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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體重估算
對豬隻死亡保險
的重要性

壹、前言

根據《2021年台灣養豬手冊》所揭

露的資料，臺灣的國內生產毛額約21兆

新臺幣，其中農業約占1.49％，總產值約

5,000億元。在農業總產值中，畜牧產值

約1,800億元，當中高達42％由養豬業貢

獻，突顯養豬產業對臺灣農業的重要性。

然而，豬隻飼養是一項高風險的產業，養

殖期間若發生非預期性的豬隻死亡，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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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養豬戶之收入遭受可觀的損失。為了減

輕豬農所面臨的財務風險，不同國家（如

歐洲、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的政府

單位或是民間保險公司都有推行相關的豬

隻保險業務，保障範圍常見項目如：豬隻

死亡、生病、出售價格、豬場設施等，符

合理賠的條件認定也因不同保單內容而有

差異。

在國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

農業部）於民國110年5月1日正式施行豬

隻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費補助辦法，

強制所有養豬戶投保，除了可以正面積極

分擔農民飼養風險之外，也具有遏止斃死

豬非法處理而流用於食用產品的用意。養

豬戶若未依規定投保，將會面臨一些限

制，例如：無法獲得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無法申辦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無法獲得

養豬生產設備補助。於辦法中，豬隻死亡

的保險理賠作業採取委外處理或場內自行

處理兩種方式，理賠級距則分為兩種：第

一級為死亡豬隻體重達50公斤以上，理

賠金額為保險金額；第二級為死亡豬隻體

重在40公斤以上而未達50公斤，理賠金

額為第一級理賠金額之一半；若死亡豬隻

體重未達40公斤，則不予理賠。

由於理賠級距是以死亡豬隻體重為

依據，不論是委外處理抑或場內自行處

理，死亡豬隻的體重皆由養豬戶自主執行

之後，再填具理賠三聯單以及為豬隻貼上

保險單位提供之相對應的標籤，進行理賠

之申請。對於備有重量量測設施的養豬場

而言，透過實際的數據可以較準確地申請

相符的理賠級距；然而，部分規模較小、

人力不足、缺乏重量測量工具的豬場，

僅能憑藉養豬人員自身的經驗進行重量判

別。雖然兩種保險理賠作業方式在流程中

皆設有核對或監督之機制，然而，若遇

到部分死亡豬隻的重量落在40公斤左右

（或50公斤），使得核認出現爭議的情

況時，仍需進一步使用磅秤做確認，如此

即會造成額外繁瑣的步驟，並增加人力需

求。因此，在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持下，建

立一套符合養豬現場執行的簡易死亡豬隻

體重估算方法，將可最大程度地保障養豬

戶，也讓保險單位在合理的範圍內提供理

賠。

貳、�豬隻體重估算方式之比較

豬隻於出生後的六至七個月間，體

重會歷經急遽的變化，一般從大約1.5公

斤成長至120公斤左右。在飼養過程中，

正確地體重估算可以幫助養豬戶邁向更精

準的飼養管理、減少飼料浪費、縮短上市

日齡、增加獲利等好處。若遇到豬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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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憑藉體重進行理賠作業時，正確地估

算體重也可幫助養豬戶與保險單位獲得合

理的保障與支出。以下將介紹一些常見的

豬隻體重估算方法：

一、視覺法

實際養豬的農民因為經常接觸豬

隻，在不同豬隻生長階段都有機會得知豬

隻經由磅秤的實際體重，日積月累的經

驗，培養農民粗略估算豬隻體重的能力，

通常準確度較差。

二、量測法

豬隻飼養隨著日齡的變化，體重、

骨骼、外觀也都會快速改變，因此有許多

國內外的研究紛紛探討不同外觀量測數值

與體重的相關性，試圖找出理想的體重估

算指標。較為普遍的做法乃藉由使用皮

尺、捲尺或自行開發之工具，對於豬隻

身體不同部位進行量測，再與實際體重

進行相關程度、回歸程度的統計分析。

常見量測項目與定義如圖1（Thapar et al., 

圖 1、豬隻體型量測
資料來源：Thapar et .al .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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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之研究報告所列：體長（鼻尖端

至尾巴根部，或者兩耳根部連線中點至尾

巴根部，亦有兩前肢向背部延伸之中點至

尾巴根部）、胸圍（前肢根部圍繞身體一

圈）、胸寬（俯視狀態下，兩前肢最外側

之連線距離）、十字寬（俯視狀態下，兩

後肢最外側之連線距離）、前管圍（前肢

最細部位之長度）、肩高（兩前肢向背部

延伸之中點與地面之高度）、臀高（兩後

肢向背部延伸之中點與地面之高度）等。

其中，在統計學的研究方面，顯示胸圍與

豬隻體重具有高度相關，其次為體長。

三、超音波法

文獻研究指出豬隻活體重量與背脂

厚度及腰眼面積分別有中度（r=0.68）

及高度（r=0.772）相關（賴永裕等，

2001)，惟此方法需要藉助超音波儀器進

行測量，相關人員也需要經過超音波儀器

使用訓練，對於養豬現場而言較不易執

行。

四、智慧裝置輔助方法

拜科技進步之賜，電腦運算能力的

事故豬體長量測作業。攝影：蕭政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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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飛猛進，加上影像捕捉鏡頭技術的突

破，利用智慧裝置進行數位化影像的捕捉

與分析，已造就一股結合資訊科技和傳統

養豬的研究新熱潮。其中，透過鏡頭捕捉

豬隻影像，由電腦擷取並分析豬隻體長、

胸圍、胸高等多項參數之後，經過計算機

運算便可即時獲得估算的豬隻體重。對於

規模較大的養豬場，利用智慧裝置輔助體

重估算的方法，可以有效率地了解場內的

飼養情況，有利於即時調整飼養計畫。然

而，相關裝置的架設需要投入較大資金，

對於規模較小或資金狀況不佳的養豬場而

言，較難達成。

參、�影響豬隻體重估算的因素

一、�前述介紹的豬隻體重估算方法多

是以活豬為研究對象，一些已知

因素會影響估算的準確度：

事故豬及其後腳上的理賠標示牌。攝影：黃有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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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齡

一般而言，在良好的飼養管理條件

之下，豬隻體重隨著飼養日齡增加而逐漸

上升。若簡單將飼養階段分為離乳期（離

乳至10公斤）、哺乳期（10公斤至30公

斤）及肉豬期（30公斤至上市），離乳

期平均每頭豬每日可生長0.2公斤至0.4公

斤體重、哺乳期每頭豬每日可生長0.4公

斤至0.8公斤體重、肉豬期每頭豬每日可

生長0.8公斤至1.2公斤體重。研究顯示，

體長和胸圍皆與體重呈現高度正相關，體

重越重，則體長和胸圍的長度數值也會隨

著增大。

（二）品種

現今肉豬生產體系雖然大多以LYD三

品系（L為藍瑞斯、Y為約克夏、D為杜洛

克）為主，但是不同豬場的豬種來源可能

不同，有的來自美國、有的則來自歐洲或

加拿大。再者，每一個豬場於每一個品系

實際使用的比例也可能有差異，譬如二元

母豬可能是75％藍瑞斯與25％約克夏的

組合，也可能是25％藍瑞斯與75％約克

夏的組合，或者是50％藍瑞斯與50％約

克夏；因此，不同的品系組合比例，就可

能影響後代子豬的體型表現，進而影響體

重的估算。

（三）性別

由豬隻生理學的角度而言，相同的

飼養水準之下，達到相同日齡時，公豬體

重會大於母豬，閹公豬則介於兩者之間。

因此，在相同日齡時，公豬的體型理論上

會較母豬或閹公豬稍大。但是在豬隻肥育

階段（約60公斤以後），因為閹公豬累

積脂肪組織的速度較快，外型上可能會變

得較為肥胖。

（四）營養與疾病狀態

在良好的飼養管理條件之下，豬隻

的生長速度是可以被預期。但是當出現營

養不足時，生長可能變緩慢，造成在骨架

變異程度較小的情況下，豬隻累積肌肉和

脂肪的速度變慢，整體外觀可能較偏瘦，

即影響胸圍、體長和體重之間的關係；相

反地，當營養過剩的時候，則可能出現脂

肪快速累積，整體外觀則偏胖。疾病亦會

讓豬隻採食量降低，影響肌肉與脂肪的生

長，讓整體外觀亦為偏瘦。

（五）豬隻動態

當進行體長、胸圍或其他體型參數

的量測時，豬隻可能因不同程度的緊迫而

改變其姿勢，而一公分至二公分的體長差

距就可能影響體重估算的結果；因此，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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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體型參數量測時，應盡可能讓豬隻處

於最不緊迫的狀態，也應當儘可能先讓豬

隻孰悉相關的人員與操作的工具和環境。

（六）人為因素

儘管對於體長和胸圍等參數的量測

部位都有明確規範，實務上，不同人的主

觀認定仍會有所差異。因此，較符合統計

學的方法，應該以每一項參數量測三次，

取其平均值；同時，也應當維持同一組人

員執行量測任務，減少變異。對於較新穎

的智慧裝置輔助系統，重複量測與計算的

工作絕大部分可以交由電子運算核心在短

時間內完成，但是對於採用人工方式量測

時，多次測量會需要許多額外的時間。

（七）其他

不同的量測工具也會得到不同的結

果，例如進行體長的量測，使用軟皮尺可能

較能貼合豬隻背部，測得的數值可能較使

用硬直尺所得到的數值大。另外，量測的角

度也可能影響結果，例如量測胸寬或十字

寬的時候，夾尺放置角度與背部垂直或有

45度傾斜，也會得到些微差異的數值。

二、�上述體重估算都是以活豬為對

象，若是對象換成死亡豬隻的時

候，除了豬隻動態與營養或疾病

狀態之外，其餘因素亦適用。此

外，進行死亡豬隻體重估算尚有

一些需要注意的因素：

（一）死亡時間的長短

當動物死亡後，受到內外環境各種

因素的影響，屍體會發生一系列特殊的變

化（Postmortem Phenomena），若以24小

時為界，在死後24小時以內所出現的變

化稱為「早期屍體現象」，死後24小時

後出現的變化則稱為「晚期屍體現象」。

早期屍體現象主要有肌肉鬆弛、屍冷、屍

僵、屍斑、局部乾燥、自溶；晚期屍體現

象則主要有屍體腐敗、黴屍、乾屍、屍

蠟、泥炭鞣屍。藉由觀察豬隻屍體現象出

現的情況，有助於判斷死亡豬隻進行體型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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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量測距離實際死亡時間的長短，此乃

豬隻死亡保險單條款第13條文規定「遇

有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

後24小時內通知保險人（或契約清運業

者），否則保險人不負理賠責任」的用意

之一。以早期屍體現象為例，若死亡豬隻

處在屍僵狀態，則屍體是否呈現自然的筆

直姿勢將會影響體長的量測；或者，當死

亡豬隻彼此堆疊時，可能會導致胸部受擠

壓變形，影響胸圍長度的量測。進入晚期

屍體現象後，因屍體分解的過程中會產生

氣體，造成屍體的腫脹，亦會影響體長與

胸圍長度的量測。

（二）量測姿勢

當進行死亡豬隻體長的量測時，應

當使豬隻採側躺的筆直姿勢，再搭配軟皮

尺或硬直尺測量之。胸圍的部分，則可使

用軟皮尺進行測量，惟需要將死亡豬隻頭

部略為抬高，使軟皮尺可以放置於正確的

位置。

肆、�開發可於農場簡易估算豬隻體重

的重要性

現行豬隻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費

補助辦法分為委外辦理和場內自行處理兩

種方式，採委外辦理方式者，由農民自行判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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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死亡豬隻體重後，即填具理賠三聯單並

載明豬隻體重，隨後再由受委託之清運業

者進行核對，當遇到體重判別有爭議時，可

進一步藉由磅秤測定；採場內自行處理者，

亦由農民自行判斷死亡豬隻體重，再連絡

保險理賠專員至現場核對資料。兩種方法

主要都由農民進行死亡豬隻的體重判定，

在配備有磅秤的豬場內，將死亡豬隻以吊

掛或是置放於磅秤平台的方式，都可以直

接由磅秤顯示的數值得知準確重量。若是

場內無磅秤設施，則需依靠農民的經驗進

行判斷，或是藉由工具進行測量。

再者，無論是使用磅秤或是其他量

測工具，皆需要人力搬動死亡豬隻。以

臺灣養豬場的現況來看，約74％養豬場

的飼養規模小於1,000頭豬隻，規模界於

1,000頭至1,999頭約占16％，規模2,000

頭至2,999頭約占4％，規模3,000頭至

4,999頭約占2.7％，規模超過5,000頭約

占2.2％。當中，飼養小於1,000頭的豬場

僅提供28％之上市豬隻頭數，顯見國內

養豬場多為小規模型態。這類小規模養豬

場通常為傳統家庭式經營，飼養人員普遍

年紀偏大且後代接手經營意願低，在缺乏

人力與經濟資源的環境之下，即便有磅秤

的設備，要順利搬運死亡豬隻進行體重測

量，也是一項不易執行的工作。

豬隻死亡保險已於110年採行強制納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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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距離過久，特別在高溫的環境時，

屍體可能已開始發生分解且組織液滲出，

便會造成重量的改變；在場內自行處理方

式亦有相同問題，若豬隻死亡通報與理賠

人員至現場核對的時間距離過久，屍體亦

可能發生腫脹、組織液流失的情況。

因此，農業金融署已著手規劃制定

一套簡易可行的方式，在嚴謹的科學驗證

背景之下，讓農民可以即時地在場內進行

死亡豬隻體重評估。對於農民而言，可以

在最小人力與設備需求的條件下，進行較

準確的重量評估，提供較正確的資料申請

理賠，以獲得最大保障；對保險單位而

言，可以減少處理爭議理賠案件時所需額

外耗費的人力和資源，同時出具合理的保

險金額給農民。

伍、結語

要得知一頭死亡豬隻體重最準確的方

式乃使用磅秤直接進行量測，但是考量國

內養豬場的實際情況，採用磅秤的方式其

可行性不高。為了提高農民進行有效死亡

豬隻體重估測的意願，開發一套準確的估

測方式並搭配簡易的工具和作業流程，可

以減輕農民在現場執行量測作業的不便，

更可以協助獲得準確的體重判定。正確的

體重判定，可以減少理賠申請出現爭議之

情事，讓理賠過程更加順暢，農民亦可以及

早取得保險金額補助，幫助彌補場內遭受

的損失，讓豬場儘快回復正常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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