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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防範家禽流行性感冒（簡稱禽流感）病毒入侵禽場，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重大政策亦為本局重點工作項目之一，為致力達成此項任務，本局透過計

畫與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及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等禽病實驗室合作，利用分子生物檢測技術，針對病毒可能入侵禽場風

險因子包含現場車輛、人員、房舍設備、飼養設備、場區環境及媒介動物等

進行檢測，並將結果彙整分析，同時確認各項目風險數值，據以編撰「禽場

生物安全」手冊，藉以提升禽場生物安全，降低禽流感入侵風險。

另為提升「禽場生物安全」手冊教育效果，特別商請檢測團隊專家群，

將檢測數據，化為現場操作圖片，以利執業獸醫師及禽場工作人員實務執行

方式，同時針對可能的風險因子提供具體強化方案，能快速掌握並加以控制。

另外，手冊增加禽舍（場）日常清潔消毒重點，可有效清除作業環境中病原。



本手冊為檢測團隊專家群智慧結晶，搭配淺顯易懂的圖文說明，值得

推薦給現場執業獸醫師及禽場工作人員參考運用，一起做好禽場生物安全工

作，共同守護家禽產業，讓產業永續蓬勃發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局長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發行人序
高病原性禽流感是具高度傳染性及高致死率的禽類傳染病，本病預防一

向為國際迫切關注的禽類健康議題。自民國106年起，本所與國內禽病專家

著手輔導發生禽流感疫情的禽場與生物安全防護較弱的禽場，協助這些牧場

檢測環境中的病原，同時也對於規格完善的禽場收集相關檢測資料作為比較。

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禽場的硬體設施規格對於禽場的防疫能力並不是最關

鍵的決定因素，小型的禽場不需昂貴或先進的設施也可以做好的生物安全防

範。生物安全的大原則並不複雜，最重要的仍是「管理」及「落實」。因此

我們將輔導過程中對環境病原的檢測成果、歸納出的高風險位置收集於本手

冊，並儘量以實際優劣範例呈現禽場生物安全的問題，並提供改善的方案。

為求內容簡明且實用，手冊以多色頁籤標示，當有禽場生物安全疑慮時，可

快速依區域的頁籤顏色找尋，可作為簡易、諮詢、宣導及教育工具。



特別感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支持，國立中興大學歐

繕嘉教授及謝明昆教授、國立嘉義大學陳秋麟教授及羅登源教授、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連一洋教授及鄭明珠教授的付出、提供珍貴的照片資料及協助編輯，

特致上謝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所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一、前言

⚫ 生物安全是防止各種疫病入侵禽場的基本措施，包括有

軟硬體設備管控。

⚫ 手冊中收錄了利用分子生物檢測技術發現禽場環境中病

原潛藏的高風險位置，以及禽場因軟硬體的不足而可能

造成疫病入侵的缺口。手冊中一併提出改善的方案供業

者參考，希望協助提升禽場對抗疾病的防禦能力。

⚫ 由於國內禽場飼養型態相當多元，所舉範例未必適用所

有類型禽場，疏忽之處尚祈見諒並請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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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冊簡介
本手冊介紹禽場中常見的生物安全風險並依其發生位置加以分類，

需要查閱時可依分類快速的翻查。同時針對各區域中針對高風險

處提出因應的改善措施，並在最後介紹清潔消毒操作的重點。



三、風險項目

禽場的風險因子在本手冊中依軟體、硬體及空間等條件分成

六大項。在各個項目引起風險的因子大不相同，將在本章節

中依序逐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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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如何從外部進入禽場?

10



病原也可能一直潛藏在禽場

11





管理重點

⚫ 規劃車輛動線

⚫ 規劃停車位置

⚫ 管制進出車輛

風險位置

⚫ 各種進出禽場的車輛

⚫ 高風險位置：輪胎、腳
踏墊、載貨槽…

清潔消毒強化

⚫ 進入禽場前清潔消毒車輛

13



管控出入車輛並規劃車輛動線

⚫ 規劃停車區

• 供場外移動用車輛暫停，例如禽場人員

及訪客的交通工具。

• 可規劃在禽場附近，儘量避免車輛進入。

⚫ 明確標示動線

• 可利用圍欄、柵欄、圍牆及告示牌等設

施來劃分區域及指示。

⚫ 必要進入禽場的車輛必須落實登記

14



規劃停車區

15

 規劃停車區。

 訪客車輛停
於場外為佳。



車輛動線不佳：飼料桶位置

16

飼料桶

禽場邊界

飼料車路線

 飼料桶位在禽場最裡面，飼料車必須開入禽
場並經過禽舍，增加病原進入場內風險。

改善方案



 飼料桶設在禽場圍牆邊，飼料車不用進入場內下料。

飼料桶位置改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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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病原殘留高風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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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斗

⚠運輸籠、蛋箱等

⚠車門把手

⚠輪胎及溝紋

⚠方向盤

⚠排檔桿

⚠控制桿及控制鈕

⚠腳踏墊

⚠油門及剎車



車輛病原殘留高風險位置

19

⚠腳踏墊

⚠把手

⚠輪胎及溝槽



⚫ 所有車輛都有風險，應於進入禽場前完成清潔消毒。

⚫ 消毒劑應依使用說明配製，並定期更換。

⚫ 車輛容易潛藏病原的位置必須加強清潔消毒。

⚫ 養成好習慣，清潔消毒手部及鞋子後再上車。

禽場進出車輛的清潔消毒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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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噴霧消毒設施

進出禽場所有車輛都要清潔消毒

21

重點：

⚫ 所有車輛全無例外。

⚫ 消毒劑定期更換。

⚫ 車子表面要確實都噴足

消毒劑。

當禽場無固定式車輛消毒
設施的變通方案：

⚫使用手持式噴霧消毒器。



清潔消毒輔助工具：攜帶型高壓水槍

22

⚫ 水桶
可依清洗消毒需求自行準備所需的
容量及水桶數量。

⚫ 電池
便利性高，方便在禽場外或
是電源難以取得的場所使用。

⚫ 高壓水槍
高壓水柱可輕鬆移除車體表面髒污。

輪胎容易潛藏病原，胎紋的泥土及

有機物應儘量去除後再進行消毒。



您知道車輛可能攜帶病原嗎？

該如何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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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並記錄所有進入禽場的車輛。

⚫ 車輛進入禽場前應完成清潔消毒。

⚫ 車輛及車上的工具物品（運輸籠、蛋箱、推車、

瓦斯桶等）進入禽場前須確實清潔消毒。

⚫ 規劃停車位置並儘量遠離禽舍。

⚫ 規劃場內外作業動線，避免車輛經過禽舍或與人

員交叉污染。

⚫ 清洗車輛的污水必須適當的導入排水系統，避免

流入場內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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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製車

 運禽(蛋)車

 飼料車

 注射隊車輛

 注精隊車輛

 禽場人員汽車

 禽場人員機車

 動物防疫相關車輛

 其他出入禽場車輛

 輪胎

 車體表面

 汽機車的腳踏墊

 方向盤、機車把手

 車斗、載貨槽

 其他：運輸籠

風險車輛 病原潛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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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管制

⚫ 管控進出禽場人員

⚫ 勿前往其他家禽相

關場所

清潔消毒

⚫ 手及腳部的清潔

⚫ 換穿工作衣及鞋

教育訓練

⚫ 正確的禽場操作觀念

⚫ 落實生物安全

27



管控進出禽場的人員並落實清潔消毒

28

⚫ 人員管制
• 管制並記錄進出禽場人員。

• 工作人員避免前往其他禽場、屠宰場及批發市場等家禽

產業相關場所。

• 手機等個人物品不帶入禽舍。

⚫ 清潔消毒
• 清潔消毒手部及鞋子。

• 進入禽場必須更換工作衣及工作鞋。

• 衣物及鞋子放置區應有場內場外區隔。

• 定期清洗工作衣及工作鞋。

⚫ 外部人員
• 避免進入禽舍，必要進入的人員應換穿拋棄式防護衣、

鞋套或場內提供的工作衣及工作鞋等。

• 配合禽場規定清潔消毒。



⚫ 禽場出入口明顯處標示謝絕

參訪等字樣。

⚫ 嚴格控管及登記進出的人員。

管控並記錄進出禽場人員

29



人員高風險因子：手、鞋

⚫ 手部與鞋是傳播病原的高風險因子。

⚫ 每座棟舍應備有專屬工作鞋。

⚫ 進出不同棟舍時必須清潔手部。
30



 進入禽場前清潔消毒手部及鞋子。

 進入禽場後換穿禽場內工作鞋或
使用拋棄式鞋套。

 進出不同禽舍也要消毒。

進入禽場及禽舍前清潔消毒手部及鞋子

31

消毒劑浸泡鞋子至少15至20秒。

消毒手部或是洗手。
每座棟舍都應備有足部消毒槽。



換鞋區界線不清楚且有髒污

32

 換鞋區沒有明確分界。

 地面有飼料、墊料及糞便等髒污。

禽舍內工作鞋 禽舍外鞋子

改善方案



換鞋區明確區隔內外的範例

33

換鞋區界線的輔助方法：

 利用排水板、門檻或標線等方式明
確區隔禽舍內外的鞋子擺放區。

 建議設有緩衝區，二區鞋子不重疊。

 維持換鞋區環境清潔並定期消毒。

舍內

舍外

禽舍內工作鞋以雨鞋形式的為佳。

 進入禽舍前以消毒劑浸泡
工作鞋。

 浸泡時稍微停留於消毒槽，
確保充分潤濕工作鞋。

舍內

舍外



示範於進入禽舍前更換工作鞋步驟

34

進入禽舍前於消毒槽浸泡工作鞋，
稍加停留以便充分浸濕。

可放置椅凳輔助。 以跨入方式換鞋。 明顯區隔內外，
可避免交叉污染。

 可用舍內與舍外的鞋子使用不同顏
色等方式協助內外區隔。



經常清潔工作衣鞋

⚫ 工作鞋容易附著病原，工作後應清潔。

⚫ 經常清洗消毒工作服及工作鞋。

⚫ 雨鞋底的溝槽需加強清潔消毒。

35



頭髮、衣物及隨身物品也是高風險因子

36

進入禽舍前可以下列方式降低風險：
• 更換工作衣及或拋棄式隔離衣。
• 使用拋棄式頭套。
• 沐浴。
• 隨身物品放置於禽舍外，或以防水袋
包裝後，於進出禽舍時消毒外袋。

頭髮、衣物、手機、耳機、鑰匙、錶以及其他隨身物品可能潛藏病原。



人員教育訓練

37

⚫ 給予工作人員相關的生物安全知識，以利保護人員及

動物的健康。

⚫ 生物安全操作的落實是防止疫病發生最重要的關鍵。

⚫ 本段落以手部清潔消毒教育訓練作為範例。



洗手教育訓練 利用洗手螢光檢測套組檢視洗手是否確實

38

步驟1. 洗手前以含有螢光的乳液塗布全手，

包含指甲、指縫及手腕等。

步驟2. 於暗處開啟UV燈檢查螢光是否有均勻

塗抹到所有位置以及確認螢光有效。

步驟3. 以洗手乳及清水洗去乳液。建議可先

以平時的洗手習慣先行測試。

材料：1.螢光洗手檢測套組，內含螢光乳液、UV燈。

2.洗手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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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洗完手後，於暗處開啟UV燈

檢查手部是否有螢光殘留。
螢光殘留的地方就是洗得不

夠乾淨的位置。

4

洗手容易疏忽的位置

指甲縫 指甲邊緣 關節 手腕

可搭配「內外夾弓大立腕」等洗手口訣予以加強訓練



您對於人員安全衛生態度與觀念正確嗎?
如何保護您的動物，保護您自己?

⚫ 進入禽場換穿工作服及工作鞋。可多備用幾套供臨時進入

的人員換穿。

⚫ 進出禽場時要落實清潔消毒。

⚫ 禽場內穿戴的衣物、鞋子、帽子、手套、口罩等，於離開

時留在禽場。

⚫ 不要拜訪其他禽場或家禽批發市場。

⚫ 手機等3C產品也是病原的傳播媒介之一，儘量不帶入禽舍。

⚫ 提供工作人員禽場的生物安全防護知識，並要求落實。

40



41

 禽場人員

 產品業務人員

 抓雞工人

 獸醫及防疫人員

 注射隊

 注精隊

 其他出入禽場人員

 鞋

 手

 頭髮

 衣褲

 手機

 攜帶物品

高風險人員 病原可能潛藏位置





⚫ 強化圍網

⚫ 修補破損處

⚫ 空舍清潔消毒

⚫ 通風設施、牆面、

帆布…

容易潛藏病原的風險區域：第2名

容易殘留病原位置
強化措施

43



房舍設備重點：修補破損、定期清潔消毒

44

⚫ 修補破損

• 禽舍以非開放式為佳，圍網應完整，以避免外部動

物入侵。

• 發現禽舍的破損應立即修補。

⚫ 保持出入口關閉

• 禽舍、倉庫及工具間的出入口應保持關閉。

⚫ 定期清潔消毒

• 平時即維持屋舍內外環境整齊乾淨，不堆放雜物。

• 使禽舍有清空的機會，蛋禽等長期連續飼養類型的

禽場，可規劃禽舍輪流空舍，以便徹底清潔消毒。



45

房舍沒有破口

保持門窗緊閉 屋舍內外環境整潔



圍網常見缺失：
 未全面圍網

 有破洞

 網孔過大

 屋簷縫隙太大

高風險：禽舍開放、圍網不確實

46

改善方案



禽場圍網的良好範例

47

參考資料：
https://www.naif.org.tw/upload/19/20190625_160941.
74320.pdf

 長形網孔寬度應小於2.5公分。

 材質為鍍鋅、熱浸鍍鋅，或不鏽鋼

等材質為佳。

 避免有漏洞造成野鳥入侵。

良好的水禽場圍網範例。

圍網完整野鳥無法進入。



高風險：房舍門窗未保持關閉

48

 狀態良好的密閉或半開放式禽

舍，但人員工作時將大門打開

通風，因此仍可觀察到野鳥進

入禽舍。

改善方案



房舍保持關閉，包含倉庫、死禽暫存場所

49

 禽舍無破損。

 出入口保持關閉。

 化製桶加蓋。

 放置於通風且非開放式空間。



高風險：排水孔無防鼠措施

 排水孔無防鼠措施。

 飼料、糞便及墊料漏出禽舍，容易吸引動物。

50

改善方案



修補排水孔範例：安裝擋片

51

 排水孔可裝設擋片等設施避

免鼠類進入。

 部分禽場會放置磚頭或石頭

於洞口阻擋，但可能有被鼠

類或其他動物推開的風險。

 保持禽舍內外的環境整潔，

移除溢出禽舍的飼料、墊料

及糞便等。



禽舍清潔消毒加強重點

52

⚫ 房舍設備是禽場環境監測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經常

檢出的風險區域，風險排名第2。

⚫ 以下介紹經常檢測到病毒的高風險位置，可作為禽

場加強清潔消毒作業的重點參考。



禽舍高風險位置：禽舍出入口

⚠禽舍出入口周圍地面及縫隙。

⚠門扇、門框及把手等。

強化方案

 出入口內外的牆面、門及周圍

地面清潔消毒需特別加強。

 如為禽流感發生場，禽舍內部

為高污染區，因此在完成禽舍

內部清潔消毒後，出入口可再

重複清潔消毒一遍。

53



禽舍高風險位置：牆面、牆角及柱子

⚠ 禽舍內側牆面、帆布、柱子
常可檢出病原。

54

強化方案

 禽舍空間須完整清洗、充分浸

泡髒污處，直到髒污軟化後，

以大量清水清洗乾淨。

 可利用刷子等工具來移除頑強

的髒污。

 確認徹底清潔後才進行消毒。



⚠ 帆布把手也是
高風險位置。

禽舍高風險位置：帆布

55

 帆布捲起，殘留大量灰塵。

強化方案

 將帆布展開，清除

灰塵及蜘蛛網後再

徹底清潔消毒。



⚠ 通風設備在禽場消毒後

仍可檢測到病毒。

禽舍高風險位置：通風設施

56

⚠ 排風口或進風口等。

強化方案

 去除蜘蛛網，再以鼓風機或氣槍

將灰塵碎屑移除。

 高壓水槍將表面及縫隙徹底清洗

 通風設施內部與外部都要清洗，

在啟動通風時，骯髒未消毒的灰

塵才不會被吸入禽舍。



禽舍高風險位置：水簾片

⚠ 水簾片縫隙、邊框及其周圍。

強化方案

 水簾片縫隙清潔消毒不易，

建議拆下清潔消毒並曝曬。

57



禽舍哪裡有破損? 病原會藏在哪?
該如何清潔消毒?

58

⚫ 禽舍內屋壁

• 牆面、牆角、窗台、天花板、

管線等均要確實清洗乾淨後

再進行消毒。

⚫ 帆布

• 清潔消毒時應完整展開。

⚫ 通風設備

• 內、外兩側都要徹底清潔消

毒。

⚫ 開關及插座

• 斷電後清潔消毒表面及四周。

⚫ 減少雜物及保持清潔

• 物品擺放應簡單整齊，減少

清潔消毒作業的死角及動物

昆蟲躲藏。

⚫ 禽舍圍網

• 隨時補強破損處。

⚫ 屋舍出入口

• 不論是否在養，保持門窗關

閉。

• 養成出入隨手關門習慣。

⚫ 地板

• 完整清潔地面及牆角，將所

有髒污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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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壁

 帆布及其把手

 圍網

 屋舍管線

 房舍入口及門窗

 通風設施

 屋頂

 滴水椽

 地板

 墊料及糞便

常見病原潛藏位置





⚫ 籠架、餵飼設備、

輸蛋及貯蛋設備、

電器、電源開關…

容易潛藏病原的風險區域：第1名

病原容易潛藏位置
強化措施

⚫ 空舍清潔消毒

⚫ 加強設備縫隙的清

潔消毒

61



飼養設備清潔消毒重點

62

⚫ 應使禽舍有清空的機會，以便可徹底清潔消毒。

⚫ 利用氣槍或高壓水槍等工具清潔縫隙。

⚫ 飼養設備規劃時應考慮清潔消毒作業的方便性，

例如方便拆卸清洗。

⚫ 電器類設備需要一併納入清潔消毒作業。

⚫ 避免與其他禽場共用工具或設備。

⚫ 應設專用水槽供蛋箱與運輸禽籠清洗，其污水要

避免污染禽場或禽舍。

飼養設備是禽流感發生後清潔消毒難度最高的區域，

以下介紹經清潔消毒後仍然常檢測到病原的位置。



飼料及飲水輸送管線、禽籠

⚫ 飼料槽及接縫為清潔消毒死角。

⚫ 固定式及移動式禽籠應加強清
潔消毒。

63



⚠水禽產蛋設備

⚠貯蛋冷藏設備

貯蛋相關設施

⚠雞蛋運輸帶⚠輸蛋管線

⚫ 蛋的收集、貯存及運輸設備等在清

潔消毒作業後常仍可檢測到病毒。

⚫ 應注意縫隙的清潔消毒。

⚫ 電器類應斷電後徹底清潔消毒。
64



蛋箱

65

⚫ 收集蛋的容器使用後應清洗乾淨並消毒後再使用。

 蛋箱未清洗  蛋箱清潔消毒乾淨



餵食設施

⚫ 餵食設備應定期清潔消毒。

⚫ 設備上殘留的飼料、糞便應

去除乾淨後再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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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開關、保溫燈、風扇

⚫ 電源開關、電線及電器為清潔消毒死角。

⚫ 應先關閉總電源，可用沾有消毒劑的布，

經稍微擰乾後小心擦拭開關鈕及精密電器。

⚫ 電器（如風扇、保溫燈等）搭配高壓水柱

或刷洗的方式徹底清潔後再消毒。

⚫ 完乾燥後才可開啟電源使用。
67



消毒工具

68

⚫ 消毒工具也需要清潔消毒。

⚫ 可特別加強手部會接觸的位

置以及會接觸到禽舍地面的

管線。



推車、運輸籠

⚫ 運輸死禽的推車為高風險因子，使用後須清潔消毒，並與其他用

途的推車分開使用為佳。

⚫ 運輸籠進入禽場前要清潔消毒。

⚫ 推車與場外人員、車輛或工具等有接觸時，使用後應清潔消毒。

⚫ 把手、縫隙、底部、輪子溝槽是各式工具的清潔消毒重點。

69



不良案例：動物入侵污染已清潔消毒的房舍

70

 因禽舍圍網不完整，

保溫燈有野鳥築巢。
 飼養設備上可見野鳥糞便。

改善方案



飼養設備清潔消毒優良範例

71

 清潔乾淨，無髒污殘留。

 設備均風乾曬乾。

 禽場圍網良好，清潔消毒後無野鳥入侵污染環境及設備。



病原會藏在飼養設備的哪些地方?
該如何清潔消毒?

⚫ 籠架/飼料槽/水槽

• 設備主體、管線內外及縫隙溝槽

都是重點，應搭配刷洗或高壓水

柱處理，建議於復養前多次清潔

消毒。

⚫ 保溫燈/風扇

• 電器類設備及其電線與電源開關

等處，常可檢出病毒，應斷電後

再清潔消毒。

⚫ 貯蛋相關設施

• 禽流感案例場清潔消毒後仍可容

易檢測到病毒。設施內外及所有

縫隙都應特別強化，可於復養前

多次清潔消毒。

⚫ 工作推車

• 運載病死禽後立即徹底清潔消毒，

並與其他用途推車分開使用為佳。

• 與場外人員、車輛或工具等有接

觸時，應消毒後才回到場內。

⚫ 其他

• 消毒設備本身。

• 繩索、梯子、電源開關、誘蟲器。

• 灰塵與蜘蛛網。

• 以上為清潔消毒作業容易被忽略

的細節。

• 定期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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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料槽/桶/餵食管線

 水槽/管線

 籠架/鐵絲圍欄

 蛋箱/蛋盤/集蛋管線

 貯蛋設施

 工作推車

 保溫燈/風扇

 各式電器

 電源開關

 消毒工具

 誘蟲器

常見病原潛藏位置





⚫ 設立柵欄或圍籬

⚫ 減少樹木雜草

⚫ 不堆置雜物

⚫ 不曝曬禽糞及墊料

⚫ 保持整潔

⚫ 遠離主要道路

⚫ 與鄰近禽場保持距離

⚫ 禽舍配置位置

⚫ 地勢

地理環境

檢視內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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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區環境檢視重點

76

⚫ 場區環境：房舍以外的禽場環境，包括場內地面、植物、

禽場出入口以及禽場外圍。

⚫ 一旦發生禽流感，可輕易地在場區環境包括場外馬路檢測

到病毒。儘快清潔消毒是避免病原於環境中擴散的關鍵。

⚫ 場區環境是禽場防禦的第一線，良好的防護可以增加飼養

品質以及降低飼養的成本。



場區環境：禽場位置

77

檢視重點

 新設畜牧場，應避免設置於交

通要道，尤其是動物運輸車及、

化製車的行經路線。

 與其他畜牧場保持距離。

 禽場靠近主要道路。



 場區無圍籬區隔場外人

車或動物。

 禽舍緊鄰公共道路。

場區環境風險：場區無圍籬

78

改善方案



設立圍籬或圍牆

79

改善方案

 禽場以圍牆或圍籬與外部區隔，避免場外人車與動物靠近。



 地面潮濕利於病原存活。

 飼料桶位置不佳，飼料

車必須進入場內。

 飼料桶旁有樹木，容易

躲藏動物。

場區環境風險：地面積水、環境雜亂

80

改善方案

 調整地勢高低，強化排水。

 移除雜物及樹木。

 調整飼料桶位置。



81

場區環境風險：場內樹木雜草多

 場內外雜草叢生，可見

老鼠於場內活動。

 飼料桶旁有樹木草叢，提供

動物棲地以及食物來源。

改善方案

 移除雜草及樹木。

 保持飼料桶週邊整潔。



 禽舍緊鄰隔壁禽場。

場區環境風險：緊鄰隔壁禽場

82

改善方案

 加強對外的隔離設施，例如

改為實質牆面並且加高。



場區環境風險：禽舍緊鄰道路且鄰近魚塭

83

 飼料桶位置旁有魚塭，增

加野生水鳥聚集機會。

 禽舍緊鄰道路及附近魚塭。

改善方案

 改變飼料桶位置並保持環境整潔。

 調整禽舍位置或架設圍網，使禽舍

與外部保持距離。



場區環境風險：開放式飼養

84

 開放式飼養，飼料及水源吸引野

鳥進入覓食。

 飼料車必須進入場內下料。

改善方案

 架設圍網。

 飼料桶移到靠近道路的

位置，不進入禽場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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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場的良好環境範例

 圍網完整。

 場區無堆放多餘物品，清潔消毒容易。

 場區內無蟲與野鳥聚集。



 於禽場內空地曝曬禽糞，吸引蒼蠅及野鳥且容易散播疾病。

場區環境風險：空地曝曬禽糞

86

改善方案

 規劃集中場所，並設置防止動物接近的設施。



如何保持禽場場區環境生物安全?

87

⚫ 地理環境

• 遠離主要交通幹道。

• 與其他禽場保持適當的距離。

• 避免設立於野生鳥類豐富的地區，例如生態豐富的濕地外圍

或魚塭附近。如無法避開則需要良好的防護措施，例如非開

放式飼養。

• 設立於地勢較高處，留意排水情形。

⚫ 禽場設施

• 設置圍牆或圍籬來區隔禽場內外。

• 落實密閉式或非開放式飼養環境，避免動物入侵。

• 規劃良好工作動線，包括禽舍位置、飼料槽位置、禽隻進出

動線、車輛及人員動線等。

• 清理場內外草木及維持環境整潔。

• 規劃死禽暫存場所及糞便與墊料的處理場所，並且需防止犬、

貓、鼠及昆蟲等動物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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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池周圍

 出入口

 死禽存放場所

 糞便墊料適當處理

 場內地面是否積水

 遠離主要幹道

 禽場圍籬是否破損

 場內外植物清理修剪

 場內外不堆放雜物

加強檢視位置







高風險媒介動物

⚫ 野鳥、老鼠、犬、貓、蚊、蠅…

移除誘因

⚫ 棲地

⚫ 躲藏環境

⚫ 食物

消除入侵途徑

⚫ 棲地

⚫ 躲藏環境

⚫ 食物

91



降低動物入侵禽場的風險

92

⚫ 減少誘因

動物容易受到食物與棲息環境等吸引，若不去除

這些誘因，是難以改善問題的。

⚫ 消除禽場及禽舍破口

經常檢視並修補禽場及禽舍的破口，養成隨手關

門的習慣，避免動物進入禽場。



媒介動物：野鳥

93

⚫ 野鳥除了可能帶有野鳥的禽流感病毒外，也可能在接觸到家禽

後被家禽的病毒感染。即使野鳥未被感染，也可能因接觸到病

毒後沾附於身體表面進行傳播。

⚫ 鳥類的活動範圍大，進入禽場的方式多元，可從空中、地面甚

至經由水域。

口鼻眼部
的分泌物

腳

身體表面

糞便

野鳥身上可能攜帶病原的位置

接觸過的地方



 野鳥與家禽共享食物及空間。

媒介動物：開放式飼養易吸引野鳥

94

拍攝者張俊章

鴿子

野鴨



 曾於禽場周邊的野鳥糞便
檢測到禽流感病毒。

媒介動物：糞便

 禽場附近為水產養殖池，吸引白鷺
鷥等水鳥聚集，並留下大量糞便。

95

改善方案

 移除食物來源與適合棲息的環境。

 移除草木，保持環境乾淨。

 禽舍遠離魚塭、水塘。



 未立即移除場內外的死鳥。

媒介動物：死亡動物

96

改善方案

 場內外發現死亡動物時應立即移除。

 人員應做適當防護，例如配戴口罩、

手套或使用夾子等工具。

 使用消毒劑噴灑屍體外表、地面、

接觸過的工具。

 發現異常大量死鳥應通報地方動物

防疫機關(單位)。

 無適當的人員防護措施。



媒介動物：鼠

⚫ 鼠類在畜牧場是最難防治的動物之一，往往侵入畜牧場一段

時間後才被發現。

⚫ 在進行禽場環境監測期間，曾於禽流感發生場中的老鼠體表

檢測到病毒。因此鼠類於禽場間的活動，可能會污染飼料、

水以及飼養空間等，進而引起家禽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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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動物：強化防鼠及除鼠措施

98

改善方案

 屋舍破損立即修復。

 排水孔與排風孔的防護。

 飼料的保存場所保持關閉。

 減少禽舍與倉庫雜物堆積。

 定期除鼠並留下紀錄。



媒介動物：犬、貓、其他寵物

99

改善方案

 不在場內飼養犬、貓、寵物鳥及其他動物。

 禽場設置圍欄，避免犬貓進出。

 化製死禽存放場所需避免被犬貓入侵。

 禽場內飼養犬、貓或其他寵物。



媒介動物：昆蟲

100

防治蚊蠅重點

⚫環境維護

• 保持清潔乾燥。

• 避免設備、工具與地面積水。

• 移除周邊雜草及樹木。

• 適當處理化製死禽、糞便及墊料。

⚫防蟲及除蟲措施

• 捕蟲紙、誘蟲器。

• 藥物。禽場蟲蠅數量多時，應優先
檢視禽場環境是否需要改善。



如何切斷來自野鳥、犬、貓、鼠及昆蟲等
動物媒介的疾病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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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動物入侵

• 禽舍有破孔，應立即修補。

• 隨時保持禽舍出入口關閉。

• 移除場內外樹木及雜草。

• 減少場區堆放的雜物。

• 飼料存放場所保持密閉。

• 維持環境整潔。

• 死禽、糞便與墊料應妥善處置。

⚫ 犬貓及寵物

• 勿在場內飼養玩賞鳥、賽鴿。

⚫ 蟲鼠

• 設置防治蟲鼠的設備。

• 定期除蟲鼠並紀錄。

⚫ 死亡動物

• 應儘速移除與消毒周邊環境。

• 發現野鳥異常死亡時，應立即

通報動物防疫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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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媒介動物

 野鳥

 老鼠

 犬/貓

 其他：昆蟲

病原可能藏在位置

 動物本身

 死亡動物

 排泄物

 活動區域





⚫ 家禽出清後，禽場的清潔消毒對於下一
批次的飼養至關重要，清潔與消毒的每
個步驟做得確實才能有效達到目的。

⚫ 以下將針對清潔消毒的六大步驟，概述
其目的以及需要留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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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舍清潔消毒關鍵六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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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污 3.浸泡 5.乾燥

2.初步沖洗 4.大量沖洗 6.消毒

家
禽
出
清

清空家禽後，禽舍應立即進行清
潔消毒，以免污染範圍擴大。



1. 除污

移除灰塵、蜘蛛網及碎屑：

• 天花板、管線、牆壁、籠子、
通風設備、飼養設備、輸蛋及
貯蛋設施…

• 清空飼料管線中的飼料。

• 可拆卸的設備及物品移出房舍。

• 刮掉糞便和污垢。

• 清除墊料與地板上的垃圾。

進行沖洗前儘量移除乾燥的灰塵碎屑與
刮除髒污，可提升後續的清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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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忽略的細節

不易清潔的縫隙與角落可利用掃帚、吸塵器、
鼓風機或高壓空氣噴槍等工具輔助。

 清潔順序

由較乾淨處開始再往較髒的地方清潔，例如
從天花板開始再往牆面接著才是地面。

天花板 牆面、通風設備、門窗 地板、牆角

碎屑要移除乾淨。



於開始沖洗前關閉
建築物的電源。

• 清洗飲水系統。

• 清洗建築物及設備的表面及縫隙，包括通風設

備、門窗、牆面、天花板、樑柱及各種管線。

目的在於洗去的大多數的髒污。2.初步沖洗

 可在水中添加清潔劑加

強髒污移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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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通風設備內、外二側

通風設備的內外都需仔細
清洗。以免通風設備開啟
後將外部的髒污吹入室內。



3. 浸泡 目的在於軟化有機物及分解髒污，
使後續的沖洗及刷洗容易。

使屋舍與設施的表面及縫隙充分濕潤。

 浸泡時間?

浸泡污垢和糞便軟化到可以輕鬆去除的程

度，並在表面水分乾掉前進行下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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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重點

• 加強浸泡髒污嚴重的區域，例

如被糞便嚴重污染的區域。

• 髒污太厚不易去除時，可重複

清洗浸泡數次，直到移除髒污。



4. 大量沖洗
目的在於移除所有的污垢，以便消毒時藥
劑可以充分的接觸到設備表面。

 清潔方向由乾淨往髒污

• 由上到下，從天花板到地板。
• 由內到外，從禽舍的內部到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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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的最後一步驟，務必把所有的髒污清除。

清潔步驟做得徹底，才可讓後續的消毒發揮
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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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留的髒污可利用
刷子等工具去除。

構造複雜的設備，例如餵食管線、
輸蛋設施、通風設備等，可利用
高壓水柱等工具清洗。



5. 乾燥

 進行消毒前將屋舍破損處補強，
以便使後續的消毒作業可順利
進行，達到理想的效果。

經徹底乾燥的設施，消毒劑才能完整的接觸到其表面
與縫隙，濃度才不會被殘留的水分所稀釋而減低效力。

 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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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乾縫隙可縮短乾燥時間

容易殘留水分的縫隙或設施可利用鼓風機或高
壓空氣槍等工具將水分吹出，加快乾燥的速度。



6. 消毒

 通風設備
也要密封。

徹底清潔、乾燥、建築物密封、消毒劑正確使
用與消毒後避免再被污染，可提高消毒的效果。

 噴霧或燻蒸等利用氣霧消毒方式者必須密封建築物

• 將建築物密封並保持這個狀態數日。

• 這段時間可使消毒劑充分作用、乾燥建築物以及減少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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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劑的選用及配製

• 依場內設施選用合適的消毒藥劑。
• 依操作說明使用消毒藥劑，濃度不正
確以及過期都可能影響消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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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態或泡沬類型消毒劑

噴灑順序由乾淨往較髒區域
進行，例如從禽舍的內部到
門口，先天花板到地板。

 拆下的設備於清潔消毒後必須收到封閉和清潔的
室內，以防被野鳥、昆蟲或其他動物再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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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為了加快禽場清潔消毒作業時間，可跳過清洗步驟，

直接進行消毒步驟，以免病原擴散而污染環境。

 是

 否

問題2：清潔消毒的乾燥步驟，表面乾燥即可，縫隙殘留的水

分不致於影響消毒效果。

 是

 否

問題3：可以大略清洗環境稍微乾燥後，立即進行消毒作業，

只要增加消毒劑濃度就可達到良好的效果。

 是

 否

清潔消毒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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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自己得幾分

解答1：否

說明：清洗步驟可清除90%以上的環境病原，有機物可以保

護病原抵抗消毒藥劑，因此一定要做好清潔步驟。

解答2：否

說明：徹底乾燥後，消毒劑才能完整的接觸設施表面與縫隙，

濃度才不會被殘留的水分稀釋而減低效力。

解答3：否

說明：清洗以及乾燥步驟不徹底，消毒的效果都會打折，而

過高的消毒劑濃度也可能損害設備，還是應該要一步

一步來，並且依照消毒劑的說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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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 高風險因子：門把、腳踏墊、輪胎及車斗等。
• 改善措施：高風險車輛（化製車、飼料車、蛋車、運禽
車及動物防疫車輛等）應儘量避免其進入禽場，若需進
場應先行清潔及消毒。禽場應設有車輛消毒設施。

車輛

• 高風險因子：手、鞋及攜帶物品。
• 改善措施：進入禽場前應更換工作鞋及穿著乾淨工作服，
於消毒踏槽消毒再進入禽舍。每棟禽舍配置專屬工作鞋
及消毒槽以避免病原交叉傳播。落實進出禽場人員管制。

人員

• 高風險因子：通風設備、禽舍出入口之門把及地面、排
水口、牆壁、樑柱、滴水櫞、帆布及其拉桿等。

• 改善措施：應定期消毒禽舍，清除灰塵及蜘蛛網，並移
除過多雜物。

禽舍

家禽場環境監測結論：
環境高風險因子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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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風險因子：電器、餵飼設備、籠子、輸蛋及貯蛋設備
等。

• 改善措施：應每日清洗飼料槽及水槽等場內環境 ，並定
期消毒。安排空舍並依建議步驟清潔消毒。

設備

• 高風險因子：禽場出入口、場外道路及圍欄破損等。
• 改善措施：規劃車輛及人員動線。維持場內外環境整潔，
定期修剪植物。禽場應地勢高且排水良好。位置應遠離
幹道或化製車輛主要路線。避免緊鄰其他禽場。

場區

• 高風險因子：野鳥、鼠。
• 改善措施：禽場圍欄、圍網、排水孔及通風設施等需經
常檢視及修補破損，保持隨手關門習慣。保持環境整潔，
移除吸引動物的食物及棲息環境。不在場內飼養玩賞鳥
類。定期實施昆蟲與老鼠等防治措施。

動物

家禽場環境監測結論：
環境高風險因子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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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是禽場抵抗疾病的第一道防線，並有助於阻止疾
病擴散

生物安全到位，產業才能
永續



疾病通報

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聯絡資訊：

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 02-24280677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02-87897158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02-29596353

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03-3326742

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 03-5368329

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3-5519548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037-320049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04-23869420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04-7620774

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49-2222542

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05-5523250

嘉義市政府建設處 05-2254321

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5-3620025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06-6323039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07-7462368

屏東縣動物防疫所 08-7224109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03-9602350

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03-8227431

臺東縣動物防疫所 089-233720

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6-9212839

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 082-336625

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0836-2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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