無水池組的 294.1g/
隻 (P<0.05)，其餘各組間亦沒有顯著差異 (表 9)。全高床組生長性能較優
原因，可能是高床構造鵝隻排泄物完全落入床底，飼養全期不需沖洗地面，

減少沖洗地面時對鵝隻造成緊迫及高床鵝隻生長環境較舒適有關。鵝隻生

長於不同床面之生長曲線 (如圖 3)。 
 (2)用水量管理分析 
試驗期間禽舍清洗管理，以一般每週 2 次清洗為原則，全高床組因禽

舍無積糞現象，該處理組試驗整期以不清洗；地面無水池組亦以不清洗考

量，視地面積糞受雨水浸淫情形，以會影響鵝隻棲息始予清洗；半高床組

及地面有水池組之飼養禽舍管理，每週清洗及更換水池水 2 次，每日每隻
平均清洗用水量以地面有水池組清洗用水 15.5 公升，另每週定期更換水池

水 30公升，合計 45.5公升用水量最大；半高床組和地面無水池組用水量相

近分別為 10.4及 12.2公升，地面無水池組因試驗期間適遇梅雨季影響，清
洸次數比預期多所致；全高床組床面飼養期間不需清洗，沒有清洗用水量

問題發生 (表 10)；清洗平均時間以地面有水池組 (C)所用時間最多每隻鵝
為 22.8秒/次。試驗結束 D組鵝隻羽毛稍較有污黑，但不嚴重可在上市前 1
日給予水池戲水理羽，則各處理組間有相同之羽毛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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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不同床面對白羅曼鵝 5-13週生長肥育期影響 
項目 A B C D 

平均增重 ------------------------(kg/隻)----------------------- 

開始體重 2.63±0.22 2.52±0.23 2.55±0.19 2.50±0.24 
結束體重 6.05±0.85a 5.60±0.75b 5.41±0.56bc 5.14±0.65c 
5-6週增重 1.33a 1.51b 1.04c 0.97c 
7-8週增重 1.22a 1.07b 1.07b 0.90c 
9-10週增重 0.63 0.59 0.69 0.67 
11-12週增重 0.25b 0.36a 0.08c 0.11c 
13週增重 -0.009a -0.092b -0.011a -0.002a 
5-13週增重 3.43±0.72a 3.07±0.58b 2.86±0.42bc 2.64±0.52c 
飼料採食量 ------------------------g/日．隻---------------------- 

5-6週 335.2a 309.0b 279.0c 276.8c 
7-8週 388.5a 345.0ab 342.1ab 332.3b 
9-10週 349.4a 318.1ab 318.3ab 278.7b 
11-13週 252.3b 264.7ab 282.4ab 290.3a 
5-13週平均 322.6a 304.2ab 302.9ab 294.1b 

飼料轉換率 (飼料/增重) 

5-13週 5.95b 6.23ab 6.68ab 7.07a 
註 1. A：全高床；B：半高床；C：地面+水池；D：地面無水池。 
2.同列中英文字母不同者表有顯著性差異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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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單位增重飼料成本及用水量 
項目 A B C D 
清洗用水量 (公升
/日．隻) -- 10.4 15.5 (＋30) 12.2 

批次用水量 (立方
公尺/隻) -- 12.5 18.6+ (36.0) 14.7 

清洗次數 0 17 17 14 

清洗時間  (分 )/ 
次．處理 0 7 11 11 

清洗時間 
 (秒/日．隻) -- 15.3 22.8 18.0 

批次時間 (時) -- 5.1 7.6 6.0 

註：1. A：全高床；B：半高床；C：地面+水池；D：地面無水池。 
2.商業飼養肉鵝批次約 1200隻。 
 
 
 
 
 
 
 
 
 
 
 
 
 
 
 

 
 
 
五、結論與建議 

養鵝場配置分為禽舍、運動場及戲水池三部份，且三部份約是等量

糞尿量，前二者大部於每批肉鵝出售後或定期清除，以堆肥化處理；約

三分之一糞尿量排泄在戲水池內，而水池污染物需經處理，因飼養場之

鵝隻戲水池大部分均為固定大小，而水池之污染量隨飼養量有增減情

形。養鵝廢水大部份來自戲水池，經固液分離鵝毛及粗糞，再經初步沉

澱，少量濃稠部分以厭氧處理 3～5天，大部分廢水直接經活性污泥法好

圖3. 白羅曼鵝5-13週生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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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處理 1～1.5天，排放廢水可符合目前之放流水標準。 
牧場飼養畜禽產生廢水經廢水處理系統妥善處理後，放流水己符合

環保排放標準，經本場實地回收用於鵝隻飼養，試驗結果顯示作為鵝隻

飼養戲水水源，對鵝隻生長亦無影響。回收水用於畜禽舍之清潔用水，

雖總生菌數達 3億個/ml，但此等微生物全部為自家細菌及廢水處理系統

微生物，且在廢水處理過程中對某些病原性微生物已無法檢測到，使用

回收水過程稍加注意畜禽健康動態，應可作為牧場經營用水之參考，同

時減輕抽取地下水及排放水量壓力。並可節省寶貴地下水資源，唯遇場

內畜禽有重大疾病發生，且該病原經廢水處理系統仍有致病傳染疑慮時

應暫停使用回收水，以確保畜禽健康安全，建議設置回收使用系統應保

留地下水使用系統，以方便現場經營管理運作。 
白羅曼肉鵝飼養依禽舍地面設計結構有不同之清洗管理方式，會有

不等之清洗用水量及廢水產生，一般給予水浴之水池戲水大小更決定了

鵝隻平均用水量主要因素，利用高床禽舍方式改善飼養期間降低用水

量，達到廢水減量效果，且鵝隻增重效果優於其他處理，由於沒有清洗

而減少鵝隻在清洗禽舍時造成的緊迫，且棲息於高床腹羽亦有通風散熱

效果，養鵝業者值得參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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