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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畜牧場臭味問題相當難克服，其牽扯之因素眾多，包含畜舍型態、飼養管理、

氣候變化及地理環境等，而畜牧場主要產生異味來源為畜舍、堆肥舍、廢水池，

國內畜舍多屬開放式且老舊，加上禽畜糞、廢水等廢棄物未能及時妥善處理，將

導致異味產生，隨著畜牧環保問題日益受到大眾關注，加上土地重劃導致鄰避情

況漸增，臭味易隨風逸散於周界環境中，常引起鄰近民眾觀感不佳和陳情抗議頻

繁等現象。因此本研究實際於嘉義縣某畜牧場建置一套異味改善系統，以現場條

件及牧場需求，再依據牧場之畜舍型態及氣候變化之大氣擴散條件，同時考量密

閉型畜舍出風口處之除臭噴霧量、噴頭裝設位置、噴灑頻率及噴劑濃度等，以規

劃最適化除臭裝置並協助牧場進行操作參數調整，進而提升牧場軟硬體實力，期

能透過完善建置規劃及正確的操作方式，妥善去除牧場產生之異味，達到最佳除

臭效果，使國內畜牧產業得以永續經營，並達到與環境友善共存共榮之目標。 

 

二、研究方法 

1. 牧場背景調查 

本研究針對嘉義縣朴子市某畜牧場，進行背景調查，其內容包括：畜舍型態、

飼養管理、異味防治設備現況、異味防治操作方法，並盤整異味改善遭遇之問題。 

2. 異味強度檢測 

異味強度使用氣味偵測器(COSMO XP-329IIIR)量測，其為高靈敏度氧化銦

(In2O3)熱線型燒結半導體式感應器，可用於判斷異味強度及其相對應異味指數，

將難以捕捉與無單位的異味可視化，透過氣味物質與感測器表面之氧化還原反應

進行偵測，並藉由電壓變化反映出氣味強弱值，其異味強度偵測範圍為 0至 2,000，

測定結果於氣味濃度較低時變化率大，氣味濃度較高時則反之，故可用於偵測極

微量之氣味分子，相似於人類嗅覺敏感特徵。 

3. 除臭系統改善規劃 

改善策略規劃需依照現場量測之環境參數進行綜合評估，規劃以硬體設備及

軟體操作同步進行改善，亦需依據氣候條件及鄰近聚落之現況調查，搭配地理圖

資進行分析，並考量牧場現況條件，著手進行牧場異味改善建置規劃，包含除臭

噴霧應設裝置設計、噴灑頻率及除臭噴劑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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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1. 畜牧場其異味防制背景調查 

本團隊於嘉義縣朴子市某畜牧場實際建置一套除臭示範場域，其飼養雞隻規

模為 98,000 隻，飼養雞種為白肉雞，每批飼養期約 35天，墊料使用 3批雞後清

除，畜舍型態為雙層密閉式水簾雞舍，出風口設有噴霧除臭設備但除臭效果不佳，

主要問題包含噴頭裝設位置不當、噴頭型式選用不佳、噴灑頻率過短及噴劑濃度

不足等。在噴頭裝設位置方面，該場原先於一、二樓畜舍各設置一條噴霧水線，

其裝設位置接近出風口風扇，越接近出風口位置其環境風速越快，因此若噴頭與

風扇距離太短時，易導致噴劑無足夠時間與異味分子結合，異味仍容易溢散，進

一步探討各噴頭設置間距約為 3公尺，使環境中的異味污染物無法被充分去除。

在噴頭型式選用方面，場內原使用灑水噴頭，其單顆噴頭操作壓力較低，無法充

分霧化，使噴霧液滴粒徑過大，導致沉降速度過快，使藥劑停留在空中時間不足，

無法有效包覆異味分子，不利於去除異味，且噴劑無法在液滴落至地面前蒸發，

使周遭環境過於潮濕，導致有孳生病媒蚊蟲之虞。在除臭噴霧操作頻率方面，牧

場原先以 20分鐘為一循環，每次噴灑 3分鐘(停止 17分鐘)，維持 24小時操作，

而飼養動物其異味污染物為連續產生，若噴灑間隔過長則會使臭味分子無法確實

去除，且夜晚因輻射逆溫，導致大氣垂直對流不佳，亦無法充分將臭氣稀釋。在

噴劑使用方面，原場內噴劑使用氯碇調配，氯碇受限於溶解度較難準確控制有效

氯濃度，且單顆成本較高，若牧場老闆未定期標準化操作，則會導致噴劑濃度不

足，除臭效果不佳。綜上所述，該牧場並非無意願改善場內環保問題，但礙於缺

乏正確的改善方法，使投入的心力無法有效地轉化為改善成效，因此本研究將規

劃最適化除臭裝置，以增加異味分子與藥劑接觸時間及異味污染物去除能力，達

到最佳除臭效果。 

 

2. 畜牧場除臭裝置改善規劃 

畜牧場可透過密閉式阻隔，包含密閉型水簾畜舍及密閉型堆肥舍等，透過阻

隔避免異味四散以利於收集臭味分子，再搭配於異味收集處與牧場周界設置正確

的除臭噴霧裝置，同時可設置適當的周界阻隔，如帆布、圍網、檔板、黑網及植

栽綠帶等，避免異味隨風逸散於周界環境中，將引起鄰近民眾陳情抗議。本研究

原畜舍型態已為密閉式水簾雞舍，因此改善重點將放在除臭噴霧裝置規劃上，進

行異味分子與噴霧量之異味抓捕最佳化設計，首先將噴頭與風扇距離拉長，噴頭

與風扇距離提升後，環境風速較低，噴頭亦可調整向內 45 度角噴灑，增加噴霧

與異味分子接觸面積，並多增設一條水線同時縮短各噴頭間距為 1-1.5 公尺，以

增加噴霧量及反應時間，提升異味去除效能，因此牧場可根據異味污染物濃度開

關水線，以加強特定季節或飼養時期之除臭效果。另外，噴頭改使用 4號高壓噴

頭，孔徑為 0.4 mm，在操作壓力為 70 kg/cm2下，可將液滴粒徑控制於 50 μm

以下，噴灑水量維持在 180 mL/min，因噴霧液滴粒徑較低，具有更好的包覆效

果，同時因沉降速度較慢，提升噴劑與異味分子反應時間，而單顆噴頭噴灑水量

亦大幅降低，透過均勻設置噴頭，可達成最佳的除臭效果。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22空氣污染控制技術研討會 

國內畜牧場最適化異味改善實場效能測試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8至 11月 19日 

國立中山大學 

3. 畜牧場除臭操作參數調整 

軟體操作改善層面廣，異味從產生至排放到周界環境影響因子眾多，就異味

產生源方面，堆肥舍或畜舍應定期清理禽畜糞渣，可避免久置於場內產生異味，

就除臭裝置方面，周界異味污染物濃度受到氣候及季節條件影響，因此可調整噴

灑頻率，一般而言建議 24 小時開啟，並搭配設置 2 台馬達輪替使用，若有其他

成本考量，亦可將頻率調整成短噴短關，停滯時間不可太長，以免臭味逸散，亦

可針對異味污染物不易擴散之時段進行加強除臭，如早晨 6-9點及晚上 5-9點因

輻射逆溫作用導致大氣擴散條件較差時加強噴灑頻率。另外，選擇適當的除臭噴

劑種類及調配正確的除臭濃度可有效去除異味污染物，噴霧藥劑可使用市售次氯

酸水搭配稀鹽酸，濃度為 60 ppm以上並控制 pH值介於 6-7之間，有最佳的除臭

效果，需注意 pH調整不可過低，避免氯氣產生。 

次氯酸分子對牧場常見異味污染物，如氨氣、硫化氫及甲基硫等均具有強力

氧化能力，可充分去除異味分子，其中次氯酸溶於於水中，根據不同 pH值會以

次氯酸分子(HOCl)及次氯酸根離子(OCl-)存在，而針對不同異味污染物，次氯酸

分子的除臭效果可高達次氯酸根離子之 80至 150倍，將 pH值控制於 6至 7間，

有效氯大多以次氯酸分子形式存在，除臭效果最佳，但需注意 pH 值不得低於 5

以下，否則有效氯則會以氯氣(Cl2)形式逸散，並造成安全疑慮(李易珊，2017)，

因此本研究搭配牧場後續化學藥劑供應便利性，將噴劑改為使用次氯酸鈉(2.4%)

及稀鹽酸(5%)調配，其混合比例為自來水:稀鹽酸:次氯酸鈉為 1000：1：5，其裝

置如圖 1所示。另外，為確保藥劑濃度精準調配，可透過定比加藥機進行噴劑調

配，牧場操作僅需補充桶槽內次氯酸鈉及鹽酸，節省人力之餘，能準確將次氯酸

濃度調配至 60ppm以上，並搭配稀鹽酸控制 pH值為 6至 7，且精準控制流量無

危害之虞，提升除臭效果，更可根據牧場老闆需求，隨時調整加藥比例；噴灑頻

率則可透過控制主機作動，若單主機運作則以噴灑 60秒停止 20秒為循環連續噴

灑，雙主機則 24 小時連續噴灑，只要調整控制設備即可隨時切換運作模式，後

續可依據飼養雞齡、季節風向及大氣擴散條件等，選擇以單主機或雙主機噴灑，

調性調整可同時兼顧除臭成效與成本。 

 

 

圖 1 噴霧除臭系統之定比加藥機及濃度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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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異味改善成效追蹤 

本研究於畜牧場完成改善後，進行異味改善成效追蹤，噴霧採用高壓噴頭後

其單位時間內耗水量較低，且液滴粒徑較小，可有效包覆異味分子，利用次氯酸

分子可有效氧化異味分子，更不易造成環境潮濕且噴霧較為均勻(如圖 2 所示)。

以氣味偵測器量測異味強度，彙整於表 1，其改善前數值為 164，改善後異味強

度數值降至 16，其改善率達 90.2%，證實此方法可有效降低異味污染物濃度。 

 

圖 2 畜舍出風口噴霧除臭系統改善成效 

 

表 1 畜牧場異味改善前後異味強度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率 

異味強度 
164 16 90.2% 

異味改善明顯 

 

 

四、結論 

1. 本研究實際於畜牧場設置噴霧除臭裝置，其異味去除效能顯著，可作為其他

牧場改善規劃之借鏡，以提升農民改善意願，減少陳情抗議聲浪。 

2. 畜牧場針對異味問題，可透過密閉型設計(包含畜舍及堆肥舍)，防止臭味逸

散，並可於畜牧場周界設置適當圍籬，搭配場內臭味源定期噴灑除臭噴霧，

其操作方式建議 24 小時連續噴灑，避免產生異味去除空窗期，噴霧藥劑可

使用市售次氯酸水搭配稀鹽酸，濃度為 60 ppm以上並控制 pH值介於 6-7之

間，有最佳的除臭效果。畜牧場異味改善需有完善的處理系統，並搭配正確

的操作方式，兩者需相互搭配，提升軟硬體實力，才可維持良好的異味除臭

效果以改善異味問題，達到牧場永續經營及環境友善之雙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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