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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畜政聯盟(ICAR)於 1951 年創立，以提升全球乳肉畜產品供應量及其品質，進

行經濟動物的性能紀錄及其品質精準國際化為目標。ICAR 會員國一年一次年會及每兩

年舉辦一次科技會議。2015 年會員國年會暨科技會議於 6 月 10 至 12 日在波蘭克拉科夫

(Krakow)舉辦，計有 41 個國家 352 位人員參加。ICAR 會員國大會於 6 月 10 日上午舉

行，隨後科技會議共有 36 篇技術論文報告。第一天會議焦點討論「我們可以從牛乳樣

本學習到什麼」有 8 篇、「紀錄數據的諮詢服務」有 8 篇與「廠商展示商品技術說明」

有 7 篇。第二天會議焦點討論「乳牛的產乳記錄與肉牛、山羊產肉和綿羊纖維的生長性

能」有 7 篇與「基因體學和外表型值在農場應用策略」有 6 篇，以及各執行委員會和工

作小組之召集人總結報告會議。各國乳牛群性能改良計畫(DHI)乳樣有多種檢測裝置及

方式，利用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TIR)檢測乳成分中之酮體，有助於乳牛健康監

測與獸醫早期診療。過去費時費力的乳牛群繁殖性狀與疾病健康資料收集，已有自動紀

錄裝置及專家決策系統可供酪農應用，如何有組織系統地把酪農、獸醫、資料處理員及

消費端信息整合，讓酪農藉由國家型資料庫之統計數據，作為改善乳牛群飼養管理及治

療管理之參據，以降低乳牛的淘汰率。動物健康資料紀錄之整合應用，促使動物健康資

料紀錄資訊透明與即時傳輸諮詢服務，進而透過資訊管理促使動物飼養管理軟硬體措施

能漸進式的改變，以符合動物福祉、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的要求。ICAR 注重動物健康

資料標準化，包括收集資料的電子裝置和自動化傳輸系統等智慧型機器，提高資料精準

度，臺灣可參考借鏡，進而增進我國動物飼養管理之精準化與採用智慧型機器普及化。

年會總結會議宣布 ICAR 會員國年會首度到南美洲智利巴拉斯港(Puerto Varas)舉辦第 40

屆會員國大會暨執行委員工作會議(2016 年 10 月 24 至 28 日)，以及在英國蘇格蘭舉辦

2017 年年會暨科技會議。 

 

 

國際畜政聯盟(ICAR)會員國 61 國(黃色地區)分布(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www.ic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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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畜政聯盟(以下簡稱 ICAR，1951 年創立)為一個非營利的國際組織，為促進各

國牧場動物生產性能紀錄之精準化和其種畜經濟性能之遺傳評估，而建立動物重要經濟

性狀之定義和性狀測量之標準規範，來改善動物性能紀錄收集、分析的儀器或裝置的精

準度。國際畜政聯盟組織架構包括 4 個執行委員會與 12 個工作小組，是由學者專家所

組成之團隊規範各種動物紀錄收集之指導方針。各團隊定期開會，並藉由每年舉辦之

ICAR 會員國年會或每兩年舉辦一次之科技會議，來改進或更新標準規範內容。年會期

間提供各會員國一個很重要的動物紀錄制度經驗交流及論壇機會，並介紹各國已有足夠

功能並可實際應用的動物紀錄技術。因此，ICAR 所提供之畜產經營的技術總是 先進

且可廣泛地被各國接受，所提供的指導方針和標準也需適用世界各會員國情況，沒有强

求各國使用某一種特定紀錄的方法，但提供了 低需求，以保證紀錄之一致性。所以各

國性能紀錄的機構可自由取決各國當地狀況，以決定其特別的性能紀錄之方法。畜產試

驗所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1 日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指派為國家代表，向 ICAR 遞案申請

我國加入為會員國。於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 ICAR 核准我國以「Taiwan」成為正式會

員國，代表人為畜產試驗所黃所長英豪，成為 ICAR 第 51 個會員國。2015 年會員國年

會暨科技會議於 6 月 10 至 12 日在波蘭克拉科夫(Krakow)舉辦，計有 41 個國家 352 位

人員參加。我國代表人因要公無法出席，本次會議由乳牛繁殖專家王治華研究員兼主任

秘書與負責種畜產業推動工作的遺傳育種組吳明哲組長，出席本年度 ICAR 會員國年會

暨科技會議，研商國際間乳用動物的乳樣檢測、資料收集及健康資料諮詢服務等產業化

科技應用工作。本次與會目的也因我國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之牛乳實驗室代表我國於

2014 年底成為國際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ICAR Reference Laboratory Network)之成

員，而須出席 ICAR-RLN 成員會議。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以傳達優良實驗室操作規

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及準則標準來支援生乳檢測實驗室，亞洲地區有日、韓、

臺灣各有一個實驗室加入。臺灣成為 RLN 網絡成員後，可參與由 ICAR 轄下國際乳質

分析的研究團隊舉辦的精熟能力檢測計畫，並透過國際接軌來展示臺灣乳質分析精準可

追溯性，使乳質分析比對具有國際接軌的能力，亦讓我國乳牛具有種原貿易價值及乳製

品國際化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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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日期 起迄地點 活 動 記 要 

6 月 8 日

（一） 

臺灣高雄-香港-

荷蘭–波蘭 

去程自臺灣高雄搭機經香港及荷蘭轉機，當晚抵達波

蘭華沙蕭邦機場 

6 月 9 日

（二） 

波蘭 

華沙-克拉科夫 

1. 參訪波蘭乳質分析國家實驗室及乳牛育種協會華

沙工作站 

2. 自華沙至克拉科夫 

6 月 10 日

（三） 
波蘭克拉科夫 

參加國際畜政聯盟會員國 2015 年年會暨科技會議： 

 ICAR General Assembly 會員國年會 

 Polish agriculture 波瀾農業 

 Technical session I: What else can we learn from milk  

sample? 議題一、乳樣信息使用 

 Technical session II: Advisory services built on 

recording data 議題二、記錄數據應用 

 Technical session III: Manufacturers showcase 議題

三、廠商供應鏈 

 Reference Laboratory Network members meeting 國

際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成員會議 

6 月 11 日

（四） 
波蘭克拉科夫 

參加國際畜政聯盟會員國 2015 年年會暨科技會議：：

 Technical session IV: Milk recording in cattle, meat 

and fibre performance in sheep, goats and beef cattle

議題四、牛羊之乳肉毛質量檢定 

 Technical session V: Genomics at farm and 

phenotyping strategies 議題五、基因體資料應用與選

種方針 

 Technical session VI: CoQ auditors workshop 議題

六、品質確保成效 

 Technical session VII: Joint Session 議題七、工作小

組總結會議 

6 月 12 日

（五） 
波蘭克拉科夫 

參加國際畜政聯盟會員國 2015 年年會主辦國畜牧業參

訪行程 

6 月 13 日

（六） 

波蘭克拉科夫-

荷蘭-桃園 

返程自波蘭克拉科夫經荷蘭阿姆斯特丹轉機返抵桃園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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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心得 
 

國際畜政聯盟(ICAR)以提升全球乳肉畜產品供應量及其品質，進行經濟動物的性

能紀錄及其品質精準國際化為目標。ICAR 會員國一年一次年會及每兩年舉辦一次科技

會議。2015 年會員國年會暨科技會議於 6 月 10 至 12 日在波蘭克拉科夫(Krakow)舉辦，

計有 41 個國家 352 位人員參加。ICAR 會員國大會於 6 月 10 日上午舉行，大會宣布 2016

年 10 月 24 至 28 日在智利巴拉斯港(Puerto Varas)舉辦第 40 屆擴大年會。本次科技會議

共有 36 篇技術論文報告，從各國乳牛群性能改良計畫(DHI)乳樣有多種檢測裝置及方式，

利用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TIR)檢測乳成分中之酮體有助於乳牛健康監測與獸

醫早期診療。過去費時費力的乳牛群繁殖性狀與疾病健康資料收集，已有自動紀錄裝置

及專家決策系統可供酪農應用，如何把紀錄數據的諮詢服務，由生產端酪農、獸醫、資

料處理員到消費端加以整合，農民藉由有組織系統的國家型資料庫之統計數據，可作為

改善乳牛群飼養管理及治療管理之參據，以降低乳牛的淘汰率，提高生產效益。透過資

訊管理有關動物健康資料紀錄之整合應用，及動物健康資料紀錄資訊透明與即時傳輸諮

詢服務，促使動物飼養管理軟硬體措施漸進式的改變，以符合國際上動物福祉、食品安

全和環境保護的要求。ICAR 注重動物健康資料標準化，包括收集資料的電子裝置和自

動化傳輸系統等，臺灣可參考借鏡，進而增進我國畜產動物福祉及強化畜產品品質。 

本次會議由乳牛繁殖專家王治華研究員兼主任秘書與負責種畜產業推動工作的遺

傳育種組吳明哲組長，出席本年度 ICAR 會員國年會暨科技會議，研商國際間乳用動物

的乳樣檢測、資料收集及健康資料諮詢服務等產業化科技應用工作。本次與會目的也因

我國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之牛乳實驗室代表我國於 2014 年底成為國際乳質檢驗基準實

驗室網絡(ICAR Reference Laboratory Network)之成員，而須出席 ICAR-RLN 成員會議。

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以傳達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及準則

標準來支援生乳檢測實驗室，亞洲地區有日、韓、臺灣各有一個實驗室加入。臺灣成為

RLN 網絡成員後，可參與由 ICAR 轄下國際乳質分析的研究團隊舉辦的精熟能力檢測計

畫，並透過國際接軌來展示臺灣乳質分析精準可追溯性，使乳質分析比對具有國際接軌

的能力，亦讓我國乳牛具有種原貿易價值及乳製品國際化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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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國波蘭農業概況 

國際畜政聯盟(ICAR)會員國 2015 年年會暨科技會議主辦國波蘭位於歐洲中北部，

北濱波羅的海及與俄羅斯海外領土卡立寧格勒鄰接，東北與立陶宛接壤，東與白俄羅斯，

東南與烏克蘭為鄰，南部分別與捷克及斯洛伐克接壤，整個西部則與德國交界。波蘭國

土大略呈正方形狀，東西與南北國境相距各約 600 公里，全國面積 312,685 平方公里，

在歐盟國家排名第六，較我國大 9 倍。除南部與捷克、斯洛伐克接壤者為山區外，絕大

部分為海拔 300 公尺以下之平原，森林面積占 27%，土地 60%為沙質土壤，農牧業發達 

(圖 1A)。波蘭人種主要為波蘭人(占 97%)，人口 38,346,279 人(2014 年)，波蘭人民平均

壽命為 75.6 歲，男性 72.74 歲，女性 80.8 歲，失業率約 10.7%。波蘭被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者有 13 處，包括 Warsaw、Krakow、Torun 等市舊城，Wieliczka 地下鹽礦，Auschwitz

集中營等，首都華沙(Warsaw)位於波蘭中部偏東，為政府所在地及商業大城，人口約 172

萬人，與臺北市為姐妹市。2014 年 12 月底資料顯示波蘭 DHI 測乳近 74 萬頭乳牛(14 個

品種，739,638頭)，每戶平均飼養20.1頭/農戶，平均乳量7 ,582公斤/頭，乳脂肪率4. 08%，

乳蛋白質率 3.36%。波蘭的豬肉質量在歐盟和世界上皆居領先的地位，近十年來對歐盟

的豬肉出口量增長快速達 2.2 百萬公噸，僅次於美國 2.4 百萬公噸，全球排名第二。 

 

圖 1A. 波蘭農業用地及歐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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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 波蘭國土大略呈正方形狀，多為平原，土地 60%為沙質土壤，農牧業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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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 會議地點克拉科夫(Krakow)係故都，為歷史文化及觀光重鎮，人口約 75.6 萬

人，擁有便捷的輕軌電聯車網絡大眾交通運輸系統，飲食文化以豬肉製品香腸、燻肉、

火腿及水果乳酪製品為主 (圖 2)。 

圖 2. 波蘭飲食文化以豬肉製品香腸、燻肉、火腿及水果乳酪製品為主 

     會議場所克拉科夫擁有便捷的輕軌電聯車網絡大眾交通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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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波蘭乳牛育種協會華沙工作站及乳質分析國家實驗室 

     6 月 9 日自波蘭華沙至克拉科夫路程中參訪波蘭乳牛育種協會華沙工作站、基因檢

測實驗室及乳質分析國家實驗室 (圖 3)，波蘭乳牛育種協會華沙工作站 2 班制及 3 台乳

質快速精準例行檢測儀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每台檢測儀 2 位工作人員為

一組，能有效率的每年分析波蘭 DHI 測乳將近 74 萬頭乳牛乳樣成分，工作量相當龐大。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光譜儀是一種新型乳質分折的方法，除可分析傳統的

參數如脂肪、蛋白質(真蛋白質和粗蛋白質)、酪蛋白、乳糖、固形物、尿素、枸櫞酸、

游離脂肪酸、PH、冰點下降；亦可同時分析一些新增參數包括脂肪酸、BHB 和丙酮 (酮

病篩選指標) 及異常的牛乳，還有一些可供檢測之參數如牛乳的凝結性質、可滴定酸度、

及蛋白質組合物。又例行的乳質分析可新增檢測出之參數如影響高產乳牛的代謝疾病酮

病，當牛隻產出的能量(生產牛乳之能量)比輸入能量(飼料採食及從脂肪組織釋出之能量)

高時會發生。初級的酮病(Primary ketosis)是提供給母牛的飼料太少 (或供給的飼料能量

精料太低)時發生。次級酮病發生是母牛停止採食而產乳量高導致瘤胃過酸或有其他疾

病的發生。上述兩種情況均係由脂肪組織釋出轉換大量的能而致「丙酮」和「BHB」分

泌並經血液而殘留乳中。一旦酮病在牛群內藉由乳樣分析檢測出，必須藉由營養專家或

獸醫師的建議調整牛群飼養管理來解決。世界各國現今 DHI 計畫利用個別牛隻乳樣，以

例行乳質分析儀來檢測樣品中之丙酮和 BHB 殘留，可作為農戶牛群飼養管理改善一個

很重要的依據。事實上酮病問題可預先以良好的牛群營養保健及飼養管理來預防，使牛

隻淘汰率及其乳量損失降低。 

    波蘭牛隻基因檢測實驗室使用 新 SNP 晶片檢測儀器進行牛隻遺傳評估和選拔，

包含 8 個指標及 32 個性狀，並使用發展不同密度的 DNA 晶片檢測乳牛，基因體選拔為

一種分子輔助標記之育種技術，可偵測遺傳疾病、健康、產能、繁殖及體型等性

狀，基因體選拔的 大優點是能縮短證明為優質的牛隻所需時間，加速了更新替補牛群

遺傳性能改進，對於檢測出遺傳疾病的牛隻則可即時淘汰。此種基因體選拔技術已經

成為世界趨勢，尤其乳業先進國家已陸續建立荷蘭牛和其他乳牛品種例行的基因體遺傳

檢測評估工作。 

    波蘭乳質分析國家實驗室檢測生乳品質及提供比對樣品工作外，並以新式「乳成分

及體細胞測定儀」檢驗，檢驗項目包括酪蛋白、游離脂肪酸、總飽和脂肪酸、總不飽和

脂肪酸和酮體等，以建立公平公正之比對機制。波蘭基因檢測實驗室及乳質分析國家實

驗室， 還有一個特色，2 個實驗室凡是有溫控的儀器均設有安全監控設施，以確保其分

析及培養試驗的正確性，值得國內實驗室參考。(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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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參訪乳牛育種協會華沙工作站及基因檢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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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參訪波蘭乳質分析國家實驗室乳成分分析檢驗流程及溫度監控設施 

 



 13

三、ICAR 2015 會員國年會暨科技會議之重點活動 

 

(一) 國際畜政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imal Recording, ICAR)簡介  

ICAR組織的主幹由4個工作執行委員會和12個工作小組等所組成。轄下的「執行委

員會」與「工作小組」之差別，前者是永久性的且提供永久服務，後者理論上是永久性

的，但他們的服務主要是根據專長領域的技術，來發展制訂及修正紀錄之指導方針和標

準規範。每個工作小組由7~20人組成，以其專門知識領域技術定期來更新或修正指導方

針和標準。 

 

1. ICAR 轄下四個執行委員會(Sub-Committee; 簡稱 SC)分別為： 

 動物標識執行委員會(Animal Identification SC) 

 紀錄儀器執行委員會(Recording Devices SC)  

 乳質分析執行委員會(Milk Analysis SC) 

 國際種公牛協會(InterBull) 

 

2. ICAR之12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WG)分別是： 

 乳牛之擠乳紀錄工作小組(WG on Dairy Cattle Milking Recording) 

 動物資料紀錄 (WG on Animal Recording Data) 

 遺傳分析工作小組(WG on Genetic Analysis) 

 功能性狀工作小組(WG on Functional Traits) 

 山羊與綿羊羊乳紀錄工作小組(WG on Milk Recording in Goats and Sheep) 

 發展中國家工作小組(WG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國際肉牛性能紀錄與評估工作小組(WG on Interbeef) 

 人 工 授 精 和 相 關 技 術 工 作 小 組 (WG on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nd Relevant 

Technologies) 

 羊毛纖維性能紀錄工作小組(WG on Animal Fibre) 

 系譜紀錄工作小組(WG on Parentage Recording) 

 體型紀錄工作小組(WG on Conformation Recording) 

 動物福祉紀錄工作小組(WG on Animal Welfare Recording) 

 

ICAR之「執行委員會」與「工作小組」的工作人士都是志願的，目前有160多位技

術學者、專家，他們把時間和專門知識志願地貢獻給ICAR。 以編訂ICAR之指導方針和

標準，這些技術學者專家之團隊定期開會，並向ICAR大會提議、改進與增減以更新指

導方針的內容。因此ICAR所提供之畜牧經營產業上的技術總是領先的且廣泛地被各國

接受，所提供的指導方針和標準也適用於各國狀況，沒有强求各國使用某一種特定紀錄

的方法，但提供了 低需求，以保證紀錄之一致性。所以各國性能紀錄的機構可自由取

決各國當地狀況，以決定其特別的性能紀錄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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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CAR會員國2015年年會摘要 

2015年會員國年會暨科技會議於6月10至12日在波蘭克拉科夫(Krakow)舉辦，計有

41個國家352位人員參加。ICAR會員國大會於6月10日上午舉行，隨後科技會議共有36

篇技術論文報告。第一天會議焦點討論「我們可以從牛乳樣本學習到什麼」有8篇、「紀

錄數據的諮詢服務」有8篇與「廠商展示商品技術說明」有7篇。第二天會議焦點討論「乳

牛的產乳記錄與肉牛、山羊產肉和綿羊纖維的生長性能」有7篇與「基因體學和外表型

值在農場應用策略」有6篇，以及各執行委員會和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總結報告會議。年

會總結會議宣布ICAR會員國年會首度到南美洲智利巴拉斯港(Puerto Varas)舉辦第40屆

會員國大會暨執行委員工作會議(2016年10月24至28日)，以及在英國蘇格蘭舉辦2017年

年會暨科技會議。 

 

(三) ICAR 2015科技會議(ICAR 2015 Technical Workshop) 

6 月 10 至 11 日進行的科技會議共有 36 篇技術論文報告，第一天會議焦點討論「我

們可以從牛奶樣品中學習到什麼」有 8 篇、「紀錄數據的諮詢服務」有 8 篇與「廠商展

示商品技術說明」有 7 篇，第二天會議焦點討論「乳牛的產乳記錄，肉牛、山羊產肉和

綿羊纖維的生長性能」有 7 篇 與「基因體學和外表型在農場應用策略」有 6 篇及二場

的工作會議。「我們可以從牛奶樣品中學習到什麼」，從各國乳牛群性能改良計畫(DHI)

乳樣有多種檢測裝置及方式，利用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TIR)檢測乳成分中之酮

體有助於乳牛健康監測與獸醫早期診療。「紀錄數據的諮詢服務」，過去費時費力的乳

牛群繁殖性狀與疾病健康資料收集，已有自動紀錄裝置及專家決策系統可供酪農應用，

如何由生產者農民、獸醫、資料處理員到消費者，農民藉由有組織系統的國家型資料庫

之統計數據，可作為改善乳牛群飼養管理及治療管理之參據，以降低乳牛的淘汰率。透

過資訊管理有關動物健康資料紀錄之整合應用，及動物健康資料紀錄資訊透明與即時傳

輸諮詢服務，將促使動物飼養管理漸進式的改變軟硬體措施，以符合動物福祉、食品安

全和環境保護的要求。ICAR2015 科技研討會是一個很重要動物紀錄制度與檢驗儀器分

析的經驗交流論壇。目的是介紹從乳樣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到實際農民應用的紀錄數據的

諮詢技術服務(5)。 ICAR 2015 科技研討會及動物健康資料會議所發表討論的技術和內

容已經放置在 ICAR 網站： http://www.icar.org/Documents/Krakow_2015/index.htm 

ICAR 2015 科技研討會動物自動化紀錄新裝置及檢測儀器產品展示會場(圖 6)，本

次展示會場分 2 個展區共有 22 個參展廠商參與，從省時省工經營的自動感測裝置和自

動化傳輸系統到乳樣自動化分析檢驗設備及基因檢測晶片等等展示商品的介紹與實機

的觀摩與影片播放，展示會場也提供輕鬆舒適的商談桌及茶點供與會者洽談，以促進溝

通媒合商機。 

本次與會目的也因我國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之牛乳實驗室代表我國於 2014 年底成

為國際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ICAR Reference Laboratory Network)之成員，而須出席

ICAR-RLN 成員會議。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以傳達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及準則標準來支援生乳檢測實驗室，亞洲地區有日、韓、臺灣各有

一個實驗室加入。臺灣成為 RLN 網絡成員後，可參與由 ICAR 轄下國際乳質分析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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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團隊舉辦的精熟能力檢測計畫，並透過國際接軌來展示臺灣乳質分析精準可追溯性，

使乳質分析比對具有國際接軌的能力，亦讓我國乳牛具有種原貿易價值及乳製品國際化

之可能。 

 

 

 

圖5. ICAR 2015會員國大會暨科技研討會會員踴躍討論之會場與交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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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ICAR 2015 科技研討會動物自動化紀錄新裝置及檢測儀器產品展示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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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辦國波蘭畜牧業參訪行程 

 

6月12日分別由 ICAR 2015主辦國波蘭安排出席人員分三梯次參訪團參訪波蘭乳牛、

肉牛、種馬等牧場經營設施，臺灣分配到第二梯次參訪團參訪行程。 

上午安排參訪第一家牧場有經歐盟認證肉牛場，自家3人經營小型家庭農戶，完全

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經管有51公頃農地(30公頃承租地)，作物收成時雇短期工協助，其

中34公頃種植如大麥、小麥、黑麥等麥類及甜菜、青貯玉米等農作物；另17公頃為牧草

地種植類似國內的盤固草。動物生產規模不大為25頭(Limousine)肉牛及100頭豬，肉牛

外觀看來非常有肉質感，公牛平均日增重1.2-1.3公斤，母牛平均日增重0.9-1.1公斤，飼

養兩年上市屠宰出售，冬季則以玉米青貯及乾草餵飼。(圖7) 

參訪第二家Michalow Stud 農業公司轄下的乳牛場及種馬場經營設施，員工數48人，

擁有土地639公頃，其中620公頃農地種植如大麥、小麥、黑麥等麥類及牧草作物；620

公頃當中140公頃農地種植玉米，63公頃農地種植苜蓿，這兩種作物主要提供給轄下荷

蘭乳牛場與娟姍乳牛場完全混和日糧使用。其中荷蘭乳牛場位於波蘭Lubcza，2×9魚骨

式擠乳設施，飼養190頭泌乳牛及200頭女牛與小牛，乾草墊料式牛床，牛隻上床率90%

以上，在波蘭實屬相當有規模的乳牛場，其乳牛種原與冷凍精液主要來自美國與加拿大，

2014年平均乳量10,757公斤/頭，乳脂肪率 3. 95%，乳蛋白質率 3.33%，產犢間距447天，

實屬優質牧場。(圖8) 

   下午則安排參訪 Michalow Stud 農業公司轄下位於波蘭 Michalow 同一處飼養的娟

姍乳牛場及種馬場經營設施，其中娟姍乳牛場 2×4 魚骨式擠乳設施，飼養 130 頭泌乳牛

及 150 頭女牛娟姍乳牛場，2014 年平均乳量 7,687 公斤/頭，乳脂肪率 5. 27%，乳蛋白

質率 3.94%，產犢間距 408 天。木造小牛舍抗暑防寒，運動場區充足，不像臺灣小牛只

能在狹小的小牛欄飼育。娟姍乳牛場的乳因具有高蛋白質及脂肪率的特性，牛乳主要提

供製作乳酪。其中展示會場一頭 10 歲娟姍母牛現今產乳量仍超過 10,000 公斤，體態清

秀，深具波蘭娟姍乳牛冠軍相 (圖 9)。參訪 Michalow Stud 具有 60 年悠久歷史飼養 400

頭阿拉伯馬規模的種馬場，一進入展覽室，參與世界馬隻比賽各式各樣的獎杯獎牌及馬

匹字畫琳瑯滿目宛如博物館呈現在與會者眼前 (圖 10)，種馬場 150 頭種馬來自 13 個公

系，11 個母系；注重系譜配種，也生產種馬冷凍精液與胚胎，歷年來繁殖產下 3,346 頭

小馬，其中 1,500 頭以上外銷澳洲與北美洲。種馬場馬廄與展示場主要為高挑木造建築，

雖正值高溫 30 度中午時段，馬廄仍能十分通風涼爽。小馬跟著母馬從小接受訓馬師有

系統的調教，以利未來的參賽與展售 (圖 11)。 

    ICAR 2015 主辦國波蘭非常用心的安排克拉科夫議會廳餐宴及古蹟 Wieliczka 地下

鹽礦參訪社交活動，以歷史文物介紹歡迎各國貴賓，以增加與會者彼此經驗交流與商討

議題機會並促進波蘭的觀光與外交發展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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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參訪小型家庭農戶的農地與 Limousine 肉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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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參訪飼養 190 頭泌乳牛及 200 頭女牛荷蘭乳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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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參訪飼養 130 頭泌乳牛及 150 頭女牛娟姍乳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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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參訪 Michalow Stud 種馬場展覽室參與世界馬隻比賽各式各樣的獎杯、

獎牌及馬匹字畫琳瑯滿目宛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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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參訪飼養 400 頭阿拉伯馬規模 Michalow Stud 種馬場設施與展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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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參訪波蘭克拉科夫市議會廳古蹟及 Wieliczka 地下鹽礦，並於地下鹽礦

宴會廳舉辦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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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波蘭養牛產業團體協會之地位 

 

波蘭養牛產業團體協會(Polish Federation of Cattle Breeders and Dairy Farmers)於

1995 年成立，結合 20 個省區的種牛育種團體，進行牛隻育種與供應事務。其主要任務

有牛隻系譜登記、乳量乳質檢測、牛隻體型評鑑、飼養繁殖技術推動、產業發展與牛隻

展示拍賣會等。協會成員及其運作小組架構如圖 13。 

 
圖 13. 波蘭養牛產業團體協會協會成員及其運作小組架構 

 

波蘭養牛產業團體協會的員工達1,000人之規模，並配合國家實驗室及乳肉品管理制度，

設置檢驗服務實驗室或工作站(圖 14)，確保乳製品符合歐盟規範。亦代表波蘭成為 ICAR

會員、全球荷士登乳牛聯盟(WHFF)會員、歐盟肉牛協會成員。 

波蘭養牛產業團體協會的 2015 年 DHI 計畫涵蓋 20,101 戶酪農乳牛群 754,128 頭，

占全國乳牛 2,247,785 頭之 33%，參加 DHI 戶數為全國 678,332 戶之 35.4%，DHI 乳牛

的年產乳量為 7,582 公斤。波蘭養牛產業團體協會 DHI 資料顯示因有此協會設立，其 2006



 25

年之 DHI 乳牛 520,666 頭的年產乳量僅是 6,664 公斤，近 10 年來，參加 DHI 的牛頭數

成長 45%，乳牛產乳量也提高 14%之多。 

圖 14. 波蘭養牛產業團體協會的員工達 1,000 人之規模，並配合國家實驗室及乳肉品管

理制度，設置檢驗服務實驗室或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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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ICAR 會員國 2015 年會重要結論 

 

本次會議除著重乳樣的收集及探討動物健康課題蹄病防治等主題，在大會報告包括

「我們可以從牛奶樣品中學習到什麼」，從各國乳牛群性能改良計畫(DHI)藉由乳樣分

析多種檢測裝置及方式，有助於乳牛健康監測系統實施，利用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

儀(FTIR)檢測乳成分中之酮體有助於乳牛健康監測與獸醫早期診療。來自世界各國學

者專家報告「紀錄數據的諮詢服務」，並交換各國動物健康資料紀錄之規劃或其起步階

段的經驗，過去費時費力的乳牛群繁殖性狀與疾病健康資料收集，已有自動紀錄裝置及

專家決策系統可供酪農應用，如何由生產者農民、獸醫、資料處理員到消費者，農民藉

由有組織系統的經整合過的國家型 (DHI) 資料庫之統計數據，可作為改善乳牛群飼養

管理及治療管理之依據，以降低乳牛的淘汰率。為改善動物健康之必要措施，利用疾病

的統計資訊，諸如蹄病跛行等牛隻外觀症狀、酮病代謝紊亂等監控數值，以達到農民預

防勝於治療之策略。ICAR 非常重視各項資料收集及分析方法的品質保證措施，所以藉

由國際工作會議進行標準化，各家廠商研發的先進收集資料的電子裝置和自動化傳輸系

統有助於未來數據的整合，而與會的國家也都應有適合自己國情或地理環境的乳業解決

方案。從過去勞力及紙本紀錄的傳統農業，大多數的農民已朝向透過資訊管理有關動物

健康、繁殖與生產資料紀錄之整合應用，藉由資訊透明與即時傳輸諮詢服務，將促使動

物飼養管理變革，漸進式的改變畜舍的軟硬體措施，以更符合動物福祉、食品安全和環

境保護的世界潮流要求。ICAR 注重動物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的標準化，包括收集資料

的電子裝置和自動化傳輸系統等，臺灣可引進相關儀器設施或參考借鏡，進而增進我國

動物福祉及強化畜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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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我國加入 ICAR 為會員國後，本年為第五年參加，不僅分享到 ICAR 資深國家在執

行動物紀錄 新情況或 先進儀器與檢測方法，也漸導入國際規範於我國畜產動物

生產計畫及管理制度中，可促進相關產業朝向資訊精準化經營轉型，提升國內動物

生產品質。 

 

二、我國也於 2014 年底成為 ICAR 轄下之乳質分析執行委員會 (Milk Analysis SC) 所主

辦之國際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ICAR Reference Laboratory Network)之成員，而

出席 2015 年 ICAR-RLN 成員會議。可參與精熟能力檢測計畫，並透過國際接軌來

展示臺灣乳質分析精準可追溯性，使乳質分析比對具有國際接軌的能力，亦讓我國

乳牛具有種原貿易價值及乳製品國際化之可能。 

 

三、我國如能引進應用省時省工經營的自動感測裝置系統及機器人擠牛乳設施，學習

ICAR 年會暨科技會議之各國應用精準畜牧業發展知識與經驗，進行新一代的智慧

型自動化經營規模轉型，有組織系統地把酪農、獸醫、資料處理員及消費端信息整

合，讓酪農藉由國家型資料庫之統計數據，作為改善乳牛群飼養管理及治療管理之

參據，以提高我國耐熱型乳牛的產乳年限及其乳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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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國際畜政聯盟會議活動及會議資料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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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乳質檢驗基準實驗室網絡專家群及成員會議資料 

 

Martin Burke, Ireland, milk recording, recording devices and quality systems (召集人) 

Kees de Koning, Netherlands, recording device testing, and statistical systems. 

Albert de Vries, USA, precision system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evin Harris, New Zealand, statistics, animal breeding and recording systems 

Esa Mäntysaari, Finland, statistics, animal breeding and research 

Filippo Miglior, Canada, milk recording, research and animal breeding 

Harrie van den Bijgaart, Netherlands, milk analysis, milk recording and analytical systems 

Joel Weller, Israel, statistics, economics, research and animal breeding 

Brian Wickham, Ireland, Convenor 

Karl Zottl, Austria. Field use of qual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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