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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農專訪 酪農專訪 新生活乳品新生活乳品

◎ 北區分所 陳玥彤、楊明桂  採訪

從過去到現在：新生活乳品的品牌歷史與
創立初衷

　　還記得第一次喝到濃郁香醇的羊奶
嗎？新生活乳品就是想讓這瞬間成為你生
活中的常態！民國 70 年，靳文謀大哥主要
飼養乳羊並販售生乳給其他加工廠，但因
代工的品質不穩定，他逐漸萌生了建立自
家加工廠的想法（圖一）。在民國 100年，
靳大哥的夢想終於實現了！新生活乳品加
工廠順利興建完成（圖二），並於民國 102
年正式開始進行羊乳加工。

　　隨著加工技術的提升和需求的增長，
於民國 104年，新生活乳品跨足牛乳領域，
進一步擴展了產品線。至今，每天牛羊乳
的生產量已經達到 25 公噸，這樣的成就讓
新生活乳品成為了乳品市場中的一顆新星。
目前新生活乳品主要是由靳家大女兒靳蓓
琳與二女兒靳瑋琳經營，雖然公司規模不
大，員工數量不到 10 人，但其營業額已經

成長了 7 倍，這證明了他們在乳品市場中
的重要地位和受歡迎程度。

「新生活」的由來

　　「新生活」這個名字背後的意義，是
因為靳文謀大哥深刻理解到，要改善羊農
的生活，首先必須解決他們在生乳銷售和
收入不穩定上的困境。同時，改善羊農的
生活，也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這份情感
來自於靳大哥自身也曾經歷過相同的難
題—寒暑假期間，學生放假導致羊乳需求
量銳減，收乳量大幅下降，收入不穩。因
此，創立「新生活」羊乳品牌（圖三）即
決定要幫助羊農解決上述痛點。集結高雄
岡山、田寮及阿蓮的在地酪農（圖四），
成立合作社，以高價收購羊乳，保障了合
作的羊農與酪農們的權益，並幫助他們擁
有穩定的收入，也讓自己的生活更好。這
就是「新生活」命名的真正初衷！ 

▲圖一、靳大哥的羊舍、靳蓓琳與靳瑋琳小姐幼年時
（圖由新生活乳品提供）。

▲圖二、新生活乳品的工廠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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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加工中的挑戰與成功經驗

　　創業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新生
活乳品在建立初期面臨了許多挑戰。首先
是乳品的品質管理，新生活有嚴格的檢測
與篩選標準。新生活乳品利用專業的乳成
分分析儀器，在每批乳品進行加工之前，
先行檢測乳脂率與無脂固形物等指標。透
過這些標準化的品質管理措施，新生活乳
品確保所有乳品都符合內部標準，讓消費
者每次都能喝到最優質的產品。

　　在收乳的過程中，新生活乳品也設立
了不同的收購標準，根據不同的乳成分訂
定相應的收購價格，這種靈活的定價模式
為合作的牧場提供了改善飼養管理的強大
動力。這不僅讓乳品的穩定性大大提高，
也讓牧場有更強的意願來改善飼養條件，
進一步提升生乳品質。

　　然而，若遇到羊奶產量過多時怎麼辦
呢？靳瑋琳小姐他們會提前聯繫合作的超
市，並規劃促銷活動，保證乳品能夠順利
銷售，這樣羊農與酪農們的收入不會受到
影響。更重要的是，即使乳品市場不佳，

▲圖三、新生活羊乳品牌標誌：傳承、堅持、品質、
永續的象徵（圖由新生活乳品圖提供）。

▲圖四、新生活乳品產業鏈：從合作社到餐桌的健康
保證。

新生活也不會拒收乳品，這樣的安排讓合
作的羊農可以安心飼養，免去後顧之憂。

　　此外，新生活乳品在乳品加工過程中
堅持原汁原味，認為源頭管理才是保障產
品品質的關鍵。因為牛乳與羊乳的成分會
隨著季節變化，新生活乳品尊重這一自然
現象，不對乳品進行過多的人為干預，讓
產品保持了天然的風味與健康的營養價值。

獨家的加工技術與最天然的羊乳

　　新生活乳品在乳品加工方面的技術不
斷創新，其中之一便是其羊乳的獨家工法。
新生活乳品利用全程冷鏈加工技術（圖
五），大幅降低了羊乳的腥味，因此在市
面上相當具有競爭力。這項技術不僅保留
了羊乳的天然香氣，同時也為消費者帶來
了更好的飲用體驗。靳蓓琳小姐表示，對
於那些有乳糖不耐症的消費者來說，羊乳
因其乳糖含量相對較低，對某些乳糖不耐
症者來說可能是一個更容易消化的選擇。
此外，羊乳的營養成分與牛乳不同，對於
消費者來說，可能提供多樣的營養來源，
成為牛乳之外的另一種飲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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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全程冷鏈加工技術。

▲圖七、新生活乳品的認證標章。（圖源：優良農產品管理入口網、銀髮友善食品、中華民國養羊協會與農業部）

圖六、於充填前會對乳品進行法規規定的檢測。

嚴格的檢測與產品認證

　　在乳品生產過程中，新生活乳品遵循
嚴格的檢驗流程。牛乳與羊乳在殺菌過程
中使用不同的溫度控制，以確保乳品的口
感與營養價值不受破壞。羊乳因高溫會導
致脂肪球破裂而釋出羊騷味，因此殺菌溫
度及時間分別控制在攝氏 102度及 150秒，
而牛乳的殺菌溫度及時間則為攝氏 121 度
及 20 秒。每批乳品在進行充填前，還會進

行酸度、微生物與比重等法規規定的檢測，
以確保所有產品均符合食安標準（圖六）。

　　除此之外，新生活乳品是少數同時取
得臺灣鮮乳標章及 GGM羊乳標章的乳品加
工廠。同時，新生活乳品也獲得臺灣優良
農產品標章（CAS）及銀髮友善食品標章
（圖七），這些認證不僅體現了新生活乳
品對產品品質的自信與承諾，也進一步提
升消費者對品牌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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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挑戰，擁抱未來

　　隨著 2025 年台紐貿易協定的即將開
放，國內許多牛羊乳品牌可能會面臨來自
紐西蘭等國家的競爭。不過，新生活乳品
具有充分的自信，認為臺灣的乳品從牧場

到餐桌的時間相當短，這是國外乳品難以
媲美的優勢。再加上農業部相關配套措施，
靳大哥相信這樣的競爭會激勵新生活乳品
繼續在市場中發光發熱，並持續提供高優
質且新鮮的牛羊乳品供國人選購 ( 圖八 )。

▲圖八、新生活乳品的三大產品（圖由新生活乳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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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矽酸鋁鈉（Synthetic Zeolite A）合成矽酸鋁鈉（Synthetic Zeolite A）
對產後低血鈣之預防（上篇）-對產後低血鈣之預防（上篇）-

作用機轉與研究驗證作用機轉與研究驗證
◎ 鍾懿華 編譯

前言

　　傳統上，為試著提升產犢後的血鈣濃

度，在營養上應對產後低血鈣的預防方法

包括：轉換前期（產前三週）餵飼含陰

離子鹽的日糧，或含極低鈣的日糧，以

及產後給予鈣劑的補充。近年研究顯示

（Wächter et al., 2022)，轉換前期餵飼含

極低磷（0.16 vs. 0.33% 乾基）的日糧，也

能提升轉換期的血鈣濃度；但就如同含極

低鈣的日糧，含極低磷的日糧在實務操作

上較難以做到。合成矽酸鋁鈉（Synthetic 

Zeolite A）作為日糧中磷的吸附劑，經研究

驗證，轉換前期餵飼可以改善產後的血鈣

濃度，為預防經產牛產後低血鈣提供另一

個有效的營養管理工具。

合成矽酸鋁鈉與作用機轉

　　合成矽酸鋁鈉為人工合成沸石（非天

然沸石），被廣泛用作離子交換材料，具

吸附礦物質鈣、磷與鎂離子的功能。合成

矽酸鋁鈉的生產過程需要用氫氧化鈉加熱

氧化鋁和二氧化矽的水溶液；因為是在嚴

格控管的條件下所合成，能生產出均勻一

致的產品，合成矽酸鋁鈉比天然沸石更具

品質穩定的優勢。合成矽酸鋁鈉應用於乳

牛營養為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所研發，其能

降低產後低血鈣風險的功效，於 2007 年獲

得歐盟所認可（EFSA, 2007）。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P. C. Hoffman 

（2022）根據近年研究數據推論，合成矽

酸鋁鈉對預防產後低血鈣的可能作用機轉

途徑為：降低血磷 — 抑制分泌賀爾蒙纖維

母細胞生長因子 23（FGF23） — 促進分泌

活性維生素 D（1,25-(OH)2-D3）；而非過

往所認知的途徑：降低血鈣 — 促進分泌副

甲狀腺賀爾蒙（PTH） — 促進分泌活性維

生素 D。

　　近年多項的驗證研究數據表明（Kerwin 

et al., 2019; Rod, 2021; Frizzarini et al., 

2024），合成矽酸鋁鈉在提升血鈣的同時

也降低血磷。體外模擬研究顯示（Thilsing 

et al., 2006），在較酸性的環境下（低pH值；

例如真胃環境），合成矽酸鋁鈉對磷有很

強的吸附力，且此吸附力並不會因為調整

環境至中性到弱鹼性而改變（較高 pH 值，

例如腸道環境）。因此推論，合成矽酸鋁

鈉能吸附日糧中的磷讓小腸難以吸收，造

成牛隻低血磷；而骨骼細胞為應對低血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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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減少分泌賀爾蒙 FGF23，促使活性維生

素 D 的分泌增加，進而促進包括：腎臟對

鈣的再吸收、小腸對日糧鈣的吸收，以及

骨骼細胞的代謝，綜合效果為提升血鈣濃

度。

　　Frizzarini 等人於 2024 年發表的研究數

據驗證了前述對合成矽酸鋁鈉提升血鈣作

用機轉的推論，包括：產前餵飼合成矽酸

鋁鈉的經產牛，其產前血液與唾液中的磷

含量降低（吸收降低），糞便中的磷含量

升高（排泄增加），而產前與產後血液中

的鈣含量則都是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準。

　　轉換前期（產前三週）餵飼合成矽酸

鋁鈉能達到類似餵飼極低磷日糧的效果，

但前提為轉換前期的日糧能提供適量而非

過量的磷（例如 <0.35% 乾基）。早年的一

項統合分析結果表明（Lean et al., 2006），

轉換前期日糧含過量的磷會升高乳熱病的

風險，而含適量的鎂則能降低乳熱病的風

險；例如磷含量從 0.3% 增加至 0.4%（乾

基），乳熱病風險升高 18%，而鎂含量

從 0.3% 增加至 0.4%，則乳熱病風險降低

62%。

合成矽酸鋁鈉對降低產後低血鈣與提升

產後表現之驗證研究

　　近期美國康乃爾大學、堪薩斯州立

大學與威斯康辛大學的研究驗證（Kerwin 

et al., 2019; Rod, 2021; Frizzarini et al., 

2024），經產牛於轉換前期（產前 21 - 24

天開始）餵飼合成矽酸鋁鈉，能顯著地維

持產後第 1 天內與第 3 - 4 天的血鈣濃度。

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與威斯康辛大學的研究

中，合成矽酸鋁鈉對維持產後血鈣濃度的

效果比陰離子鹽還要好。威斯康辛大學的

研究也驗證，對比陰離子鹽組與陰性對照

組，合成矽酸鋁鈉組的牛隻其初乳中免疫

球蛋白 IgG 的濃度相對較高，以及較高胎

次（≥3 胎）牛隻在產後第 1 - 49 天的乳量

較高。在康乃爾大學的研究中，轉換前期

餵飼合成矽酸鋁鈉還可以提升產後 150 天

內的懷孕率（到懷孕天數縮短 19 天）。

　　傳統認知上，產後 24 小時內被認為是

診斷亞臨床性低血鈣的最佳時機；然而，

近年的研究發現（Seely et al., 2021; Seely 

and McArt, 2023），產後第 4 天時發生的

亞臨床性低血鈣，與代謝病增加、採食量

減少、產乳量降低，以及後續懷孕率不佳，

有更加密切的相關性。經產牛於轉換前期

餵飼合成矽酸鋁鈉，能為產後 1-4天發生的

持續性低血鈣提供最佳的營養性預防策略。

　　紐西蘭飼養模式的草地放牧牛隻，因

為新鮮牧草通常含高鉀，更容易於產後罹

患臨床性（乳熱病）與亞臨床性（無明顯

病徵）低血鈣。紐西蘭酪農協會（DairyNZ）

的驗證研究數據顯示（Phyn et al., 2022），

于轉換前期（產前 2 - 3 週）餵飼合成矽酸

鋁鈉，可以有效地減少產後臨床性與亞臨

床性低血鈣的發病率；尤其在原本發病率

就較高的牛群，合成矽酸鋁鈉的效果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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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紐西蘭酪農協會的研究也指出，在小

規模的實驗裡，產前餵飼合成矽酸鋁鈉的

牛隻，產後在配種季節裡能更快受孕；但

在大規模的實驗裡，並沒有得到相同的繁

殖功效。未來需要更多的研究數據來確認

產前餵飼合成矽酸鋁鈉對改善產後繁殖性

能的功效。

結語

　　近年因飼養與營養管理的知識與技術

的進步，臨床性低血鈣（乳熱病）的發病

率相較過往減少許多，但無明顯病徵的亞

臨床性低血鈣，仍有一定程度的發病比率，

尤其在經產牛；且隨著胎次的增加，發病

風險也顯著地升高。近年美國研究數據驗

證，經產牛於轉換前期餵飼合成矽酸鋁鈉，

可以吸附日糧中的磷，以引發低血磷的作

用機轉從而提高產後的血鈣濃度，預防經

產牛產後持續性的低血鈣，進而維持或提

升產後的泌乳與繁殖表現。轉換前期餵飼

合成矽酸鋁鈉可作為預防經產牛產後低血

鈣的另一個有效的營養管理工具。

鍾懿華，2024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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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β乳製品的加工與挑戰A2β乳製品的加工與挑戰
◎ 北區分所 楊明桂、陳玥彤

一、前言 

　　乳製品的營養價值高，因此常常作為

人們日常飲食選擇之一。在臺灣，不論是

優酪乳、起司、奶粉及鮮乳皆是常見的乳

製品種類。然而，卻有一定比例的國人食

用乳製品會出現腸胃不適的症狀，因而望

之卻步！造成腸胃不適的原因除了乳糖

不耐之外，其實還包含酪蛋白過敏。

　　造成對酪蛋白過敏原因與牛乳 β- 酪
蛋白基因型有關，牛乳中約有 80% 是 β-
酪蛋白，其具有不同種類的基因型，包含

A1β 及 A2β 酪蛋白。兩者主要差異在 β-
酪蛋白胺基酸組成（如圖一）不同（A1β
為組胺酸，A2β 為脯胺酸），因此，A1β
在胃腸道消化過程中會釋放少量的 β- 酪
啡 肽 7（β-casomorphin 7, BCM-7）， 可

能導致腸胃道出現消化不適等症狀，如腹

痛、腹瀉和排氣等情況。因此，近年來國

內外許多乳品公司開始推廣「A2β 乳製
品」，並主打對乳中酪蛋白過敏的消費者

而言「A2β乳製品」是較「A1β乳製品」
更好的選擇。目前除 A2β 鮮乳之外，國
內目前尚未有其他產品上市，而國外常見

的 A2β 乳製品產品包含：

1.A2β 鮮乳：由 A2β 純合子基因型的母
牛所生產的生乳，經過高溫殺菌所製作

出產品，富含蛋白質、脂肪等人類必須

營養素，市面上已有兩支國產 A2β 鮮
乳販售。

2.A2β起司：為 A2β生乳經殺菌、凝乳、
切割與排乳清、加熱攪拌及成型壓榨等
加工過程。

3.A2β 奶粉：為 A2β 生乳經高溫殺菌、
濃縮、噴霧乾燥等過程後所製作出之產
品。

4.A2β優格：為 A2β生乳經殺菌、加熱、
冷卻、添加菌種、發酵及冷藏所製成，
除富含蛋白質及維生素等必須營養素
外，亦含有益生菌。

　　儘管已有多種 A2β 乳製品已在國外
或國內市面上販售，但普及程度仍不足，
主要原因除了牛乳來源外，A2β 乳製品
在加工上亦碰到困難。許多文獻指出，
A2β 牛乳具有較高量的多元不飽和脂肪
酸且脂肪球直徑較小，故可能會影響凝乳
酵素、起司與奶油等乳製品的質地、顏
色、風味。Nguyen 等人（2018）指出，
與 A1β 牛乳相比，A2β 牛乳的游離鈣比
例較高且容易起泡，但是凝乳所需的時間
較長。應用兩種酪蛋白基因型不同的加工
特性，乳製品加工業者有機會可以透過發
展原本不同的產品以促進產業的發展，同
時 A2β 牛乳產品的開發也為腸胃道敏感
的族群開啟了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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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1β 和 A2β 異構體的胺基酸序列差異及 β- 酪啡肽 7（β-casomorphin 7, BCM-7）的結構。

二、A2β 牛乳對消費者和加工業者的優點

和缺點

優點

　　全世界的生乳有超過 75% 用於製作
起司。牛乳是否可以加工主要受到乳中的
蛋白質與脂肪的比例及酪蛋白成分的影
響，其中的關鍵在於牛乳中的 β- 酪蛋白
組成。為了生產高純度的 A2β 牛乳，帶
有 A2β 基因型的乳牛必須獨立榨乳，牛
乳也需儲存於獨立的儲乳桶進行運輸及
加工。

　　由前述可知，A1β 與 A2β 牛乳的差
異僅在 β- 酪蛋白中單一胺基酸。在消化
過程中，A1β 酪蛋白會分解產生 BCM-
7，若是對酪蛋白敏感的人們可能會影
響胃腸道、神經與免疫系統（Saba et al., 
2022），進而出現消化不良等症狀。
然而，A2β 牛乳經消化分解後不會產生
BCM-7，不會出現發炎反應，故 A2β 牛
乳可能是更好的選擇。此外，由於 A2β
中游離鈣的含量較高，具有較佳的起泡
性，因此利用 A2β 牛乳製作的優格可

能更細膩且更易消化（Gai et al., 2023；
Jeong et al., 2023）。

缺點

　　就加工特性而言，A2β 牛乳較不建議
用來生產起司。A2β 牛乳的凝結力較 A1β
和 A1/A2β 牛乳差，且 A2β 牛乳的穩定性
不如 A1β 牛乳。已經有許多文獻指出，
利用 A2β 牛乳所製作乳製品可能會出現
不凝固或凝固不良的現象，造成起司的切
割步驟（cutting step）延遲，降低製作效
率（Gai et al., 2023）。

三、A2β 牛乳加工的挑戰

　　雖然消費者可能會偏好 A2β 牛乳的
獨特功效，但乳製品業者可能會受限於
A2β 牛乳的加工特性。此外，由於使用有
機餵飼的崛起，因此人們發現有機牛乳
比傳統牛乳更安全、更健康，「有機 A2β
牛乳」可能是未來幾年銷售業績的另一個
有前景的趨勢。

1. 加工技術挑戰：

　　前面所提及的 A2β 牛乳的特性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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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起司與優格的製作更具有挑戰性，需要
進行加工參數的調整避免影響產量。因
此，加工製造的廠商需要額外投資研發，
以面對 A2β 牛乳特性。

　　此外，加工製造商必須清楚標示，避
免宣傳 A2β 牛乳未經證實的健康效果。
因此，為 A2 β 乳製品建立明確的標準至
關重要。關於生乳來源、加工步驟調整
（增稠劑的使用）和質地差異都可能會受
到影響。

2. 起司製作難題：

　　與 A1β 牛乳相比，A2β 牛乳通常
凝乳力和硬度較差，可能會對起司製
作，特別是以凝乳力為主的起司，如
切達起司（Cheddar）或莫札瑞拉起司
（Mozzarella）。因此，起司業者便需要
調整其流程或使用 A1β 和 A2β 混合乳才
能達到預期的產量及凝結效果（Ariton et 
al. 2024）。

3. 優格品質不一：

　　A2β 牛乳所做出的優格可能會質地較
柔軟且細膩。加工業者可能需要調整發酵
的時間或溫度，抑或是使用增稠劑以達
到所需的稠度。雖然有許多研究指出 A2β
牛乳可能具有一定的感官品評優勢，但還
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完全理解它對人類健
康的影響以及對乳製品品質的長期影響
（Ariton et al. 2024）。

四、結論

　　A2β 牛乳及其衍生產品，從起司到優

格，將成為未來許多人健康均衡飲食的
重要元素。為了滿足消費者對更易消化、
更健康的乳製品日益增長的需求，需要對 
A1β 和 A2 β 酪蛋白進行進一步研究，以
推動產業發展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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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產地鑑別牛乳產地鑑別
◎ 北區分所 凃柏安 陳玥彤

一、前言

　　因著全球貿易的發達化，食品的來源

及標示逐漸受到消費者的重視。在 2000
年時歐盟率先啟動歐盟原產地保護區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PDO），
即食品追溯系統，可以得知該產品的特色

及區域性，因而成為消費者的品質指標。

為了提供消費者實質保障，避免摻假，因

此，食品來源及產地鑑別成為現今不可或

缺的技術。

　　近年來，因手搖飲店如雨後春筍般冒

出，我國鮮乳及保久乳的產值更因此在

2022 年創下新高，達到 242 億元。在政
府及民間團體的努力之下，我國乳牛飼養

技術及產乳量雖有逐漸提升的趨勢，但仍

需仰賴進口以滿足我國大量的乳品需求。

紐西蘭為我國主要的進口乳製品的國家，

以乳酪、乾酪及乳製品塗醬為最大宗。

2025 年台紐經濟合作協定將全面開放，
紐西蘭液態乳品將會以零關稅之姿進口

臺灣，衝擊臺灣乳品產銷。牛乳中的成分

及脂肪酸可能受到飼糧脂肪比例、牧草品

種、遺傳、飼養管理等因素影響其比例。

因此，開發可靠且經濟實惠的技術方法以

追溯並鑑別牛乳的產地，可以確保牛乳的

來源並提供消費者更透明的資訊。

二、臺灣與國外牛乳分類模型建立

　　畜產試驗所北區分所使用來自於臺

灣、日本、美國、澳洲及紐西蘭的鮮乳、

長效乳、保久乳及濃縮還原乳樣品。這項

研究利用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 RF）
模型來區分臺灣與進口牛奶樣本，根據臺

灣和國外的牛乳樣本使用乳成分和脂肪

酸共 22 個項目的分析，並將數據標準化
處理後，使用層次聚類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HCA）來進行可視化
比較，將數據以樹狀圖的形式呈現，以了

解臺灣與進口牛乳樣本在乳成分和脂肪

酸上的的相似性或差異（圖一）。隨機森

林模型通過隨機抽樣和多次重複的決策

過程，來預測牛奶的產地。此外，本研究

使用交叉驗證方法來檢驗模型的預測效

果，並成功區分了臺灣與進口牛奶。模型

的靈敏度（即真陽性率）可達 97%，特異
度（即真陰性率）92%；準確率為 95%，
此預測模型的性能相當良好。另外，此

模型的 ROC 為 1.00，表示此預測模型可
以有效地區分臺灣與進口的牛乳樣本（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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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隨機採取臺灣及境外之樣本各 10 件並建立其乳成分 HCA 熱圖。每個方塊代表每個牛乳樣本中牛乳成
分和脂肪酸的值，藍色或紅色的強度反映了色標條上顯示的相對比例。紅色和綠色分別代表來自臺灣及境外
的樣本。

▲圖二、依據臺灣及境外之預測模型，以牛乳成分進行 ROC分析：（A）訓練資料集（AUC = 1.00），及（B）
10 倍交叉驗證（AUC =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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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與國外牛乳產地盲樣測試

　　為了能夠模擬消費者於實際通路的

購買情境，我們根據國際食品標準協會

（ISO 707:2008 | IDF 50:2008）的隨機採
樣方式，假設消費者購買國產與進口牛乳

的意願為 51：49，收集各大百貨公司、
量販店、超市及便利商店的牛乳。收集及

操作流程如下：

　　本研究以 69.40% 臺灣牛乳、12.70%
日本牛乳、2.30% 美國牛乳、6.40% 澳洲

三三、、 臺臺灣灣與與國國外外牛牛乳乳產產地地盲盲樣樣測測試試 

為了能夠模擬消費者於實際通路的購買情境，我們根據國際食品標準

協會（ISO 707:2008 | IDF 50:2008）的隨機採樣方式，假設消費者購買國

產與進口牛乳的意願為 51 ：49 ，收集各大百貨公司、量販店、超市及便利

商店的牛乳。收集及操作流程如下： 

本研究以 69.40%臺灣牛乳、12.70%日本牛乳、2.30%美國牛乳、6.40%

澳洲牛乳及 9.00%紐西蘭牛乳，共 2115 件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模擬消

費者購買乳品 ，以盲樣測試預測模型展現了高度的準確率，樣品判別都達

到 100%的準確分類 （圖三及圖四） 。特別是在具有鮮乳標章的國產鮮乳的

盲樣測試，全數判定為臺灣牛乳 。由上述結果可知，農業部所推廣的鮮乳

標章可以有效地規範國內的乳品廠收購臺灣本土的乳源進行加工販售 ，避

免不肖廠商摻假的現象。 

  

解盲
對應結果與實際值，統計分析

數據分析
輸入檢測結果至模型中預測

乳成分檢測
進行乳成分&脂肪酸分析

去識別化
將樣品編號匿名處理

樣品收集
多組人員於不同時間&地點收集

牛乳及 9.00% 紐西蘭牛乳，共 2115 件進
行分析。結果顯示，模擬消費者購買乳

品，以盲樣測試預測模型展現了高度的準

確率，樣品判別都達到 100% 的準確分類

（圖三及圖四）。特別是在具有鮮乳標章

的國產鮮乳的盲樣測試，全數判定為臺灣

牛乳。由上述結果可知，農業部所推廣的

鮮乳標章可以有效地規範國內的乳品廠

收購臺灣本土的乳源進行加工販售，避免

不肖廠商摻假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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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為了因應 2025 年台紐貿易協定所帶
來的酪農業衝擊，建立有效且快速的區分

及鑑定鮮乳的產地來源的方法是相當重

要的。本文中所述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北區

▲圖三、樣品實際來源與預測來源的比較。每個樣本的實際來源由藍色圓圈表示，預測來源則由橘色圓圈表示。

▲圖四、產地鑑別預測模型的分類表現。矩陣中的數字顯示了每個分類結果的樣本數量。

分所所建立的機器學習預測模型便是一

種準確率相當高的工具，可以區別臺灣牛

乳及進口牛乳，讓國人能夠擁有更透明且

更有保障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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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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 4 場次「精進家畜保險業務」說明會：

◎辦理 4 場次「乳牛應用資訊精準管理講習」：

中華民國乳業協會於 113 年 6 月 7 日、8 月 14 日、8 月 30 日及 9 月 5 日分別假彰化秀
水班會、高雄橋頭農會、雲林崙背農會及屏東萬丹農會辦理4場次「精進乳牛保險講習會」，
分別邀請彰化縣農會卓雯雅小姐、高雄市政府黃瀞玉小姐及橋頭農會陸秋明指導員、崙背

農會廖元章主任及張睿霖先生、萬丹農會郭慧敏主任及李宜軒小姐擔任講師，期酪農全面

納保，以降低斃死乳牛非法流用及減少酪農牛隻死亡之損失。

會中除說明牛隻保險的重要性、投保內容及加額理賠等資訊外，感謝所屬縣市政府亦

派員前往向酪農說明獎勵淘汰低產牛補助之「回溯」及「預登」等細節，並進行自動化及

冷鏈設備補助等相關說明。

乳業協會於 113 年 6 月 3 日、6 月 17 日、8 月 8 日及 8 月 9 日分別假彰化福興農會、
臺南柳營區農會、彰化鹿港及雲乳社辦理「乳牛應用資訊精準管理講習會」。

福興場次及柳營場次講授「以乳脂肪酸數據做為乳牛群飼養管理」議題，先由農業部

畜產試驗所北區分所王思涵主任「以乳脂肪酸數據做為乳牛群飼養管理研究背景」說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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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政府許天耀科長特前往本會秀水講習會補充
說明獎勵淘汰低產牛及牛隻保險相關事宜。

▲高雄市政府黃瀞玉小姐向酪農說明牛隻保險的重要
性及加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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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DHI 輔導員培育與能力精進訓練」：

乳業協會有感於北區分所研發的「以乳脂肪酸數據做為乳牛群飼養管理評估」，對酪

農戶飼養管理有極大的助益，己於 113年 5月 15日與研發該技術的北區分所進行技術轉移，
精進 DHI 酪農戶的飼養管理。

除利用乳牛應用資訊精準管理講習會的機會將該項技術的原理及個案向酪農進行說明

外，有感於協會 DHI輔導員對該技術應有一定的了解，乳業協會另於 113年 6月 28日假嘉
義市嘉楠風華飯店 113年「DHI輔導員培育與能力精進訓練」，邀請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北區
分所王思涵主任及愛加倍乳業諮詢顧問陳淵國博士更進一步對輔導員進行能力精進訓練。

▲乳業協會方清泉秘書長感謝陳淵國博士及王思涵主
任針對「以乳脂肪酸數據做為乳牛群飼養管理」。

▲本會輔導員齊聚精進對 DHI 報表乳脂肪酸數據的意義及解讀。

▲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莊士德教授於彰化及雲林講授兩
場次「提升夏季乳牛繁殖性能表現策略」，酪農受
益良多。

料或飼糧改變對生乳乳脂肪酸可能產生的影響，再從 DHI 報表中乳肪酸的數據發現找出問
題，讓酪農可以及時發現原料或飼糧的問題，並邀請愛加倍乳業諮詢顧問陳淵國博士針對

「生乳脂肪酸的應用實務與案例探討」，用案例讓酪農進一步了解應用的方向。

鹿港場次及雲林場次邀請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莊士德教授講授「提升夏季乳牛繁殖

性能表現策略」，利用風扇及降溫系統控制環境溫度、注意飼糧精粗料的平衡增加反芻以

提升瘤胃健康、以 DHI 或 MPT 資料改善營養管理、發情與排卵同期化並定期配種等，提
高夏季配種懷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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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4 場次「重要境外動物傳染病防治講習會」：

乳業協會於 113 年 8 月 22 日、9 月 5 日、8 月 30 日、11 月 1 日分別假新竹班會、屏
東縣萬丹鄉農會、雲林縣崙背鄉農會、臺南市下營區農會辦理「重要境外動物傳染病防治

講習會」。

雲林場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吳永惠教授講授「牛結核病與牛海綿狀腦病的防

範」、新竹、屏東及臺南場次邀請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系謝睿純博士主講「牛海綿狀腦病現

況與預警」。

吳永惠博士一再耳提面命，牛結核病的清零沒有捷徑，陽性場要做到陽性牛隻依法撲

殺化製切勿留下病源、徹底清潔與消毒及加強場內傳播風險管理措施等三項；陰性場則要

注意防範，包括避免買到潛在感染牛、避免牛以外的感染動物的媒介侵入及避免經由動物

以外的污染品傳入，如颱風過後的淹水、場外運輸車輛、疫區土壤、淹水田的青草芻料等。

謝睿純博士講授牛海綿狀腦病現況與預警，她強調臺灣目前雖然沒有牛海綿狀腦病，

但鄰近的日本 2001 年出首例後，迄 2013 年仍有確診病例。謝睿純博士強調，臺灣自 1977
年起禁止反芻動物製成的肉骨粉使用於反芻動物，2001 年更禁止所有動物性飼料餵飼反芻
動物，且每年農業部獸醫研究所會對屠宰前有非傳染性或創傷性神經症狀的反芻動物及 30
月齡以上因結核病撲殺的牛，甚至隨機抽樣健康的牛隻進行牛海綿狀腦病監控，安全把關

十分嚴格，但酪農戶仍不要掉以輕心。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吳永惠教授一再耳提面命，牛
結核病的清零沒有捷徑。

▲中興大學獸醫系謝睿純博士主講「牛海綿狀腦病現
況與預警」，強調臺灣對該病防疫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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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0 場次「乳牛場之飼養技術與經營管理改善指導」：

◎辦理 30 場次「牛乳友善生產系統」現場輔導：

委託文化大學陳筱薇助理研究員實赴牧場，透過 DHI 測乳數據彙整與解析，協助乳牛
場調整飼養配方或改善經營管理效率。

農業部委託乳業協會辦理牛乳友善生產系統現場輔導，協助乳牛牧場申請動物福祉相

關標章，聘請中興大學林怡君助理教授、文化大學陳筱薇助理教授擔任輔導專家，以「臺

灣乳牛場動物福利評分制度」之相關規定，逐一檢視各酪農戶牧場狀況，並針對個別項目

向酪農戶提出改善建議。

▲文化大學陳筱薇助理教授實赴牧場，利用各場 DHI 數據輔導改善經營管理效率。

▲中興大學林怡君助理教授檢視各別牧場現況與動物福利評分制度規定，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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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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想知道 ! 這杯飲料用的是「國產鮮乳」嗎 ?

　　——提升乳品標示透明度公聽會——

針對明年（2025）即將生效的台紐零關稅貿易協定，確實讓台灣酪農業憂心重重，但
在這之前有一乳品「冰磚還原乳」，也就是所謂的「業務用奶」已被悄悄進口銷入台灣，
並被大量使用在：咖啡店、手搖飲店與早餐店，且進口量有逐年攀升的趨勢，這著實讓許
多酪農非常憂心，由於市面上，這些非鮮奶、可以以水濃縮還原的「冰磚奶」都可以通俗
稱為「牛乳」、「牛奶」或英文「milk」來稱呼，讓消費者不易來區分與「國產鮮奶」的差異，
而造成國產鮮奶的威脅。

立委洪申翰、立委鍾佳濱、立委陳冠廷、立委蔡易餘等人於 8 月 15 日舉辦「提升乳品
標示透明度公聽會」，立委洪申翰總結會議結論，在保障國內酪農產業發展目標下，由衛
福部食藥署、經濟部標檢局共同研議調整「鮮乳」定義，讓進口乳品可與國產鮮乳有所區
隔、不用「鮮」字；食藥署承諾，待進口乳品標示名稱底定，將持續推動飲料業使用乳品
來源資訊強制揭露。

近期消基會亦提出「手搖飲、咖啡店及早午餐店鮮奶茶類飲品使用鮮乳品牌是否揭示
及使用與揭示是否相符」的報告，報告裏呈現出 74 家業者中有超過九成沒有揭露使用的乳
品牌。

本會李恂潭理事長呼籲，店家應該要在官網及菜單上清楚揭露所使用的牛奶品牌，讓
消費者能夠明確了解所購買飲品的成分來源，讓消費者有「知」的權利。

本會針對此議題冀望，分別在「包裝乳品」或「手搖飲料」能揭露標示原產地、成分
占比（如：水幾倍還原…等等），讓消費者能清楚他所喝的「牛乳」或手搖飲、咖啡所加之「牛
乳」，是「國產鮮乳」抑或是「還原乳」，如添加「還原乳」可讓消費者知道乳源是出自哪裡，
是用幾倍水來做還原，主要訴求即是讓消費者有“知”的權益。

最後再次感謝立委及長官對於酪農產業的關心與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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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的支持與輔導，因應社會之變化，協助酪農戶，特聘多位相關專

業人士及常年法律顧問（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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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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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酪農二代接班實務交流訓練營

有鑑於酪農產業目前經營困境，許多酪農場面臨接班斷層問題，原因不外乎現任經營

者因自身飼養經驗模式，不忍第二代接班者延續自己的辛苦，亦或下一代有更好的發展，

意即酪農牧場的專業分工及人力分配與 E 化程度需有系統調整與建置。藉由訓練營安排之
課程，讓第二代接班人了解建置牧場的完整過程，以及管理實務與理論，立足現在，放眼

未來，以達永續經營及最大效益。

本會於 113 年 8 月 29 日～ 8 月 30 日假嘉義市嘉義縣農會辦理兩天一夜之「二代接班
酪農實務交流訓練營」，開訓時由本會吳進隆秘書長代表農業部長官為參與訓練之學員致

詞勉勵，並邀請農業部畜產試驗所范耕榛股長、屏科大動科系吳錫勳副教授、屏科大獸醫

學系李旭薰副教授，分別以「乳牛營養飼料之管理」、「乳牛場管理實務」、「母牛產後

子宮之處置」，本會吳進隆秘書長再以「人際關係•溝通技巧漫談」等講題對此次參加學員
授課。

活動尾聲由屏科大獸醫學系李旭薰副教授頒發結業證書，獎勵參加學員的優異表現。

▲畜試所范耕榛股長上課
一隅。

▲本會吳進隆秘書長上課
一隅。

▲屏科大動科系吳錫勳副
教授上課一隅。

▲屏科大獸醫系李旭薰副
教授上課一隅。

▲主席台由左至右：蔡易餘立委、陳冠廷立委、洪申
翰立委、鍾佳濱立委。

▲提升乳品標示透明度公聽會。

▲本會李恂潭理事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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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九屆理、監事選舉

本會於 113 年 9 月 2 日 ( 星期一 ) 上午十時假嘉義一葉日本料理餐廳召開第九屆第一次
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九屆理、監事選舉，由本會李恂潭 ( 推選第八屆理事長 ) 主持。農業部畜
牧司郭曉鳳秘書、鍾佩真助理列席指導，並提供寶貴意見作參考。

第九屆理事長由李恂潭理事長連任，李萬裕當選第九任監事長。

肆、第九屆理、監事授證典禮

本會於 113 年 9 月 23 日 ( 星期一 ) 上午十一時，假彰化縣二林鎮尚將餐廳舉行「第九
屆理、監事當選授證典禮」。

感謝農業部畜牧司李宜謙司長、郭曉鳳秘書；農業部畜產試驗所林正鏞組長；農業部畜產
試驗所北區分所蕭振文分所長、王思涵主任；農業部防檢署蔡政達科長、黃冠益技正；獸醫研
究所陳燕萍組長；中央畜產會張婷毓專員；彰化縣林田富副縣長、農業處許天耀科長、動物防
疫所董孟治所長、謝一美秘書、陳美珠課長；二林鎮蔡詩傑鎮長；大城鄉陳玉照鄉長；屏東縣
政府蕭春輝課長、動防所李永文所長；彰化縣吳淑娟議員；嘉義大學林炳宏教授蒞臨指導。

▲推舉理事長李恂潭主席
致詞。

▲農業部郭曉鳳秘書致
詞。

▲理事選舉開票一隅。 ▲監事選舉開票一隅。

▲農業部畜牧司李宜謙司長頒發第九屆理事長、監事長紀念品。

▲李恂潭理事長頒發監事當選證書及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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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動物保護之推動

「動物福利」可被簡單的解釋為：維持動物生理與心理的健康與正常生長所需之一切
事物，縱使動物有再好的性能，若無良好的飼養管理便不得發揮。

本會特邀請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林珮如所長於臺南、雲林地區以「動物福利法令實
務規範」為主題，對酪農宣導 - 無論考量經濟動物人道或是法令議題，於生產過程善待動
物並減少其死亡過程之痛苦，是維護經濟動物福利的基本原則。經濟動物福利現況是牧場
經營管理狀態之指標，經審查發現動物福利不佳的牧場，多半隱藏著疾病爆發、動物生產
性能不佳、生產成本提高以及投藥量增加…等問題。輔導酪農發揮自覺、自省功能，以落
實畜牧產業地永續經營及提升牧場收益，整體酪農受益匪淺，藉以全面性持續推廣動物保
護觀念，以根植人道精神，提高我國國際形象等層面，無形中建立更多寶貴之觀念與奠定
基礎教育，落實全民動物保護之理念。

▲李恂潭理事長頒發常務理事及理事當選證書。

▲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林珮如所長上課一隅。

（臺南場）  （雲林場）

陸、國產芻料作物類推廣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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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辦理兩場「牧草與芻料之應用」專題講習會，特聘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分所長
陳嘉昇博士主講本土芻料之專業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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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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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校牧場實務講習及產業徵才活動

本會於 113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21 日、10 月 28 日，分別假國立台南大學附屬高中、
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系與國立西螺農工辦理「學校牧場實務講習及產業徵才活動」，此
次活動由農業部畜產試驗所新化總所李佳蓉獸醫師以「乳業漫談—人才培育和未來展望」
及本會吳進隆秘書長以「乳業現況及施政方向」為主題做專題演講，以讓學府教育與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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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分所長陳嘉昇博士上課一隅。

▲本會王佑洲專員致詞。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新化總所李佳蓉獸醫師上課一隅。

( 屏東場 ) 

（南大附中場）

（南大附中場） 

 ( 南投場 )

（西螺農工場）

（西螺農工場）

▲高中職學生上課ㄧ隅。
（南大附中場） （西螺農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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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動科系吳錫勳副
教授引言。

▲吳進隆秘書長授課一
隅。

▲屏科大動科系上課一
隅。

▲屏科大動科系上課一
隅。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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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減低境外因素的干擾，積極與國安、檢調、海巡單位保持良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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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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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