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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豬隻動物福利」與「豬群生產效率」唇齒相關。以豬肉出口國全球第一的

丹麥為例，豬隻「從生到死」，都有政府相對應的法令政策全程嚴格監控管理，包

含：畜牧場申請註冊、獸醫衛生監管、抗生素使用、疾病監測，以及嚴格且全程

貫徹於各環節中的動物福利及環境保護標準。 

丹麥除符合歐盟 1998 年 98/58/EC 指令所訂定之豬隻飼養空間、畜舍地板品

質需求、母豬飼養系統、玩耍材料材質和提供母豬高纖草料等原則外，亦訂定多

項豬場例行及自發性作業的動物福利規範。其項目涵蓋廣泛，包括：母豬及女豬

「從配種後四週到預產日前一週，皆必須群養」，以及去勢、剪齒/磨齒、剪尾、

離乳日齡、拱土物質、醫療欄、環境豐富化，甚至場內稽核等。 

將動物福利內涵納入整個生產作業系統，絕對是丹麥豬場經營成功的重要因

素。提供給豬隻更好的動物福利，不再是被迫因應法規的消極態度，而是豬農積

極與正面的投入。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本會)自 1999 年起，長期推動改善台灣經濟動物飼養、

運輸及屠宰各階段動物福利。為鼓勵市場支持願意促進良好動物福利的畜產業者，

讓消費者、產業從業人員與動物都能有更好的生命品質，2021 年正式推出「動物

福利標章」，依據本會蛋雞及乳牛動物福利標準稽核、驗證。 

2022 至 2023 年底，為改善台灣每年 550 多萬在養豬隻的動物福利，本會持

續投入研究與產業現況調查，於今(2024)年 1 月完成、公布本「豬隻飼養動物福

利評分標準」(本標準)，期能促進台灣養豬產業提昇、優化動物福利。 

本標準依牧場類型分為「一貫場篇」及「肉豬場及其仔豬來源場篇」，為本會

「動物福利標章」豬隻飼養驗證基準。 

  



 

EAST 豬隻飼養動物福利標準_肉豬場及其仔豬來源場 7 2024/2 

 

關於本標準 

本會 2017 年推動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並公布「豬隻友善飼養

系統定義及指南」，本標準進一步參酌、彙整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之

「豬隻動物福利標準（Welfare Standards for Pigs）」、美國農場動物人道照護組織

（HFAC）之「豬隻照護規範(Animal care standards：Pigs)」、福利品質標章（Welfare 

Quality®）出版之「豬隻評估方案（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以及紐西蘭官

方的「豬隻福利準則（Code of Welfare : Pigs）」，並經實地試評多家牧場，諮詢國

內外專家學者及產業意見後定稿。 

 

內容涵蓋：標準基本原則(包括標章產品來源豬隻不得透過活體拍賣)、六大

評分指標（包含使用標章之產品，豬隻不得透過活體拍賣）肉豬場 54 個、源頭種

豬場 74 個評分項目等；並於附錄提供：豬隻活體拍賣的動物福利問題、牧場自

我管理、監控豬隻動物福利，以及非天然材質的豐富化物品案例，供牧場參考。 

 

對動物行為及福利的認識與提升，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本標準將隨動物福

利科學發展，逐步調整，以促進更好的豬隻飼養管理，維護動物福利。 

 

第一版公告日：2024 年 2 月 29 日。 

 

(註) 洋種商業豬及地方黑豬牧場目前均可依本標準申請動物福利標章驗證，惟

因豬隻體型、飼養管理略有差異，未來將另推出單獨適用地方黑豬的稽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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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基本原則  

一、 說明 

本標準為本會「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之牧場動物福利驗證基

準，規範肉豬場及其仔豬來源場（種豬、仔豬）飼養各階段之動物福利。 

牧場若為一貫場，另請見「豬隻飼養動物福利評分標準（一貫場）」篇。 

本標準不接受以廚餘為餵飼豬隻的主要食物來源。 

廚餘定義： 

指飲食過程所產生的有機廢棄物，包括食材料理、剩餘飯菜、過期不堪食

用之食物等 0F

1
。 

本標準不接受懷孕母豬全程個別飼養。 

二、 定義 

1. 本標準用詞定義與現行農業部公布的「豬隻友善飼養系統定義及指南」（2017）

相同： 

(1) 「豬」指任何年齡、性別、種用或肥育用的豬。 

(2) 「種公豬」指發身後或留種用的雄性豬隻。 

(3) 「種女豬」指發身後至分娩前的雌性豬隻。 

(4) 「種母豬」指第一次分娩後的雌性豬隻。 

(5) 「懷孕母豬」指配種受孕後至分娩階段的母豬。 

(6) 「泌乳母豬」指分娩後與仔豬離乳前階段的母豬。 

(7) 「待配母豬」指離乳後至再配種階段的母豬。 

(8) 「吮乳仔豬」指出生後至離乳階段的仔豬。 

(9) 「保育豬」指離乳後至 30 kg 的豬隻。 

(10) 「生長豬」指 30 kg 至 60 kg 體重的豬隻。 

(11) 「肥育豬」指 60 kg 至上市體重的豬隻。 

                                                        
1 
https://www.ptepb.gov.tw/News_Content.aspx?n=718A4BD53437A014&sms=29841AE05DB47DEF&s=D8D9DB89709FA
236 (2023.11.14) 

https://www.ptepb.gov.tw/News_Content.aspx?n=718A4BD53437A014&sms=29841AE05DB47DEF&s=D8D9DB89709FA236
https://www.ptepb.gov.tw/News_Content.aspx?n=718A4BD53437A014&sms=29841AE05DB47DEF&s=D8D9DB89709FA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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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目及配分 

各項指標配分，如下表所示： 

指標 內容 
肉豬場 

肉豬場之 

仔豬來源場 

配分 加分 配分 加分 

指標 1 銷售方式  3  無  

指標 2 飼料及水 15  15 +2 

指標 3 畜舍環境及空間 18  27 +4 

指標 4 硬體設備 21 +1 21 +1 

指標 5 豬隻飼養管理 14 +1 21 +3 

指標 6 人員管理 9 +2 9 +2 

指標 7 非必要手術與疼痛管理 無  13  

 加總 80 +4 106 +12 

 

四、 計分原則 

1. 牧場基本上應滿足「各畜舍、各欄位」都符合標準才能得分。 

2. 若有部分畜舍及部分欄位（區域）未能達標，稽核員可依牧場現況綜合判斷，

區分為可容許或不可容許情況，並按比例原則斟酌給分或扣分，並以 0.5 分

為最小扣分單位。 

3. 部分評分指標需依據訪談牧場負責人、主要管理人、領班或獸醫師等相關人

員之結果給分。 

4. 若無法完成有效訪談，無法回答或回答不清楚，不予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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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分原則與通過稽核判定 

申請牧場如非一貫場，不論是肉豬場或其仔豬來源場，其總得分皆須超過本標準

總分之 70%。合格與否之判定如下： 

1. 肉豬場： 

1.1 通過門檻：評分結果得分大於或等於 56 分（總分 80 分） 

1.2 覆核資格：改善後重新申請，無覆核。 

2. 肉豬場之仔豬來源場： 

2.1 通過門檻：評分結果得分大於或等於 74 分（總分 106 分） 

（註：牧場若未執行「交互哺育」，該項目不予計分；總分及合格分將扣

除 1 分。） 

2.2 覆核資格：評分結果得分若大於等於 68 分，得於三個月內完成改善後申

請覆核，以鼓勵牧場加速改善動物福利。 

（註：68 分為本標準各項目最低分之加總，亦為「豬隻友善飼養系統定義

與指南」（2017 年）之基礎分數。） 

➢ 肉豬場之仔豬來源場申請覆核各項指標之配分數如下表: 

指標 內容 配分 

指標 1 飼料及水 11 

指標 2 畜舍環境及空間 11 

指標 3 硬體設備 15 

指標 4 豬隻飼養管理 17 

指標 5 人員管理 6 

指標 6 非必要手術與疼痛管理 8 

 加總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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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肉豬場評分指標及配分  

一、 銷售方式 

指標 配分 備註 

牧場所有豬隻直送屠宰場屠宰。。 3 為鼓勵牧場不透過

「活體拍賣」銷售豬

隻，改採直送屠宰場

屠宰，以減少活體拍

賣對豬隻造成的折

磨與緊迫。本指標暫

不訂活拍與直送屠

宰場的比例。但未來

將逐步設定比例並

調整配分。 

牧場有部份豬隻直送屠宰場屠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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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飼料及水 

1.飼料組成 

1.1 飼料成分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牧場定期化驗飼料，每年一次，並保留紀錄。 

2. 除醫療目的外，肥育期肉豬（50-60 公斤）後，不得預

防性餵飼或注射抗生素。 

3. 使用其他促進生長、提升飼料效率添加物，須符合政

府規範。不得使用可改變身體組成之添加物。 

4. 保留各階段飼料配方紀錄。 

2  

1.2 飼料儲存 

指標 配分 備註 

不得使用過期飼料，飼料儲存塔及飼料推車皆應加蓋以避

免遭到汙染。 

1  

1.3 飼料更換 

指標 配分 備註 

如需轉換飼料種類與份量，應採取漸進方式逐步更換。 1 漸進方式為每

日或每餐逐漸

增加或減少至

目標飼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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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保採食 

2.1 餵飼空間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採長形飼料槽者，應確保每頭豬隻的餵飼空間為豬隻肩

寬的 1.1 倍。 

․ 保育豬（離乳至 30 公斤）每頭豬的餵飼空間至少需

22 公分。 

․ 生長豬（30~60 公斤）每頭豬的餵飼空間至少需 27.5

公分。 

․ 肥育豬（60~100 公斤以上）每頭豬的餵飼空間至少

需 35 公分。 

2. 若為圓形飼料槽，則需採任食，且每頭豬隻餵飼空間至

少需 7.5 公分。 

2 以每欄位所

飼養豬隻的

最終體重計

算。 

提供豬隻可以「同時採食」的空間，且可獲得足夠的飼

料。 

1 

2.2 給料與進料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保留各畜舍的每日給料紀錄（自配或外購飼料）。 2 若為每週外購進

料，需說明如何確

保無缺料之虞。 

無每日給料紀錄，但可提供進料時程與進料量的紀錄。 1 

2.3 飼槽乾淨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應確保飼槽不會受到糞尿汙染，保持乾淨。 

2. 給飼管道需定期清潔，不得有殘留汙染。 

1  

2.4 餵飼程序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確保有輔助餵飼程序，避免設備出現狀況時無法供料。 

2. 各階段每日餵飼次數超過 2 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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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保飲水 

3.1 供水乾淨且正常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所有豬隻都能持續獲得足量且乾淨、新鮮的飲水，飲

水器皆保持乾淨。 

2. 每年應檢驗水質至少一次，確保水質正常並保留紀

錄。 

1 檢測內容須包含

重金屬、微生物

及 pH 值等。 

參考資訊：豬隻飲水量及飲水器出水量 

階段 飲水量 出水量 

保育豬 1.5~2 公升 0.4~0.6 公升/分鐘 

生長豬 3~4 公升 0.8~1 公升/分鐘 

肥育豬 6~8 公升 1~1.2 公升/分鐘 

懷孕母豬 12~20 公升 1.5~2 公升/分鐘 

泌乳母豬 25~40 公升 4 公升/分鐘 

資料來源:《畜牧要覽-養豬篇》（增修三版）。第 18 章，第 401-402 頁 

3.2 飲水器 

指標 配分 備註 

群養豬隻，每 10 頭豬需提供至少 1 個飲水點。 2  

所有豬隻皆有足夠的飲水空間，無豬隻需爭、搶飲水。 1 

3.3 預備儲水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儲水量可供應牧場至少 48 小時的水源，且有因應緊

急供水的作業程序。 

2  

場內儲水量可供應牧場至少 24 小時的水源，且有因應緊

急供水的作業程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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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畜舍環境及空間 

1.足夠空間 

1.1 保育豬 

指標 配分 備註 

群養，且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0.4 m2。 2  

群養，且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0.3 m2。 1 

1.2 肥育豬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群養。 

2. 生長豬（30~60 公斤），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0.6 m2。 

3. 肥育豬（60~100 公斤以上），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1.2 m2。 

2  

1. 群養。 

2. 生長豬（30~60 公斤），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0.5 m2。 

3. 肥育豬（60~100 公斤以上），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1.0 m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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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豬隻外傷/疤痕（於群養系統） 

指標 配分 備註 

所有豬隻皆為 0 級。 3  

2 級比例占總採樣數< 5%。 2 

2 級比例占總採樣數 5% ~ 10%。 1 

參考資訊：損傷分級 

⚫ 將豬隻身體分為五個部位：耳朵、肩部、腿部、軀幹、臀部。 

 

 

 

 

 

 

 

 

 

⚫ 名詞定義：「刮痕」指穿透表皮表面的傷痕；「傷口」指穿透肌肉組織的傷痕。 

⚫ 損傷（單位）定義： 

小型傷痕：長達 2 cm 的刮痕或介於 0.5 cm 內的平行刮痕；小於 2 cm 的傷口。 

中型傷痕：2-5 cm 的流血傷口或超過 5 cm 的已癒合結痂傷口。 

大型傷痕：超過 5cm 的開放流血傷口。 

⚫ 損傷分級： 

0 級：各部位無傷痕或各部位有 4 個以下的小型傷痕。 

1 級：各部位有 5-10 個小型傷痕或 2 個中型傷痕，且只有 1 個部位有 1 個大型傷

痕。 

2 級：2 個以上的部位有 1 個大型傷痕或 1 個部份有超過 15 個小型傷痕或 2 個以上

的中型傷痕。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耳朵 

肩部 

軀幹 
臀部 

腿 



 

EAST 豬隻飼養動物福利標準_肉豬場及其仔豬來源場 17 2024/2 

 

1.4 咬耳/尾（於群養系統） 

指標 配分 備註 

所有欄位皆無任何咬耳/尾狀況。 2 尾部只要達 1 級，即

算咬尾。 各欄位抽樣咬耳/尾狀況< 3%。 1 

參考資訊：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 尾部損傷 （0-3 級） 

0 級-無傷 

 

1 級-級紅腫或咬痕 

 

2 級-開放性傷口 

 

3 級-嚴重腫脹或咬傷 

 

⚫ 傷口新舊程度 （0-3 級） 

0 級-無流血 

 

1 級-結痂或疤痕 

 

2 級-未結痂未流血 

 

3 級-新傷口 

 

⚫ 耳部損傷 （0-3 級） 

0 級-無傷 

 

1 級-結痂或疤痕 

 

2 級-未結痂未流血 

 

3 級-新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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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舍清潔 

2.1 欄位內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1. 訓練豬隻學習於欄位內固定地點排遺及排尿。 

2. 確保固定地點以外的區域皆能保持乾燥。 

2  

確保畜舍地板乾燥區域，至少達 80%。 1 

2.2 豬體乾淨程度 

指標 配分 備註 

群體飼養豬體髒污抽樣評估為 2 級，且占總採樣數 

< 20%。 

2 各階段畜舍抽

樣一棟，於舍內

前中後欄位觀

察身體髒污。 

群體飼養豬體髒污抽樣評估為 2 級，占總採樣數 

20% ~ 50%。 

1 

參考資訊：身體髒污 

群養髒汙描述 級別 個別飼養髒汙描述 級別 

後肢、臀部、軀幹皆沾有髒汙 2 後肢、臀部皆沾有髒汙 2 

後肢、臀部沾有髒汙 1 後肢或臀部沾有髒汙 1 

僅後肢或臀部沾有些許髒污或無髒汙 0 無髒汙 0 

資料來源：HFAC Standards for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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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跛腳及關節炎（於群養系統） 

指標 配分 備註 

欄位內所有豬隻無關節腫脹及跛足狀況。 2  

1. 欄位內豬隻無跛足情形。 

2. 欄位內豬隻關節 1 級腫脹狀況< 5%。 

1 

參考資訊：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 關節炎 （0-2 級） 

無腫脹（0 級） 

 

中型腫脹（1 級）：2-5 cm  

 

大型腫脹（2 級）：5 cm-7 cm 

 

3.隔離欄位 

3.1 傷病豬隻有隔離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棟群養欄位皆配置傷、病豬隻隔離欄，欄內有墊料

或保溫墊。 

2. 有例行清潔消毒及淨空作業。 

2 傷病隔離欄位

不得跨棟使用。 

每棟群養欄位皆配置傷、病豬隻隔離欄，並有例行清潔消

毒及淨空作業，但未提供墊料或保溫墊。 

1 

4.地面排水 

4.1 地面防滑 

指標 配分 備註 

作業通道及地板排水良好、無積水，地面可防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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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硬體設備 

1.良好環境 

1.1 空氣 

指標 配分 備註 

1. 豬身高度以上的空氣不可使人感到呼吸不順暢，且

不可有異味及刺鼻味。 

2. 各舍粉塵應低於 10 mg/m3。 

3. 氨濃度應低於 10 ppm，不可超過 25 ppm。 

4. 硫化氫濃度應低於 5 ppm，不可超過 10 ppm。 

1  

參考資訊：感官評估 

氨濃度 感官評估 硫化氫濃度 感官評估 

5 ~ 10ppm 可察覺些微氨臭 0.008 ppm 可察覺出臭雞蛋味 

20 ppm 明顯聞到氨臭味 50 ppm 鼻腔黏膜感覺刺激不適 

40 ppm 鼻腔黏膜及眼睛感覺刺激不適 
 

1.2 環控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畜舍內 THI 值達 79 以上時，觀察豬隻是否表現出熱

緊迫；（喘氣）或冷緊迫（堆疊）行為。 

2. 環境溫度過高/低時，有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3. 備有獨立電源之通風警報，如設備異常可立即排除

故障，並留有各舍每日通風數據紀錄文件。 

4. 每日檢測各舍溫溼度數據，確保環控設備數據與舍

內實際情形無誤差，並留有紀錄。 

2 於畜舍內前中

後以豬身高度

測量風速。 

於舍內前中後

以豬身高度測

量溫度並觀察

豬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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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THI 值、風速與溫度 

⚫ 名詞定義：「溫濕度指數（Temperature–Humidity Index,THI）」 是一種用來評估動物

是否處於熱緊迫狀態之常見的指標。 

資料來源：https://images.app.goo.gl/5hf26MJ7UaAfziTx6 

⚫ THI 值與豬隻熱緊迫關係：  

THI 值 風險 

THI<74 舒適區域 

THI75-78 警示區域 

THI79-83 危險區域 

THI>84 極度危險區域 

資料來源：Evaluation of Control Strategies for Fogging Systems in Pig Facilities 

⚫ 各階段豬隻環境最佳風速 

豬種 風速（m/s） 

種公豬 1-1.5 

種母豬 1.2-1.5 

哺乳母豬 1 

保育豬（離乳至 30 kg） 1 

生長豬（30 kg ~ 60 kg） 1.1 

肥育豬（60 kg ~ 上市） 1.5 

資料來源：Big Dutchman 

年齡 溫度 

未離乳仔豬 28℃ ~ 32℃ 

保育豬（離乳至 30 kg） 24℃ ~ 28℃ 

生長豬（30 kg ~ 60 kg） 19℃ ~ 24℃ 

肥育豬（60 kg ~ 上市） 16℃ ~ 18℃ 

資料來源：畜牧要覽-養豬篇 第十三章 第 404 頁（2021 年 8 月增修三版） 

1.3 光照 

指標 配分 備註 

畜舍光照管理：至少 8 小時連續黑暗，與至少 8 小時連

續且均勻照明或自然光，且亮度不得小於 40 lux。 

1 於飼料槽及豬

身高度位置測

量亮度。 

 

https://images.app.goo.gl/5hf26MJ7UaAfziT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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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噪音 

指標 配分 備註 

畜舍內無超過 85 分貝以上的設備噪音及突然的

巨大聲響。 

1 突發巨大噪音如：工作

人員用力關上畜舍大門

或欄位閘門等。 

2.良好硬體 

2.1 硬體巡檢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年巡檢及維護場內電器設備，包含通風、環控、餵

飼及飲水設備等至少一次，並保留檢查紀錄。 

2. 有獨立的備載電力，如遇緊急狀況仍可運作。 

2 如裝設太陽能

板，須包含此部

分定期維護及

巡檢紀錄。 1. 固定巡檢及維護場內電器設備，包含通風、環控、餵

飼及飲水設備等。 

2. 有獨立的備載電力，如遇緊急狀況仍可運作。 

1 

2.2 緊急程序 

指標 配分 備註 

訂定因應緊急狀況（颱風、停電、停水、地震、雷擊及洪

水等）的書面作業程序，並確保工作人員在緊急狀況下仍

能使用並確實執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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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豐富化 

3.1 畜舍設置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所有的豬隻欄位，每欄皆提供兩組以上豐富化物品。 2 豐富化物品案

例可參見附錄

3。 

場內所有的豬隻欄位，每欄皆提供一組豐富化物品。 1 

3.2 更換 

指標 配分 備註 

固定周期更換或提供不同種類的豐富化物品，以確保豬隻

對玩具保有興趣，並留有紀錄。 

2 建議觀察豬隻

利用情形。 

僅於豐富化物品毀壞或豬隻失去興趣時，予以更換。 1 

3.2.1 材質（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提供自然材質豐富化物品。 1 此項目為額外

加分。 

建議觀察豬隻

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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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安全防護 

4.1 人員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進牧場與跨區域移動前皆洗澡、更換工作服及膠鞋。 2  

進牧場前更換工作服及膠鞋，管制跨區移動。 1 

4.2 工作服、鞋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每日清洗工作服及膠鞋，並確保每次進入畜舍前，兩者皆

為乾淨。 

1  

4.3 消毒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大門出入口設置消毒設施，定期更換消毒水，並保留消

毒紀錄。 

2. 各舍入口皆有獨立之消毒水槽，定期更換消毒水、確實

踩踏，並保留消毒紀錄。 

2  

1. 大門出入口設置消毒設備，定期更換消毒水。 

2. 各舍入口皆有獨立之消毒水槽，定期更換消毒水、確實

踩踏。 

1 

4.4 野生動物防治 

指標 配分 備註 

訂有「野生動物防治計畫」，盡量採用物理方式，去除可能

造成野生動物出現的誘因。 

1 物理方式包含

防鳥網、排水

溝金屬網以及

密封電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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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車輛路線 

指標 配分 備註 

飼料、運輸、化製等車輛不得進入場內，相關物品、料件

之進出設有固定路線。 

2  

飼料、運輸、化製等車輛可進入場內，但須遵循固定路線。 1 

4.6 訪客 

指標 配分 備註 

所有訪客進出須有完整紀錄。包括姓名、所屬單位、電話、

進出時間、最近一週內到過其他動物飼養或處理場所之足

跡等。訪客進入場區前應穿著乾淨或專用鞋子、工作服或

防護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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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豬隻飼養管理 

1.疾病預防、管理及處置 

1.1 疫苗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保留疫苗使用紀錄。 1  

1.2 傷病、用藥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傷病豬隻須立即治療，必要時，予以隔離。 

2. 保留豬隻飲水及飼料加藥、針劑等治療紀錄。 

3. 飼料加藥須清楚識別及區分。 

4. 保留其他類型藥物(如驅蟲藥、內泌素等)之使用紀錄。 

2 紀錄須包含：呼

吸道、腸胃、其

他疾病及受傷

情形。 

1.3 豬隻病原送檢分析（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針對生病豬隻進行病原分析，並留存相關報告。 1 此項目為額外加分 

如為(疑似)法定傳染疾

病，應依法通報。並即

刻採取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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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病豬及弱仔豬安樂死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經治療無法痊癒的病豬及無法育成之弱仔豬，應執行

安樂死。 

2. 安樂死執行應符合國際規範，有適當工具，且由受過專

業訓練人員執行。 

3. 留有執行過程之影像紀錄。 

2  

1. 經治療無法痊癒的病豬或無法育成之弱仔豬，應進行

安樂死。 

2. 安樂死執行應符合國際規範 

1 

參考資訊：安樂死作業規範 

方式 豬隻大小 

CO2 所有年齡，但不適用於 30 公斤以上豬

隻 

非穿透式撞桿 小於 30 公斤 

穿透式撞桿 大於 5 公斤 

電擊，頭對心 3 日齡以上的豬 

電擊，僅頭部 3 日齡以上的豬，須施以放血，或再施

以頭對心的電擊 

獸醫施用過量麻醉劑 所有年齡 (須遵守法定管制措施) 

⚫ 電擊：6 週齡以下的豬，電流至少應為 0.5 安培；6 週齡（含）以上豬隻，至少應為 1.3

安培。3 日齡以上至 6 週齡的仔豬，建議至少為 110 伏特，6 週齡及以上的豬建議為 240

伏特 。小於 3 日齡的仔豬不建議使用電擊，因其皮膚周圍的電阻可能小於整個身體的

電阻，導致電流只在皮膚表面流動，而不是通過身體，使仔豬承受電擊的痛苦，卻無法

安樂死。 

⚫ 頭對頭電擊僅能致昏，仍需進行第二步驟，如：放血或頭對心電擊，才能致死。 

資料來源: On-Farm Euthanasia of Swine，National Pork Board, Des Moines, IA USA，2016。 

1.5 淘汰、死亡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記錄所有豬隻淘汰、死亡的日期、數量及原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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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屍體處理 

指標 配分 備註 

屍體須嚴格按照現行法規處置，存放於密閉容器內且

是無人處。 

1  

1.7 赫尼亞疝氣（包含臍赫尼亞及陰囊赫尼亞）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場內豬隻無赫尼亞症狀。 

2. 進行赫尼亞手術，應提供麻醉，並由獸醫師執

行或監督。 

2 牧場須檢視場內赫尼亞

發生率，找出造成赫尼亞

發生的源頭，以避免赫尼

亞等相關遺傳疾病造成

豬隻痛苦，並逐步降低場

內發生率。 

1. 有症狀但腫脹未接觸地面，且未有外傷及流

血，並不影響活動。 

2. 全場豬隻有赫尼亞狀況< 3%。 

1 

2. 購入或出售豬隻 

2.1 引入外來豬隻隔離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外購入肉豬進入場內豬群前，應先至場內特定棟舍隔離

30 天。 

1 所有豬隻進場

前由獸醫師檢

查。 異地飼養的肉豬進入場內豬群前，應先至場內特定棟舍或

區域隔離 7 天。 

1 

2.2 豬隻運輸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運輸前，場內繫留區應提供適當遮蔽及通風換氣設

備。 

2. 人員檢查健康狀況不佳、不適合運輸之豬隻，不得運

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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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運輸前禁食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運輸前至少需禁食 4 小時，但最長不得超過 12 小

時。 

2. 於場內繫留區域提供飲水。 

2 為防止豬隻於運

輸過程中嘔吐，

可禁食 4 小時，

但不應超過 12

小時，避免讓豬

隻承受長時間的

飢餓。 

場內繫留區須提供飲水。 1 

2.4 豬隻停藥 

指標 配分 備註 

有使用藥物治療的豬隻，若需販售，須依停藥標準作業流

程並記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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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員管理 

1.巡檢紀錄 

1.1 每日巡查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飼育員每日巡查畜舍至少 2 次，確認豬隻狀況，若有動

物福利問題須於巡查當下立即處理。 

2. 記錄巡查時所遇到的任何狀況及處理方式。 

3. 記錄進出畜舍時間，確保有足夠時間於畜舍內照護豬

隻。 

2 動物福利問

題如：咬耳/

尾、打架受傷

等。 

1. 飼育員每日巡查畜舍至少 2 次，確認豬隻狀況。 

2. 若有動物福利問題須於巡查當下立即處理。 

1 

2.現場人員 

2.1 獸醫人員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有駐場獸醫師。 1  

或場內有固定合作的特約獸醫師，並建立： 

1. 豬隻健康管理計畫。 

2. 用藥諮詢。 

3. 生物安全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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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員培訓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所有飼育員都接受過職前訓練，才擔任照顧豬隻的職務。 

2. 所有飼育員需至少每年參與場內或場外培訓 1 次，並留有

訓練紀錄。 

3. 培訓內容需包含：緊急事件反應處理、自動化設備維護及操

作、場內外日常作業執行及動物福利相關概念。 

2  

1. 所有飼育員都接受過職前訓練，才擔任照顧豬隻的職務。 

2. 所有飼育員需至少每年參與場內或場外培訓 1 次，並留有

訓練紀錄。 

1 

3. 人與動物關係評估 

3.1 豬隻警戒 

指標 配分 備註 

稽核人員進場時，豬隻無任何反應，保持自然行為。 2  

稽核人員進場時，豬隻警戒，但無逃跑行為。 1 

3.2 豬隻與稽核員互動（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豬隻僅於 3 階段離開，無退出狀況。 2 此項目為額外加

分。 豬隻於 1、2 階段離開，或於 3 階段退出。 1 

參考資訊：評量說明 

1. 階段 1：起始點於豬隻旁 0.5 m 距離，維持 10 秒，豬隻無反應。 

2. 階段 2：以蹲姿緩慢靠近豬隻頭部，過程中不與豬隻對視，到達頭部前方維

持 10 秒，豬隻無反應。 

3. 階段 3：伸出手並嘗試在耳朵之間觸摸豬隻 10 秒。 

➢ 上述步驟，豬隻非因恐懼而離開，則跟隨豬隻，從中斷部分繼續。連三次中

斷，則為退出。 

參考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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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驅趕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備有驅趕豬隻工具（旗子、趕豬板、趕豬響板），

並確認工作人員知道使用方式。 

2. 驅趕豬隻時，不拍打、驚嚇豬隻。 

3. 趕豬通道必須保持淨空，確保豬隻行走不受到雜

物影響。 

1 趕豬不得使用如：

電擊棒、棍棒、鐵條

等工具，驅趕時應

避免造成豬隻疼痛

或驚嚇緊迫。 

3.4 移動時間 

指標 配分 備註 

確保避開於熱季早上 11 點至下午 2 點時，執行出豬或場內各

區的移動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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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肉豬場之仔豬來源場評分指標及配分  

一、 飼料及水 

1.飼料組成 

1.1 飼料成分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牧場定期化驗飼料，每年一次，並保留紀錄。 

2. 除醫療目的外，哺乳期母豬不得預防性注射抗生素。 

3. 使用其他促進生長、提升飼料效率添加物，須符合政

府規範，且不得使用可改變身體組成之添加物。 

4. 保留各階段飼料配方紀錄。 

2  

1.2 飼料儲存 

指標 配分 備註 

不得使用過期飼料，飼料儲存塔及飼料推車皆應加蓋以避

免遭到汙染。 

1  

1.3 飼料更換 

指標 配分 備註 

如需轉換飼料種類與分量，應採取漸進方式逐步更換。 1 漸進方式為每

日或每餐逐漸

增加或減少至

目標飼料量。 

 



 

EAST 豬隻飼養動物福利標準_肉豬場及其仔豬來源場 34 2024/2 

 

2.確保採食 

2.1 餵飼空間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採長形飼料槽者，應確保每頭豬隻的餵飼空間為豬隻肩

寬之 1.1 倍。 

․ 種女豬及經產母豬每頭豬的餵飼空間至少需 40 公

分。 

․ 保育豬（離乳至 30 公斤）每頭豬的餵飼空間至少需

22 公分。 

2. 若為圓形飼料槽，則需採任食，且每頭豬隻餵飼空間至少

需 7.5 公分。 

2 以 每 欄 位

所 飼 養 豬

隻 最 終 體

重計算。 

提供豬隻可以「同時採食」的空間，且可獲得足夠的飼料。 1 

2.1.1 電腦自動餵飼站（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母豬群養欄採用電腦自動餵飼站 

2. 備有訓練豬隻使用電腦自動餵飼站的學習設施與標準

作業 

2  

2.2 給料進料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保留各畜舍的每日給料紀錄（自配或外購飼料）。 2 若為每週外

購進料，需說

明如何確保

無缺料之虞。 

無每日給料紀錄，但可提供進料時程與進料量的紀錄。 1 

2.3 飼槽乾淨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應確保飼槽不會受到糞尿汙染，保持乾淨。 

2. 給飼管道需定期清潔，不得有殘留汙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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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餵飼程序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確保有輔助餵飼程序，避免設備出現狀況無法供料。 

2. 各階段每日餵飼次數超過 2 次。 

1  

3.確保飲水 

3.1 供水乾淨且正常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所有豬隻都能持續獲得足量且乾淨、新鮮的飲水，飲

水器具皆保持乾淨。 

2. 每年應檢驗水質至少一次，確保水質正常並保留紀

錄。 

1 檢測內容須包含

重金屬、微生物

及 pH 值等。 

參考資訊：豬隻飲水量及飲水器出水量 

階段 飲水量 出水量 

保育豬 1.5~2 公升 0.4~0.6 公升/分鐘 

生長豬 3~4 公升 0.8~1 公升/分鐘 

肥育豬 6~8 公升 1~1.2 公升/分鐘 

懷孕母豬 12~20 公升 1.5~2 公升/分鐘 

泌乳母豬 25~40 公升 4 公升/分鐘 

資料來源:《畜牧要覽-養豬篇》（增修三版）。第 18 章，第 401-402 頁 

3.2 飲水器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群養豬隻，每 10 頭豬需提供至少 1 個飲水點。 

2. 個別飼養母豬需每欄 1 個飲水器。 

2  

所有豬隻皆有足夠的飲水空間，無豬隻需爭、搶飲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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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預備儲水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儲水量可供應牧場至少 48 小時的水源，且有因應緊

急供水的作業程序。 

2  

場內儲水量可供應牧場至少 24 小時的水源，且有因應緊

急供水的作業程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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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畜舍環境及空間 

1.足夠空間 

1.1 種女豬 

指標 配分 備註 

群養，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2.5 m2。 2 6 月齡至配種前的最大

體重活動空間。 群養，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1.64 m2。 1 

1.2 待配母豬（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群養，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2.5 m2。 2 離乳後母豬亟需休養，

且離乳後群養有助於

發情。 

群養，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1.64 m2。 1 

1.3 懷孕母豬 

指標 配分 備註 

配種至分娩前各階段皆為群養，每頭豬的活動面積

至少 1.64 m2，除特殊情況外，完全無個別飼養，並

提供適當空間，供較弱或社會地位較低的豬隻躲避

攻擊。 

5 ․ 本標準不接受懷孕

母豬全程個別飼

養。 

․ 特殊情況係指：母

豬有疾病風險等狀

況。 

․ 本標準參考歐盟進

程，先以配種後 35

天、第二次驗孕後

開始群養為準。 

1. 配種後的 35 天在個別欄飼養，個別欄空間需讓

母豬得以無阻礙地站立、前後移動並以自然的

姿勢舒適地躺臥。 

2. 35 天後群養至預產期前一週，每頭豬的活動面

積至少 1.64 m2，有適當空間可供較弱或社會地

位較低的豬隻躲避攻擊。 

4 

1. 預產期一週前群養。 

2. 其餘時間個別飼養，個別欄空間需讓母豬得以

無阻礙地站立、前後移動並以自然的姿勢舒適

地躺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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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泌乳母豬與仔豬 

指標 配分 備註 

提供分娩母豬無床架之自由欄 6 m2。 4 活動分娩欄係指可

調整分娩床架，於狀

況允許時，增加泌乳

母豬活動空間。歐洲

皆為活動式床架，並

嚴格限制關上床架

的時間天數。 

1. 活動式分娩欄，可調整分娩床架空間，母豬可移

動轉身。 

2. 欄內含仔豬的活動面積需至少 5.6 m2 

3. 活動床架需於母豬分娩完 7 天內打開。 

3 

1. 固定式分娩欄，床架尺寸扣除飼料槽空間，至少

需長 2.2 m*寬 0.6 m，母豬得以無阻礙地站立、

移動並以自然的姿勢舒適地躺臥。 

2. 欄內含仔豬的活動面積需至少 5.6 m2。 

3. 後方防壓架需於分娩完 7 天內移開。 

2 

1. 固定式分娩欄，床架尺寸扣除飼料槽空間，至少

需長 2 m*寬 0.6 m，母豬得以無阻礙地站立、移

動並以自然的姿勢舒適地躺臥。 

2. 欄內含仔豬的活動面積需至少 5.6 m2。 

3. 後方防壓架需於分娩完 7 天內移開。 

1 

1.4.1 提供懷孕泌乳母豬加大欄位（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個別飼養的母豬舍中，額外提供尺寸較大的固定欄位（如

長 2.4 m*寬 0.9 m）給胎次較高的大體型母豬。 

1 此項目為額外

加分。 

1.4.2 個別飼養母豬之刻板行為（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母豬無刻板行為發生。 1 此項目為額外加分。 

1.5 種公豬 

指標 配分 備註 

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7.5 m2（3 m*2.5 m）。 2  

每頭豬的活動面積至少 6 m2（3 m*2 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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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豬隻外傷/疤痕（於群養系統） 

指標 配分 備註 

所有豬隻皆為 0 級。 3  

2 級比例占總採樣數< 5%。 2 

2 級比例占總採樣數 5% ~ 10%。 1 

參考資訊：損傷分級 

⚫ 將豬隻身體分為五個部位：耳朵、肩部、腿部、軀幹、臀部。 

 

 

 

 

 

 

 

 

 

⚫ 名詞定義：「刮痕」指穿透表皮表面的傷痕；「傷口」指穿透肌肉組織的傷痕。 

⚫ 損傷（單位）定義： 

小型傷痕：長達 2 cm 的刮痕或介於 0.5 cm 內的平行刮痕；小於 2 cm 的傷口。 

中型傷痕：2-5 cm 的流血傷口或超過 5 cm 的已癒合結痂傷口。 

大型傷痕：超過 5cm 的開放流血傷口。 

⚫ 損傷分級： 

0 級：各部位無傷痕或各部位有 4 個以下的小型傷痕。 

1 級：各部位有 5-10 個小型傷痕或 2 個中型傷痕，且只有 1 個部位有 1 個大型傷

痕。 

2 級：2 個以上的部位有 1 個大型傷痕或 1 個部份有超過 15 個小型傷痕或 2 個以

上的中型傷痕。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耳朵 

肩部 

軀幹 
臀部 

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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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咬耳/尾（於群養系統） 

指標 配分 備註 

所有欄位皆無任何咬耳/尾狀況。 2 尾部只要達 1 級，即

算咬尾。 各欄位抽樣咬耳/尾狀況< 3%。 1 

參考資訊：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 尾部損傷 （0-3 級） 

0 級-無傷 

 

1 級-級紅腫或咬痕 

 

2 級-開放性傷口 

 

3 級-嚴重腫脹或咬傷 

 

⚫ 傷口新舊程度 （0-3 級） 

0 級-無流血 

 

1 級-結痂或疤痕 

 

2 級-未結痂未流血 

 

3 級-新傷口 

 

⚫ 耳部損傷 （0-3 級） 

0 級-無傷 

 

1 級-結痂或疤痕 

 

2 級-未結痂未流血 

 

3 級-新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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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舍清潔 

2.1 欄位內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1. 訓練豬隻學習於欄位內固定地點排遺及排尿。 

2. 確保固定地點以外的地面皆能保持乾燥。 

2  

確保畜舍地面乾燥區域，至少達 80%。 1 

2.2 豬體乾淨程度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個別飼養豬體髒汙抽樣評估為 2 級，且占總採樣數 

< 10%。 

2. 群體飼養豬體髒污抽樣評估為 2 級，且占總採樣數 

< 20%。 

2 各階段畜舍抽

樣一棟，於舍內

前中後欄位觀

察身體髒污。 

1. 個別飼養豬體髒汙抽樣評估為 2 級，占總採樣數

10% ~ 30%。 

2. 群體飼養豬體髒污抽樣評估為 2 級，占總採樣數

20% ~ 50%。 

1 

參考資訊：身體髒污 

群養髒汙描述 級別 個別飼養髒汙描述 級別 

後肢、臀部、軀幹皆沾有髒汙 2 後肢、臀部皆沾有髒汙 2 

後肢、臀部沾有髒汙 1 後肢或臀部沾有髒汙 1 

僅後肢或臀部沾有些許髒污或無髒汙 0 無髒汙 0 

資料出自 HFAC Standards for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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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跛腳及關節炎（於群養系統） 

指標 配分 備註 

欄位內所有豬隻無關節腫脹及跛足狀況。 2  

1. 欄位內豬隻無跛足情形。 

2. 欄位內豬隻關節 1 級腫脹狀況< 5%。 

1 

參考資訊：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 關節炎 （0-2 級） 

無腫脹（0 級） 

 

中型腫脹（1 級）：2-5 cm  

 

大型腫脹（2 級）：5 cm-7 cm 

 

3.隔離欄位 

3.1 傷病豬隻隔離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棟群養欄位皆配置傷、病豬隻隔離欄，欄內有墊料

或保溫墊。 

2. 有例行清潔消毒及淨空作業。 

2 傷病隔離欄位

不得跨棟使用。 

每棟群養欄位皆配置傷、病豬隻隔離欄，並有例行清潔消

毒及淨空作業，但未提供墊料或保溫墊。 

1 

4.地面排水 

4.1 地面防滑 

指標 配分 備註 

作業通道及地板排水良好、無積水，地面可防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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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硬體設備 

1.良好環境 

1.1 空氣 

指標 配分 備註 

1. 豬身高度以上的空氣不可使人感到呼吸不順暢，且不

可有異味及刺鼻味。 

2. 各舍粉塵應低於 10 mg/m3。 

3. 氨濃度應低於 10 ppm，不可超過 25 ppm。 

4. 硫化氫濃度應低於 5 ppm，不可超過 10 ppm。 

1  

參考資訊：感官評估 

氨濃度 感官評估 硫化氫濃度 感官評估 

5 ~ 10ppm 可察覺些微氨臭 0.008 ppm 可察覺出臭雞蛋味 

20 ppm 明顯聞到氨臭味 50 ppm 鼻腔黏膜感覺刺激不適 

40 ppm 鼻腔黏膜及眼睛感覺刺激不適 
 

1.2 環控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畜舍內 THI 值達 79 以上時，觀察豬隻是否表現出熱

緊迫（喘氣）或冷緊迫（堆疊）行為。 

2. 環境溫度過高/低時，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3. 備有獨立電源之通風警報，如設備異常可立即排除故

障，並留有各舍每日通風數據紀錄文件。 

4. 每日檢測各舍溫溼度數據，確保環控設備數據與舍內

實際情形無誤差，並留有紀錄。 

2 於畜舍內前中

後以豬身高度

測量風速。 

於舍內前中後 

以豬身高度測

量溫度並觀察

豬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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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THI 值、風速與溫度 

⚫ 名詞定義：「溫濕度指數（Temperature–Humidity Index,THI）」 是一種用來評估動物

是否處於熱緊迫狀態之常見的指標。 

資料來源：https://images.app.goo.gl/5hf26MJ7UaAfziTx6 

⚫ THI 值與豬隻熱緊迫關係： 

THI 值 風險 

THI<74 舒適區域 

THI75-78 警示區域 

THI79-83 危險區域 

THI>84 極度危險區域 

資料來源：Evaluation of Control Strategies for Fogging Systems in Pig Facilities 

⚫ 各階段豬隻環境最佳風速 

豬種 風速（m/s） 

種公豬 1-1.5 

種母豬 1.2-1.5 

哺乳母豬 1 

保育豬（離乳至 30 kg） 1 

生長豬（30 kg ~ 60 kg） 1.1 

肥育豬（60 kg ~ 上市） 1.5 

資料來源：Big Dutchman 

年齡 溫度 

未離乳仔豬 28℃ ~ 32℃ 

保育豬（離乳至 30 kg） 24℃ ~ 28℃ 

生長豬（30 kg ~ 60 kg） 19℃ ~ 24℃ 

肥育豬（60 kg ~ 上市） 16℃ ~ 18℃ 

資料出自畜牧要覽-養豬篇 第十三章 第 404 頁（2021 年 8 月增修三版） 

1.3 光照 

指標 配分 備註 

畜舍光照管理：至少 8 小時連續黑暗，及至少 8 小時連續

且均勻照明或自然光，且亮度不得小於 40 lux。 

1 於飼料槽及豬

身高度位置測

量亮度。 

 

 

https://images.app.goo.gl/5hf26MJ7UaAfziT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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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噪音 

指標 配分 備註 

畜舍內無超過 85 分貝以上的設備噪音及突然的巨

大聲響。 

1 突發巨大噪音如：工作

人員用力關上畜舍大門

或欄位閘門等。 

2.良好硬體 

2.1 硬體巡檢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年巡檢及維護場內電器設備，包含通風、環控、餵

飼及飲水設備等至少一次，並保留檢查紀錄。 

2. 有獨立的備載電力，如遇緊急狀況仍可運作。 

2 如裝設太陽能

板，須包含此部

分定期維護及

巡檢紀錄。 1. 固定巡檢及維護場內電器設備，包含通風、環控、餵

飼及飲水設備等。 

2. 有獨立的備載電力，如遇緊急狀況仍可運作。 

1 

2.2 緊急程序 

指標 配分 備註 

訂有因應緊急狀況（颱風、停電、停水、地震、雷擊及洪

水等）的書面作業程序，並確保工作人員在緊急狀況下仍

能使用並確實執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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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豐富化 

3.1 畜舍設置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各階段群養欄位，每欄皆提供兩組以上豐富化物品。 2 豐富化物品案

例可參見附錄

3。 

場內各階段群養欄位，每欄皆提供一組豐富化物品。 1 

3.2 更換 

指標 配分 備註 

固定周期更換或提供不同種類的豐富化物品，以確保豬隻

對玩具保有興趣，並留有紀錄。 

2 建議觀察豬隻

利用情形。 

僅於豐富化物品毀壞或豬隻失去興趣時，予以更換。 1 

3.2.1 材質（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提供自然材質豐富化物品。 1 此項目為額外

加分。 

建議觀察豬隻

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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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安全防護 

4.1 人員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進牧場與跨區域移動前皆洗澡、更換工作服及膠鞋。 2  

進牧場前更換工作服及膠鞋，管制跨區移動。 1 

4.2 工作服、鞋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每日清洗工作服及膠鞋，並確保每次進入畜舍前，兩者皆

為乾淨。 

1  

4.3 消毒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大門出入口設置消毒設施，定期更換消毒水，並保留消

毒紀錄。 

2. 各舍入口皆有獨立之消毒水槽，定期更換消毒水、確實

踩踏，並保留消毒紀錄。 

2  

1. 大門出入口設置消毒設備，定期更換消毒水。 

2. 各舍入口皆有獨立之消毒水槽，定期更換消毒水、確實

踩踏。 

1 

4.4 野生動物防治 

指標 配分 備註 

訂有「野生動物防治計畫」，盡量採用物理方式，去除可能

造成野生動物出現的誘因。 

1 物理方式包含

防鳥網、排水

溝金屬網，以

及 密 封 電 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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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車輛路線 

指標 配分 備註 

飼料、運輸、化製等車輛不得進入場內，相關物品、料件

之進出設有固定路線。 

2  

飼料、運輸、化製等車輛可進入場內，但須遵循固定路線。 1 

4.6 訪客 

指標 配分 備註 

所有訪客進出須有完整紀錄。包括姓名、所屬單位、電話、

進出時間、最近一週內到過其他動物飼養或處理場所之足

跡等。訪客進入場區前應穿著乾淨或專用鞋子、工作服或

防護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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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豬隻飼養管理 

1.母豬及仔豬 

1.1 母豬體態評分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懷孕母豬體態無過胖或過瘦占 95%。 

2. 離乳母豬體態無過胖或過瘦占 95%。 

2  

1. 懷孕母豬體態無過胖或過瘦占 90%。 

2. 離乳母豬體態無過胖或過瘦占 90%。 

1 

參考資訊：體態評分 

分級  體態  描述  體型  

5 過胖  肥厚脂肪覆蓋髖部和脊椎  

圓胖  

4 肥胖  手掌無法感覺到髖部和脊椎  

趨近圓胖  

 

3.5 理想  手掌不易感覺到髖部和脊椎  圓柱狀  

3 正常  
用手掌重觸壓下才感覺到髖

部和脊椎  

圓柱狀  

2.5 稍瘦  不施力就可摸出髖部和脊椎  圓柱狀，但兩側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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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瘦  
明顯看到髖部和脊椎，並容

易摸出  

可摸出肋骨  

和脊椎  

 

1 過瘦  髖部和脊椎明顯可見  

骨架結構明顯  

（肋骨和脊椎）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1.2 母豬外陰病變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所有母豬外陰部位皆無傷。 2  

場內有任何母豬外陰部位有疤痕、變形、結痂或小於 2

公分的未出血外傷者。 

1 

1.3 個別飼養之母豬肩部病變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所有母豬肩部皆無傷。 2  

場內有任何母豬肩部留有已經癒合之舊傷或是疤痕組織。 1 

1.4 母豬繁殖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需完整記錄母豬繁殖資料，包含配種、測孕及分娩等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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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二十四小時內攝取初乳 

指標 配分 備註 

新生仔豬須確保在分娩後 24 小時內攝取充足初乳。 1  

1.6 仔豬交互哺育（非必要項目，未執行者不列入評分） 

指標 配分 備註 

有執行交互哺育，並於分娩後 48 小時內完成。 1 未執行交互哺

育者，不予計

分。 

1.7 仔豬教槽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最晚於 7-10 日齡開始，提供仔豬固體飼料作為教槽

料，教槽料應放置在母豬無法接觸到的地方。 

2. 仔豬的教槽料需高營養成分，且每日更換新鮮教槽

料。 

1  

1.8 離乳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離乳日齡於 28 ± 3 天，並保留紀錄。 2 建議離乳前仔

豬秤重。 離乳日齡平均不低於 21 天，並保留紀錄。 1 

1.9 離乳前死亡率 

指標 配分 備註 

離乳前死亡率不應超過 15％。 1 離乳前死亡頭數/出生活

仔數(含弱仔數)；若執行

交互哺育，則：離乳前死

亡頭數/哺育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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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繁殖、生產紀錄電子化管理（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將母豬繁殖資料、離乳生產紀錄建立電子化數據管理，並

加以分析、處理及追蹤，以便於發現與解決問題。 

2 此項目為額外

加分。 

2.疾病預防、管理及處置 

2.1 疫苗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保留疫苗使用紀錄。 1  

2.2 傷病、用藥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傷病豬隻需立即治療，必要時，予以隔離。 

2. 保留豬隻飲水及飼料加藥、針劑等治療紀錄。 

3. 飼料加藥須清楚識別及區分。 

4. 保留其他類型藥物(如驅蟲藥、內泌素等)之使用紀錄。 

2 紀錄須包含：呼

吸道、腸胃、其

他疾病及受傷

情形。 

2.3 豬隻病原送檢分析（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針對生病豬隻進行病原分析，並留存相關報告。 1 此項目為額外加分。 

如為 (疑似 )法定傳染

疾病，應依法通報。並

即刻採隔離措施。 

 

 

 

 

 

 



 

EAST 豬隻飼養動物福利標準_肉豬場及其仔豬來源場 53 2024/2 

 

2.4 病豬及弱仔豬安樂死 

指標 配分 備註 

1. 經治療無法痊癒的病豬及無法育成之弱仔豬，應執行

安樂死。 

2. 安樂死執行應符合國際規範，有適當工具，且由受過

專業訓練人員執行。 

3. 留有執行過程之影像紀錄。 

2  

1. 經治療無法痊癒的病豬或無法育成之弱仔豬，應進行

安樂死。 

2. 安樂死執行應符合國際規範。 

1 

參考資訊：安樂死作業規範 

方式 豬隻大小 

CO2 所有年齡，但不適用於 30 公斤以上豬隻 

非穿透式撞桿 小於 30 公斤 

穿透式撞桿 大於 5 公斤 

電擊，頭對心 3 日齡以上的豬 

電擊，僅頭部 3 日齡以上的豬，須施以放血，或再施以

頭對心的電擊 

獸醫施用過量麻醉劑 所有年齡(須遵守法定管制措施) 

⚫ 電擊：6 週齡以下的豬，電流至少應為 0.5 安培；6 週齡（含）以上豬隻，至少應為 1.3

安培。3 日齡以上至 6 週齡的仔豬，建議至少為 110 伏特，6 週齡及以上的豬建議為 240

伏特 。小於 3 日齡的仔豬不建議使用電擊，因其皮膚周圍的電阻可能小於整個身體的

電阻，導致電流只在皮膚表面流動，而不是通過身體，使仔豬承受電擊的痛苦，卻無法

安樂死。 

⚫ 頭對頭電擊僅能致昏，仍需進行第二步驟，如：放血或頭對心電擊，才能致死。 

資料來源: On-Farm Euthanasia of Swine，National Pork Board, Des Moines, IA USA，2016。 

2.5 淘汰、死亡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記錄所有豬隻淘汰、死亡的日期、數量及原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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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屍體處理 

指標 配分 備註 

屍體須嚴格按照現行法規處置，存放於密閉容器內且是無

人處。 

1  

3. 購入或出售豬隻 

3.1 引入外來豬隻隔離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外購入種豬進入場內豬群前，於場外隔離區隔離 30 天。 1 所有豬隻進場

前由獸醫師檢

查。 

3.2 豬隻停藥 

指標 配分 備註 

有使用藥物治療的豬隻，若需販售，須依停藥標準作業流

程並記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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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員管理 

1.巡檢紀錄 

1.1 每日巡查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飼育員每日巡查畜舍至少 2 次，確認豬隻狀況，若有動

物福利問題須於巡查當下立即處理。 

2. 記錄巡查時所遇到的任何狀況及處理方式。 

3. 記錄進出畜舍時間，確保有足夠時間於畜舍內照護豬隻。 

2 動 物 福 利

問題如：咬

耳/尾、打架

受傷等。 

1. 飼育員每日巡查畜舍至少 2 次，確認豬隻狀況。 

2. 若有動物福利問題須於巡查當下立即處理。 

1 

2.現場人員 

2.1 獸醫人員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有駐場獸醫師。 1  

或場內有固定合作的特約獸醫師，並建立： 

1. 豬隻健康管理計畫。 

2. 用藥諮詢。 

3. 生物安全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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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員培訓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所有飼育員都接受過職前訓練，才擔任照顧豬隻的職務。 

2. 所有飼育員需至少每年參與場內或場外培訓 1 次，並留有

訓練紀錄。 

3. 培訓內容需包含：緊急事件反應處理、自動化設備維護及操

作、場內外日常作業執行及動物福利相關概念。 

2  

1. 所有飼育員都接受過職前訓練，才擔任照顧豬隻的職務。 

2. 所有飼育員需至少每年參與場內或場外培訓 1 次，並留有

訓練紀錄。 

1 

3.人與動物關係評估 

3.1 豬隻警戒 

指標 配分 備註 

稽核人員進場時，豬隻無任何反應，保持自然行為。 2  

稽核人員進場時，豬隻警戒，但無逃跑行為。 1 

3.2 豬隻與稽核員互動（加分項） 

指標 配分 備註 

豬隻僅於 3 階段離開，無退出狀況。 2 此項目為額外加

分。 豬隻於 1、2 階段離開，或於 3 階段退出。 1 

參考資訊：評量說明 

1. 階段 1：起始點於豬隻旁 0.5 m 距離，維持 10 秒，豬隻無反應。 

2. 階段 2：以蹲姿緩慢靠近豬隻頭部，過程中不與豬隻對視，到達頭部前方維

持 10 秒，豬隻無反應 

3. 階段 3：伸出手並嘗試在耳朵之間觸摸豬隻 10 秒 

➢ 上述步驟，豬隻非因恐懼而離開，則跟隨豬隻，從中斷部分繼續。連三次中

斷，則退出。 

資料來源：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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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驅趕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備有驅趕豬隻工具（旗子、趕豬板、趕豬響板），

並確認工作人員知道使用方式。 

2. 驅趕豬隻時，不拍打、驚嚇豬隻。 

3. 趕豬通道必須保持淨空，確保豬隻行走不受到雜

物影響。 

1 趕豬不得使用如：

電擊棒、棍棒、鐵條

等工具，驅趕時應

避免造成豬隻疼痛

或驚嚇緊迫。 

3.4 移動時間 

指標 配分 備註 

確保避開於熱季早上 11 點至下午 2 點時，執行出豬或場內各

區的移動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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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非必要手術與疼痛管理 

本節所述各項手術，均非必要。肉豬場的仔豬來源(種豬)場若未操作，可得

最高分。 

牧場執行任何手術時，不論是控制或保定，皆須盡量避免造成豬隻不必要的

疼痛、痛苦或驚嚇。包含不得拉扯豬隻尾巴、耳朵、四肢或身體的其他部位。 

1.操作 

1.1 人員訓練 

指標 配分 備註 

執行手術人員動作熟練且穩定，盡可能減少手術所產生之緊

迫，並提供手術相關影片紀錄。 

1  

1.2 工具 

1.3 操作 

指標 配分 備註 

對每頭豬於執行手術前，手術工具皆應經過清潔消毒。 1  

 

 

 

指標 配分 備註 

使用燒灼設備（氣體或電動）取代傳統切割器械，手術時應

儘量最小化出血量，手術工具平時應保持良好清潔消毒及定

期維護。 

2  

以一次性工具進行手術，並妥當處理相關醫療廢棄物，手術

工具平時應保持良好清潔消毒及定期維護。 

1 



 

EAST 豬隻飼養動物福利標準_肉豬場及其仔豬來源場 59 2024/2 

 

2.疼痛管理及止痛 

2.1 止痛 

指標 配分 備註 

有開放性傷口的手術，執行前由獸醫師麻醉，手術

後應提供消炎止痛藥物。 

1 開放式傷口，如赫尼

亞、隱睪手術等。 

3.各項手術原則 

3.1 去勢原則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所有肉用公豬皆不去勢。 2 ․ 建議於去勢前提供局部麻

醉、去勢後提供消炎止痛藥

物，完成後傷口以碘酒消

毒。 

․ 建議去勢操作不低於 5 日

齡，如大於 10 日齡豬隻需

由獸醫師麻醉操作，但多數

牧場難以執行，故逾齡則不

應去勢，即使發現漏作亦不

可補作。 

․ 牧場應確實落實去勢作業

標準流程，避免發生漏作，

漏作豬隻則應飼養至可銷

售體重後出豬，不應補作，

以免影響動物福利。 

7-10 日齡內執行手術去勢，若大於 10 日齡

不得執行去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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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耳刻原則 

3.3 剪尾原則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所有豬隻皆不剪尾。 2 建議提供消炎止

痛藥物，完成後

傷口以碘酒消

毒。 

於 1 日齡內剪 1/2 長度以下。 1 

3.4 磨齒原則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所有豬隻皆不磨齒。 2 不得剪齒。 

於 1 日齡內進行磨齒，且不得傷害到牙齒以外部位。 1 

指標 配分 備註 

不執行耳刻。 2 建議提供消炎

止痛藥物，完

成後傷口以碘

酒消毒。 

於 1 至 3 日齡內執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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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肉品市場活體拍賣不符動物福利   

 

台灣豬隻「活體拍賣」制度對豬造成「不必要的傷害與折磨」，嚴重影響豬隻動

物福利！本會將持續努力，促進逐步淘汰活體拍賣。 

 

⚫ 豬隻活體拍賣是不必要的傷害與折磨： 

台灣八成五以上的豬隻在屠宰前，仍經歷一連串運輸、驅趕與活體拍賣的折

磨！不僅增加豬隻的損耗率，影響肉品品質與安全，也影響農民提升養豬品

質的意願。「活體拍賣」制度與民眾對「溫體肉比較好」的迷思，是讓台灣

豬肉生產遲遲無法「現代化」的關鍵。 

⚫ 活體交易，增加動物運輸的痛苦與緊迫 

台灣養豬縣市主要集中在中南部，但消費地以人口密集的都市為大宗，且北

部及都會區的拍賣、成交價格往往較高，部分承銷人還會跨縣市購買豬隻，

再運往他地屠宰。有些豬甚至會繞過半個台灣被送到東部拍賣，形成在高速

公路上被「交互運輸」的現象。 

 

本會依據105-108年畜牧場外-豬隻運

輸死亡保險執行概況，推估台灣 105

至 108 年之間，平均每年約有 8,000

頭 1F1F

2豬於「運輸過程」因緊迫或意外

而死亡，若加上抵達肉品市場後因緊

迫而須緊急屠宰，豬隻因運輸產生高

度緊迫的數量應該更高。 

⚫ 不當繫留、驅趕： 

豬隻從牧場被運抵肉品市場後，往往已緊迫與疲憊不堪，但牠們接續得面臨

不當驅趕與分欄繫留。 

肉品市場雖然也有部分使用保障動物福利的驅趕工具，如趕豬板或旗子，但

根據本會的調查，各地肉品市場驅趕豬隻的工具，仍然以電擊棒和有尖刺的
                                                        
2 根據農業部所公布之精進家畜保險業務計畫 110-113，表 2-2 105-108年畜牧場外-豬隻運輸死亡保險之執行概

況，依其納保率估算每年豬隻運輸總量，死亡理賠頭數與承保頭數估算運輸死亡率，以推估該期間之豬隻運輸

死亡年均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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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棒為主。驅趕過程中，豬因恐懼、疼痛而堆擠在一起，哀嚎聲此起彼落，等

到好不容易進入「繫留欄」，將互不相識豬隻混欄的結果，導致豬隻因陌生恐

懼而打鬥。不當的繫留欄設計，也讓豬無法獲得充足乾淨的飲水，常見豬只能

舔食地上的髒水解渴。 

下圖為 2022 年北部某肉品市場，豬隻經活體運輸、拍賣後進入繫留欄照片 

活體拍賣場上，從繫留欄到拍賣走道皆十分濕滑，走道中又有一道道閘門會

突然關閉、不斷擋住豬的去路，豬常因此受驚嚇而止步或後退，有時會和後

方的豬擠在一起甚至堆疊、驚嚇不願再往前走，工作人員便再度施以電擊或

戳刺「加強驅趕」，使得豬隻遍體鱗傷。不當電擊輕者造成豬隻緊迫、受傷

或骨折，重者休克或死亡。 

下圖為北部某肉品市場活體拍賣現場 (2022)  

 

其實「人道運輸、驅趕」已有基本法規要求，其原則包括：不使用具傷害性的

工具，不可戳刺動物眼部、肛門與陰部，以免造成動物受傷。 

為維護豬隻生命最後一程的動物福利，本會正研訂〈豬隻運輸及屠宰階段動

物福利標準〉（草案），作為「豬隻屠宰場」動物福利之驗證基準，並將推出

「屠宰動物福利標章」，以期促進屠宰產業逐步調整作業流程與細節，將維護

動物福利納入肉品生產品管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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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牧場自我管理  

動物福利包含動物的身體與心理健康，如身體舒適、不會飢渴、沒有疾病，或生

病時能獲得即時的治療，儘量減少任何可能造成動物疼痛、恐懼的飼養管理、操

作，並輔以必要的疼痛管理。環境與空間設計，應能提供、促進動物展現正面的

自然行為。 

1. 豬的正面自然行為 

這是一隻身心健康的豬： 

 

 

 

 

 

 

 

牠會：用嘴巴啃咬、拱挖土塊，探索和覓食，牠的尾巴是完整且捲曲的。 

   

這些探索世界、覓食的行為，包含尋找合適的地方躺下、和其他豬隻一起互

動、探索、覓食等，是豬隻經過數千年的演化而得來的能力，讓豬隻可以一年

四季都能夠找到食物。對家豬而言，提供充足的豐富化物品、材料，讓牠們得

以展現自然覓食、探索的行為，是牠們「幸福感-正面情緒」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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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嘴啃、拱挖土的行為 用嘴咀嚼的行為 用鼻嗅聞探索的行為 

上述行為，並不會因為豬隻被飼養在室內、水泥或全條狀地板而消失，相反

的，當牠無法適當的展現這些自然行為時，伴隨而來的將是負面的表現，包含

咬尾、攻擊與刻板行為。因此-- 

(1) 提供豬隻可適當展現自然行為的活動空間、環境與設備，將會有非常明顯的

正面效益 4F2F

3： 

具動物福利、正面能量、可主動探索的

豬隻表現 

 

生病、有竸爭壓力、無聊且充滿挫折感

的豬隻表現 

當豬隻因無法表達其探索的自然行為而感到挫折，便會將啃、咬等行為轉移

到欄舍內的其他物品，如咬欄杆、咬水槽、咬水管，若無其他物品可咬，便會

                                                        
3 資料來源：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tail docking requirements for finisher pigs in accordance 

with EU Directive 2008/120/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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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咬其他豬隻的尾巴，而單獨飼養的母豬則多會出現空嘴咀嚼、持續舔嘴、

磨牙等異常行為問題。 

(2) 咬尾是飼養管理系統出現問題的跡象，更是動物福利不良的表現！ 

  

咬尾         被咬的尾巴      嚴重的尾部病變 

(3) 風險分析:影響咬尾的各種因素 5F3F

4 

咬尾，可能是多重因素造成的行為表現，除了上述無法展現適當自然行

為導致的沮喪外，也必須考慮到環境和飼養密度問題（見下圖，高低風

險依箭頭所示）。 

  ↓環境貧脊 

 ↓缺乏墊料 

 ↓全條狀地面 

 ↓低脂肪遺傳選拔 

 ↓高飼養密度 

 ↓閹公豬、群體健康不佳 

 ↓餵食競爭 

 ↓咬尾、被咬尾豬隻仍在，缺乏墊料，曾經有可探索的物件（但已不存在） 

 ↓混群，飼料成分改變 

  ↓延遲餵食，熱緊迫，缺乏自然光 

 ↓有被咬尾症狀的豬隻存在，群內有生長遲緩的豬隻，賊風，群數過大，空氣品質不佳 

↓冷緊迫 

低風險   高風險 

EFSA 分數    0.1 0.2 0.3 0.4  

                                                        
4 資料來源：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tail docking requirements for finisher pigs in accordance 

with EU Directive 2008/120/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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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咬尾引發的連串動物福利問題： 

⚫ 疼痛：一旦尾巴被咬傷，受傷的豬就會因不適和疼痛而變得更加激動。

激動的表現和血液的味道會吸引更多啃咬，被咬的豬隻既痛苦又恐懼，

如果在飼養密度高、活動空間不足的環境下，豬隻連躲避的地方都沒

有。尾巴被咬時所造成的疼痛，是身體後續因感染所引發疼痛的兩倍。 

⚫ 體重降低：被咬傷的豬隻可能會失去食慾，或減少攝食，以避免尾巴

暴露在進一步被咬的風險中。 

⚫ 剪尾仍可能被咬：許多有操作剪尾的牧場依然會爆發咬尾問題，顯示

剪尾無法消除產生咬尾行為的根本原因。在面對咬尾問題時，必須同

時考慮到環境控制（光線、通風、溫度、餵飼方式、環境單調等）和

飼養密度（活動空間不足、弱勢豬無法逃避攻擊）、飼養管理（飼養員

未及時處理、移出被咬尾豬隻）等因素。 

(5) 提供良好的豐富化物品是一個重要的起點 ： 

除了改變不適當的環境條件或管理系統，提供良好的豐富化物品，絕對是

讓豬隻展現自然行為非常重要的關鍵。 

 

若無法提供自然豐富化物品，仍可以提供金屬鍊與其它非天然的豐富化物

品。 

 

根際國外研究 6F4F

5發現，豬隻和豬群使用「具分支的金屬鏈的時間更長，互

動更多」，與其他各種非天然豐富化設備相比，如：單條附有硬質塑料球的

鏈條、丟在地板上的球、大木塊、懸掛在天花板上的短鏈條，或掛在地板

附近的單條短鏈等，豬隻更喜歡使用「有分支且長度不同（部份及地）的

金屬鏈」，豬隻可以舒服的躺在地板用嘴啃、拱和咀嚼，還可同時有二、三

隻豬同時使用、拉扯，滿足群居社交行為。 

 

 

 

 

 

                                                        
5 資料來源：11. Marc B. M. Bracke, Paul Koene 2019. Expert opinion on metal chains and other indestructible objects 

as proper enrichment for intensively-farmed pigs. PLOS ONE 14（2）: e021261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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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飼養與正確管理: 辨識動物行為表現的能力 

良好牧場負責人、飼育員都應具備飼養豬隻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有能力進行

場內豬隻動物福利的基礎評量，可掌握牧場整體的動物福利指標、監控其變

化、並作為改善的參考依據。 

牧場管理除例行的健康、環境、設備管理外，亦可針對是否有良好【人與動物

互動關係】（動物會不會怕人），豬隻是否能適當表現自然行為（探索、社群互

動）、有無正面的情緒狀態等，加以評估。  

․ 飼育員應與豬隻有良好的互動關係（Good Human-animals relationship） 

畜牧場的動物福利品質與飼養員關係密切，飼養員是每日與豬群接觸、觀察

豬隻身心狀況及操作所有飼養管理的重要人員。良好的人與動物關係，是提

昇豬隻動物福利關鍵指標。 

本標準的第 7 項指標-豬隻抽樣，特別訂定「人與動物關係評估」評分項目，

以評估動物對人的恐懼程度、及其恐慌反應（恐慌意指豬隻會逃離或背對稽

核員，或躲在圍欄角落，或只要有人進入畜舍豬群就會發出尖銳的叫聲等）。 

建議畜牧場訂定「飼育員動物福利態度評估」辦法，以確認飼養員是否能善待

豬隻（對動物有正向的同理心）、具備動物福利觀念（明白何種操作程序會讓

動物感到緊迫、痛苦）、能識別豬隻的正常或異常行為，表現恐懼的跡象以及

具備正確操作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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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人造豐富化物品參考案例表  

● 歐盟人造豐富化物品： 

 

豐富化物品 可食用性 可咀嚼性 可拱玩性 可破壞性 

金屬鍊 

 

不可 尚可 

 

咀嚼性 

不佳 

不可 不可 

塑膠/橡膠

 

不可 尚可咀嚼 

 

但質料越

硬越難咀

嚼 

不可 尚可 

 

但質料越

硬越難破

壞 

木板、木塊 

 

 

尚可 

 

尚可 

 

硬木較難

咀嚼，但

可啃咬 

不可 尚可 

 

木頭會裂

開，大塊

硬木難以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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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板 

 

尚可 

 

若回收紙板

含有毒性則

不可食用 

可以 尚可 

 

放在地上

有利拱玩 

可以 

球 

 

不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布料：粗麻布袋及線 

 

尚可 可以 尚可 

 

放在地上

有利拱玩 

可以 

鹽磚 

 

尚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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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鍊與其它堅硬人造豐富化物品評分： 

Marc B. M. Bracke, Paul Koene 2019. Expert opinion on metal chains and other indestructible objects as 

proper enrichment for intensively-farmed pigs. PLOS ONE 14（2）: e021261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2610 

 

人造豐富化物品 評分 

分支鐵鍊、部份分支鐵鏈及地 

 

☺5.1/10  

垂地且有分支鐵鍊 

 

 

 

 

 

☺4.4/1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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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頭 

 

3.7/10 

管子 

 

3.5/10 

不及地鐵鍊 

 

3.1/10 

球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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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支的金屬鏈設計關鍵 7F5F

6： 

⚫ 正確的長度：可以讓金屬鏈末端接觸地面，有利於豬隻模擬拱挖、覓食的行

為，不須每條鏈條都接觸地面，多數鏈條的末端位置應與欄位內豬群的鼻子

大致相同。鏈條之間的距離約 10-15cm，因每欄位的豬群體重相等，如此豬

隻可以一起玩、拉扯互動。 

⚫ 正確的金屬鏈線徑：太粗的鍊子不適合提供給仔豬。金屬鏈必須容易且舒服

地放入口中，無需費力咀嚼。建議離乳仔豬鏈線徑為 4-5mm，生長豬鏈線

徑為 7 mm，肥育豬和母豬鏈線徑為 8 mm。 

⚫ 同欄提供多組分支鏈條：鏈條數量應搭配各欄內豬隻數，以達到實質效果。 

⚫ 末端可以使用混合材料（合適尺寸的球、木頭等）：觀察和發揮創意設計分

支鏈，重要的是讓豬群可以透過分支鏈一起玩耍。 

 

（下圖為：分支金屬鏈運用方式參考圖） 

 

 

 

 

 

 

 

 

 

                                                        

6 資料來源：Giovan Vittorio Andorno 2021. Branched chain for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https://www.pig333.com/articles/branched-chain-for-environmental-enrichment-of-pigs_1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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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母豬分娩欄  

● 下圖為丹麥牧場依據歐盟豬隻動物福利規範所訂定的「母豬分娩欄床架」尺寸。從中可

見床架的空間，至少須提供母豬前後 30 公分以上，左右兩側 56 公分以上的空間，才能

讓母豬得以自然、舒適的姿勢站立、移動與躺臥，展現部份自然行為 6F

7。

 

Housing of sows during farrowing: a review on pen design, welfare and productivity 

  

                                                        
7 資料來源：Lene Juul Pedersen, Heidi Mai-Lis Andersen, J. Malmkvist 2013. Housing of sows during farrowing: A 

review on pen design, welfare and productivity Pages: 93-112 
https://doi.org/10.3920/978-90-8686-771-4 
 

https://doi.org/10.3920/978-90-8686-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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