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除貧窮 終止飢餓 良好健康
與社會福利

良質教育 型別平等 清潔飲水
和衛生設施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國內及
國家間不平等

永續發展
的市鎮規劃

確保永續消費
和生產模式

氣候行動 保育及維護
海洋資源

保育及維設
生態領地

和平、正義與
健全的司法

促進目標實現
的夥伴關系

  智慧化禽舍飼養情形。

家禽領航產業執行團隊

洋雞壓境，智慧環控趕禽入室
機甲軍團拚逆轉勝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統計（參考資料1），臺

灣國產白肉雞供應量從2010年平均每週378.6

萬隻成長到2019年442萬隻；進口白肉雞也從

平均每週223.95萬隻增加到2019年397.86萬

隻。2020年3月以後，進口白肉雞市占率更首

度超越國產雞，同年7月衝破60%再創新高；國

產白肉雞過去10年市占率則從70%節節敗退。

「國外冷凍雞肉步步進逼，確實已衝擊到國內

家禽飼養！」但農業委員會畜牧處家禽生產科

技正陳志維更擔憂的是，「受到壓縮的可能不

是白肉雞業者，而是價格比較貴的土雞。因為

消費者若要吃雞肉，多數會選擇價格更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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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雞肉，可能不會繼續選擇土雞。」

中央畜產會2021年6月發布「臺灣土雞產

業概況」（參考資料2）指出，國內土雞銷售通

路因禁宰活禽政策落實；人口結構與消費趨勢

改變，小家庭或個人等消費型態已成為市場主

流，受到消費習性改變衝擊，整體產銷數量有

逐年下降趨勢。國產家禽亟須調整產品結構與

銷售通路妥善因應，土雞產業方能永續發展。

但因傳統飼養土雞模式多以半開放式或圍網式

型態經營，環境欠佳較無法確保飼養品質，使土

雞易暴露於疫病感染風險，2015年爆發禽流感

重創全臺家禽產業，慘痛教訓至今仍歷歷在目。

然而臺灣土雞品種甚多，沒有辦法像白

肉雞建立完整的標準生長曲線與飼養流程等資

料，多數靠雞農根據自身經驗進行飼養，經

常大小隻差異很大，育成率也不穩定。國內曾

有業者引進國外針對溫帶地區白肉雞設計的家

禽飼養系統，卻因臺灣氣候濕熱導致環控系統

「水土不服」，更別談套用在臺灣土雞飼養。

陳志維為了改善土雞生長環境、提升飼養管理

並強化畜牧場生物安全，透過智慧農業家禽產

業計畫在2017年提出「趕禽入室」口號，促成

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授邱奕志與生禾

禾科技公司技術合作，研發「土雞智慧化密閉

式禽舍飼養管理系統」，並在雲林縣土庫鎮新

禾畜牧場打造適合本土環境的實驗場域。

臺灣特色智慧禽舍精準餵飼　
土雞頭好壯壯

「土雞智慧化密閉式禽舍飼養管理系統」

涵蓋環境控制與飼養管理系統，環控系統連結

溫濕度、風速、二氧化碳與氨氣等感測器，避

免溫度或濕度過高影響雞隻正常生長，甚至引

發喘氣等異常表現。陳志維舉例，當感測器

偵測到超過30度高溫時，系統就會透過控制

器自動開啟風扇帶進戶外空氣，空氣穿越水簾

過程，除了降溫，還可以殺菌；若有必要，也

可噴霧降溫、調整濕度，或者控制側窗角度導

引室內空氣流通。飼養管理系統則配置自動輸

送系統、飲水與飼料計量器跟自動秤重器等設

備，根據土雞標準生長曲線照著周齡與體重決

定每天餵食多少飼料和水，並評估檢視實際增重

曲線是否符合標準曲線，調整給料速度和給料

次數。

「臺灣土雞品種太多，生禾禾近幾年透過

場域實驗不斷累積，加上契養雞農配合提供數

據，從零開始建立各種土雞標準生長曲線！」

農委會畜牧處專員蔡宛玲透露，研究團隊利用

土雞喜歡往高處站的特性，在禽舍樑柱懸掛秤

盤讓土雞每天量體重，若發現過重或過輕，系

統就會自動發送警訊告訴農民。除了電腦，雞

農也可以隨時透過手機，直接查看環控系統各

項監測數據跟飼養系統等分析報表。更重要的

是系統會不斷的蒐集累積這些資料，自動利用

人工智慧演算不斷精進改善環控與餵飼策略，

建立更完整的標準生長曲線與飼養流程。

隸屬於立瑞公司的新禾畜牧場，透過這套

系統展開精準智慧環境監控，詳細記錄禽舍環

境變化與雞隻重量變化，建立土雞生長曲線與

飼料利用率，成功把土雞隻育成率從89%提升

到93%，年產量增加約6萬公斤。不但協助農二

代接班的牧場管理者薛予豪，順利彌補飼養管

理經驗不足的問題，每日巡檢雞舍時間減少2小

時，更因密閉式禽舍精準掌控土雞採食量，嚴

密防堵其他動物入侵，降低疾病感染風險，使

飼料與用藥成本每公斤節省9.63元。立瑞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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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投入3,800萬元

輔導10家契養雞農導入密

閉式智慧禽舍系統模組，

透過禽隻自動秤重器與巡

檢APP掌握飼養情形，增

加超過1,000萬元年收益。

「立瑞公司很特別，

不管是原來的總經理或者

是接班的農二代，都很願

意往技術或者經營管理方

面提升，這個對臺灣農業

是正面發展的力量。如果

能夠吸引更多類似的農企

業投入，家禽產業未來應

該會翻轉得更好。」陳志維指出，立瑞原本僅

是單純養雞，11年前投資土雞電宰場，8年前開

始跟中興大學合作種雞育種，研究發展雖然很

燒錢，但他們從不吝於投資，當政府在2016年

決定透過智慧科技發展農業4.0，他們就覺得這

塊值得做，「產業界願意配合，跟我們合作發

展智慧農業，很重要。立瑞已故總經理薛清亮

當時就說，國外那些系統不適用臺灣土雞，我

們應該自己開發專屬臺灣土雞的禽舍飼養管理

系統。」

擾而不驚　「擾雞機器人」帶動禽
舍機甲軍團風潮

面對進口白肉雞蠶食鯨吞，不僅土雞業者

危機感油然而生，白肉雞業者亦是芒刺在背。

雞農在肉雞飼養過程必須每天照三餐巡視禽

舍，看看環境有沒有問題？飼料和水有沒有正

常供應？有沒有生病或死掉的雞隻？特別是飼

養白肉雞，還得刻意抽空擾動雞隻起身走動，

避免牠們因長時間吃飽蹲著不動而生病。邱奕

志從網路流傳的「三機（烘衣機、掃地機、洗

碗機）救婚姻」獲得靈感，在2018年著手研發

「擾雞機器人」，並與宜蘭尤宏亮畜牧場（白

肉雞）、彰化溪底畜牧場（白肉雞）等畜牧場

合作實地測試。

不但能夠在地面凹凸不平的禽舍來去自

如，完成巡迴擾雞任務之後，還會自動回到充

電區充電，降低雞隻因長時間蹲伏罹患疾病的

機率，也改善管理員刻意驅趕對雞隻造成的緊

迫。「測試過程看到機器人走到雞隻旁邊，牠

們好像發現自己不應該繼續躺著，就乖乖的站

起來走動走動，完全沒有驚嚇的樣子，雞農都

感到很有趣。」蔡宛玲說，雞農競相提出「能

不能為機器人加裝感測器，監控雞群周遭的環

境狀況？可不可以在機器人身上加裝攝影機，

讓雞農巡視並尋找有健康狀況的雞隻，甚至撿

拾病死雞？是否能讓機器人幫忙清掃跟消毒禽

舍？」

  透過手機APP可以隨時接收監控智慧化禽舍環境感測器傳輸的各項數據。

產業故事篇

74



「擾雞機器人」在家禽產業掀起機甲戰士

風潮，農委會更從善如流，由宜蘭大學生物機

電工程學系教授程安邦繼續研發禽舍機器人，

在2020年完成機器人定位系統優化，同時增加

環境感測器、攝影機感測與資訊收集功能。此

外，程安邦邀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與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組成禽舍機器

人研發團隊，研發撿拾病死雞、撿拾雞蛋或禽

舍清掃消毒等機器人，籌組機甲軍團協助雞農對

抗進口白肉雞步步進逼。

雞隻飼養過程除了要注意環境的狀況，也

要隨時觀察雞隻健康狀態。但為了維持雞隻正

常作息，不可能讓機器人24小時在禽舍內巡視

監控；「雞智慧化密閉式禽舍飼養管理系統」

雖是全天候監控禽舍動態，雞農卻無法時時目

不轉睛盯著監視攝影機。研究團隊於是彙集畜

牧與獸醫等專家知識，運用AI機器學習、影像

處理與聲紋辨識等技術，整合系統建置的環境

監測資料庫，自動擷取雞隻行為特徵與外觀變

化影像，24小時監看是否有雞隻倒冠、跛行或

發出螺音等狀況，搭配數位服務專家系統聊天

機器人，提供家禽飼養專案管理、歷史數據查

詢、即時環境監測與線上即時諮詢功能等，讓

雞農隨時掌握禽舍狀態，即時聯繫遠端資深管

理員或畜牧獸醫專家，盡速排除雞隻突發健康

狀況。

彰化縣玲岡畜牧場導入「紅外線熱影像與

禽舍環境監測預警技術」，透過紅外線熱影像

監測雞隻體溫，若雞隻體溫過高即提前預警通

知雞農，減少雞隻因熱緊迫導致死亡狀況，進

而提升雞隻育成率達6%，年產量因此增加逾5

萬隻，年收益增加約52萬元，雞農巡視雞舍時

間每年減少1,080小時，相當於節省45天的時

間，可以做其他運用或安排休閒活動。

彈性搬運系統洗選蛋廠好幫手　
省時省工　減輕勞動傷害

除了白肉雞與土雞，研究團隊也把觸角延

伸到蛋雞業者。位於屏東的山水畜產公司是國

內洗選蛋自產自銷最大廠，每日供應約40萬顆

雞蛋給連鎖與量販業者。蛋雞舍採用國外自動

化飼養與集蛋系統，透過輸送通道直接把雞蛋

從畜牧場運送到洗選廠，進行洗選分級並裝進

蛋盒。為了配合下游通路個別的物流系統，後

續出貨包裝（蛋箱、蛋籃）尺寸、堆疊方式與

棧板都有所不同，洗選廠員工除須熟記各種產
  「擾雞機器人」成為雞群平日養尊處優的最佳健身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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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包裝出貨方式，還要把蛋箱或蛋籃搬到指

定棧板，相當耗費人工與體力，而且因重量頗

重，每日反覆搬運極可能造成勞動傷害。宜蘭

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講師張明毅透過智慧農

業綱要計畫，與山水畜產和岳林工業公司合作

研發「雞蛋彈性搬運系統」，並在山水畜產的

洗選廠做場域測試。

「雞蛋彈性搬運系統」結合RFID（無線射

頻技術）自動辨識各種產品所屬連鎖與量販業

者，員工僅需把完成包裝封箱（籃）推到輸送

帶，系統就會自動區分並秤重檢測重量是否正

確，再用機械手臂抓取到指定棧板堆疊，平均

每15秒就能完成1箱搬運作業。彈性搬運系統

可以同時疊棧3種類型產品，每小時搬運量達

210箱，山水畜產目前已有60%產能利用這套

系統搬運，減輕勞工重複做粗重且枯燥動作可

能造成的傷害，每年節省710小時搬運工時，

並因效率提升增加2.19億元產值。隨著後端包

裝作業加速，工廠處理量能增加，山水公司在

2020年投資2億元，興建動物福利智慧環控蛋雞

舍，預估每年增產約2,600萬顆蛋，挹助產值達

11.7億元。

智慧禽舍模組化整廠輸出　
永續臺灣　放眼國際

隨著智慧科技應用逐漸在家禽產業開枝散

葉，元進莊企業更憑藉豐富的飼養經驗，融合

產業鏈之孵化、養殖、屠宰、加工到行銷等各

階段，開發建置智慧家禽自動環控禽舍，串聯

旗下契養戶組成家禽智農聯盟，淋漓盡致地發

揮智慧化飼養效益。不但落實疫病防治，家禽

育成率提升超過5%，更完整蒐集飼養過程各項

數據統籌管理並建立產銷履歷追溯系統。近期

更將禽舍整廠建置規格化，導入生物偵測系統

  「雞蛋彈性搬運系統」利用機械手臂自動把蛋箱抓取到指定棧板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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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透過設備模組化強化產能效率，建立家

禽養殖標準化作業程序，發展適用臺灣與東南

亞家禽養殖禽舍規格化模組，完成整廠輸出規

劃。陳志維強調，元進莊的目標不僅是臺灣市

場，而是放眼東南亞，甚至同樣是亞熱帶或熱

帶氣候環境的國際市場。

元進莊現有30棟直營禽舍與青農合作，

採用整場輸出的智慧化設備，飼養超過200萬

隻土雞與100多萬水禽，青農透過智慧化系統

隨時回報飼養狀況，而且可以利用手機遙控管

理；元進莊則為每個直營場設立關鍵績效指標

（KPI），做為回饋青農的目標與依據。為了

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元進莊屠宰場與加工廠

配合建立食品安全監控系統，詳實記錄各工作

階段與各產線細部資料，碰到狀況便會發出警

報，透過「一條龍」智慧化體系管理提升家禽

產品貨源與品質穩定度，提供消費者安全安心

的產品，減少生產者與供應鏈的收益落差，凝

聚契養戶永續發展意識，與聯合國SDGs「確保

永續消費生產模式」永續發展目標相互呼應。

看著國內禽肉消費量在近2年逐漸超越豬

肉，陳志維喜憂參半的說，也許是因全球掀起

健康養生風潮，雞胸肉的優質蛋白質推升雞肉

的消費食用量，但進口雞肉挾持價格優勢長驅

直入，確實已壓縮到國內家禽發展空間，「我

們希望透過智慧農業科技降低臺灣土雞或是特

色家禽生產成本，強化本土特色家禽競爭力，

提高農民生產利潤，讓『趕禽入室』概念加速

發酵擴散，促進國內家禽產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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