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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emperature of hatching can affect Chinese silkys's sex 

It is now established that the sex of Pheasants is determined when the egg is impregnated, rather than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However, in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we find that the sex of Pheasants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temperature of hatching. In the normal hatching condition (humidity:55% RH ,temperature: 

98.5℉), the ratio of female and male offspring of Chinese silkys is 1:1. If the temperature is lowered to 

97℉, the female offspring occupies a proportion of 93%. If the temperature is raised to 100℉, the male 

proportion will reach 92%. We can thus derive the conclusion: the impregnated eggs of Chinese silkys 

will be transformed to male at a temperature higher than the normal one, while a lower temperature than 

the normal one will cause the impregnated eggs to be female. The experi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through six generations of Chinese silkys, and the results are practically the same. This indicates that 

temperature changes can affect gender, This may be related to a Z-linked of DMRT1 gene on the DNA, 

which is temperature-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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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溫變性轉(孵化溫度對宮廷雞性別的影響)  

目前生物學知識認為雉科鳥類的性別，在卵受精後即決定(WZ型)，不受環境的影響，但是在

本組一連串的實驗中發現，雉科鳥類的性別與孵化的溫度變化有非常大的影響，一般宮廷雞

的孵化條件在濕度 55％RH 及溫度 98℉～99℉，在此孵化條件下宮廷雞的子代♀：♂=1：1，

若溫度降為 97℉的孵化條件下所得子代♀性佔 93％，倘若溫度升高為 100℉的孵化條件下所

得子代♂性佔 92％，可見在比正常孵化溫度高的環境下宮廷雞的受精卵會轉變為♂性，而比

正常孵化溫度低的環境下孵化的宮廷雞受精卵卻會轉變為♀性，本實驗續做了六代，結果大

致相似，由此可以證明控制孵化溫度可以改變宮廷雞的性別，這一行為，可能與 Z染色體上

一個溫度依賴型的連鎖基因(DMRT1)之表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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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偶然看到葉雲宏先生(四)「人工孵化器多元運用探討」的論文，裡面談到在孵化

南方山齒鶉、北方山齒鶉時,在溫度 100.1℉以上孵化的子代雄性比例很大；由王怡婷
(一)「番鴨性別決定候選基因DMRT1 之選殖」得知，雉科鳥類其Z染色體上有一個溫

度依賴型的連鎖基因稱為DMRT1，它的表現會使雄性的睪丸發育而表現出雄性特

徵，而此一DMRT1 基因會受溫度變化影響，在高溫的環境表現良好，而在低溫環境

下其表現有被抑制的可能，如果雞類Z染色體上的溫度依賴型連鎖基因DMRT1，可

以受溫度的操控而改變雞類外表所顯現的性徵，那麼我門就可以藉由孵化溫度控制

雞類的性別。 

我覺得這個題目相當具有研究價值；如果證實孵化溫度可以控制雞類的性別，

真是畜牧業的一大改革，例如：蛋雞場需要母雞而肉雞場則大部分需要公雞，而目

前養雞場都採用人工鑑別，耗費人力而且增加成本，如果採用孵化溫度來控制雞類

的性別，不但可以節省人力而且降低人工及飼料等生產成本。 

因為葉先生提到其樣本數不夠，剛好家裏飼養宮廷雞(Chinese silkys)，宮廷雞產

蛋期長而且產蛋數多所以我們採用宮廷雞為樣本，設計一系列的實驗以證實控制孵

化溫度可以決定雞類子代的性別，並探討孵化溫度決定雞類子代性別的可能機制。 

 

二、研究目的 

1、探討孵化溫度是否為決定雞類性別的主要原因 
2、瞭解孵化溫度決定雞類性別的可能機制  

三、研究設備及器材 

人工孵化器(空氣循環式，溫濕度可調，孵化室與發生室同室分別置於上下層，全室 

溫差±0.2℉，濕度差±5﹪RH. ，同時可以孵化 200 個蛋 ) 三台，自製 

宮廷雞（1997年家父從中國大興瀕危動物繁殖研究中心引進，清朝時宮廷御膳用雞

種，瀕危但非保育類） 

溫濕度計   IC corporation  誤差±0.5℉ 

數位相機 

貳、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種蛋孵化率實驗:採用 2000年 2 月出生同雞齡宮廷雞編號 01（♂）與三個不同雞群

編號 2N（♀）、3N（♀）、4N（♀）雞交配所生產的蛋，隨機取樣各分成七組（Ａ~Ｇ），

在濕度 55﹪RH.的條件下以不同溫度（97℉~103℉）孵化，決定實驗組溫度及對照組

溫度。 

二、同雞齡不同群母雞所產的種蛋孵化實驗:將 2000年 10 月~2002年 8 月同雞齡三個不

同雞群編號 2N（♀）、3N（♀）、4N（♀）母雞與編號 01（♂）公雞交配所生產的蛋，

隨機取樣各分成三組，在濕度 55﹪RH.的條件下分別以實驗組(P)溫度 97℉、對照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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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實驗組(Q) 100℉孵化，觀察同雞齡不同母雞不同孵化溫度時子代性別。 

三、同一隻母雞不同齡雞所生產的種蛋孵化實驗:把 2000年 2 月~2002年 8 月生產的蛋，

隨機取樣分成實驗組及對照組，對照組以溫度 98.5℉濕度 55﹪RH.孵化；實驗組在孵

化溫濕度 100℉ 55﹪RH.的孵化條件下孵化，觀察不同雞齡所產之子代雌雄比例。 

四、不同數目的雌雄配對所產生的種蛋孵化實驗:隨機挑選同齡成熟宮廷雞，分為 4組：

1♂3♀、1♂7♀、3♂3♀、3♂1♀。以不同雄雌比例進行配對繁殖，將生產的蛋隨機

取樣分成實驗組及對照組，對照組以孵化溫度 98.5℉濕度 55﹪RH.孵化；實驗組在孵

化溫濕度 100℉ 55﹪RH.的孵化條件下孵化，觀察不同數目的雌雄配對，其子代性別。 

五、同一雞群連續 3年每年 5 月所產生的種蛋孵化實驗:2001年~2003年每年 5 月均將編

號 2（♀）、3（♀）、4（♀）、8（♀）、9（♀）、10（♀）成雞連續 14 天內所生的蛋，

隨機選取二分之一的蛋並分為三組：實驗組(P)溫度 97℉，濕度 55﹪RH.；實驗組(Q)

溫度 100℉，濕度 55﹪RH. ；對照組(R)溫度 98.5℉，濕度 55﹪RH.的條件下孵化，綜

合觀察在相同濕度，不同孵化溫度下孵出的子代性別。 

六、同一雞群三種不同孵化溫度連續 6代所產生的種蛋孵化實驗:取 2002～2004年，同一

雞群親代(P)所產生的種蛋隨機等量分成三組，在濕度 55﹪RH.下，分別以實驗組(P)

溫度 97℉、對照組(R) 98.5℉、實驗組(Q) 100℉孵化，並且在相同條件育成的子代中

選取健康雌雞為 F1，將所產生的種蛋用父母代所使用的孵化溫度孵化，如此重複 5

代(分別產生 F2、F3、F4、F5)，觀察孵化的子代雌雄比例變化、子代受精率變化及子

代對親代產蛋率的變化。 

七、選取冠大腳羽少(ZZ)♂性與冠極小腳羽少(WW)♀性配對在正常孵化溫度(98.5℉)          

下孵化，統計孵化的子代性別。 

八、將所得的實驗結果紀錄、統計、作表、繪圖、資料分析（SPSS For Windows 10.0版）
及照相。 

參、研究結果 

一、由（圖一）顯示：宮廷雞品系，在不同溫度下孵化，由種蛋的孵化率可知：溫度高

於 101℉以上的種蛋孵化率很差(＜55﹪)且 103℉含以上無法孵化成功( 0﹪)﹔只有

溫度在 97℉～100℉時種蛋孵化成功機率大。 

二、由（表一）得知，雞齡相同編號 2N、3N、4N 三個母雞群種蛋以不同溫度 97℉、98.5

℉、100℉在濕度 55﹪RH.下孵化，子代雄雌的卡方(χ2)百分同質性檢定 實驗組 97
℉（P=0.387）實驗組 100℉（P=0.799）和 對照組 98.5℉（P=.402），（P＞.05）均無
顯著差異。 

三、由（表二）得知，不同雞齡宮廷雞種蛋在相同孵化條件所孵出之子代雄雌比例的卡

方(χ2)百分同質性檢定實驗組（P=0.742）和對照組（P=0.997），（P＞.05）均無顯著
差異。 

四、由（表三）得知，宮廷雞種鳥不同雄雌配對比所孵出之子代雄雌比例的卡方(χ2)百
分同質性檢定實驗組（P=0.641）和對照組（P=0.864），（P＞.05）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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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表四）（表五）（表六）得知：1、雄性：連續 3 年每年 5月宮廷雞種蛋在相同濕
度不同孵化溫度所孵出之子代雄性統計的重複量測達顯著差異(Wilk’s Ё =13.15，
p<.05)。進行事後比較，由（表五）得知，970F-98.50F的不同溫度達顯著差異；970F-1000F
的不同溫度達顯著差異。  2、雌性：連續 3 年每年 5月宮廷雞種蛋在相同濕度不同

孵化溫度所孵出之子代雌性統計的重複量測達顯著差異(Wilk’s Ё =75.16，p<.01)。進
行事後比較，由（表六）得知，970F-98.50F的不同溫度達顯著差異；970F-1000F的不

同溫度達顯著差異；98.50F-1000F的不同溫度達顯著差異。 
六、由（圖三）顯示：在同一雞群三種不同孵化溫度，連續六代宮廷雞所產生的種蛋，

育成的雌雄百分比，在 97℉低溫（實驗組(P)）孵化種蛋雌性佔 90％以上，各代間

並無明顯的改變；在 100℉高溫（實驗組(Q)）孵化種蛋，育成結果雄性介於 92％～

58％，且有隨著子代的代數增加而遞減的現象；98.5℉的孵化溫度（對照組(R)）孵

化的雄性介於 48％～51％，各代間並無明顯的改變。 

七、由（圖四）顯示：連續六代宮廷雞的受精率，在 100℉高溫（實驗組(Q)）孵化的成

熟子代受精率有隨著子代的代數增加而遞減的現象，但低溫（實驗組(P)）及 98.5℉

一般孵化溫度（對照組(R)）孵化的成熟子代受精率在 85％ 左右而且不隨子代的代

數增加而改變。 

八、由（圖五）顯示：連續六代宮廷雞子代對親代的產蛋率百分比，用 100℉高溫（實

驗組(Q)）孵化所育成的成熟子代產蛋率有隨著子代的代數增加而增加的現象，但用

97℉低溫（實驗組(P)）孵化所育成的成熟子代產蛋率卻隨著子代的代數增加而減

少，而一般孵化溫度 98.5℉（對照組(R)）所育成的成熟子代產蛋率並無明顯的改變。 

九、由(表六) 顯示： 冠大腳羽少(ZZ)♂性與冠極小腳羽少(WW)♀性配對在一般孵化溫

度(98.5℉)下孵化子代都為雌性。 

肆、討論 

一、由(圖一)可知孵化溫度在 100℉以下的處理孵化效果很好，但孵化溫度高至 103℉則

孵化率為 0，可能溫度太高破壞雞胚的發育，所以 103℉可能為孵化種蛋的臨界溫度；

參考H﹐R. (七) 也建議孵化溫度除特殊鳥種外，孵化溫度不要超過 101℉，因此本實驗

採用 97℉、100℉為實驗組溫度，而以 98.5℉為對照組溫度。 

二、由(圖二)可得，100℉孵化相同雞齡所產的種蛋育成雞雄性比例極高，這個結果與葉
(四)裡面談到「在孵化南方山齒鶉、北方山齒鶉時,在溫度 100.1℉以上孵化的子代雄

性比例很大」相符合，而且我們發現 97℉孵化的種蛋育成的子雞雌性比例較多，此

一結果，讓我們感受到在種蛋入孵 3天內以不同溫度處理竟能得到性別比例有如此

大的差異。 

三、由(表一) 同雞齡不同母雞，(表二) 不同雞齡同一隻母雞，(表三)不同數目的雌雄配

對，及(表四) (表五)（表六）不同孵化溫度的結果顯示以 100℉的溫度孵化 3天後再

回到 98.5℉的環境完成孵化，所育成的雄性子代比例偏多(平均約 90％以上)，由此

可知先期以 100℉的溫度孵化 3天後再回到 98.5℉完成孵化確實可以使子代的性別

轉變為雄性；而且子代性別由孵化溫度決定與母雞的遺傳、雞齡及雌雄配對的比例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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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為市場需要所以每年 5 月所孵化的宮廷雞子雞，雄雞出售給閹雞飼養場，隔年清

明節上市；雌雞出售給民間，冬至進補用。由(表四)收集 2001～2003年每年 5 月的

宮廷雞所產生之種蛋在不同溫度 3 天後再回到 98.5℉的環境完成孵化(整個過程約

21 天完成)，所得的結果：在破殼後 48 小時內檢查小雞發現 97℉低溫孵化，所育成

子代雌性佔比例極高，100℉高溫孵化，所育成的子代雄性較多，此一結果更可以

肯定在種蛋入孵 3天內，以不同溫度處理，確實可以改變宮廷雞子代的性別。 

五、本組為了要探討孵化溫度改變性別的原因又作了實驗六，以不同的溫度孵化的種蛋

在同一環境下連續探討六代發現，如同前面幾個實驗結果，高溫（100℉）下孵化

育成的子代雄性比例較多，此ㄧ雄性比例也會隨著子代數目增加而遞減（圖二）尤

其第五代宮廷雞的雄性比例已經下降至近 56.4%左右;而低溫（97℉）條件下孵化育

成的子代雌性比例仍然較多，但由文獻(一)得知，雉科鳥類其Z染色體上有一個溫度

依賴型的連鎖基因稱為DMRT1，它的表現會使雄性的睪丸發育而表現出雄性特徵，

而此一DMRT1 基因會受溫度變化影響，在高溫的環境表現良好，而在低溫環境下

其表現有被抑制的可能。 

根據文獻(六) 以往認為溫度改變受精卵的性狀，只存在於部份的蜥蜴、部份的龜

類以及所有的鱷魚當中。生物學上認為個體性別決定的時機，在於受精卵形成的那

一剎那。也就是說，性別由受精卵中的染色體決定。但是一九六六年在非洲西部對

一種蜥蜴的觀察卻發現卵在孵化過程中的溫度，足以影響子代的性別比例。若把蛋

的整個孵化過程分為三等分時，這些爬蟲類的性別，由中段三分之一時間的孵化溫

度所決定。當孵化溫度偏低時，有些種類的蛋全被孵化成雌性，當孵化溫度偏高時，

則全被孵化成雄性，當孵化溫度居中時，雌雄各半。另外一些種類卻剛好相反。又

有些種類，在低溫高溫孵化皆孵出雌性，但在孵化溫度居中時，則全產雄性。以密

西西比河鱷為例。當卵的孵化溫度小於或等於 30℃ 的時候，將全部孵出雌鱷；當

卵的孵化溫度大於等於 34℃ 的時候，將全部孵出雄鱷；如果孵化溫度為 32℃則孵

出之雌雄之比為 86：13。溫度決定性別的秘密，在於溫度控制了酵素的活性，而

酵素活性決定了胚胎中性荷爾蒙的種類和數量。女性荷爾蒙增高導致卵巢發育，而

男性荷爾蒙增高導致睾丸發育，由此造成爬蟲類中雌雄性別之不同。 

根據文獻
(三) (六)得知鳥類與爬蟲類在演化上為近親，而鳥類的性染色是屬於ZW

型，雄性兩個染色體相同稱為ZZ，而雌性的兩個染色體不同稱為ZW再由文獻(二)得

知，人類Y染色體在胚胎期亦有控制雄性性徵表現的基因，當此一基因表現時也會

抑制雌性特徵的表現，倘若如此，是否可以說雉科鳥類Z染色體連鎖基因DMRT1 在

宮廷雞早期胚胎發育中當其表現出雄性特徵時，亦會抑制雌性特徵的表現，倘若種

蛋不含此基因或雖含此基因，但因在溫度過低的環境下亦不表現，而使雌性性徵表

現出來。 

六、從實驗六，探討育成子代的受精率如(圖四)發現，高溫 100℉孵化條件下所育成子代

的受精率有隨子代數增加而漸減現象，可能與育成(WZ)♂子代機會增多有關，或許

也因為此一雄雞才使雌雞受精率變差。 

七、從實驗六，探討育成之成熟子代的產蛋率發現，在 100℉高溫孵化條件下如(圖五)，

所育成子代的產蛋率有隨子代的代數增加而漸增的現象，可能與育成(WW)♀的子

代機會增多有關，而在低溫處理時，產蛋率有隨子代的數目增加而遞減的現象，可



能受(ZZ)♀子代不產蛋的影響。 

八、由染色體遺傳法則推出(五)： 

1.高溫 100℉孵化的子代染色體組合與性狀表現： 

Ｐ：  (ZZ)♂                       (WZ)♀  

配子:    Z                        W       Z 

F1(可能):   (WZ)♂        (WZ)♀         (ZZ)♂  

              (DMRT1 受高溫表現) 

2.高溫 100℉孵化的子代染色體組合與性狀表現： 

 F1：  (WZ)♂                       (WZ)♀  

配子: W     Z                     W      Z 

 

F2(可能):   (WW)♀       (WZ)♂       (WZ)♀       (ZZ)♂     

      (受高溫並不影響)   (DMRT1 受高溫表現) 

3.低溫 97℉孵化的子代染色體組合與性狀表現： 

Ｐ：  (ZZ)♂                       (WZ)♀  

配子:    Z                        W       Z 

F1(可能):  (WZ)♀                   (ZZ)♂ ZZ♀(1.在低溫下不表現 

2.不產蛋)                     

 

九、經過以上的實驗結果，我們又回過頭來尋找實驗六的成熟宮廷雞外表性狀，發現在

育成的成熟宮廷雞中在 100℉孵化下的雞群中，有四種不同的外表性狀﹔雄雞有冠

大腳羽少及冠較小腳羽多的兩種，而雌雞亦有兩種冠小腳羽多及冠極小腳羽少，而

在 97℉孵化下的雞隻也發現有三種不同的外表性狀﹔雄雞一種冠大腳羽少，而雌

雞兩種冠小腳羽多及冠大腳羽少，如(照片三)，假設我們在染色體組合中加以配對，

如(表七)。則由(圖四)(圖五)所推出來的討論六、七即可解釋。 

十、由 (表八) 探討冠大腳羽少(ZZ)♂性與冠極小腳羽少(WW)♀性配對在一般孵化的溫

度(98.5℉)下育成子代的實驗結果得知(WW)♀性宮廷雞可能存在。 

十一、由於(WW)♀性的存在，那麼由遺傳法則可以證明(WZ)♂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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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實驗的結果與 王(一)「番鴨性別決定候選基因DMRT1 之選殖」相符合，這個結果

可以提供禽類飼養的農戶如何選種及控制在何種孵化溫度下育種；同時也可以推廣

肉質鮮美成長效率高的宮廷雞，利用宮廷雞的外表特徵選育需要的基因，倘若要生

產蛋雞則選擇冠極小腳羽少(WW)♀雞隻與冠大腳羽少(ZZ)♂為種雞育成所需要的

(WZ)♀子代，或直接選取冠極小腳羽少(WW)♀雞，因為這種母雞的產蛋數比冠小

腳羽多(WZ)♀母雞多出 30％，但是目前這種母雞數量很少；如要生產肉雞（希望

♂性子代）則用冠大腳羽少(ZZ)♂與冠小腳羽多(WZ)♀交配在高溫(100℉)環境下孵

化，則可產生(ZZ)♂或(WZ)♂的雄性子代；若希望♀性子代則選擇冠極小腳羽少

(WW)♀雞隻與冠大腳羽少(ZZ)♂為種雞育成所需要的(WZ)♀子代。 

十三、本實驗亦可提醒人類的試管嬰兒處理中心，或人工子宮孕育的研究者，在處理胚胎

的發育過程要注意溫度的控制。 

十四、由文獻(一)知已有DMRT1 的cDNA被製造出來，希望將來能夠透過生物晶片(micro array) 

的方法，採血檢驗使本實驗的真實性更為精確。 

伍、結論與應用 

實驗結果顯示：一、控制孵化溫度可以改變雞類子代的性別。                   

二、Ｚ染色體上的連鎖基因DMRT1 的表現可能與溫度的改變有關。 

此一實驗結果可以運用在稀有及瀕危鳥類的復育，或是蛋雞及肉雞的生產，例如: 稀

有及瀕危鳥類本來數量就稀少，如果孵出的後代單一性別不但浪費資源而且復育成功

機率不大；蛋雞都需要雌雞，肉雞則大部分是雄雞。目前蛋雞及肉雞的雄雌鑑別都採

用人工鑑別法，甚至未經鑑別即飼養，等外表性徵出現後再淘汰，不僅耗費人力而且

造成生產成本的增加。如果採用孵化溫度控制性別，不但節省人力，同時降低生產成

本，對於稀有及瀕危鳥類的復育及大規模的家禽畜牧業，將會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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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雞齡相同不同母雞相同濕度不同溫度孵化所產的子代雄雌比較分析 
溫度 性別 母  雞  編  號 

2N            3N            4N 
合計 χ2 

1000F 雄 
雌 

46 
7 

37 
8 

29 
6 

112 
21 

.799 

98.50F 雄 
雌 

23 
30 

20 
25 

35 
29 

78 
84 

.402 

970F 雄 
雌 

4 
34 

5 
25 

3 
42 

12 
101 

.387 

附註：濕度 55﹪RH.、P<.05 
 

 
表二 不同雞齡宮廷雞種蛋（:2000年~2002年）所孵出之子代雄雌比較分析 

 
溫度 

 
子代

性別 

產蛋月份 
    2000 年          2001 年            2002 年

2月  6月  8月  2月  6月  8月  2月  6月  8月 

 
合計 

 
χ2 

1000F 雄 
雌 

14 
4 

25 
6 

30 
2 

13 
2 

30 
4 

37 
4 

25 
2 

23 
4 

36 
5 

233 
33 

.742 

98.50F 雄 
雌 

9 
7 

15 
15 

13 
12 

9 
10 

16 
13 

19 
20 

12 
12 

14 
14 

14 
18 

121 
121 

.997 

附註：濕度 55﹪RH.、P<.05 

 

表三 宮廷雞種鳥不同雄雌配對比所孵出之子代雄雌比較分析 

 
溫度 

子代

性別 
配種組合 

1雄 3雌     1雄 7雌     3雄 3雌     3雄 1雌 
 
合計 

 
χ2 

1000F 雄 
雌 

37 
2 

67 
3 

33 
2 

14 
2 

151 
9 

.641 

98.50F 雄 
雌 

19 
22 

32 
37 

16 
15 

8 
6 

75 
80 

.864 

附註：濕度 55﹪RH.、P<.05 
 

表四、2001 年 2003 年每年 5月宮廷雞種蛋在不同孵化溫度所孵出之子代性別統計 

性別(隻) 孵化溫度 

（℉） 
孵出數(隻) 

♂ ♀ 

97 191 17 174 

98.5 172 92 80 

100 114 86 28 

附註：濕度 55﹪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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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01 年 2003 年每年 5月宮廷雞種蛋在不同孵化溫度所孵出之子代雄性事後比較表 
變項 迴歸係數 B 標準誤 t值 
970F-98.50F 12.5 2.187 5.72** 
970F-1000F 11.5 3.233 3.56* 
98.50F-1000F -1.0 2.720 .728 
附註：濕度 55﹪RH.、P<.05 
 
 
表六 2001 年 2003 年每年 5月宮廷雞種蛋在不同孵化溫度所孵出之子代雌性事後比較表 
變項 迴歸係數 B 標準誤 t值 
970F-98.50F -15.67 5.02 -3.12* 
970F-1000F -24.33 3.32 -7.32** 
98.50F-1000F -8.67 2.171 -4.0* 
附註：濕度 55﹪RH.、P<.05 
 

 

表七、外表性狀與性染色體配對推測 

 

97 ℉ 98.5 ℉ 100 ℉ 

♂ ♀ ♂ ♀ ♂ ♀ 

ZZ ZZ ZW ZZ ZW ZZ ZW ZW WW 

冠
大
腳
羽
少
。 

冠
大
腳
羽
少
，
不
產
蛋
或
畸
型
蛋
。 

部
份
單
腳
或
雙
腳
有
短
腳
距
。 

冠
小
腳
羽
多
。 

冠
大
腳
羽
少
。 

冠
小
腳
羽
多
。 

冠
大
腳
羽
少
。 

冠
較
小
腳
羽
多
，
授
精
率
低
。 

冠
小
腳
羽
多
。 

冠
極
小
腳
羽
少
，
產
蛋
量
大
。 

 

表八、冠大腳羽少(ZZ)♂性與冠極小腳羽少(WW)♀性配對在孵化溫度 98.5℉ 下育成子代的

雄雌統計 

入孵數 授精數 孵化數 雄 雌 

42 40 39 0 39 

附註：濕度 55﹪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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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不同孵化溫度孵化百分率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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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雞齡相同編號 2N、3N、4N 母雞群種蛋在相同濕度不同溫度下 

子代雄性佔孵出數百分比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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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同一雞群三種不同孵化溫度連續六代宮廷雞所產生的種蛋育成的雌雄 

佔總數百分比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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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在不同孵化溫度所育成的雄性成雞受精率百分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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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不同孵化溫度所育成的雌性成雞子代對親代產蛋率百分折線圖 

 

照片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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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

 

照片三： 

                   

(♀)冠小腳羽多                   (♂)冠大腳羽少 

     

 (♀)冠大腳羽少      (♀)冠極小腳羽少   (♂)冠較小腳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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