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物展演評鑑會議記錄 

壹、時間：112年 7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18時 50分 

貳、地點：六福村會議室 

參、參加人員：六福村人員(如簽到簿)、祁偉廉委員、高雋委員、林岱

瑾委員、彭正宇所長、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人員(如

簽到簿) 

肆、主持人：彭所長正宇 

伍、評鑑委員審查意見： 

一、一般意見 

1. 各區籠舍衛生情況良好，無髒亂及腐敗食物，地面清潔無糞尿，足

見照顧動物之人員有盡力提供動物良好的居住環境。動物照顧人員

對負責的動物均瞭解健康狀況。 

2. 獸醫師針對醫療紀錄於 2021年後均有詳實記錄。現場照護員都很

有熱誠，對自己照顧的動物熟悉，但應提供員工內部訓練紀錄或計

畫文件，作為未來查核許可、審查、評鑑之參考。 

3. 建議園區應增設照養紀錄含「行為豐富化」或「環境豐富化」紀錄，

觀察並記錄每個展區在動物行為、飲食、設施等環境豐富化的執行

與觀察紀錄。 

4. 各種動物照養 SOP每日首要工作建議加上「清點動物數量」文字。 

5. 人道處置 SOP應加入安樂死評估決策機制說明，安樂死方法參考資

料，執行程序說明，包含保定、麻醉、致死、確認死亡等程序。 

6. 面對極端氣候，目前僅有飯店區部分動物有擬定暫停放展標準，建

議全園區皆應擬定極端高溫或低溫的因應措施，以確保動物健康，

若室外高溫讓動物進入內舍，應確保內舍溫度適宜。 

7. 園區環尾狐猴、美洲野牛、白犀牛、澳洲吸蜜鸚鵡、紅鶴、狐獴數



量很多，建議擬定數量控制計畫，以避免動物數量過多，展示空間

不足，造成飼養動物福利不佳。 

8. 建議應建立園區動物脫逃紀錄，以作為展區安全、防逃措施設計，

即未來動物逃脫演練之參考。 

9. 六福村是東南亞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成員，未來將以整合保育的概

念，要求成員建立典藏計畫，也就是檢討每一個物種的直接/間接

保育角色，建議下一次評鑑前能有初步的典藏計畫呈現展演目的及

性質。 

10. 建議增加動物福利評估或精進小組、委員會或專職人員，協助組織

確保動物生活品質。 

11. 營運計劃書中建議將遊客接觸動物活動部分增加「體驗切結書」等

相關資料。 

二、各區意見 

1. 大西部鳥禽區： 

(1) 美國大西部鳥秀展場展演內容立意良善，但目前世界趨勢傾向於

不犧牲動物生活品質來成就表演，建議檢討大西部後場空間、規

劃等更符合動物需求欄舍，工作流程及防疫措施建立數位化紀錄，

滿足相關需求後再考慮展演活動規劃。 

(2) 鸚鵡籠舍需改善，光照曬太陽時間不足，放飛仍然於室內，不利

陽光照射。 

(3) 鳥舍環境單調、大型鳥類空間不足、豐富化不足、無文字記錄及

行為觀察評估，塘鵝、紅鶴、埃及聖䴉空間太小，各式鸚鵡關在籠

子，建議改變展演方式，讓所有鳥禽皆能在較符合習性的自然環

境中。 

(4) 後場未設有消毒墊，染病個體之隔離空間，應加強此區防疫措施，

金剛鸚鵡有一隻疑感染雙病毒羽毛疾病，但未有隔離飼養照顧。 



(5) 大西部鸚鵡後場鳥類叫聲過大應考慮提供耳罩保護同仁聽力。 

2. 莊園區之犀牛展場空間狹小，不利於大型動物之活動。 

3. 親親園區的安哥拉羊、四角羊等涼亭展示區，空間太小，涼亭遮蔽

不足，建議增加遮蔽比例或降低動物展演數量。 

4. 猴園區展場有籠舍，平時開放籠舍通道供動物自由進出佳，展場植

被、樹木茂密供動物利用也很好，但其他展區有的是「展區即籠舍」、

「籠舍同展場」，例如草食區、東非狒狒區等，建議增加足夠遮蔽

或夜間休息區域及隔離區，以作為醫療、懷孕、分娩等隔離之用途。 

猴島多數室外空間有活樹提供動物攀爬是非常優良的示範，但阿拉

伯狒狒、豬尾猴、台灣獼猴、環尾狐猴等物種可能因場地或物種特

性缺乏類似微棲地，建議以人工棲架營造攀爬、遮陰遮雨區域。 

5. 東非狒狒區改善計畫除了個體辨識、絕育、防止逃脫設計之外，應

包含展區新增遮蔽設施，增加垂直結構的豐富化，以維動物福利。

此外，狒狒個體辨識、絕育時間請盡量縮短，以減少動物在籠子內

的時間。 

東非狒狒區已新設圍牆，並提出清點計畫，不銹鋼引道及隔離籠設

施也近完工，獸醫對清點之執行有妥善安排。有關增設防曬遮蔽設

施已有配合風向及日照方向之構想，有利於強日照之氣候及適當休

息場所。 

6. 草食動物區雖是提供廣大空間，但多數物種(包含孔雀)因場地隔離

效果不佳無法管理繁殖，導致動物數量持續上升，建議仔細規劃整

區，盤點問題及目標，擬定物種典藏、管理計畫，以免再次上演類

似狒狒管理不周的狀況。 

7. 黑熊後場工作區域上空應以圍籬圍住以形成雙重隔離，避免工作時

失誤導致動物有機會直接脫逃至野外。 

8. 大紅鶴網籠內水池水質外觀不佳，建議檢討過濾設備等改善水質，



另水池坡度若不適合動物使用也應改善。白鷴為地棲性雉科動物，

目前生活空間地面面積較小且躲避區域較少，可以考慮擴大地面空

間、增加灌木叢或棲架提供躲避區域，或移至其他場域與吸密鸚鵡、

紅鶴等其他欄舍混種展示。埃及聖䴉後場應增加橫桿等棲架供動物

休息。 

陸、決議 

一、 請園方持續完成下列事項： 

1. 大西部鳥禽區仍有諸多問題請園方持續改善精進，其中防疫問題，

請立即改善，動保所將不定期檢查，並請園方於一個月內依委員建

議提出整體改善規劃期程，並陳報本縣動物保護防疫所，本所將依

規劃期程持續檢討督促園方改進此區相關設施及展演活動。 

2. 六福莊生態度假旅館之犀牛飼養空間，請園方於半年內完成改善並

增加活動空間。 

3. 親親園區的安哥拉羊及東非狒狒區遮蔭不足，請園方積極改善。 

4. 園區數量較多之物種請依委員意見擬訂數量控制計畫，避免數量過

多，衍生管理及動物福利問題。 

5. 營運計劃書請增加「安樂死評估決策機制說明」，並應於爾後評鑑

或審查中呈現相關書面資料。 

6. 其他缺失部分請參照委員意見予以改善。 

二、 此次委員審查意見及園方改善情形將列入爾後動保所查核、評鑑及

展延換照等之依據，請園方重視委員審查意見。 

三、 此次評鑑結果：71.66分、良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