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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合宜的設施

• 妥善的管理制度

• 考量動物福祉的設計與建築

• 訓練有素且善盡職責的工作人員

• 遵循動物保護法的精神(3Rs)，由機
 構主管及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評估後執
 行

中大型實驗動物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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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飼養設施

2. 動物來源

3. 運動與豐富化的環境

4. 食物與飲水

5. 清潔衛生

6. 動物標示與紀錄

7. 動物的運輸

8. 獸醫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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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飼養設施

• 飼養環境可分為大環境(macroenvironment)和
 小環境(microenvironment) ：

– 大環境：整個動物房、穀倉或戶外棲息處等大空
 間，亦即次要圍籬(secondary enclosures)。中大型
 動物一般飼養於室內動物設施、戶外飼養、或半
 遮蔽的房舍。

– 小環境：動物直接接觸的周邊設施，亦稱主要圍
 籬(primary enclosures)，如飼養老鼠的飼養盒、狗
 籠、或猪的欄舍。小環境內的條件直接影響動物

 的生理與代謝機能。

各機構之飼養設施依據實驗需求而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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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溫溼度

• 異常的環境變化往往造成動物體內的
 生理變化

• 如果動物未經適當的調整，直接飼養
 於高於29.4℃或低於4.4℃的環境，動
 物會極度不適，甚至死亡

• 本表為The Guide一書中建議的飼養溫
 溼度。動物房室內溫度變化不宜太

 大，最佳狀態為 ±2℃，溼度為 ±10% 
• 年老、年幼、生病動物、麻醉後甦醒

 動物、出生仔獸及雛雞的飼養環境溫
 度須提升（27-29℃；29.4-32.2℃）

動物別 溫度

 ℃
溼度

 ％

貓、

 狗、

靈長類

18 – 29 30 – 70

農場動

 物、禽

 類

16 – 27 30 - 70

一
 

飼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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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調（換氣）

3.  電力及照明-電源開關及插座需保障安全性，排除
 清洗作業中有任何漏電的可能性。

4.  噪音-狗吠叫的噪音值約80-110 dB
• 規畫動物房舍時，需將較吵雜的動物如狗、猪、猴

 等動物與較安靜的動物如兔、貓等動物區隔，以免
 造成後者的環境緊迫。

• 其它硬體設施如混凝土牆壁、防音材料、減少窗戶
 設計等，以及工作人員在動物房盡量避免產生不必
 要的噪音，以減少對動物的干擾。

5. 化學及有毒物質

一
 

飼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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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飼養設備-基本條件:
• 隔絕污染

• HVAC控制 - 通風良好

• 害蟲控制

• 安全的環境

• 其他附屬器具的應用

• 人員的活動空間

• 提供安全的環境，避免動物受傷

• 保持動物清潔乾爽

• 滿足動物正常生理及行為需求，如排糞、排尿、坐、躺、站立、

 旋轉、行走、隨意調整身體姿勢

• 能自由獲取飲水及食物，且易於補充與更換操作、清洗

• 觀察動物時不干擾動物

• 避免動物逃脫或肢體陷於縫隙

一
 

飼養設施



8

7.空間需求
• 動物的空間需求包括可活動的地板面積和垂直高

 度。
• 空間需求依不同動物品種、活動力及空間使用情

 形而不同，即使在同一品種動物，亦依據個體狀
 況如生產、肥胖、群居與否而調整。

• 提供動物飼養的空間至少可使動物自由站立、轉
 身、變換身體姿勢、方便進食飲水、有足夠的休
 息場所。

• 狗的空間需求須依據其體型及品種調整。計算方
 式：動物四腳站立時的身高再加15.24公分，狗的
 身長加6英吋和的平方再除以144。

一
 

飼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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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品種 體重(kg) 地板面積(m2)/隻 高度(cm) /隻
兔 ＜2 0.14 35.56

2-4 0.28 35.56
4.1-5.4 0.37 35.56
＞5.4 ≧0.46 35.56

貓 ≦4 0.28 60.96
＞4 ≧0.37 60.96

狗 ＜15 0.74 -
16-30 1.12 -
＞30 ≧2.23 -

猿猴 ≦1 0.15 50.80
1.1-3 0.28 76.20
3.1-10 0.40 76.20
10.1-15 0.56 81.28
15.1-25 0.74 91.44
25.1-30 0.90 116.84
＞30 1.35 1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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猪圈養數 體重(kg) 地板面積(m2) /隻
1 ＜15 0.72

15-25 1.08
25-50 1.35
50-100 2.16
100-200 4.32
＞200 ＞5.40 

2-5 ＜25 0.54
25-50 0.90
50-100 1.80
100-200 3.60
＞200 ＞4.68

＞5 ＜25 0.54
25-50 0.81
50-100 1.62
100-200 3.24
＞20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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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飼養方式

• 狗、猪：獨居或群居皆可。一般採個別飼
 養和小群飼養。小於20公斤的狗及小猪可
 飼養於不鏽鋼籠，但是體型較大的動物適
 合落地式飼養。欄舍採用水泥地板或高架
 式地板，水泥地需有防滑舖施，洩水坡度
 佳，高架地板可採用平行式條狀地板或菱
 形網狀地板，間隙約10-15mm。

一
 

飼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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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猴：獨居或群居皆可。一般採個別飼養和小
 群飼養。個別飼養可飼養於不鏽鋼籠，或者以一
 間房間為單位10-15隻小群飼養。貓籠內需有高架
 平板供貓棲身，並備有貓砂盆供排泄。猴子與貓

 皆擅長開籠門，因此需特別注意籠門及門閂設
 計。

• 兔子：獨居或群居皆可。一般採個別飼養和小群
 飼養。個別飼養可飼養於不鏽鋼籠，或者以一間
 房間為單位10-15隻小群飼養。

一
 

飼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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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動與豐富化的環境

• 中大型動物的飼養，需評估動物的本性為領域性
 或群居性，適合獨居、配對或群居。群居性動物
 的飼養需考慮同種動物間的肢體接觸及溝通行

 為，包括藉由視覺、聽覺、嗅覺的溝通。

• 將靈長類動物群飼在同一房間內，可增進彼此間
 接觸的機會，不僅對其生理、心理發育有幫助，
 更可減低飼養環境的緊迫和異常行為、增加活動
 機會和同種間的相互交流。

• 若因其他因素單獨飼養群居性動物時，最好是能
 提供每日1-2次運動或奔跑的空間和時間，並與人

 員進行正面性的肢體接觸，並提供適當的玩具，
 以補償無夥伴存在的空虛感和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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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長類飼養 - 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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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食物與飲水

• 飼料槽和飲水瓶(盆)的設計及放置位置，應方便動物進
 食，避免糞尿污染

• 餵食群飼動物時，要有足夠的空間和餵食槽，使每隻動物
 都能攝取食物與水

• 對於靈長類動物，可視情況給予不同的飼料或獎賞性食物
• 貓有毛球問題，依情況給予治療
• 改變飼料種類時，需逐漸更換以免導致胃腸不適
• 除因實驗需要外，應每日供應動物1-2次適口、乾淨及營

 養充足的食物和飲水
• 避免化學藥劑或微生物污染
• 檢查每批飼料的出廠日期及包裝的完整性
• 飼料應遠離高溫（高於21℃）、高濕、髒污、昆蟲及其他

 害蟲的環境
• 一般保存期：6個月；添加維生素C的飼料（猴子，天竺

 鼠）：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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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營養需求

‧
 

參考1985年美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建議之狗的
 營養需求-每日提供約22%蛋白質和5%脂肪

‧
 

約為成犬體重的2-4%

體重(kg) 代謝所需熱能

(kJ/day)
罐頭食物

(kg/隻)
乾飼料

(kg/隻)
7 2300 0.5 0.15
10 2900 0.6 0.2
13 3900 0.8 0.25
23 5700 1.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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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清潔衛生

• 更換墊料

• 更換籠子

• 飼育用零配件

• 沖洗地板

• 消毒藥劑的使用

• 每日清理及移除所有廢
 棄物

• 保持環境的乾淨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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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動物標示與記錄

• 刺青、皮下訊號發射器、頸圈、籠子標示卡。

• 任何標示方法皆須於動物進入設施第一天完成。

• 標示卡上可以記錄多項資料，包括研究人員的基
 本資料及聯絡方法、動物的來源、品種品系、性
 別、年齡、編號、飼養日期、體重等、最後空白
 欄可填寫實驗摘要或研究審查通過編號。

• 每一中大型動物個體皆須保存一份病例資料，個
 別紀錄所有檢疫、臨床檢查、疾病診斷、預防、
 治療、麻醉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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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動物的運輸

1.先確認運輸條件、籠子大小、運輸溫溼度、交通時間等

2.運送前4-6小時開始禁食

3.運輸籠大小需符合動物體型大小，需能轉身及躺臥，材質
 堅固不易破損，可防止排泄物流出籠外（可舖吸水性強的木
 屑或看護墊）、並要透氣性佳、容易觀察

4.運送SPF微生物等級的動物時，需使用含有高效率濾網的
 密閉式運輸籠

5.運送時盡量使用配有空調的交通工具，否則至少提供適當
 的遮蔽物，避免動物直接暴露於外環境。夏季運輸動物時尤
 其注意高溫及緊迫問題，建議於高溫中運輸動物時，運送時
 間不超過6小時，否則途中須補充飲水，以免動物熱中暑。

6.遠距離離運輸時需每12小時提供飲水、每24小時提供食物

7.仔獸與母獸共同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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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獸醫照顧

‧動物檢疫

‧疾病預防

‧疼痛評估及處理

‧動物麻醉及術後照顧

‧動物安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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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動物觀察

1.
 

一般外觀形狀(皮毛.體型.姿態)

2.
 

食慾和體重

3.
 

排泄物

4.
 

口腔

5.
 

眼睛

6.
 

耳朵

7.
 

皮膚

8.
 

呼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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