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飼養鹿隻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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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隻健康管理與疾病預防

鹿隻疾病在不同鹿場是呈現不一樣的狀況，這可能歸因於牧場
主人或是管理人在鹿隻管理基本的認知不同而造成疾病的發生，
像是在營養、畜舍狀況、氣候變化、飼養管理和觀察個體疾病
的臨床表現，以及可行的預防策略。如果疾病是可以預防的，
那麼可能造成鹿隻死亡率是可以預防的。 為了減少疾病引起的
鹿隻損失，我們需要對疾病的性質和預防策略進行了解。鹿隻健
康管理應根據不同鹿場的特性而有所調整，因為環境，動物和人的因
素在不同鹿場之間有許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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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的特性

1.野性(未完全馴化): 尚存野外的行為表現。

2.可塑性:生存適應能力(森林、草原、熱帶、寒帶、少

雨乾燥與多雨潮濕)。

3.採食植物豐富性: 可採食植物種類達200種以上。

4.群體性: 大部分時間群體活動。

5.季節性:繁殖與體重依季節。

6.防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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茸鹿飼養管理的一般原則

一、飼養原則
1.選擇飼料應符合鹿的消化生理特性
以青粗料為主，再根據不同生長時期或生產需要補
充精料。合理利用粗料以降低成本提升經濟效益。

2.根據鹿的營養需要，合理餵飼
鹿隻雖經馴化但還具有野性，提升飼養難度。鹿隻

種類不同生理差異性大，除紐西蘭紅與麋鹿，尚未有標
準的飼養標準。根據鹿隻年齡、性別、季節與體重的不
同對營養都有不同要求。重要的是還要根據實際狀況鹿
的生長發育與生產性能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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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搭配飼料，力求多樣化
苜蓿乾草、苜蓿草塊、百慕達、狼尾草

4.飼料品質與加工調製
(1)牧草切碎有助於提高利用率，但不適久放
(2)長茸期、母鹿泌乳期與育成鹿熟料處理有利
消化吸收。(可考慮泌乳牛料)

5.餵飼時間、順序與次數固定
鹿對環境變化敏感，養成良好進食習慣，建立餵飼條
件反射可提升採食量與消化率。不正常的餵飼方式會
引起消化機能紊亂，消化不良進而產生胃腸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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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減與變換飼料需漸進進行
鹿有極明顯的季節性，進一步對營養需求與消化機

能也具有季節性(公鹿長茸與母鹿繁殖)。增加飼料時每4

到5天一次。新飼料需20天左右的瘤胃適應期、40天的
代謝適應期。鹿對飼料有習慣性，瘤胃的微生物對其環
境有一定的選擇性與適應性(養鹿=養微生物) 。飼料變
化太大降低鹿隻採食量和消化率，還會影響微生物正常
生長和繁殖，進而使消化機能紊亂與營養失調。

7.飲水
注意水質清潔衛生,常刷洗與消毒。

8.夜間餵飼
使鹿在採食時間上分布均勻，最大限度提高採食量。
可使鹿在安靜的環境下有充足的時間採食與反芻。



9. 欄舍飼養位置需合理
公鹿飼養在上風處，母鹿飼養在下風處。小鹿安排在避風陽光
照射欄位。性情穩定鹿隻安排於人員進出口處。

10.每日觀察鹿群
觀察精神狀態、採食、飲水、反芻情況、排泄狀況、鼻鏡乾
躁與否、脾氣好壞、呼吸是否均勻與行為是否正常。

11.隨時維修欄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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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管理的一般原則

1.合理分群: 依性別、年齡與健康狀況分群。
2.舒適的活環境:鹿舍內保持乾燥通風、注意避風與防暑。
3.鹿場的衛生工作。
4.固定工作時間，隨時觀察鹿群:鹿隻反應、採食、反
芻、精神狀態、鼻鏡、皮毛、糞便、飲水、步姿與設
施。
5.溫和調教，加強馴化 :鹿對外界環境極為敏感。

T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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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之馴化原則
•依照鹿的習性:依照不同生長期、不同性別具有不同的

特性。採食過量放牧造成鼓脹，公母一起放牧馴化效果

差。

•耐心、循序漸進:鹿的馴化是一種建立條件反射的過程
，人員需要很好的耐心。

•利用已訓練穩重的鹿去帶領:鹿具有群居性，可利用此
特性

T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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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放牧區域勿使用除草劑與農藥(有機磷中毒)。

•農藥噴灑後的花生藤與蔬菜不要餵鹿。

•公鹿與母鹿考慮分群飼養。

•小鹿出生後有仔鹿箱供躲藏，利於日後運輸。

•鹿舍與放牧園區不要有塑膠繩或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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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隻基本健康管理

鹿農必須對一般導致疾病的因素有充分的認識：

1.營養:保持最佳的餵飼，根據鹿隻狀況進行餵飼調節，以降低疾病的
風險，並降低營養緊迫。

2.環境:提供良好的環境與去除危險因素，如會導致受傷之設備與地面，
欄舍走道的設計要使動物易於驅趕。

3.驅趕作業:避免鹿隻腳部受傷，減少鹿隻的壓力。注意年輕的鹿隻有
盡早與人類接觸的習慣，有利於在驅趕和現場處理時減少受傷的風險。

4.群飼或配種:鹿隻個性，年齡和季節有關的疾病易感性和交叉感染

5.氣候變化:根據氣候變化進行因應性處理。

DRTC T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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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造成之影響:在養殖環境人類和鹿隻之間的關係，許多證據
指出壓力有助於疾病發生，若動物以充滿壓力的方式被管理或
處理，包括大聲喧嘩，物理侵略和粗魯不耐煩驅趕，使用棍棒
或噪音“驅使”他們走動。因此，平靜，安靜的管理動物，將
有助於降低損耗。

理解自己場內鹿隻產生一些疾病的基本因素，利用「管理」避
免引起有關疾病的單一因素，即鹿農自己可以直接預防疾病的
發生。

DRTC T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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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隻疾病發生之相關分類

1.年齡: 鹿隻在不同年齡較容易發病的種類也不同。仔鹿由於神經系
統不健全，消化道免疫機能低下，容易得到胃腸方面疾病與呼吸系統
方面疾病，死亡率較高。壯年期鹿隻則意外傷害較多，如骨折與大出
血，後續容易引發其他疾病。老年鹿則抵抗力下降，免疫能力減弱，
容易發生各種疫病且癒後狀況較差。

2.性別: 母鹿因為要繁殖小鹿，因此難產、子宮脫出與乳房炎等較多，
難產造成的死亡率較高。公鹿繁殖期好鬥造成意外多，因鋸茸造成感
染出血、保定不佳造成骨折創傷等。

3.季節:春天疾病較少，可能是母鹿懷孕後期與公鹿長茸期飼養管理較
好有關，進入夏天前則母鹿產科與載鹿疾病多。夏天至秋天悶熱濕度
高，胃腸病較常見。冬季如果飼養管理不當、防疫衛生較差，公鹿抵
抗力下降，發病多死亡率高；相對母鹿與仔鹿發病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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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隻緊迫之營養對策

緊迫是鹿隻主要死亡因子之一，除了從飼養管理方面改善外，所補充營
養的質與量方面亦需配合，才能獲致良好之效果。

一、水份之供應
如水分供應不足，將使得血液變濃導致運送養分與廢物的能力降低。
當失水量達體內水分的十分之一時，將導致動物死亡。鹿隻飲水的供應
是不能忽略的，尤其逢天氣炎熱、母鹿分娩、長途運輸及鹿茸生長等緊
迫發生時，飲水的充分供應更是不可疏忽。

二、飼糧之提供
飼予鹿隻的精料過多，而造成其瘤胃發酵作用旺盛，氣體積聚過多乃致
發生鼓脹。品質良好之芻料或乾草，為緊迫發生時能提供予鹿隻之理想
食物。當鹿隻緊迫時，最好將精料完全停止供應。

T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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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生素之添加
鹿隻大都不虞維生素的缺乏，因維生素Ｂ群與Ｋ可由其瘤胃內之微生
物合成。維生素C能在體內被合成。而Ａ可由平日所食之青草獲得，
維生素Ｄ則可由充足的日照下得到，但為安全起見，飼料中往往都會
添加維生素Ａ、Ｄ和E。尤其當鹿隻發生緊迫時，可將之加於飲水中。

四、電解質之提供
電解質中可歸納幾個主要作用：1形成強壯的骨骼結構；2構成體組織
物質之成分；3酵素系統的致活劑；4滲透壓平衡之維持；5維持正常
酸鹼平衡；6發揮對肌肉和神經感應性的特殊影響；7與維生素間的互
補作用。當鹿隻發生緊迫時，更需將之加於飲水中充分供應。另外可
將黑糖加於飲水中，亦可使鹿隻之緊迫狀況獲得舒緩。

T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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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防疫計畫
一、 全場鹿隻滿三月齡以上，每年一次結核菌素檢疫。
二、 每年至少一次驅蟲藥劑（害獲滅）注射或餵食驅蟲藥，作

內、外寄生蟲 驅除。

貳、 自衛防疫措施
一、 出入口設置消毒池，並定期更換消毒劑。
二、 工作人員進入場內需更換工作鞋、服，且需經消毒池。
三、 飼料、供水槽定期清洗，以減少消化道疾病發生。
四、 鹿舍定期消毒（消毒劑：衛可、百喜、普贊及安寧等輪
用）。
五、 鹿舍空欄以消毒水消毒後再留置備用。
六、 外購鹿需隔離觀察(購買前快篩檢測)。
七、 病鹿則需隔離治療。

鹿場基本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