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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肥豬國際研討會（Fatty Pi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以在地豬種為主軸，討

論各國的肥豬產業發展現況及保種族群的維持與擴大，藉由肥豬研究成果發表，

討論如何推廣肥豬與其產品技術及方向。自 2011 年起，每隔兩年舉辦一次，第

1 - 3屆皆在匈牙利舉辦，第 4、5及 6屆分別於西班牙、日本及台灣舉辦，今年

第 7屆再次回到匈牙利舉辦，本次由農業部畜產試驗所（簡稱畜試所）黃振芳所

長帶領畜試所同仁參加，本次大會於該國布達佩斯市舉辦第 7屆肥豬研討會，透

過各國專家的經驗交流後，期望能為國內肥豬的研究發展帶來新的思維，同時也

向國際分享臺灣肥豬之發展概況，並且發掘國際合作契機。本屆研討會於 2024

年 9月 11日至 14日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獸醫大學舉行，此次會議議題涵蓋基因組

學、飼養技術、基因保存及其農業與醫學上之應用等為主題。此次研討會提供肥

豬研究最新進展和國際合作的機會，顯示出肥豬在農業與醫學中的重要性。9月

14日至 17日布達佩斯獸醫大學 József Rátky教授安排各項導覽與校園參訪，讓

我們瞭解布達佩斯文化與校園歷史，亦充實了解匈牙利本地肥豬產業的飼養管理

與加工方式。綜合上述，2024 年肥豬研討會為全球研究學者提供了寶貴的交流

平台，在基因組學、飼養系統、營養學、基因保存技術及醫學應用等方面的最新

研究進展。通過此次會議，我們深入瞭解了肥豬研究的多樣性及其在全球農業與

醫學中之潛力，並探索未來合作與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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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肥豬指的是古老的在地豬種，其對於環境的適應能力良好，可利用在地自然

資源生存。肥豬本身之豬肉因有特殊風味而極具當地特色，但也因其生長性能不

如商業豬種，使其往往遭受忽視甚至面臨絕種風險。為了保留具有特殊遺傳與市

場價值之豬種，於眾多學者的努力下，第一屆肥豬國際研討會（Fatty Pi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於 2011年在匈牙利舉辦。肥豬國際研討會以各國在地

豬種為主軸，討論肥豬產業發展現況及保種族群的維持與擴大，藉由肥豬研究成

果發表，討論肥豬推廣與產品技術及方向，如推動肥豬的基因組學、育種技術、

基因保存及其於農業與醫學應用中的進展。具體來說，該會議旨在達成以下幾個

主要目標： 

1. 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為學者與研究人員提供平台，展示肥豬在基因組學、

環境適應、營養、繁殖技術等領域的最新研究，並探討這些研究對於改

善肥豬品種與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性。 

2. 推動基因保存：討論如何透過體內和體外先進的技術，保存地方豬種，

並強調基因庫與冷凍保存技術，確保豬種多樣性中的作用，特別針對傳

統與地方性豬種。 

3. 促進跨國合作：會議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尤其是歐洲、亞洲和非

洲的研究者，藉此加強國際間在肥豬研究與保存領域的合作，並探索跨

國交流與技術轉移的機會。 

4. 應對全球農業挑戰：通過討論肥豬品種的可持續性與市場需求，會議致

力於提升高品質豬肉產品及其在地方經濟中的角色。 

5. 拓展醫學應用：探討肥豬在醫學研究中的潛力，特別是做為人類代謝疾

病模型的應用，進一步推動豬在生理學與藥物研究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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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目標，肥豬研討會希望推動肥豬研究發展，並為肥豬的永續性與提

供科學基礎。本屆研討會於 2024年 9月 11日至 14日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獸醫大

學舉行，會議議題即涵蓋基因組學、飼養技術、基因保存及其農業與醫學上之應

用等主題，本所共發表 6篇研討會論文，包含 1篇口頭演講及 5篇研討會海報，

呈現本所的研究成果，同時向國際分享台灣肥豬發展的概況，開拓國際合作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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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研討會行程 

日期 行程 

9月 10日 

（星期二） 
出發前往匈牙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TPE）→杜拜國際機場（DXB） 

9月 11日 

（星期三） 杜拜國際機場（DXB）→布達佩斯國際機場（BUD） 

肥豬研討會歡迎晚宴 

9月 12日 

（星期四） 
註冊報到 

會議開幕式 

研討會主題專題演講 

9月 13日 

（星期五） 研討會主題專題演講及圓桌討論 

9月 14日 

（星期六） 研討會主辦技術參訪 

9月 15日 

（星期日） 蒐集肥豬相關資料 

9月 16日 

（星期一） 匈牙利本土豬種的繁殖和飼養方式及屠宰加工介紹 

9月 17日 

（星期二） 

參訪布達佩斯國立獸醫大學 

搭機返國 

布達佩斯國際機場(BUD）→杜拜國際機場（DXB） 

9月 18日 

（星期三） 杜拜國際機場（DXB）→台灣桃園國際機場（T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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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內容 

本屆研討會共有 5大主題，分別為：1、在地肥豬的遺傳學與基因組學

研究；2、肥豬品種的維持-歐洲的育種途徑/獸醫責任和飼養系統/非洲和亞

洲的本地豬種農村政策/社會角色及糧食供應與出口；3、飼養系統與營養成

分對豬肉品質及環境的影響；4、永續農業/基因保存/繁殖方法；5、肥豬做

為生理與藥物研究模型的角色，本次會議共計約 80人參加，28場專題演講

發表及 29篇海報發表，其中，「T-2-6 臺灣肥豬於文化和經濟上定位」為黃

振芳所長的演講主題，分享臺灣黑豬於台灣文化與經濟上定位。 

 

T-1-1三種顏色變成三種品種，遺傳證據和研究 

透過微衛星標誌和 SNP（單核苷酸多態性）技術的實驗，證實曼加利察

（Mangalica）為非單一品種的假設，曼加利察實際上分為三個不同的品種，

包括第一種是燕肚曼加利察（Swallow Belly Mangalica, SM），第二種是紅色

曼加利察（Red Mangalica, RM），第三種則是麻色曼加利察（Blond Mangalica, 

BM）。講者進一步展示曼加利察豬的特異性 DNA，並利用 SNP技術成功區

分這三個品種。此外，還開發了一種能快速識別曼加利察品種的方法，透過

聚合酶連鎖反應（PCR），可以在實驗室中分析肉製品中的曼加利察成分，

測試時間僅需 25至 45分鐘，並能提供曼加利察豬之產品的定量分析。此技

術的應用不僅能有效區分不同品種的曼加利察，還能識別產品是否摻有非曼

加利察豬肉，以保障消費者購買到純正的曼加利察豬產品，為市場上的高品

質豬肉產品提供了可靠的技術保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進一步加深了對曼

加利察品種的理解，還為豬肉製品的品質管控提供了新方法，推動曼加利察

品種及其肉製品在市場上的價值和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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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利用分子生物技術揭開本土豬種的環境適應能力 

本土豬種經過幾個世紀的自然選拔和演化，形成了對特定環境的高度

適應性，使它們在表現型和行為上與現代商業豬種存在顯著差異。伊比利豬

是一個經典的例子，說明豬如何適應特定生態系統。伊比利豬長期棲息於伊

比利半島西南部的德埃薩森林（Dehesa forest），這裡的生態環境充滿挑戰。

夏季高溫炎熱，水和食物短缺，但秋季則富含橡果和牧草，提供豬隻肥育營

養來源。這些豬發展出獨特的代謝機制，可以在豐收時期儲存能量，讓它們

在物資匱乏的時段依然能夠生存。講者深入探討了本土豬種的這些適應性特

徵，並強調了理解這些品種如何適應其生態環境對提高生產效率、復原力以

及遺傳資源保護的重要性。透過基因組分析、轉錄組學、代謝組和總體基因

體學等現代技術，探討伊比利豬的傳統特徵，如肉質和生產性狀，並特別關

注其對極端環境的適應能力。研究結果顯示，伊比利豬在高脂肪飼料飼養條

件下，與脂肪代謝相關的基因高度表現有關，使其傾向於儲存脂肪，此為適

應高脂肪飲食的關鍵機制之一。相比之下，杜洛克豬則展示不同的代謝反應，

當餵飼高碳水化合物飼料時，杜洛克豬的碳水化合物代謝相關基因會表現出

更高的活性，此結果說明不同豬種在代謝路徑上的差異，反應出牠們在自然

選拔下形成的獨特適應性。這些發現不僅為本地豬種的保護和利用提供了重

要的遺傳學依據，也有助於未來針對不同飼養條件優化豬種選擇與管理策

略。 

 

T-1-3 波蘭豬種的營養基因組學研究 

波蘭國家動物生產研究所進行多項營養基因組學研究，其中一項探討

維生素 D對腸道健康的影響。研究人員使用次世代定序技術（RNA-seq）分

析了不同劑量的維生素 D（5,000和 10,000IU）對腸道轉錄組的影響。結果

顯示，高劑量的維生素 D 可能會導致一些基因的表現增強，這些基因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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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合成酶 2（NOS2）的調控、細胞分裂以及黏蛋白（MUC4）的生成有

關，這些變化可能與癌症風險增加有潛在關聯，特別是當基因表現過度時。

此外，研究中還觀察到，在小腸中與免疫調控及抗病毒反應相關的基因表現

出顯著上調，顯示高劑量維生素 D 可能對腸道免疫功能具有深遠影響。這

些發現為維生素 D 的安全性和對腸道健康的潛在影響，提供了新的見解，

並強調營養素採食量的精確控制對維持健康的重要性。 

 

T-1-4 分析麻色曼加利察品種族群 

探討麻色曼加利察豬在不同畜群中是否表現出不同的生物標記。研究

分析 1981年至 2023年間出生的麻色曼加利察豬的系譜資料，涵蓋了 258個

畜群中的 14,550頭豬，748頭公豬和 6,393頭母豬。研究人員利用Wright’s 

F-statistics計算近親係數，來評估不同畜群之間是否存在亞族群，研究結果

顯示，麻色曼加利察豬中並未觀察到明顯的亞族群。這結果可能與豬群之間

的高遷移率（61.63%）有關，高頻繁遷移可能促進基因流動，減少了豬群之

間的遺傳分化，這意味著麻色曼加利察豬在不同豬群中保持較高的遺傳一致

性，有益於長期的豬群交流和遷移，進而避免了基因庫的過度分裂和近交的

問題。 

 

T-1-5 匈牙利曼加利察的「真實特徵」—與 100年前的比較 

曼加利察是匈牙利最重要且知名的傳統豬種之一，起源於 18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以其獨特的外觀和優質的豬肉聞名。此品種曾提供了數千萬人

寶貴的食物，並創造大量的工作機會。特別於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曼加

利察成為匈牙利主要的豬種，當時占該國毛豬總量的 70-80%。然而，進入

20 世紀後，由於不適合集約化飼養以及人們飲食習慣的改變，曼加利察的

數量急劇下降。到了 1970年代，曼加利察豬的數量一度減少到不足 50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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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滅絕的邊緣。意識到這一危機後，匈牙利的專家和政府迅速採取行動，

並於 1967年頒布法律，保護包括曼加利察在內的傳統品種。這些保護措施

成功拯救了曼加利察豬，使其能夠繼續存活並成為當前匈牙利農業和文化的

重要象徵。 

 

T-1-6 預測飼養於蒙塔内拉的伊比利豬之生長及屠體品質 

本地豬種因其遺傳差異以及多樣化的生產系統，使得管理上面臨挑戰。

以伊比利豬為例，牠們主要飼養於伊比利半島的西南部，飼養過程中大量依

賴自然資源。然而，這些資源的多變性，使得難以準確評估伊比利豬的最佳

生長狀況，尤其是在營養特性上。講者針對這一問題，通過標準化的飼養方

式，建立了四種預測模型，這些模型能夠用來預測屠體的重量及其組成，包

括蛋白質、水分、脂質和灰分的含量。這些模型有助於提高對自然資源的管

理效率，並可精確地預測屠體品質，促進伊比利豬之可永續飼養及生產，這

項研究為優化本地品種的飼養方式及其市場價值提供有力的科學依據。 

 

T-2-1 歐洲市場對於優質豬肉產品的期待差異 

歐洲市場對於優質豬肉產品的偏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消費者

的個人喜好、文化背景、監管機制和市場的成熟度。對於生產者和供應商來

說，理解豬肉相似和差異性至關重要，有助於他們制定更好的生產策略，以

滿足各地區消費者的需求。利用統一的監管機制和品質標準可使生產者提升

豬肉產品質量一致性，且各地區消費者的飲食文化和偏好存在明顯的差異，

導致市場需求的多樣化。因此，生產者需要靈活應對這些挑戰，確保產品品

質的同時，針對不同的市場需求進行差別性調整。以建立品牌形象並提高產

品品質，藉此將本地豬種推廣至整個歐洲市場，甚至拓展至歐洲以外的國際

市場，以促進地方豬種的保護和發展，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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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本地豬種肉品品質評估的新發展和目標 

豬肉品質可分為內在品質與外在品質。內在品質主要指食品安全、感官品評

（如口感、風味）和營養價值等，外在品質包括豬隻的飼養管理方式、飼養

環境、產地等因素。近年來，消費者對豬肉品質關注於豬隻福利和飼養環境，

這些外在因素對購買決策的影響逐漸增大。本地豬種在這方面具有特別的價

值，因為它們通常擁有獨特的內在品質，如更好的風味和營養成分。此外，

因其產自特定地區，這些豬種往往能獲得政府的認證標章，提升其市場價值。

這些標章不僅保證了產品的真實性，也滿足了消費者對傳統飼養方式的期

望，符合他們對高品質肉品的認知。同時，本地豬種經常利用當地資源作為

飼料來源，這些豬種對當地的氣候和環境有更強的適應性，使得其生產系統

更加符合永續性生產的理念。因此，本地豬種不僅能提供高品質的豬肉產品，

也符合當代消費者對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T-2-3歐盟豬肉品質制度保護本地豬種—生鮮及加工豬肉的地理標示概論 

具有豐富農業和美食傳統的歐洲國家，為了保護地理標示，避免產品名稱的

濫用和消費者的誤導，於 1992 年通過了產地名稱保護制度標章（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PDO）和地理標示保護標章（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GI）。這些標章旨在認證和保護那些具有特定地理標示及原產地

名稱的優質產品。本地豬種與其所在的地區有著深厚的聯繫，它們通常以傳

統的生產方式飼養，不僅有助於維護當地的生產環境，還能產出高品質的豬

肉及其加工品。此外，這些豬種在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也扮演著不

可忽視的角色。因此，本地豬種可以作為地理標示保護的最佳範例，成為獲

得 PDO和 PGI標章的典型代表。這些標章不僅能提高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

力，還有助於更好地保護這些易受威脅的豬種，促進它們的可持續發展，避

免其滅絕。目前歐洲現有的本地豬種鮮肉和加工品如何通過 PDO和 PGI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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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得到認證與保護，並強調了這一制度對於保護傳統豬種的重要性，以及它

對當地經濟、文化和社會的長期貢獻。這些標章的成功實施不僅保障了產品

的真實性和品質，還推動了本地豬種和相關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T-2-4肥豬公豬的免疫去勢（Immunocastration, IMC）—生產效益與動物福

利的平衡 

2009 年歐盟批准使用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GnRH）類似物做為免疫去勢

（IMC）的一種方式。然而，儘管免疫去勢已獲得合法認可，但集約化飼養

的豬場中仍然很少採用。本地豬種通常需要較長飼養時間及較重的上市體

重，因此豬隻需要去勢以避免公豬異味（boar taint）影響脂肪、豬肉及其加

工品的品質。公豬異味為未去勢公豬的脂肪中出現的異味，可能會影響豬肉

接受度，雖以傳統的外科去勢可去除異味，但對其動物福利有影響。研究顯

示，本地肥豬以免疫去勢可有效減少公豬異味，且不會有食品安全疑慮。然

產業界、農民和消費者對免疫去勢的接受度仍然不高，這成為推廣 IMC 技

術的主要障礙。由於市場對新技術的接受需要時間，免疫去勢的應用需要藉

由更多的宣傳和教育，才能被更廣泛認可。 

 

T-2-5雜交育種是保存基因及滿足不同市場需求的好工具? 

以 2 種瀕危的伊比利豬品系- Lampiño 和 Torbiscal，與 Retinto 品種進行雜

交，評估雜交豬的生長性狀、屠體性狀及肉品質，藉由此雜交策略有效改善

其生長性狀和屠體品質，雜交豬的生長速度更快，屠體品質佳，提高其經濟

效益。此雜交方式不僅提升了豬肉的市場價值，保護瀕危品種的基因多樣性，

延續 Lampiño和 Torbiscal2種品系的遺傳特性，藉由雜交方式可保護傳統品

種與提升經濟效益之間平衡，提供永續發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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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臺灣肥豬於文化和經濟上定位 

畜產試驗所黃振芳所長專題分享有關臺灣黑豬—蘭嶼豬與本土文化有著深

厚的連結及其經濟上重要性。這些豬隻不僅是我國文化和傳統的重要象徵，

也為支持農村經濟方面重要角色。此外，蘭嶼豬因其特有的生物特性，在生

物醫學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潛力，成為研究疾病模型或其他醫學應用的重要資

源。未來，臺灣將積極推動豬隻的育種、營養、飼養管理、加工及市場行銷

等領域的發展，以發揮本地品種的經濟和科研價值。臺灣的在地豬種不僅在

文化和農村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在生物醫學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由於其適應惡劣環境和利用農業副產品的特點，在地豬種可能在生豬生產中

發揮一定的減碳作用。 

 

T-2-7在寮國偏遠地區的三百萬頭本地豬種及大型牧場 

針對寮國本地豬種的飼養趨勢以及商業養殖對本地豬生產的影響，養豬是寮

國農村地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不僅能增加收入，還能保障食物來源。其

本地豬隻的飼養收入占農村家庭年收入的 9 - 14%，對於農村家庭經濟至關

重要。然而，隨著商業豬種的引入，當地本地豬種的數量逐年下降，這對農

村的持續發展和食物安全構成威脅。本地豬種在寮國農村的發展具有關鍵作

用，其適應當地環境能在有限資源仍能維持生產力，然寮國政府對本地豬種

缺乏明確的政策支持，導致本地豬種的品質和數量難有效改善。未來寮國應

制定相應的政策來保護和促進本地豬種的發展，以提高本地豬種品質、增加

其數量及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T-2-8濟州黑豬在韓國當前的角色與未來的計劃 

韓國利用濟州黑豬培育了兩個新豬種，分別是通過分子標記育種技術培育的

Nanchukmacdon（NCMD）和通過雜交育種技術培育的 Wooriheuk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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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HD）。NCMD通過分子生物技術保留了濟州黑豬的特有毛色和高品質

的肉質，與配生長和繁殖性狀佳的藍瑞斯豬種，使其既具備本地黑豬的高品

質肉質，又具有商業品種的快速生長和繁殖能力。韓國的豬隻產業占農業總

產值 16.6%，隨著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費者從注重「量」轉向「質」。

為了滿足消費者對高品質豬肉的需求，韓國的育種和遺傳學者不斷改進和完

善 NCMD和WRHD兩種豬種的品質，並推廣至業界。同時，韓國還制定了

專門的分級制度，以提高市場競爭力。這些舉措不僅有助於推動本地豬隻品

種的發展，還能滿足市場對優質豬肉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F-3-1利用營養策略改善伊比利豬對熱緊迫的耐受性 

義大利的豬隻主要養殖於地中海型氣候區，夏季高溫高達 32 - 36°C，豬隻於

高溫環境易導致熱緊迫，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包括生產速度減慢、屠體品

質下降或甚至死亡。由於豬隻具有較高的基礎代謝熱，且生長迅速，因此對

熱特別敏感。此外，豬隻缺乏汗腺和較厚的皮下脂肪對高溫環境的適應困難。

伊比利豬對環境適應性強的品種，然因皮下脂肪較厚，也會對熱緊迫更加敏

感，尤其哺乳期的母豬，熱緊迫會導致產乳量下降、繁殖性能降低，間接影

響哺乳期仔豬的生長速度。母豬於懷孕後期以及哺乳期添加機能性胺基酸及

甜菜鹼等，可以有效改善仔豬的生長性能及母豬繁殖性能，在高溫環境下添

加這些營養物質，可使豬隻健康及改善生產效率。 

 

F-3-2 永續飼養—蛋白自主性 

在歐洲，黃豆通常是飼糧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但由於依賴進口，這不僅增

加了碳足跡，還使得飼料價格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使用三種新興蛋白

質來源--黑小麥、甜羽扇豆（魯冰花）和油菜籽餅作為飼糧中的替代蛋白質，

發現這些替代品對豬隻生長性能沒有負面影響。其中，黑小麥特別適用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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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豬隻飼養模式，當放牧結束後，糞便中的黑小麥種子能夠直接發芽，這樣

的自然循環不僅減少了重新播種的需求，還可以利用豬糞作為天然肥料，減

少施肥成本，進而促進可永續農業的實踐。另外，羽扇豆由於含有抗營養因

子，試驗使用之甜羽扇豆品種具有較低的抗營養因子，不會對豬隻的生長性

能產生不利影響，加上甜羽扇豆容易種植，可提供作為優良蛋白質來源，試

驗顯示這些替代蛋白質原料可以幫助減少對進口黃豆的依賴，同時支持更環

保和可持續的飼養模式。 

 

F-3-3 肥豬的飼養及營養對屠體品質—Krškopolje豬的研究 

Krškopolje豬是斯洛維尼亞的一個本地肥豬品種，具有優異的環境適應能力，

特別是在放牧飼養模式下，這一品種相比商業豬種表現出更強的適應性。這

主要歸因於其具較高 stearoyl-CoA去飽和酶基因表現，使得 Krškopolje豬的

脂肪組成中含有更多的飽和脂肪酸（SFA）和單不飽和脂肪酸（MUFA）。在

集約飼養模式下，Krškopolje豬的生長速度較商業豬種慢，但其脂肪酸組成

仍然保持 SFA和MUFA含量較高，而多不飽和脂肪酸（PUFA）則較低。顯

示 Krškopolje豬在不同的飼養系統和營養配方下，表現其較高的環境適應性

和脂肪累積能力，為其品種發展的特色之一，此特性使 Krškopolje豬之品質

和風味上具有獨特優勢，還為其提供了在多樣化飼養環境中的市場潛力。因

此，Krškopolje豬可以作為一個典型的本地品種，適合推廣至多種飼養模式

中，特別是強調品質和可永續發展的生產體系。 

 

F-3-4探討英國本地豬種的基因庫 

英國種豬協會（British Pig Association, BPA）負責管理多個肥豬的傳統豬種。

英國種豬協會建立肥豬之基因庫的過程及冷凍精液技術的發展，應用這些技

術以確保每個豬種至少保存 10頭無血緣關係公豬的精液，從而保存品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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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多樣性。至 2024年已完成基因庫的第一階段計畫，作為未來的豬種保

護工作基石。建立基因庫的過程面臨許多困難與挑戰，尤其是在缺乏政府支

持的情況下，長期保存冷凍精液需要大量經費，在資金的短缺增加計畫的難

度。除此之外，維護基因庫運行的技術和人力成本也是一大問題，該協會協

建立善基因庫的功能，提升其保存和管理能力，為英國豬種的遺傳多樣性保

護做出持久貢獻，有助於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農業挑戰。 

 

F-3-5 曼加利察豬的脂肪與肌肉於季節適應的生理變化 

日本北海道的十勝郡氣候與匈牙利相似，夏季高溫可達 35°C，冬季則降至

零下 30°C，為研究曼加利察豬在極端季節變化中的脂肪與肌肉組織適應性

提供了理想的環境，研究期望找出曼加利察豬在寒冷環境中能夠耐受的原

因，研究顯示曼加利察豬於秋冬季節的脂肪組織顯著增加，同時肌纖維的 Z-

line也較夏季更為寬大。於基因表現分析顯示，在寒冷季節曼加利察豬的肌

肉會將葡萄糖轉變為脂肪，可使能量有效利用。此外，寒冷環境下，曼加利

察豬脂肪組織之有關產熱的 UCP 基因表現上升，可協同代謝脂肪組織，供

為禦寒之用。這些生理變化類似於冬眠動物的適應機制，儘管曼加利察豬不

會冬眠，但這些特徵使其能夠在寒冷環境中更好地適應並生存，曼加利察豬

的這些適應性特徵是其能夠耐受極端寒冷氣候及其生理耐寒機制。 

 

F-4-1 日本基因庫計畫介紹與越南之國際合作 

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長導致糧食需求的增加，然而，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使得

糧食供應和農業發展面臨巨大挑戰。為應對這一問題，基因庫計畫的實施變

得至關重要，該計畫旨在收集、保存和提供多樣的遺傳資源，以應對未來可

能出現的糧食危機。自 1985年以來，日本啟動了農業基因庫計畫，至今已

經成功登記了 240,000種植物、37,500種微生物及 2,000種動物。針對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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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研究人員收集並分析動物的精子和胚胎，將這些遺傳樣本分配至日

本的多個研究機構，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技術開發及保存工作。這些努力不

僅保護了遺傳多樣性，還推動了農業技術的創新與發展。基於日本的成功經

驗，該國正在協助越南建立本地豬種的遺傳資源保存系統。為此，研究團隊

對越南的本地豬種進行遺傳研究，並優化生殖細胞的保存技術，以保存相關

遺傳物質。同時，他們也提出了針對本地豬種的育種計畫，為當地農民提供

技術輔導，促進本地豬種的保護及產業發展。這些措施將有助於提高越南農

業的可持續發展，保護珍貴的遺傳資源，並為應對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 

 

F-4-2 透過粒線體和 SNP分析揭露羅馬尼亞 Bazna豬的起源 

Bazna 豬於 1958 年正式命名，因其出色的風味和豐富的油花受到消費者的

廣泛喜愛。Bazna 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72 年，當時通過曼加利察與盤克

夏豬的雜交而形成，隨後又與英國的鞍背豬和約克夏豬等品種進行育種改

良。這些育種過程使得 Bazna豬擁有與其他品種相似的白色條帶花紋，導致

如何辨別真正 Bazna豬的問題。為了釐清 Bazna豬與其他豬種的遺傳關聯，

收集多個品種的基因樣本進行分析，包括英國傳統品種如盤克夏、約克夏、

藍瑞斯及中國的梅山豬。通過基因分析成功揭示了 Bazna豬與這些其他豬種

之間的遺傳關聯，為辨識 Bazna豬提供了科學依據，並進一步確立了其獨特

的遺傳背景。這項研究對於保護 Bazna豬的純種性和維護其市場價值具有重

要意義。 

 

F-4-3匈牙利本地豬種基因保存的工具-腔前濾泡冷凍保存和培養技術 

建立不同物種的腔前濾泡標準化培養和冷凍保存流程，以提升腔前濾泡的存

活率及功能保存。該研究探討了兩種主要的冷凍方法：開放式細拉麥管

（Open Pulled Straw, OPS）和冷凍管（cryotube, CT）。在解凍後，這兩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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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均能保證一定的濾泡存活率，並且解凍後的濾泡可以繼續產生雌二醇，表

明這些冷凍技術在保存豬隻腔前濾泡方面具備潛力。然而，儘管這些方法已

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些技術仍有改進空間，尤其於提高存活率和功能保

持。未來的研究以實現更高效的腔前濾泡保存，從而為豬隻及其他動物的遺

傳資源保存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 

 

F-4-4 生殖技術：如何進步？ 

Krškopolje豬是斯洛維尼亞唯一的本地肥豬品種，曾在 1960年代接近絕種，

近期因其獨特的風味和肉質的嫩度再次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為了保護這一珍

貴的品種，冷凍精液技術成為基因多樣性保存的重要工具。這些冷凍精液可

以通過人工授精、體外受精以及單一精子卵質內顯微注射（ICSI）等技術，

提供豬群的繁殖和遺傳資源的保護。然而，如何開發出高品質的冷凍精液仍

是研究中的一大挑戰，冷凍過程會對精子的生存能力和活動力產生負面影

響，因此最佳冷凍精液技術，使精液在冷凍及解凍後保持高存活率和活動力

的至關重要，未來的研究將優化冷凍保護劑、冷凍速率及解凍流程，以提高

Krškopolje豬精液的冷凍保存效果，確保這一品種的長期保存和繁殖能力，

這將對保護 Krškopolje豬的遺傳多樣性及其經濟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F-4-5韓國唯一私人純種肥豬的基因來源及特徵 

Songhak農場因唯一保有純種肥豬的私人農場而聞名，這些豬隻具備獨特的

基因，使得它們在封閉的族群中成功繁衍了超過 40年。透過基因研究確認，

這些豬隻保留相同的基因特徵，使品種保有固定。儘管這些豬隻的基因來源

尚未完全明確，但研究顯示其與中國本地豬種存在基因差異。這些豬隻的獨

特脂肪風味也在市場中贏得信賴，吸引了消費者的青睞，其脂肪風味的獨特

性，不僅提升了產品的市場價值，也進一步鞏固了 Songhak農場在保持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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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豬種方面的重要性。 

 

F-4-6 藉由與國家凍存中心交流來保存古老的家豬品種 

除了就地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之外，冷凍保存生殖細胞也是稀有豬種

保種的重要途徑，兩種方式可進行相互結合。德國的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arm Animal Biology（FBN）對德國鞍背豬這一稀有肥豬品種進行了成功的

保育，並與與育種協會（Hybridschweinezuchtverband Nord/Ost e.V）及德國

農場動物基因庫中心（Gene Bank for Farm Animals）三方合作，FBN提供母

豬，育種協會和德國農場基因庫中心提供冷凍精液，以人工授精技術進行繁

殖豬隻。繁殖後女豬將被保存於 FBN，作為保種和研究，同時也供育種者購

買。公豬則被飼養於人工授精中心，並且精液則提供給育種者以及德國農場

動物基因庫使用。這樣的合作模式，不僅保證了稀有品種的基因多樣性，也

通過商業途徑促進了稀有品種的繁衍和市場化，為成功保種模式。 

 

F-5-1 肥豬做為人類代謝疾病的模型 

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是全球範圍內常見的健康問題，近年來的研究顯示，人

類在出生前後的環境條件可能對此類疾病的風險有重大影響，因此，藉由瞭

解這些決定因素變得相對重要。然而，進行此類人體實驗面臨倫理挑戰，且

由於人類在遺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樣性，實驗結果也可能缺乏精確性和

一致性。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科學家多數選擇使用動物模型來進行研究，雖

然老鼠是常見的實驗動物，但近年豬隻於這類研究中的使用逐漸增加。這是

因為豬隻與人類具有相似的解剖結構和生理狀態，能更準確地模擬人類的食

慾調節、胃腸道功能和代謝過程。此外，豬的基因表現資料也相對容易獲取，

使其成為研究人類營養、代謝和發育的重要模型。特別是在肥豬研究中，這

些豬種能夠模擬與肥胖和代謝疾病相關的人類病理過程，為瞭解這些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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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以及開發新的治療方法提供重要實驗動物模型。 

 

F-5-2曼加利察豬肉作為均衡飲食的一部分 

豬肉是全球最常見的蛋白質來源之一，約有 38%的蛋白質攝取來自豬肉。在

所有豬肉品種中，曼加利察豬肉因其獨特的組成成分而備受關注。相較於其

他豬種，曼加利察豬肉的脂質含有較高比例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

並且具有更理想的 n-6和 n-3脂肪酸比例。此外，曼加利察豬肉還富含維生

素和礦物質，提供了更高的營養價值。研究表明，食用曼加利察豬肉製品，

如培根，能改善膽囊收縮素的分泌。因此，曼加利察豬肉不僅在營養上優於

其他豬肉品種，還可能對某些健康問題帶來額外的益處。 

 

F-5-3關於豬隻最大體重的生物學和數學 

動物在一定時間內會經歷不可逆的成長過程，這一過程受到多種因素的影

響，包括基因型和環境因素。對於家豬而言，成熟體重和最大體重的概念並

不明確，尤其是現代家豬的生長模式與野生豬種相比有顯著差異。現代家豬

的生長速度極快，這是由於飼養者對快速生長基因的選擇，使其在達到生長

高峰後即被屠宰和銷售。然而，這種基因選擇也帶來了健康和壽命上的負面

影響。過度選拔快速生長的基因，導致後代豬隻在健康狀況和壽命方面出現

問題。家豬的最大壽命可達 27年，但實際上，豬隻的繁殖能力通常只維持

約 6年。這意味著，現代養殖模式著重短期經濟效益，但從長期健康和可持

續性角度看，這一模式可能需要進行改進，改善家豬壽命和健康的負面影響。 

 

小結： 

此次研習使我們深刻感受到在地豬隻飼養與基因保存的複雜性與挑戰。無論

是曼加利察豬的營養與健康效益、Krškopolje豬的基因保存、還是全球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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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種的保護策略，各國研究人員或學者都展示了當地豬種的獨特性以及在現

代飼養中面臨的問題。快速成長的豬隻在健康和壽命方面的影響尤為引人深

思，這讓我意識到未來飼養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益，還要能平衡長期的健康與

可持續發展。基因保存技術、冷凍精液的應用，以及如何利用稀有豬種的特

性進行保種，都是推動這些豬種生存和繁衍的關鍵。總而言之，這些研究和

技術不僅能推動農業發展，也為保護遺傳多樣性提供了重要的解決方案。 

 

本所發表的主題如下： 

1、專題演講： 

⚫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 黃振芳所長： CULTURAL AND ECONOMICAL 

POSITION OF FATTY PIGS IN TAIWAN 

2、海報： 

⚫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 張伸彰研究員兼副分所長：EFFECTS OF 

PROLONGED LIGHTING ON THE BEHAVIOR OF PIGLETS IN BLACK 

PIG 

⚫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  廖御靜副研究員： ESTABLISH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IN LANYU PIGS 

⚫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 黃憲榮助理研究員代理系主任：Evaluation 

of Two-Stage Fermented Feather Meal-Soybean Meal Product Improv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and Immunity of Hybrid KHAPS Pigs 

⚫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東區分所  陳益隆助理研究員：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ets on Growth, Hematological and Reproductive Characters in 

Lanyu Pigs during the Reproductive Stage 

⚫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  費郁宸助理研究員：Evaluation of 

Supplementing Fat Sources in the Diet on Economic Benefits in Finishing 

Black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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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試驗所黃振芳所長專題演講 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張伸彰研究員

兼副分所長與海報合影 

  

畜產試驗所廖御靜副研究員與海報合影 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黃憲榮助理研

究員代理系主任與海報合影 

  

畜產試驗所東區分所陳益隆助理研究員

與海報合影 

畜產試驗所南區分所費郁宸助理研

究員與海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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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本次研討會以 9月 11日的歡迎晚宴揭開序幕，晚宴中大會準備了各式

的曼加利察豬料理，如煙燻火腿切片、香腸、肝醬等，搭配沙拉、麵包食用。

火腿切片的口感與嫩度皆很不錯，但是鹹度較高，就算搭配水果、蔬菜或是

麵包，還是無法減緩其鹹味的釋放，與台灣飲食習慣不同的是，匈牙利常見

的菜色多為冷食，因此對於熟悉熱食的我們，會稍微不適應。晚宴中也與其

他國家的學者進行了交流與認識，我們與韓國的 Kwan Suk Kim教授及 Hee 

Bok Park教授討論肥豬發展的現況與困境，藉此了解不同國家的研究狀況，

尋找可以借鏡或合作之處，亦是本次出國參加研討會之重要議題，盼在未來

的研究上能有合作機會，並加強國外肥豬借鏡資源，於未來強化國際交流。 

113年 9月 12、13日為國際肥豬會議共有 28場專題報告及 29篇海報

發表，報告內容精彩絕倫，有許多可以學習與借鏡的地方，因此專家、學者

們在報告過程均踴躍的舉手討論，9 月 12 日第一場學術會議，聚焦地方肥

豬的遺傳學和基因組學研究，討論匈牙利曼加利察豬和其他地方豬種的遺傳

證據及環境適應性，學者運用分子標記技術，確認曼加利察豬於不同毛色間

的差異，藉以進行選育，並利用基因組學相關技術，找到抗熱緊迫的途徑，

以因應極端氣候環境。第二場會議主題為肥豬品種的維持-歐洲的育種途徑、

獸醫責任和飼養系統，探討歐洲各國對於當地肥豬肉製品喜好程度之差異調

查，另外介紹歐洲於地區與豬種間的產品差異，以不同的對應標章做認證，

如原產地名保護制度標章、地理標示保護標章，建立產品的標準及溯源制度，

以維護食品安全及品質；也有學者提到免疫去勢的相關內容，表示應可取代

傳統去勢方法，有效降低公豬的糞臭素，且此方法的好處是應可減少人力及

去勢的時間，並可提升動物福祉。當日下午的議題則延伸至亞洲與非洲豬種

研究，包括臺灣、寮國與韓國的本地豬種、其分別在農村與糧食生產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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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的角色。其中，畜試所黃振芳所長分享臺灣本地黑豬-蘭嶼豬與本土

文化的連結及其對農村經濟重要性，蘭嶼豬為臺灣蘭嶼島上重要的豬種，有

其重要文化意義及內涵，甚至有不會養豬，不能為人的說法，讓現場學者印

象深刻。當日晚間大會安排於布達佩斯獸醫大學 Üllő校區進行參訪與用餐，

該校區為布達佩斯獸醫大學的實習校區，József Rátky 教授帶領大家參觀了

牧場動物診療中心，晚餐品嚐曼加利察豬以 BBQ烤肉方式之風味，同時與

各國學者間持續進行交流。 

113 年 9 月 13 日的會議重點為飼養系統與營養成分對豬肉品質及環境

的影響、探討額外添加胺基酸等對降低豬隻熱緊迫的研究，並且說明在熱緊

迫對伊比利豬母豬產乳量及小豬體重的影響，亦有講者提及蛋白質之自主

性，透過餵飼在地蛋白質原料來源，減少飼料的碳足跡，更能避免蛋白質來

源價格高漲及波動，所造成之飼養成本增加；日本的學者研究了曼加利察豬

在不同季節時其脂肪及肌肉不同的生理變化與代謝機制，發現這些組織在不

同季節有不同的代謝機制，使其脂肪及肌肉隨著季節會有不同變化，可以擁

有這樣的適應能力，但其分子機制還不清楚仍需調查。學者們也探討基因保

存技術，包括腔前濾泡冷凍保存及基因庫的應用。此外，肥豬在醫學研究中

的角色受到高度關注，其可作為人類代謝疾病之動物模型的潛力。 

最後，研討會召開圓桌會議，以如何防範非洲豬瘟為題，邀請了疫區及

非疫區國家的專家學者，分享防疫措施，畜試所黃所長分享台灣之所以能成

功抵擋非洲豬瘟，靠著政府 13個跨部會合作與努力不懈，其功不可沒。所

長在分享中提及一則小故事：一名國小一年級學童，在教室內發現中國製的

火腿腸，因為想起老師曾經宣導非洲豬瘟相關事項，所以立即告知老師，校

方隨即通報防檢局進行後續處理，阻絕非洲豬瘟入侵台灣的機會，這則故事

發人深省，顯見台灣對於非洲豬瘟疫情的宣導及教育無微不至，且分工明確，

合作順暢，經過大家的努力才能成功阻絕非洲豬瘟入侵，成就今日台灣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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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疫區的榮譽。會議後即進行閉幕式與多瑙河觀光遊船，為整個研討會畫上

完美句點。 

9月 14至 17日分別為研討會的技術參訪、資料蒐集，以及 József Rátky

教授安排的介紹校園導覽。József Rátky 教授及曼加利察育種協會，向我們

說明曼加利察豬隻生產模式及產品，也品嚐到其加工產品，曼加利察豬之脂

肪含量非常高，瘦肉率約 34%，一般商業豬隻是以杜洛克公豬雜交曼加利察

母豬，以雜交後代作為肉豬飼養，並進行肉製品的加工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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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ózsef Rátky教授至機場接待台灣與

會團隊 

歡迎晚宴中曼加利察豬肉製成的煙

燻火腿 

  

畜試所研究同仁與屏科大彭劭于教

授合影 

黃振芳所長於圓桌會議分享台灣防

範非洲豬瘟的成功經驗 

  

黃振芳所長致贈禮物給匈牙利

József Rátky教授 

黃振芳所長致贈禮物給西班牙

Mercedes Izquierdo博士及 Francisco 

I. Hernández-García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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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芳所長致贈禮物給英國種豬

協會Marcus Bates執行長 

黃振芳所長致贈禮物給日本 Yuki 

Muranishi教授 

  

黃振芳所長致贈禮物給韓國 Hee 

Bok Park教授 

三種曼加利察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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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本次研討會中有許多主題可以應用於我國肥豬產業，但是仍缺乏國內的

基礎研究支持，如免疫去勢、飼糧中蛋白自主性等，抑或是對於肥豬產

品的認證與推廣制度、風味檢測等，值得本國研究人員挑選其中具有延

伸價值的主題探討是否也能在台灣適用，並且推廣至產業。除了應用於

產業外，許多關於基因組學、轉錄組學、表觀遺傳學、總體基因體學和

代謝體學等科學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肥豬具有更強適應能力的原因，

同時透過各項技術，如冷凍精液、胚保存等，幫助我國肥豬品種的種原

保存、延續，並且透過育種學的角度來擴大族群，都是值得我們深思並

且發展的主題。 

 

2. 基因保存與動物繁殖的長期策略，對於保護台灣本地豬種和提升產業競

爭力至關重要。台灣的養豬業除了考慮經濟效益外，也需持續加強保護

本地豬種的基因多樣性，以技術輔導和推廣方式，提升養豬業者對基因

保存的意識。未來推動台灣本地豬種的品牌化，強化其在高品質豬肉市

場中的競爭力，並與農村經濟結合，可創造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3、2026年第 8屆國際肥豬研討將於韓國濟州島舉辦，韓國利用濟州黑豬育

成了 Nanchukmacdon 及 Wooriheukdon 兩個品種，其育成方值得我們借

鏡參考，除此之外藉由研討會與專家、學者交流最新的肥豬知識與發展，

有益於我國肥豬研究及產業與世界接軌，同時本所研究人員於研討會發

表可以提升台灣肥豬成果於國際上的能見度，因此建議可以持續派員參

與研討會，也尋求更多國益合作的機會。 

 

4、建議應鼓勵研究人員多參與國際研習或至國外進修，透過健全的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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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制度，不僅可以開拓研究人員的國際視野，也可以透過國際間的學術

交流，提升國內研究人員素質與國內相關技術，強化畜牧產業的科研量

能，加速產業的進步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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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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