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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陸怡芬/02-33432052-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郭珮琪/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檢疫組/技士 

/02-33432058 

    亓隆祥/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動物檢疫課/技士 

/02-24247363分機219 

李麗芬/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動物檢疫課/技正 

/03-3982431 

    黃久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植物檢疫課/技士 

/07-3377536 

     

出國類別： □1考察 □2進修 □3研究 ■4實習 □5其他：     

出國期間：97年05月23日至97年06月21日  出國地區： 澳大利亞  

報告日期：97年9月20日 

分類號/目：F7/農產品檢疫及家畜保健 

關鍵詞：動物檢疫、植物檢疫 

內容摘要： 

為瞭解他國動植物檢疫制度及作業情形，本局特指派總局植物檢疫組郭珮琪技士、

基隆分局亓隆祥技士、新竹分局動物檢疫課李麗芬技正及高雄分局黃久菱技士，於 97

年 5 月赴澳洲布里斯本(Brisbane)參加澳洲檢疫檢驗局(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 AQIS)舉辦為期 4 週的動植物檢疫實務訓練。研習計畫

（Certificate III Program）內容包括澳洲檢疫相關法規簡介、組織效率提升、溝通

與協調技巧、瞭解顧客需求、衝突管理、職場安全守則及各類動植物及其產品辨識及規

定(Product ID)等，並至布里斯本機場、港口、輸出貨櫃場及AQIS所屬實驗室、隔離檢

疫溫室及檢疫犬舍等地點實際參訪現場檢疫作業。 

澳洲檢疫檢驗局對於檢疫人員執行公權力的限制及範圍與違反檢疫規定的罰則

等，皆明確述明於法條內容、相關行政命令及標準作業程序內，免除民眾對檢疫作業標

準不一之疑慮。另檢疫人員對於執行相關檢疫工作之權力及適用法規因有清楚認知，能



自信且秉公執行檢疫勤務。因本局組織分工與轄區特性不同，總局與四分局之執掌略有

不同，可共同商討及制訂適用之標準作業程序，達輸出入貨品檢疫作業之一致性。 

將檢疫觀念宣導與教育工作落實於邊境管制區域與澳洲領土內，在國際機場及港口

（含國際觀光郵輪）出入境處張貼精美及富有創意之檢疫宣傳海報，並於旅客行進動線

範圍、檢疫櫃臺等處放置多國語言之檢疫資訊摺頁，告知旅客應主動申報檢疫物，否則

會被罰款或移送法辦。本局於今年 10 月 1 日起針對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未

主動申報而被查獲者，除處以罰鍰外，違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可借鏡澳方作法，

加強宣導教育及管道，降低旅客違規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之風險。 

設有專職且有檢疫實務經驗的課程規劃及訓練小組，規劃完整的職前訓練，使新進

人員可迅速熟悉工作內容。將檢疫相關工作及操作流程文件化，利於組織內部知識傳遞

與作業一致化。建立人員輪調制度，培養多技能員工，加強組織創新及多元化發展能力。

建議分局內及總局與分局人員之間可適度實施輪調制度，增進本局人員對於不同業務之

了解，有助於政策制定及業務推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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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瞭解他國動植物檢疫制度及作業情形，本局特指派總局植物檢疫組郭珮琪技士、

基隆分局亓隆祥技士、新竹分局動物檢疫課李麗芬技正及高雄分局黃久菱技士，於 97

年 5 月赴澳洲布里斯本(Brisbane)參加澳洲檢疫檢驗局(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 AQIS)舉辦為期 4 週的動植物檢疫實務訓練。研習計畫

（Certificate III Program）內容包括澳洲檢疫相關法規簡介、組織效率提升、溝通

與協調技巧、瞭解顧客需求、衝突管理、職場安全守則及各類動植物及其產品辨識及規

定(Product ID)等，並至布里斯本機場、港口、輸出貨櫃場及AQIS所屬實驗室、隔離檢

疫溫室及檢疫犬舍等地點實際參訪現場檢疫作業。 



 

 2

貳、行程 

日期 行程摘要及研習主題 

5 月 23 日（五） 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由臺北直飛澳洲布里斯本（Brisbane）。 

5 月 24 日（六） 課前準備與工作會議。 

5 月 25 日（日） 課前準備與工作會議。 

5 月 26 日（一） 

至 

6 月 20 日（五） 

詳見課程表（如附錄 1）。 

6 月 21 日（六） 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由布里斯本直飛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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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澳洲檢疫檢驗局及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簡介 

（一）澳洲檢疫檢驗局(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AQIS)  

   澳洲檢疫檢驗局(組織結構圖如附錄2)隸屬聯邦政府(Common Wealth)農

漁林業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y and Forestry，DAFF，組織結構圖如附

錄3)之下，負責邊境檢疫，掌管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貨櫃、郵包、入境旅客

及其行李檢疫業務，並負責輸出檢疫及簽發檢疫證明書，協助澳洲農漁產品順

利銷往海外市場。AQIS 總部設立於坎培拉(Canberra)，依業務性質分設邊境

(Border)、貨物管理及運輸(Cargo Management and Shipping)、動植物檢疫(Animal & 

Plant Quarantine)、動植物輸出(Animal and Plant Exports)、輸入食品衛生(Imported 

Food Safety)、檢查檢驗標準(Technical Standards)、合法及調查(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等業務單位。另設立地區辦公室(Regional Office)以掌管各轄區內輸

出入相關業務，共計有北昆士蘭(Far North Queensland)、南昆士蘭(South 

Queensland)、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維多利亞(Victoria)、塔斯馬尼亞

(Tasmania)、北部地域(Northern Territory)、南澳大利亞(South Australia)及西澳大利

亞(Western Australia)等8個地區辦公室。 

AQIS 為 DAFF 下員工人數最多單位，全職與兼職人員共計 3300 多人。鑒

於口蹄疫影響英國與歐亞洲許多國家農牧相關產業，造成鉅額損失，澳洲政府

於2001年通過Increased Quarantine Intervention(IQI)，強化邊境檢疫，大幅增加

AQIS 及澳洲海關(Australian Customs Service，ACS)相關單位之業務經費達 5.96

億澳幣，AQIS為因應業務需求，擴增1,200位員工。 

依據2004年統計資料，AQIS有64部X-ray偵測機（國際機場43部、位於

布里斯本、雪梨、墨爾本及伯斯的國際郵包中心11部、港口6部可移動式、空

運貨櫃場4部），及75組檢疫犬隊(國際機場46隊、國際郵包中心29隊)，每年

檢疫之國際郵包計 18,000萬件、執行機場與港口入境旅客檢疫計800萬人次、

貨櫃檢查達130萬TEU(Twenty-feet equivalent container unit)，國際客貨交通運輸

工具檢查達12,000架次。此外，亦提供輸出農漁產品檢疫及發證服務，協助創

造出口貿易總額達 213 億澳幣。另於國際機場入境旅客及其行李中截獲之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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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每月約3萬餘件，其中未誠實申報比率為27%。AQIS目前重點防範之檢疫動

物疫病有口蹄疫(Foot and Mouth Disease)、狂犬病(Rabies)、家禽流行性感冒(Avian 

Influenza)、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及螺旋蠅(Screw Worm Fly)等，植物有害生

物則有亞洲吉普賽蛾(Asian Gypsy Moth)、小紅鰹節蟲(Khapra Beetle)、柑橘潰瘍

病(Citrus Canker)、李痘瘡病毒(Plum Pox Virus)、非洲大蝸牛(Giant African Snail)

等。 

（二）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簡介(AQIS South Queensland Regional Office) 

 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圖1）位於布里斯本市(Brisbane)，Eagle Farm區，

近布里斯本國際機場，轄區包括昆士蘭州中部和南部地區（組織結構圖如附錄

4）。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共管轄 2 座國際機場(Brisbane 及 Coolangatta，布里斯

本國際機場為國際旅客主要進出機場)與 3 個港口(Brisbane、Gladstone 及

Bundaberg，以布里斯本港為主要貨物吞吐港)，另於郊區 Toowoomba 分設辦公

室，負責輸出產品產地檢疫業務。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之主要業務為機場旅客

檢疫(Airport)、郵包檢疫(Mail center)、海運貨物檢疫(Sea Cargo)、港口旅客檢疫

與船隻檢疫(Seaport)、隔離檢疫場所(Quarantine Approved Premise)、實驗室

(Operational Science)、輸入食品安全(Imported Food Safety)、輸出檢疫(Export)、文

件審核(Documentation)、教育訓練(Learning and Development)、合法及調查

(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及公關部門(Public Relations)等。 

1. 文件審核部門(Documentation) 

文件審核部門員工共10名，負責各類輸出入許可證明書(Permit)的核發

與相關文件審核（圖 2）。每天處理約 400 份資料，文件審查通過後再由檢

疫人員赴現場執行相關檢疫工作。 

2. 輸入食品安全部門(Imported Food Safety) 

澳洲國內之食品安全由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ing (DOHA)負責，各

國輸入之食品檢疫由AQIS之食品安全部門執行。各類產品依其輸入風險進

行抽批或逐批檢疫。 

3. 教育訓練部門(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為Certificate III課程主辦單位，部門編制有1名經理(manager)及2名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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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t)，負責教育訓練相關課程（該部門聯絡資訊如附錄5）。 

4. 合法及調查部門(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 

直接隸屬AQIS坎培拉總部，共有7名成員，部門人員具調查權，可調

閱與違法案件相關電話通聯等記錄，並負責違法案件起訴與事證調查，南昆

士蘭地區每月平均起訴1起案件。 

5. 公關部門(Public Relations) 

設有1名專職人員，辦理各種教育宣導活動，如檢疫犬表演等，宣導檢

疫工作的重要性；並負責對外發言及媒體溝通。 

6. 輸出部門(Export) 

輸出部門下分為肉品(Meat，包括活動物)、漁類產品(Fish)、園藝

(Horticulture)及穀物(Grain)等4個單位（圖3）。 

7. 隔離檢疫場所(Quarantine Approved Premise) 

包括植物隔離檢疫溫室等，AQIS 會將核可之隔離檢疫場所清單置於網

頁上供檢疫人員查詢，其他檢疫業務詳如後述。 

 

二、Certificate III課程簡介 

（一）概述 

AQIS欲招募新員工時會刊登徵才廣告，應徵之澳洲公民須通過第一階段的

IQ 測試（錄取前 50%受試者），再通過第二階段現場報告與面試的測驗，第二

階段之前10%受試者可參加為期1個月的Certificate III課程（圖4），課程結束

後須通過測驗（未能通過測驗者，AQIS會讓該員重新參加1個月的Certificate III

課程），通過測驗者即可參加6個月的現場實習，正式成為AQIS檢疫人員。每

次參與Certificate III課程之學員約10至15名不等，本局奉派之4名參訓人員（圖

5）為外國人士參與澳方 Certificate III 課程之首例，此次課程計 19 名參訓人員

（含4名本局參訓人員及15名澳方學員）。                                           

因AQIS之檢疫人員無須具備生物相關背景，故於Certificate Ш課程中包括

基礎植物病理學及動物學(尤其是昆蟲學)課程，使檢疫人員對於重要植物病蟲

害具有基本概念。課程安排多著墨於介紹各類動植物及其產品的輸入原則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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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條件，並教導如何利用線上 ICON 系統查詢各種產品之輸入條件。此外，學

員必須瞭解與 AQIS 檢疫人員相關的權利義務及檢疫法規，並講解職場安全、

工作待遇及福利。AQIS亦相當重視同仁之間的溝通，及現場執勤時與民眾之應

對技巧，故溝通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也是此課程重點項目。除室內課程外，

尚安排一週的檢疫實務實習，每名學員至少由一名檢疫人員帶領，現場體驗並

參與臨場檢疫工作。課程最後兩天為分組報告與學習評量，學員須選定檢疫相

關主題分組上台報告，報告內容、學習評量測驗與平日上課表現皆為是否通過

課程的評量標準。 

1. 植物病蟲害簡介 

(1) 植物病害介紹 

 危害植物之病原微生物包括真菌、細菌、病毒、擬病毒及線蟲等，

其中真菌佔了70％，而植物病原細菌大部分為革蘭氏陰性菌，課程除介紹

這些病原微生物造成之病徵、發現歷史、造成的影響、傳染途徑、存活機

制等，並介紹AQIS檢疫標的之植物病害，如麥角病、向日葵露菌病、番

石榴或尤加利樹銹病、梨或蘋果的火傷病、柑橘黃龍病、花生條斑病毒、

松材線蟲及莖線蟲等。而具高風險之特定植物，例如︰小麥、玉米、核果

類、甘蔗、葡萄及香蕉等，則須隔離檢疫。組織培養苗(Tissue culture plants)

屬低風險，雖無特別管制，但AQIS仍會檢查是否有真菌或細菌感染；AQIS

人員臨場檢疫時會分辨是否確為組織培養苗，例如觀察根部生長情形，若

沒有根可能是剛剪下後再放入培養基中。上課時以一些進口被攔截之植物

病害標本為教材，例如：感染黑穗病菌變黑的穀粒（圖6）、感染向日葵露

菌病的葉片樣本（圖7），並教導學員如何辨識病徵。 

(2) 植物害蟲介紹 

介紹檢疫上常發現之無脊椎生物，包括其分類地位、形態特徵以及常

於那些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上發現。 

① 環節動物門 

常見的環節動物為蚯蚓，可在蔬菜或植物根部發現，非屬有害生物。 

② 軟體動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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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之有害生物為腹足綱之蝸牛及蛞蝓，除會攜帶部分傳染性病害外，亦

會取食花卉、果實、塊根及葉片，造成類似害蟲取食之傷口。例如非洲大

蝸牛（圖 8）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破壞性的陸生蝸牛，紀錄指出此類蝸牛

可取食超過500種不同的植物種類，常發現於來自其它國家海運貨櫃內之

棧板或是附於貨櫃外側，澳洲現有大部分之蛞蝓和蝸牛都是外來種。 

③ 節肢動物門 

動物界中最多物種的門，超過 75 萬種已命名物種。特徵為身體分節，具

有關節的附屬器官，頭部特化並有硬化的幾丁質外骨骼。 

A. 蛛形綱 

蛛形綱中與檢疫相關的如甲蟎目的甲蟎，常於生鮮植物發現，如紐西蘭

進口的奇異果；革蟎目蝨子常於來自泰國之切花上發現。蜘蛛目非重要

檢疫害蟲，屬於蜘蛛目之黑寡婦(Black Widow Spider)雖不會對植物及非

植物產品造成危害，但與人類檢疫有關（圖9）。 

B. 昆蟲綱 

最為人熟知且常於輸入貨品檢疫時發現。 

i. 鞘翅目：重要的檢疫害蟲為甲蟲（圖10、圖11），常出現於生鮮植物、

木材或儲藏性植物產品上，許多都屬於外食性害蟲，如小紅鰹節蟲和

柯羅拉多金花蟲(Colorado Potato Beetle)等，如於輸入貨櫃或物品上發

現此類害蟲時須馬上採取處理措施，以避免其入侵。 

ii. 雙翅目：果實蠅（圖 12、圖 13）為最主要的害蟲，會造成很多作物

之經濟損失；此外，因蚊子會擾人且可傳播一些人畜共通疾病，也被

認為具有檢疫風險，常於非植物產品，如機械或船艙上可裝水的容器

中發現。 

iii. 半翅目：許多經濟性害蟲皆屬於半翅目，常在生鮮植物或部分儲藏性

產品中發現，有的甚至會傳播植物病害，如蚜蟲、粉蝨及介殼蟲等。 

iv. 膜翅目：澳洲本地並沒有亞洲蜜峰(Asian Honey Bee，圖14)，因該種

蜜蜂會攜帶蟎類及病害，如該病害傳入會對澳洲養蜂業造成重大經濟

損失，故被AQIS訂為檢疫標的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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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等翅目：有三種具經濟重要性的白蟻，乾木白蟻(drywood termites，圖

15)、散白蟻(subterranean termites)及溼木白蟻(dampwood termites)，執

行木材、棧板或遊艇檢疫時須特別留意。 

vi. 鱗翅目：如蝶蛾類的幼蟲，常出現在生鮮的蔬菜水果或儲存性植物產

品上，輸入檢疫截獲鱗翅目幼蟲時，可將幼蟲蟲體以熱水浸泡，使蟲

體展開後再浸入70%的酒精保存，以利後續鑑定事宜。 

vii. 蚤目：蚤目的跳蚤會吸食溫血動物或鳥類之血液，並會傳播一些人類

的疾病，如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臨場檢疫時偶而會在動物及

其用具(如毛毯、墊子)、動物產品（如皮革）、植物產品(如椰子、蘭

花或葉子)上發現跳蚤。 

viii. 纓翅目：纓翅目中之薊馬會危害植物的葉、花或全株，為重要的害蟲，

某些薊馬種類甚至會傳播植物病原菌。 

(3) 澳洲主要之目標檢疫有害生物 

① 白線斑蚊(Asian Tiger Mosquito , Stegomyia albopicta) 

在美國分布很廣，至少可傳播 22 種蟲媒病毒，除了可媒介傳播登革熱，

也會傳播馬腦脊髓炎(Equine Encephalomyelitis)、西尼羅病毒(West Nile 

Virus)、日本腦炎(Japanese Encephalitis) 、羅斯河病毒(Ross River Virus)及黃

熱病(Yellow Fever Virus) 等病毒，可於輸入貨物（如機械或輪胎上）見到，

AQIS 在機場周圍設置以乾冰釋出二氧化碳吸引蚊子進入之誘捕器，若發

現白線斑蚊或其他境外病媒蚊入侵，則在機場周圍噴灑藥劑消毒。 

② 非洲大蝸牛(Giant African Snail , Achatina fulica) 

非洲大蝸牛及其卵塊會附著在植物、木箱、貨櫃、機械或汽車上，可經由

船隻傳播於各國間，目前在澳洲的碼頭、貨物存放處已經設有 baiting 

program，並且將資訊散佈給社會大眾，若民眾見到非洲大蝸牛蹤跡必須回

報。 

③ 小紅鰹節蟲(Khapra Beetle, Trogoderma granarium) 

分佈範圍很廣，是世界上重要的倉儲害蟲之一，不常偵測到成蟲，成蟲壽

命短，通常只有5-10天，然而幼蟲卻能存活幾星期甚至幾年之久，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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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袋子的接縫處或手提處、掃帚、紙袋或硬紙箱中，此害蟲會危害穀類、

含油種子、豆類、紫苜蓿種子或乾燥水果。 

④ 螺旋蠅(Screw Worm Fly, Chrysomya bezziana) 

會傳播螺旋蠅病，絕對寄生在溫血動物上，雌蠅最多可產250粒卵於傷口

邊緣，所有的溫血動物（包括人類）皆會被螺旋蠅感染。 

⑤ 歐洲家天牛(European House Borer, Hylotrupes bajulus) 

常出現在家具、木板中，幼蟲可在木材中存活很久，會對建築物造成很大

的損害，2004 年在西澳 Perth 之松木中發現，目前地理分佈限制在西澳的

西南部。 

⑥ 日本麗金龜(Japanese Beetle, Popillia japonica) 

為雜食性植物害蟲，可取食超過200種植物，造成花、葉及果實的重大損

害，可能的傳播途徑是經由幼蟲或蛹隨著植物或土壤進入澳洲。 

⑦ 亞洲吉普賽蛾(Asian Gypsy Moth, Lymantria dispar) 

每個卵塊包含了 80-1200 個卵，幼蟲可危害超過 600 種的樹種，常發現於

船、貨櫃、機械或汽車上。 

2. 溝通技巧 (Use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ertificate Ш課程除講授檢疫相關專業知識及AQIS組織架構介紹之

外，亦著重溝通技巧、團隊合作及衝突管理等內容之介紹。利用互動方式讓

學員於課堂上分享自己的經驗或意見（圖16、圖17），有助於檢疫人員面對

旅客、一般民眾甚至是媒體時，適當地清楚表達主旨，避免因溝通不良而造

成誤解；面對及處理與民眾之衝突時，透過相互溝通產生共識，合作解決問

題。 

(1) 基本溝通技巧 

基本溝通技巧包括實際參與並觀察，了解實際發生情形、主動聆聽、

堅持自己的主張、積極且有自信的解釋自己的目的及期望、衝突解決、合

作解決問題等。在臨場檢疫時可能會遇到一些狀況，例如面對違規之聽障

人士，如何使用肢體語言傳達正確訊息，並讓學員練習如何以肢體語言表

達請打開行李或是這些物品不能帶進來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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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合作(Contribute to workshop activities) 

良好之團隊須由個人(Individual)、共同的目標、須達成的任務(Task)及

維持彼此良好的合作關係 (Maintenance)組成。讓學員於課堂上發表及分享

過去參加團體活動、工作或是求學經驗後，再分組討論不同主題之解決方

案。例如請學員思考如何解決布里斯本都會地區在尖峰時刻的塞車問題，

以腦力激盪方式，分別由每名學員提出或寫出自己的看法，對所有提出之

想法不加以評判，並依可行性將各個想法分類，以共識決方式選定較佳之

解決方案，最後選派代表上台報告討論結果。此外對每名學員進行性向測

驗，藉以了解個人特質，及在組織中適合擔任哪些角色。利用模擬情境方

式，詢問每個人的意見，並提出解決方案。 

(3) 衝突管理(Contribute to Conflict Management) 

首先跟學員介紹衝突形成的原因，如當兩人意見相左又無法協調，就

容易產生衝突；個性不合、溝通不良、顧客的抱怨及不滿意、個人壓力太

大、外在的環境或其它個人因素等也可能造成衝突發生；工作時也會因每

個人的價值觀、處理事情的方法及優先順序不同而有衝突。 

衝突形成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潛在性衝突(Latent conflict)，

可由雙方有微小的意見分歧、會避談某些特定的話題等跡象觀察到潛在性

衝突的發生，一般會與某些特定議題之衝突有正相關；第二階段－輕微衝

突(Emergent conflict)，介於第一和第三階段之間，會出現如眼神飄移，不

正視對方、抿嘴、皺眉、臉紅脖子粗、咬牙切齒等跡象，另外在討論時音

調愈來愈大聲、表達自己的不同意，甚至利用粗暴言詞表達的次數增多；

第三階段－明顯衝突(Manifest conflict)，會表現出大喊大叫、在很多議題上

表示不同意、拒絕進行討論、逾越權限的爭論、指責別人甚至轉身走人等

行為。有效率的衝突管理策略包括將人和問題分開－了解彼此的利益、設

身處地的替對方著想、避免假設性問題、避免責備別人、有效的處理自己

的情緒及與他人溝通；將注意力集中在利益上而非職位上，在形成共識前

多設想替代方案，必要時向同事或長官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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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場健康與安全 

AQIS 有義務保護員工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提供並維持安全的工作環

境，提供需要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使員工可以在安全的環境執行工

作。另一方面，員工也應避免因為自己的行為或是疏忽，而造成他人與自己

的危險，應遵守安全指示及程序，與其它同事合作，協助有效管理AQIS內

部的職場健康與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HS)。OHS政策為管理

階層對於員工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的承諾與責任，可作為檢討採用策略是否

有效的方法。此外亦設立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委員會(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committees )協助AQIS管理階層發展、實施、檢討及更新保護雇員的

安全，促進雇主及雇員在安全及健康問題上的合作關係，協助雇主以適當方

式宣傳健康及安全方面的資訊。如果在工作場所發生意外，須立即向長官通

報，並儘快完成AIDNMF（意外事件的回報系統）程序，即使無人員傷亡，

該次事件可作為制定預防未來可能發生意外事件措施之參考。常見的職場傷

害如下： 

 (1) 生理性(Physical)：如機器、工具或設備、車輛、火、電、噪音或震動、

不良的操作方法、動物或昆蟲造成的傷害等。 

(2) 化學性(Chemical)：氣體、蒸氣、粉塵、液體（酸、鹼、溶劑或毒藥等)）

或固體（如粉末）。 

(3) 輻射性(Radiation)：如紫外線(Ultra violet radiation)、雷射(Lasers)、X光機

(X-ray machines)、電磁輻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或其它放射性物質

（如鐳）。 

(4) 心理性(Psychological)：任何可能對身體或情緒有害的情況，一般而言，

若是對工作要求高而對情況控制力差則容易產生壓力。 

(5) AQIS工作會遇到的有害物質包括汽油、消毒藥劑、燻蒸藥劑，甚至內容

物不明的包裹或信件。 

(6)AQIS 人員於執行勤務時也可能面對一些生物性傷害，像是愛滋病

(AIDS)、狂犬病(Rabies)、炭疽病(Anthrax)及其它傳染性病害。 

了解工作場合可能出現的意外、有害物質及緊急事件的種類，以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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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且於意外發生時保持鎮定不慌亂，有助於工作場所

發生意外時，進行傷害分析評估、控制及移除，避免人員傷亡。 

（二）澳洲檢疫相關法規簡介 

澳洲政府為防範境外有害生物及疾病傳入本土，制訂Quarantine Act，其下

有Quarantine Proclamations、Quarantine Regulations 2000及Quarantine Fees 

Determinations三個子法。 

1. Quarantine Act 1908 

(1) Quarantine Act規範內容 

① 船舶及飛機、裝置設施、人、動物、植物貨品等相關檢測、除外情況、扣

留、觀察、分離、隔離、保護、處理及相關規定等內容。 

② 沒收及銷燬動物、植物或其他貨品之規定。 

③ 某些設施在實務上無法進行處理時須進行銷燬之規定。 

④ 達到防止及管控重大病蟲害傳入、傳播及立足，並避免對人、動植物、環

境生態及經濟活動造成重大影響之目的而制訂之規定。 

(2) Quarantine Act之重要規定 

① 法規用語及用字解釋與定義 

② 對於澳大利亞本土、聖誕島(Christmas Island)及可可島(Cocos Island)之規定

不同 

③ 國際船舶及飛機抵達澳洲前須告知旅客相關檢疫資訊並提供抵達前報告

(pre-arrival report)予AQIS 

④ 檢疫員可登船或登機進行船機上動植物及其產品、物品、船機人員及旅客

之檢查 

⑤ 船機上所有動植物及其產品、物品、人員及旅客應接受檢疫 

⑥ 可對於具有檢疫風險之載運船機進行處理、移動及繫留 

⑦ 第一港岸的規定 

⑧ 未經檢疫員同意不得擅自移動國際船機上之貨品 

⑨ 自國際船機卸下之物品應接受檢疫；檢疫員有權要求輸入物品接受檢疫，

並對這些輸入物品進行搜查、檢查及對物品所有者及攜帶者詢問相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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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⑩ 當檢疫員認為輸入貨品須接受檢疫處理或是銷燬以降低檢疫風險時，會簽

發書面通知(Order into Quarantine)予相關人員（某些情況下會以電子郵件通

知）。 

⑪ 未檢附輸入許可證或未符合輸入規定之貨品視為非法輸入。 

⑫ 檢疫員得沒收非法輸入貨品，並簽發沒收通知(seizure notice)予輸入人或貨

主，非法貨品屬於Commonwealth之沒收物，可能會被販售、銷燬或退運。 

⑬ 檢疫員可以使用動物進行檢疫作業（如檢疫犬）。 

⑭ 檢疫員可進入指定場所或設施中對輸入貨品施行檢疫，輸入貨品須於指定

或核可場所或設施中進行檢疫處理或隔離檢疫。 

(3) Quarantine Act規範之權力 

① 直接權力及授權之權力 

② 規範人類、動物、植物檢疫方面，檢疫員可執行檢疫權力之範圍及種類（常

用之權力如附錄6） 

(4) 違規及罰則 

規定每項違規行為之最高罰款金額（一單位罰金為110澳幣）及刑期

（常見違規行為及罰則如附錄7），違規人被法院起訴後裁定之罰款金額可

能會達法規制訂須罰款單位數的5倍。另外透過合格調查部門(Compliance 

& Investigation Program)提供調查報告及風險諮議服務予業者參考，使業者

輸出入貨品時可以符合相關規定，提高合格率，並達到強化及健全 AQIS

之檢疫及輸出入貨品監督系統之目的。 

2. Quarantine Proclamation 

目前共有 Quarantine Proclamation 1998、Quarantine(Cocos Island）

Proclamation 2004、Quarantine(Christmas Island)Proclamation 2004等三個公告。

Quarantine Proclamation規範內容如下： 

① 第一港岸的規定 

② 卸貨地點的規定 

③ 同意進口之港岸 

④ 可施行檢疫處理之病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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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arantine Regulations 2000 

制訂檢疫相關程序及表格，如： 

① 檢疫違規通知書(Quarantine Infringement Notice Scheme，QIN)  

② 船機及裝置設施之報告(Reporting by vessels and installations) 

③ 人類檢疫(Human quarantine) 

④ 飛機入境許可(Pratique for aircraft) 

⑤ 檢疫處理通知書(Orders into quarantine) 

⑥ 輸入許可證申請(Permit applications) 

⑦ 進口貨品通知程序(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importing of goods) 

⑧ 合格規定(Compliance agreements) 

⑨ 檢疫法第46A節之相關法規(Laws for section 46A of the Act) 

4. Quarantine Fees Determinations 

制訂檢疫作業相關收費標準，如： 

① 檢查及服務費用 

② 證明書簽發費用 

③ 隔離檢疫之費用 

④ 輸入許可證之申請費用 

⑤ 合作協議費用(The entering into compliance agreement) 

（三）各類動植物及其產品辨識及規定(Product ID)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AQIS在機場或港口旅客攜帶動植物產品的檢疫規定。 

1. 透過產品包裝辨識、最終用途及攜帶數量，降低具檢疫風險之動植物及其產

品輸入與增加檢疫風險控管之有效性。 

(1) 以包裝方式區別用途 

① 商業用途(Commercial)：作為樣品或商業販賣用，輸入數量多，包裝上清楚

標示產品名稱、製造者、產地、製造日期、保存期限等。 

② 非商業用途(Non-commercial)：為個人使用，非商業販賣用，輸入數量少，

包裝上未清楚標示產品名稱、製造者、產地、製造日期、保存期限等。如

利用未密封之塑膠袋或其它塑膠容器包裝；利用可回收的包裝容器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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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瓶子、罐子及盒子等；家庭製作的罐頭等。 

(2) 商業包裝(Commercially packed)方式的定義 

① 滅菌包裝(Retort packaging)：經加熱及滅菌過，處理過後之產品。通常以密

閉容器包裝，無須冷藏，於常溫下可維持數月至數年儲架壽命（圖 18）。

例如：調理包、玻璃或罐裝等。罐製食品(Canned food)通常會填充鹽水或

是糖水達包裝容器之八分滿，目的是使加熱均勻及增加滅菌效果，搖一搖

會有水聲。 

② 密閉包裝(Hermetic sealed packaging)：可經過加熱或不加熱的過程，主要使

用塑膠袋、玻璃、罐裝包裝密封。例如：肉鬆（圖 19）、調味料(spices)、

咖啡包、乾麵條等。 

③ 真空包裝(Vacuum packaging)：把氣體抽除，維持包裝容器內為真空狀態，

常使用塑膠包裝袋，抽真空後塑膠包裝袋表面會呈現皺縮並與內容物緊密

貼合，如真空包裝之麵條（圖 20）。和滅菌包裝不同，真空包裝不一定須

經過滅菌或是加熱過程。 

2. 檢疫風險管控程度與有害生物及寄主植物之分類地位 

  檢疫管制有害生物的寄主植物範圍之分類地位：科(Family)、屬

(Genus)、種(Species)。AQIS檢疫標的有害生物主要為真菌界FUNGI （包括

蕈類）、原核生物MONERA (bacteria、blue green algae)及真核生物PROTISTA 

(protozoa、all other algae )。 

3. 分析動植物及其產品輸入之檢疫風險 

(1) 動植物及其產品輸入澳洲前須先進行風險評估，由Australia Biosecurity(BA)

負責風險分析，依風險分析結果決定進口條件，並列入Import Conditions 

Database (ICON)資料庫（圖21），現場值勤之檢疫員可利用學名、來源國

及最終用途來查詢各類產品輸入之檢疫條件，目前這套系統共建置20,000

筆以上之資料，一般民眾也可透過AQIS網站（http://www.daffa.gov.au/aqis）

連結至ICON資料庫查詢相關規定。 

(2) 檢疫風險評估基本上會考量下列因素 

① 此項產品是否為檢疫有害生物的潛力寄主 



 

 16

② 原產地 

③ 原產地對相關檢疫有害生物監督或防治的情況 

④ 對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 

⑤ 加工方式及程度 

⑥ 最終用途 

⑦ 海關的限制規定 

(3) 如何判斷檢疫風險及具高風險之產品 

① 產品本身是否具有檢疫風險？ 

② 產品是否罹染活有害生物？ 

③ 產品是否受到污染？ 

④ 產品是否含有高檢疫風險的成分？ 

如果依上面的準則及與資深同仁討論確認後仍無法判定產品風險，則採

沒入銷燬處理。遇到價格昂貴之產品時，須向上級主管報告後決定處理之方

式。 

4. 各項動植物及其產品之檢疫規定 

(1) 乾燥植物及其產品 

乾燥植物及其產品之檢疫相關有害生物有：植物病害如香蕉葉斑病

(Black Sigatoka)、李痘瘡病毒(Plum Pox Virus)及火傷病(Fire blight)（薔薇

科）、番石榴銹病(Guava Rust)（主要寄主為尤加利屬及蒲桃屬）、柑橘潰瘍

病、荷蘭榆樹病(Dutch Elm Disease)、小麥黑穗病(Karnal Bunt)；植物害蟲則

有小紅鰹節蟲等。各類乾燥植物及其產品輸入澳洲的檢疫條件如下： 

① 乾燥或醃製水果：乾燥或醃製水果的檢疫風險會較新鮮水果低，大部分整

顆水果（去籽或未去籽）如經商業加工調製及包裝、標示一般名或學名及

具儲架穩定的條件即可輸入。但經商業包裝及加工乾燥或糖漬之整顆未去

籽李屬(Prunus spp.)果實禁止輸入，惟以盬、醋、酒醃製或鹽/糖蜜漬之方

式加工除外；整顆乾燥蘋果禁止輸入，但經商業包裝之去籽及去皮之乾燥

蘋果則允許輸入，如土耳其產之蘋果茶（圖 22）；乾燥香蕉禁止輸入，包

含乾燥香蕉切片（圖 23）。其它像乾燥無花果、番茄、椰棗或棗及裹糖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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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果皆允許輸入。 

② 香蕉纖維、布袋蓮：以香蕉葉子或布袋蓮（為水生雜草）製成之手工製品，

如相本、帽子（圖24）、裝飾品、禮物盒、手提包等需要輸入許可證。Sinamay

為香蕉屬植物(Abaca plant，Musa textils)纖維編成之帽子，其輸入規定同香

蕉纖維。 

③ 香包、枕頭：香包通常由多種植物材料混合製成，可能含有禁止輸入之種

子、土壤或具攜帶有害生物之風險，須查詢ICON資料庫確認各項內容物

的輸入規定。枕頭填充物常具有高檢疫風險之內容物，如小麥(Triticum 

spp.)、蕎麥(Fagopyrum esculentum)、亞麻(Linum usitatissimum)、羽扇豆

(Lupinus spp.)及櫻桃(Prunus spp.)種子等，臨場檢疫時須打開枕頭檢查。其

中蕎麥種子（蕎麥外殼則無須處理）可經熱處理或是輻照處理後放行，其

餘種子則禁止輸入，予以銷燬或是退運。 

④ 木製品、稻草、粗棉：木製品因具攜帶活有害生物、土壤、雜草種子之風

險，臨場檢疫時須檢查木製品是否帶有樹皮（圖 25）或是蛀孔(Borer，圖

26)。帶有樹皮之木製品須經熱處理、ETO 或輻照處理後始可放行，或予

以銷燬或是退運處理。輸入乾燥稻草（手工藝品或是掃把）因具攜帶活有

害生物、土壤、雜草種子之風險，須經熱處理（稻草帶有種子時則採濕熱

處理）、ETO 或輻照處理後始可放行；經染色或漂白之稻草無須處理，經

檢疫合格後即可放行。粗棉因具攜帶棉花種子、活有害生物、土壤、其他

植物殘體之風險，須經 ETO 或輻照處理後放行（如含有動物殘體或成分

則須以 50kGray 劑量進行輻照處理，一般使用 25kGray 劑量進行輻照處理

即可），或予以銷燬或是退運。 

⑤ 乾燥茶葉：單純一種茶葉或茶包可以輸入，若混有乾燥的柑橘葉、皮或草

莓葉則須經過熱處理後始可輸入，未經處理禁止輸入。 

(2) 土壤及生物性材料 

① 生物性材料：包括DNA、細胞株、抗體、玻片、果蠅、疫苗或血清等。大

部分生物性材料具有高風險，通常源自於動植物或人類，進口時須先向

AQIS申請輸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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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土壤：具高風險，可能含有動植物相關的有害生物。所以土壤樣本或含土

的物品，包括玩具帳篷、露營器材、鞋類及機械器具、化石等皆禁止輸入。

用作實驗分析的土壤材料除外，但輸入前須先向AQIS申請輸入許可證。

帶有墓穴土壤之骨灰罈採個案處理，須經上級主管同意及熱處理(121℃)

後始可輸入。 

(3) 亞洲傳統食品 

亞洲傳統食品之檢疫相關有害生物：植物及其產品相關之有害生物如

小紅鰹節蟲、馬鈴薯胞囊線蟲(Potato Cyst Nematode)、柑橘潰瘍病、火傷病、

李痘瘡病毒(Plum Pox Virus)等；動物及其產品相關之病害為口蹄疫、豬瘟

(Hog Cholera)、新城病、家禽流行性感冒等。 

傳統的亞洲食物如中草藥（圖27）、蕈類、動物產品及月餅等：當歸、

黑棗、甘草、蓮子（圖28）等常見的中草藥，因容易辨別，只要經商業包

裝（盡量不要混裝，單種藥材採單一包裝）、標示完整的學名，乾燥且不

具繁殖能力，經檢疫合格即可放行。乾燥香菇、黑木耳及白木耳因容易辨

別，可以不需商業包裝，檢疫合格即可放行，但靈芝、猴頭菇或冬蟲夏草

等須為錠劑、膠囊或液態才可進口，以粉狀輸入須檢附輸入許可證，可至

ICON 資料庫查詢其它菇類輸入之條件。生鮮及乾燥燕窩禁止輸入，除非

加工為液態罐頭才同意輸入。月餅須以X光機掃瞄或是切開看是否含有蛋

黃，含有蛋黃之月餅禁止輸入。 

(4) 種子或堅果類 

種子或堅果之檢疫相關有害生物包括害蟲、植物病害或雜草種子等。

各類種子或堅果之輸入相關檢疫條件如下： 

① 堅果類：包括杏仁、腰果及胡桃等，上述產品須經商業包裝，及經烘烤、

去皮、煮熟或去殼且經真空密封等過程後始可輸入，可至ICON 資料庫查

詢輸入條件。若為混裝堅果類，無法辨別含有那些種類則禁止輸入。 

② 種子：須經商業包裝且標示完整學名，並利用 ICON 資料庫查詢輸入條

件。混裝的種子禁止輸入，因為無法辨別種類；豆類種子輸入前須申請輸

入許可證。有很多香料種子為小紅鰹節蟲常見的寄主，如香菜、薑黃及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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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種子，在臨場檢疫時要特別注意，另外丁香種子禁止輸入。爆米花

(popcorn)禁止輸入，因可能含有具發芽能力之玉米種子，或攜帶雜草種子

或真菌孢子。 

(5) 肉類和動物產品 

輸入肉類及動物產品之動物疫病風險︰有害生物如小紅鰹節蟲、蜂蟎

(Varroa Mite)、隱蔽甲蟲(Hide Beetle)等；動物疫病如口蹄疫、新城病、家

禽流行性感冒、牛瘟(Rinderpest)、炭疽、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馬流行性感冒(Equine Influenza)及豬瘟等。各類肉類及動

物產品之輸入條件如下： 

① 肉類：旅客只能攜帶商業包裝的罐製肉類、滅菌軟袋包裝或來自紐西蘭的

牛肉和羊肉，其餘新鮮凍藏肉類及肉乾香腸等肉類產品，除事先申請輸入

許可證，並符合許可的相關檢疫規定，否則禁止攜入。 

② 肉類副產品：包含調味料、肉類萃取物、濃縮肉汁等等，輸入該類產品之

風險取決於加工過程及最終使用目的，有些需要事先申請輸入許可證，有

些可能有特殊檢疫條件，欲輸入該類產品時，應先查詢ICON 資料庫瞭解

相關輸入條件。 

③ 寵物食品：除非不含任何天然性成分，寵物食品皆須事先申請許可始得輸

入。 

④ 皮革製品：如經染色或化學藥劑處理過，當場經檢疫人員檢查無污染後即

可放行。未經過染色或處理者，則需事先申請輸入許可證或經過檢疫處理。 

⑤ 動物鞣製品：如經鞣、硝皮處理則經檢疫人員檢查無污染且確認無瀕臨絕

種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問題後即可放行。若該產品未經處理，則須

事先申請輸入許可證。 

⑥ 動物用設備：使用過的動物用設備，如鳥籠、馬鞍、狗鍊等，須經過檢疫

處理（如噴灑Virkon）始可放行。捕捉動物陷阱設備另須洽詢海關人員。 

⑦ 蜜蜂產品：諸如蜂蜜、蜂王乳、蜂膠等，應為商業包裝，如為非商業包裝，

則經過檢視無污染後始可放行。 

(6) 奶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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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奶類產品考量的動物疫病風險主要為口蹄疫、牛瘟、小反芻獸疫

(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及里谷夫熱(Rift Valley Fever)。巧克力、烘焙蛋

糕、餅乾、麵包、印度奶油(Ghee)及乳糖非屬應施檢疫品目(Quarantine Free 

List)，但不包括其內餡。另商業包裝產品扣除水分後，如奶類含量不到10%

者非屬奶類產品。如有嬰幼兒同行，則該旅客最多能攜帶3個月份量之嬰

兒奶粉。 

旅客只能攜帶來自口蹄疫非疫區國家地區，且不超過10公斤或10公

升的商業包裝奶類產品，其餘地區該類產品禁止輸入，應予退運或銷毀。 

(7) 蛋類產品 

輸入蛋類產品考量的動物疫病風險主要為新城病及家禽流行性感

冒。商業包裝產品扣除水分後蛋類成分小於10%者非屬蛋類產品。蛋類產

品皆禁止攜入，包括生鮮蛋、皮蛋、蛋粉、蛋麵、蛋捲、含蛋黃月餅及美

乃滋等，使用過之裝蛋容器亦禁止輸入。 

(8) 海鮮產品 

新鮮魚類產品除來自紐西蘭外，必須去除頭部及內臟始可攜入。鮭魚

及鱒魚產品需為商業包裝且已可食用。旅客隨身攜帶不可超過5公斤，非

為隨身者如郵寄包裹最多只能450公克。煙燻或乾燥魚類產品、經烹煮或

乾燥蝦類、魷魚、章魚、烏賊、貝類等等須經當場檢視有無昆蟲及土壤污

染。魚子醬或魚卵須另向海關洽詢。 

三、機場檢疫實務 

（一）機場檢疫流程 

澳洲入境旅客檢疫程序（附錄9） 

1. 入境證照查驗台 

旅客入境前，空服員會於飛機上發放入境旅客卡(Incoming Passenger Card, 

IPC, 如附錄 9)供旅客填寫，或是於入境證照查證台（圖 29）索取後填寫個

人基本資料及回答入境旅客卡上所有問題，其中與檢疫相關問題分列於入境

旅客卡之第6至10項，旅客如有攜帶奶蛋類、蔬菜水果、動物產品、種子

及鮮果、植物/植物產品或植物材料、木材或木製品、活動物及動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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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具及靴子等器具時，須於入境旅客卡上誠實申報。旅客通過入境證照查驗

台後即進入AQIS執行檢疫工作的區域範圍。旅客離機後至入境證照查驗台

間之走道皆放置有檢疫棄置箱(Amnesty Bin，圖30)，如旅客攜帶禁止輸入之

農畜產品時，可選擇自行丟棄於棄置箱內。 

2. 行李提領區 

旅客於行李提領區等待提取行李時會遇到檢疫犬組隊（領犬員及檢疫

犬，圖31）及風險評估人員(Risk assessment officer)執行勤務。當負責旅客行

李偵測勤務的檢疫犬偵測出有標的物氣味之行李箱或手提袋時，立刻會坐於

領犬員側，此時領犬員會要求旅客打開標的行李箱或手提袋查看是否攜帶農

畜產品（圖32），如發現攜帶禁農畜產品時，會於旅客之入境旅客卡蓋上

K-9章，被蓋上K-9章之旅客至檢疫櫃臺時，檢疫員會加強行李箱內容物之

檢查。如檢疫犬偵測到標的物氣味之行李箱，而擁有該行李箱之旅客不在現

場時，領犬員會將K-9章蓋在托運行李條正反面，該名旅客通過行李X光

檢查台或是檢疫櫃臺時，其攜帶之行李會被加強檢查。為了進行風險分析，

於行李提領區至行李X光檢查台間之區域（圖33）會有1-2名風險評估人

員隨機選取旅客詢問問題，會在合格旅客之入境旅客卡蓋上綠色的Q 

Mark。除持有Express card及商務人士（僅帶一個手提包且無裝有檢疫風險

之物品）可經由快速通關走道入境外（圖34），入境旅客卡上蓋有Q Mark

之旅客也可經由快速通關走道入境，無須再經過行李X光檢查台或檢疫櫃

臺，而AQIS人員(Overflow officer)也會逢機選取經由快速通關走道入境之旅

客進行檢查。 

3. 行李X光檢查台 

從行李提領區至行李X光檢查台間會有1-2名AQIS人員(Marshal）引導

旅客往行李 X 光檢查台（大部分為無申報物品的旅客）或是檢疫櫃臺（圖

35）進行檢查。布里斯本機場配置有 8 台租借之 X 光機，每件行李皆須通

過 X 光機掃瞄，每台 X 光機旁會有兩名 AQIS 之契約人員協助行李搬運及

一名檢疫員進行行李檢查。檢疫員會依據 X 光機約僱影像（如帶有動植物

產品，X 光機掃瞄影像會呈現橘色，圖 36；乾燥產品因水分含量低故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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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橘色）、入境旅客卡申報內容、旅客來源國（認定之高風險來源國如印度

及大陸等、中風險國家如日本、低風險國家如紐西蘭）及是否遇到特殊節日

（參考可能攜帶之具有檢疫風險物品列表，如附表1），依據初估風險高低，

對每名入境旅客進行不同程度的檢查：只詢問旅客問題但不檢查行李

(Question only)，只檢查部分行李(Partial examination)，或對所有攜帶行李進行

全面檢查(100% examination)。檢查後會依入境旅客卡上是否填有申報品項、

實際檢查方式與結果，分別於紀錄表上填寫檢查結果，供後續風險分析用。 

4. 檢疫櫃臺 

布里斯本機場設有30個檢疫櫃臺，每個檢疫櫃臺排有1名檢疫員執行

勤務（圖37），檢疫櫃臺之檢疫員會輪流至行李X光檢查台進行行李檢查。

當檢疫員於行李 X 光檢查台或於檢疫櫃臺查獲到旅客攜帶禁止輸入之農畜

產品時。會利用詢問問題的方式及查看是否據實填寫入境旅客卡等，判定旅

客違規行為之輕重，經常詢問的問題如下： 

① 這是你的簽名嗎？ 

② 你有閱讀/明白入境旅客卡的問題嗎？ 

③ 你親自回答入境旅客卡的問題嗎？ 

④ 這是你的行李嗎？ 

⑤ 你的行李是親自打包的嗎？ 

⑥ 你知道行李箱內放了哪些東西嗎？ 

⑦ 行李箱內的東西是屬於你的嗎？ 

⑧ 你還有沒有其他需要申報的物品？ 

面對不諳英文之旅客，於檢疫櫃臺備有入境旅客卡、詢問問題及各類農

畜產品之各國語言對照表資料(Language book)，方便檢疫員與旅客溝通，避

免造成誤解及利於檢疫勤務執行。 

 

（二）入境旅客違規罰款 

當檢疫員查獲旅客攜帶農畜產品時，會依據旅客是否於入境旅客卡上申報

與是否誠實申報、攜帶產品之數量，及攜帶之農畜產品是否為禁止輸入項目等



 

 23

準則來判定旅客是否違規及進行裁處，依旅客違規情節輕重分下列不同處理方

式。 

1. 旅客主動申報檢疫 

(1) 屬經檢疫合格後准予輸入澳洲之農畜產品：臨場檢疫或經檢疫處理後合格

放行。 

(2) 禁止輸入之農畜產品：銷燬或退運。 

如旅客同意輸入之產品接受檢疫處理時則須支付相關費用，選擇輻照

處理時，每人收費 60 澳幣；選擇熱處理或溴化甲烷處理時，每人收費 30

澳幣（郵寄費用另計）。選擇退運處理時旅客須支付檢疫物之留置費用（30

澳幣 / 30天）及退運費用（30澳幣）。 

2. 旅客未申報檢疫或申報不實 

(1) 口頭通知 

對於初次且非故意未申報或違規之旅客進行口頭通知及警告，對旅客

攜帶之農畜產品沒入銷燬或退運。告知旅客相關檢疫規定及提供宣導摺頁

作為參考，希望旅客下次不要再違規。 

(2) 書面通知 

給予初次且非故意未申報或違規，但攜帶數量較多且為禁止輸入農畜

產品之旅客書面通知（附錄8），將旅客攜帶之違規農畜產品予以沒入銷燬

或退運，並將違規旅客資料鍵入郵包及旅客系統(Mail and Passenger System, 

MAPS，圖38)，如該名旅客下次入境澳洲再違規時則會被罰款。 

(3) 罰款或刑罰 

如檢疫員判定旅客故意未申報攜帶之農畜產品或申報不實時，會開立

檢疫違規通知書(Quarantine Infringement Notice，QIN)給旅客。違規通知書

上會載明通知書編號、旅客姓名、在澳洲之地址、違規日期、違規地點、

違規事項、適用法條、罰款金額、付款地點及方式、簽發日期及檢疫員之

簽名。檢疫員須告知旅客於離開檢疫區域前須繳納罰款，繳納罰款後即履

行該處分之給付義務，不會因該處分而被起訴；如不繳納罰款則可能會被

起訴，被起訴後法院可能裁定之最高額罰款及刑責（個人為66,000澳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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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年刑責）。旅客可要求檢疫員給予延遲付款的選擇（檢疫員也可依情

況自行決定是否給予旅客延遲付款的選擇，但須以書面告知旅客給予延遲

付款的選擇及載明延遲付款的期限)。如旅客攜帶之農畜產品為經檢疫合

格後准予輸入澳洲之項目，處以110澳幣；如為禁止輸入澳洲之項目則處

以220澳幣。可至海關收取關稅之櫃臺以現金、信用卡及支票現場繳納罰

款。在延遲付款的情況下，檢疫員會給旅客一張匯款單，要求旅客限期繳

納（通常在14-28日內須繳納，否則會被起訴）。平均每天約有1-2名違規

旅客會被處以罰款，每月約有1-2件移送法辦。 

（三）特殊情況 

1. 軍用行李檢查 

AQIS 會派人到軍事基地去檢查陸軍官兵的大型行李，將檢疫合格之大

型行李開口鉛封，到機場之AQIS人員只須確認簽封是否完整，無須再開箱

檢查。 

2. 後送行李(unaccompanied luggage)檢查 

AQIS人員須會同海關及/或航空公司代表人員才可進行行李檢查，首先

將發現檢疫物之行李留置，並通知旅客來處理後續事宜。 

3. 查獲海關管制品目 

AQIS 人員如檢查到旅客攜帶海關管制品目或 CITES 品目（圖 39），會

通知海關人員前來處理。 

4. 飛機外機體消毒 

每台飛機每6星期須經AQIS認可之消毒公司進行機體噴灑消毒，AQIS

人員每日（早上及下午）逢機選取2架飛機進行登機檢查，查看機上四個不

同地方放置之培養皿中是否有活害蟲，確認飛機落地前機內噴灑消毒藥劑之

措施是否有效。 

（四）檢疫觀念宣導與教育 

為讓澳洲民眾業者及旅客等瞭解澳洲檢疫規定，並讓檢疫相關工作人員知

道疫病害蟲入侵的嚴重後果與各種檢疫作為的重要性，AQIS透過下列方式期望

百分百傳達至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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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艙內影片宣導(In Flight Video) 

澳洲的法律要求所有的航空器於抵達澳洲前，必須播放檢疫相關宣導影

片，讓旅客充分瞭解並遵守檢疫規定。 

2. 宣導海報及手冊 

AQIS 針對各種動植物疫病害蟲入侵的可能途徑、或哪些動植物產品不

可帶進澳洲、或違反檢疫規定可能面臨的情況等，製作各式各樣的宣導海報

及手冊，張貼或放置宣導架於國際機場、港口或值勤辦公室等，供大眾閱覽

及索取，教育民眾及相關工作人員須提高警覺，遵守澳洲法律。另針對至不

同國家觀光的澳洲出境旅客設計小手冊，除介紹各國的風景名勝和產品特

色，並說明何者可以或不可購買做為紀念品帶回國內。 

3. 網站宣導 

AQIS 建置輸出入檢疫規定查詢系統供民眾或業者上網瀏覽，亦有 e 化

海報手冊供民眾下載，如有新的檢疫規定或提示發佈，則會以不同的警示

(Alert)通知大眾，傳達最新資訊。 

4. 國際文化節日及節慶(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Seasonal Events) 

旅客攜帶或國外親友郵寄動植物產品至澳洲，有部分原因和國際文化節

日有關，例如華人習慣於中秋節吃的月餅若含蛋黃者為禁止攜帶項目；或做

為情人節禮物的鮮花或乾燥花等。因此AQIS除製作手冊分送旅客民眾外，

每年並更新張貼國際文化節日年曆於辦公室公布欄，以提醒檢疫人員。 

5. 檢疫觀念宣導(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Quarantine Matters! ) 

自1999 年開始施行到現在已9 年，主要目的在提醒澳洲民眾檢疫的重

要性，並鼓勵全民共同防範外來疫病蟲害的入侵，共同保護澳洲特有且脆弱

的生態環境。 

 

四、港口檢疫實務 

（一）海運貨物與貨櫃檢疫(Sea Cargo) 

布里斯本港口位於布里斯本河(Brisbane river)出海口，在Fisherman island上

（圖 40）設有 3 個碼頭區(wharf)和 8 個貨運站(terminal)，港口區域持續填海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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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布里斯本港2006年輸出貨櫃量為377,517 TEU，全澳一半產量的棉花(約

28萬噸)由此港出口，進口貨櫃量則約388,783 TEU。AQIS駐地主管(Coordinator)

為Mr. Frank Fox，下轄Sea Cargo（海運貨物與貨櫃檢疫）與Seaport （港口旅

客檢疫與船隻檢疫）兩部門，共有 47 名檢疫官。Sea Cargo 部門除檢疫輸入貨

物，亦負責車輛機械檢疫（圖 41）、貨櫃外部檢疫、木質包裝材檢疫等，防止

土壤或疫病蟲害附著於車輛機械、或木質包裝材貨櫃外部入侵。 

1. 貨櫃外部檢疫(External Container Inspection Regime, ECIR) 

(1) 非洲大蝸牛檢疫 (Giant African Snail Inspection, GAS inspection) 

若貨櫃來自非洲大蝸牛疫區或在運輸途中與來自非洲大蝸牛疫區貨

櫃接觸，到港後須集中至特定區域，放置於鐵架上並以鹽巴將鐵架周圍圍

住，避免有害軟體生物由港區入侵。檢疫官從貨櫃下方與周圍檢視貨櫃是

否附有土壤、非洲大蝸牛或卵塊。如果檢查不合格，則須送去清洗（圖42、 

圖43）。清洗廢水和汙染物委由外包清潔公司集中收回銷燬。 

(2) Gate inspection： 

布里斯本的三個碼頭區門口(gate)皆有檢查哨，所有貨櫃離開碼頭區前

皆須受檢。檢疫官兩人一組，分別從兩側檢查貨櫃、車架下方是否帶有泥

土或病蟲害（圖44）。檢查哨亦備有遙控攝影機，觀察貨櫃上方是否清潔

（圖45）。貨櫃夾帶少量泥土時，由檢疫官以小刷子清除；若情況嚴重則

須送洗後才能放行（圖46）。每月約檢查3萬1千個貨櫃，檢查速率為每

檢查哨每小時約30貨櫃。  

(3) Tailgate inspection： 

若貨櫃運送目的地為較遠之郊區，或經電腦隨機抽中，貨櫃須在Gate 

inspection後送至指定處所進行Tailgate inspection（圖47）。檢疫官除再次檢

查貨櫃外觀是否清潔，也會開櫃確認櫃內產品是否與申報資料相符。 

2. 貨物與木質包裝材檢疫 

貨物於檢疫場所(Quarantine approved premises, QAP)進行輸入檢疫（圖

48）。將包裝完整的貨物從貨櫃中搬出，在檢疫場所重新以膠膜纏繞好後，

檢疫官再到現場進行檢疫（圖49）。檢疫整櫃的散裝咖啡豆方式為打開櫃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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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探針伸入採樣，檢查有無病蟲害。進口之動物飼料用可可粉則每周隨

機抽檢一次（圖50）。泥炭土(Peat moss)的檢查，每貨櫃取樣10包，檢查完

的樣本放到銷燬桶(Quarantine bin)，委請外包清潔公司處理。輸入之木質包

裝材不能帶有樹皮，若有少量樹皮則須送至特定地點清除樹皮(debark)。自

國外輸入之棧板上應有經輸出國檢疫合格之戳記。澳洲本地的棧板漆成藍色

與國外棧板區分。木製家具或包裝箱若發現蛀孔，須經燻蒸後才放行。香蕉

葉製成的容器或使用過之水果包裝箱（圖51）則禁止輸入。輸入的貨物如

個人的鞋子（圖52）或家具（圖53）等若附著土壤，則須清潔並以Virkon

消毒（圖54）後始可通關。 

3. 車輛機械檢疫 

布里斯本為澳洲第一大機械與車輛輸入港，2007 年每月約有 15,640 輛

新車由該港進口。全新的車輛由兩名檢疫官同時檢查外觀有無附著土壤、昆

蟲或雜草、種子等有害生物。若是二手車(每月約檢查342部)，則其行李箱、

腳踏墊、引擎蓋內側皆須仔細地檢查（圖55）。檢查不合格的車輛與機械須

清洗後才能離開港區。 

（二）港口旅客檢疫與船隻檢疫(Seaport) 

   Seaport部門共有7名檢疫官，負責港口旅客檢疫與登船檢疫。 

1. 港口旅客檢疫 

夏季每月約有4艘郵輪停靠布里斯本港，大部分來自德國與日本，全年

約有 60 艘郵輪靠港。執行郵輪旅客檢疫之人力不足時由 Sea cargo 部門的

AQIS檢疫官支援。 

2. 登船檢疫 

所有船隻須於靠港前12至96小時向AQIS提出申請登船檢疫。檢疫官

登船後和船長確認船員健康情形（圖56）；靠港船隻須繳驗起運地國家簽發

之證明書，證明船隻上無鼠害；船長並須提供船隻壓艙水排放記錄表，證明

船隻沒有在港區排放廢水汙染澳洲近海海域。檢疫官並檢查船上廚房、食物

儲藏間是否乾淨無病蟲、鼠害（圖57），垃圾桶是否確實密封，檢查壓艙水

紀錄是否無誤。船隻檢疫基本費用為2小時800澳幣，超時則每25分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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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40 澳幣。自國外入境之遊艇靠港前亦須申請檢疫（圖 58），若受檢遊艇

須要清洗，可利用機具將遊艇吊起至岸邊清洗（圖59）。 

五、檢疫臨場作業參訪(On-site practices) 

（一）實驗室參訪 

AQIS之南昆士蘭州地區辦公室一樓設有輸入植物檢疫區域（檢查空運輸入

貨品為主，偶而會進行海運貨品檢查，圖60）、須經檢疫處理物品之集中區（大

部分為機場旅客攜帶之檢疫物）、植物病理學(Plant pathology) 及昆蟲學

(Entomology)研究室等。 

1. 輸入產品檢查室 

檢查區之光線充足、備有放大鏡及白色底盤，方便檢查人員依寄主之目

標害蟲特性進行目視檢查。檢查人員皆身著白色實驗衣及配戴手套，對於每

批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執行臨場檢疫之取樣標準依輸入產品種類而不同，一

般，每批申請案件之每種植物產品逢機取樣600單位(UNIT)進行檢查（例如

一根蘆筍為一個單位），再從600單位中選取10%進行鏡檢（60個單位）。 

檢查蘆筍時會以拍打之方式，查看白色底盤上是否有活害蟲落下，另使

用放大鏡或顯微鏡檢查蘆筍花序間隙是否藏有活薊馬或蟎類。如發現活有害

生物，可至檢疫區旁之實驗台（圖61），利用顯微鏡作進一步檢查，檢查人

員可將檢出疑似罹染有害生物之寄主植物樣本送至昆蟲學家或植病學家處

進行後續鑑定。對於輸入之植物組織培養苗會進行全數檢查（圖62），如發

現罹染真菌性或細菌性病害時（圖63），會以有顏色之簽字筆圈選出罹病範

圍，如為AQIS之標的有害生物則一律退運或銷燬處理。 

在檢查室壁面櫥櫃放有雜草種子及其他種子之實體樣本供檢查人員參

考，牆上懸掛許多含有病害特徵及害蟲型態圖片之海報（圖 64~67），瓶苗

常見之真菌或細菌病害圖片也建檔成冊，提供檢疫人員進行初步鑑定。 

2. 植物病理學研究室 

植物病理實驗室（圖 68）由兩名植病學家負責，檢疫人員會將疑似罹

染病害之樣本送至實驗室，由植病學家進行初步觀察、培養、分離、接種或

鑑定。依放置之區域來區分樣本處理情形：IN －待檢查之樣本、PENDING

－已進行初步檢查及待鑑定之樣本、OUT－鑑定完成可丟棄及處理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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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須進行線蟲分離或病原菌培養後始可鑑定時，會使用實驗室之線蟲分離設

備或培養儀器進行後續工作。 

一般在輸入種子前須向AQIS申請輸入許可證，有時AQIS會要求輸入

者寄送種子樣本至實驗室進行檢查，以決定是否核發輸入許可證，該實驗室

曾自南美郵寄輸入的口紅棕櫚種子(lipstick palm seed) 樣品中分離到線蟲（圖

69）。 

兩名植病學家一年平均檢查上千件的樣本，若無法鑑定則寄到學術研究

單位作進一步的鑑定，所有寄送及鑑定之費用皆由申請人負擔，每個罹病樣

本之平均鑑定時間由十幾分鐘至數星期不等。如送檢樣本疑似罹染AQIS檢

疫標的有害生物，則儘量鑑定到種，至少鑑定到科或屬之分類地位，以決定

有效之檢疫處理方式（附表2為該實驗室2001年至2007 年自行鑑定出植物

病害之樣品數）。 

3. 昆蟲學研究室 

昆蟲學(Entomology)研究室亦由兩名昆蟲學家負責（圖70），內有一間養

蟲暗室，數個養蟲箱，設置雙層不銹鋼防蟲網，網目小於1.6mm，以預防害

蟲逃逸（圖71）。在輸入家具、木製品或手工製品上發現蛀孔時，會將有蛀

孔之木製品放入箱中培養數天至數星期（圖72），觀察是否有成蟲孵化，再

進行後續鑑定工作。 

臨場檢疫發現活害蟲的處理流程：發現活成蟲、幼蟲、卵及卵塊、蛹時，

均須等候鑑定結果後決定處理方式，如鑑定後確認為AQIS檢疫標的有害生

物，該批貨品應接受檢疫處理、退運或銷燬，如非罹染AQIS檢疫標的有害

生物則放行。 

如為卵塊或卵，先依型態特徵鑑定到科或屬之分類地位，並採樣培養以

進行後續鑑定工作。害蟲鑑定時間從2小時到2天以上，如須製作標本才能

鑑定，則可能需要2天以上的時間。使用溴化甲烷燻蒸處理時，如室外溫度

低於 11℃，則無法進行檢疫燻蒸處理，要等到溫度上升到 11℃以上才可處

理。昆蟲研究室將世界各國輸入貨品上攔截到之害蟲製成標本或玻片，或利

用酒精保存昆蟲實體，供作教學材料及提供檢疫人員參考（圖73），目前約

蒐集200-300種以上之蟎類及薊馬標本。 

（二）檢疫隔離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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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於雪梨、墨爾本及布里斯本皆設有植物隔離設施，布里斯本之檢疫隔

離溫室為全澳最大之熱帶植物隔離溫室（圖 74），並有專人負責管理。溫室以

防蟲網間隔，以利通風及防止害蟲進入，每棟溫室都有溫度控制系統，但沒有

濕度控制功能。隔離溫室內溫度最高會到32°C，此時會啟動噴霧蒸發降溫，最

低可降到 18°C。隔離溫室內設有黏蟲板（圖 75），監控害蟲發生情況，平均約

一個月更換一次黏蟲板，如發現害蟲密度變高時會噴灑化學藥劑或用生物防治

方式控制。人員出入隔離溫室時須踏過浸滿漂白水之泡棉（圖 76），鞋底經過

消毒後始可進出溫室。 

輸入應施隔離檢疫之植物前須先申請輸入許可證，待隔離溫室有空位才核

准進口，否則須等待有空位始可輸入。輸入植株或切枝至少須經3個月的隔離

檢疫期；大部分輸入之組織培養苗不需要隔離栽植，臨場檢疫發現未罹染有害

生物即可放行，但若輸入已在澳洲大面積種植，且可能攜入高風險性病蟲害之

植物組織培養苗，則需隔離檢疫（圖77），如香蕉及甘薯組培苗等（圖78）。即

使是輸入學術研究用之香蕉組培苗（圖 79），亦須栽植於隔離溫室內，不可移

出溫室栽培，研究人員則須至隔離溫室內進行試驗及記錄，試驗結束後該批香

蕉苗即予以銷燬。 

輸入須隔離檢疫之種子，在溫室內播種後觀察其生長情形，如從播種至開

花結籽皆未發現罹染有害生物時，則收集第二代種子交還給輸入者（如輸入之

高粱種子須經四個月隔離栽植，每個月觀察記錄一次是否發生病蟲害，開花時

會套袋，讓植株自交授粉產生種子，並蒐集種子交還給輸入者，圖 80），生產

第二代種子之母株則予以銷燬處理。某些須特殊環境條件（如日長或低溫）始

可發芽之種子（如李），可放入植物生長箱栽培（圖81），發芽後再移入溫室內

種植。隔離作物如於生長過程中發現罹染病蟲害時則須予以銷燬。 

（三）檢疫犬中心 

檢疫犬中心（圖82）位於布里斯本機場附近，共有10隻米格魯(beagle)，1

隻拉不拉多(Labrador)、1隻澳大利亞牧羊犬(Australian shepherd)以及1隻pointer。

目前其中 8 隻 beagle 負責機場旅客檢疫，3 隻大型犬負責郵包檢疫。檢疫犬中

心內設置沙地遊樂區、草地及游泳池，供檢疫犬休憩。依檢疫犬體型大小，配

有個別的犬舍（圖 83）；由專人負責營養調配並記錄其飲食與健康狀況；AQIS



 

 31

並委託私人獸醫師負責檢疫犬的例行性健康檢查與生病時的照顧。 

澳洲為狂犬病非疫區國家，其國內犬隻不接種狂犬病疫苗，但在機場工作

的檢疫犬因工作風險較高，須每年接種。檢疫犬每天工作不得超過4小時，平

常早上有3隻檢疫犬搭配4位領犬員在機場工作，晚上2隻檢疫犬搭配1位領

犬員，如特殊節日班機較多時，則出動4隻檢疫犬執勤。 

（四）輸出入動物檢疫 

1. 輸入動物檢疫 

布里斯本機場除來自紐西蘭之犬貓外並無任何輸入動物檢疫業務，如有

旅客欲自紐西蘭以外國家輸入犬貓，只能經由雪梨、墨爾本及伯斯機場輸

入。位於布里斯本機場北方約 80 公里處的澳洲動物園(Australia zoo)有一小

型隔離檢疫舍（圖84），供進口野生動物隔離檢疫。檢疫舍內有一泥土地的

小型運動場（圖85），可定期驅趕隔離動物至場內活動，隔離完成後將上層

土壤移除再鋪上新土。建築內部則僅有簡單的隔離區及照顧人員備勤起居室

和盥洗室。然該動物園幾年前從印尼進口數隻小老虎後，已有數年未曾輸入

活動物。 

2. 輸出動物檢疫 

AQIS南昆士蘭辦公室Live Animal Program部門（圖86）有兩名全職獸

醫與一名兼職獸醫負責輸出入動物檢疫與簽發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如旅客

或業者預定輸出動物，可先至 AQIS 動物輸出檢疫條件資料庫(ANIMEX)網

站，查詢輸入國動物檢疫條件及澳洲動物輸出檢疫規定。 

以犬隻輸出至台灣為例： 

(1) 攜帶犬隻至AQIS核可獸醫師(AQIS Accredited Veterinarian, AAV)施打狂犬病

疫苗或開立狂犬病注射證明書。 

(2) 於犬隻輸出30日前先向台灣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請進口同意文件。 

(3) 至 AQIS 網站下載預定輸出活動物通知(Notice of Intention to Export Live 

Animals (Other than Live Stock) or Animal Reproductive Material, NOI)表格，並

詳細填寫相關資料後，於犬隻輸出10日前送達AQIS。 

(4) AQIS審核NOI確認無誤後，即可預約會面時間，此會面時間須在核可獸醫

師完成檢查該犬隻後及輸出前3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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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AQIS的會面並不一定需要攜帶動物前往。旅客或業者須當場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如輸入國核發之輸入許可證及核可獸醫師已簽署狂犬病注射證明

文件等，如AQIS確認符合輸入國檢疫條件及澳洲輸出犬隻檢疫規定，即簽

發輸出許可及官方健康證明。這些證明文件將伴隨犬隻至輸入國家。 

輸出處理程序依動物種別及目的地國家而略有不同，有的動物於輸出前

必須經過特定日數的輸出隔離檢疫，或須抽血經過特定疫病檢驗等等，這些

都必須在與AQIS會面前完成，否則該動物暫不可輸出，俟一切文件備齊後

再行輸出。 

（五）國際郵包中心 

每年輸入澳洲的國際郵包約有 1 億 5,000 萬件，平均約截獲 8 萬件高風險

物件。2公斤以下的國際郵包皆會經由AQIS的X光機掃描（圖87），再經過檢

疫犬檢查（圖 88）。位於布里斯本的郵包中心（圖 89、圖 90）有 3 隻檢疫犬

(Australian shepherd, Pointer, Labrador)負責郵包檢疫工作；超過2公斤之大型包裏

則會經過AQIS及海關的X光機掃描。動植物及其產品皆不能郵寄至澳洲，包

括裝過蛋、水果、蔬菜或肉類製品的紙盒、木盒或硬紙盒，其它如露營用具、

鞋子或運動用品皆不可附帶泥土及種子（或雜草種子），若違反檢疫法可能會被

處以60,000澳幣以上罰款。 

郵件若含有檢疫物而被扣留（圖91），AQIS會通知收件者決定處理方式：

燻蒸處理(Fumigation treatment)、輻射照射處理(Gamma Irradiation treatment)、銷燬

或退運，所有相關費用由收件者支付；通知後30日內收件者如未主動聯繫，帶

有檢疫物之郵包會被銷燬，所有費用則由收件者自行負擔。郵包中心內設有檢

查室，備有檢疫工具、顯微鏡、動植物產品外觀海報、有害生物型態圖片等，

供現場檢疫人員進行初步鑑定時之參考（圖92）。 

（六）輻射處理設施 

布里斯本市郊設有一座γ射線輻射處理設施（圖93），造價約2千萬澳幣。

輻照處理依據處理劑量及物品容積收費。該設施不處理供國內民眾食用的食

品，主要處理物品為牛皮、苗木、土壤、面霜、化妝品等之原料（圖 94）；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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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其他國家之食物如穀物、蜂蜜、木瓜、芒果及動物飼料；旅客攜帶之須處理

檢疫物品（大部分來自機場旅客，物品累積約1週後一併處理，如生皮製成之

皮鼓，處理費用須60澳幣）。該設施每日可處理600至700個棧板之輸出芒果，

一個棧板可疊28層(tray)，處理前要用塑膠膜包緊，每15分鐘處理一批（劑量

為25KGray），輻照處理後以密閉車輛送到包裝場，再由AQIS人員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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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AQIS對於檢疫相關法規之修訂程序、檢疫相關名詞定義及適用範圍、檢疫人員執

行公權力的限制及範圍與違反檢疫規定的罰則等，皆明確述明於法條內容、相關

行政命令及標準作業程序內，免除民眾對檢疫作業標準不一之疑慮。另檢疫人員

對於執行相關檢疫工作之權力及適用法規因有清楚認知，能自信且秉公執行檢疫

勤務。因本局組織分工與轄區特性不同，總局與四分局之執掌略有不同，可共同

商討及制訂適用之標準作業程序，達輸出入貨品檢疫作業之一致性。 

二、AQIS將檢疫觀念宣導與教育工作落實於邊境管制區域與澳洲領土內，在國際機場

及港口（含國際觀光郵輪）出入境處張貼精美及富有創意之檢疫宣傳海報（圖

95），並於旅客行進動線範圍、檢疫櫃臺等處放置多國語言之檢疫資訊摺頁。宣傳

海報及摺頁內容包括旅客不可以攜入或寄到澳洲之各類物品圖片及名稱，並簡要

述明違反檢疫規定之罰則，有效達到宣導效果。另教育澳洲居民檢疫工作之重要

性，學習辨識高風險有害生物，如發現疑似有害生物入侵時，應立即通報相關單

位，避免疫情發生及擴大。可參考澳方作法，加強檢疫宣導工作，降低重大疫病

入侵風險及民眾違規情事。 

三、AQIS相當重視職場工作環境及人員之安全與健康，檢疫人員如進入港口貨櫃場、

倉儲等區域須出示識別證，並穿著標示AQIS單位名稱之螢光工作背心或工程帽、

護目鏡、口罩等，執勤時間發生意外時須立即遵循通報流程回報主管以進行後續

處理。以鮮黃色油漆劃出港口貨櫃場、倉儲等區域之檢疫區域（圖 96），並於邊

界地面標示Quarantine字樣，與工作車輛進出動線區隔，保障檢疫人員工作安全。

建議可參考 AQIS 作法，可製作標示本局單位名稱之螢光工作背心，保障值勤人

員工作安全。 

四、AQIS將檢疫截獲之違規之動植物及其產品，經輻射照射消毒後，作為檢疫人員參

考之實體樣本；將自各國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上截獲之有害生物製成標本或玻

片，提供檢疫人員參考。於病蟲害實驗室、港口及機場值勤辦公室，放置種子（含

雜草種子）樣本、植物病蟲害型態海報、鑑定特徵圖片及檢疫工具等，有助於臨

場檢疫人員進行初步鑑定。澳方作法可資借鏡。 

五、因大部分檢疫人員不具相關專業背景，AQIS設有專職且有檢疫實務經驗的課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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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訓練小組，規劃完整的職前訓練，使新進人員可迅速熟悉工作內容；另每月

安排一日在職教育訓練，增進檢疫人員知能。將檢疫相關工作及操作流程文件化，

利於組織內部知識傳遞與作業一致化。建立人員輪調制度，培養多技能員工（原

則上每三年輪調至不同部門，如港口與機場互調），加強組織創新及多元化發展能

力。建議分局內及總局與分局人員之間可適度實施輪調制度，增進本局人員對於

不同業務之了解，有助於政策制定及業務推動效能。 

六、AQIS相當重視職場人際溝通與衝突解決，鼓勵檢疫人員利用群體腦力激盪及互動

討論方式，商討出最適宜之問題解決方案，增進工作效能。可借鏡澳方作法，讓

同仁透過腦力激盪方式，獲得較佳問題解決方案。 

七、澳洲政府單位與單位間的互助合作，及 AQIS 內部相關檢疫業務的分工完善。以

機場檢疫為例，證照查驗人員審視及註記入境旅客卡；檢疫犬組隊負責嗅聞旅客

行李；海關與AQIS檢疫人員共同監督操作X光機，於檢疫櫃檯如檢查到對方關

切品目時，則互相通知對方查看；檢疫人員或負責引領旅客，或負責快速通關隨

機查驗，或負責輸入檢疫風險評估，各輪值組並設有指導人員(Supervisor)供現場

檢疫人員諮詢，各司其職、合作密切。各分局因業務性質須於夜間或假日輪值，

同仁間之緊密互動與聯繫對有效解決問題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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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1. AQIS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 圖2. AQIS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之檢疫申請

窗口 

圖3. 參觀植物出口檢疫的情形 圖4. Certificate III課程上課教室 

圖 5. 結業時AQIS發給我方學員完成課程 

之證明 

圖6. 感染黑穗病菌的小麥穀粒會變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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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感染向日葵露菌病的葉片樣本 圖8. 保存於酒精中之非洲大蝸牛實體標本 

圖9. 蜘蛛目之黑寡婦(左），右為棕寡婦，兩

者有時難以分辨 

圖10. 甲蟲為重要的檢疫害蟲(Lineolata 

chevrolat) 

圖11. 甲蟲為重要的檢疫害蟲(Lineolata 

chevrolat) 

圖12. 昆士蘭果實蠅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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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昆士蘭果實蠅成蟲 圖14. 亞洲蜜峰(Asian Honey bee)標本 

圖15. 乾木白蟻 (drywood termites) 圖16. 學員上課情形-1 

 

圖17. 學員上課情形-2 圖18. 滅菌鋁箔包裝之含肉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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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密閉罐裝之肉鬆 圖20. 真空包裝之麵條 

圖21. 產品輸入檢疫條件查詢系統（ICON) 圖22. 土耳其之蘋果茶 

圖23. 乾燥香蕉切片 圖24. 香蕉纖維編成之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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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附帶樹皮之木製飾品 圖26. 有蛀孔之木製品 

 

圖27. 商業包裝之乾燥冬蟲夏草 圖28. 以塑膠袋密閉包裝之蓮子 

圖29. 布里斯本國際機場之入境證照查驗台 圖30. 機場之檢疫棄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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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執行機場入境旅客行李檢查之檢疫犬

組隊 

圖32. AQIS人員和檢疫犬在機場執行任務的

情形 

圖33. AQIS人員會引導旅客自行李提領區至

行李X光檢查台接受檢查 

圖34. 持有Express card及IPC上有Q mark

章戳之旅客可經快速通關走道入境 

圖35. AQIS人員會引導旅客自行李提領區至

行李X光檢查台接受檢查 

圖36. X光機掃瞄影像(含有機物會呈現橘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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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參觀機場AQIS人員執行任務的情形 圖38. 郵包及旅客系統（Mail and Passenger 

System，MAPS） 

圖39. CITES品目（綠蠵龜標本） 圖40. AQIS位於Fisherman island之辦公室 

圖41. 港口內等待檢疫之機械器具 圖42. 港口貨櫃外部檢查區，以高壓水柱清

洗檢疫不合格貨櫃表面(GAS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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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貨櫃經清洗後，AQIS人員再行檢查是

否殘留雜草種子、泥土或非洲大蝸牛 

圖 44.貨櫃離開碼頭前在出口(gate)進行貨櫃

外部檢查 

圖45. 貨櫃離開碼頭前作外部檢查 圖46. AQIS作貨櫃外部檢查發現底部夾帶穀

類種子，須至清洗區清洗後始可放行 

圖47.Tailgate Inspection︰由電腦隨機抽查，

AQIS人員確認貨櫃內部之物品與申報

是否相符 

圖48.AQIS人員赴倉儲執行輸入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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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港口內倉庫待檢疫之貨品 圖50. 進口飼料用之可可粉檢疫區，每週隨

機抽查一次 

圖51. 使用過之水果包裝紙箱禁止輸入 圖52. 可能攜帶土壤及雜草種子之鞋子 

圖53. 港口倉庫內等待檢疫之家具 圖54. AQIS人員清洗旅客帶土靴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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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參觀AQIS人員執行進口車輛檢疫之

情形 

圖56. AQIS人員登船檢疫詢問船長及廚師問

題及填寫相關資料 

圖57. AQIS人員登船檢查廚房的情形 圖58. AQIS執行進口遊艇檢疫處 

圖59.檢疫之進口遊艇若需清洗，可利用機器

將遊艇吊起至岸邊清洗 

圖60.輸入植物檢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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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輸入植物檢查室旁即為簡易實驗室，

可以作初步觀察及鑑定 

圖62. 檢查輸入之蕙蘭組織培養苗 

圖63. 所有的組織培養苗皆須經過檢疫，發

現罹染病害時，會等待鑑定結果始決

定處理方式 

圖64. AQIS布里斯本辦公室掛著常見乾燥植

物產品及種子圖片之海報 

 

圖65. 常見植物產品圖片之海報 圖66. 害蟲型態圖片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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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常見有害生物型態特徵圖片 圖68. 植物病理學研究室，可進行病原菌之

分離培養及分子生物學實驗 

圖69. 自南美輸入之口紅棕櫚種子檢出線蟲 圖70. 昆蟲學研究室-與昆蟲學家及病理學

家合影 

圖71. 不銹鋼網目之養蟲箱 圖72. 將有蛀孔之木質產品放入養蟲箱中培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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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自各國輸入貨品攔截到之害蟲所製成

玻片 

圖74. 布里斯本之檢疫隔離溫室 

圖75. 隔離溫室內設有黏蟲紙立板，監控害

蟲發生情況 

圖76. 出入隔離溫室時須踏過浸滿漂白水之

泡棉 

圖77. 每月記錄隔離檢疫植株罹染病蟲害之

情形 

圖78. 甘薯組培苗栽植於隔離檢疫溫室中之

生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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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9. 學術研究用之香蕉組培苗 圖80. 高粱花序套袋以利自交授粉及生產F2

種子 

圖81. 隔離檢疫溫室中之植物生長箱 圖82. 布里斯本的檢疫犬舍 

圖83. 每隻檢疫犬皆有其獨立的空間 圖84. 澳洲動物園(Australia zoo)之隔離動物

檢疫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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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5.進口動物隔離檢疫舍內，有一泥土地的

小型運動場供動物活動 

圖86. 參觀AQIS南昆士蘭地區辦公室獸醫

研究室 

圖87. 郵件中心之所有國際郵件皆須經過X

光機掃描 

圖88. 執行郵包檢疫工作之檢疫犬 

圖89. 布里斯本國際機場附近之郵包中心 圖90. 參觀郵包中心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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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 AQIS扣留之郵包（內含檢疫物） 圖92. 郵件中心內之檢查室以及截獲之標本

圖93. 受AQIS委託進行γ射線輻射處理之

設施 

圖94. γ射線輻射處理設施內待處理之物品

圖95澳洲布里斯本機場內的宣傳海報 圖96. 港口內倉庫標示有檢疫人員行走的通

道 

 



表 1：特殊節日時可能攜帶之具有檢疫風險的物品列表 

 

 

表 2：AQIS 南昆士蘭辦公室植物病理學研究室 2001 年至 2007 年自行鑑定出植

物病害之樣品數。 

 

年 截獲植物病害案件數 

2001 66 

2002 395 

2003 415 

2004 324 

2005 360 

2006 347 

2007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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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F F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C H A R T

DEPUTY 
SECRETARY
Daryl Quinlivan
6272 5002

DEPUTY 
SECRETARY 
Stephen Hunter
6272 4186

DEPUTY  
SECRETARY  
& Executive 
Director AQIS 
(pending recruitment 
action)

Dr Cliff Samson
6272 5455

SECRETARY
Dr Conall O’Connell
6272 4180

GOVERNANCE
Craig Penney
6272 3476

DEPUTY  
SECRETARY  
& Executive 

Director  
ABARE

Phillip Glyde
6272 2100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RADE & MARKET 
ACCESS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CLIMATE CHANGE CORPORATE 

POLICY

AUSTRALIAN 
QUARANTINE 

& INSPECTION 
SERVICE

PRODUCT 
INTEGRITY, 

ANIMAL & PLANT 
HEALTH

BIOSECURITY 
AUSTRALIA

MANAGEMENT 
SERVICES

BUREAU OF RURAL  
SCIENCES

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

Allen Grant x5777

Food, Horticulture 
and Wine
Peter Ottesen x3060

Crops
Russell Phillips x5497

Livestock Industries
Simon Murnane x5413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Training
Kirsty Faichney (A/g) x4276 
(until September 2008)
Bill Withers x11126 
(from September 2008) 

Craig Burns x3270

Multilateral Trade
Sara Cowan x4852

Bilateral Trade  
(North Asia, Europe, 
Middle East & Africa)
Victoria Anderson x4881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Dr John Kalish x4045

Bilateral Trade 
(Americas, South East Asia, 
Sub-continent & Pacific)
Paul Ross x2306 
(until September 2008)
Greg Williamson  
(from September 2008)

Apples Taskforce
Bruce Bowen x3619

Technical 
Market Access 
Paul Morris x4636

Live Animal Trade 
Coordination Unit

Ian Thompson x4623

Australian 
Government 
NRM Team, 
including Landcare 
and Sustainable 
Production
Glenda Kidman (A/g) x4233
Rod Shaw x4624
Tony Bartlett x4620

Domestic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atherine Smith (A/g) x5863 
(until Sept 2008)
Roland Pittar 
(from Sept 2008)

David Mortimer x5781

Drought Policy Review
Matthew Dadswell x4574

Climate Change Policy
Mark Gibbs x4298

Farm Adjustment 
Programs
Jenny Cupit x5780

Forestry
John Talbot x3847

David Williamson x4300

Ministerial and 
Parliamentary 
Libby Bie x3035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ale Starr (A/g) x3963

Policy Development 
(Economic &  
Cross-portfolio)
Travis Power x4886

Policy Development 
(Strategy & Support)
Dr Vanessa Findlay x3412

EI Inquiry Response 
Taskforce
Gerry Smith x5900

Quarantine and 
Biosecurity Review 
Secretariat 
Fran Freeman x4372

Quarantine Operations 
Tim Chapman (A/g) x5445

Animal Quarantine
Dr Ann McDonald x5917

Plant Quarantine 
& Biologicals
Peter Liehne x3751

Border
Chris Parker x5499

Cargo Management 
and Shipping
Tim Carlton x5058

Quarantine Systems 
Jenni Gordon x5365

Quarantine Decision 
Support
Dr Mark Cloney (A/g) x5395

Quarantine IT Systems
Helen Gannon (A/g) x3814

Exports 
Greg Read x3594

Animal and Plant 
Exports and Imported 
Food Safety
Narelle Clegg x4523

Food Exports
Colin Hunter x5589

Animal Products 
Market Access
Mark Schipp x5254

Business Strategy and 
Corporate Services 
Jenet Connell x5990

Business Strategy
Cathy Cox x4303

Information Services
Steve Prothero x4538

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s
Graham Turner x4602

Tom Aldred x4316

Food and Product 
Safety and Integrity
Richard Souness x4899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Policy
Dr Bob Biddle x5364

Office of the Chief 
Plant Protection Officer
Lois Ransom x4888

Animal Welfare
Nicola Hinder x5590

Office of the Chief 
Veterinary Officer 
Dr Andy Carroll x4644

Dr Colin Grant x3937

Principal Scientist  
(Plant Biosecurity) 
Dr Bill Roberts x4047

Plant Biosecurity
Louise van Meurs x4042

Principal Scientist  
(Animal Biosecurity)
Dr Mike Nunn x4036

Animal Biosecurity
Dr Robyn Martin x5444

Bio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Bill Magee x3220

Bill Pahl x4882

Finance 
John Bridge x4398

Deputy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Vanessa Berry x4435

Information Services
Dave Mitchell (A/g) x5200

Human Resources
Julie Hicks x4189

Levies, Contracts 
and Services
Steve Maxwell x4411

Governance  
and Planning
Craig Penney x3476

Karen Schneider x2033

Biosecurity and  
Social Sciences
Dr David Cunningham (A/g)  
 x5160

Fisheries, Land and 
Forestry Sciences
Dr Kim Ritman x4671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Sciences
Dr James Findlay x5954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Dr Terry Sheales (A/g) x2054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
Dr Helal Ahammad x2366

Agriculture and Trade
John Hogan (A/g) x2056

Productivity, 
Water and Fisheries
Peter Gooday x2138

Resources and Energy
Jane Melanie x2349

Chief Economist 
Dr Don Gunasekera x2040

Chief Commodity 
Analyst
Dr Jammie Penm x2030

AUSTRALIAN 
QUARANTINE 

& INSPECTION 
SERVICE

AQIS Regional Managers

New South Wales
Robert Murphy 02 8334 7456

Victoria
Annette Drury 03 8318 6703

Western Australia
Peter Cook 08 9334 1567

South Queensland
Richard Hawe 07 3246 8600

Far North Queensland
Gary Maroske 07 4030 7802

Tasmania
Peter Johnson 03 6223 9063

South Australia
Andrew Triggs (A/g) 08 8201 6001

Northern Territory
Brian Read 08 8920 7001

Effective as at 15.8.08

kpc
附錄3 DAFF 組織結構圖



CANBERRA

TONY YOUNG

Regional 

Investigations

Manager

PAUL 

HOLLINGSWORTH

Asst. Regional 

Manager (Acting) 

Border & Corporate

AIRPORTS (Brisbane 

& Coolangatta)

MAIL

HUMAN 

RESOURCES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LEARNING & 

DEVELOPMENT

COMMUNITY 

RELATIONS (PR)

RICK HAWE

Regional Manager

PAUL NIXON

Asst. Regional 

Manager 

Cargo & Seaports

WHARF 

OPERATIONS 

(Fisherman Islands)

CENTRALISED 

APPOINTMENTS 

(Mobile Officers)

SEAPORTS

DOCUMENTATION

DUTY DESK

IMPORTED FOODS

OUTPORTS

GLADSTONE

BUNDABERG

GREG JOHNSTON

Asst. Regional 

Manager 

Exports

MEAT (Including live 
animals)

GRAIN

HORTICULTURE

FISH EXPORTS

OUTPORTS

TOOWOOMBA

CANBERRA

BILL CROWE

Senior Manager

Operational Science

Program

PLANT PATHOLOGY

ENTOMOLOGY

 

kpc
附錄4 AQIS南昆士蘭辦公室 組織結構圖



kpc
附錄5 Certificate III訓練中心聯絡資料



附錄 6：澳大利亞檢疫法規範之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