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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農專訪酪農專訪

梅桂種牛場梅桂種牛場
◎ 葉亦馨、凃柏安 採訪

自 106 年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啟動
智慧農業科技方案，完成生乳產業五大動
線機器人示範場域建置，導入人機輔具進
行 (1) 每日擠乳動線、(2) 每日餵養牛隻動
線、(3) 週期監測牛隻健康動線、(4) 週期管
理母牛分娩及仔牛飼養動線、(5) 每日清理
牛隻糞尿及環境整潔動線等五大日常工作
動線。梅桂種牛場至今已導入等多項自動
化設備，成為臺灣首屈一指的酪農業自動
化先鋒，目前全場飼養約 200 頭牛，泌乳
牛約 90 頭，平均每頭牛乳量 32 公斤，使
用 2 臺自動擠乳機與 1 臺魚骨式擠乳機，
自動配料機、自動吸糞機與自動推料機各 1
臺。

使用自動擠乳機之成效調查

梅桂種牛場員工 4 人平均年齡為 22.5
歲，為本次調查 8 個使用自動擠乳機牧場
中，工作人員平均年齡最低者，在產業人

口老化、酪農業工時長等的難題下，梅桂
種牛場依然能找到願意投入產業的年輕人
實屬不易，其秘訣在於實習生，甘老闆提
到每年均會提供高中職、大學生打工與實
習的機會，幫助有意申請畜牧相關科系的
高中職生認識乳牛產業、大學生從牧場工
作中體現教室裡講授的內容，每天朝夕相
處下，與學生們傳達自己對乳牛產業的熱
情與理念，志同道合的青年自然願意加入
梅桂種牛場這個大家庭。

在成效調查中，我們都會問到牧場是
否有接班人，8 個牧場中有 3 個牧場有接班
人，梅桂種牛場為有接班人之一，國外使
用自動擠乳機的牧場沒有接班人的比例較
高，因為沒人願意接手、投入牧場工作，
而需要自動化設備協助牧場工作，梅桂種
牛場一開始考慮使用自動擠乳機的重要因
素，並非下一代可能會接手，全然是因愛

▲酪農專訪甘先生 ( 中 )、甘太太 ( 右 ) 。▲酪農專訪甘智仁先生 ( 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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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桂種牛場歷年得獎成果。 ▲梅桂種牛場自行設計 LOGO。

3.1 次，不會因為乳量高而影響設備服務頭
數。

生菌數一直是大家關注的議題，維持
生乳品質的基石，夏季氣溫高，只要牛隻
與機械設備稍有狀況，生菌數均是第一個
反應出來的警報，梅桂種牛場冬季與夏季
的總生菌數均穩定維持約 1000-2000 cfu，
能保持這麼好的成績，在於對自我要求，
如同開車前要確認油箱有油、水箱有水，
使用自動擠乳機要確認基礎耗材例如酸鹼
清潔劑等是否充足、正常供應，除了固定
巡檢設備狀況，場內可以自行檢測清洗水
中氯含量，確保清潔劑添加量正常，當發
現牛隻有臨床性乳房炎時，也有簡易設備
快速檢測病原菌種類，對於高體細胞數的
生乳不手軟，直接排掉不混入總乳，以減
少生乳品質降低的風險，唯有提高對自己
的要求才能達到如此穩定的成績。

使用自動化設備之歷程

梅桂種牛場自 2017 年啟用全臺灣第一
臺自動擠乳機迄今 5 個年頭，對於設備應
用越發駕輕就熟，也經歷了多次調整與改
進，到底是有多強大的決心敢當第一個使

老婆的緣故，乳牛場工作繁重，從早忙到
晚沒有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假日可以喘息，
長期積勞下產生職業病，甘太太身體健康
逐漸亮起紅燈，讓全家開始思考能兼顧維
持生計、家庭照顧、家人健康的方法，而
開始注意到自動化設備。

場內有 2 臺自動擠乳機，1 臺擠乳機可
以服務 60 頭牛，原廠建議使用的牛頭數可
以達到 120 頭，目前使用自動擠乳機的泌
乳牛頭數為 70 頭，此為前陣子牛舍施工，
場地縮減減少飼養頭數，牛床原有 80 個，
因應 120 頭牛所需的牛床數，將場地擴增
以兼顧動物福利與牛隻健康；走在牛舍裡，
牛隻就床率 90%，關鍵在於牛床材質，甘
老闆笑稱這可是牛床界的名牌，剛分娩的
牛只要踩在名牌床墊上，馬上就知道這是
好貨，不需要多次訓練就會自行找位子躺；
對於使用自動擠乳機的頭數，有些使用者
表示，一臺機器無法服務到原廠建議的 60
頭牛，但這個問題未在梅桂種牛場出現，
梅桂種牛場平均乳量高，每頭牛平均 1 次
的擠乳時間為 8分鐘，但只要擠乳次數多，
每次需花費的擠乳時間就會減少，場內使
用自動擠乳機每頭牛每日平均擠乳次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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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配料機。

▲牛舍內使用設備解說。

用自動擠乳機的牧場，故事要從 2012 年說
起，自從有了體貼老婆與照顧家人的決心
之後，甘老闆一家做足功課，加入各種國
外使用自動擠乳機的討論社團，從社團發
文中蒐集各個自動擠乳機廠牌與型號的差
異，也克服語言障礙多次進行發問求解答，
並親自去荷蘭考察酪農實際的使用狀況，
最後選定了當時市占率最高、全球評比最
佳的自動擠乳機，這時困難來了，臺灣雖
然有該廠牌的代理商，但原廠基於多種原
因考量不開放臺灣進口自動擠乳機，在多
方交涉無果下，甘老闆寫了一封文情並茂、
真切表達對自動擠乳機的需求，希望能使
用自動化設備改善沉重工作量，不然日子
真的快要過不下去了，當時荷蘭總部一接
到此封信，立馬與亞太區分部確認是否有
這個牧場，亞太區分部與臺灣代理商證實
此封信屬實，4 小時之後即通知臺灣代理商
可以派工程師至國外受訓學習自動擠乳機
安裝、操作與保養訓練，這等待設備開放
進口的過程之辛苦程度，甘太太形容如同
待嫁的女兒引頸期盼情郎來迎娶，苦等不
到，如果是其他人早就悔婚嫁別人了；經
過長時間觀察與討論大大減少了日後使用
自動擠乳機實際狀況與想像間的差距，甘
老闆更表示實際使用設備之後滿意度更是
高於預期，當然梅桂種牛場也有經歷新設
備轉換的適應期，例如沒日沒夜跟著牛媽
媽們一起爆肝打亂作息，訓練牛隻自由進
入自動擠乳機、半夜設備故障學習簡易排
除狀況、學習使用當時未有中文翻譯的設
備等各種難忘的艱難時刻，但因著國外的
使用經驗分享讓他們心中有個底，咬牙撐
過了最難熬的時光。

梅桂種牛場平均每頭牛乳量 32 公斤，

甚至有些牛每日乳量達到 70 公斤，在現場
上經常會看到高乳量的泌乳牛較難飼養，
當身體無法負荷高乳量時會出現許多代謝
性疾病或是不易配種等繁殖問題，梅桂種
牛場的飼養策略首重營養，給予平衡胺基
酸飼糧，滿足牛隻身體所需各種機能正常
運作，使用自動配料機一天配料 6 次，以
少量多餐方式提供新鮮 TMR 提升採食量，
並且注意牛隻的舒適度，降溫灑水設備為
基本款，牛背刷、舒適床墊以及生物燈有
助於牛隻紓壓、緩解熱緊迫等壓力，以配
種次數觀察繁殖狀況，使用自動擠乳機之
前平均配種 2.3 次，使用後稍微增加到 2.34
次，並無嚴重影響繁殖的狀況發生。

近年來隨著疫情變化，各地物價上漲，
飼養成本增加，梅桂種牛場因應的策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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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背刷，減輕牛隻壓力，增加動物福祉。 ▲玻璃纖維欄杆，增加牛隻舒適度。

▲梅桂種牛場擠乳成績。

菁英政策，將未達該場平均乳量標準的牛
隻淘汰，留下乳量表現最佳的種牛。對於
考慮使用自動化設備的酪農，甘先生建議
可以先從自動吸糞機開始入手，第一是單
價較自動擠乳機、自動配料機低，相較下
比較容易入門，其二，使用吸糞機減少畜
舍地面以水清洗，更是降低水污費之支出，

可以較快看到現金流的改變；使用這些自
動化設備不能以省工為唯一考量，還要將
疾病降低、牛隻長壽性等其他效益一併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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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擠乳機使用成效調查自動擠乳機使用成效調查

◎ 新竹分所 葉亦馨、凃柏安 

5 年均為 1 戶。

所有填寫問卷的牧場均同時擁有傳統
擠乳機與自動擠乳機，分析兩種擠乳系統
並用的考量 ( 圖 3)，87.5% 考量治療乳房炎
的需求而同時保留傳統擠乳設備與自動擠
乳機，75% 因剛分娩牛隻須於傳統擠乳時
加強觀察，50% 考慮牛隻乳房不適合使用
自動擠乳機時回復傳統人工擠乳，37.5%因
牛隻不願意進入自動擠乳機而改用傳統方
式，25% 超過原廠頭數或是牛隻跛腳、腿
蹄不佳。

自動擠乳機自 2017 年導入臺灣，全台
10 個牧場中共約有 15 台自動擠乳機，本次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已使用自動擠乳機牧場
的使用情形，調查日期自 111 年 8 月 1 日
至 111 年 10 月 30 日，共 8 戶畜牧場填寫
問卷，牧場規模全場頭數 156-1000 頭，平
均 349 頭；使用自動擠乳機的泌乳牛頭數
20-200 頭，平均 86 頭；工作人員年齡平均
36.4 歲；每日平均擠乳次數 2.8 次；場內擁
有的自動擠乳機數量 ( 圖 1)，3 戶牧場擁有
1 台自動擠乳機，4 戶牧場使用 2 台，1 戶
使用 4 台；啟用自動擠乳機資歷 ( 圖 2)，
啟用 1 年的牧場有 3 戶，0.5、1.5、2、3 及

▲圖 1. 牧場內擁有的自動擠乳機數量。 ▲圖 2. 啟用自動擠乳機資歷。

▲圖 3. 使用自動擠乳機後仍需保留傳統擠乳設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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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後勞動力變化

8 間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後擠乳勞動人
數 (圖4)，4場不變，3場每天減少1個人力，
1 場減少 2 個人力，非擠乳勞動人數 ( 圖 5) 
5 場不變，3 場減少 1 個人力。因著不同經
營考量，各牧場人力分配的變化也隨之調

產量與品質變化

生菌數於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的變化
( 圖 6)，使用前冬、夏平均生菌數分別為
9,500 cfu/ml、12,000 cfu/ml，使用後冬、
夏平均生菌數為 11,000 cfu/ml、17,000 cfu/
ml，無論是冬季或是夏季使用後均略高於
使用前的生菌數，生菌數較使用前高的原

整，有些地區缺工嚴重，請到適合的勞動
力不易，使用自動擠乳機後確實可以減少
1-2 個擠乳人力，部分牧場考量經濟效益，
使用同樣的人力但飼養更多牛頭數。隨著
擠乳人力重新調配，也略微影響非擠乳人
力的配置，因此部分牧場的非擠乳人力連
動減少。

因包含機械設計差異、自動擠乳機管線長
度、清洗乾淨度、牛隻乳房乾淨度、操作
管理等多面向，不同牧場間的生菌數差異
也頗大，例如夏季不同牧場使用自動擠乳
機的生菌數差距從 2000 cfu/ml 達到 30000 
cfu/ml，因著不同牧場設備的設置方式與管
理模式，生菌數也有所差異。

▲圖 4. 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擠乳勞動人數。

▲圖 6. 不同季節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生菌數變化。

▲圖 5. 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非擠乳勞動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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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非擠乳勞動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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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產量量與與品品質質變變化化 
生菌數於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的變化(圖 6)，使用前冬、夏平均生菌數分別為

9,500 cfu/ml、12,000 cfu/ml，使用後冬、夏平均生菌數為 11,000 cfu/ml、17,000 cfu/ml，

無論是冬季或是夏季使用後均略高於使用前的生菌數，生菌數較使用前高的原因包

含機械設計差異、自動擠乳機管線長度、清洗乾淨度、牛隻乳房乾淨度、操作管理

等多面向，不同牧場間的生菌數差異也頗大，例如夏季不同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的

生菌數差距從 2000 cfu/ml 達到 30000 cfu/ml，因著不同牧場設備的設置方式與管理

模式，生菌數也有所差異。 

 

 

 

 

 

 

 

 

 

 

 

圖 6. 不同季節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生菌數變化。 

 

不同季節體細胞數於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的變化(圖 7)，使用前冬、夏平均體

細胞數分別為 21 萬/ml 及 24 萬/ml，使用後冬、夏平均體細胞數為 17 萬/ml 及 22 萬

/ml，不論冬季或夏季，使用前後的體細胞數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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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用用前前後後勞勞動動力力變變化化 
8 間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後擠乳勞動人數(圖 4)，4 場不變，3 場每天減少 1 個

人力，1 場減少 2 個人力，非擠乳勞動人數(圖 5) 5 場不變，3 場減少 1 個人力。因

著不同經營考量，各牧場人力分配的變化也隨之調整，有些地區缺工嚴重，請到適

合的勞動力不易，使用自動擠乳機後確實可以減少 1-2 個擠乳人力，部分牧場考量

經濟效益，使用同樣的人力但飼養更多牛頭數。隨著擠乳人力重新調配，也略微影

響非擠乳人力的配置，因此部分牧場的非擠乳人力連動減少。 

 

 

 

圖 4. 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擠乳勞動人數。 

 

 

 

 

 

 

 

 

 

 

 

圖 5. 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非擠乳勞動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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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節體細胞數於使用自動擠乳機
前後的變化 ( 圖 7)，使用前冬、夏平均體
細胞數分別為 21 萬 /ml 及 24 萬 /ml，使用
後冬、夏平均體細胞數為 17 萬 /ml 及 22 萬
/ml，不論冬季或夏季，使用前後的體細胞
數差異不大。

設施設備費用

水費的漲幅，平均水費均為 3700 元，
但以個別牧場觀察，部分牧場導入自動擠
乳機之前使用地下水，未有水費這筆開銷，
因自動擠乳機管線精密建議使用礦物質較

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的平均月產乳量
分別為 79 與 92 公噸，差距 13 公噸，因不
同牧場規模不同月產乳量差距大，分別檢
視每個牧場的增加產乳量為 3-24 公噸，換
算成增加比率達 5-32%( 圖 8)。

少與水質較穩定的自來水而增加了自來水
使用費用，大部分的牧場水費均增加 1000
元左右。使用前後平均電費為 9 萬與 9.8 萬
元 ( 圖 9)，但也有牧場使用前後電費無明
顯變化。

▲圖 7. 不同季節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體細胞
數變化。

▲圖 9. 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平均電費。

▲圖 8. 不同牧場平均月產乳量增加量與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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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不同季節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體細胞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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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設施施設設備備費費用用 
水費的漲幅，平均水費均為 3700 元，但以個別牧場觀察，部分牧場導入自動

擠乳機之前使用地下水，未有水費這筆開銷，因自動擠乳機管線精密建議使用礦物

質較少與水質較穩定的自來水而增加了自來水使用費用，大部分的牧場水費均增加

1000 元左右。使用前後平均電費為 9 萬與 9.8 萬元(圖 9)，但也有牧場使用前後電費

無明顯變化。 

 

 

 

 

 

 

 

 

 

 

圖 9. 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平均電費。 

 

保養費與耗材費部分(圖 10)，傳統擠乳的保養耗材費 18 及 22 萬元，自動擠乳

機則是 58 及 38 萬元，傳統擠乳機並無合約問題，當需要使用耗材及設備需維修始

有此項開支，相對自動擠乳機的使用方式不同，自動擠乳機為汽車保樣的概念，需

要確保設備的功能正常，提供 24 小時穩定擠乳服務，里程數到了就要進場保養，保

養費用無法能省就省，因此大部分的廠牌均有固定的保養費用，耗材例如濾紙、酸

鹼液與碘液方面，則是特殊規格無法與傳統擠乳機的耗材共用，需額外支付費用購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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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不同季節牧場使用自動擠乳機前後之體細胞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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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費與耗材費部分 ( 圖 10)，傳統擠
乳的保養耗材費 18 及 22 萬元，自動擠乳
機則是 58 及 38 萬元，傳統擠乳機並無合
約問題，當需要使用耗材及設備需維修始
有此項開支，相對自動擠乳機的使用方式
不同，自動擠乳機為汽車保養的概念，需
要確保設備的功能正常，提供 24 小時穩定

擠乳服務，里程數到了就要進場保養，保
養費用無法能省就省，因此大部分的廠牌
均有固定的保養費用，耗材例如濾紙、酸
鹼液與碘液方面，則是特殊規格無法與傳
統擠乳機的耗材共用，需額外支付費用購
買。

結論

自動擠乳機讓酪農戶節省約1個人力，
可有效、彈性調整每日的擠乳與非擠乳人
力，在不減少勞動力的狀況下，更能將人
力充分使用。歐美使用自動擠乳機之牧場
經常只有使用自動擠乳機，但臺灣的牧場
均同時具有自動擠乳機與傳統擠乳機兩種
設備，進一步分析原因，牧場考量疾病治
療、牛隻分娩後加強照護及乳房形狀不適
用自動擠乳機的牛隻等原因而保留傳統擠
乳設備。乳品質方面，無論是冬天與夏天
的生菌數均為使用自動擠乳機後略高於使

用前；體細胞數則是不論冬夏，使用自動
擠乳機後略低於使用前；使用自動擠乳機
的平均月產乳量高於未使用時的平均月產
乳量約達 13 公噸。每月的水、電費沒有太
大差異，唯保養、耗材費用因著傳統擠乳
機與自動擠乳機兩種系統使用模式與要求
不同而增加費用。相同的自動擠乳設備因
著每個牧場的條件與需求，創造出多種使
用管理模式，進而牽動乳品質與生產成本
的差異，臺灣的酪農戶也開創出適合在地
的使用方式。

▲圖 10. 傳統擠乳機與自動擠乳機平均保養費與耗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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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傳統擠乳機與自動擠乳機平均保養費與耗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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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廠牌擠乳機器人介紹各廠牌擠乳機器人介紹
(依英文字母排序 )( 依英文字母排序 )

◎ 新竹分所 彙編

（圖文提供：牧成企業有限公司）

1. BouMatic 系統管理：可用多款智慧設備 (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 ) 即時管
理訊息，方便酪農使用，協助酪農即時進行牛群管理。

2. BouMatic 擠乳機器人配備了獨特的雙艙式設計，適用於 100-110 頭牛；1 個機械手臂可
同時操作兩個站台的乳杯，可快速套杯，減少等待牛隻進站時間，提升工作性能。

3. 極快速攝影機 & 教學屏幕：極快速攝影技術使用 3D 分析，精準定位各個乳頭的位置。
鏡頭將乳房的圖像顯示在屏幕上，操作人員只需觸摸乳頭端圖像來“教導”攝影機特定
乳牛的乳頭位置，即可記憶並執行後續作業，擠乳過程會立即清楚顯示。此功能也可從
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閱讀查看。

4. 快速簡單升級設備與軟體：因應機器人擠乳的技術發展快速進步增長，BouMatic 擠乳機
器人只需依照簡單操作教學即可將設備和軟體輕鬆更新與升級。

5. SC-Guard 體細胞監控系統，監控個別牛隻體細胞數，及早發現亞臨床性乳腺炎，進行適
當治療，可減少污染的風險，並減少農民在抗生素上的使用和花費。

BouMatic Gemini Robot Technology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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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提供：真興工業有限公司）

1. 帝波羅牧場管理系統：
i. 牛群 / 牛隻數據管理、紀錄
ii. 智慧化整合 VMS 機器人數據、分析、判斷

2. 高效智能整合：
i. 乳房炎監測指標 (Mastitis Disease Index, MDi)：整合導電度、血乳和擠乳間隔時間的
整合型數據，電腦評分協助判斷乳房炎預防和發生處理。

ii. 3D 體況評分儀：每天標準的電腦影像數據，協助穩定牛群健康和疾病預防。
iii. 智慧流向門：

1. 支持穩定的牛群動線，減少趕牛次數和趕牛的緊迫。
2. 更彈性的人力運用，給予牛隻和人員更穩定的工作步調。

iv. 乳管自動循環清洗、乳量控制自動製冷儲乳槽：降低細菌滋生風險。
v. TOF 智慧電眼：

1. 機器人手臂抓杯、套杯的仿生能力，能使套杯率穩定、藥浴噴霧準確率提升。
2. 手臂和擠乳杯組分離設計，可人工進行套杯工作。

vi. 獨立透明乳頭清洗杯：杯內四道溫水流和四道氣流，溫柔按摩清洗乳頭，使乳牛享受
舒服的擠乳體驗，各別的乳頭充分地清洗，人眼可觀察清洗過程。

vii.ICAR 認證乳區流量計：精準乳量的認證。
3. 專業牧場 /牛舍動線設計，DeLaval VMS提供 360全面關注「動物福利」、「牧場營利」、
「高效生產」及「食品安全」。

4. V300 使用更短的乳管和優質真空系統，提供穩定真空壓力，進而提高乳牛擠乳舒適度、
減少滑杯或掉杯的機率。

5. 隨時查看牛群或牛隻榨乳時的 MDi 值與關鍵生產資料，也能進行牛群數據分析與比對歷
史資料。

DeLaval VMSTM V300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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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提供：臺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Lely Horizon 管理系統與 app，繁體中文操作軟體，智慧的管理系統不斷地更新資料並以
最清晰的方式呈更智慧的 KPI，且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皆可操作，方
便現場人員管理牧場。

2. 提供多種數據分析報告與圖表，例如 : 健康報告、牛隻擠乳間隔報告、乳房健康報告、
24 小時擠乳資訊、發情報告以及客製化報表……等數據分析。

3. 精料給飼，進行獨立飼養管理，提高餵飼效率，隨時提供乳牛每次所需攝入的精料量，
並誘導牛隻進入擠乳室增加進站率。

4. 不鏽鋼地磅，體重變化為牛隻重要訊息，進入擠乳同時秤重，監控體量同時提供精料或
電解質以進行健康管理。

5. 乳房清潔系統：高壓蒸氣清洗乳杯 + 消毒殺菌劑清洗乳頭刷，全方面清潔，降低交叉感
染風險。

6. HR 頸部感應器，監控牛隻發情及反芻狀況，即時發現潛在的健康風險，了解所使用的飼
料……等營養問題，察覺發情狀況以減少空胎率。

7. 多功能品質檢測：乳脂、乳糖、蛋白質、體細胞、導電度及光譜牛乳顏色檢測、乳溫 (體
溫 ) 檢測……等。

8. 食品級無油式空壓機，搭配無油空壓機，空氣趕奶與趕水，保持管路潔淨。

9. 內建 UPS 不斷電系統，電腦與機器人皆配有 UPS 不斷電系統，在電壓不穩時維持機器人
正常運作。

10. 即時偵測急性乳房炎，可設定自動排乳，把關乳品質。

11. 市場上唯一能自動收集初乳、異常奶至特定乳桶裝置、酮症、電解質補充。

LELY Astronaut A5 擠乳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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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 各各廠廠牌牌擠擠乳乳機機器器人人之之特特色色 
 

   

廠牌型號 
BouMatic Gemini 

Robot Technology 
DeLaval VMSTM V300 Lely Astronaut A5 

管理系統 BouMatic 管理系統 帝波羅牧場管理系統 
Lely Horizon 管理系統

與 App 同步使用 

最低裝設

單位/使用

牛頭數 

一台(雙艙)/ 

100-110頭 

一台/ 

60頭 

一台/ 

60頭 

多種智慧

裝置操作/

查閱 

● ● ● 

繁體中文

操作介面 
● ● ● 

套杯技術 3D攝影機定位乳頭 
TOF智慧電眼 

DeLaval InSightTM 

3D攝影機拍攝+ 

紅外線雷射乳頭定位 

套杯方向 後方(後腳之間) 側邊 側邊 

乳頭清洗 乳頭清洗之乳杯 
獨立透明清潔乳杯 

PureFlowTM 
乳頭刷 

體細胞 

監測 
選配 選配 標配 

乳質監測 選配 選配 標配 

活動發情

監測 
選配 選配 標配 

連動控制

儲乳桶 
● ● ● 

其他特點 

1個機械手臂操作兩個站

台，減少等待牛隻進站

時間 

1.牧場管理分析軟體 

2.標配乳房炎監測 MDi

體況分析 

3.智能流向門，減少趕牛

次數 

1.不銹鋼磅秤 

2.客製化分析報表 

3.牛隻自由動線擠奶 

表 1. 各廠牌擠乳機器人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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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生乳生菌數偏高問題解決生乳生菌數偏高問題

◎ 光泉乳品廠  楊耀焜

生乳生菌污染的來源

貯乳槽生乳細菌的主要來源是來自乳
房內部的乳房炎細菌、從環境中轉移到乳
頭的表面細菌、未正確清潔和消毒的設備
和故障的貯乳槽內之細菌。牛乳榨乳及貯
存設備的清潔主要是通過化學、熱及物理
方法等過程來完成清潔工作。這過程的有
任何一步失誤都可能會導致清潔出問題。

下列程序可以幫助牧場工作人員和輔
導人員鑑別出污染來源及有效解決生乳中
生菌數過高的問題。且可找出是由榨乳前
的準備工作、榨乳機設備清潔、冷藏貯乳
槽故障或是牛隻乳房炎所引起的生菌數過
高問題。

貯乳桶生乳測試（第 1a 部分）

所有牧場交乳時，乳品廠都會進行
各種形式的品質測試以確保生乳符合國家
品質標準。這些測試通常包括體細胞計數
（SCC）、生菌標準平板計數（SPC），可
能還包括初步培養計數（PI）或其他測試。
這些測試提供了生乳品質的總體評量指標，
但對找出生菌的污染源並沒有幫助。如果
貯乳槽之生乳樣品，存在細菌問題（SPC
或 PI 較高），那麼找出問題原因的第一步
就是對貯乳槽生乳進行更徹底的分析。貯
乳槽生乳生菌測試，可用於評估牛群乳房
炎類型和數量、榨乳者的行為、設備清潔、
衛生執行效果。

下列測試方法可以點出高生菌計數是
由於乳房炎、榨乳前衛生、設備清潔、衛
生狀況、還是榨乳期間榨乳系統的細菌所
造成的。對於牧場和乳品廠而言，這是非
常寶貴的信息。

測試方法

標準平板計數（SPC）：

標準平板計數是在 32℃下培養 48 小
時後，以一毫升生乳中的菌落形成一單位
計數。如果榨乳設備衛生良好、在冷卻足
夠的情況下， SPC 應當小於 5000。 SPC 小
於 1000 則表示所有條件都有非常出色的表
現。如牛群感染鏈球菌乳房炎可能會導致
高生菌數，其 SCC 和 SPC 也都很高，則應
執行總乳細菌培養，以確定牛乳中乳房炎
細菌類型。此信息對於管理牛群乳房炎是
很有用的。如培養出非傳染性細菌代表為
環境污染，這些細菌會在榨乳過程中，從
乳房皮膚移到牛乳，再轉移到榨乳設備上。
這些細菌會在榨乳過程中持續繁殖，如果
不去除或殺死它們，可能會在兩次榨乳之
間繼續生長，使生乳生菌變高。

實驗室巴氏滅菌計數（LPC）：

實驗室巴氏德滅菌計數是取 1 毫升牛
乳在 62.8℃恆溫水槽持續加熱 30 分鐘後
還能存活的生菌數。此過程可殺滅引起乳
房炎的常見細菌，計數出的生菌能在高溫
下存活。如果清潔和衛生程序不標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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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類型的生菌將在榨乳設備中生長繁殖。如果設備清潔和衛生狀況良好，則 LPC 值應低於
500cfu/ml。 LPC 低於 10 表示設備衛生狀況非常良好。

▲ 3M 之大腸桿菌群培養片。 ▲巴氏德殺菌水浴槽。

大腸桿菌群計數：

貯乳槽內牛乳大腸桿菌群的主要來源
是從環境中污染到乳牛乳房，再傳到榨乳
設備。因此，大腸桿菌群計數可以表示榨
乳過程，乳牛乳房的準備程序是否有確實
清潔，又可以表示乳牛生活環境的清潔度
及是否有大腸桿菌群乳房炎的指標。大腸
桿菌群計數落在 100 到 1000 之間，表示榨
乳衛生狀況差。大腸桿菌群也會在榨乳設
備的表面的蛋白薄膜生長 (氯鹽可清除牛乳
蛋白膜 )。大腸桿菌群計數如超過 1000，
建議檢查榨乳設備中是否有大量乳垢。每
毫升牛乳的大腸桿菌群計數小於 100 是可
接受的，並可做為巴氏德滅菌法的原料生
乳。若直接將生乳出售給消費者飲用時，
則大腸桿菌群之數量必須要少於 10/ml( 建
議不要直接生飲生乳 )。大腸桿菌群數量少
於 10，則表示在預備榨乳衛生和設備衛生
方面表現非常出色且沒有大腸桿菌群乳房
炎加入乳桶。

戰略性生乳樣品採樣（第 1b 部分）

當貯乳槽測試生菌有問題時，可以執
行更詳細的測試，以進一步區別生菌問題
的來源。如果第 1a 部分的分析結果，生菌
的主要來源如為設備衛生，則建議進行戰
略性生乳樣品採樣，以進一步確定污染來
源。在榨乳過程中不同時間對榨乳設備不
同位置進行戰略性採樣，可確定榨乳系統
中哪一段受污染。採樣位置如下：1. 在榨
乳單元、乳管線和集乳罐中採樣。2. 在生
乳輸送管線末端採樣（包括過濾器）。3.在
貯乳槽中採樣，執行 SPC測試找到問題點。

檢查 CIP 程序（第 2 部分）如下表

如果第 1a 及 1b 部分中的生乳質量測
試表示設備可能存在清潔問題時，請繼續
進行下表程序，以查明清潔設備故障的具
體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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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乳設備清洗檢查表 

清洗循環 檢查項目 危害控制點 是 否 備註 

熱  水  爐 熱水爐水量及溫度 集乳座組數×18公升    

預  洗 
水  溫 35-43℃    

循環程序 循環一次即要流掉    

鹼  洗 

清洗水之稀釋濃度 
pH 11-12    

氯濃度 50-80 ppm    

水  溫 
開始時 70℃以上    

結束清洗時大於 45℃    

循環時間 5-10分鐘    

酸  洗 

酸洗濃度 pH 3    

循環時間 2-5分鐘    

水  溫 35-43℃    

消  毒 

每次榨乳前使用    

水  溫 產品須求溫度：    ℃    

循環時間 5分鐘    

消毒液濃度 
氯濃度 200 ppm    

碘濃度  25 ppm     

清洗水量 
榨  乳  機 組數×8公升    

貯  乳  槽 貯存容量×0.05    

貯乳槽清洗 

清洗角度是否正確    

擴散位置是否正確    

清洗球功能是否正常    

貯  乳  槽 
榨乳完成後在 1小時內降至 4℃    

貯乳槽內及各元件是否清潔    

榨乳機濾網 
有每次榨乳時皆有更換濾網    

有使用冷熱交換板時，每次清洗時要使用濾網    

特別注意事項： 

檢查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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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清洗的水質監測

•定期監控水質硬度、pH 值（酸鹼質 )、鐵
質及微生物 ( 生菌 )。 

•要有良好的水質，才可做使用在清洗設備
上，以達清潔衛生的目的。

•使用的水質需符合水質標準，可減少化學
藥劑的使用及花費，並可幫助我們達到高
品質生乳的結果。

如懷疑清洗有問題

如懷疑設備清洗有問題，則必須找出
原因。在清洗程序完成後，透過檢查榨乳
機系統，可以得到很多線索。可卸下管路
末端，並用燈光檢查內部表面。

在以下區域內查找，是否有牛乳或乳
垢積聚的跡象；

•自動脫落流量傳感器 - 為乳垢堆積常見的
區域。

•乳杯內襯。

•長主乳管（尤其是管路的上部）。

•量乳罐底部的塞子和閥門。

•集乳缸。

•死角區域。

•貯乳槽。

一旦發現問題，有必要找出是何原因
引起。調查方法，就是要到現場檢視清洗
程序，並檢查以下各種項目：

•檢視當前的清洗程序

•熱水爐的水溫

•熱水爐的容量 - 最少的容量為：集乳座數
×18 升（如 16 組集乳座×18=288 公升 ,72
加侖）

•清洗液的體積和化學濃度，循環時間是否
正確？

•是否可完全清洗整個榨乳機 - 檢查每個集
乳座都是否有洗到？

•是否使用按照製造商建議的化學品？

•洗水管道是否有堵塞？

•空氣噴射器（Air injection) 功能正常嗎？
（管路清洗團塊（slug) 是否正常）

總而言之，清洗程序是清潔榨乳機的
所有組件。良好的清洗程序將有助於保持
榨乳設備的使用壽命，同時得到較低的生
菌數，以維護牛乳的質量及降低乳房炎。

案例說明一：

一位安裝新榨乳機的酪農，其生菌
SPC 出現問題，執行了一份貯乳槽牛乳樣
品的生菌分析報告。結果如下列：

 

測試項目 結果 目標 

總生菌數（SPC） 41000 小於 5000 

大腸桿菌群 10 小於 100 

巴氏德檢測（LPC） 2780 小於 500 

樣品檢測顯示出低水平的環境污染（大腸桿菌群），但是高水平的耐熱

性微生物（LPC），這表明清洗程序出現問題。安排了一次例行清洗程

序的訪視檢查。這次訪視發現了以下幾個問題： 

1.榨乳機為 16 個集乳座的設備，熱水爐容量為 144 升，相當於每一個

集乳座只有 9 升水。和最小 18升差很多。 

2.榨乳後立即用冷水沖洗榨乳機，會使榨乳機的表面溫度下降，並使

乳油凝結。 

3.從熱水爐出來的熱水為 64°C，但熱水爐的溫度錶顯示溫度為 90°C。 

4.清洗熱水的循環前的清洗槽溫度為 61°C，第一個循環後變為 35°C，

5 分鐘後降至為 33°C。（要大於 45°C） 

5.榨乳機設計的清洗液，在返回清洗槽前會經過 81 米的無阻斷管道。 

6.使用了廠商建議的正確清洗劑量，但水的硬度沒有考慮到。 

7.用含次氯酸鹽鹼液熱水清洗，循環時間為 15 分鐘。 

採取的行動方案： 
。熱水爐容量至少要再增加 144 公升，為 288公升。 

。榨乳後用溫水沖洗榨乳機。（第一段） 

。維修熱水爐，並修理恆溫器。 

。阻斷清洗管線。 

。將清洗劑用量增加 50％，以補償水質的硬度。 

。修改熱洗循環為 8 分鐘。 

酪農再安裝新的熱水爐，並阻斷了清洗管線(沒有迴路)。遵循我們所

提出的建議執行改善後，採樣再做一次檢測，耐熱生菌數 LPC 降至 150 

cfu/ml。貯乳槽生乳生菌的檢測(SPC)，也讓酪農很滿意。  

案例說明二： 
長期生菌偏高，一直找不到正確問題原因，因此執行了一份貯乳槽牛

乳樣品的生菌分析報告。結果如下列： 

測試項目 結果 目標 

總生菌數（SPC） 32000 小於 5000 

大腸桿菌群 97 小於 100 

巴氏德檢測（LPC） 3 小於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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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檢測顯示出低水平的環境污染（大
腸桿菌群），但是高水平的耐熱性微生物
（LPC），這表明清洗程序出現問題。安排
了一次例行清洗程序的訪視檢查。這次訪
視發現了以下幾個問題：

1. 榨乳機為 16 個集乳座的設備，熱水爐容
量為 144 升，相當於每一個集乳座只有 9
升水。和最小 18 升差很多。

2. 榨乳後立即用冷水沖洗榨乳機，會使榨
乳機的表面溫度下降，並使乳油凝結。

3. 從熱水爐出來的熱水為 64° C，但熱水爐
的溫度錶顯示溫度為 90° C。

4. 清洗熱水的循環前的清洗槽溫度為
61° C，第一個循環後變為 35° C，5 分鐘
後降至為 33° C。（要大於 45° C）

5. 榨乳機設計的清洗液，在返回清洗槽前
會經過 81 米的無阻斷管道。

6. 使用了廠商建議的正確清洗劑量，但水
的硬度沒有考慮到。

7. 用含次氯酸鹽鹼液熱水清洗，循環時間
為 15 分鐘。

採取的行動方案：

•熱水爐容量至少要再增加 144 公升，為
288 公升。

•榨乳後用溫水沖洗榨乳機。（第一段）

•維修熱水爐，並修理恆溫器。

•阻斷清洗管線。

•將清洗劑用量增加 50％，以補償水質的硬
度。

•修改熱洗循環為 8 分鐘。

酪農再安裝新的熱水爐，並阻斷了清
洗管線 ( 沒有迴路 )。遵循我們所提出的建
議執行改善後，採樣再做一次檢測，耐熱
生菌數 LPC 降至 150 cfu/ml。貯乳槽生乳
生菌的檢測 (SPC)，也讓酪農很滿意。 

案例說明二：

長期生菌偏高，一直找不到正確問題
原因，因此執行了一份貯乳槽牛乳樣品的
生菌分析報告。結果如下列：

 

測試項目 結果 目標 

總生菌數（SPC） 41000 小於 5000 

大腸桿菌群 10 小於 100 

巴氏德檢測（LPC） 2780 小於 500 

樣品檢測顯示出低水平的環境污染（大腸桿菌群），但是高水平的耐熱

性微生物（LPC），這表明清洗程序出現問題。安排了一次例行清洗程

序的訪視檢查。這次訪視發現了以下幾個問題： 

1.榨乳機為 16 個集乳座的設備，熱水爐容量為 144 升，相當於每一個

集乳座只有 9 升水。和最小 18升差很多。 

2.榨乳後立即用冷水沖洗榨乳機，會使榨乳機的表面溫度下降，並使

乳油凝結。 

3.從熱水爐出來的熱水為 64°C，但熱水爐的溫度錶顯示溫度為 90°C。 

4.清洗熱水的循環前的清洗槽溫度為 61°C，第一個循環後變為 35°C，

5 分鐘後降至為 33°C。（要大於 45°C） 

5.榨乳機設計的清洗液，在返回清洗槽前會經過 81 米的無阻斷管道。 

6.使用了廠商建議的正確清洗劑量，但水的硬度沒有考慮到。 

7.用含次氯酸鹽鹼液熱水清洗，循環時間為 15 分鐘。 

採取的行動方案： 
。熱水爐容量至少要再增加 144 公升，為 288公升。 

。榨乳後用溫水沖洗榨乳機。（第一段） 

。維修熱水爐，並修理恆溫器。 

。阻斷清洗管線。 

。將清洗劑用量增加 50％，以補償水質的硬度。 

。修改熱洗循環為 8 分鐘。 

酪農再安裝新的熱水爐，並阻斷了清洗管線(沒有迴路)。遵循我們所

提出的建議執行改善後，採樣再做一次檢測，耐熱生菌數 LPC 降至 150 

cfu/ml。貯乳槽生乳生菌的檢測(SPC)，也讓酪農很滿意。  

案例說明二： 
長期生菌偏高，一直找不到正確問題原因，因此執行了一份貯乳槽牛

乳樣品的生菌分析報告。結果如下列： 

測試項目 結果 目標 

總生菌數（SPC） 32000 小於 5000 

大腸桿菌群 97 小於 100 

巴氏德檢測（LPC） 3 小於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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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德殺菌檢測（LPC）檢測未超過
500 表示不是設備清潔問題，則可能是乳房
炎問題。大腸桿菌群小於 100，但數值偏高
可能為榨乳前乳房準備衛生問題、乳房炎
問題或設備存在蛋白膜問題 ( 需用氯鹽清
洗 )。
採取的行動方案

1. 檢視榨乳清洗程序問題：預洗溫度為
65℃，太高。調整預洗水溫至 40℃，建
議在鹼洗段添加 50c.c 之氯水。

2. 檢視榨乳程序：發現酪農用大量水洗乳
房，沒有完全擦拭乾燥就上乳杯。改執
行前藥浴擦拭乾燥後再上乳杯。

3. 執行上述改善後生菌 SPC 降至 15000，
但依然不理想。因此判斷應為大腸桿菌
群的乳房炎所造成的生菌偏高問題，經
檢視 DHI 資料查到一頭體細胞及生菌都

很高之牛隻。把頭牛挑起來治療後，貯
乳槽生菌即降至為 5000。

結論

可借由 LPC 及大腸桿菌群計數，可找
出生乳生菌數偏高的原因：

1. LPC 大於 500、大腸桿菌群大於 100—解
決方向為設備 ( 榨乳機及貯乳槽 ) 清洗有
問題、設備消毒問題、環境性乳房炎、
榨乳前準備有問題。

2. LPC 大於 500、大腸桿菌群小於 100—解
決方向為設備清洗有問題。

3. LPC 小於 500、大腸桿菌群大於 100—解
決方向為榨乳前準備有問題、設備消毒
問題 ( 存有蛋白膜 )、環境性乳房炎。

4. LPC 小於 500、大腸桿菌群小於 100—解
決方向為牛隻乳房炎問題。

▲試驗結果圖。 ▲確認清洗水量及酸鹼PH值。 ▲量測出水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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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生乳中飽和性脂肪酸比例及產量之影響生乳中飽和性脂肪酸比例及產量之

因素 -胎次及擠乳次數因素 -胎次及擠乳次數
◎ 新竹分所　楊明桂、蕭振文、凃柏安

牛乳中乳脂肪是最複雜的天然脂肪，
含有 400 多種不同的脂肪酸（fatty acid, 
FA)，也是牛乳中變化最大的營養素。成
熟乳（mature milk）中的脂肪 98% 以甘油
三酯的形式存在，並在 C 骨架上連接 3 個 
FA。乳脂肪提供約 50% 的總膳食能量以及
必需的 FA，為出生仔牛提供重要的營養和
代謝功能。乳脂肪的 FA 來源於日糧、瘤胃
生物氫化和乳腺脂肪合成作用。然而其他
因素例如品種、胎次及飼養方法亦已知會
影響牛乳的 FA 組成。此外，當牛隻分娩時
體內代謝情形會發生轉變，進而調節了初
乳和過渡乳（transition milk）的 FA 組成。
例如，產犢後增加的採食量會增加瘤胃微
生物發酵產生的揮發性 FA，可作為乳腺中
新合成 FA 的前驅物。此外，高產乳牛在產
犢前常消耗高達 40 公斤的體脂，這導致牛
乳中預先形成的大於 18 個碳原子 FA 比例
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還應考慮初產乳牛
和經產乳牛之間具有不同能量需求。牛初
乳可提供小牛生長所需之營養和免疫因子，
雖然已有許多學者團隊對於分娩後的前幾
天初乳的蛋白質及其免疫成分進行了廣泛
研究，但對於脂肪成分的變化了解仍有限。
此外，初乳中某些 FA 的濃度較過渡乳和成
熟乳高，可能代表初生小牛的生理上需求。
先前的研究顯示，分娩後天數對初乳、過
渡乳和成熟乳的 FA 特性有影響。本篇報告
即摘要 Wilms 等人 2021 年之研究結果，探
討不同胎次及擠乳次數之泌乳牛分娩後 1

週內，生乳中飽和性脂肪酸所占比例及產
量之關係。在本篇報告中，試驗動物為分
娩後 1 週內之初產（primiparous, PP）及經
產（multiparous, MP）母牛各 10 頭。擠乳
次數（milking, M）後之數字代表分娩後第
幾次擠乳，如 M2、M5 及 M12 分別代表母
牛分娩後第 2 次、第 5 次及第 12 次擠乳，
且每次擠乳間隔 12.0 ± 0.3 小時。初乳指
的是分娩後第 1 次擠乳（M1），擠乳時間
為分娩後 5.3 ± 0.7 小時。過渡乳為 M2 至
M5，成熟乳則為 M12。

一、乳中飽和性脂肪酸（saturated 
fatty acid, SFA）占總脂肪酸之
比例受胎次及擠乳次數影響

本篇研究報告顯示，PP 牛及 MP 牛在
分娩後 7 天內每次擠乳之乳量具有顯著差
異，MP 牛每次擠乳時之乳量顯著較 PP 牛
高 27%。PP牛及MP牛分娩後 6天內初乳、
過渡乳及成熟乳中飽和脂肪酸占總脂肪酸
比例變化如表 1。本篇研究報告顯示，泌乳
牛胎次會顯著影響其乳汁中己酸（C6:0）、
十五酸（C15:0）、棕櫚酸（C16:0）、珍珠
酸（C17:0）、十九烷酸（C19:0）及花生
酸（C20:0）占總脂肪酸之比例。上述 SFA
除了棕櫚酸以外，其餘 SFA在 PP牛乳中占
總脂肪酸之比例皆較 MP 牛高。此外，除
了十五酸以外，所有 SFA 皆會隨著擠乳次
數而改變。短鏈飽和性脂肪酸（short-chain 
FA, SCFA）如丁酸（C4:0）及己酸（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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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乳中占總脂肪酸之比例分別較成熟乳
低 61% 及 50%，乳中丁酸占總脂肪酸之比
例在M2至M5時較M12時低。總體而言，
SCFA 占總脂肪酸之比例隨著擠乳次數而增
加；然而，擠乳次數與胎次間亦具有交感
作用（P < 0.001）。乳中丁酸（圖 1A）和 
己酸（圖 1B）占總脂肪酸之比例，在 PP 
牛是在過渡乳時期較高，而 MP 牛則是在
成熟乳時期，且 PP 牛及 MP 牛乳中丁酸所
占總脂肪酸之比例分別在 M2 及 M12 時達
最高。此外，PP 牛乳中己酸占總脂肪酸之
比例在 M2 至 M4 及 M12 也較 MP 牛高。
在牛乳中辛酸（圖 1C）占總脂肪酸之比例
亦觀測到類似結果，PP 牛在 M4 時乳中辛
酸濃度較高。初乳中棕櫚酸（C16:0）及肉
荳蔻酸（C14:0）占總脂肪酸之比例分別
較成熟乳中高 13% 及 27%。初乳中花生酸

 
 

 
圖 1. 初產和經產荷蘭牛分娩後 1 週內生乳中丁酸（A）、己酸（B）、辛酸（C） 

和硬脂酸（D）占乳中總脂肪酸比例變化。在每個時間點擠乳次數和胎次

之間皆具有顯著交感作用。 *表示差異達顯著（P ≤ 0.05）。 
 

圖 1. 初產和經產荷蘭牛分娩後 1 週內生乳中丁酸（A）、己酸（B）、辛酸（C） 和硬脂酸（D）占乳中總脂肪
酸比例變化。在每個時間點擠乳次數和胎次之間皆具有顯著交感作用。 * 表示差異達顯著（P ≤ 0.05）。

（C20:0）及山嵛酸（C22:0）占總脂肪酸
之比例亦分別較成熟乳中高 29% 及 51%。
然而，在初乳、過渡乳或成熟乳 SFA 在乳
中占總脂肪酸之比例並無不同，但 MP 牛
乳中 SFA 含量較 PP 牛乳中高 6%。另外，
除了肉荳蔻酸及棕櫚酸以外，所有 SFA 皆
會受到擠乳次數和胎次之間的交感作用
（P≤ 0.042)。擠乳次數和胎次之間的交感
作用亦會使得 M12 時，PP 牛乳中 珍珠酸
（C17:0）、 硬 脂 酸（C18:0， 圖 1D）、
十九烷酸（C19:0）和花生酸（C20:0）占
總脂肪酸之比例較 MP 牛高。前述 SFA 在
PP 牛初乳中占總脂肪酸之比例亦顯著較
MP 牛高。部分過渡乳樣本亦顯示 PP 牛乳
中 SFA 占總脂肪酸之比例較 MP 牛高，如
M3 至 M5 的珍珠酸、M2 至 M3 與 M5 的
十九烷酸及 M3 和 M5 的花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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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乳中 SCFA 量受擠乳次數影響，
長鏈 SFA 量主要受胎次及擠乳
次數間交感作用之影響

MP 與 PP 牛分娩後 6 天內初乳、過渡
乳及成熟乳中飽和性脂肪酸量變化如表 2。
本篇研究報告顯示，SCFA 及辛酸量在胎次
間並無顯著差異，但在M12其量較M1高。
然而，前述 SFA，由於胎次和擠乳次數的
交感作用，使得 PP 牛及 MP 牛分別在 M2
及 M12 時有顯著較高之產量。在己酸也有
相似之結果，PP 牛在 M2 至 M3 及 MP 牛
M12 時，其產量顯著較高。此外，PP 牛在
M1 和 M2 及 MP 牛在 M12 時，乳中含有
較高產量辛酸 。另外，棕櫚酸、花生酸、
山嵛酸及總 SFA 產量，並未受到擠乳次數
影響，但會受到胎次與擠乳次數之間的交
感作用之影響，例如 PP 牛乳中棕櫚酸 產
量在初乳及M4時較高，但在MP 牛最高量
則出現在 M12。

結論

出生仔牛透過吸食初乳可獲得必需的

生物活性化合物和免疫因子，可增強其對
疾病之抵抗力。了解從初乳、過渡乳及成
熟乳的 SFA 變化可更理解乳牛的生理機能
和新生犢牛的需求。本篇研究報告結果顯
示，初乳中 SCFA 的比例較低，而初乳和
過渡乳中棕櫚酸及肉荳蔻酸含量較高，可
顯示出生犢牛對前述營養份需求。然而，
初乳中 FA 除了 SFA 外尚有單不飽和性脂
肪酸、多不飽和性脂肪酸，這些脂肪酸比
例及產量亦會隨著胎次及擠乳次數而變化。
本篇報告中僅先整理SFA供各位先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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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經產與初產牛分娩後 6 天內初乳 ( 擠乳第 1 次 )、過渡乳 ( 擠乳 2 至 5 次 ) 及成熟乳 ( 擠乳 12 次 ) 生乳中
飽和性脂肪酸產量變化。表 2 經產與初產牛分娩後 6 天內初乳(擠乳第 1 次)、過渡乳(擠乳 2 至 5 次)及成熟乳(擠乳 12 次)生乳中飽和性脂肪酸產量變化 

飽和脂肪酸

產量(g) 
胎次(P) 擠乳次數(M) P 值 

初產 經產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第 5 次 第 12 次 M P M X P 
丁酸(C4:0) 10.9 11.1 7.4ab 5.7a 7.3a 11.3b 12.9b 21.3c <0.001 0.836 0.003 
己酸(C6:0) 10.2 8.8 5.9a 6.6a 7.2a 10.9b 11.8b 14.7b <0.001 0.177 0.005 
辛酸(C8:0) 5.71 4.95 3.09a 3.72a 3.76a 6.23b 7.43b 7.78b <0.001 0.227 0.005 
棕櫚酸

(C16:0) 
122 134 104 111 118 136 151 147 0.842 0.306 <0.001 

花生酸

(C20:0) 
0.628 0.484 0.583 0.488 0.571 0.554 0.524 0.614 0.516 0.022 0.003 

山嵛酸

(C22:0) 
0.177 0.131 0.206 0.141 0.163 0.136 0.13 0.148 0.065 0.04 0.002 

Total SFA1 287 284 247 233 244 297 341 352 0.055 0.903 0.002 
1:Total Saturated Fatty Acid，總飽和性脂肪酸。 
a,b,c,d:表示差異達顯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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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協的產業服務功能乳協的產業服務功能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乳業協會

　　乳業協會長期關心酪農產業之永續經營方向，近來針對冰磚乳取得專一貨號、進口牧
草免徵營業稅及精進牛乳檢驗技術、精進乳牛群性能改良（DHI）資料庫等事項向政府提
出建言，並與新竹分所辦理牛隻懷孕持續機率輔導預報模式等，期對酪農產業降低生產成
本及提高競爭力等有所助益。

◎冰磚乳可望取得專一貨號  供國內乳品市場掌握進口數量 

　　近年來，國外進口乳品數量逐年升高，液態乳從民國 101 年進口 13,171 公噸到 110 年

升為 57,544 公噸，10 年來成長 4 倍多；除了液態乳外，也從國外進口冷凍濃縮乳 ( 業界俗
稱之「冰磚乳」)，由於沒有專一貨號，海關將之列於稅則號列 0429190「其他乳及乳油、
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中，0429190 項下的進口乳品，從民國 100 年 426 公噸成長到
110 年 18,166 公噸，成長率高達 40 倍，111 年 1-10 月已達 16,341 公噸，10 個月來的進口
量已趨近去年一整年的 90％，進口金額高達 14 億 7 千多萬元，主要的進口國家是澳洲、
紐西蘭，分別占 50.5％及 46.3％，兩個合計占了進口量的近 97％。
　　冰磚乳約可做 4 倍的還原，如果進口 2 公噸冰磚乳，等於臺灣飲品市場就多出近 8 公
噸的液態乳，占國內生乳產量的約 20％，且冰磚乳是完全開放的市場，不像進口液態乳時
有配額的限制，若冰磚乳的進口量持續成長，勢必影響國內生乳的出路。
　　中華民國乳業協會自 109 年 9 月第八屆生乳（牛乳）價格評議委員會 ( 以下簡稱「乳
評會」)起，即多次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反應，冰磚乳需有專一貨號，
以利產業能確實掌握進口數量，俾利酪農產業經營之產銷調整。
　　在 109 年 9 月 3 日乳評會會議中，乳業協會建議將冰磚乳納為單一品項、專一貨號，
會議決議「建請乳業協會協助提供冰磚乳中英文貨名並彙整後，提送經濟部國際易局建請
增列獨立品項貨品號列」，經乳業協會向財政部關務署查證後回函畜產會：「冰磚乳於海
關到港檢驗單標示名稱為 Frozen Whole Milk Concentrate（FWMC），翻成中文為『濃縮冷
凍全脂牛乳』」；109 年 10 月 13 日乳評會會議，於議程將冰磚乳一案列為討論事項，會
議決議「若產業有其他進口乳品品項獨立貨品號列需求，請再提出詳細規格成分等資料供
農委會參酌」；110 年 10 月 14 日乳評會會議，乳業協會於再次提案「有關冷凍濃縮乳進口
資訊建請增列獨立品貨品號列」，會議決議「農委會及畜產會洽國貿局確認申請編列冷凍
濃縮乳之貨品號列所需相關資料後，再由農委會向經濟部國貿局提出貨品號列管理需求」；

 中華民國乳業協會以「聯合全國乳牛飼養業者及從事乳品加工廠商與專家、

學者共同促進全國乳業發展」為宗旨，會員涵蓋政府人員、酪農、乳品加工業者、

相關學術研究者及所有關心乳業發展者，旨在促進臺灣乳業從原料品質的精進、

加工技術的提升、到消費者的安心飲用，業務包括服務酪農、提升加工技術、

政策法令宣導及為消費者把關，促使臺灣乳業與時俱進、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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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 月 4 日乳評會會議再度將冰磚乳一案列為討論事項，會議決議「建請農委會及畜產
會以財政部關務署稅則預審案例綜合查詢結果為參考基礎，另邀集相關專家學者討論預擬
冷凍濃縮之專屬貨品名稱」；111 年 3 月 24 日第九屆乳評會將冰磚乳一案列報告事項，惟
仍沒有新的進展。對於冰磚乳專一貨號一案，自 109年 9月至 111年 3月，歷經兩屆委員會、
兩任召集人、五次乳評會，都沒有具體結果，乳業協會於 111年 11月 14日再次函文農委會、
畜產會重申冰磚乳取得專一貨號的重要性。
　　111 年 12 月 2 日畜產會邀請農委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財政部關稅署、畜試所郭卿
雲組長、新竹分所蕭振文分所長、國立台灣大學徐濟泰教授、陳明汝教授及王聖耀副教授、
中興大學陳彥伯助理教授、屏科大林美貞副教授及統一、光泉、味全、台農、義美、佳格
及開元…等各大乳品工廠，召開「研商冷凍濃縮乳專屬稅則號列貨品名稱會議」，會中已
獲應建立冰磚乳專一貨號共識，未來可方便查詢各國進口冰磚乳的進口數量及價格，俾利
國內乳業市場參酌。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口資料整理（節錄自中央畜產會 111/12/2「研商冷凍濃縮乳專屬稅則號列貨
品名稱」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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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2 月 2 日「研商冷凍濃縮乳專屬稅則號列貨品名稱會議」視訊會

議，已取得建立冰磚乳專一貨號共識！ 

近 10 年來稅則號列 04029190 進口量值表 
年年  月月  

合合計計  澳澳大大利利亞亞  紐紐西西蘭蘭  

數數量量  金金額額  數數量量  金金額額  數數量量  金金額額  

22001111    442266  2200,,006699  --  --  --  --  

22001122    557755  2255,,668899  1100  998811  --  --  

22001133    555566  3311,,334466  110044  99,,441111  00  44  

22001144    11,,881122  114455,,113333  11,,222244  111166,,225533  00  1111  

22001155    66,,001111  550088,,550011  55,,330055  447744,,667766  00  55  

22001166    1122,,111122  996655,,882233  1111,,443388  992288,,550099  00  22  

22001177    1155,,446688  11,,117777,,771100  1144,,662222  11,,111155,,884499  00  6600  

22001188    1122,,661144  11,,002244,,004466  1111,,774455  993399,,110099  333377  2277,,443344  

22001199    1155,,996622  11,,333344,,555588  1133,,998888  11,,115588,,771166  11,,117788  9966,,882244  

22002200    1177,,770088  11,,440022,,771111  1155,,225588  11,,221155,,229955  11,,883399  113388,,226688  

22002211    1188,,116666  11,,338888,,660033  1133,,660044  11,,003300,,117799  33,,884433  229988,,227799  

2022 1 2,236 179,844 1,310 99,864 926 79,979 

2022 2 1,575 133,843 725 57,902 746 66,419 

2022 3 2,295 194,123 1,738 141,862 556 52,163 

2022 4 1,287 114,555 525 45,462 710 64,634 

2022 5 1,215 108,783 627 54,387 476 44,147 

2022 6 2,238 213,679 1,118 97,517 1,081 112,172 

2022 7 1,065 96,712 513 44,195 512 48,706 

2022 8 1,487 141,383 412 37,945 1,010 97,235 

2022 9 1,778 171,010 817 76,066 850 83,610 

2022 10 1,164 120,481 465 46,257 699 74,201 

22002222 小小計計 1166,,334411  11,,447744,,441122  88,,225500  770011,,445577  77,,556655  772233,,226677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口資料整理（節錄自中央畜產會 111/12/2「研商冷凍

濃縮乳專屬稅則號列貨品名稱」會議資料） 

 

 

 

 

 

近 10 年來稅則號列 04029190 進口量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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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2月 2日「研商冷凍濃縮乳專屬稅則號列貨品名
稱會議」視訊會議，已取得建立冰磚乳專一貨號共識！

▲爭取進口牧草免徵營業稅及爭取提高青割玉米
補助金額。

◎爭取進口牧草免徵營業稅及爭取提高青割玉米補助金額 

　　今年初，乳業協會有感於近來 COVID-19 疫情造成國際航運塞港，芻料短缺及價格升

高，政府針對畜牧業者暫免進口玉米、黃豆、小麥等營業稅，對養豬、養雞農戶生產成品
的降低有明顯助益，惟草食產業主要飼料為百慕達乾草、燕麥草、苜蓿乾草等草料，此政
策並未將進口草類列入其中，因此乳業協會於 111年 2月 14日發文建請農委會協助牛、羊、
鹿等草食動物產業向行政院爭取將進口飼料免營業稅事項加入牧草相關品項，並建議提高
對青割玉米與牧草補助金額，及擴大種植面積，增加農民種植牧草及青割玉米的意願，且
加強對青割、青貯相關機具及設備之補助，藉此增加國產牧草的使用、減少對進口芻料的
過度仰賴，可降低養牛生產成本，有利酪農產業永續經營！
　　111 年 10 月 27 日酪農代表楊梅貴女士於乳業協會辦理之產官學產業研習大會暨第 10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議再度提出進口牧草免徵營業稅一案，乳業協會將之列為臨時動議案，
並於 111 年 11 月 14 日另函農委會、畜產會重申此案。
　　111 年 11 月 1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牧場管理科周文玲科長偕同家畜生產科岳佩瑩技正
特至乳業協會說明，針對進口牧草免徵營業稅一案，因其渉及營業稅法，目前只有明文規
定小麥、大麥、玉米、黃豆四項可因應「經濟特殊情況」及「調節物資」供應時機動調整，
若要加入牧草等新品項，需經過修法、立法院三讀通過，恐曠日廢時、緩不濟急。周文玲
科長提到，農委會已朝提高芻料自給率方向努力，包括獎勵農民擴大契作種植牧場及青割
玉米，以替代進口草料；鼓勵多元運用農副產品，依不同芻料牧草特性，運用發酵或烘乾
技術，製成青貯、半乾青貯或乾草等，並將推動芻料示範場域方式推動；並允諾針對芻料
生產調製設備及設施自動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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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1 月 23 日農委會於畜產試驗所辦理「研商青割玉米擴增面積及輔導精進措施座
談會」，由陳駿季副主任委員主持，畜牧處張經緯處長、牧草管理科周文玲科長、家畜生
產科岳佩瑩技正等共同與會，可見其此案的重視程度。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110 年飼料（硬質）玉米種植面積 16,319 公
頃，年產量 74,958 公噸；在草食動物芻料方面，110 年青割玉米種植面積 8,660 公頃、年產
量 427,061公噸，盤固拉草種植面積 2,756公頃、年產量 208,528公噸，狼尾草種植面積 1,984
公頃、年產量 270,355 公噸。

▲111年11月14日農委會周文玲科長、岳佩瑩技正特赴乳業協會向徐濟泰理事長、
方清泉秘書長說明農委會對國產芻料的相關輔導及補助規劃。

▲資料來源：整理自 111/11/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商青割玉米擴增面積及輔導精進措施座談會」會議資料

單位：公頃、公噸

6 
 

近近55年年來來國國產產芻芻料料生生產產情情形形  

單位：公頃、公噸 

 飼料（硬質）玉米 青割玉米 盤固拉草 狼尾草 

 種植面積 年產量 種植面積 年產量 種植面積 年產量 種植面積 年產量 

106 15,171 74,952 9,907 443,627 2,824 212,628 2,079 285,088 

107 14,562 68,668 7,959 369,132 2,854 209,512 2,093 284,020 

108 15,210 73,540 7,889 375,273 2,812 211,300 2,051 277,259 

109 16,212 76,889 8,868 422,719 2,833 217,760 2,047 286,906 

110 16,319 74,958 8,660 427,061 2,756 208,528 1,984 270,355 

資料來源：整理自 111/11/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商青割玉米擴增面積及輔導精進

措施座談會」會議資料 

為降低草食動物的生產成本，農委會擬透過集團化栽培、節水獎勵補助或

其他專案措施，增加青割玉米的的種植面積2,000公頃，年增產10萬公噸（約可

替代3.3萬公噸進口乾草），期將國產芻料自給率從目前的46％提高到50％，並

補助相關自動化設備，研發及推廣青貯發酵技術，提高草食動物對國產芻料的

使用意願。 

◎持續精進 DHI相關內容及 PAG 牛乳檢驗技術 

乳業協會針對乳牛群性能改良（DHI）工作持續精進，邀請專家實赴現

場，藉由乳牛場 DHI 數據整理結果與解析、畜主線場訪談、日糧養分組成平衡

等，提供酪農戶飼養技術與經營管理改善的參考，並重新整建 DHI 資料庫，加

入互動式報表、公母牛系譜連結及基因型資料等功能。此外，乳業協會持續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進行 PAG 及其精進相關產學合作計畫： 

（一）109 年進行「檢測生乳中懷孕相關醣蛋白（PAG）供早期懷孕診斷」：應

用酵素免疫分析法檢測乳牛生乳樣品中懷孕相關醣蛋白 PAG(pregnancy-

associated glycoprotein,PAG)濃度，診斷乳牛懷孕與否的新技術。乳牛

配種後 30 天左右，只要在 DHI 採樣時多留一瓶乳樣或酪農在例行性擠乳

作業時自行採樣送到新竹分所生乳實驗室，即可得知母牛是否懷孕，準確

率高達 99％以上；傳統驗孕需獸醫師觸診，且要配種後 45-60天才能進

近 5 年來國產芻料生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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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所 PAG 驗孕診斷已技轉乳業協會，只要配種 21
天以上、一滴乳即可獲知乳牛是否懷孕。

◎持續精進 DHI 相關內容及 PAG 牛乳檢驗技術 

　　乳業協會針對乳牛群性能改良（DHI）工作持續精進，邀請專家實赴現場，藉由乳牛

場 DHI 數據整理結果與解析、畜主線場訪談、日糧養分組成平衡等，提供酪農戶飼養技術
與經營管理改善的參考，並重新整建 DHI 資料庫，加入互動式報表、公母牛系譜連結及基
因型資料等功能。此外，乳業協會持續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進行 PAG
及其精進相關產學合作計畫：

（一）109 年進行「檢測生乳中懷孕相關醣蛋白（PAG）供早期懷孕診斷」：應用酵

素免疫分析法檢測乳牛生乳樣品中懷孕相關醣蛋白 PAG(pregnancy-associated 
glycoprotein,PAG) 濃度，診斷乳牛懷孕與否的新技術。乳牛配種後 30 天左右，只要
在 DHI 採樣時多留一瓶乳樣或酪農在例行性擠乳作業時自行採樣送到新竹分所生乳
實驗室，即可得知母牛是否懷孕，準確率高達 99％以上；傳統驗孕需獸醫師觸診，
且要配種後 45-60 天才能進行，PAG 驗孕技術可以早期發現減少母牛空胎日數、提
升乳牛繁殖效率並兼顧動物福祉，提升牛群繁殖效率及增加酪農的收益。

　　為降低草食動物的生產成本，農委會擬透過集團化栽培、節水獎勵補助或其他專案措

施，增加青割玉米的的種植面積 2,000 公頃，年增產 10 萬公噸（約可替代 3.3 萬公噸進口
乾草），期將國產芻料自給率從目前的 46％提高到 50％，並補助相關自動化設備，研發及
推廣青貯發酵技術，提高草食動物對國產芻料的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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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 PAG 外，乳業協會於去（110）年提案建請新竹分所持續研究「乳房炎致病菌鑑
別檢驗技術」，只要少數生乳樣品即可以即時定量 PCR 技術鑑別乳房炎的致病菌種
類，以利精準投藥、減少無效抗生素的使用，避免牛隻乳房炎的治療產生抗藥性。
該技術每年 2 次參與國際畜政聯盟（ICAR）乳質檢驗能力試驗，可在 2.5 小時內、
100％鑑定出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腸球菌屬、克雷伯氏菌…等 15種病原菌，
未來可望推廣酪農戶使用。

▲ 111 年 11 月 30 日乳業協會與畜試所進行「牛隻懷孕持續機率輔助預報模式」技轉簽約儀式。

◎建請政府及早開發「乳牛酪蛋白基因型檢驗技術」 

　　近年植物奶市場崛起，傳統乳品銷售受到一定程度衝擊，為預備未來市場變化所需，

乳業協會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草食動物產學技術交流座談會」提案，及早為台灣乳牛群
中增加A2/A2基因族群數，因此建請畜產試驗所建立乳牛酪蛋白基因型檢驗技術，以快速、
低價位普及 A2 基因鑑定，為未來乳品鋪路。

（二）110 年辦理「乳牛孕期胚死亡及流產風險預警系統之開發」：乳牛泌乳懷孕期間（孕
期 14 天後到乾乳前），透過酵素免疫分析套組檢測生乳中 PAG 含量，建立懷孕期
間泌乳牛生乳與孕期對表，預測乳牛於該懷孕胎次由於胚胎或胎盤等發育異常造成
早期胚死亡或後續流產之機率。

（三）111 年技轉「牛隻懷孕持續機率輔助預報模式」：前述新竹分所乳牛孕期胚死亡及流
產風險預警系統，今（111）年 8 月 30 日以「技轉」方式授權乳業協會應用推廣，
111 年 9 月後酪農戶 PAG 送檢後，除提供該頭乳牛懷孕與否外，並將附上該頭牛隻
懷孕持續機率（％），供酪農及牧場獸醫針對特定懷孕牛安排安胎等特殊照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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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協酪協的產業服務功能的產業服務功能 ◎ 中華民國酪農協會

壹、酪農產銷資訊研習營

本會於 111 年 11 月 16 ～ 18 日連續三天假臺南柳營尖山埤渡假村辦理「111 年度酪農
幹部產銷資訊研習營」，由本會李恂潭理事長與林憲明監事長共同主持。與會來賓：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家畜科岳佩瑩主辦技正、畜產試驗所新化總所林正鏞組長及同仁、畜

產試驗所新竹分所蕭振文分所長及同仁、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蔡政達科長、家畜衛生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黃春申及同仁、彰化縣政府許天耀科長及同仁、嘉義縣政府陳秀芳小姐、臺南

市政府徐幸君科長、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吳名彬處長及同仁、高雄市政府黃雅芬股長及

同仁、屏東縣政府黃于寧科員及同仁、中央畜產會家畜組陳芊伃小姐蒞臨指導。

由農委會岳佩瑩主辦技正、防檢局蔡政達科長、畜產試驗所新化總所范耕榛股長及家

畜衛生試驗所黃春申助理研究員說明講解因應 2025 年零關稅、氣候變遷、飼養專業、防疫
措施等政策宣導教育；臺南市環境保護局高銘鍾先生、嘉義縣政府勞青處陳幸雄先生與林

世豐先生針對污染防治、職場安全及勞動法規做專業主題宣導教育，最後由台灣動物社會

研究會副執行長陳玉敏及同仁以動物福祉做專題宣導。

共識營活動，主要是讓酪農朋友們，著注在產業效益，有必要經驗分享、教學相長，

透過活動，一方面增進酪農間的情感昇華，更對產業政策的認知與凝聚產業未來趨勢經營

共識；適度調劑身心，以達共識營活動的目的。

酪協秉持服務產業宗旨，以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為產業目標，承蒙各級長

官、學者專家及幹部的支持與輔導，因應社會之變化，協助酪農戶，特聘多位

常年法律顧問（區域）及相關專業人士、專家成為協會諮詢對象，有效提升服

務品質與增加服務內容。

酪協為提升產業效率、創造利潤、永續經營

▲農委會岳佩瑩主辦技正致詞及國家農業政策宣導。▲本會李恂潭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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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 年度芻料作物類輔導大專業農擴大經營規模及集團栽培

為降低酪農業飼養成本，提高生產效益，全力推廣使用本土芻料，本會分別於屏東、
臺南、彰化、及雲林辦理四場「國產芻料之管理與應用」專題講習會，特聘農委會畜產試
驗所新化總所飼料作物組李姿蓉副研究員、陳勃聿助理研究員及愛加倍乳業諮商顧問陳淵
國博士主講本土芻料營養配方之專業知識，課程內容精彩實用，各區域酪農參加踴躍、反
應熱絡、受益良多。

▲ 111 年度「酪農產銷資訊研習營」合照。
前排由左至右：嘉義縣政府農業處陳秀芳小姐；中央畜產會陳芊伃小姐；
蕭宗法博士；顧問李春芳博士；防檢局蔡政達科長；本會林憲明監事長：

本會李恂潭理事長；農委會岳佩瑩主辦技正；嘉義縣政府勞青處陳幸雄先生；
畜產試驗所產業組林正鏞組長；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蕭振文分所長；

畜產試驗所產業組范耕榛股長
前排右一：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彭莉萍執行秘書
前排右二：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陳玉敏副執行長

前排右四：本會陳義宗常務監事；前排右五：本會洪長進首席顧問
第二排左一：本會吳進隆秘書長

▲畜產試驗所－新化總所陳勃聿助理研究員上課一隅 ( 屏東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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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試驗所 - 新化總所李姿蓉副研究員上課一隅 ( 臺南場 )。

▲愛加倍乳業諮商顧問陳淵國博士上課一隅 ( 彰化場 )。

▲愛加倍乳業諮商顧問陳淵國博士上課一隅 ( 雲林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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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參、高中職學校牧場實務講習及產業徵才活動

本會於 111年 10月 18日及 10月 20日，分別假國立北港農工與國立曾文農工辦理「高
中職學校牧場實務講習及產業徵才活動」，此次活動由本會吳進隆秘書長以「國內產業近
況分析與乳業發展趨勢」及「酪農產業人才培育和人力需求講解」做專題演講，讓學府教
育與牧場實務工作得以結合，培育新一代青年酪農之專業素養，以達學以致用之效。

叁肆、各級單位訪視拜訪

本會為提升臺灣酪農戶飼養技術及牛群管理之技能，降低酪農牧場生產成本，增進我
國乳業競爭力，本會更積極與國安單位、檢調單位、海巡及環保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以上單位亦常至會拜訪，與本會吳秘書長意見交流，使其了解酪農產業的經營現況，
以達產業之永續經營。

▲國立北港農工授課ㄧ隅。

▲國立曾文農工授課ㄧ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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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會推動酪農產業輔導業務

本會為輔導推動國內酪農產業朝向健康、效率、永續經營，茲將所辦理酪農產業輔導

業務說明如下：

一、輔導酪農建立現代化經營模式，降低生產成本：

（一）輔導乳牛合作社或產銷班共同採購資材。

（二）辦理各式教育訓練，包括青年酪農研習營、牧場專業經理人培訓班等，提升酪

農經營效率。

（三）成立技術輔導諮詢體系，委託具繁殖生理、獸醫等專長之專家學者，透過酪農

產銷班提供全方位技術諮詢服務，藉由個案現場訪視，協助酪農解決問題。

二、加強宣導及輔導牧場：

（一）提升牧場管理技術，利用 e 化資訊，增加記憶體參考資料，加強自主管理含自
主防疫教育宣導，降低耗損。

（二）對進口液態乳的品質、數量、價位，配合相關單位監控，適時反映，作為政府

施政參考資料，鞏固本國酪農戶，永續經營的安定性。

（三）環保署法規規範，良善政策的推動，配合協助執行宣導教育。

（四）國產鮮乳有效率的宣傳，對不利言論的批判，必須能適時正確回應。

（五）牧場經營雇傭關係法令教育宣導。

（六）輔導酪農聯誼會及產銷班之教育訓練與產業技術交流等培育年輕專業活動力。

透過牛隻動物福利推廣座談會帶動、教導酪農－無論是經濟動物的人道飼養仰或是法

令議題，落實全民動物保護之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