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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牛的一生：從小牛到泌乳牛的成長過程 

撰文、拍攝/臺大動科系 周勤育 

⚫ 導言 

「鮮奶」從古至今都是不可或缺的飲品。在畜牧業中，酪農業也是非常重要的產業。

乳牛為人提供了珍貴的生乳。然而，對於這些可愛的毛茸茸的動物，可能很多人只關注牠

們在牧場生活的短暫時間，並不了解牠在整個生命的過程及怎麼產生生乳。本篇文章，將

帶您深入了解乳牛的一生，從小牛到泌乳牛的成長過程。 

⚫ 出生和幼年 

當小牛出生時，會被稱為「仔牛」，此階段

就如嬰兒時期，需要特別細心照顧與餵飼，以確

保牠們健康成長。在一出生，仔牛會喝母牛的初

乳，"初乳"是一種富含抗體，有助於仔牛的獲得免

疫球蛋白的生乳，出生後 12 小時內會至少餵飼兩

次，給仔牛最佳免疫保護力。 

出生一周後，酪農開始提供乾草與飼料，讓

牠們慢慢適應固體食物，從液體變換成固體食

物，可以刺激瘤胃發育，讓仔牛慢慢轉變成真正

的四個胃的草食動物。 

在仔牛的照顧上，需要多特別注意溫度，提供舒適和乾燥環境，以確保它們不受冷與

熱的影響，讓牠們健健康康長大。 

⚫ 成年 

當仔牛逐漸長大成年後，酪農會做"移欄"的動作，移欄是將長大的仔牛換到更大的飼

養區域，此階段的牛，會稱為「女牛」，在飼料營養上會調整成以維持生長及未來懷孕的

圖 1. 仔牛餵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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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在女牛在 14～16 月齡後，酪農會進行人工配種，使女牛懷孕。乳牛通常每年都會配

種一次。在配種前，酪農會仔細選擇適合的種公牛精液，以確保後代具有良好的遺傳特性。

在配種成功後，女牛就會變成「孕女牛」，進入 280 天的懷孕期，為期 10 個月。 

⚫ 分娩及產奶 

當孕乳女牛接近分娩時，約 30 天前會被轉移到

「待產區」，這是一個準備產下仔牛的區域，有助於保

護母牛和新生仔牛的衛生安全。分娩過程通常需要約

2～3 小時。新生的仔牛通常會在一小時內站起來，開

始吸吮初乳。 

在分娩後，酪農會立即為母牛及仔牛做初步的生

理檢查，確保在分娩過程沒有受傷。孕女牛分娩後就

會變成「泌乳牛」，這是開始生產生乳的開始，分泌乳

汁，為期長達 305 天的泌乳期，期間在泌乳牛分娩後

60 天後，讓泌乳牛的子宮恢復好以及卵巢的濾泡發育完成後，會再一次的進行配種，進入

下個循環。 

⚫ 結語 

乳牛的一生包括出生、幼年、成年和分娩等多個階段，每個階段都需要特別的照顧和

管理。酪農在整個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以確保牛隻的健康和動物福祉，同時提供新

鮮的生乳。 

通過深入了解乳牛的一生，我們更能在食用鮮乳的同時，也了解乳牛在農業中的價值

與重要性。同時，我們也能更好的理解酪農的努力，以確保乳牛在整個生命過程中，都受

到適當的照顧和關注。 

圖 2. 分娩完成，母牛幫仔牛 
 舔乾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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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植物教學醫院與臺北市農業 

撰文/臺大植物教學醫院 簡立雯儲備植物醫師 

拍攝/臺大植物教學醫院 簡立雯儲備植物醫師、徐雯貞專任助理 

⚫  臺大植物教學醫院成立目的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簡稱「臺大植物教學醫院」，以下稱「本院」)為附設於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下的功能性單位，主要宗旨為四大方針「正確診斷、精準用藥、友善農

業、安全健康」四大方針為宗旨，且配合政府積極推動植物醫師制度。本院設有兩個院區，

分別為臺大校總區(圖 1)及雲林校區分院鋤禾館(圖 2) 108 室。 

 

 

 

圖 1.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校總區，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三段 30 巷 2 弄 2 號（舟山路直行到底） 

圖 2.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雲林校區分院位於鋤禾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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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臺北市政府結緣 

本院與臺北市政府業務上交流一開始是因秋行軍蟲結下，當時 2019 年 6 月 8 日於苗

栗縣飛牛牧場發現首例，之後全臺灣各地陸陸續續傳出災情，當然臺北市也不例外，臺北

市主要農業區位於山坡地保護區、山坡地及關渡平原、社子島地區。秋行軍蟲為雜食性，

在臺北市士林區及北投區最主要危害作物為玉米，又臺北市內之農民多為有機或友善耕

作，因此當時玉米植株危害嚴重（圖 3）。日後臺北市政府委託本院針對特定疫病害蟲做監

測計畫，藉由監測結果了解疫病害蟲族群變動趨勢，即時通知農民提早防治。 

⚫ 臺北市瓜果實蠅族群現況 

臺北市於士林及北投區之山區種有果樹，東方果實蠅寄主超過百種，絕大部份經濟果

樹皆會危害，也因為臺灣是東方果實蠅疫區，外銷水果受阻，例如輸日芒果需經過蒸熱處

理，確保東方果實蠅不會在果實上存活，主要是防止入侵他國風險。另，瓜實蠅主要危害

瓜類果實，但臺北市監測到瓜實蠅種類為南瓜實蠅，南瓜實蠅與瓜實蠅生活習性相近，亦

有可能瓜實蠅及南瓜實蠅同時發生，只是臺北市士林及北投區主要族群為南瓜實蠅。近兩

年(109 年及 110 年)士林及北投區東方果實蠅族群趨勢如圖 4，主要是 7 或 8 月族群開始

上升，建議 6 月份開始區域共同懸掛誘引器防治，而農友之園區內防治可參考圖 5 操作。 

圖 3. 秋行軍蟲啃食在玉米之危害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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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項目 

本院本著使用者付費之原則，收費標準表可上本院官方網

站 (https://homepage.ntu.edu.tw/~ntupth/Default.html)

查詢，但市民們種植的盆栽，若需相關服務現階段為不收費，

建議可攜帶至本院看診，或加入官方 line(圖 6)做詢問。 

圖 4. 民國 109 年及 110 年於臺北市士林區及北投區之東方果實蠅族群變化圖 

圖 5. 東方果實蠅非農藥之綜合防治策略 

圖 6.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官方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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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離別是為了將來更好的相聚－水花園臺大蒲葵道市集 

整理報導、拍攝/臺大農推會 

近年來，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關注不斷攀升，尤其在追求新鮮且安全的農產品方面，

許多人會選擇到農夫市集進行採買。農夫市集作為小農自產自銷的平台，為消費者和生產

者提供了一個面對面的互動場域。而有機農夫市集更是匯聚了主張友善環境、尊重大自然

的農友，為民眾提供更多天然健康的食材選擇。在這其中，以位於臺北市的「水花園有機

農夫市集」最具規模與知名度，且與國立臺灣大學頗有淵緣，請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的誕生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以下簡稱「水花園市集」）的前身可以追溯至 2011 年 5 月，

當時由臺灣大學生農學院舉辦的「臺大有機農夫市集」，因市集管理欠缺經驗未上軌道，

故於 2012 年 1 月底停辦。曾參與市集的農友自發地聯繫了非營利組織臺北市文化探索協

會，由其擔任市集的統籌方。隨後，市集的場地轉移到公館自來水園區的水霧花園，重新

啟動，因此在 2012 年誕生了「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水花園市集以「有機」為名，每個

月都進行嚴格的抽驗送檢，連續七年來一直為消費者把關，同時建立了完整的組織管理體

系和農民的自律精神。後來，由於水霧花園的場地整建，市集必須另移他處，而與臺灣大

學再度結下緣分。 

⚫ 與臺大的緣分 

大學與農夫市集的結合是食農教育的極佳體現。在 2019 年，當水花園市集尋找新場

地時，臺大生農學院給予熱忱的支持。生農學院希望透過臺北市文化探索協會在策展活動

上的專業能力，與臺大生農學院的資源和環境相互融合下，營造與其他農夫市集不一樣的



 8 

獨特風格。隨後，生農學院指派由臺大農推會協助該協會，在 2019年 10 月成功申請到校

內蒲葵道場地，成為水花園市集的固定場域，並於每週六開市。這樣的合作模式不僅為市

集提供了穩定的場所，同時也促成了大學資源與市集結合，為食農教育提供了豐富的場域

與實踐機會。 

⚫ 每週六與師生、市民的約會 

每到週六就集結來自全臺約 40 個市集攤商，將自家農園最新鮮的有機生鮮蔬果，以

及有機或友善農產加工品和日用品直送到臺大來，促成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面對面互動。每

位市集農夫都能透過此平台，將對農業的堅持和知識傳遞給消費者。同時，這也是一個讓

消費者與更多珍惜健康、生態、土地的在地農民朋友相識的機會。透過這種直接的交流，

讓消費者更深入了解產品的來源和製程，找回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連結與信任感，創造綠色

循環經濟。 

 

 

 

 

⚫ 獨樹一幟的市集 

在例行性的「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外，還會不定期辦理主題性活動如「種子生活節」、

「品味山村活動」，或在臺大農業陳列館內舉辦靜態論壇如「循環經濟小論壇」、「綠色友

圖 1. 透過直接的交流，讓消費者更深入了解產品的來源和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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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手作 DIY」、「原民系列講

座」…等等，以此多元形式之活

動，不僅豐富了市集的內容，還

有助串聯臺大內部資源與促進

交流。在辦理大型主題活動時，

市集攤位數可多達到 60 攤，使

整個活動與校區熱鬧非凡。 

 

⚫ 疫情影響 

2020 年春天開始由於受 COVID-19（新冠肺炎）影響，臺大校方為避免群聚造成傳

染，因此在該年暫停了市集的申請長達 4 個月，直到 6 月在實行實聯制措施下才恢復營運。

2021 年 5 月臺灣本土疫情嚴峻，第三級防疫警戒範圍擴大至全國，迫使校方決定停止所

有的校內外活動，導致水花園市集在臺大的場地停市長達 18 個月，直到 2022 年 12 月疫

情穩定後，校方才同意市集在蒲葵道再度開市。 

⚫ 暫時的離別 

疫情後，民眾的購物習慣發生改變，網購的佔比提升，再加上物價不斷上漲，導致市

集的買氣不如以往。同時，臺大人文大樓新建工程因鄰近蒲葵道，考慮到施工的安全因素，

校方自 2023 年 12 月起暫停了校內外單位租借蒲葵道西側的位置，這也迫使水花園臺大蒲

葵道市集再度暫停營運。不過，水花園團隊已開始協調尋找校內外其他場地，希望能夠早

日重新開市，繼續為大家提供獨特的農夫市集體驗。雖然離別是短暫的，但期待未來水花

園市集能夠以更美麗的姿態回歸臺大，譜出新的精彩篇章。 

圖 2. 2020年種子生活節在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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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豐年雜誌 20200928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  串連小農與餐飲業者的市集 3.0」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44865 

2. Green Media 「【逛市集】城市與田園的交會之地：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

https://greenmedia.today/article_detail.php?cid=9&mid=66 

3.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臉書 

(臺大農業推廣通訊 第 145 期全文完) 

圖 3. 水花園臺大蒲葵道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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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讓你說  徵圖徵文活動 

 

本期通訊將同步刊載至： 

   臺大農推會 Facebook                 官網 

  www.facebook.com/ntucae      ntucae.ntu.edu.tw 

 

 

 

 

 

若您對本期內容感到滿意： 

  歡迎至 Facebook 按讚、分享、給我們打氣鼓勵！ 

 

不論您是臺大老師或一般民眾，若您有農業新知想與大家分享，或本身從農有遇到寶貴

經驗。歡迎撰文來信至農推會信箱 (ntucae@ntu.edu.tw)，經審核通過後，將為您編入下

一期通訊中，讓更多人知道有關農業的訊息！ 

投稿原則： 

1. 主題包含農業推廣、農業新知、農業產銷、農業政策、農村振興、社區發展……等相關報

導與論述文章。 

2. 文長在 1,000 字以內紀錄於 Word中，並請提供照片及其說明。 

3. 來信請告知作者姓名、服務單位、電話、Email。 

4. 有關著作權法等文稿責任由作者自負。 

5. 文稿經刊登後，本會擁有出版權，並歡迎轉載，作者若不同意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