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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生物學
與永續環境飲食觀

紅色欉林雞是目前家雞的祖先 綠色欉林雞是四種野雞之一

從天擇到人擇─家雞的起源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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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雞是由野雞馴化而來，至今約莫7 ,500年至

8 ,000年的歷史。目前發現在東南亞的野生

欉林雞有四個品種，多數學者認為家雞主要源自東

南亞或印度的紅色欉林雞。

家禽馴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結果是，一些突變

的基因被保存下來，這些基因或許在大自然的環

境下是不利的，對人類來說，卻能滿足宗教文化、

觀賞，以及食用等需求。例如：白羽色在野外容易

被發現，而成了獵食者的目標；絲狀羽毛無法飛

行、短腳脛不利於耙土覓蟲，不易獲得食物。因

此，假如沒有人類的干預，這些特徵在自然選拔

下將會消失。使得雞不僅是人類食物的重要來源，

也蘊含了豐富的遺傳資源，對於遺傳學的研究有

著極大的貢獻。

西方國家為了宗教的理由，選育白色的公雞作為

復活、生命誕生的象徵；羅馬人也選育黑色公雞，

做為對希栢利（Cybele）女神的祭品；在印度西北部

谷地，選鷄的目的則是用來作為鬥雞使用。而在古

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與亞洲等國家，則有食用

雞肉及雞蛋的悠久歷史。日本的玩賞者則選育出長

尾鷄、矮雞與長鳴鷄等珍禽。

在華人飲食文化中，著名的藥用珍禽「絲羽烏骨

雞」，具有玫瑰冠、藍耳、絲羽、五爪、腳脛毛、

烏肉、烏皮與烏骨等特徵，1 ,500年前，唐代詩人

杜甫即有對此品種雞隻的描述；隨後在探險家馬

可波羅的書中，形容過這種「有毛無羽」的雞隻，

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亦有記載其做為藥引的

效果。

隨著畜牧業的發展，商業雞種的培育歷史不到一

個世紀。育種的方向開始轉向追求生產效率與經濟

價值，尤其在近 50年內，發展更為迅速，像是生

長快速、飼料利用效率高的白肉雞，也就是經常被

用來作為速食炸鷄的食材。一隻雞生長至兩公斤只

需 35天，以往則需要 70天；蛋雞的產蛋數則可高

達一年280至300顆，而牠們的祖先欉林雞一年只

產10至20顆。

近年來坊間有許多傳言，認為肉雞能夠快速生長

是因為注射了生長激素，事實上這是透過育種，不

混雜國外肉雞血源的仿土雞，平均只要3個月就能

夠達到上市標準，相較之下，臺灣過去的傳統土雞，

平均要飼養4到5個月才能性成熟。儘管肉質風味較

佳，以及因為長期適應臺灣的環境，有較強的抗病、

抗熱能力，卻因為飼養效率差，逐漸被農民捨棄。

1982年，中興大學畜牧系李淵百教授，在當時主

管家禽業務的農發會（農委會前身）技正黃暉煌的支

持下，開始投入臺灣土雞的保種與研究工作。李淵

百教授帶著學生在臺灣各地蒐集地方特色土雞，在

南投山區、嘉義、花東、竹苗、金門等地，都有所

斬獲。至今，中興大學的保種中心內，總共保存了

17種地方特色土雞品種。

家禽的保種和哺乳類不同，精卵無法冷凍保存，

必須持續飼養一定數量的活體族群，維持成本相對

較高，同時也受到禽流感的威脅。這些保種雞就像

是一個基因寶庫，有許多的特性，如果能持續加以

研究，就會有很多利用的可能性。

斷選拔出快速生長的基因，加上給予充分的營養，

所達成的效果。

商業育種的過程中，讓消費者能夠享用物美價廉

的動物性蛋白質，卻也使得全球各地傳統家禽家畜

品種多樣化的基因快速流失。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

業組織（FAO）統計，全球約有 20%的家畜家禽品

種瀕臨滅絕，平均每個月就會消失一個品種，如何

保存這些物種的遺傳多樣性，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

焦點。臺灣的土雞保種工作，則要回溯到 1980年

代。

土雞在臺灣人的飲食文化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角色。過去，臺灣的農家習慣在後院養豬、養雞，

到了 1980年代，臺灣的畜牧業開始蓬勃發展，逐

漸走向專業化、大規模的商業飼養，民間開始從國

外引入商業雞種，和本土的土雞雜交配種，希望能

夠加速產肉效率，也兼顧土雞的肉質與口感，也就

是民間俗稱的「仿土雞」。

烏骨雞具有玫瑰冠、藍耳、絲羽、五

爪、腳脛毛、烏肉、烏皮、烏骨等特徵

大規模的商業土雞飼養

中興大學保存具地方特色的土雞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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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東霧臺鄉大武部落建立友善環境的林下經濟 成熟母雞的濾泡透過白色箭頭的卵裂帶破裂而進入輸卵管

隨著社會價值觀變遷，越來越多消費者，希望購

買高品質、友善飼養的畜產品，這些能適應臺灣氣

候環境，適合放養在山林間的特色土雞品種，牠們

的價值開始受到各界的重視。

事實上，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2018年所發布的

《家畜與生態農業》（Livestock and Agroecology）報

告，已明確指出「生態農業」是人類與地球間永續

發展的不二法則。在地的畜牧動物更是「生態農

業」轉型的重要角色，是生態農業的基礎，多樣化

的動物品種可適應於不同的環境條件，有更好的能

力，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禽畜糞又能回歸農

地，成為維持地力的養分。

一度在民間消失的特色土雞，在保種中心內歷經

30年的光陰，不僅發展出學術用途，如今準備再

度走回農村，成為協助農民發展友善畜牧、林下經

濟的幫手，也和聯合國糧農組織所呼籲的生態農業

概念，不謀而合。

近幾年林務局推動林下經濟政策，經由專業評

估森林的生態與可承載的經濟生產規模，把臺灣

土雞放養在林間，提供部落的食物需求以及一部

分的經濟收入。2016年，在屏東科技大學陳美惠

教授引介下，興大保存的紅羽土雞進到曾受莫拉

克風災重創的屏東霧臺鄉大武部落，建立友善環

境的林下經濟。結合土雞種原、友善飼養、原民

智慧，兼顧生態、生產與生計的原則。這樣的「林

下循環農業」模式，目前持續在臺中谷關松鶴部

落、南投奧萬大親愛部落、松林部落，與花蓮瑞

穗等地展開中。

另一種同時結合動物種原與特定產區（AO C,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的品牌生產模式，

如西班牙伊比利豬、法國布烈斯雞，也是值得臺灣

參考的經驗。海峽兩岸隔離30年的特殊時空背景，

讓金門保留下在地的特色雞種，經中興大學保種之

後，2013開始送返金門畜產試驗所，進行特定區域

敞徉在酒糟堆上的金門土雞

2009年，在中央研究院鍾正明院士的推動之下，

中興大學成立鳥禽類演化與基因體研究中心（簡稱

iEGG中心），讓過去只是經濟動物的臺灣土雞，進

一步成為協助解開科學謎題的推手，協助科學家

探索鳥類羽毛，瞭解其美麗的顏色與圖案構成的

機制。2013年，臺大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林頌然

和鍾正明院士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利用興大保

種中心中的黑羽土雞作為研究素材，追蹤毛囊內

黑色素幹細胞的遷徙與分化，找到了羽毛圖案形

成的基本法則。這份成果登上了國際一流的期刊

《Science》，使得以家禽為模式動物的科學研究，邁

向另一個高峰。

農產品品牌的生產。金門土雞在生長期補充酒糟飼

養的黑水虻，肥育期補充高梁酒糟，酒糟的蛋白質

含量高，經循環再利用創造特色經濟，金門土雞有

潛力成為下一項AOC的產品。

雞蛋是我們每日三餐中常見的食物，營養均衡，

富含孕育一個生命的所有營養份，我非常喜歡，常

鼓勵朋友、學生多吃雞蛋。一枚60公克的雞蛋，蛋

白質約 7 .4公克，脂肪約 6 .7公克，以及微量礦物

質、多種維生素，尤其富含鐵與維生素A, B, D。

性成熟的母雞，卵巢濾泡開始發育。從小濾泡生

長到成熟的卵黃，約 7至 9天。卵黃排入輸卵管後

開始包被濃厚蛋白、稀薄蛋白、蛋殼膜與蛋殼，僅

約一天的時間。輸卵管中一次僅能製造一個雞蛋，

待雞蛋產下之後，下一個成熟的卵黃才會再進入輸

卵管內。

剛開始生蛋的母雞，因為卵巢功能尚未完整，可

能同時排出兩個卵黃而形成雙黃蛋，同時，初產母

雞的雞蛋較小。卵黃從卵巢一處沒有血管的卵裂帶

(stigma)破裂排出，有時候蛋黃上會看到紅點，是

因為排卵破裂時，周邊血管破裂所留下的血斑，常

被誤以為是受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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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其中部分的蛋白質，因為經過高溫的蒸煮，

變成短鏈水溶性的雙胜肽以及游離胺基酸，對於

消化功能暫時有困難的人，是立即可以吸收的食

物，快速補充營養。同時，加工過程已去除大部

分的脂肪，因此脂肪含量低於1%。近年來滴雞精

的產品在市面上廣為流行，滴雞精是利用隔水加

熱的蒸氣蒸煮，過程中避免蒸氣回流。而熬煮雞

精則熬煮完再進行濃縮，二者主要是製程上的差

異。研究比較滴雞精與熬煮的雞精，成份含量並

無顯著差異。

從追求生產效率，到滿足消費者對於動物性蛋白

質的需求，現今也有越來越多消費者，開始重視經

濟動物的動物福祉。其中又以改變雞蛋的生產模

式，成為最受矚目的議題。

格子籠的產蛋雞，指的是飼養在巴達利式（battery 

cage）系統的產蛋雞，大約是近100年才所出現的設

施。當時，這樣的設計問世時，大家認為對雞來說

是很好的做法，飼養者可以便利的把食物與飲水，

源源不絕供應給雞隻，每隻雞也不會受風吹雨打，

好像是住旅館。

隨著對於動物行為研究的演進，發現一個籠子內

飼養3到4隻母雞，每隻雞僅能分到約一張A4紙大

小的面積，活動空間不足，無法展現其自然行

為。雞會透過沙浴來去除身上的寄生蟲，也會透過

站立高低不同的棲架，建立社會位階，終身飼養在

狹小格子籠中的雞，沒有砂浴的空間，雞隻之間還

會發生互相啄羽的不良行為。

動物福祉所追求的是動物的五大自由，分別為：

蛋黃的顏色是淡黃色，透過調整飼料中胡蘿蔔素

的含量，會變成橘紅色。蛋殼的顏色則受到許多基

因的調控，主要是與品種有關。常見的產蛋雞種，

蛋是白色殼或褐色殼，土雞蛋是粉色殼，少數的雞

種會產出青色殼，加上顏色深淺程度不同，使得蛋

殼顏色有了豐富的色彩。

近期，對於如何確保雞蛋的食安，洗選蛋成為民

眾關心的議題。國際上不同國家對於雞蛋洗或不洗

分成兩派，美澳是全面洗選，但因為雞蛋在清洗過

程中，天然的保護層已經被洗掉，從運輸到販售

端，必須全程以冷鏈保存以免變質；歐陸則是分

級，大部分不受糞便汙染的雞蛋，不可以洗選，以

常溫販售；而少部分受到糞便污染的雞蛋必須清

洗，也不可以新鮮雞蛋販售。

洗不洗蛋，各國的管理方式不同，但最重要的，

是如何避免沙門氏菌的誤食。在臺灣，烹調與實用

雞蛋的習慣與國外不同，誤食雞蛋沙門氏菌的案

例，沒有明確數據，衛福部應該長期追蹤研究，再

建立適合臺灣的管理政策。

至於消費者該如何購買雞蛋？就品質而言，越新

鮮的雞蛋當然是上選，絕對避免買到表面有污染的

雞蛋；如果購買的場域是常溫環境，避免選購洗選

蛋；如果是冷藏架上，洗不洗的雞蛋均可。不過，

洗選蛋建議要在三週內食用完畢，因為有研究顯

示，如果雞蛋沒有按標準程序洗選，擺放超過兩週

後，品質反而會比未洗選蛋還要差，濃厚蛋白會出

現稀薄化的情形。

雞肉也是我們日常飲食中不可或缺的肉品，與豬

肉、牛肉相較，是較低脂肪含量的肉品，主要的脂

肪含在皮下與腹部。100公克不帶皮的雞肉中約含

22-25公克的蛋白質，3-4公克脂肪，以及微量礦物

質、多種維生素，尤其富含鐵與維生素B群。營養

分的組成與雞的品種、週齡有些微差異。

雞肉品質與雞的品種及飼養期有關，一般小型雞

種肌纖維較為細緻，肉質佳。在臺灣常見的肉用雞

包括白肉雞與土雞，前者又稱為童仔雞，是生長快

速的品種，在育種與飼料營養的加持下，使得從初

生至上市只需要 35天，肉質軟嫩，適合油炸的料

理；土雞則是飼養至性成熟的雞種，飼養期3-4個

月，肉質較為Q彈而有嚼勁，適合中式料理。生產

者偏好飼養大型品種的土雞，因為生產效率較高；

相反的，小型品種土雞生產效率低，成本高，雖然

肉品質更佳，但不容易被消費者接受。

2013年，為防堵家禽流感，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之

後，雞肉的消費市場產生了一些變化。白肉雞的消

費量逐年成長，尤其是進口的雞肉量已經與國產的

白肉雞不相上下，本地土雞的消費量則是不斷減少。

雞精是濃縮的雞湯。100 毫升的雞精內含 5到 8

公克的蛋白質，以及微量礦物質、多種維生

免受飢餓、營養不良的自由；免於因環境而承受痛

苦的自由；免受痛苦及傷病的自由；表達天性的自

由；免受恐懼和壓力的自由。格子籠的飼養方式，

很明顯的已經剝奪了母雞表達天性的自由。歐盟也

已經宣布，於2012年全面廢止格子籠飼養模式。

在臺灣，農委會也於2014年公布了「雞蛋友善生

產系統定義與指南」，所認定的友善飼養，分為三

種類型：雞隻可以自由到戶外活動的放牧型、室內

型平飼系統，以及豐富化籠飼系統。相較傳統的

格子籠，豐富化籠飼讓雞有較大的活動空間，也

在籠子內設計了沙浴區、產蛋區、棲架等設施，

被視為是兼顧生產效率和動物福祉的選項，但實

際在產業界使用多年之後，仍然被認為無法讓雞

完全展現自然行為，目前國際上的趨勢，多為鼓

勵農民從傳統的格子籠，直接轉型到平飼系統或

放牧式。

根據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的統計，2012年臺灣的

友善雞蛋市占率還不到 1%，目前已經成長到 7%，

而且有許多大型通路和連鎖餐飲品牌，已經紛紛轉

向使用友善雞蛋，未來的市場仍有繼續提升的趨

勢，需要更多消費者的認同與支持。

結語

從野生欉林雞，馴化到今天外觀多樣化、品種

繁多的家雞；從天擇的自然演化，到人為的選拔，

歷經8,000年的演變，牠們不僅豐富了人們文化和

飲食，也是科學家追求大自然法則不可或缺的研

究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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