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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牧場中若是發現跛腳牛隻表示畜舍設計、飼糧或預防性修蹄作業需要做調

整，隨時觀察牛隻蹄部信號(Hoof signals)，儘早進行正確處置，可節省大量時間

與成本，避免蹄病問題因過於嚴重導致牛隻淘汰。本次赴荷蘭研究主要參訪單位

為奶牛信號(COWSIGNALS)公司，該公司為專業輔導酪農，提升酪農產能之單

位，學習相關蹄部信號以提升管理效能，心得重點分述如下：一、從後面觀察牛

隻站姿，搭配蹄底與地面之角度，可瞭解內蹄與外蹄負重情形，過度負重將造成

腳底瘀傷，負重若是不均，則將提高罹患蹄部疾病的風險。二、從側面觀察牛隻

四肢的姿勢，可得知蹄關節負重程度，四肢過於挺直或鐮刀腿的牛隻，皆會提高

淘汰率。三、牛隻行走時，理想狀況應呈現大步伐自在樣，前後腳蹄會落在相同

位置，頭不應上下搖晃，背脊平直，若步伐距離變短或有抖腳表示蹄部疼痛。四、

檢視牛隻蹄趾、蹄冠與蹄球周遭皮膚顏色及皺摺，即早得知是否有潰瘍或腫脹發

生。依據上述蹄部信號發現牛隻有腿蹄問題，接著需判斷是何因素造成蹄部疾

病，首先可先檢視畜舍設計與飼糧組成。畜舍方面：一、檢視動線設計，避免走

道急轉彎、地面不平造成蹄底出血。二、保持地面乾燥，避免濕滑，勤刮牛糞，

減少環境因素所造成的蹄甲軟化與蹄球糜爛。三、提供足夠舒適的躺臥休息區，

減少牛隻站立時間，降低蹄部承受的壓力。飼糧部分應減少不必要的變動，注意

飼糧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避免瘤胃過酸。另外，平日一定要落實蹄部保健，例：

每年兩次預防性修蹄與定期的蹄浴，提高牛隻腿蹄健康，減少牛隻淘汰率。綜上，

本次赴荷蘭參訪機會實屬難得，建議於國內每日餵飼及擠乳時觀察牛隻蹄部信

號，提早發現問題牛隻，立即治療，對於乳牛飼養管理設施及牛群管理之實際應

用等，均將與國內業者深入討論與心得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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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臺灣酪農業者普遍存在三種主要疾病問題，分別為乳房炎、蹄病與繁殖障

礙。臺灣屬濕熱氣候，若牛隻密集飼養，再加上營養不均衡、畜舍不良的因素，

乳牛群蹄病的比例易有偏高的情況發生。蹄部問題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且不易復

原，該問題會造成乳牛的劇烈疼痛，減少牛隻走到餵料槽去採食的次數，直接影

響產乳性能。再者，跛足牛隻不敢表現發情駕乘行為，導致發情不明顯而未被發

現，錯失配種適期。牛隻跛腳除了造成酪農場上述的經濟損失外，治療費用是最

明顯的花費；此外，還有額外的勞動成本支出，也會降低員工的工作效率。根據

荷蘭的資料顯示，一頭牛泌乳期第二個月發生跛腳所需的額外費用高達180歐

元，不容小覷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荷蘭酪農業主要以家庭式飼養方式為主，飼

養規模平均約為 100 頭乳牛，荷蘭牛(Holstein)為該國主要飼養乳牛品種。與我

國相比，相同飼養規模的基礎下，該國僅需國內酪農使用勞動人力的一半，該國

之乳牛場具有高度的生產效率，可作為我國酪農未來發展的借鏡。因此，赴荷蘭

奶牛信號公司學習蹄部信號 (hoof signals)，平時利用蹄部信號即早發現問題所

在，並落實蹄部管理，減少不必要跛足症狀發生率，降低乳牛群蹄病的比例與人

員治療費用支出，讓牛群儘早回復健康的狀態，提升經營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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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時間 
起迄地點 工作內容 

月 日 星期 

5 

(臺) 

22 
一 本分所-桃園機場--

阿姆斯特丹

( Amsterdam ) 

搭乘班機飛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

並轉乘至阿姆斯特丹。  (荷) 

23 
二 

24 三 
阿姆斯特丹--海恩

（Hoeven） 

1.  前往乳牛場參訪，瞭解蹄部管理。 

2.  前往乳牛飼料公司進行參訪，瞭解蹄部

管理相關方法，收集荷蘭乳牛現況資料與

經驗分享。 

25 四 阿姆斯特丹 收集並整理荷蘭乳牛當地現況資料。 

26 五 阿姆斯特丹 收集並整理荷蘭乳牛當地現況資料。 

27 六 阿姆斯特丹 荷蘭乳牛產品市場調查與資料整理。 

28 日 阿姆斯特丹 荷蘭乳牛產品市場調查與資料整理。 

29 一 

阿姆斯特丹- 

COWSIGNALS 訓

練中心 

至 BnB Veldzigt 放妥行李，並整理後續

COWSIGNALS 課程內容。 

30 二 
COWSIGNALS 訓

練中心 
參加 COWSIGNALS 課程。 

31 三 
COWSIGNALS 訓

練中心 
參加 COWSIGNALS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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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 
COWSIGNALS 訓

練中心 
參加 COWSIGNALS 課程。 

2 五 
COWSIGNALS 訓

練中心 
參加 COWSIGNALS 課程。 

(荷) 

3 
六 

阿姆斯特丹—桃園

機場—本分所 
自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桃園機場-本分所 

(臺)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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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荷蘭國家環境與乳業概況簡介  

荷蘭的總面積為41,526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積33,883平方公里，水域面積

為7,643平方公里，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冬暖夏涼。荷蘭的人口極為密集，共有

1,650多萬人，其人口密度為396人/平方公里。 

荷蘭是世界上農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農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是

世界上最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之一。農業構成中，畜牧業占50%，園藝業占38%，

種植業占12%。荷蘭還是世界上奶酪產量最大的國家，世界上成立最早的豪達奶

酪交易中心久負盛名，其運營時間已有300多年之久。另外，該國也是一個乳業

大國，歐盟8%的牛乳由荷蘭生產，產量僅次於德國、英國、法國與波蘭，該國

為第五大牛乳生產國，當地約有1.8萬家牧場，共有約160萬頭乳牛，平均每場擁

有90頭乳牛，每年約生產127億公斤的牛乳，相當於每一億人每天平均喝兩杯牛

乳。荷蘭的乳業影響當地的飲食、生活與文化，其乳製品包含奶酪、黃油、巴氏

奶與奶粉等，且可從乳製品副產物，例如：乳清，萃取出高品質蛋白質添加於嬰

兒食品或運動飲料中。 

二、參訪荷蘭相關機關/構及其服務  

本次赴荷蘭研究主要參訪單位為奶牛信號(COWSIGNALS)公司，該公司在

2007年成立，並在全球各地開始進行認證培訓課程，針對酪農、獸醫和相關技術

人員進行專業的指導及授課，提升酪農產能之單位。目前該公司已經在50多個國

家培育出400多位奶牛訊號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主要以奶牛信號學（Cow Signals）

及人際信號學（People Signals）為主。該公司的宗旨為「快樂的乳牛，快樂的農

民！」（Happy cows, happy farmers!）培訓的課程內容深具啟發性與實用性，讓學

員用不同的觀點解讀乳牛行為，讓乳牛更長壽更健康，並增加酪農的收入與工作

樂趣。另外，該公司也出版一系列關於乳牛飼養管理相關書籍，例如：繁殖、乳

房健康與蹄部信號等書，讓酪農更瞭解乳牛。 

三、蹄部訊號之應用 

（一）牛隻蹄部健康管理在荷蘭是酪農戶日常作業的一部份，我們的酪農也應每

天花一些時間來強化蹄部健康管理，以下將此次於奶牛信號研習所得分述

如下。首先利用蹄部訊號檢視牛隻的蹄部訊號來瞭解腿蹄健康狀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8%A6%E6%B5%B7%E6%B4%8B%E6%80%A7%E6%B0%94%E5%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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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例行性修蹄或搾乳時，檢視牛隻蹄型、蹄趾、蹄冠與蹄球周遭皮膚顏色及

皺摺，即早發現是否有潰瘍或腫脹發生。理想的蹄型，蹄角度為 45-50 度之間，

且各蹄趾間需要有空隙。健康的蹄底是白色無色素沈澱且平滑堅硬，若有凸

起或凹陷皆會造成牛隻站姿改變，進而增加特定部位的負重，過度負重將造

成蹄底瘀傷。再者，蹄底若呈黃色、粉紅色、紅色或其他顏色，表示蹄甲軟

化或者蹄趾負重過度。蹄趾會不斷的生長，正常蹄趾厚度約為 1 公分左右，

若是負重增加會加速蹄趾的生長，使得該蹄趾越來越厚且負重越來越重，最

終導致變形。一般蹄冠與蹄球周遭皮膚不應出現發紅或腫脹的情形，如果有

這些徵狀則需立即進行處理。 

2.餵飼牛隻時，觀察牛隻的站姿瞭解其蹄部健康狀況。牛隻站立的姿勢會影響

每個牛蹄負重比例。健康牛隻的體重會平均分配在四個牛蹄（圖 1），且蹄底

與蹄壁有適當的負重。從後面觀察牛隻站姿，搭配蹄底與地面之角度，可瞭

解內蹄與外蹄負重情形。反之，有蹄病的牛隻會用健康的蹄來支撐所有的身

體重量，減少疼痛腿蹄的負荷，久而久之牛隻會出現拱背、蹄部變形的情形。

另外，若從側面觀察牛隻四肢的姿勢，可得知蹄關節負重程度，四肢過於挺

直或鐮刀腿的牛隻，皆會提高淘汰率（圖 2）。 

 

 

圖 1. 健康牛隻的體重會平均分配在四個牛蹄，如左圖。有蹄病的牛隻體重不會

平均分配在四個牛蹄上，如右圖。 

圖片來源：COW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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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左圖的腿過於挺直，右圖為鐮刀腿，兩者皆會因負重過大容易淘汰，中間

圖的腿為理想站姿。 

圖片來源：COWSIGNALS 

 

3.觀察牛隻行走是另一項監控蹄部健康的方法。健康牛隻行走時，步伐大、背

脊平直，四肢腿有良好的負重及節奏，前後腳蹄會落在相同位置，頭不應上

下搖晃（圖 3）。反之，牛隻行走時若步伐距離變短、抖腳、拱背、步伐節奏

凌亂且頭部向下或向前伸，則表示蹄部有疼痛或出現問題。 

 

 

圖 3. 健康牛隻行走時，步伐大、背脊平直，前後腳蹄會落在相同位置 

圖片來源：COWSIGNALS 

 

（二）依據上述蹄部信號發現腿蹄有問題的牛隻，接著判斷是何因素造成蹄部疾

病，並儘快做出有效的處置。以下列出幾項處理要點： 

1.日糧配方 

(1) 健康蹄部的生長需要有足量的鈣、磷、鋅、銅與生物素等營養物質。 

(2) 日糧中要有充足的芻料，不應在短時間內大量餵飼精料等碳水化合物，避

免影響瘤胃中微生物的生長及瘤胃酸中毒的發生。 

(3) 值得注意的是，日糧中不可有發霉或變質的原料，避免影響牛隻健康。 

(4) 避免牛隻有挑料的情形。 

 

2.畜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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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讓牛隻在柔軟的地面起身或躺下，例如：牛床、塑膠墊，這是由於柔

軟的地面具有彈性的表面，可以減少對蹄部的反作用力，提供牛隻較好的

抓地力，如此發生蹄底瘀血的機率低於一般的水泥地面。 

(2) 檢視動線設計，避免走道急轉彎，地面保持平整，無突起、石塊或顛簸，

要有足夠的空間讓牛迴轉，避免造成蹄底出血。若是地面粗糙，應該進行

修整，或鋪設橡膠軟墊。 

(3) 保持地面乾燥，避免濕滑，勤刮牛糞，減少病原菌的感染與環境因素所造

成的蹄甲軟化與蹄球糜爛。 

(4) 提供足夠的躺臥休息區、餵飼區及水槽，減少牛隻站立打鬥時間，降低蹄

部承受的壓力。 

(5) 牛隻每天在搾乳區等待站立時間勿超過 1 小時，固定在頸夾時間也不應該

太久，確保牛隻每天躺臥時間在 12 小時以上。 

3.正確的修蹄 

(1) 先修整內蹄趾的長度，從冠狀帶量測 7.5 公分，修除多餘的蹄甲（圖 4）。 

(2) 內蹄趾蹄底厚度保留 0.5-0.7 公分，蹄跟部分不用調整（除非內蹄趾高於

外蹄趾，才需要做調整），確保蹄的角度在 45-50 度之間（圖 4）。 

(3) 外蹄趾修整到跟內蹄趾同長同高。 

(4) 將整個內外蹄趾的蹄底維持平整。 

(5) 蹄趾間空隙修出一小凹槽（圖 5），清除趾間中磨損的蹄甲，保持蹄趾間

的乾淨。 

(6) 若蹄跟有糜爛或病變，將有問題的蹄甲修除，並清理蹄病部位，以藥物做

治療。每頭牛需個別使用毛巾，勿交叉感染。 

 

  

圖 4. 內蹄趾的長度，從冠狀帶量測 7.5 公分，厚度保留 0.5-0.7 公分，蹄的

角度在 45-50 度之間。 

圖片來源：COWSIGNALS 

4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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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蹄趾間空隙修出一小凹槽 

圖片來源：COWSIGNALS 

 

4.落實蹄浴管理 

(1) 依照產品說明配置正確濃度的蹄浴溶液，溶液更換頻率需依照產品說明書

執行。 

(2) 每週蹄浴一次，若是蹄跟糜爛或趾間炎發生情況較少，蹄浴頻率可改為兩

週一次。 

(3) 蹄浴池長度應為 3 公尺，深度至少要能覆蓋蹄冠狀部（約 15 公分）。 

(4) 蹄浴時間可安排在搾乳後實施，蹄浴前應先將蹄部清洗乾淨。 

 

5.育種選拔 

蹄部健康約有 24%取決於育種選拔，其他則與牧場的環境、管理有關。我們

可以選擇較好的蹄甲品質與硬度，以及使用壽命較長的腿蹄當作選育的標

準。 

 

6.詳實記錄 

藉由記錄蹄部損傷及發生的部位，我們可以實施更精準的治療方式，並對牛

群中最常見的病變進行長期追蹤。 

 

(三)牛隻蹄部會發生問題，一般是綜合因素所造成的，以下列出幾項常見的蹄部

問題及可能造成的原因。 

1. 蹄底出血、蹄葉炎、白線病：確保均衡的日糧配方、維持地面平整、提供

柔軟的躺臥區、減少牛隻站立時間、定期修蹄、特別照護轉換期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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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趾間炎：確保均衡的日糧配方、維持地面乾燥乾淨、特別照護轉換期牛隻

與女牛。 

3. 蹄跟糜爛：維持地面乾燥乾淨、執行正確的修蹄與蹄浴管理。 

 

(四)總結 

牛隻蹄部健康的維護工作，總括如下： 

1. 早期發現且精準的即時處理。若發現牛隻出現不正常的訊號時，需立即檢

視並判定飼糧配方、畜舍環境或管理上出現之問題，且立即採取處理。 

2. 良好的畜舍環境。時常管控畜舍環境中的病原與濕度，維持牛隻蹄部的乾

燥與乾淨。 

3. 例行的修蹄工作。每年 2-3 次預防性修蹄，維持牛隻蹄部正確的蹄形。每

週定期進行正確且有效的蹄浴管理。 

4. 紀錄。藉由記錄蹄部損傷及發生的部位，我們可以實施更精準的治療方

式，並對其牛群中最常見的病變進行長期追蹤。 

 

肆、 附錄(參訪照片)  

  

參訪位於胡芬（hoeven）酪農場 畜舍條狀地面並保持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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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貯窖製作青貯情況 大香腸製作青貯情況 

  
畜舍採太子樓屋頂設計 俯瞰畜舍內部規劃 

  

畜舍待產區 圓盤式搾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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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舍採光設計 抽畜舍底下的污泥系統 

  
參觀位於北布拉邦省 terheijden 酪農場 北布拉邦省酪農場牛隻放牧實景 

  

起司拍賣盛況 畜舍屋頂裝設灑水系統進行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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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SIGNALS 教室上課實景 COWSIGNALS 訓練期間至酪農場實地

應用奶牛信號 

  

COWSIGNALS 上課中各組進行討論 COWSIGNALS 每位學員取得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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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SIGNALS 結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