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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澳畜產大會（Asian-Australasian Animal Production Congress，AAAP）

成立於西元 1980 年，每二年舉辦一次，2018 年 8 月 1 日至 4 日於馬來西

亞古晉舉辦第 18 屆亞澳畜產大會，此次會議來自亞洲及澳洲等 19 個會員

國及 600 多位學者及專家參加及發表。馬來西亞已於第 1 屆（1980 年）和

第 11 屆（2004 年）舉辦「亞澳畜產大會」，第 18 屆（2018 年）會議是第

三次舉辦，因此，馬國政府及畜產界相當重視此次會議，開幕儀式婆羅州

州長也親自蒞臨歡迎餐會。本次會議畜產試驗所由黃振芳所長帶領 9 位研

究同仁出席，並展示本所研究的成果及吸收新知俾利規劃未來研究方向。 

本次會議來自亞洲及澳洲等國之 600 多位研究學者，共發表高達 549

篇研究報告，此次會議舉辦相當成功。第 18 屆 AAAP 大會邀請馬來西亞

Dr. Quaza Nizamuddin 擔任大會開幕講者，其主題為“Global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針對全球暖化問題，全球畜牧產業

正面臨問題及因應策略。本次會議由各國研究學者及學生參與，大會有 13

題前瞻性議題報告，另針對動物營養、動物生理、動物育種、肉品加工、

經營管理及生物科技等 18 個主題，學者可依照不同領域聽取有興趣研究

成果。本所研究同仁共有 9 題報告，包含 7 題海報展示和 2 題口頭報告，

同仁藉此次會議了解國際研究狀況及成果，增加本所研究能量，藉由參與

國際會議機會，擴展研究視野及學術交流，增加臺灣研究軟實力，對我國

新南向政策頗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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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試驗所黃振芳所長亦以中國畜牧學會理事長的身份參加理事長

會議(Council Meeting)，並進行國家報告(country report)，會議決議 2020 年

第 19 屆 AAAP 由菲律賓主辦，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為該國水牛研究所所

長 Dr. Arnel del Barrio, 該研究所與畜產試驗所合作關係非常密切，建議到

時我國學術界可以結合產業組團參加，並在會場設立台灣攤位，積極推展

我國農業強項，佈局新南向。本次會議後，亦由當地華僑安排參訪乳牛、

鴨及雞產業，砂勞越獸醫部門主管 Dr. Adrian Susin Ambud 及畜牧業者皆表

達高度與我國合作的意願，建議可整合國內畜牧飼養管理、飼料添加物、

畜牧設施及設備業者等組成團隊，把當地華僑或留學台灣人士所經營的事

業體當成新南向合作的切入點，創造雙贏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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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2018 年（第 18 屆）亞澳畜產大會(Asian-Australasian Animal Production 

Congress, AAAP)在馬來西亞的沙勞越( Sarawak )之古晉城(Kuching ) 舉行

（圖 1），大會共有 19 個會員國參加，600 多位學者及專家參與（圖 2），

共發表了 378 篇海報報告論文及 171 篇口頭報告論文，大會也邀請 19 位

畜牧產業各領域的專家擔任 Keynote speaker 及 Plenary speaker，藉由各領

域傑出專家的報告（圖 3-4），讓與會人員了解目前世界畜牧產業發展之近

況與方向。 

此次會議中之論文共區分 18個領域小組，包括Non-Ruminant Nutrition、

Animal Physiology、Meat Science、Ruminant Nutrition、Animal Health、

Socioeconomics、Biotechnology、Animal Reproduction、Livestock Industry、

Environmental Issues、Forage Science、Swiftlet Symposium、Animal Breeding、

Feed Technology、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Aquaculture、Feed Technology 

Silage 及 Dairy Science 等 18 領域。 

  本次舉辦地點為馬來西亞古晉城，此地區為熱帶區域，盛產棕櫚粕的

國家，大會邀請印尼 Prof. Abdul Razak Alimon 主講「Palm Kernel Expeller in 

Poultry Diets: Is it the Right Move?」，棕櫚粕為棕櫚仁脫殼榨油後的副產品，

可作為動物性飼料，依報告資料顯示，棕櫚粕主要生產國為印尼及馬來西

亞二國，2014 年其二國生產量分別約 4.5 及 2.5 百萬噸，主要出口至紐西

蘭，約占二國出口量之 33.2 及 30%。棕櫚粕成分為乾物質 94%，粗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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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量 14-21%，總能 4.998 Mcal/kg，代謝能 1.7-2.5 Mcal/kg，粗纖維含量

21-23%，棕櫚粕在各動物使用情形，建議使用量不超過飼糧 10-15%，因

其粗纖維含量高及適口性較差，且能量和粗蛋白質利用性差，直接影響該

原料使用量，一般反芻動物使用量較高，反之，於單胃動物則受限其使用

量（圖 5-6）。 

  韓國首爾大學 Prof. Yoo Yong Kim 主講「Strategic Feeding and Nutrition 

in Monogastric Animal」，動物採食量與能量攝取有密切關係，當動物增加

能量攝取量則降低採食量，此議題相當有趣，關連原料及飼糧適口性，台

灣對此議題研究不多，在動物換料或原料評估其適口性，如動物對給予適

口性不佳飼糧則影響動物生長性能，嚴重導致消瘦或死亡。針對動物飼料

風味評估方式為味道、嗅覺及口感（Flavor=Taste + Olfaction + Mouth feel），

如能在動物受環境及管理緊迫時，增加一些適口性佳動物添加物，提升動

物採食量，則對腸道發育具有正面效果，其建議夏季高溫時，可使用各類

具有甜類添加物，其中較廣泛使用葡萄糖及果糖等，這對養猪產業則相當

重要，仔猪離乳過程中，當仔猪因離乳過程採食量不佳，直接影響腸道發

育及生長表現差，間接導致仔猪抵抗力變差，疾病則趁機進入，仔猪於保

育期飼養則出現問題，當仔猪腸道因採食變差受損，其需長時間恢復，如

能解決此問題，可提升保育猪隻育成率。因此，開發仔猪適口性佳之配方

對養猪產業則相當重要（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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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大會主題為全球畜產在環境的挑戰之議題，全球氣候暖化造成農

業生產挑戰、農業循環經濟與在地生產等問題，各國積極利用在地副產物

作為芻料作物，如油棕(Oil palm)副產物、樹薯(Cassava)、廢棄菇類基質

(Spent mushroom substrate)、全株稻稈青貯(Whole crop rice silage)與豆腐渣

(Tofu waste)等相關副產品，有些副產品調配過程會添加乳酸菌屬 (L. 

plantarum; P. aeruginosa; S. cerevisiae; A. baumanni)以提升其消化率與適口

性，利用農業副產物做為青貯料，可降低反芻動物飼養成本。臺灣進口國

外乾草約占整體需求量約 50-55%，國內研發機構需有效利用副產物及建立

國產芻料調製技術，以取代進口芻料。 

本次與會使我們瞭解全球暖化問題，畜牧產業正面臨問題及因應策略

等議題，值得研究人員深思及探討。各領域討論之議題與本所業務均有相

關，且內容相當充實，僅能於有限的時間內就各重點主題節錄相關之議題，

建議若經費許可，未來可考慮擴大派員參與，以蒐集及暸解更多國際間之

新資訊及重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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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大會議題涵蓋18個領域，海報開放展示時間為每日上午及下午二個時

段，各國研究人員可了解研究方向及與展示學者進行交流，謹就與本所業

務較為相關之重要內容及同仁參加後心得舉列。 

一、 心得概要 

（一）口頭發表論文： 

1、主題一：「Evaluation of boar semen quality by WST-8 assay」 

（報告者：林秀蓮助理研究員）（圖 9） 

比較 WST-8 酵素還原反應法、流式細胞儀 (FC) 和電腦輔助精

子活力分析系統 (CASA) 之結果，用以建立 WST-8 酵素還原反應法

於分析猪精液品質。試驗結果顯示，猪精液濃度為 300×106cells/mＬ

時，以 WST-8 分析測定效果最佳。WST-8 還原率與精子存活率、頭

帽完整性、粒線體完整性及精子活力具高度相關性，且相關係數與

反應時間成正比。上述結果顯示，WST-8 酵素還原反應法可用以評

估公猪精液品質。 

2、主題二：「Moving towards agricultural 4.0 in Taiwan with smart 

technology of top five robotic applications in dairy cattle farm」 

（報告者：吳明哲組長）（圖 10） 

台灣智慧農業 4.0 科技導引乳牛場建置五大動線機器人，進行人

機輔具作業環境建置及智慧化管理乳牛場，催生我國新型態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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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機器人上線來替代酪農戶人工，進行(1)每日擠乳動線、(2)每日餵

養牛隻動線、(3)每日清理牛隻糞尿及環境整潔動線、(4)週期管理母

牛分娩及仔牛飼養動線、(5)週期監測牛隻健康動線等五大日常工作

動線替代勞力。本研究選定 20 家種牛場導入智慧型五大動線機器人

及其感測系統，建置機器人示範場域，從推料餵養、擠牛乳、哺育

仔牛到牛舍地面整潔管理模式更動。智慧型機器人上線來替代人工

的研究資料顯示種牛場已能建構省工、省時及精準之全方位生乳生

產模式，讓乳牛產業升級及產出高品質的牛乳。 

 

（二）海報展示 

本屆亞澳畜產大會發表文章，內容闡述本所研發成果及技術創

新等（本所共發表 9 篇詳如圖 11-16），並節錄有關研究成果及心得。 

1、 本所林正斌研究員兼組長和李姿蓉助理研究員一同與泰國學者 Dr. 

Mapato 討論其試驗中的狼尾草品種「Mahasarakham」之特性，該品

種屬於矮莖型，在當地使用約 10 年，又名甜牧草(Sweet grass)，粗蛋

白質含量高達 14.7%，酸洗纖維 33.1%，中洗纖維僅 55.7%，適合青

飼或青貯餵飼乳牛。李姿蓉助理研究員一併向 Dr. Mapato 展示本所

選育的 7 個狼尾草品種特性，由於 Dr. Mapato 並非該品種的育種者，

也不清楚此品種的來源及泰國植物種源交換之相關規定，故相互交

換名片再進一步聯絡，可供未來雙方合作或互訪方式。回國後，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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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Mahasarakham”相關文獻，該品種再生 10 個月後，株高僅 132cm，

葉莖乾物比 1.68，每公頃每次可收割約 39 公噸的鮮草，其生長緩慢，

葉片多等特性與本所選育之狼尾草台畜草三號特性相似，推論狼尾

草品種“Mahasarakham”和狼尾草台畜草三號應屬同個親本，均來自

美國的“Merkeron”和 “Mott”。  

2、 日本研讀學位的埃及 Ms. Fitri 和 Ms. Mousa 二位女士，分別提出利

用日本柿餅副產物—柿皮青貯之調製方法及利用。試驗緣由是要處

理大量的農副產物—柿皮，日本年產 30 萬公噸的柿子，包含作為鮮

果的甜柿和柿餅的澀柿，每年產出近數千公噸的柿皮，小農可作堆

肥處理，大型加工廠產出的柿皮如何處理則是一大問題，柿皮含有

丹寧(Tannin)和高含水率，待解決後，未來將進行動物試驗。臺灣一

樣也有農副產物處理及生產過剩的問題，畜試所曾接手多樣蔬菜和

水果的青貯任務，也因蔬果水分含量過高須添加玉米粉或麩皮等吸

水物質，在此次會議中第一次遇到利用農副產物—柿皮製作青貯，

更要瞭解蔬果的二次代謝物成分和含量是否對經濟動物有害，之如

國產愛文芒果皮，雖含有花青素等有益物質，但對於患有乳糖不耐

症者易造成傷害，或無法透過青貯等調製降低有害物質的含量，則

須謹慎小心其飼糧比例。由於柿子等有生產季節限制，無法全年供

應，在畜牧場動物營養管理上更需周詳規劃。 

3、 馬來西亞大學動物科學系 Dr. Jusoh 嘗試開發豆科牧草作為兔芻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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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野生花生(Arachis pintoi)、山珠豆(Centrosema pubescens)和尖葉木

藍(Indigofera zollingeriana)三種豆科植物混合，生產具高營養價值之

兔隻芻料，若未來要開發成兔隻的完全日糧，仍需與其他飼料原料

調製成粒狀飼料，以符合兔隻營養需求。另有學者以辣木(Moringa 

oleifera)作為牧草的開發。臺灣因氣候無法使苜蓿全年生長或多年生，

只能在秋和冬季較乾冷的季節種植，畜牧業對豆科牧草的需求，只

能依賴進口。目前已收集臺灣各種豆科植物性狀及營養成分。礙於

生產成本和栽培土地等考量，因此自我限制發展，建議牧草生產朝

向粗放生產再加工成精緻產品，利用在地豆科植物開發不同種類和

形態的飼料，不侷限在乾草或青貯調製利用上。 

4、 印度洋地區的氣候改變及聖嬰氣候現象的衝擊力道，造成印尼等地

帶來嚴重乾旱。印尼學者假設在乾旱時期，無法生產玉米等原料，

藉由稻穀、銀合歡、田菁或南洋櫻(Grilicidia sepium)等取代玉米用量

及調整肉牛隻飼養模式，可因應氣候變遷之缺糧現況。 

5、 在巴基斯坦，Mr. Ullah 探討羅滋草(Rhodes grass)在巴基斯坦栽培的

試驗，收集當地不同播種密度和割期下之鮮草產量及農藝性狀等資

料，顯示較高的播種密度可獲得較佳的牧草品質和產量。臺灣早年

也有引進羅滋草，經評估並不適合臺灣市場需求，單位面積產量不

足抵銷生產成本，而在巴基斯坦是良好的牧草種類，因此在開發某

種植物作為牧草作物，除評估其營養價值和產量外，應以當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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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壤條件開發適合栽培管理模式，這些是需要持續探討。 

6、 台灣經濟動物之芻料來源包括青刈玉米、狼尾草、盤固草、尼羅草

及豆科牧草-苜蓿等，這些芻料自給率不到 60％，其中仍大部分需仰

賴進口，面臨氣候環境變遷情況下，不管是人類之糧食或牲畜之芻

料都越來越短缺，善加利用農糧作物、蔬果及其副產物或格外品作

為經濟動物之芻料來源，以補充飼糧短缺及未來重要的研發方向。 

7、 本所生理組林秀蓮助理研究員應用 Percoll 梯度離心法分離品質優、

劣之雞精子，並比較單層及雙層 Percoll 之分離效果。結果顯示，應

用單層 Percoll 70、Percoll 80 和 Percoll 90 於公雞精子分選效率優於

雙層 Percoll 35/70、Percoll 40/80 和 Percoll 45/90。 

8、 本所生理組陳裕信助理研究員主要是探討優化蘭嶼猪的超數排卵處

理方法，研究顯示，依蘭嶼猪體重與施打不同劑量之 PMSG 可增加

蘭嶼猪的超級排卵數。 

9、 學者 Ratchamak, R.研究添加不同絲膠蛋白的濃度於猪精液冷凍保存，

可提高精子於冷凍保存中的抗氧化的效果。絲膠蛋白為蠶在生產蠶

絲時所分泌的一種蛋白質，並經萃取的方式取得，其類似熱休克蛋

白 70 的蛋白質，該學者能將它應用於猪精液冷凍保存中實在是不簡

單，有效的保護精子於冷凍保存不被低溫所損傷的一種蛋白質。 

10、 現在的畜牧業的生產可給合生物技術與人工生殖平台，提升全世界

畜牧生產量。現今人工生殖技術已實際應用於牛及猪之繁殖，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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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工授精（AI）、冷凍精液、選性精子篩選等。另，牛隻已廣泛

利用胚胎移植及其相關技術，有效輔助生產優良牛隻，目前本所生

理組已具備上述之牛與猪相關技術，顯示出本所於人工生殖技術與

國際相關技術並駕齊驅，未來將積極與國外大學及研究單位互訪及

技術交流，提升更有效率及新穎之生殖技術，作為產業後盾及科技

技術。 

11、 本次會議各國學者針對提升保育猪育成率之研究分別如下，Hwange

等研究指出在日糧中添加 75 ppm 奈米鐵(nano-Fe) 有助於猪隻生長；

另 You 等研究指出，日糧中添加 0.1 %谷氨酸鈉 (monosodium 

glutamate,  MSG) 可促進保育猪採食量。本所高雄種畜繁殖場張伸

彰主任研究指出，保育猪飼糧中添加 0.5-2%桑黃發酵物，對保育猪

生長無不良的影響，此發酵物具有抗氧化效果。 

12、 在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影響，尋求耐(抗)熱方法或品種選育為各國研

發之方向，本所高雄種畜繁殖場李秀蘭助理研究員與屏東科技大學

沈朋志及張秀鑾教授共同研究，利用不同母系來源雜交猪種其母性

遺傳對熱耐受性，目前研究成果顯示，KD 猪隻（母性遺傳源自梅山

猪）於熱季飼料轉換率顯著較 DK 猪隻佳（母性遺傳源自杜洛克），

KD 猪隻之呼吸頻率顯著較 DK 者少。Laodim 等研究是利用單苷酸

多態性（SNPs）與產乳量性狀之相關分析，藉由相關性選留適合泰

國環境下具耐高溫且高產牛隻。中興大學黃三元老師實驗室，從



16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挑選 Body temperature (BT) 

基因利用單苷酸多態性（SNPs）進行分析，結果顯示，此方法可以

作為雞隻耐熱型篩選方法。 

13、 當地畜禽業者與本所黃振芳所長、陳立人組長、張伸彰主任、陳水

財副研究員、屏東科技大學張秀鑾教授及林美貞副教授等專家學者

（圖 17），針對馬國牛隻選育、台灣乳牛性能、進口乳牛及馬來西

亞畜牧產業發展交互意見。 

14、 Dr. Kazuhiro Kikuch 邀請本所黃振芳所長參加 2019 年在日本沖繩舉

辦之黑猪產業學術交流研討會（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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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由於大會演講及壁報涵蓋議題廣泛，在有限的時間內僅能就各重點

議題節錄相關資訊。除研討會之主題演講與壁報展示外，大會也安

排了一些贊助廠商展示最新的研發成果及儀器設備等，下次會議可

藉由攤位展示我國產官學研發成果。 

（二） 藉此機會瞭解各國研究議題方向，同時也比對相關領域之研究設備，

積極認識各國研究團隊，藉此鞏固本所與各國技術交流，同時並拓

展未來更多國際合作之機會及推動。藉由此次研討會交流及精進科

技研發，達成與國際接軌及推動我國新南向政策。 

（三） 參加國際會議之研究人員了解國際當前之研究方向及研究結果，作

為自身研究方向之參考，參加國際會議亦可認識他國研究學者，。

參加 AAAP會議能了解亞澳地區畜牧業之發展及國際畜產動向，亦

建議相關單位應多提供經費補助研究同仁出國發表之經費，提升國

內畜產之研究水準。 

（四） 2020年第19屆AAAP已決定在菲律賓之宿霧城舉辦，期待下次有更

新穎的技術發表及交流，研發對國內畜牧產業更多的技術，提升研

究人員研究成果及產業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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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照片附附錄 

圖 2.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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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大會

灣研究學者

會會場 

者專家團體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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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大會主

圖 4.專題

主席致詞 

題演講 

 

 



圖 6.印

圖 5.全

印尼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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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國棕

馬來西亞之

棕櫚粕生產

之棕櫚粕出

產量 

出口各國比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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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飼

圖 8. 飼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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飼糧能量與

糧風味評估

與採食量

估方式及嗅

量關係 

嗅覺基因 

 

 



 

 

圖 9.口頭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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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發表-林

口頭發表

林秀蓮理研

表-吳明哲組

研究員 

組長 



 

 

圖 11

圖 12. 

1.海報論文

海報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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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發表-林

文發表-張

林正斌研究

張伸彰副研

究員兼組長

研究員兼主

長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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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報

14.海報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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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陳

表-陳水財副

陳裕信助理

副研究員 

理研究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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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5. 海報論

6. 海報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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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姿蓉助

-李秀蘭助

助理研究員

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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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當地畜

陳水財

圖 18.黃

畜禽業者與

財副研究

黃振芳所長

與畜試所黃

究員及屏東

長與 D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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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芳所長

東科技大學

Kazuhiro K

長、陳立

學張秀鑾教

Kikuchi 

立人組長、

教授、林美

（黑猪產業

張伸彰主

美貞副教授

業學術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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