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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 要 
為瞭解基因改造食品檢驗技術的發展趨勢，藥檢局指派林澤揚技士赴日本筑

波「食品總合研究所」考察基因改造食品之檢驗技術，此次考察之重點項目係著

重在stack 品系基改玉米檢驗技術之發展。截至目前為止，國際上對於stack 品

系基改玉米的檢測技術，尤其是定量檢測技術，仍舊處於瓶頸階段，但筆者所造

訪之實驗室，已研發完成一套利用multiplex real time PCR原理同時檢測 96顆玉

米粒，從而推測其中所含stack品系玉米含量的初步定量推估技術。筆者除實際操

作該項技術，並學習到該實驗室中另一套利用multiplex PCR原理快速定性鑑別單

顆玉米粒中之stack 基因，對於該實驗室成熟而深厚的技術研發實力留下深刻印

象。 

筆者在考察期間，廣泛收集與本局業務相關的資訊，除基因改造食品檢驗方

面訊息外，亦收集食品過敏原檢驗及營養保健食品分析之資訊，進一步瞭解日本

方面目前重視的食品衛生相關課題，也可作為本局未來選定技術研發走向的參考

依據。 

滯日期間，筆者設法與日本方面的衛生領域特定業務相關人士進行接觸，例

如轉任食品安全委員會的日野明寬先生以及專供營養保健研究領域的津志田藤

二郎先生進行接洽聯繫，期望藉由筆者禮貌性拜訪，建立順暢的資訊互惠交流管

道，作為本局掌握國際資訊的橋樑。這些跨國關係的維護，對於台灣目前所處險

惡之外交局勢而言，在食品衛生領域資訊的取得上實有莫大的實質助益。 

最後，筆者並前往東京都，以中大型食品賣場為主進行市售食品的標示調

查，調查重點則偏重於日方已推行有年的過敏原標示制度，試圖瞭解目前日本執

行食品過敏原標示制度的成效，以做為台灣未來推動食品過敏原標示制度的參考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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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 程 
八月一日【星期二】 

筆者本次啣命赴日本「食品總和研究所」考察，主要的目的為期望藉由日

方在基因改造食品檢驗領域的深厚研發經驗，尋求解決本局目前研發基改作物檢

驗方法所遭遇到之待解難題，例如某些基改作物定量檢驗方法中之濃度換算係數

（CV值）會變動，以及部分品系基改作物的定量分析結果會出現測定結果數值

偏高或偏低的現象。此外，也希望藉由筆者此次的考察行程，持續維護與日方「食

品總和研究所」良好之資訊互惠管道，進一步瞭解到該所目前基改作物檢驗的發

展現況，同時並可藉此機會蒐集其他食品安全領域的相關議題資訊，作為本局日

後制訂方法開法研發方向時的參考依據。筆者事前與「食品總和研究所」接洽考

察行程及事宜，即已知悉該所在體制上已有頗大之改革，且先前數度造訪的基因

改造食品相關之檢驗實驗室，亦在此次體制變革中有重大之轉變，原本實驗室之

主持人”日野明寬”先生已轉調他職，變動後的實驗室主持人改為該所中原本主持

“食品中過敏原”研究室的“橘田和美”女士擔任，筆者猜測，經過如此重大的調

整，原本實驗室中的研究成員，應該也有蠻大的異動才是，因此此次考察行程雖

然地點與筆者三年前造訪之地相同，但所要面對的困難，所要瞭解的課題，以及

所要建立的資訊溝通管道，與造訪一全然陌生的新實驗室其實是一樣的，因此一

點也沒有舊地重遊的輕鬆感，反倒有更深更重的壓力加諸在自己的肩上。 

早上搭乘中華航空 CI-100 九點多的班機出發，順利於日本時間一點半抵

達東京成田機場，隨即搭乘轉運巴士前往筑波市。筆者出發前即與實驗室成員”

古井聰”先生聯絡好，約定在筑波市中心的交通轉運站等待其前來接運筆者前往

研究所的訪問學者旅館辦理下榻住宿手續。一路上與古井聰先生大至聊了一下

實驗室目前的情況。他提到實驗室先前的主持人日野明寬先生已轉調至位於東

京都的日本內閣府的食品安全委員會任職，而今日正好是日野先生前往述職的

第一天，因此我是確定無法見到日野先生的面了，由於日野先生為日本基因改

造食品檢驗領域的第一把交椅，先前筆者多次考察，皆獲其提供許多寶貴的知

識及經驗，對於本局一手建立國內基因改造食品檢驗系統，助益極大。此行得

知其獲重用高昇，一方面固然為他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卻也為無法繼續獲其

所提供的資訊而趕到惋惜。至於重新編組的實驗室，則依然維持”基因改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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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驗研究領域，新加入另一研究項目則為橘田和美女士原本即已負責的”食品

過敏原” 之檢驗研究領域。關於食品過敏原的研究，由前些年局內同仁考察日

本”國立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時所攜回的資訊，瞭解到日本食品衛生界對於

食品過敏原的重視，且已開始推行食品中過敏原的標示制度，因此本局也於今

年著手進行國內重要食品過敏原之調查計畫，以利瞭解並建立台灣地區民眾的

主要過敏原資料庫，作為日後衛生署推行國內自己的食品中過敏原標示制度的

參考品項依據，使制度本身更能貼近我國的國情。而橘田和美女士致力於過敏

原之研究已有多年的經驗累積，藉此機會，筆者亦可多加請益，獲取相關資訊，

並與其建立溝通管道及繼續維持友好關係，或可作為日後局內同仁前來其實驗

室研習過敏原相關檢驗技術的聯繫橋樑。 

由於抵達時間已晚，匆匆完成住宿手續並安頓完自己的行李之後，古井聰

先生引領筆者前往實驗室，介紹實驗室的部分成員並互換名片後，即貼心的帶

筆者前往附近的餐館用晚餐，隨行的尚有一位來自”泰國”某大學的講師，交談

後得知該講師名為 Preprame，來此實驗室的目的也是要學習基因改造食品的相

關檢驗技術，Preprame 女士預定停留的時間為兩個月，筆者來訪前，她已研習

了一個月，因此未來將有一個月的時間與筆者共事。Preprame 女士並非首次拜

訪日本，聽其敘述，去年此時當日野先生還主持實驗室時，她就已經到訪一次，

同樣也是停留兩個月，而今年則為接續去年未盡之研究課題，繼續相關的研究

工作，至於她考察日本的經費，則是來自於其於泰國學校內所提的研究計畫支

持，機會極為寶貴。但她有感而發的提到，未來恐怕難再有來訪的機會，因為

他所申請的研究計畫將於今年結束，除非能有更好的研究點子及計畫獲得評審

的青睞，如此才可能再獲補助出國研修。而她眼前重要的事即把握剩下的一個

月時間，好好吸取該實驗室的研究經驗。 

此行，筆者亦發現一有趣的現象，三、四年前筆者來訪並住宿於相同的訪

問學者旅館中，期間很難遇見來自於中國大陸的訪問學者，但此次來訪，由旅

館中擦肩而過的人士、旅館的房間信箱上的名字，或者是大廳中不時傳來的中

文交談聲音等現象發現，竟有約達 30%的投宿人士是來自於中國，這種情況，

不免令我感到中國大陸在學術領域急起直追的決心，廣派學者前往國外吸取各

領域的新知，並將技術及經驗傳遞回國內以建立並強化自己的基礎研究實力。

這種我消彼長的情況，實在是值得台灣各界重視與正視的變化趨勢。現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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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所依靠的正是深厚的經濟實力及技術的研究開

發能力，在未來，台灣若不能持續在這些方面保有領先，假以時日恐有被彼岸

超越的可能。至於如何在技術的研究開發能力保持領先呢，筆者此次在食品總

和研究所訪問學者宿舍中所觀察到的中國訪問學者數量，或可作為台灣各界思

考此一問題的線索。 

 

八月二日【星期三】 

早上正式到實驗室座位報到，除了持續與認識實驗室研究人員之外，還需

與他們商談筆者此行的研習重點項目。前述，本實驗室經改組之後仍維持兩大

領域的研究領域，古井聰先生的頭銜為該實驗室的”主任研究員”，負責統整基

因改造食品檢驗研究領域的所有工作，至於實驗室主持人（單元主持人）橘田

和美女士則是負責統整過敏原研究領域的相關業務，而權責上，古井聰先生仍

須對單元主持人橘田和美女士負責，整個實驗室的業務及責任分工大致是這樣。 

至於食品總和研究所的體制本身仍舊維持“獨立行政法人”的運作方式，唯

實驗室的人員已非具備”公務員”身份，而是採用一般民間企業的聘僱制度，其

目的應為方便延攬各界研究人才，不至於受限於法令上的公務人員任用相關條

例。而古井聰先生正是在這樣的新制下被日野明寬先生延攬回來的業界人才，

古井聰先生原本是服務於 NIPPON-GENE公司的研究專員，長期以來與此實驗

室維持良好交流互惠關係，正因為他傑出的研究表現，日野先生才將其延攬回

來，並擔任基改研究領域的負責人，正可謂適才專用。此外笠原正輝先生則是

來自於獨立行政法人農林水產消費技術中心的交流研究員，與筆者舊識栗原秀

夫先生為同事，都是在該中心負責”調查研究業務”的公務員，也與基改食品檢

驗業務相關。 

古井聰先生首先引領我了解改組之後實驗室的空間分佈。有關空間的使

用，目前區隔成兩個空間，其一即之前日野先生所使用的白色建築，另有兩個實

驗室空間則分別位於新建大樓的 1 樓及 2 樓。新建大樓 2 樓的空間只用來進行基

改玉米及黃豆的實驗，至於其他的基改作物實驗，則在白色建築的實驗室中進

行，為何要這樣區分呢？原因仍是因為基改作物品系太多，為避免不同種類作物

間的交叉污染，故做此區別。 

有關基改的研究，除持續各種檢驗方法開發之外，實驗室的另一項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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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產基改作物的 reference material”，就是不同含量比例的基改玉米或基改

黃豆的標準品粉末。為了推行此一研究工作，他們在一獨立房間內設立了四個獨

立的密閉式實驗室，內部壓力設置為正壓。內行人也許會問為何要設置為正壓？

難道不怕污染外面空間嗎？古井聰表示，密閉式實驗室外面的空間不夠潔淨是沒

有太大影響的，能夠確保密閉室內空間的乾淨才是最重要，反正外面還有一扇房

間的門阻隔，不至於污染整棟大樓的空調即可。四個實驗室分別用來作為 non GM 

crop磨粉、GM crop磨粉、GM crop與 non GM crop 的粉末調配，以及分析調

配後粉末的濃度使用，不同房間不同用途，各自獨立，以避免交叉污染，當然溫

度、濕度、壓力的控制是密閉式實驗室必備的基本設備。密閉室的外觀，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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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GM crop的 reference material配製研究是該實驗室與民間企業合作的計畫，

來的規劃方向的確是想要商業化生產並販售，但此間還需克服一些跟種子公司

關的專利問題。 

此後又與古井聰先生討論筆者所要見習的實驗項目，鎖定在混合品系基改

米（stack GM maize）的定性檢驗，及利用 multiplex real time PCR方式快速

選 48顆玉米粒中是否含有 stack GM maize，這兩個實驗項目皆鎖定在 stack 

M maize的判別。雖然目前國際上對於 stack GM作物的定量分析的研究發展

舊處於瓶頸階段，但日本方面所研發的定性檢驗方法或可提供我們一條在研

摸索階段時的參考指引。至於負責帶我進行實驗的人員，原本是指派實驗室

”特別研究員” 小口太一先生，只是之後的時間小口先生忙於其私人家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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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無法騰出適當時間指導我，因此最後實驗操作的指導則落到了大西真理小姐

及真野潤一先生身上，也幸好有他們兩位的幫忙，讓筆者得以完成見學的任務。 

 

八月三日【星期四】 

由於實驗室的例行研究工作極為繁重，因此來訪的學者若要見習相關實

驗，實則必須配合指導人員的時間及實驗安排，並不可能特別撥出人力專門指

導來訪學者，且實驗材料的準備，使用儀器的安排皆有其實驗室規則需遵守，

故空檔時間筆者即四處討教並收集有益本局業務推行的相關資訊。 

關於基改作物檢驗方面，由於筆者赴日之前，美國先正達公司未經核准的

基改米LLRICE601外流，造成美國出口米遭受污染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故特別

詢問他們目前日本對於美國基改米的檢驗技術研發。獲得的資訊為目前已經有

GM米的檢測方法，但並非PCR 的方法，據古井聰先生的敘述，這個檢測技術

是由任職於國立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的 Akiyama 實驗室所開發！ 

基改甜菜也是目前研究的主題之一，因為甜菜可被用來製作食用糖，因此

有些生產製造糖的公司便詢問是否可以證明所用的甜菜原料並非源自於基改甜

菜，因此才會進行該品項的檢驗方法開發。目前的研發成果，仍是以設計可用

於測定甜菜 internal control gene 的 PCR方法為主，對於檢測食品中是否含有

甜菜成分已是可行，但由於糖乃是屬於甜菜成分的純化萃取物，本身並不含有

DNA，所以縱使研發 GM 甜菜的專一性 PCR 檢驗方法，仍無法用於鑑別糖類

本身是否源於基改作物。但在北海道地區，有些甜菜則被用來製作成“天婦羅”，

因此演變成“天婦羅”需標示 GM 或 non-GM，若是以甜菜植物本身作為食材，

則可適用於 PCR的鑑別檢驗技術了。而目前日本所核准的基改甜菜品系約為三

種之多。至於日本的 Bt10 基改玉米的檢測方法方法，為其自行開發的

event-specific 的專一性 PCR 方法，雖然與美國的方法不同，但因為同屬

event-specific 等級 ，因此所採用的基因序列應該會有相同之處！有關基改木

瓜，目前官方法仍是採用 Akiyama 實驗室所發展的方法，古井聰先生表示，在

最近，夏威夷的基改木瓜應可被日本核准通過上市。下表即為目前 

日本厚生勞動省所核准上市可供作食用的基改作物品項，達七十五種之多，其

中還包括為數不少的 stack GM玉米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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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局所發展之 Event 176品系基改玉米定量分析方法，其檢測之結果容

易出現濃度偏低的問題，筆者是請教小口太一先生，小口先生是目前實驗室中主

要負責定量方法研發的人員之一。他提到當初日本方面發現類似問題是發生在

GA21品系，該品系的定量分析結果會隨著不同時間進行實驗，時間間隔越久，

得到的濃度分析值會越來越高的情形。 

他解釋，問題徵節所在恐怕還是回歸到“胚乳”及”胚芽”上頭，現今在市面上

銷售的玉米都是 F2子代的，F1子代主要用來種植或為種子，真正商業化販售的

則是 F2子代。而 F2子代又因為 F0親代何者為 GM 何者為 non-GM而可分為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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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分別為（GM父系＊non GM母系）及（GM母系＊non GM父系），這兩種

F0親代的雜交結果所產生的 F1種子作為標準品來計算 Cf值，將會獲得不同的

結果。見下圖說明： 

 

父:1n 
母:2n 

父:1n 
母:1n 

 
 
 
 
 
 
 
 
 
 
 
 
 
 
 
 
 
 
 
 
 
 
 
 
 
 

此子代即為計算

Cf 的玉米 

F0 

此子代為市面販

售的玉米 

F2 

3n 

2 
n 

GM父系＊n

F1 

 
由於，F1子代有兩種樣式，

兩種 GM種子所求出來的 Cf

衍生自上圖左邊形式的，還是

種樣式的 F2子代都有，因此

算 F2子代的含量，都會可能

 

玉米粒的染色體套數 

3n 

2 
n 

3n 

2 
n 

GM母系＊non-GM父系 

2 
n 

3n 

2 
n 

3n 

＜ 
(GM基因數目) 

3n 

2 
n 

3n 

2 
n 

3n 

2 
n 

on-GM母系

且這兩種樣式的 GM基因數目又不相同，將造成這

值會有所差異。加上市面上販售的 F2子代到底是

右邊形式的，根本無從考證，當然也有可能是這兩

造成了不論是哪一種 F1子代所求得的 Cf值，在計

引發定量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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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追問，他們目前的定量分析結果是否依然很準確，小口太一先生表示，其實

他們的Cf值也會隨時間而有所變異，只是據了解變異情形不會太嚴重，所以就沒

再管它，也沒再持續針對舊有研發的基改作物品系來監測其定量方法中Cf值的變

化了。至於是否有什麼較好的建議來改善定量分析不准的問題，他則建議我們可

以先行採用IRMM的CRM來進行測試，但據了解IRMM所販售的CRM僅侷限少數

幾種品系，是否販售Event176的標準品，則有待確認。而日本雖然已經核准了幾

種stack品系的GM玉米上市，但並沒有正式的官方檢驗方法釋出，這也是國際間

所面臨的共同問題了！ 

 

八月四日【星期五】 

為了進行 stack 品系基改玉米之鑑別實驗，古井聰先生提供兩篇該實驗室

所發表的學術論文供筆者參考，分別為 J. Agric. Food Chem., Vol. 53, No. 25, 

2005. pp. 9713-9721.，這一篇內容是講述關於該實驗室所發展的 multiplex PCR

方 法 ， 可 以 同 時 偵 測 八 種 品 系 GM 玉 米

（Nk603/E176/T25/GA21/MON863/MON810/ssIIb/TC1507/Bt11），可惜，仍只適

用於測試單一品項的基改玉米混雜，無法分辨是否為 stack 玉米。另一篇 Anal. 

Chem. 2005,77,7421-7428.，為 Akiyama實驗室所發展的 multiplex real time PCR

方法，在此篇文章中提到使用一種獨特的磨粉機，可在同一批操作中同時粉碎

48 顆玉米粒，且不會造成交叉污染，對於如此高效率的粉碎機筆者甚感興趣！

至於 competitive-PCR 部分，從實驗室中所張貼的海報上也可以看到關於此類實

驗技術的發展成果，在判讀電泳膠片時是使用 ATTA這家日本公司的影像判讀系

統，它似乎可以藉由光學掃瞄的方式進行膠片上電泳產物的濃度的判讀，將結果

呈現在螢幕上，並以 peak的大小高低呈現產物濃度，類似 HPLC的圖譜，以便

正確判讀兩條 band 亮度相同的濃度。這比起原本只能藉由肉眼判讀的方式要科

學多了。隨後在筆者的要求下，大西真理小姐引領我前往參觀前述”磨單顆玉米

用的磨粉機”，為了能夠一次處理 48顆玉米，該機器必須使用特製的磨粉用 tube，

聽說磨粉的效果相當好，不輸本局先前所購置的鋼製磨粉機！塑膠製的磨粉用

tube採可拋棄式以杜絕污染，但內部磨碎用的不鏽鋼子彈則必須在使用後清洗乾

淨，程序為先以洗潔劑清洗乾淨之後，以 5%的 NaClO配合超音波震盪器清洗，

操作人員表示，為比較不同化學試劑對殘留 DNA的水解效果，研究人員試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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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lO及 H2O2 兩種溶液清洗，並比較 DNA 降解程度，發現 NaClO效果較好，

所以該實驗室目前已全面改用此溶液清洗。筆者覺得這是不錯的方法，可省卻使

用 NaOH 強鹼，是比較安全而有效的方式，亦將建議作為本局日後清洗磨粉罐

之用！清洗之後的不鏽鋼子彈再以200度的高溫烘箱烘烤 6小時即完成所有清洗

程序！關於這台磨粉機的價格，日本國內的販售價格為 2,500,000 日幣，未來本

局若有需求，可作為採購的參考資訊。該儀器的外貌及不鏽鋼子彈如下圖所示： 

 

 
另外，今天早上也在實驗室中遇到日野

以來首度回到食品總和研究所來拜會，新頭

局- 次長，由於「食品安全委員會」與「食品

互動極為密切，因此敘職後即刻回來此拜會

將包括所有跟食品安全議題相關的事務，包

為緊湊，忙筆者也僅能跟他索取名片，無暇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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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寬先生，這是他到東京接任新執

銜為內閣府- 食品安全委員會- 事務

總和研究所」在業務上的關連性上

並發放名片。據說，他的新工作內容

括 BSE。不過，由於他的拜會行程極

聊。正當筆者感到惋惜之際，當日



下午即接獲日野先生的來電，表示將會找一適當時間與筆者見面並詳談轉變後的

業務概況，另筆者感到欣喜。由於其負責業務已擴及至所有與食品安全相關之議

題，若能與其持續維持良好關係，對於與本局業務相關的資訊，不啻為是一極好

的交流管道。 

另外，實驗室中所有的RT-PCR機器都已移置白色獨立棟實驗室，除原本有

的ABI-7700，亦添購了 7900（2004/12 買的）及 7500，至於ABI-7000 已經被移

到地上了（可能已經少在使用了）！奇特的是他們進了一台澳洲公司Rotor-Gene 

RG-3000（CORBETT RESEARCH）的機型，且聽說下週還要進一台同公司更新

的機型RG-6000。據大西真理小姐表示，此公司的儀器使用ABI-7700的條件進行

實驗，不論是反應性、PCR的反應效率，以及結果的正確性都很好，為了擴大該

實驗室方法的應用機型，故透過FASMAC公司老闆的介紹引進此款機器！但它所

使用的PCR反應管為特製的 0.1或 0.2 ml的tube，所有tube放置在一轉動的圓盤上

反應！筆者猶記得曾在台灣某展覽會場看過儀器代理商代理此款機型。大西真理

小姐表示，未來此機型可能也會納入基改食品檢驗方法的實驗室共同試驗中！該

款儀器的外貌，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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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星期一】 

今天是星期一，早上九點整只見辦公室成員突然在辦公室內站成一圈，筆

者一時間因不明就裡而感到不知所措！原來每星期一的一早上班，單元主持人橘

田和美女士就會集合大家並藉此聚會宣布所有實驗室的相關事務及所要注意的

事情，即所謂的group-meeting吧！ 今天還宣布了一則喜訊，即實驗室的研究員小

口太一先生昨日當了爸爸了，這是屬於實驗室的喜訊。 

筆者撥空將前述古井聰先生所提供的兩篇論文加以詳讀，並將疑問處提出

請教相關人員，尋求解答。首先由文章中得知該實驗室一直以來用來做為方法開

發的玉米都是"顆粒狀"的並無使用"粉碎狀"的樣品，由於本局所取得的基改作物

標準品中不少是粉碎狀的玉米，粉碎狀玉米是否可能存有純度方面的疑慮，或是

含有兩種 F1種子的混雜，值得深思。其二，該實驗室在研發定量方法時所用的

non GM對照品，據文章中所載乃是採用QC9651這品系的玉米（為美國方面 2001

及2002所收割的玉米，此為 Quality-Traders, Inc. 簡稱QTI公司所提供的non GM

玉米）。據轉述，日野先生表示此品系是目前美國目前主要的 non-GM玉米品種，

故以之作為調配不同濃度比例的樣品較為貼近實際狀況。而本局目前並無法取得

QC9651這品系的 non GM玉米。其三，所有實驗用之 GM玉米粒皆上了顏色，

必須先加以清洗過，清洗程序為先以 1% SDS清洗，再以清水清洗，然後放於吸

水紙上室溫陰乾 3-4天，再以肉眼判定是否已經完全乾燥。之後再進行磨粉。上

述程序，本局並未如此採行。筆者所發覺的問題，或可作為本局日後改進實驗程

序的參考。 

關於前述澳洲公司的那台 real time PCR儀器 Rotor-Gene RG-3000，據說價

格約為 4百萬日幣，跟 ABI7500的價格相近，基本配備的樣品環是 for 72個樣

品，但有 optional的樣品環是 for 100個樣品（目錄上特別註明是可以進行 96個

sample及 4個 blank）的。新機型為 Rotor-Gene RG-6000，可以進行 6色的判讀，

舊機型則進行 4 色的判讀。大西真理強調，此部儀器套用 ABI7700 的條件以及

threadhold-line即可，結果與 ABI-7700所獲得的數據相仿。 

有關”過敏原”方面的研究，為橘田女士接手日野先生實驗室之前的研究領

域，目前實驗室也分為兩大研究群，但在整個實驗室的人力配置方面，基改作物

檢驗領域仍占大多數，約為 19人左右，而過敏原方面的研究人員則僅約有 3人。

由於仍未有機會與過敏原研究的成員接觸，故無法瞭解到底從事哪些食品過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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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但側面瞭解應是以進行 2-dimension PAGE的蛋白質實驗為主軸。下午

時段，大西真理小姐與筆者討論實驗事宜，預計於星期二進行 multiplex PCR定

性分析實驗，星期三及星期四則進行 multiplex real time PCR實驗，並將明日所

要進行的 PCR實驗溶液配製表交給我，以利我先行瞭解實驗步驟及操作程序！ 

 

八月八日【星期二】 

早上筆者與大西真理小姐再次確認所有實驗內容以及相關溶液的配製方式

之後，即交由筆者自行操作實驗，今日進行的實驗為該實驗室所研發的八種品系

基改玉米的 multi-plex PCR定性分析方法，這八種作物為 NK603，E176，T25，

M863，M810，TC1507，Bt11，GA21，都是屬於基改玉米。原理為藉由同時添

加八種基改玉米專一性的引子對於同一反應溶液中，即可達到在一個 PCR 反應

中偵測八種基改玉米的目的，上午完成所有反應溶液的配製，下午則進行 PCR

反應後產物的 gel electrophoresis。筆者實驗用的 DNA sample除了單一品系的基

改玉米品種，還包括屬於 stack 品系的 M863×NK603，M810×NK603，

M810×NK603×M863，M810×GA21，M810×M863，這些 stack 品系在日本國內

皆已被厚生勞動省核准上市，可藉此確認八種品系基改玉米的 multi-plex PCR定

性分析方法是否適用於 stack品系玉米的分析。至於 positive control的 DNA則是

採用八種單一品系基改玉米的 plasmid混合溶液。大西小姐強調，此定性分析用

的 plasmid 跟之前定量分析用的 plasmid 有所不同，除了所含的各品系基改玉米

序列不同之外，也改成一個 plasmid中僅含有一種品系基改玉米的專一性基因片

段，之所以做此更動的原因乃是遷就於 multiplex PCR 如果要在同一個 plasmid

上同時進行，將會造成 PCR 反應的窒礙，為此原因，故須另行設計單一品系的

plasmid 作為標準品之用！經過約兩小時的電泳操作之後，結果已明顯的呈現在

所拍攝下來的電泳膠片照片之中，如下圖所示。其中左半邊為六種單一品系的基

改玉米，右半邊則為五種 stack 品系基改玉米。無論是兩種或三種雜交的 stack

品系玉米，皆可明顯的呈現出所對應的專一性 DNA片段大小，對於實驗的結果，

實驗室人員亦感到滿意。目前該分析方法仍無法區別 stack玉米或是多種單一品

系混合的情形，這是 multiplex PCR定性分析方法目前的無法突破的缺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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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察實驗室所購買的 ABI 7900 定量儀器是不具備機器手臂的系統，未來

ABI-7700退役之後，將由 ABI 7900接替，並擔任基改作物分析工作的主力機種。

至於 ABI 7900的定量 PCR反應條件，是跟 ABI 7700大致相同，唯一不同之處

在於 ABI 7700 的 PCR反應 cycle 數為 40，而 ABI 7900的 PCR反應 cycle 數則

為 45，多了 5個 cycle 。 

關於”過敏原標示”的資訊，目前日本政府僅要求”五大類”食品成分需要強制

標示”，這五大類成分分別為乳類（奶），蛋類，花生，小麥，蕎麥，目前有官方

方法，而且已經有公司商業化生產檢測套組，日本國內主要是下述兩家公司--其

一為”森永食品公司”，另一個是”Nippon Ham肉品公司”。而且古井聰先生強

調”Nippon Ham肉品公司”是一家很大的公司喔！因為筆者觀察目前市售產品關

於過敏原的標示並不僅限於此 5 類，故詢問何故？古井聰先生先生表示，目前法

令僅限此 5 類需強制標示，至於其他成分項目則為建議標示，日本現在也沒有標

準檢測方法，唯政府的態度傾向於鼓勵食品公司盡量將具引發人體過敏反應的成

分標示出來，因此有些較具規模的食品公司就會進行”自願性的標示”，因此才看

得到各種的過敏成分的標示，譬如”魚介類”就是其中之一。有關日本的食品過敏

原強制標示品項及自願標示品項，如附件一所示。建議標示的成分項目共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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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分別為：烏賊，鮭魚卵，蝦，蟹，柳橙，奇異果，牛肉，胡桃，鮑魚，鮭魚，

鯖魚，黃豆，雞肉，猪肉，松栮，桃子，山藥，蘋果，明膠，香蕉。 

至於該實驗室正在進行的食品過敏原研究項目，包括米，黃豆，蝦子及魚

介類等，其中，黃豆為一重點研究項目，因為日本人所食用的食品中有太多是以

黃豆為加工原料！至於米的研究方面，古井聰先生表示就如同”蕎麥”一樣，雖然

大多數日本人都在吃，但就是有一小部分的民眾會引發過敏而不適合食用。這對

於同是以米為主食的台灣人而言真是太意思的資訊了！ 

筆者提到關於本局最新調查結果發現，”芒果”是台灣民眾的主要過敏原之

一，這可讓來自泰國的 Preprame 女士感到意外了，因為芒果是泰國的重要作物，

產量及加工產品都很多！這正是不同國情，不同食品衛生安全情況，也必須因地

制宜的進行正確管控的最佳範例。筆者也從其中瞭解到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的重要性了。至於該實驗所致力發展的檢驗方法，仍以蛋白質電

泳為主，畢竟引起過敏反應的物質仍以蛋白質為大宗，其他種類之檢驗方法研發

還包括 wester blot及 PCR法。筆者問及數年前本局曾派員前往”醫藥品食品衛生

研究所”考察時，該研究所的 Akiyama 實驗室也從事食品過敏原的檢驗方法開

發，古井聰表示，目前 Akiyama（第三室）已經不再負責過敏原研究，相關業務

已移轉至另一個實驗室（第四室）了，唯筆者對於該部分資訊持保留態度，需再

謹慎確認！ 

 

八月九日【星期三】 

今天筆者預計進行 multiplex realtime PCR實驗，快速篩選 96顆玉米粒並區

別是否含有 stack GMO玉米。今日的實驗必須先由 96顆玉米粒磨粉開始一直進

行到 DNA抽取完畢，需耗費極大的勞力與精神，因此大西小姐從解說實驗開始

便不斷對筆者進行心理建設，同時也安排實驗室另一位研究人員真野潤一先生協

助進行實驗，以分擔勞力。今日所要抽取的樣品為 Bt11抗蟲玉米粒，乾燥的玉

米粒先以 1%SDS溶液清洗之後，以紙巾吸附水分後隨即置入烘箱中以低溫進行

烘乾，接著即以磨粉機進行粉碎，該磨粉機一次可以處理 48顆玉米粒，每顆玉

米粒各自置放於獨立的塑膠製粉碎管中，故不會有交叉污染的情形，粉碎的效果

也極佳，粉末極為細緻，令筆者大表激賞。抽取 DNA的套組是使用 QIAGEN

公司的產品，唯實驗步驟已經過修改，以符合實驗的需求。由於抽取 DNA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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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必須一氣呵成，期間除短暫休息喘息之外，並無其他空閒時間。筆者與其他兩

位研究人員完成今日所有實驗時已是晚上八點過後，大家都已經飢腸轆轆。迅速

將實驗物品整理完畢後準備出發祭五臟廟了。大西小姐所提供的一些實驗相關資

料如附件二所示。 

 

八月十日【星期四】 

今天的實驗，即是以昨天所抽取的 96 顆玉米的 DNA 進行 multiplex realtime 

PCR，大西小姐先行解說實驗試劑的配製以及操作流程後，隨即進行相關實驗。

此項實驗需使用三種引子及探針，分別是針對CaMV 35S promoter、GA21及SSIIb

反應的引子及探針組，將上述三種加以混合之後，分裝至 96孔反應盤，再將 96

顆玉米的 DNA分別注入個別的反應 well中即可上機進行 real-time PCR反應，

ABI 7900之激發光源係與 ABI 7700相同，皆採雷射光源，然 ABI 7700將於 2

年後全面停止維修，日後 ABI 7900將成為該實驗室進行 RT-PCR的主要機型。

筆者去年前往韓國植物檢疫政府單位 NAQS 考察時，該單位亦已經採購並使用

ABI 7900做為技術研發平台，其考量的重點應該都是顧慮到 ABI 7700即將除役

之故。從日本及韓國考察的心得，筆者認為，本局若以長遠的角度考量，理應考

量添購 ABI-7900機型，以因應日後檢驗及研發業務所需！ 

至於 ABI-7900 所用的反應盤、反應盤墊片等皆與 ABI-7000 相同，大西小

姐特別強調，反應盤墊片屬於耗材，依據使用手冊所載，此墊片只能使用 20次，

之後即應更新，這讓筆者感到訝異，因為筆者在操作 ABI-7000時並不曾接受過

類似訊息。但大西小姐亦表示這是使用手冊所記載，他們有時也會有使用超過

20次以上的情況。該反應盤墊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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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這兩天以來所進行的利用multiplex PCR判定玉米粒是否為 stack品系的檢驗

方法其實並非該實驗室所研發，而是由國立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的 AKIYAMA

實驗室所研發。該方法因為要從粉碎 96顆玉米，抽 DNA，到配製試劑到上機分

析，工程浩大而繁瑣，該實驗室裡人人都望之卻步。依據大西小姐及其他同事表

示，凡是 AKIYAMA 實驗室所研發的方法，基本上步驟都很繁瑣且需耗費極大

心力！因此都不太願意實際操作，目前這個實驗室裡也僅 3人做過，筆者是第 4

個！正因為熟悉該項實驗的人員很少，缺乏實際經驗，因此，實驗進行期間若遇

到不知原因的操作步驟，大家往往會面面相覷不知其原理依據何在，此時大家就

會都笑說唯一原理依據就是"因為它是 AKIYAMA 實驗室所發明的方法"，不禁

讓筆者薛為之語塞！   

即使實驗過程很累，但分析所得的結果卻頗另筆者驚豔，依據電腦呈現之

結果，可將 96顆玉米區分為四區，如附件三所示，即「stack-GM」、「non-GM」

「positive control」、「negative control」，從螢幕所區分的顏色即可判定是否為

stack-GM 玉米，一目了然。筆者在經驗不足的情況下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這

兩天來的勞心勞力總算有所回饋。 

今天下午該實驗室新購置的RT-PCR機器也已經裝機完成，機型為Corbett 

Rotor-Gene RG-6000，整機採大紅色塗裝(有 3色可供選擇)，很像法拉利跑車，

內環樣品座是for 72個sample的，所使用的塑膠反應管為特製的 4 連排管，見下

圖所示。該機型尚有for 100個sample的內環樣品座可供選購，但並未連同此次採

購一起購買。至於為何不選用 100個反應的樣品座呢？大西真理小姐解釋，代理

商說，100個反應的樣品座很奇特，是採用環狀 100 連排的塑膠特製反應管，也

就是說一次一定要用一個 100 連排反應管，即使只進行一個RT-PCR反應也是如

此。而且 100 連排反應管的密封方式並非使用cap，而是像ABI-7000一樣是用一

片薄膜來密封的！後續大西真理小姐將會針對Corbett公司所生產的新舊機型，進

行GM RT-PCR反應條件之比較工作，以便進一步評估該機型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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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星期五】 

日，筆者將結束在橘田和美女士實

前往東京都，進行此行最後任務「食

剩不多的時間，再詢問實驗室同事有

於 GM的定量，其實此地的研究同仁

他們曾經發表了乙篇 paper 探討關於

23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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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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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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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
CA
Micro-tube
for 100 uL 

實習考察的行程，預計於下午搭

示市場調查」。在離開之前筆者

GM 檢驗及過敏原相關研究的資

乎也對於 Cf偏差問題感到棘手，

F1 及胚乳及胚芽問題所引發之



Cf差異！有趣的是，我秀了一下本局進行 GIPSA 精度試驗時 Event176濃度偏差

的實驗結果，古井聰先生特別指出在他們所發表的 paper中分析數種品系 GM玉

米之胚乳、胚芽及全顆玉米 3種 Cf值，就屬 Event176變異最大，似乎在暗示對

於本局 GIPSA實驗結果 Event176的濃度偏差情形並不感到意外。 

筆者追問是否還有其他原因會引發 Cf差異，古井聰先生反問筆者是用什麼

方法抽取 GM樣品 DNA？筆者表示是採用各實驗室廣為使用的 Qiagen kit，但他

認為 Qiagen 公司的 mini-kit 抽取效果不佳，不建議使用，目前日本官方方法採

用 4種 DNA抽取 kit，分別為 Qiagen-maxi；modified-Qiagen-mini；NIPPON-GENE 

GM-quicker及 genomic-tip，其中 NIPPON-GENE GM-quicker是 NIPPON-GENE

這家公司於該實驗室合作開發的產品，抽取一個 sample只需耗時 40 min，效率

極佳，但他不知道 NIPPON-GENE 公司是否在台灣販售此套組。古井聰先生表

示可以協助筆者取得試用品。因此，總結來說，古井聰先生認為 GM 定量分析

結果的偏差，乃是肇因於"DNA 品質不佳"及"F1 子代混雜"。但他進一步表示，

目前日本政府也不管這麼多，就只指定"這一種 F1 子代"要該實驗室進行定量方

法開發，並採用"這一種 FI子代"所計算得到的 Cf值作為此種 GM玉米的定量分

析的計算標準。之所以忽略某些影響因素，乃是因為 GM 玉米核准種類越來越

多，不可能針對每一種 GM玉米的 Cf變異一直探討，那是極為耗時費力且困難

重重的任務。而且，只要是經過厚生勞動省核准的 GM 玉米，基本上不會有健

康上的疑慮，言下之意就是既然安全無虞，就不必事事苛求吧。 

 關於"過敏原之研究"部分，古井聰先生表示該實驗室是著重在分離及判定"黃豆

中之過敏原成分"，並非發展檢驗方法，至於目前日本方面有關過敏原成分的檢

驗方法研究共有四類，牛乳及蛋是採用 ELISA及 western blot，小麥、喬麥及花

生是採用 ELISA，其他有些則是採用 PCR方法，最後一種則是管柱層析法！但

他強調管柱層析法所用的 colume（筆者猜測是親和性管柱），其中所 coating的

抗體是和 ELISA 的一樣，所以結果應該類似 ELISA，且目前管柱層析法並非

offical method方法之一！ 

下午約四點左右，與實驗室同仁一一道別，感謝所有同事兩週以來的幫忙

及協助，在依依不捨的的氣氛下，筆者帶著滿行囊得來不易的資訊離開食品總和

研究所，出發前往下一站「東京都」，進行最後任務”食品標示市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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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星期六】 

考量中大型食品百貨賣場多數集中於人口稠密處，為利進行食品標示調

查，筆者選擇位於鬧區的”涉谷”作為此行最後兩天的落腳處。涉谷地區為東京

地區重要之交通樞紐，人口稠密，觀光及商業活動頻繁，因此有不少百貨公司

座落於此，其所附設的開架式超級市場正好提供筆者良好的考察場合。基於幾

次日本考察經驗，瞭解到日本在 GM食品標示方面已頗為成熟，眾多商品的包

裝上皆可見到”非基因改造”的標示字樣，至於正面標示的產品，幾乎不可能出

現在”反 GM成分”情節極重的日本市場。因此筆者將調查重點放在”食品過敏原

成分”的標示。此部分的強制標示制度，日本政府是在 2001 年四月一日起開始

強制實施，截至目前，強制標示的過敏成分有五種，為蛋、牛乳、小麥、蕎麥、

花生，至於建議標示的品項，則有二十種，分別為：烏賊，鮭魚卵，蝦，蟹，

柳橙，奇異果，牛肉，胡桃，鮑魚，鮭魚，鯖魚，黃豆，雞肉，猪肉，松栮，

桃子，山藥，蘋果，明膠，香蕉。以政府衛生單位的立場當然是鼓勵食品廠商

多多針對建議項目進成分份標示，以維消費者權益。筆者即依據這些資料，尋

找食品包裝上的標示字樣或圖案。 

依據日本網站相關資訊所載，現行標示方法可區分為「個別成分標示法」

及「成分總括標示法」，下圖即為「個別成分標示法」的範例，如紅字所示，

廠商將過敏原成分標示於個別原料成分之後。 

 

過敏

 

 

 

 

 

 

 

 

  

 

下圖則為「成分總括標示法」的範例，如紅字所示，廠商可將食品中所有

原成分統一標示所有原料成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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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察市售產品，發現日本國內推行過敏原標示已經深具成效，標示產

包羅萬象，舉凡餅乾、泡麵、麵包、麵類、調味料、飲料、生鮮製品、即時

品、冰品甜食等等各類食品都可輕易發現相關標示，而過敏原的標示種類，

五大類屬強制標示的項目外，其他 20種的建議標示項目，也都可以很容易的

各類食品包裝上發現，顯見廠商對於政府推行的政策都很配合，而食品廠也

能落實保障消費者權益的觀念。筆者也觀察到雖然日本目前所推行的是屬於

正面」標示制度，即廠商需標示出食品中所含的指定過敏原成分，但有些廠

為凸顯其產品的健康性，會加以標示「不含」特定之過敏原，這是很有趣的

象。至於標示的方法，「個別成分標示法」及「成分總括標示法」都有不少

商採用，除以規定的文字進行標示外，也有廠商別出心裁，針對各種過免原

分設計可愛造型的小圖示來加強印象，一方面能夠讓消費者一見即知，淺顯

懂，另一方面也可增加產品的美觀，一舉數得，讓筆者對於日本人的用心及

注的精神印象深刻。部分產品上則可清楚辨識「不含基因改造成分」的標示

及「食品過敏原」的標示，提供消費大眾明確的產品資訊。筆者特地將部分

示產品拍照或將包裝袋攜回，可作為衛生署日後推行「食品過敏原」標示時

參考資料。部分產品標示，如附件四所示。 

 

月十三日【星期日】 

順利完成此次考察任務，收拾隨身行李，踏上歸國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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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 得 與 建 議 
 

一、日本已建立八種 GM玉米之 multiplex PCR定性篩選方法，並建立 multiplex 

realtime PCR方法，初步可進行 stack品系玉米之定量估算。 

 

長久以來，世界各國在基因改造作物定量檢驗所遭遇的最大難題就是無法

正確估算含有 stack品系玉米的樣品濃度值，即使時至今日，這問題依然沒有

較好的解決分析方法。由於 stack品系的基改玉米同時含有兩種單一品系基改

玉米之基因，因此若以目前的技術計算，將會造成濃度高估的現像，其後續

效應將會引發跨國間的貿易糾紛，問題的急迫性不言可喻。目前日本方面對

此一問題所思考得到的解決之道可分為兩方向，即先以 multiplex PCR定性篩

選方法判定樣品中是否含有 stack品系的基改玉米粒，一旦確認之後，再配合

以 multiplex realtime PCR方法篩選 96顆玉米粒中所含有的 stack玉米粒，從

而估算 96顆玉米粒中所含的 GM玉米百分比濃度。經筆者實際操作實驗後，

對於日方所建立的方法印象深刻，此種檢驗程序雖然耗時耗力，從玉米粒磨

粉，抽取 DNA，定性篩選到定量估算，完成一批實驗約需耗時兩天，但所得

到的分析結果確是頗見成效。在目前國際上對於 stack玉米定量分析仍無突破

性的檢驗技術出現之前，日本所研發的單顆玉米粒 multiplex realtime PCR定

量估算技術，不失為一種可行的過渡型定量檢驗技術。 

 
二、我國應積極規劃食品過敏原標示制度，以提升消費者的食用安全權益。 

 

關於日本的過敏原標示制度，日本厚生勞動省於 2001 年 3月 15日修定

食品衛生法規，制訂所謂的食品過敏原強制標示制度，該法令中並規定於同

年的 4月 1日起開始執行此項標示制度。法令中明訂食品中五種日本國民的

主要過敏原成份，業者必須進行強制性標示，分別為蛋、牛乳、小麥、蕎麥、

花生，另訂定其他二十種次要過敏原成分屬於建議標示項目，分別為：烏賊，

鮭魚卵，蝦，蟹，柳橙，奇異果，牛肉，胡桃，鮑魚，鮭魚，鯖魚，黃豆，

雞肉，猪肉，松栮，桃子，山藥，蘋果，明膠，香蕉。具相關資料顯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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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實施食品過敏原標示的國家，除日本之外，尚有美國及歐盟，由此可知食

品過敏原標示制度，已是先進國家不可不推動的政策。 

我國目前尚未規劃相關制度，但近年來民眾對於健康飲食的觀念越來越

重視，且肇因於食品所引發的醫療案例更是屢見不鮮，據此推測，在不久的

將來，食品過敏原的議題必定會成為衛生政策中一項重要的討論議題。 

本局自 2005 年起，已經連續兩年委託教學醫療單位進行「台灣地區食

物過敏原因之調查」，期望透過醫療院所民眾就診的醫療記錄，釐清我國民眾

特有的食品過敏原種類。藉由這些本土資訊的累積，配合本局同仁多次國外

考察所得知資訊，供作本署未來制訂及推動「台灣之食品過敏原標示制度」

的參考資訊，將可進一步保障全國國民的飲食安全。 

 

三、積極研發食品中過敏原成分的檢測技術，作為落實標示制度的依據。 

 

依據本署推動基因改造食品標示制度的經驗，若要落實一種特定的食品

標示制度，就必須依賴準確的檢驗技術。同樣的，執行食品過敏原標示制度

也是相同情況。目前，日本官方已經針對蛋、牛乳、小麥、蕎麥、花生等五

種主要的過敏成分制訂並公布官方檢驗方法，其中有蛋白質的檢測技術，亦

有 PCR的檢測技術等。透過這些檢驗技術，日本國內各級衛生單位已可針對

管轄區內之食品過敏原標示執行稽核，確認標示內容是否屬實，並公布相關

調查結果供民眾瞭解。為持續精進相關檢測技術，筆者所造訪的食品總和研

究所亦投入了大量的人員與經費進行過敏原成分的分析及檢驗研究，顯見日

本對於此研究領域的重視。 

須瞭解，政策制度層面的決策工作，較容易在短時間內集合專家學者之

力，集思廣益討論共同制訂，但檢驗技術的研發，則需研究人員一步一腳印，

在不斷的錯誤中學習經驗，改進錯誤之後始可制訂，故往往耗時甚具始可建

立一種檢驗方法或技術。因此筆者認為，在國內食品過敏原標示制度尚未建

立之前，政府方面即應先行投入相關檢驗技術的研發工作，在研究經費及人

員方面持續挹注，務求縮短研發時程，唯有如此，則日後標示制度一旦落實

執行之後，檢驗業務才能在第一時間推行展開，輔助標示業務的政策執行及

推動，使其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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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廠商應有維護消費大眾飲食權益的基本體認，配合政府標示政策，誠實

標示，政府也需負起教育及宣導之責，使業者與消費者得以互利共榮。 

 

筆者在進行標示調查時，觀察到無論是「基因改造食品」的標示，或者「食

品過敏原」的標示，日本的食品業者都很能接受並配合政府的相關規定，無

論是標示的項目，標示的內容，標示的方式，標示的地方，甚至標示字體的

清晰度等無一不是與規定相符，而且幾乎是從包裝食品，檯面販售的生鮮食

品到即時食品都可見到相同的標示，讓筆者印象深刻。其實要達到業者全面

配合的目標，當然需要強而有力的施政作為及檢驗制度把關，但筆者以為，

業者本身是否”有心”，才是主要的成敗關鍵。因此筆者特別強調食品業者應

該要具備身為食品業者該有的基本認知，那就是”健康、衛生、安全”為第一

要務的觀念，一旦業者都有相同的概念，則推行各種標示自然不會成為負擔，

反倒成為是一種推銷自家優良食品的品質保證。至於在推動標示之初，政府

相關部門理應善盡宣導”教育”之責，”教育”並不僅侷限於針對食品業者，而

是必須同時針對業者及一般消費大眾進行宣教，不僅讓業者知道如何正確標

示，知所依循，也讓民眾得以瞭解食品標示的意義為何、功用為何、與自己

的健康安全有何關連性。如此才能發揮食品標示的真正效果。否則，政府做

了一堆努力，業者也投入更多成品，結果換來民眾一知半解，豈不成為另一

形式的浪費。 

 

五、持續維係良好的國際關係，有助於資訊取得，使我國食品衛生政策得以與世

界潮流同步。 

 

台灣因為受限於中共在國際間無情政治打壓，使得我國在取得各種國際

資訊上往往慢其他國家許多，在食品衛生安全方面也是如此，台灣遲遲無法

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無法參與聯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影

響所及使得許多食品安全方面的最新訊息、各種食品衛生標準及規範訊息就

無法與世界各國同步。 

若要突破此種封鎖的困境，另一種可行的方式就是透過非官方性的技術

性參訪及交流，建立並維持非正式的國與國之間的資訊交流管道，使我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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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不至落後國際太多的情況下取得各種食品相關重要資訊。 

本局近年來持續派員赴各國衛生相關單位拜訪，實已取得良好的功效。

以本組為例，多次派員赴「日本食品總和研究所」及「國立醫藥品食品衛生

研究所」進行交流考察，得以將日本完整的基因改造食品檢驗技術及食品過

敏原檢驗及標示制度的訊息傳遞回台灣，對於我國在上述領域的政策擬定及

檢驗方法開發，貢獻良多，在在顯示出維護國際間邦誼的重要幸。 

筆者此次再度造訪日本食品總和研究所，行前已獲知先前實驗室的主持

人已經更動，故此行須與新的實驗室主持人橘田和美博士重新建立關係，以

為日後資訊交流之所用，另一方面筆者亦與舊的實驗室主持人日野明寬先生

取得聯繫並進行拜會。日野明寬先生因在”基因改造食品檢驗”領域的卓越表

現而被擢升為”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的事務局次長，由原本的研究單位晉

升至中央機關食品安全政策的最高機關，日野先生所任職的”內閣府食品安全

委員會”組織圖如下圖所示。依據食品安全委員會的任務性質，其負責各種食

品安全的評估工作、制訂各種食品安全危害事件的緊急應變對策等，故需隨

時掌握國內及國外各種食品相關之訊息，領域包涵微生物、化學、污染、基

改食品、農藥、動物用藥、添加物、病毒、飼料等各方面。而藉由筆者與日

野明寬先生先前多次的拜會所建立起的友誼，日野先生表示將很樂意與筆者

持續維持資訊互惠的管道，且未來本局如有其他拜會日本政府衛生相關部門

的計畫，他也願意代為幫忙連繫與接洽。正所謂山不轉路轉，透過日野先生

的協助，將有助於本局未來在食品安全領域訊息的取得，這也印證筆者所強

調維護國際友誼的重要所在，故建請本署長官持續支持同仁出國考察之相關

計畫，建立遍及各國的資訊互惠網絡，以突破台灣目前持續被封鎖的外交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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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種類：90顆不純的BT11玉米粒 

※T-35S及GA21專一性探針 lable FAM螢光 

※SSIIB專一性探針l able VIC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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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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