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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臺灣畜牧產業概況 

氣候變遷對全球糧食安全與畜牧業的挑戰 
 

熱緊迫是什麼? 

    -熱緊迫對乳牛的健康影響 

    -熱緊迫評估方式 

    -預測氣候變遷下臺灣的溫濕度變化 
 

臺灣酪農業與熱緊迫之相關研究 

    -評估臺灣相應之熱緊迫之THI閾值 

    -氣候變遷對於臺灣乳牛生理與生產之預測 
 

熱緊迫的調適策略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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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畜牧產業發展現況 

畜產品總產值1,858億元，豬 767億元，白色肉雞280.7億元，有色肉雞248.1億元，牛乳117.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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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21年臺灣畜產產值圖。 

 

圖1 、2021年臺灣農產品生產總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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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乳業發展趨勢與潛力 

產業發展的趨勢和市場成長潛力：進口鮮乳持續增加，消費市場具成長潛力。 

國內6萬頭乳牛，年產47.2萬公噸，產值154.6億元。進口約4萬公噸鮮乳，持續增加。 

改善夏季高溫的乳損，提高產乳量，增加收益為可行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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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14-2023年臺灣液態乳進口量及其單價。 圖4、2012-2022年臺灣每月平均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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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臺灣與紐西蘭在WTO架構下，於
2013年7月10日簽署「臺紐經濟
合作協定（ANZTEC）」。 

近五年，紐西蘭為臺灣農產品五
大進口國家之一。 

協定在紐西蘭承諾在生效後，液
態乳配額內零關稅，且配額量將
每三年增加1,500公噸，2025年
起則取消進口配額， 

 全面零關稅進口      
（農業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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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策的重大調整，將使紐西蘭液態乳以

更低成本進入臺灣市場，對本地酪農業的

競爭力構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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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019-2023年間紐西蘭進口臺灣之農產品的 

總價值及進口量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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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全球糧食安全與畜牧業的挑戰 

氣候變遷下的熱緊迫將成為乳牛養殖過程中的重要挑戰（IPCC, 2014；T. Kuczynski et al., 
2011；Ouellet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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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到21世紀末，氣候變遷可
能導致美國乳產量損失增至
6.3%，經濟損失將增至22億美
元/年。 

受影響最嚴重的州包括佛羅里
達州（可能損失高達25%）。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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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澳洲畜牧業的乾旱與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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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基於林牧系統的環保牛肉生產 

背景：氣候變遷使亞馬遜地區遭受森林砍伐和牧場退化的負面影響，
對原有畜牧系統及農民生計重大威脅。 

原理：「基於林牧系統的再生牲畜」的新生產模式，利用林牧系統，
將樹木、灌木、草和豆科飼料納入，增加農場中植物多樣性，進一
步增加放牧肉牛數量，同時使養牛生產與環境保護相協調。 

成效：在巴西馬拉尼昂州莫納利薩莊園的林牧系統中，內洛爾牛以
灌木和草料為食。本飼養系統有助於減少牛肉生產對森林砍伐和牧
場退化的負面影響，減少與牛肉生產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並為森
林、濕地和水源的保護和恢復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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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以氣象數據分析氣候變遷造成的動物健康風險 

背景：氣候變遷的影響給畜牧生產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由於牛
的熱緊迫，氣候變遷可能導致產量和繁殖下降，並且在炎熱和潮濕
的條件下某些疾病，特別是蜱傳疾病的發生率可能更高。 

原理：透過更明確的數據分析以進行明智的決策，來了解並應對氣
候變遷可能造成動物飼養上的更多疾病和一般健康風險。 

應用：借由收集動物生產力和健康資訊的完整數據，即使在氣候變
遷及其相關風險的壓力下，印度的酪農不僅可以維持生產，而且可
以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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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緊迫是什麼?            熱緊迫對乳牛健康有何影響? 

動物面臨熱緊迫（Heat Stress）所
帶來的健康與福祉問題尤為嚴峻
（Ouellet et al., 2019）。 

當乳牛暴露於熱緊迫環境時，其乾
物質攝取量減少、躺臥時間縮短，
並降低反芻頻率，進一步導致乳產
量下降（Wheelock et al., 2010；
Grant, 2012），並對健康產生不良
影響（Polsky and von Keyserlingk, 

2017）。 

極端氣候影響不僅限於溫度升高，
歐洲部分地區因病媒蚊數量增加，
導致傳染病風險上升，進一步加劇
乳牛健康問題（Facts and Figures, 

2022）。 

 

(Polsky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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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熱緊迫影響與動物福利三大核心概念的關係圖。 

 

動物的生理機能及健康 
動物的負面感受 

動物的自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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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牛熱緊迫的表徵 

張大嘴、伸出舌頭、垂下粘稠的口水或
這些跡象組合的乳牛。 

當乳牛呼吸加快、喘氣和出汗時，牠們就會失
去水分，因而增加飲水量。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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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牛會遠離牛舍的光照處，尋求遮蔭， 

因為牠們將光的強度與熱聯繫起來。 

乳牛躺下時的核心體溫會升高，乳牛遭受熱緊
迫時，站立的時間增加，而躺下的時間減少。 

乳牛熱緊迫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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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溫濕度指數評估乳牛熱緊迫 
 

 溫濕度指數（THI），為畜牧業生產所需環境

指標，利用空氣中的溫度(T)與相對濕度(RH)

結合計算。 

 

 監測環境對動物所產生的熱緊迫程度。在此

以酪農業為主，計算公式為：  

 

THI = (1.8T + 32) - (0.55 - 0.0055RH) × (1.8T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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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氣候變遷下臺灣溫溼度指數（THI）變化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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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牛舍使用 HOBO Pro 溫度探測器，每 15 分鐘測量一次環境溫度
（Ta, °C）與相對濕度（RH, %）並根據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RC, 

2001） 提供的公式計算溫濕度指數（THI）： 

THI=（1.8×Ta+32）−（0.55−0.0055×RH）×（1.8×Ta−26） 

 

生理指標測量 

測量項目 測量工具 測量部位/方式 測量頻率 

直腸溫度 (RT) 
HOBO Pro 
數位溫度計 

直腸 

呼吸速率 (RR) 觀察腹部起伏 
腹部起伏次數  
(次/分鐘, bpm) 

每週一至週
五，每天測
量兩次 

出汗率 (SR) 
VapoMeter  
測量儀 

臀部兩側未剃毛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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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乳牛生理指標測量工具、部位及測量頻率  

圖 8、 (A) HOBO Pro 溫度探測器。 

(B) VapoMeter 測量儀。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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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ation rate

Brocken-stick regression

Breakpoint (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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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斷點回歸模型顯示泌乳牛之呼吸頻率（RR）與平均溫濕指數（THI）
之間的關係。虛線表示依變數發生顯著變化的斷點。 

呼吸頻率的熱緊迫THI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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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汗速率的熱緊迫THI閾值  

流汗速率(g/m²h) 

Sweating rate

Brocken-stick regression

Breakpoint (67.52)

S
w

ea
ti

n
g

 r
at

e 
(g

/m
2
h
)

0

10

20

30

40

50

60

Average THI

60 65 70 75 80 85 90

圖10、 斷點回歸模型顯示泌乳牛之流汗速率（SS）與平均溫濕指數（THI）
之間的關係。虛線表示依變數發生顯著變化的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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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al temperature

Brocken-stick regression

Breakpoint (70.00)

R
ec

ta
l 

te
m

p
er

at
u

re
 (
˚C

)

36

37

38

39

40

41

42

Average THI

60 65 70 75 80 85 90
連續體溫（˚C） 

體溫的熱緊迫THI閾值 

圖11、 斷點回歸模型顯示泌乳牛之直腸溫度（RT）與平均溫濕指數
（THI）之間的關係。虛線表示依變數發生顯著變化的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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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緊迫的受熱累計時間會改變牛隻行為 

總體趨勢表明，隨著熱緊迫從“無熱緊迫”增加到“嚴重熱緊迫，乳牛站立時間更久，躺臥時間降低，這可能是
不適的指標。線圖顯示THI最大值與站立時間增加有關，這表明較高的 THI 水平與熱緊迫對乳牛行為的影響更顯
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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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 

threshold1 
Lactation stage2 Heat stress level3 Milk yield, kg4 Fat ration, % Fat yield, kg 

Protein ration, 

% 

Protein yield, 

kg 

68 Early lactation None 43.964 ± 1.677 a 3.710 ± 0.175 a 1.627 ± 0.078 3.235 ± 0.054 a 1.422 ± 0.054 a 

Mild 42.600 ± 1.967 ab 4.200 ± 0.206 ab 1.679 ± 0.091 2.893 ± 0.064 b 1.248 ± 0.064 b 

Severe 39.293 ± 0.660 b 4.298 ± 0.069 b 1.676 ± 0.031 3.111 ± 0.021 c 1.219 ± 0.021 b 

Mid lactation None 42.500 ± 2.209 a 4.367 ± 0.219 a 1.825 ± 0.095 a 3.442 ± 0.098 1.451 ± 0.081 a 

Mild 38.138 ± 1.225 a 3.842 ± 0.122 b 1.466 ± 0.053 b 3.553 ± 0.054 1.351 ± 0.045 a 

Severe 35.066 ± 0.528 b 4.023 ± 0.052 ab 1.396 ± 0.023 b 3.495 ± 0.023 1.224 ± 0.019 b 

Late lactation None 31.048 ± 1.203 a 4.384 ± 0.100 1.340 ± 0.053 a 3.747 ± 0.057 ab 1.146 ± 0.039 a 

Mild 29.787 ± 1.006 ab 4.242 ± 0.043 1.251 ± 0.045 ab 3.781 ± 0.048 a 1.111 ± 0.032 a 

Severe 28.142 ± 0.518 b 4.242 ± 0.084 1.187 ± 0.023 b 3.649 ± 0.025 b 1.016 ± 0.017 b 

72 Early lactation None 45.696 ± 0.973 a 4.013 ± 0.074 a 1.822 ± 0.048 a 3.168 ± 0.036 a 1.445 ± 0.031 a 

Mild 37.784 ± 0.637 b 4.305 ± 0.113 b 1.605 ± 0.031 b 3.080 ± 0.023 b  1.161 ± 0.020 b 

Severe - - - - - 

Mid lactation None 37.457 ± 0.653 a 4.017 ± 0.065 1.485 ± 0.029 a 3.602 ± 0.027 a 1.346 ± 0.022 a 

Mild 34.083 ± 0.692 b 4.006 ± 0.069 1.361 ± 0.030 b 3.388 ± 0.028 b 1.149 ± 0.024 b 

Severe - - - - - 

Late lactation None 37.300 ± 3.781 a 4.595 ± 0.323 1.712 ± 0.164 a 3.205 ± 0.185 a 1.192 ± 0.121 a 

Mild 30.913 ± 0.635 a 4.329 ± 0.054 1.331 ± 0.028 b 3.730 ± 0.031 b 
1.145 ± 0.020 

ab 

Severe 26.991 ± 0.561 b 4.200 ± 0.048 1.119 ± 0.024 c 3.661 ± 0.027 b 0.972 ± 0.018 b 
1 Temperature humidity index (THI) = 1.8 × 𝑇 + 32 − 0.055 − 0.0055 × 𝑅𝐻 × (1.8 × 𝑇 − 26),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in (NRC, 1971). 
2 Early lactation： days in milk less than 101 days; mid lactation： days in milk from 101 to 200 days; late lactation： days in milk over 201 days. 
3 The lactating cows were grouped into 3 heat-stressed (HS) categories： No HS, maximum 9h with THI 68 or 72 within 3-day period; Mild HS, time 

of THI > 68 or 72 occurrence lasted less than 36h within 3-day period; Severe HS, time of THI > 68 occurrence longer than 36h within 3-day period. 
4 Values (mean ± SE)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among different heat stress levels within each lactation stage and THI threshold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A

B

A
A

A

B

A

A
A

B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milk_yield_daily fat_ration fat_yield protein_ratio protein_yield

L
S

 m
e

a
n

s

Dependent variables

Summary (LS means) - temp_hum_index_d-1>68

No HS HS

A

B

A
A

A

B

A

A
A

B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milk_yield_daily fat_ration fat_yield protein_ratio protein_yield

L
S

 m
e

a
n

s

Dependent variables

Summary (LS means) - temp_hum_index_d-1>72

No HS HS

降低泌乳量及乳品質10-33% 
表 2、熱緊迫時不同泌乳階段（初期、中期和晚期）乳牛的乳量、乳成分產量及乳成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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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隻熱緊迫對牛乳脂肪酸的變化 

基線階段(Days 1-3) 

建立基線資料的控制期。 

熱緊迫階段(Days 4-7) 

每日平均THI>70表示熱緊迫 

圖12、熱緊迫 (HS) 對乳牛乳中脂肪酸組成的影響，比較熱緊迫之前、期間和之後的階段。 
脂肪酸的變化凸顯了 HS 對乳牛代謝的影響。 

國
家
氣
候
變
遷
科
學
報
告
工
作
坊

4



22 

牛隻熱緊迫對牛乳脂肪酸的變化 

圖13、熱緊迫對乳牛脂肪酸譜的影響。 

熱緊迫期間各種脂肪酸（D2、D4）含量的顯著變化反映了乳牛的代謝適應。 

基線階段(Days 1-3) 

建立基線資料的控制期。 

熱緊迫階段(Days 4-7) 

每日平均THI>70表示熱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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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衝擊分析計算 

AR5 HiRAM 
THI 

溫溼度指數 

Hazards 

危害圖 

Impact 

衝擊圖 

 時間解析度：日資料 

 資料指標： 溫度/相對溼度 

 情境：基期/升溫2℃/升溫4℃ 

 

 THI > 70, 造成乳
牛熱緊迫 

乳牛持續受到熱緊迫  依據2003年N.R. St-

Pierre之公式量化衝擊預
測成果，並繪製乾物質
採食量損失、空胎天數
延長、死亡率及未來乳
產量損失 

2050年台南市酪農戶溫溼度指數

超過門檻值天數
229天

Longitude 

經度 

Latitude 

緯度 

Temperature 

溫度(℃) 

Relative 

Humidity 相對
溼度(%) 

THI 

119.2 21.5 22.36  81.59  72.63  

119.2 21.55 22.26  81.67  72.46  

119.2 21.6 22.18  81.68  72.32  

THI>70 

. . 

. 

. 

. 

119.2 22.95 19.40  76.98  66.59  

119.2 23 19.35  77.29  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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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乳牛乾物質採食量影響的數據模型 

乾物質採食量：飼糧中不含水分的部分之重量。 

 

 Heat stress 

24 

乾物質採食量（DMI）的下降會直接影響乳牛的營養攝取，導致乳產量下降（每減少1公斤DMI，乳量
損失2至2.5公斤）、繁殖性能降低以及疾病風險增加，最終影響經濟效益。因此，需研究與採取有效的管理
對策來緩解熱緊迫對乳牛的不利影響（Wei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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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乳牛乾物質採食量影響的數據模型 

泌乳動物的乾物質採食量約為每日20公斤（Haas et al., 2015），本研究以此作為基準，計算不同暖化程度
下的乾物質採食量損失百分比。 

數據顯示，基期時臺灣主要產乳縣市的乳牛平均每日DMI介於2.09至3.91公斤。當增溫2℃時，每日乾物
質採食量損失介於14.65%至26.82%；而當氣溫升高4℃時，損失範圍擴大至20.55%至36.12%。 

 

 

 主要產乳縣市 

升溫情境 

基期 

(1995-2014年) 

2℃ 

(2034-2053年)  

4℃ 

(2073-2092年) 

桃園市 2.23 3.19 15.94% 4.49 22.45% 

彰化縣 3.43 4.84 24.19% 6.41 32.05% 

雲林縣 3.16 4.44 22.20% 5.98 29.91% 

嘉義縣 2.22 3.19 15.97% 4.44 22.20% 

臺南市 3.91 5.36 26.82% 7.22 36.12% 

高雄市 2.09 2.93 14.65% 4.11 20.55% 

屏東縣 2.53 3.53 17.65% 4.97 24.84% 

表3、 不同升溫情境下臺灣主要產乳縣市之乾物質採食量損失與損失百分比 

(單位：公斤/頭/日) 
圖14、不同暖化程度情境下主要產乳縣市乾物質採食量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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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低下與空胎天數延長之氣候適應模型 

空胎天數：分娩到下一次配種成功的間隔天數。 

 

 

  

 

 

分娩 

分娩 

配種成功 
空胎天數 

配種失敗 配種失敗 

空胎期延長原因： 

 -熱緊迫造成發情徵兆不顯著，導致配種不成功。 

 -導致繁殖疾病，如子宮炎機率增加。 

 -病媒蚊數量增加，導致傳染病風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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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低下與空胎天數延長之氣候適應模型 
結果顯示，乳牛空胎天數均顯著增加，於增溫2 ℃情境， 增加天數為1.74至10.58天。當溫度升高4℃，空胎天數增加
5.52至16.22天。 

一般而言，成熟乳牛的發情週期為21天(Larson., 2008)，以其為基準，於世紀末模擬情境，除嘉義市及高雄市外，其
餘皆延長了一個發情週期，其中，臺南縣及屏東縣受影響最為嚴重，繁殖性能下降情況最為嚴重。 

 

主要產乳縣市 

升溫情境 

基期 

(1995-2014年) 

2℃ 

(2034-2053年)  

4℃ 

(2073-2092年) 

桃園市 14.75 18.80 89.52% 23.57 112.24% 

彰化縣 14.33 18.06 86.00% 21.97 104.62% 

雲林縣 13.56 17.13 81.57% 21.03 100.14% 

嘉義縣 10.29 13.23 63.00% 16.65 79.29% 

臺南市 17.68 21.86 104.10% 26.61 126.71% 

高雄市 12.76 16.15 76.90% 20.30 96.67% 

屏東縣 16.83 21.23 101.10% 26.47 126.05% 

表4、 不同升溫情境下臺灣主要產乳縣市之空胎天數及延長百分比 

圖15、不同暖化程度情境下主要產乳縣市空胎天數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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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之氣候適應模型研擬 

主要產乳縣市 

升溫情境 

基期 

(1995-2014年) 

2℃ 

(2034-2053年)  

4℃ 

(2073-2092年) 

桃園市 2.68 4.40 7.18 

彰化縣 1.86 3.13 4.85 

雲林縣 1.71 2.92 4.62 

嘉義縣 1.08 1.98 3.28 

臺南市 2.53 4.24 6.67 

高雄市 2.05 3.33 5.37 

屏東縣 2.80 4.57 7.47 

表5、不同升溫情境下臺灣主要產乳縣市之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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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 

(‰/月 ) 

主要產乳縣市 

基期 

2℃ 

4℃ 

基期時，主要產乳縣市每個月的死亡率約為1.08至2.80‰，而在升溫4℃則上升至3.28到7.47 ‰，其中又
以屏東縣有最高的死亡率。 

(單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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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不同暖化程度情境下主要產乳縣市死亡率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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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情境乳量損失(HiRAM) 
基期 

(1995-2014) 
全球暖化情境2℃ 

(2034-2053) 
全球暖化情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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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乳牛產乳量與經濟損失評估 

根據112 年牛乳生產費用與收益分析，顯示每公斤牛乳價值為32.78元/公斤（農業部，2024）。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升溫2℃的情境下，經濟損失介於193.4元至354.4元；升溫4℃時，經濟損失進一步擴
大至271.4元至476.9元。其中，臺南市受影響最為嚴重，顯示該地區在極端氣候條件下，乳牛生產效率下降程
度最高。 

主要產乳縣市 

升溫情境 

基期 

(1995-2014年) 

2℃ 

(2034-2053年)  

4℃ 

(2073-2092年) 

桃園市 4.50 6.42 210.45元 9.05 296.66元 

彰化縣 6.92 9.75 319.61元 12.91 423.19元 

雲林縣 6.36 8.94 293.05元 12.05 395.00元 

嘉義縣 4.48 6.43 210.78元 8.94 293.05元 

臺南市 7.88 10.81 354.35元 14.55 476.95元 

高雄市 4.21 5.90 193.40元 8.28 271.42元 

屏東縣 5.09 7.11 233.07元 10.01 328.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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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乳量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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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6、 不同升溫情境下臺灣主要產乳縣市之乳產量損失及經濟損失 

(單位：公斤/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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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不同暖化程度情境下主要產乳縣市產乳量損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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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預估的熱緊迫衝擊，採取調適行為 

  

營養調控 

提高日糧濃度 
（增強能量密度） 

控制日糧纖維含量 
使用優質乾草 

平衡電解質與礦物質 

育種 乳牛抗熱性狀選拔 

充足且易取用的清潔飲水 

飼養管理 

畜舍降溫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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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調控 

熱緊迫導致乳牛乾物質採食量下降，飲水量增加，易造成攝取能量
不足、代謝性疾病等問題。 

 

營養調控： 

維持日糧纖維含量，提供優質乾草 
-避免瘤胃過酸症 

提高日糧能量濃度 

-增加日糧中精料比例 

提高日糧礦物質、電解質平衡 

-補充添加鈣、磷、鉀、鎂和鈉等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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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ettermilk.com.tw/blogs/aboutdairy/10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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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氣象資訊於牧草生產與乳牛管理之應用 

 
 
降雨機率預報系統應用於盤固乾草生產 

熱緊迫對酪農業造成之影響以及改善方法 

農業氣象溫溼度指數(THI)預報系統結合牛舍 

降溫設施應用於乳牛生產管理熱緊迫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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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氣象
應用服務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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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種—基因選拔及配種 

SLICK1短毛基因荷蘭泌乳牛比起一般荷蘭泌乳牛更具抵抗熱緊迫之能
力(Dikmen., 2014)。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22 年 2 月公布第六次
評估報告（IPCC AR6）將飼養短毛基因牛列為家畜因應熱緊迫的調適
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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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col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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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管理—供應充足且乾淨之水源 

飲水量不足引起的最常見的臨床症狀
是熱緊迫與受孕率低。 

牛隻擠完乳回到餵飼區時，應該特别
注意给予乾淨、新鲜且充足的水源，
此时的母牛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每 20 頭牛就應該分配到一個供水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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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levels of barn cooling systems 牛舍的四種不同降溫級別。                        

 降溫級別： 最小 強烈 

飼養管理—降溫設備 

• 最小降溫： 開放式牛棚 

• 中度降溫： 開放式牛棚+風扇 

• 高度降溫： 開放式牛棚+風扇+噴霧 

• 強烈降溫： 室內空調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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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扇降溫：在欄位上方安裝風扇，迫使空氣穿過牛舍，以促進空氣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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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水器降溫：灑水器將較粗的小水滴直接噴灑在乳牛身上，藉由水氣帶走乳牛
身體體表的熱能，達到降低體表溫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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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2022年8月北區分所乳牛無開啟降溫設施之全日小時體溫紀錄與溫濕度指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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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2022年8月北區分所乳牛有無開啟降溫設施之全日小時體溫紀錄與溫濕度指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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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2022年8月北區分所乳牛有無開啟降溫設施之熱承載量（heat load）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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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圖21、2022年8月北區分所乳牛有無開啟降溫設施之受熱緊迫累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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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2. 跨域合作_交通部氣象署_農業部畜產試驗所 
開發客製化氣象預報系統 確保糧食安全 

44 

• 熱緊迫程度以溫濕度指數(THI)為指標，環境溫度及濕度升高時，熱緊迫程
度▲，將使乳牛泌乳能力▼。 

• 氣候暖化造成熱緊迫程度加劇，乳牛生產環境管理成本及技術門檻增加。交
通部氣象署與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合作提供未來一週THI預報，增進管理應變
能力。 

• 面對氣候變遷，全國首例應用創新科技，開發酪農生產專區THI預報系統，
讓酪農及早開啟降溫設施，控制夏季熱緊迫所造成生產過程的乳量損失於每
日泌乳量10%以下(2.5 kg/ head/day)，達成糧食安全之目標。 

 

 

農業氣象客製化預報產品及應用-溫濕度指數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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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發現發表於美國乳業科學學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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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為確保糧食安全與畜牧業永續發展，透過我們對於臺灣酪農業的研究，未來可以更
精準地藉由選拔育種、智慧化飼養管理、營養調控與大數據分析等，發展適合臺灣本土
的調適策略，以降低熱緊迫的衝擊，提升產業韌性。 

達成SDG 2（零飢餓）、SDG 13（氣候行動）、SDG 9（產業、創新及基礎建設），共
創臺灣永續酪農業。 

 

選拔育種 
智慧化飼養管理 

營養調控 
大數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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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慧降溫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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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łotny et al.,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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