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亞家禽產業序列報導】

越南鴨禽產業參訪記實--南越地區

．國立台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魏恒巍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陳世銘

一、緣   起

我國蛋鴨產業年產值達18億元以上，鹹
蛋、皮蛋、鴨胚蛋每年外銷香港、美國、加
拿大、歐洲及東南亞至少1,600萬顆以上，為
我國重要出口畜產品之一。菜鴨為本土的蛋鴨
品種，具有體型小(1.3-1.4kg)、產蛋率高(年
產310顆)、蛋重(65-68g)、蛋殼強度佳(>5kg/
cm2)等優點，越南曾多次透過雙邊農業合作諮

詢管道表達引進我國菜鴨之意願，爰配合本會
「建立可輸出型蛋鴨生產系統之商品化關鍵技
術」計畫，由作者及農委會董曣棋技正赴越南
蒐集該國養鴨產業相關資訊，以作為輔導蛋鴨
及生產資材輸出東南亞之參考。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側，約有9,000萬
人口，面積近33萬平方公里(約為台灣之9.3
倍)，國土呈狹長狀，海岸線長達3,260公里。
北、中、南越在地形、氣候及風土民情等各
方面變化極大，交通等基礎建設仍顯不足，
本次係經由越南大成集團Asian Nutrition 
Technologies Group(ANT)公司協助安排參
訪南越地區養鴨產業，了解當地飼料生產、肉
鴨、蛋鴨與種鴨之養殖與孵化情形，以及肉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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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宰場生產情況，並拜訪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
部畜牧局及胡志明農林大學。

二、行程內容重點

(一) 參訪越南大成ANT 公司
越南大成ANT公司為越南前5大飼料公

司，成立於1995年，隸屬大成食品(亞洲)集團
(Dachan Food Asia)，於同奈、海陽、隆安
等3省設有飼料廠，生產Dr. Nupak、Dachan
及RedStar等品牌之家畜、家禽、水產飼料。
其鴨飼料在越南之市占率為第三，目前與越南
Grimaud公司策略聯盟，以該公司Star 53商品
代之雛鴨銷售，輔以獸醫師協助農民解決飼養
管理、疾病控制等相關問題。

越南鴨隻飼養方式可分為自由放養、半放
養及室內飼養等方式，飼養區域主要集中在南
越湄公河三角洲(當地俗稱下六省，即南越的
西部)與北越紅河三角洲，而湄公河三角洲亦
為越南主要稻米生產區，以鴨稻共生自由放養
為主。

越南一年約消耗1,027,819噸的鴨飼料，
其中蛋鴨飼料為918,179公噸(北、中、南越
分別為416,997、105,496、295,687公噸，而
南越的部份可再細分東南部的32,062公噸、
西部的363,625公噸)；肉鴨料則為936,001公
噸(北、中、南越分別為427,058、107,478、
401,465公噸，而南越的部份可再細分為東南
部的69,132公噸、西部的332,333公噸)。

越南大成鴨飼料的原料仍以玉米-大豆粕
為主，再輔以進口的玉米乾酒粕(DDGS)，以
原料單純化為原則，而在越南之市佔率第一

的CONCO公司，為越南官方所扶植的越資企
業，其鴨飼料的年產量為越南大成者的一倍
餘，原料使用的原則為儘可能採用該國所出產
的雜粕類與農業副產物，由於有官方的支持，
不論在原料的採購與產品的銷售上，具有優勢
也能較外資企業者靈活。

(二) 參訪越南Grimaud公司
越南Grimaud公司成立於2009年，由

法國養鴨集團Groupe Grimaud和越南法商
Guyomarch兩家公司合資，自法國進口STAR 
53祖父母代(GP)肉種鴨，在越南生產及銷售父
母代(PS）肉種鴨和商品代(CS)肉鴨。

STAR 53為北京鴨的一種，具有生長速
度快、可旱養、且具有速羽基因等優點。Star 
53父母代(PS)肉種鴨初產週齡為22週，於32
週達產蛋高峰(產蛋率為93%)，產蛋期可達12
個月，儲蛋之溫度為16~20℃，相對濕度為
70~75%。其種蛋之受精率為90%，孵化率為
85%。在孵化期間每天打開孵化器，推出蛋
車，以噴冷水的方式涼蛋後，便推回孵化器繼
續孵蛋。驗蛋之時間點在入孵後第5、14天。
Star 53商品代(CS)肉鴨不進行性別鑑定，
公、母不分飼，飼養至46日齡即可上市，此
時之飼養密度為4~5隻/m2，平均重量為3.3公
斤，最佳飼料換肉率為2.0，每公斤生產成本
約越盾33,000(折合台幣48元)。

(三) 參訪肉鴨場
此次所參訪了兩家肉鴨場，其中一家廠

內有大的水塘，水塘以網子隔成數區，用來放
養肉鴨，水塘邊有大樹提供遮蔭。每一區都有
用空心磚、水泥或鐵皮搭建起來的高床鴨寮，
甚至有將鴨寮直接蓋在塘面上，廢水則直接排
入水塘內，水塘中放養魚隻，採用漁牧綜合

圖1	原種鴨場(Grimaud	VN)之運雛紙
	 箱與育雛區

圖3	肉鴨場之水塘

圖2	肉鴨場之運動場以生石灰消毒

圖4	肉鴨場之育雛區 圖5	肉鴨場之飼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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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且每一區也提供運動場給鴨隻。當出鴨
後，運動場以灑佈生石灰之方式加以消毒。育
雛亦採用高床，保溫區有矮牆防賊風，並吊掛
聚熱式保溫燈泡，由於越南氣溫高，點保溫燈
之日數並不長。育雛舍也設置有淺水池與運動
場。無論是育雛舍還是生長期的鴨舍，都有另
行提供潔淨的飲水給鴨隻飲用。

另一場則是將河道以網子截成數段，在河
道裏放養鴨隻，飼槽就放在河岸邊，並未替鴨
隻提供任何的遮蔽物。在生長前期採用完全飼
料，但在最後兩週則提供稻穀與飼料比例1：
1之混合飼料，以節省飼料成本。育雛舍則是
十分簡陋之草寮，也無防止野貓、野狗、老鼠
入侵之措施，以乾稻草當墊料，雖有聚熱式保
溫燈，但白天不點，夜晚則是視氣溫之高低才
決定點不點保溫燈。草寮外有以防水帆布搭起
來之長方形淺水池，供10日齡的小鴨戲水，一
天約一至兩次，隨著日齡之增加逐漸增加親水
之時間。鴨隻在3、7、14日齡時會注射疫苗，
疫苗共三種其中包含肝炎疫苗。由於對北京鴨
採親水式粗放之飼養形式，其育成率約80至
85%。

(四) 參訪種鴨場

圖6	肉鴨場之育雛區

圖9	肉鴨場之草寮育雛區

圖7	肉鴨場建於水塘上之鴨寮

圖12	種鴨場檢測種蛋之尺寸

圖8	肉鴨場攔截河道之放養

圖10	肉鴨場之草寮育雛區 圖11	種鴨場之環控鴨舍進行旱養

圖13	種鴨場環控鴨舍旁之育成區 圖14	種鴨場之育雛

此次並參訪了頭頓省兩家種鴨場，均以環
控鴨舍旱養北京鴨父母代種鴨，舍內並無導流
板，以粗糠當墊料平飼，當墊料潮濕時，再添
加新的墊料，直到種鴨被淘汰空舍時，才將舊
墊料一次清空。能以此種方式飼養之原因，一
為環控舍，不斷負壓排風，有利於表層墊料之
除濕；其次飲水區設在舍內的左邊，水線非乳
頭飲水器，僅有小開口供鴨飲水而無法戲水，
其下為高床，鴨隻由墊料區必須爬小梯才能進
入飲水區。

鴨舍的左邊則放置產蛋箱，採行人工撿
蛋，種蛋必須大於模板上的孔洞，才會進行
後續的孵化。其放置種蛋的蛋籃可放入四個蛋
架，每個蛋架可放30粒種蛋，左、右手各提
一籃，一次可移動240粒種蛋。飼料採人工給
予，飼料槽為長條狀，在鴨舍的中央位置裝設
簡易的天車，以便將整包飼料運送至環控舍的
中、後方。

其中一場鴨隻出現啄羽現象，但飼養密度
並非太高，推測可能與飼糧中微量礦物質不足
有關。

(五) 參訪種蛋孵化場
本次參訪之種蛋孵化場的設備十分簡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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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技術於農業機械 
開發應用介紹(續)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張金元 

副研究員 田雲生

3D列印機售價由萬元至百萬元皆有，零
組件材料列印精細度越佳，以及可列印範圍越
大，則售價越高。然而以平價之3D列印機較
能為使用者所接受，市面上常見平價之3D列
印機種類繁多，其中以PRUSA i3 詢問度高，
如圖13，因其價格實惠，硬體可自行組裝及改
裝，並且軟體為開源程式，使用 arduino 控
制板，可自行下載韌體，以及內部參數可調性
高，對於專業級玩家係一極佳選擇。

3D列印機之硬體結構包含支撐骨架(鋁擠
管、壓克力)、XYZ軸步進馬達(A4988)、控
制板(Arduino)、列印平面組件(玻璃、加溫板
及測溫線)、送料組件(擠出頭、加溫器、測溫
線、步進馬達、風扇)、五金零件(光軌、線性
滑軌)、列印材料(PLA、ABS)。3D列印機之
常用材料有ABS及PLA，ABS為丙烯 -丁二
烯-苯乙烯，強度高韌性佳，惟加熱有塑膠臭
味，PLA為聚乳酸，無毒可快速降解，因可自
然分解、堆肥、焚化，又稱為綠色塑料，加熱
有玉米燒焦味，氣味較ABS佳，且變形量小。
ABS及PLA因具有熱塑性，可使用作為3D列
印機的材料，其兩者售價一樣，使用上以ABS
列印較容易成型。

3D列印機的應用案例，如墨西哥父親為
幫助有氣喘的寶寶，設計初生嬰孩專用氧氣
罩，如圖16，以及3D列印槍，射擊單發子
彈，全槍僅撞針為金屬，如圖17，因此3D列
印機可依據使用者的需求，發揮創意所製造出
的產品。

圖13		PRUSA	i3	列印機(資料來源：註	3)	

圖16		初生嬰孩專用氧氣罩
(資料來源：註	6)

圖17		3D列印槍
(資料來源：註	7)	

圖14、Delta結構
3D列印機Atom
(資料來源：註	4)	

圖15、國產3D列印機
(XYZprinting)
(資料來源：註	5)	

售價較高之Delta 結構，其特色為3立柱
結構型式，亦是使用開源程式，可自行組裝，
價格較高的原因在於其使用精度較佳之滑軌，
可使列印品質較為精細，如ATOM列印機之列
印層高可達0.05mm的，一般為0.1mm以上。

3D列印機的臺灣之光，為國內金寶集團
旗下的三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生產的3D列
印機(XYZprinting)，如圖15，其商品名稱為
達文西 Da Vinci，國產價格為14,900元以
上，國內外詢問度及使用者數皆高，適合一般
使用者，惟其參數不可調整，以及須使用原廠
耗材，已有使用者購買該機種再行改裝，增填
使用樂趣。

孵化箱的外層為三夾板，不似我國採用絕緣設
施，此或許與越南氣候炎熱有關。轉蛋需全靠
人工上推或下拉來轉動蛋架。雛鴨發生則在密
室進行，將孵化後期之種蛋置於鋪了草席的木
床上，床四周有10至15公分之防護，上置一
層紗帳。該場雖購置一台發生器，但因設計錯
誤，通封口與風扇之距離太近，致使發生器內
溫度不均勻，致使出殼率不佳。

(六) 參訪蛋鴨場
本次參訪了頭頓省兩家蛋鴨場，一場有人

工水池，另一場在湖邊，採用十分粗放之放牧
方式。在湖畔的空地上搭著簡陋的低棚作為餵
飼的處所，另在接近工寮處設置簡陋的產蛋矮
棚，於日落後點燈，吸引鴨隻入內產蛋。矮棚
內掘地面之泥沙成淺洞，內置乾草即為鴨隻的
產蛋巢。場內所飼養之鴨隻為 ，蛋
重65~70g，俗稱草鴨，為當地固有之鴨種，
但其中混有來自中國蛋鴨的血統，另一說是台
商數年前從台灣走私過去的菜鴨，故看起來有
些鴨隻毛色與體態神似台灣的菜鴨，此外多
數鴨隻外表看起也像混過Khaki Campbell品
種。據鴨農告知，當地的蛋雛鴨來自於中越
的種鴨場。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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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機亦可列印中大型零組件，惟因
受限最大列印範圍，須設計卡榫或螺絲孔等組
裝用結構，如圖23，應用結構方式將數個零
件組合而成。如本場研究離心式脫殼機之離心
盤體，為試驗不同離心衝擊角度，除由電腦軟
體模擬分析外，仍須經由實物製造加以驗證，
然而若用塑膠開模的方式，在還未進行功能
確認，則須承擔模具及製造費用等設計開發
成本，以及失敗的風險，因此應用3D列印技
術，採用試製數個小零件，並加以結合成大零
件方式，如圖24，以作為先期試驗之驗證，
縮短開發時程及減少研製費用，可較一般委外
製作加快1至2週的時間，以及材料費用低廉，
1kg的ABS及PLA線材僅650~890元即可購
得，以製作直徑30cm厚度36cm之離心盤體為
例，製作時間共約為72小時(3天整)，以及約
需3kg 的線材料。

圖24	結合組裝後
	 之離心盤體

圖18	農機具組裝用墊片

圖20	農機具組裝用墊片 圖21	傳動用齒輪

圖19	農機具組裝用墊片

3D列印機在農業機械開發應用，可使用
於小零件的加工製作，例如傳動齒輪、組裝用
墊片、單缸汽油引擎油門控制線組裝用等小零
件，如圖18至圖22。有時會因開發過程中，僅
缺少一零件，在出圖加工製造，將費日耗時，
此時若能有3D列印機協助製造零組件，則能
加速試驗研究之推展。此外，針對塑膠等需要
開模之零組件，亦可應用3D列印機技術，可
先行製造後測試，避免開模後卻不符合實際需
求之窘境。

圖22	單缸汽油引擎油門控制線零件

結    語

3D列印機優勢有低成本製造產品原型或
零件，因此符合市場競爭需求，可縮短產品開
發週期，3D列印技術確實可提升機械製造速
度及試製能力，並且發揮創意，3D列印可產
生無限可能。惟目前較適合具有調整維修能力
的進階使用者，必須反覆測試及工業設計之零
組件製造者，以及僅需製作少量或特殊需求
的零件開發。3D列印機現階段使用上仍需具
備維修調整能力，即便購買套裝知名商品，仍
免不了須針對異常狀況自行
維修調整。假以時日3D列印
表機能像雷射印表機使用簡
單且不易故障，以及可模組
化維修，則能更加普及。而
目前3D列印機僅適合具調整
維修能力的進階使用者，這
也是3D列印技術相關商品尚
未普及原因之一。未來，3D
列印技術仍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

（ 作 者 張 金 元 之 聯
絡電話：04 - 8 5 2 4 2 0 4，
E-mail：changcy@tdais.
gov.tw ; 田雲生之聯絡電
話：04-8524204，E-mail： 
ystien@tdais.gov.tw）

註1:		S.	Scott	Crump.	1992.	Apparatus	and	method	for	
creating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U.S.	Patent	
No.	5121329.	Available	at:	http://www.google.com/
patents/US5121329.	Accessed	04	April	2015.

註2:		http://vr.me.ncku.edu.tw/courses/cg99/Download/
STL.pdf

註3:		http://www.taiwan3dpmaker.com/
註4:		www.atom3dp.com/
註5:		http://tw.xyzprinting.com/
註6:	 Youmagine.com.	 2015.	 Mask	 for	 babies	 by	

Pro to t ipadora . 	 Ava i lab le 	 a t : 	 h t tps : / /www.
youmagine.com/designs/mask-for-babies#!design-
documents.	Accessed	04	April	2015.

註7:	 3dlive.asia.2015.3D列印方便背後的危機！「槍」.		
Available	at:	http://www.3dlive.asia/3D列印方便背
後的危機！「槍」.		Accessed	04	April	2015

田		雲		生

圖23		卡榫組裝用結構
	 之列印件

張		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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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M近藤直會長手持紀念獎牌與會員合照

贈送日本JSAM80週年的紀念獎牌

簡　訊

日本JSAM 80週年 
台灣CIAM 贈送紀念牌祝賀

日本農業機械學會(JSAM, Japa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成立於
1937年，旨在追求農業機械，農業設施和農業
機械化的學術進步。為了更應對時代的發展，
自2013年9月起更名為 “農業食料工學會” 
(JSAM, Japa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Food Engineers)，JSAM的
英文簡稱沒改變，並以下述三個領域推動發
展：“農業機械”、“IT•機電”以及“食
料•食品工程”(Agricultural Machinery, IT 
and Mechatronics, Food Engineering)。

今年(2017)為JSAM 創會80週年，我
們台灣的中華農業機械學會(CIAM)歷年來
與JSAM交流甚密，自2002年起一起合辦
過九屆的 ISMAB 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 c h a t r o n i c 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並自2008年起共
同發行 EAE F
國 際 英 文 期 刊
(E n g i n e e r i n g 
i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Food)，因此特地

贈送 JSAM紀念獎牌，以祝賀並彰顯該學會過
去 80年來在農業機械工程領域及在台日學術
交流上所做的貢獻。JSAM近藤直會長(Naoshi 
Kondo)感謝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的友誼及誠
意，並於會中手持紀念獎牌與會員合照留念。
註： ISMAB國際會議及EAEF國際英文期刊

都是台灣(CIAM)、日本(JSAM)、韓國
(KSAM) 三國的農機學會共同合辦。

2017台灣與日本NIR聯合學術研討會

本次台灣與日NIR聯合研討會(2017 
JCNIRS and TAMRDC Jo in t  NIR 
Workshop in Taiwan)由本中心(TAMRDC, 
Taiwa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日本近赤外
研究會(JCNIRS, Japan Council for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共同主辦，台灣大學生
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臺
灣生物機電學會協辦。大會於2017年9月1日在
國立台灣大學 農業陳列館 勤農講堂 順利舉
辦完成，會場活動熱烈。

大會的日本講者包括 K a g o s h i m a 
University 的Prof. Sumio Kawano、
National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NARO 
的Dr. Akifumi Ikehata、Nagoya University 
的Prof. Satoru Tsuchikawa。國內的講者包
括國立台灣大學的陳世銘教授、台北醫學大學
的莊永坤教授、以及友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
林子明經理。另外有邀請一位新加坡學者：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的 Prof. 
Ying Zhu。本次大會共發表7篇論文，論文
題目依序如下：「Overview of JCNIRS and 
ANC」、「NIR Research Topics in Japan 
due to Basic Science」、「NIR Research 
Topics in Japan due to Applications」、

「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o f NIR to Crop 
Precision Cultivation 
Sys t em」、「NIR 
I n d e p e n d e n t 
C o m p o n e n t s 
Analysis for Food 
I n s p e c t i o n 」 、
「NIR Applications 
of the Status Quo 
i n  T a i w a n ’ s 
I n d u s t r y 」 和
「Feature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 o r  D e t e c t i o n 
o f  C h i n e s e 
Herba l Medic ine 
U s i n g  F T I R 
Spec t 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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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部份與會人員合影

晚宴合影(左起:	張森富教授,	陳世銘教授,	岸田義典社長)

外賓參觀台大校史館

參觀台大生機系高坂知武教授紀念室

日本來賓除了演講者之外，尚有K o b e 
University的 Prof. Roumiana Tsenkova、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的 Prof. Masao Takayanagi、
Buchi Company 的 Manager Izumi 
Kuninaka 參加會議。本研討會的目的為提升
台灣與日本在近紅外光檢測領域之產官學界的
國際交流，並促進農機與生機在此領域之研究
與開發。  

 日本AMA 岸田義典社長來訪

日本的新農林社出版重要的農機相關雜
誌，包括農機新聞(週刊)、機械化農業(月
刊)、新能源新聞(雙週刊)、學術期刊(AMA-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季刊)等，岸田義典社
長(President Yoshisuke Kishida)此次於9月
27-29日趁到台北南港展覽館參觀由農委會策
劃的「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之便，於9月29
日到台灣大學生機系拜訪張森富教授、陳世銘
教授，因為他們兩位目前都是新農林社刊行之
AMA學術期刊的Cooperating Editor。

此次見面針對農業機械之世界發展趨勢作
了廣泛的交談，並對於台灣與日本同樣都是屬
於小農的農業環境如何善用科技，尤其是智能
化科技，將其應用於農業機械的發展作更深入
的意見交換。最後也參觀台灣大學生機系之高

坂 坂知武教授紀念室，對於高坂教授之精神及作
育英才甚為感動，也對於台大生機系能妥善
保存歷史文物及傳承前輩精神的作法，表示
敬佩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