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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自動推料機提升泌乳牛乳量與乳品質 

 

新竹分所 葉亦馨、王思涵、林宗毅、凃柏安  

 

泌乳牛採食量與泌乳量的重要關係 

採食量是促進牛隻泌乳的最重要因素。許多研究著重於改變飼糧中營養配方以

促進泌乳牛採食量，且採食量同時亦受到動物行為及人為管理（包含採食行為、環

境適應、健康情形及社交行為）的影響，增加餵飼次數亦會提高牛隻採食量。研究

認為少量多餐（1 天餵飼 1 次以上）的飼養方式對牛隻有增加乳脂肪或乳量分泌量

的好處，其乳蛋白率、乳蛋白量、乳總固形物率及量亦均有增加的趨勢。少量多餐

的概念是藉由多次餵飼吸引牛隻採食，以增加每日總採食量，並且能避免精料一次

過量進入瘤胃，進而穩定瘤胃 pH 值及增加乳脂肪量、可消化纖維及生產效率。乳

牛場日常推料作業之目的同樣是為了增加牛隻採食意願及提升採食量，但傳統受限

於牧場人力配置無法於夜間進行多次推料，因此在夜間使用自動推料機進行推料，

可讓牛隻隨時順利採食，不用伸長舌頭或頸部去採食，除了可促進牛隻採食意願，

同時還可為牧場節省人工。 

 

應用自動推料機提升乳量及乳品質 

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對於自動推料機導入後對泌乳牛動物行為的影響，進行長

達 3 年的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自動推料機可顯著提升泌乳牛群採食及反芻行為，

但不會影響牛隻休息時段的分布。進一步比較夜間自動推料與未推料兩組，推料組

於晚上 19:00、20:30、22:00、23:30 及 1:00 進行自動推料一次，兩組的起始乳產量

皆沒有顯著差異（表 1），觀察整個泌乳期後，發現整體泌乳期可提升乳產量 16%、

提升乳脂肪產量 9%、提升乳蛋白質產量 8%、提升乳糖產量 16%、提升酪蛋白產量

8%及提升無脂固形物產量（solid-not-fat, SNF）13%。而牛隻處於不同泌乳階段的乳

產量提升比例也不相同，但整體來說，夜間自動推料在泌乳期的前 10 個月會顯著提

升乳量（圖 1），並在泌乳期的前 4 個月顯著提升乳脂肪產量及無脂固形物產量（圖

2）。使用自動推料機的確可顯著提升荷蘭泌乳牛的乳產量及乳成分產量，且若能在

泌乳前期特別增加推料次數以充分供應 TMR，可在短時間內就發揮提升乳產量及乳

品質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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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夜間應用自動推料機對於乳產量、乳成分及脂肪酸組成分的比較。未推料組累

計 62 頭，推料組累計 63 頭。 

性狀 

組別  

未推料組 

(A) 

推料組 

(B) 

差 異

(B-A) 

乳產量, kg/天 19.778 * 23.039 † +16% 

能量校正乳產量, kg/天 21.261 * 23.508 † +10% 

乳脂肪產量, kg/天 0.857  * 0.938  † +9% 

乳脂肪率, % 4.183 * 4.018 † -0.04% 

乳蛋白質產量, kg/天 0.725  * 0.785  † +8% 

乳蛋白質率, % 3.538 * 3.379 † -0.04% 

乳糖產量, kg/天 0.955  * 1.116  † +16% 

乳糖率, % 4.677 * 4.749 † +0.02% 

酪蛋白產量, kg/天 0.564  * 0.612  † +8% 

酪蛋白率, % 2.753 * 2.635  † -0.04% 

無脂固形物產量, kg/天 1.825  * 2.067  † +13% 

無脂固形物率, % 8.943 * 8.851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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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夜間應用自動推料機（w/ feed pusher，實線為推料組；w/o feed pusher，虛線為未

推料組）與不同泌乳階段牛隻乳產量的比較。各泌乳月數差異顯著於線上標註。

ns，無顯著差異。MIM，Month In Milk，泌乳月份。 

 

 

 

 

 

 

 

 

 

 

 

 

 

 

 

 

圖 2. 夜間應用自動推料機（w/ feed pusher，實線為推料組；w/o feed pusher，虛線為未

推料組）與不同泌乳階段牛隻對於生乳中乳脂肪產量（a）及無脂固形物產量（b）

（kg/天）的比較。各泌乳月數差異顯著於線上標註。ns，無顯著差異。MIM，Month 

In Milk，泌乳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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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推料機節省人力及減少飼料浪費 

新竹分所於 110 年間針對國內已使用自動推料機之酪農戶進行使用情形問卷

調查，在實際回收的 31 份問卷中，50%的酪農表示使用自動推料機之後，每日每頭

牛增加乳量 1 至 2 公斤（圖 3）。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在使用自動推料機之前，77.4% 

的酪農每日耗費 1 至 3 小時進行人工推料（圖 4）。而在使用自動推料機之後，77.4% 

的牧場仍然會搭配人工推料（圖 5），主要是因為補充人工推料時可以順便進行分

料及觀察牛隻吃料狀況，也可以解決剩餘飼料太少時，自動推料機無法將剩餘飼料

推至定位的問題（圖 6）。此外，使用自動推料機的牧場有 61.3% 會於夜間特別加

強推料頻率，以節省夜間人員出勤時間。另有關推料頻率，41.9% 的牧場每小時推

料一次，22.6% 的牧場則是於下料後視採食狀況，調整自動推料機推料次數；9.7% 

的牧場少數則是於每 2 小時自動推料一次（圖 7）。受訪酪農有 74.2% 表示自動推

料機確實能減少飼料浪費；96.8% 表示應用自動推料機可節省人力降低工時（圖 8）。 

 

 

 

 

 

 

 

 

 

 

 

 

 

圖 3. 調查使用自動推料機每日平均每頭牛增加之乳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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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使用自動推料機之前每日人工推料時間的酪農戶占比。 

 

 

 

 

 

 

 

 

 

 

 

 

 

圖 5. 使用自動推料機並搭配人工推料的酪農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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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使用自動推料機後，搭配人工推料的時機及原因(複選)。 

 

 

 

 

 

 

 

 

 

 

 

 

 

圖 7. 使用自動推料機的頻率與時機(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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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調查使用自動推料機之優點(複選)。 

 

選購自動推料機的考量因素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酪農朋友在選擇自動推料機時，設備功能是最多人重視的，

其次是後續維修因素，配合場內配置及價格因素則分居第 3 及第 4（圖 9）。目前引

入國內的自動推料機有 4 個品牌，各品牌特色不同，並非所有自動推料機都可以滿

足酪農的個別需求。建議酪農朋友在選定設備之前，除了仔細向代理商詢問產品特

性規格和價格外，應考量場內作業流程、場地設置、地面狀況、路線長短、是否需

串聯不同牛舍、功能是否符合場內需要、操作介面是否簡單易用、保養維修費用及

後續廠商服務等因素。若能先至其他場觀摩使用情況，並分析該項設備是否適合自

己的牧場應用情境，應可減少購入後細節磨合甚至不適用之情形發生，讓設備投資

的支出充分發揮效益，轉化成更高的乳量營收，達成省工又增加乳量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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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購買自動推料機考量因素之酪農戶占比(%)(複選)。 

 

 

乳牛場導入智能化設備之目的在於增加整體經營效益，節省消耗在規律及重複

性工作上之時間及勞力成本。自動推料機搭配牧場日常作業及依照牛隻日、夜間作

息進行有效推料，可提升採食與反芻活動，就像是以人工穩定的進行多次餵養或推

料作業。而與傳統人工推料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夜間可依照需求增加推料頻率，

員工休息時間仍然可以繼續餵養牛隻，節省下來的人力可以把牛群照顧得更好，讓

健康的牛群有更好的泌乳表現。此外，建議購入設備後應做好員工教育訓練，使多

數員工了解自動推料機之操作、設定及簡易故障排除，避免自動推料機發生故障或

迷航時無人能即時排除之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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