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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中文摘要：

居住環境對動物生活品質的影

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不良的居

住環境不但造成動物的不舒適感，也

可能會危及動物的健康狀況。為了評

估ICR小鼠對臺灣常見居住環境中的

常用建材之喜好程度，以提供人類居

住環境改良上的參考，並做為動物飼

養管理精緻化的考量，在此實驗中，

我們利用偏好試驗，比較小鼠對五種

墊料間的偏好差異，其中包括四種臺

灣常見的木質建材－鐵杉、槭樹、紅

柳桉、柳杉及一種市售硬質木屑墊

料。此外，也比較小鼠對三種不同材

質小屋－水泥屋、木屋、鐵屋的偏好

選擇。在本實驗所使用的偏好選擇系

統為一種較經濟、簡便的方法，和以

往不同的是，不以受試動物在各測試

籠中的相對停留時間為指標，而以其

在各測試籠中築巢與否來判定其偏

好。由實驗結果發現，小鼠較喜歡具

有大型顆粒的墊料，其築巢的地點同

時也是主要的飲食地點。此外，小鼠

的偏好選擇也可能會受到其早期的

居住經驗所影響，使其在熟悉環境中

築巢的機會增加。不過此種情形在不

同材質小屋間則均無明顯差異。由此

推測，偏好試驗只能評估出動物對環

境的短期需求，若一時間無法判斷出

差異，則其偏好便不明顯；此外，由

於實驗動物的需求和人不同，若僅以

偏好試驗的結果來當作動物模式，推

測人的需求，則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

偏差。

關鍵詞：偏好試驗，ICR小鼠，墊



料，小屋

Abstract

Different housing conditions had

been reported to affect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animals. Under the poor

housing conditions not only cause stress,

but interfere the normal physiologic

process of animal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opular constructive materials used

in Taiwan, the authors use the modified

preference test to compare five bedding

materials and three kinds of hou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eddings consisting

of relative large particles were preferred

by the ICR mice. Animals tended to feed

and drink within the preferred cage.

Early living experience seem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animals’ choice.

Many animals were preferred the

'familiar' environment rather than the

'better' one. However, the pre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houses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the preference

tests might only differentiate the short-

term effects from the housing conditions.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demands between laboratory animals

and human being, the authors assuming

that the animal model do not have

enough power to interpret the human

needs.

Keywords: preference test, ICR mice,

bedding, house

二、緣由與目的

對實驗動物而言，如果將整個飼

養室，看成一個大環境，那麼每一個

飼育盒（箱）均將代表一個不同的微

環境 (Micro Environment)，因此不論

大小外在環境產生改變，均可直接或

間接影響動物的正常生理反應，進而

表現於其日常行為中。囓齒類動物在

自然情況下，大都有築巢之習性以供

休息，禦防天敵之攻擊及哺育後代之

用。此一築巢之習性，不但在經實驗

室長期馴化之小鼠仍能見到，並且如

果於飼育盒內供給適合之巢料，則表

現更為明顯。因此，吾人若是考慮在

巢穴內之相對溫濕度及光照強度等，

則可能想像其和外界環境大不相同。

由第一年(進行中)所獲得之部份

繁殖生長資料粗略得知，若在鞋盒式

飼育箱內另加置一小屋，小鼠之繁殖

生長情況，在木質及金屬小屋組優於

水泥小屋組；而水泥小屋組相似於未

加小屋之對照組。此類較佳之生殖表

現，是否是由於材質的不同，造成小

屋內相對溫度濕度的改變，於是直接

延長小鼠在小屋內停留的時間，間接

改變光照強度或節律所造成；抑或是

由於小屋提供之隱密性，減少外界刺

激，並亦有改變光照強度的效果，實



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此外，在比較

不同樹種之墊料可能對小鼠繁殖生長

有影響的實驗中顯示，以楓木為墊料

之實驗組小鼠之表現最優，美國鐵杉

及紅柳桉次之，柳杉最劣。由上述初

步資料得知，不同材質（木質、金屬、

水泥）所建之小屋確會影響小鼠之生

殖生長表現，即使是相同為木質，但

為不同之樹種之墊料亦有明顯之影

響。

因此，本實驗的目的在比較ICR

小鼠對四種臺灣常用木材之偏好選

擇，及其對木屋、水泥屋、鐵屋的喜

好程度。希望能夠透過此實驗，了解

實驗動物對不同居住環境的偏好，並

探討居住於人為環境中的動物，其早

期居住經驗是否仍足以影響之後的偏

好選擇。此外，我們利用Echandia等

(1982) 所使用之偏好試驗模型，並根

據Blom等 (1992) 的實驗結論加以改

良，設計出另一種較簡便的試驗模

型，並對其可信度與可行性加以檢

討。因此，本試驗結果如能和其它以

人類為模式的試驗相較，更可以提供

大眾對居住環境另一角度的認識。

三、實驗結果

實驗一 小鼠對不同墊料之偏好

試驗

築巢能力之評估：在所用的334隻

小鼠中，築巢成功者之平均日齡

與失敗者之平均日齡兩者間並無

顯著差異。

性別對偏好選擇的影響：不同性別小

鼠對墊料的偏好選擇結果顯示，公鼠

與母鼠間並無顯著差異。然大致上，

來自不同居住環境的小鼠，仍然有其

不同的選擇趨勢：整體來說，小鼠對

鐵杉、柳杉的喜好程度較高，槭樹及

Beta-chip®  次之，紅柳桉則較差；但原

居住於Beta-chip®  的小鼠，較偏好

Beta-chip；原居住於柳杉的小鼠，亦明

顯偏好柳杉。

不同居住環境中的食物與水消耗量：

整體來說，小鼠在不同墊料的食物消

耗量多少依序為：槭樹 > 鐵杉 > 柳

杉 > 紅柳桉及Beta-chip® 。若將公鼠

與母鼠分開檢討，則發現這些差異主

要來自母鼠。在飲水量方面，其消耗

量多少依序為：槭樹 > 鐵杉 > Beta-

chip®  > 紅柳桉 > 柳杉。若將公、母

鼠分開檢討，則發現這些差異主要來

自公鼠。



實驗二 小鼠對不同材質小屋之偏好

試驗

築巢能力之評估 ：總計141隻小鼠

中，有21隻築巢失敗，其中築巢成功

者與失敗者之平均日齡，兩者間並無

顯著差異。

性別對偏好選擇的影響：不同性別小

鼠對不同材質小屋的偏好選擇在公鼠

與母鼠間並無顯著差異。來自各不同

居住環境的小鼠，其偏好選擇的趨勢

並無顯著差異，大致上皆以水泥屋及

木屋的選擇機率較高，鐵屋則比較不

理想，這種情形在從未接觸過小屋的

小鼠更為明顯。不同居住環境中的食

物與水消耗量經由F test檢討小鼠在不

同材質小屋中食物與水消耗量的差

異，結果顯示不論在性別或整體上，

二者均無顯著差異。

四、討論

本偏好試驗所使用的ICR小鼠平

均都有8週齡以上，體重也在30克左

右，因此，在生理上較為成熟，應具

有足夠的築巢能力。如Sherwin (1997)

所言，大約有10% 的小鼠無法在獲得

紙手巾的第一個暗期，將巢建造完

成，或是明確地選擇築巢地點，即使

給予他們較長的時間，部分小鼠仍無

法成功地使用巢料。我們曾於實驗後

將這些築巢失敗的小鼠進行重覆試

驗，結果發現牠們仍無法在24小時內

學會使用紙手巾做巢，因此推測，於

實驗中所見到築巢失敗者，可能多為

個體差異所致。另一方面，由實驗的

觀察得知，大部分小鼠的築巢時間都

在暗期開始後的前數小時，顯示其可

能在完成對整個偏好選擇器的探索

後，就會著手進行。己築好巢的小鼠

通常不會恣意搬離。由小鼠對不同墊

料的偏好程度來看，整體而言是以鐵

杉、柳杉、槭樹較佳，若配合這些墊

料的粒子大小分布，我們可以發現小

鼠偏好選擇的趨勢仍和墊料形狀及顆

粒大小有很大的關聯。雖在整體上

Beta-chip®  的被選擇率不高，但原居住

於Beta-chip®  的小鼠，和其他各組比起

來，對Beta-chip®  則有較高的偏好；類

似的情形在柳杉組也可見到，但較不

明顯。由此可知，動物早期的居住經

驗，可能或多或少均會影響到動物對

居住環境的選擇，尤其在動物感到緊

迫時，可能較傾向於進入自己所熟悉

的環境中。

在不同墊料中，動物的採食量排

序與其偏好試驗的排序極為類似，可

見動物可能喜歡在其築巢地的附近採

食，而這種情形又以母鼠更為明顯。

此現象也和Sherwin (1997) 認為動物



喜歡在飼料槽下方築巢的說法不謀而

合。但是Blom (1995) 則認為，動物喜

歡在不同的居住環境中進行不同的活

動，例如在偏好試驗期間，即發現大

鼠會在某個環境中休息，但在別的環

境運動、飲食或排泄，因此Blom等認

為，動物的不同的行為可能導致其對

環境的不同需求。

在飲水方面，因為易受外界氣溫

的影響，故變數較多。雖然在許多文

獻中，皆發現公鼠會遠離築巢的地方

飲水 (Blom et al 1992, 1995)，但在此

實驗中，卻發現公鼠的飲水量在偏好

選擇高的墊料群－鐵杉與槭樹中，仍

顯著較高，較為特殊的反而是在選擇

率不差的柳杉中飲水量顯著地低。因

此，懷疑可能有其它的原因會影響到

動物的飲水量。

不同材質的小屋對小鼠而言，應

僅只於提供一個比「巢」更好的遮蔽

環境，不像墊料直接影響了動物攝

食、運動、築巢等行為，置放在飼育

籠中的小屋讓動物有一個安全的休息

空間，並可減少外界對小鼠的直接刺

激。因此，小鼠對不同材質小屋的選

擇標準主要應在於是否具保溫、防

震、隔音等功能。在這種要求下，雖

然木屋、水泥屋及鐵屋均屬於不易損

壞的材質，但在濕度的調控上，木屋

可能具備較好的效果，因其有所謂「吸

溼」及「脫溼」現象，讓木屋內外的

溼度較為協調；此外，在隔音的效果

上，可能則以水泥屋較佳。加上鐵屋

內溫度的控制較為困難 (其熱傳導率

遠大於木屋 及水泥屋 ) ( 王 松 永

1983)，可能是使鐵屋成為最不受歡迎

的小屋材質之原因。

由於不同材質小屋對動物的影響

可能不是短期內便可看到的，動物必

需在其中居住一段時間後才能明顯感

受到其中差異，加上所有小屋都經過

數十次高溫高壓溼熱滅菌，消除了它

們對動物造成的嗅覺記憶，可能也是

使其偏好選擇不明顯的原因之一。若

要進一步探討不同材質小屋的差異，

由小屋內光度、溫溼度變化、隔音效

果、動物居住後氨的產生濃度等方面

著手，可能可以得到較多的資訊。

由小鼠對不同居住環境偏好試驗

的結果，配合張等 (1996）以類似居住

環境對動物繁殖狀況影響的評估，可

發現並不是非常吻合，這可能是因為

偏好試驗只能看出環境對動物當時生

活品質的影響，而不能看到長期的效

應。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偏好試驗可

提供完整的動物需求面之認知的說

法，似乎並不是完全正確。

由於小鼠對環境的需求和人類有



極大的差異，若僅以小鼠的偏好試驗

結果做為人類在居住環境上的參考，

將會非常牽強。以本實驗為例：對人

而言，一個好的建材，所需具備的條

件主要為其質地、防蟲性、抗蛀性、

及是否適合加工處理等，但對小鼠而

言，主要則為其打碎後的顆粒大小，

這主要決定在木材的堅硬度與質地，

但小鼠所喜好的材質也未必為人類所

愛。故若欲以動物的偏好試驗為一種

生物模式，直接推測人類的需求，可

能會是一種較無意義的作法。

最後，雖然本實驗所用之偏好試

驗模型較其它文獻所用者簡便許多，

無法找到一個適合、具較強效力的統

計方法為其最大的缺點。因此，使許

多試驗結果均無法看出顯著差異。另

外，在樣本數方面，由於分組數目過

多，也使得每個小分組樣本數不足，

故在許多原本就不明顯的偏好差異

上，更不易看出其中差別。不過，由

實驗結果所見到的選擇趨勢，也證明

和許多學者所見略同，表示以築巢與

否當做動物偏好試驗的指標，應是一

種可行也可信的方式，不過，為了能

夠得到更科學化的數據，仍需再做數

據收集方式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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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不同性別小鼠對墊料的偏好選擇

Beta-chip®  組 槭樹組 柳杉組來源
偏好 公鼠 母鼠 公鼠 母鼠 公鼠 母鼠

Beta-chip® 16 12 9 8 7 9

槭樹 10 12 14 7 8 10

柳杉 6 11 7 13 15 11

紅柳桉 6 7 5 5 9 11

p value 0.541 0.365 0.829
不同來源小鼠的偏好試驗結果

表3-2、不同性別小鼠對小屋的偏好選擇

水泥屋組 鐵屋組 木屋組 無小屋組來源
偏好 公鼠 母鼠 公鼠 母鼠 公鼠 母鼠 公鼠 母鼠

水泥屋 8 5 6 6 5 7 8 5

鐵屋 4 5 6 1 3 5 2 2

木屋 3 5 3 8 7 3 6 7

P value 0.649 0.055 0.386 0.620
不同來源小鼠的偏好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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