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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i e n c e

成功餵飼初乳的4項關鍵 

• 時機(Timing) – 出生後的仔牛多快吃到初乳。 

• 採食量(Quantity) – 仔牛吃到多少初乳。 

• 初乳品質(Quality) – 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濃度。 

• 清淨度(Cleanliness) – 初乳中的病原菌(S)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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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4) 

• 讓仔牛健康與存活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盡快餵
飼初生仔牛適量與高品質的初乳。 

• 假如仔牛的死亡率高於正常折損，或是常常需
要投藥治療可以預防的疾病，就增加了仔牛的
飼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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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4) 

• 初生時，仔牛的免疫系統尚未發育完全。 

• 懷孕時，母體的抗體(即免疫球蛋白)無法通過
胎盤轉移給胎兒。 

• 初乳中含有豐富的抗體(S)，在仔牛的免疫系統
發育完善前，能夠保護仔牛避免疾病。 

• 初乳也是仔牛初生後的重要營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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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3/4) 

• 抗體(S)是一種蛋白質，能夠辨認與摧毀仔牛體
內的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菌。 

• 母牛的初乳中含有3種主要的免疫球蛋白(IgG、
IgM及IgA)，含量比例分別為85%–90%, 5%–10%
及5%–10%。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9iNQuhTms&feature=playe
r_embed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9iNQuhTms&feature=player_embed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9iNQuhTms&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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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4/4) 

• 免疫系統中的3種免疫球蛋白各有不同的角色。 

• IgG的主要角色是辨認和協助摧毀侵入的病原菌(S) 。 

• IgG 能夠離開血管血流，進入體內其他組織，以協
助辨認病原菌(S) 。 

• IgM的主要角色是辨認和摧毀侵入血液的病原菌。 

• IgA 能黏附在許多器官的襯裡黏膜上，例如腸管，
以避免病原菌(S)黏附在這些器官上而造成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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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1/9) 

• 時機(Timing)是成功餵飼初乳的重要關鍵。  

• 仔牛小腸吸收「免疫球蛋白」的能力，在出生
後前幾個小時內衰退的很快。 

• 出生後第24小時，吸收免疫球蛋白的能力接近
於零。(如同圖1所示) 

• 假如仔牛在出生後12小時內沒有攝食任何初乳，
這頭仔牛就再也不可能吸收足夠的抗體，也不
可能獲得良好的免疫能力。  

• 因此，必須盡可能讓仔牛在出生後1小時內就
吃到第一餐的初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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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2/9) 

• 圖1.仔牛小腸吸收「免疫球蛋白」的能力，在出生後 

  前幾個小時內衰退的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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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3/9) 

• 仔牛從初乳中得到母體轉移而來的移形抗體，
僅能提供仔牛短暫性的被動免疫保護力。 

• 被動免疫力能夠保護仔牛，直到本身的免疫系
統產生主動免疫能力。 

• 較牛長的仔牛，在具有主動免疫的能力時，才
能夠對施打疫苗或暴露於野外病原體而對抗感
染時，發生免疫反應而產生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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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4/9) 

• 新生仔牛的適宜初乳餵食量，是餵食後讓仔牛
血清中的IgG含量高於10mg/ml。 

• 除了直接檢測血清中的IgG含量外，也能以檢測
血清中的總蛋白質含量取代。 

• 血清中的總蛋白質含量=5.2g/dL時，就相當於
血清中的IgG含量=10mg/ml。 

• 1L = 100 dL =1000 mL。 

• 1公升=100分公升=1000毫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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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5/9) 

• 仔牛出生後24-48小時內，血清中的總蛋白質或
IgG未達讓人滿意的含量，就表示“被動免疫移
轉失效”「Failure of passive transfer ; (FPT)」 。 

• 加拿大和美國的報告，通常顯示35-40%的新生
仔牛遭受FPT，這也表示許多仔牛的免疫力低
落，容易生病。 

• 圖2為Ontario仔牛的血清中總蛋白質含量研究
報告：結果指出大約35%的仔牛遭受F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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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6/9) 

• 圖2.南安大略省116牧場中，422頭0-8日齡仔牛的
血清中總蛋白質含量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 Trotz-Williams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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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7/9) 

• 在仔牛出生後48小時，血清中的IgG含量愈高↑，
或是血清中的總蛋白質含量愈高↑，該仔牛對
抗疾病病原菌的保護力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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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8/9) 

• 美國國家動物健康監控單位發現，在出生後2
天，血清中免疫球蛋白(Ig)含量低落的仔牛，與
血清中免疫球蛋白(Ig)含量正常的仔牛比較，在
未來8週的死亡率超過1倍以上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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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初乳的時機(TIMING) (9/9) 

• 圖3.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Ig)含量不足時，仔牛的
存活率便會降低 (與含量正常的仔牛比較)。 

(資料來源: National Dairy Heifer Evaluation Project, NAHM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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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食量(Quantity) 

• 最好的作法，是在仔牛出生後1小時內，餵飼
4L高品質的初乳。 

• 之後的8小時內，再餵飼2-3L的初乳。 

• 以奶瓶人工餵飼初乳，比讓仔牛自行向親生母
牛吮乳，能獲得更足夠的免疫球蛋白(Ig)。 

• 出生後3小時內仍無法自行喝奶的仔牛，必須
以食道餵食器強迫給飼初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Lk
FiCv0VMz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LkFiCv0VMz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LkFiCv0VM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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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1/9) 

• 產後第一次搾乳的初乳中，免疫球蛋白(Ig)約為
5-6% (即50-60g/L)。 

• 但是可能低於2% (即20g/L)。 

• 也可能高於15% (即1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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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2/9) 

• 初乳中的抗體濃度隨著一次次搾乳掉的很快，
初乳也很快轉變為正常泌乳。 

• 通常第二次搾乳中的免疫球蛋白(Ig)含量，僅有
第一次搾乳的65%。 

• 到了第三次搾乳中的免疫球蛋白(Ig)含量，僅有
第一次搾乳的40%。 

• 初乳、過渡乳及全乳之間的成分具有差異(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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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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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4/9) 

• 初乳中的營養成分，例如脂肪和蛋白質，對仔
牛的發育和成長也很重要。 

• 初乳中的乳糖濃度低於全乳，因此降低了新生
仔牛下痢的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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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5/9) 

• 乳牛品種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Ig)含量比肉牛品
種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Ig)含量少↓。 

• 在乳牛各品種中，荷蘭牛(Holstein)初乳的免疫
球蛋白(Ig)含量最低↓，娟姍牛(Jersey)初乳的
免疫球蛋白(Ig)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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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6/9) 

• 第一產泌乳女牛之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Ig)含量
比第三胎(或以上)的經產牛少↓。 

• 乾乳期少於四周的經產母牛，初乳中的抗體
(Ab)含量也比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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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7/9)  

• 餵飼初乳的一項重要挑戰是…保持初乳的潔淨。 

• 餵飼初乳才能讓新生仔牛獲得被動免疫力，但餵飼初
乳也可能是讓新生仔牛最早接觸病原菌的途徑之一。
(這些病原菌包括 E. coli, Salmonella 或造成約尼氏症的 
Mycobacterium avium paratuberculosis)。  

• 這些病原菌會造成例如下痢、敗血症，也可能干擾新
生仔牛對初乳中抗體的吸收，讓抗體無法順利從腸管
進入全身循環系統。 

• 必須在搾取、儲存和餵飼初乳前，妥善清潔母牛乳房、
搾乳器具和給飼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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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8/9)  

• 可餵飼新生仔牛的初乳: 

  (1).「總生菌數」必須低於100,000菌落數(CFU)/ml 

  (2).「總大腸桿菌數」必須低於10,000菌落數(CFU)/ml 

• colony-forming units (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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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品質(Quality) (9/9)  

• 安大略省2002年的研究發現，12%的初乳含有高量細菌。 

 - 研究結果指出細菌應來自髒汙的乳房，或來自髒汙的
裝奶容器。 

• 美國最近也相似研究了12個乳牛場中的初乳是否含有
細菌? 

 - 結果顯示平均「總生菌數(total plate count )」為16.1百
萬菌落數 (CFU)/ml，「總大腸桿菌數 (total coliform 

count)」為2.7百萬菌落數，這表示酪農應該要更加強
注意初乳的清潔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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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STORAGE) (1/7)  

• 初乳能夠在1–2°C (33–35°F)下冷藏保存達一周，
或在-20°C (-4°F)冷凍保存達一年。 

•  應避免使用除霜冰箱。 

• 以塑膠容器分裝成每2公升後冷藏或冷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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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STORAGE) (2/7)  

• 在50°C (120°F) 的水浴下解凍初乳。 

• 切勿在室溫下解凍初乳，因為在室溫下，細菌
每20-30分鐘就分裂複製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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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STORAGE) (3/7)  

• 也能小心的利用微波爐解凍初乳。 

• 如果用微波爐加熱牛奶時間過長，會使牛奶中
的蛋白質受高溫作用，由溶膠狀態變成凝膠狀
態，導致沉積物出現，影響乳品質量。 

• 使用微波爐加熱會有溫度不平均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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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STORAGE) (4/7)  

• 明尼蘇達州的研究發現，將初乳加熱到60°C 

(140°F) 時，仍然不會破壞所含有的抗體(Ab)。 

• 但是當將初乳加熱到63°C (145°F)，初乳中的各
種抗體(Ab)總含量就減少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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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STORAGE) (5/7)  

• 不要將≧2頭的母牛初乳混合後餵飼仔牛。 

• 因為可能將疾病轉移給仔牛。 

• 確知為約尼氏症 (Johne’s disaese)或黴漿菌
(Mycoplasma)檢測陽性母牛的初乳，更不能餵
飼仔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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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STORAGE) (6/7)  

• 也能在牧場中利用「巴斯德氏滅菌法」殺滅初乳中的病原菌。 

• 實施「巴斯德氏滅菌法」的器材很方便使用。它能有效提升
初乳的衛生，並且有效降低藉由初乳餵飼媒介的疾病。 

• 除了永遠保持「巴斯德氏滅菌法」器材的衛生。在溫度設定
及作用時間的控管及程序，都必須嚴格依照製造廠商的指示
進行。才不會破壞初乳中的抗體(Ab)。 

• 經過「巴斯德氏滅菌法」處理後，初乳中的病原菌量明顯降
低。但為了也降低病原菌再度繁殖的機會，滅菌後的初乳在
餵飼新生仔牛前，必須適當冷藏或冷凍(方法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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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STORAGE) (7/7)  

• 若母牛無法提供仔牛足夠高品質初乳，商業化的人工
初乳就能提供協助了… 

 - 提供抗體(Ab)，增加仔牛免疫力。 

 - 做為管理目的，減少垂直感染機會。 

• 美國某些人工初乳係利用牛血清作為抗體(Ab)來源。 

• 加拿大因為對牛血清來源之人工初乳的效果存疑，所
以仍未同意使用牛血清來源之人工初乳。 

• 加拿大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健康母牛初乳來源之人工
初乳，能增加仔牛的免疫力」… 因此同意酪農使用健
康母牛初乳來源之人工初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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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TESTING) (1/3)  

• 初乳液體比重計，亦即Colostrometer® (初乳檢測計)，
能藉由檢測初乳比重，估計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 

• 初乳為室溫時最準確! 

• 或請參考各廠牌「初乳檢測計」對檢測時初乳溫度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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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TESTING) (2/3)  

• Colostrometer®  

 (初乳檢測計) 

• 產後第一次搾乳的初
乳中，免疫球蛋白(Ig)
約為5-6% (即50-6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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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TESTING) (3/3)  

• 獸醫師可藉由「折射計」 (Refractometer)評估
仔牛從初乳中獲得多少被動免疫力。 

•「折射計」乃估量仔牛的「血清總蛋白質含
量」。 

• 當讀數為≧5.2 g/dL 時，即代表仔牛經由初乳
獲得足夠的被動免疫抗體。 

 



s c i e n c e

重點摘要(SUMMARY) 

• 初乳是新生仔牛是否健康與存活的首要關鍵。 

• 初乳中的被動免疫抗體保護力，是否能夠從母牛成功
轉移到仔牛? 乃基於4項關鍵因素： 

 (1).仔牛出生後多快攝取初乳-最好在1小時內。 

 (2).仔牛應該攝取多少初乳-第1次餵飼量為4L。 

 (3).母牛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Ig)含量。 

 (4).母牛初乳中的病原菌含量要低。 

http://www.schils.com/ 

 

http://www.schi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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