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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第十屆生物及化學戰劑防護國際研討會議（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against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Agents）由瑞典國防

研究局(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FOI
＊
)承辦，該研討會的目的係針對生

物、化學武器恐怖攻擊事件之防護，提供一個跨學科且多層面的討論溝通平台。 

謹針對此次參加會議心得，摘要建議如次：  

一、建置快速的採樣、偵檢及鑑定程序，包括儀器及專業人員的設置及養成。 

二、應建立一套篩檢及檢體檢驗方法及製成標準程序，因應大量檢體湧入時，實

驗室可及時完成檢驗任務。 

三、建立完整的指揮體系。 

四、建置對於生物恐怖攻擊事件之應變隊並擁有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及因應事件

的防護設施。 

五、進行教育及演訓。 

六、嘗試加入國際相關之實驗室合作計畫。 

七、鼓勵及支持生物恐怖攻擊事件相關研究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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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瞭解最新之生物及化學戰劑防護科技； 

（二）生物戰劑之辨認及清消； 

（三）處理生物戰劑的醫療策略； 

（四）生物及化學戰劑之危機處理。 

    

貳貳貳貳、、、、過過過過程程程程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十屆生物及化學戰劑防護國際研討會議（The 10th The 10th The 10th The 10th 

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against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against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against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against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AgentsWarfare AgentsWarfare AgentsWarfare Agents）係由瑞典的國防及國家安全相關單位合辦，主要由瑞典國防研究

局(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FOI＊)承辦，近幾屆研討會都是每隔三年在

瑞典的某一城市辦理，下次研討會預計於2013年舉行，該研討會的目的係針對生物、

化學武器恐怖攻擊事件之防護，提供一個跨學科且多層面的討論溝通平台。    

學者專家（多為歐洲國家）及來自多國家之實務工作者齊聚該研討會就生物、

化學武器攻擊防護之相關汙染原(生物病原)偵查、鑑定確認、資料系統建置、訊息

判定、指揮系統設定與評估以及國際合作等層面的議題進行研究結果之發表或經驗

之分享，其中，該會議另提供包括新研發之防護科技及儀器、設備之研討、發表及

展示，參與會議不僅可獲取防護領域中許多有關檢驗及管理系統方面最新的技術及

國際最新之政策，很重要的收穫是能與該領域專家，實務工作者等接觸，進行經驗

分享、擴大視野。對於政策之制定、技術之突破及實務之執行均應有莫大的助益。 

該研討會討論的議題除全體會員參與的大會演講外，可粗略分為化學及生物恐

怖攻擊兩大主題，基於職責，此次參加生物病原相關議題的講演及討論。 

……………………………………………………………………………… 

FOI：基本上是一個以任務為導向(assignment-based) 的國防科技研發機構，包括

七個研究部門 （國防決策分析、核能與生化、作戰模擬、指管系統、偵測科技、系

統科技、武器與防衛）及一個研究支援 (research support)部門組成。FOI 為瑞典

最大的研究機構， 除國防科技研發工作外，並支援瑞典國防產業的製造與外銷，目

前約有1,300 名職員，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為研究人員 (FOI, 2006)。赴斯德哥爾摩 



 5 

參加第十屆生物及化學戰劑防護國際研討會議行程 

 

日期 項目 地     點 內  容（議程表附件一） 

8/6 路程 台北→曼谷 轉機 

8/7 路程 
曼谷→斯德哥爾

摩 

約 10 小時飛航行程；上午 10:00 左右抵達飯店 

8/7 會議 斯德哥爾摩 
1.至飯店 check in 整理。 

2.至會議議場辦理報到領取相關資料。 

8/8 會議 斯德哥爾摩 

1.上午參加大會開幕典禮由 Håkan Erik 將軍； 

Chair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litary 

Committee  

等主持。 

2.下午參加主題講演：TERRORISTS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生物恐怖活動均有徵

兆，應在事前即予防範，讓恐怖組織認為該

項計畫沒有作用。 

3.各場次研討講演包括各式新式生物偵測儀器

的發展及研發；偵測系統之建立 

4.參觀各式防護及偵測裝備展覽。 

8/9 會議 斯德哥爾摩 

1.參加主題講演：THE SECOND GENERATION 

BIOLOGICAL INTEGRATED RECONNAISSANCE 

DEFENCE (BIRD) SYSTEM – ENHANCING EUROPEAN 

CBRN DEFENCE CAPABILITY”    

2.各場次研討講演包括各式防護裝備的發展及

研發；偵測指標之研究及防護體系之建立 

8/10 會議 斯德哥爾摩 

1.參加主題講演：Commercial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the role of large industries, 

SMEs and service providers”    

2.各場次研討講演包括醫療系統的因應；清消研

究及體系之建立；廠商儀器、防護裝備介紹 

3.參觀展示海報及與業務有相關之海報作者請

教討論 

4.參觀展示之各項防護裝備及偵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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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参、、、、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    

一、研發是生物防護之重要基礎：參加本此會議有一很大感觸，即是該研討會議

係提供一個有關生物防護研發、討論及發表的平台，而相關專家學者對於這方

面的研發更是方興未艾，研發主要可分： 

（一）生物原的採樣、偵測以及鑑定方法，目前偵測、鑑定的方式除了考慮到採

樣的安全性、敏感度、精確度之外，更由於生物攻擊事件發生後，很重要

的部分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即須確認病原，因此研發的重點即是在如何能在

更短的時間內快速診斷鑑定。現在對於生物恐怖事件病原的偵測及鑑定方

式主要包括：1.Real–time PCR；2.Immunoassays；3.Mass spectrometry；

4.laser-induced fluorescence lidar。目前對於偵測鑑定的瓶頸在於如

何縮短檢測的時間及提高敏感度。    

在檢測生物病原的技術，除了在即時多醣聚合酶鏈反應連鎖反應

(real-time PCR)、免疫部分研發試劑以能提高敏感度、精確度，並能偵測

到更多的種類生物病原之外，也結合不同的技術，例如日本專家即介紹結

合免疫和電泳的方式，以期在最短時間內進行結果判讀；另外，亦發展鐳

射誘導螢光(laser-induced fluorescence lidar)的技術，如此，可在遠

距離即能偵測到病原，避免採樣人員的危險。 

除了檢測鑑定技術之外，專家或產業界已設計把空氣採樣、檢測及鑑

定等步驟合而為一，在一儀器上即可完成上述的步驟，甚至如樣本超過標

準值即透過系統自動發出警訊的訊號，當然這些研究也藉著不斷的演練模

擬後修正，以達到即時、正確及安全的鑑定生物病原。 

（二）除偵測檢定技術的介紹外，還包括個人防護裝備的改良，除了提升防護衣

材質的通透性、減輕重量之外，亦注意到在不同的溫度下能夠保持溫度的

恆定，尤其在歐陸各地區及國家有不同溫度的變化，以能完成任務並維護

人員的健康。另有研究清消後的生物病原在防護衣上的殘餘值及殘餘部

位，以作為改善的依據。 

二、研發與產業的結合：從現場展示的產品及該研討會提供廠商半天的時間直接

於現場進行簡報，而很多研發報告的內容亦與產品相關，顯見產業與研發的合

作密切，很多研發單位係為國家或軍方單位的轉投資或附屬單位，等研發內容

成熟後即再交由產業進行產製及行銷，產業及研發相輔相成，藉由研發不斷的

提升產品的水準，產品進行產製後之使用資訊再回饋研發單位。 

三、建立完善的指揮體系：遭受到大規模的生物病原攻擊後，即須有完善的指揮

體系一次到位，以便做最快的指揮及善後處理。尤其，遭受攻擊後的第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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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且無法分辨究竟是何種生物病原感染，甚至無法確定是生物或化學攻擊事

件，惟有指揮若定的指揮體系才能安撫人心並進行善後工作。各國的指揮單位

的層級多為國土安全部或者軍方單位，而印象較深的是現場展示有瑞典的核生

化事件指揮車，車上包括新進儀器及聯絡通訊設備等，其屬於瑞典的警方單

位，另外現場還展示了包括以 P3實驗室等級改裝的車輛及戶外的會議室設備，

顯見未來進行生物攻擊事件的後續善後措施，將把檢驗設備等直接到現場進

行，指揮任務亦以現場完成為主。此外，歐盟亦委託瑞典國防研究局進行生化

攻擊事件的指揮體系運作分析計畫，如果計畫可行，將推廣至其他歐盟國家進

行。 

另外，對於資料的判讀，確定真偽的研究及將資料透過網路資訊系統傳送

至指揮系統後，再傳輸出去。除了已建置系統外，另積極進行模擬、研發及

改善。 

四、模擬演習：遭受到核生化攻擊後的善後措施，需要有不同單位的人包括指揮

體系、軍、警、醫療及公衛等共同合作，縱使有很好的計畫，但如缺乏經常性

演練或演習，一旦發生大規模的生恐攻擊事件時，恐成手忙腳亂，此次研討會

中即有包括捷克、丹麥等國家的人員介紹該國家於公共區域(捷運站)及醫院裡

演習的經驗，提供分享及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 

五、跨國際的合作：生物恐怖攻擊的範圍通常不會僅侷限於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

況通常其生物病原短時間內難以偵測，故需要跨國際的合作，歐洲國家即提出

European Biodefence Laboratory Network (EBLN)的計畫，冀望透過不同國

家實驗室的合作，交換訊息及外部評估，以期在最短時間內能準確偵測出病

原。此外，中國專家亦在會中進行國際合作的報告。 

六、建置快速的採樣、偵檢及鑑定程序，包括儀器及專業人員的設置及養成，以

期在最段時間內完成生物病原之判讀，提供指揮系統作後續改善、復原措施之

依據 

七、應建立一套篩檢及檢體檢驗方法及製成標準程序，當大量檢體湧入時，實驗

室能依標準的操作程序，有效快速的針對可疑的檢體進行標準程序的檢驗。對

於疑似生物恐怖攻擊病原的檢體亦應訂立相關運送流程，以規範檢體運送之安

全及相關之權責關係。 

八、由於恐怖攻擊事件之初期，常狀況未明，故需要包括不同單位的專業人員共

同合作，故其指揮層級應為跨部會的高層且須具有相當之反恐經驗，才能於第

一時間內作出正確的判斷及指令，並安撫人心。 

九、建置對於生物恐怖攻擊事件之應變隊，實施訓練及提升專業知識及技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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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及因應事件的防護設施。以於第一時間內能於指揮

官指揮下進行妥適處理並維護己身安全。 

十、依據實際生物攻擊事件衍生之各種可能狀況及問題，對應變隊或相關部會及

醫療院所等進行教育及演訓，以能於事件發生前即瞭解問題所在並解決，俾

於真實事件發生時，各人員能迅速就位及相互支援。 

十一、我國可以嘗試加入國際相關之實驗室合作計畫，以提升我國之生物恐怖攻

擊病原檢驗技術能力及進行正確性之驗證。 

十二、鼓勵及支持生物恐怖攻擊事件相關研究之發展，包括檢驗技術、資料處理、

指揮管理體系之運作、復原處理及相關演練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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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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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恐怖攻擊

事件應變指揮車 

移動式的實驗室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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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的實驗室 

英國軍方所屬的

防護裝備研發單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