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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管理與動物福祉

實驗證明動物經歷疼痛與痛苦的方式

和人類相似，因此實驗期間動物的疼痛評

估是維護其福祉的重要關鍵。為了預測和

評估實驗可能對動物造成的傷害，研究人

員必須熟悉所使用物種的正常與異常特徵。

動物疼痛與痛苦的症狀不僅會隨著物種不

同而異，即使是同物種內的各品系或品種，

甚至是同品系或品種的不同個體，也都有

所差異。

動物在經歷疼痛時，常出現的症狀包

括身體外觀、體重及飲食、行為模式、臨

床生理值（心跳、血壓）的改變等，在出

現異常行為時，應該及時給予協助及醫療

以緩解痛苦。實驗豬的人道管理與動物福

祉與其他實驗動物大致相同，相較於囓齒

類實驗動物，實驗豬的智能更高，對環境

更敏感，飼育人員及研究人員必須更了解

其需求，才能有效提升實驗期間的動物福

祉。以下介紹實驗豬在飼育管理及實驗過

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實驗動物是生醫研究必備的生物資材，對於這些為人類健康福祉犧牲與貢獻的動物， 
必須抱持深深的尊重與感念，務必在其生產與應用過程中予以良好的照護與對待。

秦咸靜、廖碧虹、陳亮君、朱賢斌

實驗豬的人道管理

相較於囓齒類實驗動物，實驗豬的智能更高， 
對環境更敏感。（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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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管理

實驗動物飼育管理的最高準則是降低

動物的緊迫，最好的方式就是營造一個和動

物野外居所類似的環境。就實驗豬而言，除

了滿足規範要求的最低活動空間外，最好能

提供豐富的環境，滿足特定的行為需求。例

如，在籠舍內舖設墊料，實驗豬就能正常地

表現出利用鼻子挖土找東西吃的行為。

由於動物實驗常常需要保定動物，在

飼育期間增加人與動物的正向互動是非常

重要的。如果飼育人員和實驗豬的關係惡

劣，在實驗中要進行保定投藥就必須採取

強硬手段，豬也會極力反抗，這樣對實驗

豬及飼育人員來說都會產生很大的緊迫與

壓力，也會造成實驗豬生理值的改變而影

響實驗結果。

社群環境

豬是社群動物，傳統上為了避免動物

社群位階影響實驗，大部分以獨居的方式

飼育，但這樣的飼育模式會造成實驗豬的

長期緊迫。為了提供正常的社群環境，應

儘量以群飼的方式飼育實驗豬。

不過需注意的是，在社群中的低位階

動物通常也會出現緊迫，可能造成實驗數

據的不穩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考

量調整群居實驗豬的數量，或利用低隔欄

的方式，讓實驗豬在視覺、嗅覺及觸覺上

都可接觸到其他豬隻，使其躲避強勢豬，

減少社群位階的壓力。

人豬互動

如前所述，在做動物實驗時，因為需要

多次的保定與投藥，飼育人員和實驗豬互動

的模式會顯著影響實驗的順暢度及實驗豬的

福祉。豬和人的互動模式建立在過往的互動

經驗上，因此可以透過訓練達到正向關係。

飼育人員可在新實驗豬進入設施時啟

動人豬互動的正向訓練，訓練計畫需分階

段循序執行，讓牠一開始就感受到飼育人

員善意的對待，逐漸習慣接受碰觸與撫摸。

飼育人員可利用特殊的食物獎勵方法，誘

導實驗豬離開籠舍，並依指示行動至指定

處，在每次完成動作時給予獎勵，可搭配

使用言語與撫摸。若實驗豬能習慣被抱起，

可開始訓練使用保定架進行採血，或使用

穿戴式監控背心，甚至習慣口服投藥、使

用氣麻面罩等非侵入性的實驗操作。

人道試驗終點

人道試驗的終點是保障動物福祉最重

要的關卡，正確的人道試驗的終點應在能

兼顧部分或全部實驗數據的取得下，讓動

物在受苦之前結束實驗。人道試驗終點的

判斷必須依前述疼痛評估的結果，在發生

異常時快速處理，才能維護動物福祉。

飼育人員可在新實驗豬進入設施時啟動人豬互動的正向訓練， 
讓牠一開始就感受到飼育人員善意的對待，逐漸習慣接受碰觸與撫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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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豬不舒服時的表現包括未進食、

體重喪失（超過 24∼ 36小時未進食應儘

速處理），行動方式改變、明顯的不舒服、

垂頭喪氣，不搖尾巴或夾著尾巴、像狗一

樣坐著，縮在角落或與飼育人員無互動，

沒有正常的好奇心，叫聲改變等。

一旦發現實驗豬異常，研究人員必須

立刻解決問題。至少在發現一項或多項異

常後，必須更頻繁地觀察才能在實驗豬感

到疼痛或痛苦之前儘快找到及解決問題。

研究人員必須把緩解實驗豬的疼痛列為第

一優先處理事項，且優先程度應高過繼續

完成研究計畫。必要時，選擇適當的鎮定、

麻醉及止痛藥物來緩解實驗豬的疼痛。

動物實驗的必要性

科學及醫療發展一定要利用動物實驗才

能滿足研究計畫的目標嗎？這個問題應該是

許多人心中的疑問。不可否認地，目前部分

實驗確實可以優先考慮採用非活體動物的替

代方案，但動物實驗仍然無法全面避免。對

於確實需要使用活體動物的研究，研究人員

必須審慎評估動物實驗的預期利益是否超過

動物福祉的犧牲，並有扎實的科學根據，不

能因為方便或受預算的影響而草率決定。

因此，在規劃動物實驗時，研究人員

應在研究利益和動物福祉間找到平衡點，

採取最符合動物福祉的實驗設計，並應切

實填寫動物實驗申請書，取得機構內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的同意後才可執行。

而在動物實驗執行期間，需要減少或減緩

實驗對動物的各種不良影響，才能有效提

高動物的福祉。

實驗豬生產端的動物福祉

「養豬場不就髒髒臭臭的嗎？」這是

一般民眾對於養豬場的認知，但對於專門供

應實驗用小型豬的台東種畜繁殖場（台東

場）而言，當你踏進場內卻會完全顛覆你的

印象。台東場是台灣原生豬種－蘭嶼豬的保

種、育成與推廣機構，生產供應符合生物科

技與醫學研究所需的實驗用小型豬。

實驗動物的品質與試驗研究結果的正

確性及穩定性有密切的關聯，唯有受到善待

台東場坐落在台東縣卑南鄉

賓朗村的阿里擺山山腳處，

鄰近山林，形成一個隔離

清淨的環境，是蘭嶼豬的保

種、育成與推廣機構，生產

供應實驗用小型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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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驗動物，才是品質良好的實驗動物，因

此妥善照護與對待動物成為台東場的核心目

標與價值。為了善待這些為人類醫學研究而

犧牲的實驗豬，須以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動物

福利指導方針所揭示的動物五大自由做為評

估動物福利最基本的標準，包括免於饑渴的

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身體不適的自

由，免於痛苦、傷害和疾病的自由，以及表

現自然行為的自由。

為實踐上述理念，使動物能在合乎天

性、免受無謂身心侵擾的環境下生長，台

東場近年來積極提升實驗豬的動物福祉。

在人員教育訓練方面，透過例行的員工教

育訓練，除強化照護管理與操作技術外，

並積極宣導動物福祉的觀念與重要性，分

享國內外改善事例與影片進行座談，強調

飼養照護工作的重要性與價值，改變飼養

人員對待實驗豬的態度，營造人與實驗豬

間友善的互動關係。

在飼養管理方面，翻修舊有的豬舍，

更換老舊的屋頂、欄杆、床面、地坪與設

置防蟲網，提供合宜的設施環境，讓實驗

豬在不同生長階段有清淨與足夠的活動空

間，以及保持群居社交的天性。2013年更
改進分娩舍的設計與管理方式，為避免大

型肉用母豬在有限的空間下意外踩死或壓

死仔豬，一般分娩母豬的管理把母豬限制

在不得轉身與輕易躺臥的分娩架內，往往

造成母豬很大的不適。台東場因而設計合

乎實驗豬體型與哺育行為的分娩設施，移

除限制母豬活動的分娩架，使母豬擁有更

寬敞的哺乳空間，增進親子互動。

在動物健康維護方面，除依據實驗豬

特性，制訂專屬的照護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規範動物健康診斷及疫苗藥品使用管理等

作業規定外，還有獸醫師進行實驗豬的照

護與醫療。例如依據周全的免疫計畫，定

期施打疫苗，加強實驗豬的抵抗力，降低

被病原感染的機會，並且每季採血監測健

康狀況，每年也定期與防疫團隊檢討及修

正實驗豬設施生物安全計畫，以確保實驗

豬的健康。

在提升飼料與用水品質方面，依照實

驗豬各成長階段的營養需求，提供專用飼

料，要求飼養人員注意飼料感官品質與實

驗豬餵飼情形，並定期檢驗飼料成分與品

質。用水方面，則於場內設置過濾消毒設

備，使實驗豬飲用水與設施清潔用水合乎

自來水品質等級。

此外，在飼育設施中設置播音設備，

特地尋訪具多年經驗的愛豬飼主，取得豬

喜愛的音樂型態（每分鐘 60拍的古典樂與
療癒音樂）在設施中播放，不僅能撫慰實

驗豬情緒，也能舒緩工作人員的心情。在

欄舍內吊掛鍊條、塑膠球、手作玩具等，

做為實驗豬探索的資材，減少打鬥與刻板

行為，儘量讓實驗豬表現其自然行為。

因管理與供應的需要，除留做種用的

雄性小豬外，其餘約於 4周齡時實施去勢
手術摘除睪丸。一般的畜產操作採直接手

術的方式，對動物造成很大的痛苦、劇烈

掙扎與尖叫，台東場的實驗豬則先施以麻

醉後進行去勢手術。操作人員可在安靜的

環境中，從容精準地手術，並給予實驗豬

止痛與抗感染藥物，大幅減少其疼痛與術

後不適的現象，且傷口癒合良好，恢復迅

速，是台東場轉型過程中重要的寧靜革命。

動物五大自由包括免於饑渴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身體不適的自由， 
免於痛苦、傷害和疾病的自由，以及表現自然行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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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物推廣運輸作業上，由於台東場並無動物運送的服務

辦法，也缺乏適當的人力與載具，使用機構常需租用貨車遠道

前來購運實驗豬，或藉由鐵路托運方式接駁，不僅造成使用

機構的不便，無空調的運送過程也常造成實驗豬的緊迫與

不適。為解決這一問題，台東場於 2009年設計與購置動
物運送車廂，並建立全國配送服務，車廂內配置獨立發

電機、空調、暖氣、溫溼度記錄器與飲水管線，確保實

驗豬能在合宜舒適的條件下運輸，以維護動物福祉。

在自主管理方面，依據動物保護法規定，設有實驗

動物照護與管理小組，負責監督實驗豬飼養照護、

人員職業健康安全等事務。此外，藉由定期的

內部查核與小組會議，檢討與追蹤缺失的改

善情形，並負責檢視與審核實驗豬使用申請

計畫與各項標準作業程序，以落實動物福

祉及人道管理。

（左）台東場改進分娩舍的設計與管理方式，移除限制母豬活動的分娩架，使母豬擁有更寬敞的哺乳空間，

增進親子互動；（右）台東場設計與購置動物運送車廂，並建立全國配送服務，車廂內配置獨立發電機、空調、

暖氣、溫溼度記錄器與飲水管線，確保實驗豬能於合宜舒適的條件下運輸，以維護動物福祉。

（上）實驗動物中心實驗豬飼育欄的設計考量到豬

的視覺、嗅覺與肢體接觸的需求；（下）智能高

的蘭嶼豬主動向細心照護的飼育人員示好。

0.92 m2 修建前－限制母豬活動的分娩架

1.91 m2 修建後－無分娩架，母豬能自在哺育小豬

克服運輸困境 全台配送服務

設計購置合乎動物福祉的運送車廂

實驗豬應用端的動物福祉

當實驗豬運抵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台南

臨床前手術及照護設施後，接收人員依照

相關標準操作程序接收與隔離觀察，並核

對實驗豬各項個體識別資料與記錄到達時

間。實驗豬以運輸籠推送至安排好的豬房

與欄位後，獸醫師會進行理學（耳朵、眼

委由民營貨運業者

配送直達使用單位

冷氣空調

動物飲水

暖氣

獨立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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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鼻子、口腔、皮毛、趾間與體溫）、

寄生蟲與糞便等檢查。至少經過 1周以上
的休息與觀察，並確認身體狀況正常，才

會開始執行委託試驗。

進場的實驗豬須檢附疫苗防疫計畫與

完整醫療紀錄，進場後若委託試驗超過 6
個月，則須就相關疾病適時進行疫苗補強

注射。每季進行內、外寄生蟲檢查，必要

時給予治療與藥浴。

實驗豬採群飼為主，欄與欄之間的隔

柵非完全密閉，即使因特殊情況單獨欄飼，

實驗豬之間仍可有視覺、觸覺、嗅覺與身

體的接觸，合乎豬群居的習性與社會接觸

的需要。實驗豬設施的溫度、溼度與換氣

次數的設定都合乎國際規範，保持實驗豬

舒適。

在飼養方面，提供實驗豬充足的逆滲

透飲用水，飼料依照體重給予專用飼料。

在環境豐富化的規畫方面，每欄提供玩具

蘋果與鐵鍊供玩耍，白天活動時間播放輕

柔音樂。此外，每日例行工作結束後，工

作人員會撥出 1∼ 2小時與實驗豬互動，
可以觀察到實驗豬從剛進場時的躲在角落，

到願意離開欄舍在房間內探索，最後甚至

會主動向工作人員示好。

在執行試驗階段，實驗豬在執行試驗

的前一天，獸醫師會到動物房確認實驗豬

的生理狀況，從食慾、外觀、行為等判斷

是否正常，評估是否適合執行麻醉與外科

手術，同時檢查手術儀器與盤點相關用藥

及耗材，並確認急救藥品是否足夠。試驗

當天，實驗豬完成必要的禁食後，先在動

物房進行前導麻醉，再送至術前準備室洗

淨、剃毛，才進入手術室執行試驗。手術

過程由獸醫師以生理監視器密切監控與記

錄各項生理數值，確保實驗豬手術過程的

安全。

試驗結束後，依據試驗性質的需求，

有些實驗豬會先移入備有氧氣，且能控制

溫、溼度的緊急加護病籠內嚴密監控。無

論是否進緊急加護病籠照護，所有的實驗

豬一定在清醒且能夠站立情況下才會送回

原飼養欄舍。手術後連續 3天給予止痛藥
與抗生素的預防性投藥，並連續 7天記錄
疼痛評估表。試驗後有任何異常的情形會

立刻通知獸醫師與計畫主持人，在最快的

時間內治療與處置，以維持動物福祉與試

驗的精確性。

秦咸靜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企劃推廣組

廖碧虹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

陳亮君、朱賢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台東種畜繁殖場

實驗動物中心為試驗操作後的實驗豬準備專用的

緊急加護病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