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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人道飼養強調在畜舍內提供棲架給雞隻使用，研究發現提供棲架可改善增重、減

少打鬥及增加飼料轉換率，故本研究改良普通棲架，將其與飼料槽進行結合，使雞隻於棲架

上方休息時也可採食，改善雞隻使用棲架時無法採食的缺失。 

本研究實驗為三重複，以下皆以實驗一、二、三表示，實驗一、二雞隻數目皆為 200 隻，

實驗三則為 400 隻，並隨機分為四組，四組設計項目分別為：第 1 組無設置棲架、第 2 組有

設置棲架、第 3 組設置改良式棲架且棲架上及下皆設置飼料槽、第 4 組設置改良式棲架僅棲

架上有飼料槽，並研究四組雞隻的體重、增重、採食量、飼料轉換率及各組飼養成本等相關

問題。 

三重複實驗發現第 3 組無論體重、增重、採食量、飼料轉換率及飼養成本皆優於其他組

別，同時也發現第 1 組無棲架者，即最普通的養殖方式在各方表現皆最差，總之棲架效果以

改良式棲架最佳，普通棲架次之，無棲架為最差，未來期望能將改良式棲架與機械化給飼系

統進行結合，使其更加便利，並對畜牧業有所貢獻。 

壹、 研究動機 

1997 年歐盟國家畜牧業已盛行人道飼養之方式，然而台灣則在 2007 年開始進行人道飼養

認證，以人道飼養為出發點，若要符合人道飼養之規格，就必需提供棲架給雞隻使用，不過

光是提供棲架此種方法則有兩種學術論點，其一為「棲架可有效降低性行為鬥爭減少羽毛受

損的情形，但卻降低了採食量（楊泠泠等，1995）」；另則「土雞採用公、母分飼或於欄內提

供棲架及採用戶外放牧之飼養方式可改善增重、飼料轉換率及雞群整齊性等（林正鏞等，

2017）」，看完以上兩點不禁讓人聯想其一為降低採食量，另為改善增重，兩種論點形成了相

互對立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想透過實驗瞭解其中關係，不論是論點一，還是論點二，可以肯

定的是棲架對於雞隻之生長必定存在某種相關性。 

透過「天外棲雞-棲架與雞隻生長之關係」結論發現，於相同面積，且相同飼料供應量的

情況下，飼養雞隻 5 週齡到 10 週齡，「於畜舍內置入棲架能夠有效改善增重、減少鬥爭、增

加飼料轉換率(楊策等，2018)」，且採食量相較無棲架之組別少，以及飼料轉換率也較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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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發現因為雞隻使用棲架休息時間增加，採食量確實較少，因此本研究將棲架改良，於棲

架上方架設飼料槽，並找出最適合之方式，使雞隻於棲架上也可進行採食，並比較實驗各組

之關係。 

本研究主要將棲架改良，以 A 型棲架裝設飼料管線(圖 1-1-1)，飼料管線使用 5 吋塑膠水

管自行改良(圖 1-1-2)，使用鐵鍊固定於棲架，並透過多次試驗找出飼料管線和雞隻所站立位

置之距離，使雞隻於棲架上站立及休息時也可順利採食飼料(圖 1-1-3)。 

   

圖 1-1-1 改良式棲架 圖 1-1-2 自行改良之飼料管 圖 1-1-3 雞隻於棲架上採食 

貳、  研究目的 

一、 探討雞隻在第 1 組無棲架畜舍飼養之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 

二、 探討雞隻在第 2 組有棲架畜舍飼養之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 

三、 探討雞隻在第 3 組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棲架上及棲架下配置飼料槽之體重、增重、

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 

四、 探討雞隻在第 4 組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僅有棲架上配置飼料槽之體重、增重、採

食量及飼料轉換率。 

五、 比較實驗一及實驗二第 1 組至第 4 組之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的差異。 

六、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及事後比較(Post Hoc Tests)比較實驗三第 1 組至第 4 組之

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的差異。 

七、 比較三次實驗改良式棲架及飼養成本之分析。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畜舍及其器材 

(一) 畜舍(圖 3-1-1) (二) 黑色塑膠網(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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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尼龍繩(圖 3-1-3) (四) 紮束帶(圖 3-1-4) 

(五) 鐵絲(圖 3-1-5) (六) 柵欄門(圖 3-1-6) 

   

圖 3-1-1 畜舍 圖 3-1-2 黑色塑膠網 圖 3-1-3 尼龍繩 

   

圖 3-1-4 紮束帶 圖 3-1-5 鐵絲 圖 3-1-6 柵欄門 

二、  飼養器材 

(一) 飲水器(圖 3-2-1)。 

(二) 飼料槽、飼料勺、飼料鏟、水桶。 

(三) 推車(圖 3-2-2)。 

(四)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福有牌土雞飼料(圖 3-2-3)。 

1. 飼料保證成分如下，水分不超過 13%、粗蛋白質不低於 18%、粗脂肪不低於

2.5%、粗纖維不超過 7%、粗灰分不超過 9%、鈣 0.95±0.20%、磷 0.70±0.25%、鹽

酸不溶物不超過 3%、黃麴毒素不超過 100 ppb、銅不超過 30 ppm、鋅不超過 120 

ppm。 

2. 依照其飼料建議使用方式，研究上皆採用土雞第三期用之飼料。 

3. 為確保採食量計算準確以及飼料新鮮，本研究每日將所剩飼料回收秤重後，將

實驗雞隻所採用之飼料全部更新。每週購買新進飼料，避免前飼料放置過久產

生變質，影響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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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飲水器 圖 3-2-2 推車 圖 3-2-3 福有牌飼料 

三、  棲架改良相關材料 

(一) 普通棲架(圖 3-3-1) (二) 螺絲、螺帽、墊片(圖 3-3-2) 

(三) 梅花板手、開口板手(圖 3-3-3) (四) 五吋塑膠管(圖 3-3-4) 

(五) 魯班尺(圖 3-3-5) (六) 奇異筆(圖 3-3-6) 

(七) 鐵鍊、手持砂輪機  

   

3-3-1 普通棲架 圖 3-3-2 螺絲、螺帽 圖 3-3-3 板手 

   

圖 3-3-4 五吋塑膠管 圖 3-3-5 魯班尺 圖 3-3-6 奇異筆 

四、  畜舍清潔相關設備 

(一) 動力噴霧器(圖 3-4-1) (二) 消毒水(圖 3-4-2) 

(三) 鏟子(圖 3-4-3) (四) 竹掃把(圖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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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動力噴霧器 圖 3-4-2 消毒水 圖 3-4-3 鏟子 圖 3-4-4 竹掃把 

五、  育雛相關設備 

(一) 保溫圈、保溫器(圖 3-5-1) (二) 小雞用水壺(圖 3-5-2) 

(三) 小雞用飼料盤(圖 3-5-3) (四) 墊料(圖 3-5-4) 

    

圖 3-5-1 保溫圈 圖 3-5-2 小雞用水壺 圖 3-5-3 小雞用飼料盤 圖 3-5-4 墊料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研究架構 

 

圖 4-1-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過程和方法 

(一) 實驗場域整理 

1. 實驗一場地於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6 日整理，為期六日，實驗二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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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1 日整理，為期七日，實驗三之場地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為期三日。 

2. 進行實驗畜舍初步清潔，包含畜舍內外清洗(圖 4-2-1)。 

3. 使用消毒水藍特淨，並稀釋 500 倍，進行畜舍內外全面消毒。 

4. 將畜舍平均分成四等份，並進行圍網(圖 4-2-2)。 

5. 裝設實驗期間供雞隻使用之自動飲水器。 

6. 裝設實驗期間供雞隻採食之飼料槽。 

7. 畜舍內放置墊料(圖 4-2-3)。 

   

圖 4-2-1 場地清潔 圖 4-2-2 場地圍網 圖 4-2-3 放置墊料於畜舍內 

(二) 育雛過程 

1. 向種雞場購買一批剛出生之雛雞進行飼養。 

2. 施打疫苗，參照實驗場域畜牧場所提供之防疫作業： 

(1) 第一日施打 BI＋IB，透過噴霧方式進行。 

(2) 第五日施打 ND＋IB，施打方式為皮下注射。 

(3) 第十日施打 BI＋IB，透過噴霧方式進行。 

(4) 第十五日施打 POX、IBD，POX 施打方式為穿刺，IBD 施打方式則為點眼。 

(5) 第二十八日施打 ND＋IC，施打方式為皮下注射。 

(三) 棲架改良 

1. 於 2018 年 9 月 8 日至 2018 年 9 月 12 日進行棲架第一次改良，將飼料槽固定於

棲架上，為期五日。 

2. 於 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將改良式棲架置入畜舍，進行為期一週

之改良式棲架測試及觀察(圖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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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察結果： 

本次觀察結果發現，飼料槽與棲架距離較不適當，原距離為 15 公分，不過此距

離太靠近棲架，雞隻較不易採食，飼料槽無法移動，較不方便調整飼料槽距離。 

4. 於 2018 年 9 月 20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為期七日，完成棲架第二次改良，修

正項目有： 

(1) 將飼料槽與棲架距離改為 20 公分，以供雞隻方便採食。 

(2) 將飼料槽改為活動式，方便拆卸，以供日後人員作業。 

(3) 將飼料槽基部增加活動式蓋子(圖 4-2-5)，方便日後實驗進行飼料回收。 

5. 實驗三改良式棲架於 2019 年 4 月 19 日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進行配置整理，為期

三日。 

  

圖 4-2-4 改良式棲架測試 圖 4-2-5 活動式飼料回收蓋 

(四) 實驗方法 

1. 本研究包含三次重複實驗，實驗第一、二、三次實驗以實驗一、實驗二及實驗

三做為表示。實驗一研究期間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4 日為期 5 週；

實驗二研究期間為 2018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5 日為期 5 週；實驗三研

究期間為 2019 年 4 月 21 日至 2019 年 5 月 25 日為期 5 週。 

2. 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研究對象分別為雞 200 隻；實驗三為 400 隻。 

3. 實驗一於雞隻 5 週齡至 10 週齡進行觀察實驗；實驗二於雞隻 12 週齡至 17 週齡

進行觀察實驗；實驗三於雞隻 4 週齡至 9 週齡進行觀察實驗。 

4. 本研究將實驗對象分為四組，詳細說明如表 4-2-1 所示。 

(1) 第 1 組：無棲架且 3 個飼料槽置於地面(圖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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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組：有一組普通棲架，且 3 個飼料槽置於地面(圖 4-2-7)。 

(3) 第 3 組：有一組改良式棲架，且棲架上有 1 個飼料槽，地面也放置 2 個飼料

槽(圖 4-2-8)。 

(4) 第 4 組：有一組改良式棲架，且棲架改為有 3 個飼料槽，僅棲架有飼料槽(圖

4-2-9)。 

5. 實驗三實驗雞隻數量為實驗一及實驗二的二倍，以上四組配備均為兩倍，配置

細項如表 4-2-2 所示。 

 

 

6. 三次實驗四組實驗對象的測量項目： 

(1) 各組雞隻五週後總重量。 

(2) 實驗期間各組雞隻增重變化情形。 

表 4-2-1 實驗一及實驗二各組配置細項表 

組別  場地  棲架  地面飼料槽  棲架飼料槽  雞數量 

第 1 組  4.6*2.8 平方公尺  0 個  3 個  0 個  50 隻 

第 2 組  4.6*2.8 平方公尺  1 個  3 個  0 個  50 隻 

第 3 組  4.6*2.8 平方公尺  1 個  2 個  1 個  50 隻 

第 4 組  4.6*2.8 平方公尺  1 個  0 個  3 個  50 隻 

表 4-2-2 實驗三各組配置細項表 

組別  場地  棲架  地面飼料槽  棲架飼料槽  雞數量 

第 1 組  6.5*4.8 平方公尺  0 個  6 個  0 個  100 隻 

第 2 組  6.5*4.8 平方公尺  2 個  6 個  0 個  100 隻 

第 3 組  6.5*4.8 平方公尺  2 個  4 個  2 個  100 隻 

第 4 組  6.5*4.8 平方公尺  2 個  0 個  6 個  100 隻 

    

圖 4-2-6 第 1 組飼料槽 圖 4-2-7 第 2 組普通棲架 圖 4-2-8 第 3 組改良式棲架 圖 4-2-9 第 4 組改良式棲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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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期間各組雞隻採食量。 

(4) 實驗期間各組雞隻其飼料轉換率。 

(5)實驗期間各組飼養成本 

7. 三次實驗 4 組實驗對象的測量方法： 

(1) 實驗一及實驗二於實驗開始時將各組所有雞隻以組秤重，並於之後每週固定

以組為單位測量組內所有雞隻重量；實驗三於實驗開始時以”隻”為單位，

逐一秤重紀錄。 

(2) 透過上述方法可間接測得各組或各隻雞隻增重變化情形。 

(3) 實驗期間將每日測量雞隻採食量，並透過飼料轉換率公式計算： 

A. 計算公式：總採食量(Kg)/總增重量(Kg) 

B. 數值意義：採食多少公斤之飼料，可換得 1 公斤的重量。 

(4) 本研究透過平均數與標準差比較各組之間增重的差異： 

A. 平均數：將一組數或量相加總，再除以該組數的個數，稱之為算術平均

數。 

 

B. 標準差 

 

C. 數值意義：將各組總增重量計算出平均值及標準差後，透過平均數與標

準差可得知實驗四組分別位於分配圖之位置，可比較出總增重量排列位

置，以瞭解各組間增種情形之差異，藉此判別四組差異性。 

(5) 實驗三雞隻體重、增重、採食量之顯著差異檢定 

SPSS 軟體可達成進階統計分析、龐大的機器學習演算法程式庫、文字分析、

開放程式碼延伸、大數據整合以及應用程式。因此實驗三透過 IBM SPSS 軟

體進行雞隻體重、增重、採食量之顯著差異檢定，並探討其相關問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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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可以比較三個(含)以上的平均數的差異，使

用時機為用在三個(含)互為獨立的母群的差異， Anova 分析之 F 值若有達

顯著，表示組別間有顯著差異。 

B. 事後比較分析法則(Post Hoc Tests) 

若 Anova 分析之 F 值有達顯著，表示組別間有顯著差異，不過其差異無

所得之，因此需近一步進行多重事後比較(Post Hoc Tests )。 

多重事後比較法則中，Scheffe 是考驗每一個平均數線性組合，並提供水

準保護，而非只是考驗一對平均數間的差異情形，因而 Scheffe 法顯得較

為保守。由於 Scheffe 法較保守與嚴謹，因而有時變異數分析之 F 值達到

顯著，但事後比較卻沒有發現有任何二組的平均數達到顯著差異(吳明

隆，2000)。 

8. 實驗場地與器材各項尺寸統計(表 4-2-3) 

表 4-2-3 實驗場地與器材各項尺寸表 

項目  棲 架  飼 料 槽 (cm)  場 地 

細 項 
尺 寸 

 
 
 
 

層數：5 層  管半徑：5.08  長：460 cm(650 cm) 註 1 

單層長度：200 cm  管長度：200  寬：280cm(480 cm) 註 2 

各層間距：3 0 cm  

管和棲架距離：20  

面積：128800 平方公分 
(312000 平方公分) 註 3 

離地高度：3 0 cm  

總 高 度：150 cm  密度：2576 平方公分/隻 
(3120 平方公分/隻) 註 4 

註 1、註 2、註 3、註 4：場地內長、寬、面積及密度後括號內為實驗三之數據。  

(五) 研究過程 

1. 場地整理 

實驗一、二將原畜舍 9.2*5.6 平方公尺，分隔為四組 4.6*2.8 平方公尺之實驗場地；

實驗三將原畜舍 26*4.8 平方公尺，分隔為四組 6.5*4.8 平方公尺之實驗場地，並

進行場地消毒等相關作業。 

2. 棲架改良 



11 

    本次研究最主要目標為透過實驗，檢視本研究自行研發改良之棲架對於雞隻

生長是否有影響，以及透過三次實驗之實驗結果和其他組別比較，檢視改良式

棲架是否和普通棲架有所差異。 

本研究棲架改良過程是將普通棲架改良之，改良方式為將原本都放置於地面

的飼料槽，透過改良方式將其與棲架進行結合，過程中經過兩次改良、一次測

試才確定各項尺寸，(表 4-2-3)，本次所採用之棲架為單邊 5 層，每層 200 公分，

層距 30 公分的普通棲架型棲架(圖 4-2-10)；飼料槽則是使用 5 吋塑膠管進行裁

切加以製作，將其雙邊進行深 5 公分，寬 3 公分處進行切割(圖 4-2-11)，並透過

噴燈加熱後，將兩邊及下方處向內凹，進行固定及完成飼料槽之製作(圖 4-2-12)。 

飼料槽製作完成後，必需將其與棲架結合，使雞隻於棲架上方休憩之餘也

可進行採食等行為，不過因考量到實驗雞隻數量第一、二次實驗將各組飼料槽

總數固定於三個，實驗三則將各組飼料槽數量固定於六個，並且不同組別其放

置之位置也有所不同。 

實驗一及實驗二其第 3 組所採用的改良式棲架，棲架上方僅有兩個飼料槽，

並且固定於棲架的第三層左右各一個(圖 4-2-13)，第 4 組所採用的改良式棲架，

棲架上置有三個飼料槽(圖 4-2-14)；實驗三 3 組改良式棲架上則為四個飼料槽，

第 4 組則為六個皆於棲架上，且不論第 3 組還是第 4 組其飼料槽距離棲架之距

離皆為 20 公分(圖 4-2-15)，飼料槽下方使用鐵鍊固定，並且固定於棲架兩端，

而飼料槽則是使用螺絲固定於鐵鍊上，由於本次製作改良式棲架所選用之鐵鍊

其每一環距離為 1 公分，因此可透過螺絲鎖的位置來改變與棲架的距離。 

 

   

圖 4-2-10 普通棲架 圖 4-2-11 飼料槽切割 圖 4-2-12 飼料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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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第 3 組兩個飼料槽 圖 4-2-14 第 4 組三個飼料槽 圖 4-2-15 飼料槽間距 20 公分 

3. 棲架測試 

本次研究為確保實驗準確性以及實驗效果，因此將棲架完成改良後，於 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將改良式棲架置入畜舍進行測試，過程中也不

斷觀察雞隻所使用之效果以及相關行為，並將存在的缺失改善，確保改良式棲

架之使用功效。 

4. 實驗一、二、三進行數據收集 

  首先將實驗一、實驗二與實驗三的雞隻秤重，紀錄置入初重及五週期間之體

重並計算增重之重量，如圖 4-2-16。其次飼養的過程中需紀錄餵食的飼料量及

採食量，如圖 4-2-17。再次必須觀察雞隻使用棲架及打鬥現象和掉毛情形，如

圖 4-2-18。 

   

圖 4-2-16 雞隻秤重 圖 4-2-17 飼料秤重 圖 4-2-18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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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驗一體重、增重、採食量統計表 

第一次實驗即實驗一，包含五週期間四組雞隻體重、增重以及採食量之統計，

詳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實驗一體重、增重、採食量統計表 

項目 

組別 
 

 

第 1 組  第 2 組  第 3 組  第 4 組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實 

驗

一 

 

置入   52.5/00.0/ 000   51.1/00.0/ 0.0   52.6/00.0/ 0.0   51.3/00.0/ 0.0 

第一週   68.2/15.7/044.2   67.5/16.4/041.2   70.7/18.1/045.8   68.5/17.2/044.9 

第二週   82.5/14.3/047.5   83.2/15.7/045.1   88.0/17.2/043.7   83.5/15.0/043.9 

第三週   99.2/16.7/049.8  101.8/18.6/047.5  110.1/22.1/047.7  100.2/16.7/047.1 

第四週  113.3/14.1/050.3  118.1/16.3/048.1  130.7/20.6/049.0  117.4/17.2/048.1 

第五週  125.4/12.1/051.9  138.4/20.3/048.8  151.8/21.1/050.6  134.6/19.2/049.7 

總量  125.4//72.9/243.7  138.4/83.3/230.7  151.8/99.1 /236.8  134.6/85.3 /233.7 

     單位：kg 

6. 實驗二體重、增重、採食量統計表 

第二次實驗即實驗二，包含五週期間四組雞隻體重、增重以及採食量之統計，

詳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 實驗二體重、增重、採食量統計表 

項目 

組別 
 

 

第 1 組  第 2 組  第 3 組  第 4 組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實

驗

二 

置入  117.5/00.0/ 0.0  120.8/000..0/ 0.0  115.2/000.0/ 0.0  121.7/000.0/ 0.0 

第一週  128.6/11.1/049.9  141.1/020.3/048.3  138.9/023.7/048.0  141.5/019.8/049.2 

第二週  149.9/21.3/061.2  163.2/022.1/059.2  162.4/023.5/057.0  161.5/020.0/060.4 

第三週  171.7/21.8/059.0  186.3/023.1/057.4  186.2/023.8/055.7  183.9/022.4/056.8 

第四週  195.1/23.4/059.0  211.1/024.8/058.0  213.1/026.9/056.2  207.7/023.8/058.2 

第五週  210.3/15.2/052.8  230.2/019.1/051.4  235.5/022.4/049.8  226.3/018.6/051.2 

總量  210.3/92.8/281.9  230.2/109.4/274.3  235.5/120.3/266.7  226.3/104.6/275.8 

    單位：kg 

7. 實驗三體重、增重、採食量統計表 

第三次實驗即實驗三，包含五週期間四組雞隻體重、增重以及採食量之統計，

詳如表 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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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實驗三體重、增重、採食量統計表 

項目 

組別 
 

 

第 1 組  第 2 組  第 3 組  第 4 組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體重/增重/採食量 

實

驗

三 

置入  154.0/00.0/ 0.0  145.5/00.0/ 0.0  147.4/000.0/ 0.0  140.6/000.0/ 0.0 

第一週  165.1/11.1/096.7  163.3/17.8/093.6  166.7/019.3/087.4  159.6/018.9/092.3 

第二週  180.6/15.5/100.5  178.5/15.1/098.5  187.4/020.9/092.3  181.7/022.1/094.8 

第三週  197.4/16.8/101.6  197.5/18.9/096.5  210.8/023.1/094.3  202.0/020.3/095.8 

第四週  214.0/16.5/101.7  217.5/20.0/098.2  231.3/020.4/097.2  223.0/021.0/097.8 

第五週  227.4/13.4/101.6  239.0/21.5/096.8  263.0/031.7/095.1  244.5/021.4/097.5 

總量  227.4/73.3/502.1  239.0/93.3/483.6  263.0/115.4/466.3  244.5/103.7/478.2 

單位：kg 

伍、  研究結果 

一、 三次實驗雞隻第五週體重之結果 

以下針對三次實驗雞隻第五週體重結果統整，以及實驗三雞隻第五週體重單因子獨

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相關分析。 

(一) 實驗一五週後之體重 

1.實驗一雞隻飼養五週後之體重分別為第 1 組 125.4 公斤；第 2 組 138.4 公斤；第 3

組 151.8 公斤；第 4 組 134.6 公斤，詳如表 4-2-4 所示。 

2. 實驗一於體重方面，由長條圖可明顯判斷第 3 組在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棲架

上及棲架下配置飼料之畜舍飼養組別，為體重數值最佳之組別，詳如圖 5-1-1

所示。 

(二) 實驗二(表 4-2-5) 

1. 實驗二雞隻飼養五週後之體重分別為第 1 組 210.3 公斤；第 2 組 230.2 公斤；第

3 組 235.5 公斤；第 4 組 226.3 公斤，詳如表 4-2-5 所示。 

2.實驗二於體重方面，由長條圖可明顯判斷第 3 組在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棲架上

及棲架下配置飼料之畜舍飼養組別，為體重數值最佳之組別，詳如圖 5-1-2 所示。 

(三) 實驗三(表 4-2-6) 

1. 實驗三雞隻飼養五週後之體重分別為第 1 組 227.4 公斤；第 2 組 239.0 公斤；第 3

組 263.0 公斤；第 4 組 244.5 公斤，詳如表 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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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三於體重方面，由長條圖可明顯判斷第 3 組在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棲架上

及棲架下配置飼料之畜舍飼養組別，為體重數值最佳之組別，詳如圖 5-1-3 所示。 

3. 實驗三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分析 

體重與各組水準無差異的假設檢定虛無與對立假設如下： 

H0：μ 第 1 組＝μ 第 2 組＝μ 第 3 組＝μ 第 4 組 

H1：μi 不全相等（i＝第 1、2、3、4 組） 

經 SPSS 統計軟體計算後，雞隻第五週體重差異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 5-1-1)，由

此表可得知組別與各組第五週體重的 F 值為 40.323(p＜0.001)，達顯著水準，故拒

絕 H0，表示實驗三的四組雞隻體重有顯著差異。 

表 5-1-1 實驗三雞隻第五週體重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SS) 自由度(df) 均方和(MS) 檢定(F) 

群組之間 6.591 3 2.197 40.323
*
 

群組內 21.577 396 0.054  

總計 28.169 399   

* p＜0.001 

3. 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體重的事後比較 

由於實驗設計有四個組別，組別間的差異情形，需透過事後多重比較方能得知。

藉由事後比較發現以及邊緣平均數發現，第3組的增重顯著高於1、2、4組，4組又

高於1、2，而第1組最低。可見第3組的棲架具有顯著的增重效果，而無棲架的第

1組則增重效果最差(表5-1-2)。 

表 5-1-2 Anova檢定體重的事後比較表 
（I）組別  （J）組別  平均數差異（I-J） 

1 

 2  -0.1158* 

 3  -0.3555* 

 4  -0.1704* 

2 

 1   0.1158* 

 3  -0.2396* 

 4  -0.0545  

3 

 1   0.3555* 

 2   0.2396* 

 4   0.1851* 

4 

 1   0.1704* 

 2   0.0545  

 3  -0.1851* 

註：*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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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實驗一第五週體重圖 圖 5-1-2 實驗二第五週體重圖 圖 5-1-3 實驗三第五週體重圖 

 (四) 綜合三次實驗第五週結果，觀察體重項目在置入時實驗二第 3 組體重較輕，經五

週飼養後體重亦較其他組為佳，推論第 3 組在有改良式棲架之畜舍，且棲架上及

棲架下配置飼料槽之畜舍飼養組別，皆較其他組別表現為佳(表 5-1-3)。 

表 5-1-3 實驗一、實驗二、實驗三體重綜合統計表 

       組別 
 
項目 

 
 

實驗一 
(公斤) 

 
 

實驗一 
排序 

 
實驗二 

(公斤) 
 
 

實驗二
排序 

 
實驗三

(公斤) 

 
實驗三 
排序 

第 1 組  125.4  4  210.3  4  227.5  4 

第 2 組  138.4  2  230.2  2  239.1  3 

第 3 組  151.8  1  235.5  1  263.0  1 

第 4 組  134.6  3  226.3  3  244.5  2 

二、  三次實驗雞隻增重之結果 

下列針對三次實驗雞隻實驗期間總增重結果統整，以及實驗三雞隻總增重單因子獨

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相關分析。 

(一) 實驗一(表 4-2-4) 

1. 各組各週明顯增重的週數各有不同 

第 1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三週 16.7 公斤；第 2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五

週 20.3 公斤；第 3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三週 22.1 公斤；第 4 組其最佳增重

週數，為第一、四、五週 17.2 公斤。 

2. 實驗一增重總合之結果 

第 1 組總增重 72.9 公斤；第 2 組總增重 87.3 公斤；第 3 組總增重 99.2 公斤；第

4 組總增重 83.3 公斤。 

3. 第 3 組在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棲架上及棲架下配置飼料槽之畜舍飼養組別，

無論在增重或總增重均較其他組別明顯(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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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二(表 4-2-5) 

1. 各組各週增重差異明顯，其中第 3 組增重變化較其餘組別少 

第 1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四週 23.4 公斤；第 2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四

週 24.8 公斤；第 3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四週 26.9 公斤；第 4 組其最佳增重

週數，為第四週 23.8 公斤。 

2. 實驗二增重總合之結果 

第 1 組總增重 92.8 公斤；第 2 組總增重 109.4 公斤；第 3 組總增重 120.3 公斤；

第 4 組總增重 104.6 公斤。 

3. 第 3 組在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棲架上及棲架下配置飼料之畜舍飼養組別，總

增重 120.3 公斤為最佳 (圖 5-2-2) 。 

   

圖 5-2-1 實驗一增重圖 圖 5-2-2 實驗二增重圖 圖 5-2-3 實驗三增重圖 

 (三) 實驗三(表 4-2-6) 

1. 實驗三增重總合之結果 

第 1 組總增重 73.3 公斤；第 2 組總增重 93.3 公斤；第 3 組總增重 115.4 公斤；

第 4 組總增重 103.7 公斤(圖 5-2-3)。   

2. 各組各週明顯增重的週數各有不同 

第 1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三週 16.8 公斤；第 2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五

週 21.5 公斤；第 3 組其最佳增重週數，為第五週 31.7 公斤；第 4 組其最佳增重

週數，為第二週 22.1 公斤。 

3. 實驗三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分析 

總增重與各組水準無差異的假設檢定虛無與對立假設如下 

H0：μ 第 1 組＝μ 第 2 組＝μ 第 3 組＝μ 第 4 組 

H1：μi 不全相等（i＝第 1、2、3、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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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SPSS 統計軟體計算後，雞隻五週總增重差異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 5-2-1)，由

此表可得知組別與各組五週總增重的 F 值為 129.901 (p＜0.001)，達顯著水準，故

拒絕 H0，表示實驗三的四組雞隻體重有顯著差異。  

表 5-2-1 實驗三雞隻五週總增重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SS) 自由度(df) 均方和(MS) 檢定(F) 

群組之間 9.524 3 3.175 129.901* 

群組內 9.653 395 0.024  

總計 19.177 398   

* p＜0.001 

4. 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增重的事後比較 

第3組的增重顯著高於1、2、4組，第4組又高於1、2組，而第1組最低。可見第3

組的改良式棲架具有顯著的增重效果，而無棲架的第1組則增重效果最差(表

5-2-2)。 

              表5-2-2 Anova檢定增重的事後比較表 

（I）組別  （J）組別  平均數差異（I-J） 

1 

 2  -0.2008* 

 3  -0.4212* 

 4  -0.3038* 

2 

 1   0.2008* 

 3  -0.2204* 

 4  -0.1030* 

3 

 1   0.4212* 

 2   0.2204* 

 4   0.1174* 

4 

 1   0.3038* 

 2   0.1030* 

 3  -0.1174* 

註：* p＜0.05 

(四) 綜合三次實驗之結果(表 5-2-3)，於增重項目第 3 組在有改良棲架之畜舍，且棲架

上及架下配置飼料之畜舍飼養組別，皆為較佳之組別；而第 1 組在無棲架畜舍飼

養下，排名均落後其他組別。 

表 5-2-3 實驗一、實驗二、實驗三總增重統計表 

  項目 

組別 

 

 

實驗一 

(公斤) 

 

 

實驗一 

排序 

 

 

實驗二 

(公斤) 

 

 

實驗二 

排序 
 

實驗三 

(公斤) 
 

實驗三 

排序 

第 1 組  72.9  4  92.8  4  73.5  4 

第 2 組  87.3  2  109.4  2  93.5  3 

第 3 組  99.2  1  120.3  1  115.6  1 

第 4 組  83.3  3  104.6  3  10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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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次實驗增重標準差計算 

1. 實驗一 

四組增重平均值為 85.7 公斤；四組增重標準差為 9.4 公斤；四組增重標準差如圖

5-2-4 得知，第 1 組位於一個標準差之外，2、4 組在一標準差，第 3 組大於一個

標準差，因此於實驗一增重項目，第 1 組無棲架組最差之內，第 3 組改良式棲架

且上、下皆有飼料槽其效果最佳，兩者竟可差到將近三個標準差。 

圖 5-2-4 實驗一各組增重信賴區間分佈 

2. 實驗二 

四組增重平均值為 106.8 公斤；四組增重標準差為 9.9 公斤；四組增重標準差如

圖 5-2-5 得知，第 3 組超過一個標準差，而第 2、4 組則很靠近平均值，唯獨第 1

組小於一個標準差，第 3 組與第 1 組差距也大於 2 個標準差。 

 

 

圖 5-2-5 實驗二各組增重信賴區間分佈圖 

 

3.實驗三 

四組增重平均值為 96.5 公斤；四組增重標準差為 15.4 公斤；四組增重標準差如

圖 5-2-6 得知，第 3 組超過一個標準差，而第 2、4 組則很靠近平均值，唯獨第

1 組小於一個標準差，第 1 組與第 3 組差距也大於 2 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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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實驗三各組增重信賴區間分佈圖 

三、  三次實驗雞隻採食量之結果 

(一) 實驗一 

1. 各組五週的總採食量(表 4-2-4；圖 5-3-1)。 

第 1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243.7 公斤；第 2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230.7 公斤；第 3 組

五週的總採食量 236.8 公斤；第 4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233.7 公斤。 

2. 第 1 組在無棲架且 3 個飼料槽置於地面之畜舍飼養，五週的總採食量有 243.7 公

斤為 4 組中最多的組別。 

(二) 實驗二 

1. 各組五週的總採食量(表 4-2-5；圖 5-3-2)。 

第 1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281.9 公斤；第 2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274.3 公斤；第 3 組

五週的總採食量 266.7 公斤；第 4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275.8 公斤。 

2. 第 1 組在無棲架且 3 個飼料槽置於地面之畜舍飼養，五週的總採食量 281.9 公斤

最高。 

   

圖 5-3-1 實驗一總採食量 圖 5-3-2 實驗二總採食量 圖 5-3-3 實驗三採食量 

(三)實驗三 

1. 各組五週的總採食量(表 4-2-6；圖 5-3-3)。 

第 1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502.1 公斤；第 2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483.6 公斤；第 3 組

五週的總採食量 466.3 公斤；第 4 組五週的總採食量 478.2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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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 組在無棲架且 6 個飼料槽置於地面之畜舍飼養，五週的總採食量 502.1 公斤

最高。 

3. 實驗三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分析 

採食量與各組水準無差異的假設檢定虛無與對立假設如下 

H0：μ 第 1 組＝μ 第 2 組＝μ 第 3 組＝μ 第 4 組 

H1：μi 不全相等（i＝第 1、2、3、4 組） 

表 5-3-1 實驗三雞隻五週採食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SS) 自由度(df) 均方和(MS) 檢定(F) 

群組之間 19.037 3 6.346 31.178* 

群組內 27.680 136 0.204  

總計 46.717 139   

* p＜0.001 

雞隻五週採食量差異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5-3-1)，由此表可得知組別與各組五週

採食量的F值為31.178 (p＜0.001)，達顯著水準，故拒絕H0，表示不同組別對雞隻

採食量有顯著的影響力。 

3. 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採食量的事後比較 

由於實驗設計有四個組別，組別間的差異情形，需透過事後多重比較方能得知。

藉由事後比較發現以及邊緣平均數發現，第3組的採食量顯著低於1、2、4組，

第1組又高於2、4，而第3組最低。可見第3組的改良式棲架具有顯著的減少採食

量效果，而無棲架的1組則減少採食量效果最差(表5-3-1)。 

表 5-3-2 採食量的事後比較表 

（I）組別  （J）組別  平均數差異（I-J） 

1 

 2   0.5286* 

 3   1.0229* 

 4   0.6829* 

2 

 1  -0.5286* 

 3   0.4943* 

 4  0.1543 

3 

 1  -1.0229* 

 2  -0.4943* 

 4  -0.3400* 

4 

 1  -0.6829* 

 2  -0.1543 

 3   0.3400* 

註：* p＜0.05 

(四) 綜合三次實驗之結果(表 5-3-3)，第 1 組其採食量皆高於其餘組別，其餘不論是置入棲

架或改良式棲架之組別，其採食量皆較少，由此可知棲架對於減少採食量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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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次實驗雞隻飼料轉換率之結果 

本次研究計算飼料轉換率方式為總採食量(Kg)/總增重量(Kg)，計算後其數值意義為

採食 X 公斤的飼料，雞隻方能增加一公斤之重量。 

(一) 實驗一 

1. 第 1 至第 4 組轉換率(圖 5-4-1)。 

第 1 組轉換率 3.342(公斤飼料/公斤肉)；第 2 組轉換率 2.769(公斤飼料/公斤肉)；

第 3 組轉換率 2.389(公斤飼料/公斤肉)；第 4 組轉換率 2.739(公斤飼料/公斤肉)。 

2. 綜觀上述第 1 至第 4 組之轉換率結果，以第 3 組 2.389 為最佳，再者為第 4 組

2.739，次之為第 2 組 2.769，轉換率最差之組別則為第 1 組 3.342。 

(二) 實驗二 

1. 第 1 至第 4 組轉換率如下說明(圖 5-4-2)。 

第 1 組轉換率 2.824(公斤飼料/公斤肉)；第 2 組轉換率 2.507(公斤飼料/公斤肉)；

第 3 組轉換率 2.254(公斤飼料/公斤肉)；第 4 組轉換率 2.636(公斤飼料/公斤肉)。 

2. 綜觀上述第 1 至第 4 組之轉換率結果，以第 3 組 2.254 為最佳，再者為第 2 組

2.507 居二，次之為第 4 組 2.636，轉換率最差之組別則為第 1 組 2.824，以定義

而言，第 3 組則為雞隻採食 2.254 公斤飼料，能增長 1 公斤的重量，相較其餘組

別第 3 組飼料轉換率最好。 

(二) 實驗三 

1. 第 1 至第 4 組轉換率如下說明(圖 5-4-3)。 

第 1 組轉換率 6.831 (公斤飼料/公斤肉)；第 2 組轉換率 5.172 (公斤飼料/公斤

肉)；第 3 組轉換率 4.033 (公斤飼料/公斤肉)；第 4 組轉換率 4.602 (公斤飼料/公

表 5-3-3 實驗一、實驗二、實驗三總採食量統計表 

 項目 

組別 

 

 

實驗一 

(公斤) 

 

 

實驗一 

排序 

 

 

實驗二 

(公斤) 

 

 

實驗二 

排序 

 

 

實驗三 

(公斤) 

 

 

實驗三 

排序 

第 1 組  243.7  4  281.9  4  502.1  4 

第 2 組  230.7  1  274.3  2  483.6  3 

第 3 組  236.8  3  266.7  1  466.3  1 

第 4 組  233.7  2  275.8  3  478.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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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肉)。 

2. 綜觀上述第 1 至第 4 組之轉換率結果，以第 3 組 4.033 為最佳，再者為第 4 組

4.602 居二，次之為第 2 組 5.172，轉換率最差之組別則為第 1 組 6.831，以定義

而言，第 3 組則為雞隻採食 4.033 公斤飼料，能增長 1 公斤的重量，相較其餘組

別第 3 組飼料轉換率最好。 

   

圖 5-4-1 實驗一飼料轉換率 圖 5-4-2 實驗二飼料轉換率 圖 5-4-3 實驗三飼料轉換率 

(三) 綜合三次實驗之轉換率結果(表 5-4-1)，第 3 組在三次實驗皆優於其餘組別。實驗

過程中四組的差異僅在有無棲架或是有改良式棲架，由此推論有改良式棲架的實

驗雞隻可在相同的飼養環境下，有較佳的飼料轉換率，可為飼養者節省大量飼料

成本。 

表 5-4-1 實驗一、實驗二、實驗三轉換率統計表 

  項目 

組別 

 

 

實驗一 

(公斤飼料/公斤肉) 

 

 

實驗一 

排序 

 

 

 

實驗二 

(公斤飼料/公斤肉) 
 

實驗二 

排序 

 

 

實驗三 

(公斤飼料/公斤肉) 

 

 

實驗三 

排序 

第 1 組  3.342  4  2.824  4  6.831  4 

第 2 組  2.769  3  2.507  2  5.172  3 

第 3 組  2.389  1  2.254  1  4.033  1 

第 4 組  2.739  2  2.636  3  4.602  2 

五、三次實驗改良式棲架及飼養成本分析 

成本為飼養者最注重課題之一，其中包含人事成本、雛雞成本、飼料、畜舍租金、

畜舍內架設器材等，以下計算實驗一、二及實驗三各組皆有出現相同費用如人事成

本、雛雞成本、畜舍租金將於予以排除，僅計算實驗 35 日之飼料、普通棲架及棲架

改良之費用，並以實驗五週後之體重為出售體重乘以當時雞隻批發價計算收入，相

關內容如下： 

(一) 實驗天數 35 日飼料、普通棲架以及棲架改良所需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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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成本條列說明： 

1. 實驗所設計的改良式棲架，是利用普通棲架進行改良，其增加的材料包括

固定飼料槽的鐵鍊、螺絲、螺帽、鐵絲以及墊片等計 176 元，普通棲架一

組 2500 元，計算一組改良式棲架價格共計 2676 元。 

2. 基本上改良式棲架可使用年限約 10 年，即使用 3650 天。 

3. 實驗期間共計 35 日之器材使用成本(表 5-5-1、5-5-2、5-5-3)。 

4. 批發價 95 元/公斤。 

三次實驗飼料成本計算方法及棲架改良費用之計算分別如下： 

飼料成本 = 總採食量 × 飼料費用；棲架成本 24 元 = 棲架價格 2500 元 ÷ 10 年

天數 3650 天 × 實驗天數 35 日 

由上述公式可將計算結果如表 5-5-1、表 5-5-2 和表 5-5-3 所示，可見實驗一第 3

組可以降低3%至 3552元的飼料成本，實驗二第3組可降低7%的飼料成本為4000.5

元，實驗三第 3 組可降低 8%的飼料成本至 8160.2 元。 

三次實驗各組總增重之收益計算如下表示： 

各組總體重 X 時價 - 35 日實驗費用 = 收益 

由上述公式可將計算結果如表 5-5-4 所示，可見實驗一第 3 組可以增加 31%的收

益至 10844 元，實驗二第 3 組可增加 23%的收益至 19346.3 元，實驗三第 3 組可增

加 30%的收益至 16776.6 元。 

表 5-5-1 實驗一 實驗期間 35 日飼料、普通棲架以及改良所需之費用 

項目 

組別 
 

實驗 35 日飼料費用 

總採食量 × 飼料費用 

 

 

實驗 35 日普通棲架費用 

普通棲架費用 ÷ 10 年使用天數 × 實驗天數 
 

實驗 35 日改良棲架費用 

改良棲架費用 ÷ 10 年使用天數 × 實驗天數 
 

合計 

總費用 

第 1 組   3655.5(100%)
註 5

  0  0  3655.5 

第 2 組  3460.5(94%)  24  0  3484.5 

第 3 組  3552.0(97%)  24  104 ÷ 3650 × 35 = 1  
註 6

  3577.0 

第 4 組  3505.5(95%)  24    176 ÷ 3650 × 35 = 1.7
註 7  3531.2 

註 5：100%表示以第 1 組普通飼養方式為比較基準，並換算其餘組別可能增加或降低的程度                                 單位：元 

註 6：104 元為第 3 組改良棲架所使用到的鐵鍊及螺絲、螺帽、鐵絲、墊片等費用。  

註 7：176 元為第 4 組改良棲架所使用到的鐵鍊及螺絲、螺帽、鐵絲、墊片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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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 實驗二 實驗期間 35 日飼料、普通棲架以及改良所需之費用 

項目 

組別 
 

實驗 35 日飼料費用 

總採食量 × 飼料費用 

 

 

實驗 35 日普通棲架費用 

普通棲架費用 ÷ 10 年使用天數 × 實驗天數 
 

實驗 35 日改良棲架費用 

改良棲架費用 ÷ 10 年使用天數 × 實驗天數 
 

合計 

總費用 

第 1 組   4288.5(100%)
註 8

  0  0  4288.5 

第 2 組  4114.5(95%)  24  0  4138.5 

第 3 組  4000.5(93%)  24  1  4026.2 

第 4 組  4137.0(96%)  24    1.7  4162.7 

註 8：100%表示以第 1 組普通飼養方式為比較基準，並換算其餘組別可能增加或降低的程度                        單位：元 

 

表 5-5-3 實驗三 實驗期間 35 日飼料、普通棲架以及改良所需之費用 

項目 

組別 
 

實驗 35 日飼料費用 

總採食量 × 飼料費用 

 

 

實驗 35 日普通棲架費用 

普通棲架費用 ÷ 10 年使用天數 × 實驗天數 
 

實驗 35 日改良棲架費用 

改良棲架費用 ÷ 10 年使用天數 × 實驗天數 
 

合計 

總費用 

第 1 組  8786.7(100%)
註 9

  0  0  8786.7 

第 2 組    8463 (96%)  48  0  8511.0 

第 3 組   8160.2(92%)  48  4  8212.2 

第 4 組   8368.5(95%)  48   3.4  8419.9 

註 9：100%表示以第 1 組普通飼養方式為比較基準，並換算其餘組別可能增加或降低的程度                             單位：元 

(二)三次實驗期間各組收益比較，如表 5-5-4 

經過計算所得收益後可發現實驗一第 1 組為最低 8257.5 元，第 3 組最高 10844 元；

實驗二同為第 1 組收益最低 15690 元，而第 3 組為最高 19346.3 元；實驗三還是第 1

組收益最低 12823.9 元，第 3 組為最高 16776.6 元。透過三次實驗可發現改良棲架雖

須多支出改良費用，不過在後續體重或飼料轉換率皆可以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由

上述也可發現置入改良式棲架可為最普通的飼養方式帶來更高的經濟價值。 

表 5-5-4 三次實驗期間各組總體重 X 時價 95 元/公斤-35 日實驗費用 

項目 

組別 

 

 
實驗一 

 

 
實驗二  實驗三 

第 1 組  125.4X95-3655.5=8257.5(100%)
註 10

  210.3 X 95-4288.5=15690.0(100%)  227.48X95-8786.7=12823.9(100%) 

第 2 組  138.4 X95-3484.5=9663.5(117%)  230.2X95-4138.5=17711.5(112%) 239.07X95-8511=14200.6(110%) 

第 3 組  151.8 X95-3577.0=10844(131%)  235.5X95-4026.2=19346.3(123%) 263.04X95-8212.2=16776.6(130%) 

第 4 組  136.4X95-3531.2=9426.8(114%)  226.3X95-4162.7=17335.8(110%) 244.53X95-8419.9=14810.4(115%) 

註 10：100%表示以第 1 組普通飼養方式為比較基準，並換算其餘組別可能增加或降低的程度                       單位：元 

陸、  討論 

一、  雞隻體型與飼料管之相關問題探討 

(一) 由於雞隻年幼時身形較小，有些小雞會跳到棲架飼料管內，進而導致飼料溢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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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採食量的計算，因此本研究建議可於兩層棲架之間加綁繩索，使雞隻無法

進入飼料槽內，就可有效防止上述情形，待雞隻較大時，約 8 週齡時便可拆除此

裝置。 

(二) 不同雞種在大小、身形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將棲架飼料管設計成可活動式，以

便隨時調整飼料管和棲架間的距離，適用於多種雞種之飼養。 

二、  機械化配合之相關問題探討 

(一) 畜舍機械化運輸飼料的管線配置 

1. 常見之機械化給飼之方式是畜舍外架設飼料儲存桶，再將管線從儲存桶連接至

畜舍內，之後在從畜舍內延伸至畜舍的尾端，供給飼料的管線再從畜舍內的飼

料運送管線分出，分出的飼料管會分別接到各個飼料桶中，啟動機械化運輸飼

料的開關通常至於畜舍內。 

2. 飼料需補充時，僅需按下機械化運輸飼料的開關即可，若飼料桶內的飼料已經

補充滿了，機器會自動停止。 

(二) 棲架飼料運送 

1. 開啟機械化運輸飼料裝置後，管中有螺旋式的運輸器會轉動，藉由馬達轉動再

帶動管中的飼料前進。 

2. 管中飼料若前進到分支的飼料管時會自動落下，自動掉落進飼料桶中，飼料桶

補滿後，飼料會從管線滿到飼料運送管上，以繼續運輸飼料至其他分支飼料管，

使飼料可補充其他飼料桶，藉以節省人力成本。 

(三) 棲架與機械化的配合 

本研究期望未來能夠設計出改良式棲架與機械化給飼系統結合，在棲架的飼料管

邊緣加上機械化供給飼料的管線，使飼料得已補充至棲架飼料管中，初步構想設

計模型如圖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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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改良式棲架與機械化運輸飼料裝置配合之模型 

三、  雞隻打鬥之相關問題探討 

(一) 雞隻打鬥是由各種不同因素所引起，而這些雞啄癖會給飼養者帶來，採食量增加

和雞隻因受損而減低價格等負面問題，不同因素各引起之打鬥方式也有所不同，

常見如下(李海功，2018)： 

1. 啄肛癖：常發生於雞肛門周圍黏滿稀糞，甚至堵塞肛門，使病雞出現努責，引

起其他雞隻的啄食。至於產蛋時雞舍光線較強，因為肌肉反射了亮光，吸引別

的雞去啄食造成肛門受傷。 

2. 啄蛋癖：常因為飼料中的鈣和磷不足，導致病雞把自己的蛋啄破。 

3. 啄趾廦：常因餵食飼料時間不定或飼料不足，導致雞隻尋找食物時誤食自己的

腳趾。 

4. 啄頭癖：常因雞群密度、溫度和雞隻生理、心理因素，導致雞隻互啄冠、耳葉、

眼等。 

5. 啄羽癖：因飼料供應量不足，導致飢餓，易發生啄羽。此外雛雞換羽時皮膚表

面有寄生蟲，導致經常自啄皮膚及羽毛。 

(二) 打鬥之影響 

1. 在文獻中發現「雄性素會降低攻擊行為的控制閥，且其隨著公雞趨於成熟而分

泌越多，可能造成公雞攻擊行為增加」（Guhl，1968），所以在雞隻成熟時打鬥

的行為增加，會造成雞隻羽毛受損，和雞隻肉體的損傷。 

2. 「啄羽則是屬於一種轉移對象的行為，通常由啄食、啄地或砂浴時發展而來」(吳

振豪，2016)，根據文獻中提到「於畜舍內置入棲架能夠有效改善增重、減少鬥

爭、增加飼料轉換率(楊策等，2018)」如圖 6-3-1、圖 6-3-2 和圖 6-3-3 為實驗一、

實驗二以及實驗三第 1 組無設置棲架組別之雞隻，打鬥導致的羽毛和肉體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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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而其餘有設置棲架之組別則沒有發現此種現象，證實棲架對減少雞隻損傷

有顯著幫助。 

   
圖 6-3-1 實驗一 

第 1 組雞隻掉毛及肉體損傷 
 圖 6-3-2 實驗二 

第 1 組雞隻掉毛及肉體損傷 
 圖 6-3-3 實驗三 

 第 1 組雞隻掉毛及肉體損傷 

四、  使用棲架體重增重之相關討論 

三次實驗結果發現不論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實驗，有置入普通棲架以及改

良式棲架之第二、第三與第 4 組，其增重效果皆大於第 1 組，換句話說即有棲架

的雞隻增重大於無棲架之組別，其中改良式棲架組效果最佳，其增重效果較佳之

原因本文認為有以下幾種： 

(一) 使用改良式棲架之雞隻即使於棲架上休憩時也可進行採食，可見採食的方便性及

情形都較普通棲架之組別來的便利，進而達到熱能消耗減少、飼料採食量降低，

但體重卻明顯增加的優勢。 

(二) 根據觀察使用改良式棲架之第三與第 4 組別其雞隻相較其餘組別，站立於棲架上

的時間較長，又站立於棲架上之雞隻通常處於休息狀態。至於同一時間第 1 組無

棲架組大部分雞隻多在進行打鬥、玩耍、奔跑等消耗熱能的行為，因此可能也是

造成增重差異的原因。 

(三) 除了第 1 組無棲架之組別有出現雞隻打鬥造成雞隻掉毛及肉體損傷之外，其餘有

普通棲架與改良式棲架之第 2、第 3 與第 4 組別皆沒有出現此種現象。由此證實

棲架確實能夠有效降低打鬥情形，與其他研究認為畜舍內置入棲架能夠有效改善

增重、減少鬥爭、增加飼料轉換率(楊策等，2018)，以及土雞採用公、母分飼或於

欄內提供棲架及採用戶外放牧之飼養方式可改善增重、飼料轉換率及雞群整齊性

等（林正鏞等，2017）之論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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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研究結果與問題討論，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人道飼養 

(一) 本研究使用棲架原因乃棲架為人道飼養之必需物，為了展現雞隻的自然行為，所

以設置棲架。 

(二) 雞隻的自然行為包括：免於飢餓、免於病害、免於心理上的不安、免於恐懼及表

現自然行為等，而設置棲架即是表現自然行為之用意。 

二、  改良棲架的原因 

(一) 由於文獻中提到，「於畜舍內置入棲架能夠有效改善增重、減少鬥爭、增加飼料轉

換率(楊策等，2018)」，雞隻越成熟時棲架對改善體重、減少打鬥和增加轉換率方

面有較好的影響。 

(二) 因上述原因，加上本研究想試著讓棲架更有實用性和增加棲架的使用率，想出在

棲架上裝設飼料管的想法，起初有這個想法時，是因為想讓雞隻能更長時間的使

用棲架，且在棲架上方休息時也可進行採食，也希望能改善體重、增重、採食量

和轉換率方面的問題。 

(三) 未來將透過上述討論部分所提機械化配合之方向，進行更近一步之設計，並將其

理想商品化，帶給畜牧業更大的改變。 

三、實驗總結 

(一) 比較實驗一、實驗二及實驗三的數據後，整體的結果是第 3 組>第 4 組>第 2 組>

第 1 組，也就是說實驗一、實驗二和實驗三，各實驗的第 3 組有改良式棲架之畜

舍，且棲架上下配置飼料之畜舍飼養組別，在體重、增重、採食量和飼料轉換率

方面皆比其餘組別優秀。 

(二) 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實驗三的體重、增重、採食量 

(三) 第 1 組在掉羽方面比其餘組別嚴重，體重、增重、採食量和飼料轉換率的方面也

比其餘組別差，而第 3 組無論是在掉羽或體重、增重、採食量和飼料轉換率等方

面，皆比其餘比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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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結，經三重複實驗後發現第 3 組其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皆優

於其餘別，其中飼養成本也相較第 1 組低許多，即使有增加改良棲架費用，不過

在日後的增重及售價也有明顯的提高，同時也發現第 1 組無棲架組(最普通的養殖

方式)其各方面皆為最差，透過以上實驗可比較出棲架效果以改良式棲架為最佳，

普通棲架次之，無棲架為最差，本研究也期望未來能夠更進一步結合機械化等相

關設備，使改良式棲架能夠有效推廣，幫助更多農民，為畜牧業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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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飼養強調在畜舍內提供棲架給雞隻使用，
其規定每隻雞活動面積應達八百平方公分以上、
達十五公分以上之棲架以及三十公分以上之水
平間隔。不過光是提供棲架此種方法則有兩種
學術論點，其一為降低採食量，另為改善增重，
兩種論點形成了相互對立的關係，因此本研究
想透過實驗瞭解其中關係。先前研究發現棲架
有改善增重、減少鬥爭、增加飼料轉換率以及
減少採食量的功能，因此本研究以雞隻為研究
對象，並改良普通棲架，探討改良式棲架與雞
隻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之關係。 
 
 
 
1.研究器材 
  畜舍、雞隻、普通棲架、改良式棲架、飼料槽、
電子秤 

2.研究時間 
  實驗一  2018/10/01～2018/11/04 (共35日) 
  實驗二  2018/11/11～2018/12/15 (共35日) 
  實驗三  2019/04/21～2019/05/25 (共35日) 
3.研究對象   
  實驗一、實驗二之四組皆為50隻雞，實驗三之
四組皆為100隻雞，三次實驗雞隻總數為800隻
雞 

 
 
 

壹、研究動機         

1.比較雞隻在有、無棲架畜舍其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
料轉換率的影響(第1、2組) 

2.比較雞隻在有改良式棲架且飼料槽位置不同之畜舍，體
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轉換率的影響(第3、4組)  

3.比較第1組至第4組各組之間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
轉換率的差異 

4.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及事後比較(Post Hoc Tests)
比較實驗三第1組至第4組之體重、增重、採食量及飼料
轉換率的差異 

5.比較三次實驗改良式棲架及飼養成本之分析 

肆、研究流程與架構 

1.場地整理          6.畜舍清潔 

2.育雛                  7.實驗二進行  

3.棲架改良          8.畜舍清潔 

4.棲架測試          9.實驗三進行 

5.實驗一進行    10.文稿撰寫  

貳、研究目的         

圖1 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器材、時間、對象與測量方法 

4.測量方法 
A.體重：雞隻放入畜舍時進行秤重，每隔7日固定秤重
並記錄雞隻體重 

B.增重：將當次秤重重量減去前次秤重重量，可得每周
雞隻增重重量 

C.採食量：實驗一、實驗二每日給予飼料10公斤，於隔
日收集剩餘飼料量並秤重，實驗三每日提供20公斤飼
料 

D.飼料轉換率：將總採食量除以總增重量，可得知該組
飼料轉換率 

E.實驗三Anova檢定：經過體重、增重、採食量等測量
後，並透過SPSS軟體進行Anova分析 

組別 場地   棲架   地面飼料槽   棲架飼料槽   雞數量 

第1組   4.6*2.8平方公尺   0個   3個   0個   50隻 
第2組   4.6*2.8平方公尺   1個   3個   0個   50隻 
第3組   4.6*2.8平方公尺   1個   2個   1個   50隻 
第4組   4.6*2.8平方公尺   1個   0個   3個   50隻 

組別 場地   棲架   地面飼料槽   棲架飼料槽   雞數量 

第1組   6.5*4.8平方公尺   0個 6個 0個 100隻 

第2組   6.5*4.8平方公尺   2個   6個   0個   100隻 

第3組   6.5*4.8平方公尺   2個   4個   2個   100隻 

第4組   6.5*4.8平方公尺   2個   0個   6個   100隻 

表2 實驗三各組配置細項表 

表1 實驗一及實驗二各組配置細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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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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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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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 

35 
329 

2018年6月14日 2018年8月3日 2018年9月22日 2018年11月1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2月19日 2019年4月10日 

研究前資料收集 
實驗一進行前之規劃 

實驗一場地佈置 
棲架改良及製作 

第一次改良式棲架測試 
第二次棲架改良 

實驗一進行 
實驗二場地佈置 

實驗二進行 
實驗三場地佈置 

實驗三進行 
文稿撰寫 

圖2 研究流程甘特圖 



圖3 三次實驗之四組體重長條圖 

一、三次實驗四組體重比較 
 
1.三次實驗以隨機分組進行研究。實驗一
各組初重為51.1公斤至52.6公斤，實驗二
各組初重為115.2公斤至121.7公斤，實驗
三各組初重為140.6公斤至154公斤 

2.實驗一、實驗二和實驗三第三組體重皆
高於其他組別，分別為151.8公斤、235.5
公斤與263.0公斤(圖3) 

二、三次實驗四組增重比較 
 
1.實驗一、實驗二和實驗三第三組增重皆
高於其他組別，分別為99.2公斤、120.3
公斤與115.5公斤(圖4) 

2.三次實驗增重最多與最少之組別其體重
相差大於25公斤以上(第三組減第一組)，
故對於增重，改良式棲架優於普通飼養
方式 

三、三次實驗四組採食量比較 
 
1.實驗一、實驗二和實驗三第一組採食量
皆高於其他組別，分別為243.7公斤、
281.9公斤與502.1公斤(圖5) 

2.比較上，普通飼養方式的組別，其採食
量高於其他組別，有置入棲架組之採食
量較無棲架組低，故可降低飼料成本 

伍、研究結果 

五、改良式棲架及飼養相關成本 
 
    計算所得收益後發現實驗一第一組最低8257.5元，第三組最高10844元；實驗二同為第一組收益最低15690元，而第
三組最高19346.3元；實驗三同為第一組收益最低12823.9元，而第三組最高16776.6元(表3)，可見置入改良式棲架可帶
來更高的經濟效益 

圖5 三次實驗四組總採食量長條圖 

圖6 三次實驗四組飼料轉換率長條圖 

kg 

Kg飼料/Kg肉 

kg 

圖4 三次實驗之四組總增重長條圖 

四、三次實驗四組飼料轉換率比較 
 
1.實驗一、實驗二和實驗三第三組飼料轉
換率皆低於其他組別，分別為食用2.389
公斤、2.254公斤與4.033公斤飼料可增加
1公斤體重(圖6) 

2.第三組與其餘組別比較，欲增加1公斤的
重量其採食量較低，可知改良式棲架對
於飼料轉換率有顯著改善 

kg 

表3 三次實驗期間各組總體重X時價95/公斤-35日實驗費用 

項目 
組別 

  
  

實驗一 
  
  

實驗二   實驗三 

第1組   125.4X95-3655.5=8257.5(100%)*1   210.3X95-4288.5=15690.0(100%) 
  

227.48X95-8786.7=12823.9(100%) 

第2組   138.4X95-3484.5=9663.5(117%) *1   230.2X95-4138.5=17711.5(112%) 239.07X95-8511.0=14200.6(110%) 

第3組   151.8 X95-3577.0=10844(131%) *1     235.5X95-4026.2=19346.3(123%) 263.04X95-8212.2=16776.6(130%) 

第4組   136.4X95-3531.2=9426.8(114%) *1   226.3X95-4162.7=17335.8(110%) 244.53X95-8419.9=14810.4(115%) 

*1：100%表示以第1組普通飼養方式為比較基準，並換算其餘組別可能增加或降低的程度                                                                                                 單位：元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SS) 自由度(df) 均方和(MS) 檢定(F) 

群組之間 6.591 3 2.197 40.323* 

群組內 21.577 396 0.054 

總計 28.169 399 

* p＜0.001 

（I）組別 （J）組別 平均數差異（I-J） 

1 

2  -0.1158* 

3  -0.3555* 

4 -0.1704* 

2 

1 -0.1158* 

3 -0.2396* 

4 -0.0545- 

3 

1 -0.3555* 

2 -0.2396* 

4 -0.1851* 

4 

1 -0.1704* 

2 -0.0545- 

3 -0.1851* 

* p＜0.05 

表5 Anova檢定體重的事後比較表 

表4 實驗三雞隻第五週體重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六、體重與各組水準無差異的假設檢定虛無與對立
假設如下： 

H0：μ第1組＝μ第2組＝μ第3組＝μ第4組 
H1：μi不全相等（i＝第1、2、3、4組） 

經SPSS統計軟體計算後得知，各組第五週體重
的F值為40.323(p＜0.001)，達顯著水準，故拒絕
H0，表示實驗三的四組雞隻體重有顯著差異(表4) 

藉由事後比較發現以
及邊緣平均數發現，
第3組的增重顯著高
於1、2、4組，4組又
高於1、2，而第1組
最低。可見第3組的
棲架具有顯著的增重
效果，而無棲架的第
1組則增重效果最差
(表5) 

七、實驗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體重的事後比較 



柒、結論     

一、雞隻在體重、增重、採食量與飼料轉換率皆以第3組最好，第1組最差，第2、4組次之 
二、整體上，改良式棲架在各方面優於普通棲架，且普通棲架優於無棲架之組別，總結發現改良

式棲架之效用最佳 
三、未來可將改良式棲架量產化，並有效推廣，幫助更多雞農，也期望此設計能夠對於養雞業有

所貢獻 
 

陸、問題與討論       

一、雞隻在改良式棲架上進行採食(圖7~圖10)，且雞隻約8週齡前身形較小，較容易跳到棲架飼料槽內
(圖11)，導致飼料溢出影響採食量計算 

二、上述問題本研究建議於兩層棲架之間加綁繩索(圖12)，使雞隻無法進入飼料槽內，防止上述情形，
待雞隻8週齡後便可拆除 

三、第1組無設置棲架，常發現雞隻打鬥導致羽毛和肉體的受損(圖15~圖17)，其餘有設置棲架之組別，
則未發現此種現象，推論棲架可減少雞隻打鬥 

四、使用改良式棲架之第3與第4組，其雞隻於棲架上的休憩時間較長。同一時間，第1組無棲架組雞隻
大部分在進行打鬥、玩耍、奔跑等消耗熱能的行為，因此也是造成體重差異的原因 

五、雞隻於改良式棲架上休憩時亦可進行採食，較普通棲架便利，因此達到減少熱能消耗、飼料採食
量降低，而體重明顯增加的優勢 

圖11 雞隻站在飼料槽中 圖12 加綁繩索 

六、實驗一及實驗二因礙於人力成本及時間，因此無法逐一測量雞隻體重，又實驗重複性較少，且實
驗時間集中於10到12月，若未來有進一步研究，可將實驗期間拉長、重複次數增加以及嘗試改變
體重測量方法，使研究更為周延 

七、實驗三測量方式改為單隻秤重，使用電子磅秤並放置方形水桶方便測量 (圖13) 
八、期望未來能夠設計改良式棲架結合機械化給飼系統(圖14)，使飼料可自動補充至棲架飼料管中，

以節省人力成本 
 
 

圖15 打鬥導致背部損傷 圖17  打鬥導致掉毛 圖16 打鬥導致掉毛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SS) 自由度(df) 均方和(MS) 檢定(F) 
群組之間 9.524 3 3.175 129.901* 
群組內 9.653 395 0.024 
總計 19.177 398 3.175 

* p＜0.001 

（I）組別 （J）組別 平均數差異（I-J） 

1 
2 -0.2008* 
3 -0.4212* 
4 -0.3038* 

2 
1 -0.2008* 
3 -0.2204* 
4 -0.1030* 

3 
1 -0.4212* 
2 -0.2204* 
4 -0.1174* 

4 
1 -0.3038* 
2 -0.1030* 
3 -0.1174* 

* p＜0.05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SS) 自由度(df) 均方和(MS) 檢定(F) 
群組之間 19.037 3 6.346 31.178* 
群組內 27.680 136 0.204 
總計 46.717 139 

* p＜0.001 

（I）組別 （J）組別 平均數差異（I-J） 

1 

2  -0.5286* 

3  -1.0229* 

4  -0.6829* 

2 

1 -0.5286* 

3  -0.4943* 

4 -0.1543- 

3 

1 -1.0229* 

2 -0.4943* 

4 -0.3400* 

4 

1 -0.6829* 

2 -0.1543- 

3  -0.3400* 

* p＜0.05 

表6 實驗三雞隻五週總增重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表7 Anova檢定增重的事後比較表 

經SPSS統計軟體計算後得知，各組五週總增重的
F值為129.901 (p＜0.001)，達顯著水準，故拒絕
H0，表示實驗三的四組雞隻體重有顯著差異(表6) 

藉由事後比較發現
以及邊緣平均數發
現，第3組的增重顯
著高於1、2、4組，
第4組又高於1、2組
，而第1組最低。可
見第3組的改良式棲
架具有顯著的增重
效果，而無棲架的
第1組則增重效果最
差(表7) 

表8 實驗三雞隻五週採食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表9 Anova檢定採食量的事後比較表 

經SPSS統計軟體計算後得知，各組五週採食量的
F值為31.178 (p＜0.001)，達顯著水準，故拒絕H0
，表示不同組別對雞隻採食量有顯著的影響力(表
8) 

藉由事後比較發現
以及邊緣平均數發
現，第3組的採食
量顯著低於1、2、
4組，第1組又高於
2、4，而第3組最
低。可見第3組的
改良式棲架具有顯
著的減少採食量效
果，而無棲架的1
組則減少採食量效
果最差(表9) 

圖13 雞隻秤重 圖14 棲架結合給飼系統 

圖7 雞隻於棲架上採食 圖8 雞隻於棲架上採食 圖9 雞隻於棲架上採食 圖10 雞隻於棲架上採食 

十一、實驗三單因子異數分析檢定採食量的事後比較 九、實驗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增重的事後比較 

十、實驗三採食量與各組水準無差異的假設檢定虛無
與對立假設如下 

八、實驗三總增重與各組水準無差異的假設檢定虛
無與對立假設如下 


	052201-封面
	052201-本文
	摘要
	壹、 研究動機
	貳、 研究目的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伍、 研究結果
	陸、 討論
	柒、 結論
	捌、 參考資料及其他

	052201-評語
	052201-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