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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PAARI）為亞太地區大型且重要之機構聯盟，我國農業

委員會為 APAARI 的正式會員，職於 103 年 9月 1日至 9月 14 日奉派參與 APAARI

所屬亞太農業生物技術聯盟（APCoAB）與印度國際半乾旱熱帶作物研究所

(ICRISAT)合辦「營養、食品安全及生物安全之分析方法」國際訓練計畫。此計

畫讓參與成員瞭解有關食品中農藥殘留檢驗技術、食物中致病微生物檢測技術及

基因改造食品(GMO)的安全評估技術，計畫包括有上課、儀器操作觀摩及參訪印

度國家營養研究所等。我國不論在農藥殘留及重金屬檢驗、食物中致病微生物檢

測及轉基因食品檢測的技術、經驗及儀器設備等與先進國家水平一致，遠高於印

度國及其他參與訓練的成員國；由於我國並未開放種植基因轉殖農作物，而主辦

國印度及其他出席訓練計畫的成員國，基於增加糧食產量及農民收入的考量，積

極研發基因改造農作物並推廣種植，因此在基因轉殖農作物的安全評估印度國有

較多的實務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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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PAARI）係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外圍組織，

總部設於泰國曼谷，為亞太地區大型且重要之機構聯盟，參加成員以機構為身份

代表，目前正式會員（regular members）計有19會員國20個機構組成（澳洲、

伊朗、菲律賓、孟加拉、斯里蘭卡、我國、不丹、泰國、新喀里多尼亞、印度、

日本、斐濟、越南、馬來西亞、薩摩亞、尼泊爾、巴布亞紐幾內亞、巴基斯坦、

南韓），另有16個仲會員，9個隸屬會員，11個互惠會員。 

亞太地區暨沙哈拉非洲國家農業研究體系之確保食品安全日趨重要。從收穫

後處理，通過倉儲，加工，流通和消費皆需有適合的政策配合管理，以防止污染

和食品來源性的疾病爆發。這種疾病可能造成生命或健康狀況不佳及喪失競爭消

費市場的機會。近年來，利用新知識或技術(如：添加物、農藥、動物抗生素、生

長素、有機農業、基因改造及奈米技術等)來確保食物安全，為農業應用之重要發展。

因此，將人類現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最新工具及技術，是食品安全的迫切的重要議

題。 

此次國際訓練計畫為 ICRISAT(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及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PAARI）合作舉辦之訓

練計畫，其目的為加強亞太地區暨沙哈拉非洲國家農業研究體系及其相關公私立

機構之食品安全、生物安全及相關科技等知識與技術。我國農委會為 APAARI的

會員國，獲邀請提供一名免費與會之名額參與此計畫，筆者經本會指派出席瞭解

此次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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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整個國際訓練課程主要由印度國際半乾旱熱帶作物研究所(ICRISAT，下文皆

以 ICRISAT表示)規劃，ICRISAT的角色類似位於我國台南的亞蔬—世界蔬菜中

心(AVRDC－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該研究所主要接受包括世界銀行、

印度、日本、德國、泰國、英國、美國、土耳其、愛爾蘭、澳洲、比利時等各國

政府的捐助款項，於 2008年起比爾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亦提供捐助款項。 

計畫訓練期間為9/1~9/13共14天，上課及參觀場所包含位於ICRISAT園區

內的基因體分析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in Genomics)、作物種源中心(RS 

ParodaGenbank)、基因轉殖作物研究中心(Platform of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n Transgenic Crops, PTTC)、農企業及創投中心(Agribusiness and Innovation 

Platform, AIP)，另包括印度國家營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符合ISO 17025的分析檢驗實驗室(NCML)、符合ISO 22000之食品

加工廠等。整個訓練內容涵蓋食品中農藥殘留分析、重金屬分析、食物中致病微

生物檢測、食品中主要營養成分分析、實驗室認證規範ISO17025內容簡介、SPS

協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內容簡介(國際食品貿易的管控

及智財權體制)、基因轉殖作物研發技術簡介、基因轉殖食品的檢測及其安全性

評估簡介、印度國的基因轉殖作物安全影響評估簡介等。詳細訓練期間過程分項

如下： 

1. 啟程 (8/30-8/31)台灣→香港→印度 

於8/30由台灣桃園機場出發，途經香港機場轉機，於8/31凌晨抵

達印度海得拉巴(Hyderabad)國際機場(即 拉吉夫·甘地國際機場)，由

ICRISAT派員接機至ICRISAT之訪問學人宿舍，宿舍居住環境雅致，環

境清幽。 

2. 開幕及課程總覽 (9/1) 

9月1日於早膳後，步行至ICRISAT園區內的基因轉殖作物研究中

心(PTTC)報到及參加開幕典禮，出席致詞包括 ICRISAT的主任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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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代表APAARI的Dr. Kanhaloo及Dr.Paroda及ICRISAT所屬

農企業及創投中心組長 Dr.Sharma；並由 PTTC此次負責聯絡窗口的

Dr.Mathur概略介紹此次訓練計畫的課程內容以及相關人員等。下午，

則由Mr.M.M.Sharma帶領學員乘車導覽ICRISAT的園區環境及相關成立

背景歷史等。ICRISAT的總部位於南亞印度國的海得拉巴市，二處分部

分別位於非洲的肯亞(Kenya)及馬利(Mali)，ICRISAT屬於非營利及非

政治組織，其目標宗旨是導入科技創新、市場營銷及其他輔導策略來幫

助生活於全球半乾旱或乾旱熱帶地區中的窮人，使其能在農業上有更好

的收入來戰勝貧困及飢餓。根據ICRISAT的資料，全球55個國家所屬

約6500000平方公里土地屬於半乾旱或乾旱熱帶地區，超過20億的人

口生活與此環境，其中約6.4億的人口生活屬於窮困。ICRISAT和位於

我國的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一樣，都則同屬 CGIAR聯盟中的一員。

ICRISAT的網站 http://www.icrisat.org/index.htm 。本次參與的學

員包括來自非洲地區的辛巴威(2人)、肯亞(1人)、迦納(2人)、尚比

亞(2人)計 7名；南亞地區的斯里蘭卡(3人)、尼泊爾(1人)、孟加拉

(1人)計 5名；東南亞地區的菲律賓(2人)、越南(1人)、泰國(1人)

計4名；另有敘利亞(1人)及我國(1人)等共計18人。 

 

http://www.icrisat.org/index.htm


6 
 

3. 食品安全訓練課程(9/2-9/4) 

食品安全訓練課程共三天，上課及參訪場所為通過 ISO17025化學

領域及生物檢測領域的分析檢驗實驗室(NCML, National Collateral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其檢測領域之角色類似SGS，提供各

項檢測認證服務，此外亦提供倉儲(Storage & Preservation)、抵押品

管理(Collateral Management)、貿易諮 詢(Trade & Commodity 

Intelligence)、氣候資訊(Weather Intelligence)及作物資訊(Crop 

Intelligence)等相關服務。NCML位於海德拉巴市中心，自ICRISAT至

上課地點來回車程約為3小時，三天課程內容分別為農藥殘留分析、重

金屬含量分析及食因性致病微生物檢測，時間安排皆為上午課程講解，

下午實驗室進行實作及設備參觀。 

(1) 農藥殘留分析(9/2) 

上午抵達上課地點後，由農藥殘留分析實驗室之技術主管Mr. 

Vidyasagar進行 GC/MS-MS、LC/MS-MS及 HPLC之原理及應用課程

(課程資料可參見附件一)，並於茶敘時間與各國交換多重農藥分析

經驗。下午則是進行實際樣品分析之操作，由學員協助秤樣品、加

乙腈、震盪、加硫酸鎂等動作，其他添加、離心及加入 C18、PSA

等步驟由實驗室之研究人員執行，可同時分析約135種農藥殘留，

實驗進行後於儀器室參觀設備，該實驗室之儀器設備有 GC-ECD、

GC/MS-MS、HPLC-DAD及LC/MS-MS各一台，共計4台。 

(2) 重金屬含量分析(9/3) 

上午抵達上課地點後，由重金屬分析實驗室之技術主管 Mr. 

Ananda Kumar進行 ICP-MS之原理及應用課程(課程資料可參見附

件二)，並於茶敘時間與各國交換重金屬分析經驗。下午進行實際

樣品分析操作，學員只執行秤樣品，其他步驟由實驗室之研究人員

操作，實驗後於儀器室參觀重金屬分析設備IC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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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因性致病微生物檢測(9/4) 

上午抵達上課地點後，由微生物檢測實驗室之技術主管 Ms. 

Anitha Reddy進行食因性致病微生物檢測之課程(課程資料可參見

附件三)，並於茶敘時間與各國交換微生物檢測經驗。下午參觀實

驗室瞭解，微生物檢測的操作流程，由於空間不大，僅由1-2名學

員參與操作，全程需著實驗衣、戴口罩及頭套，並參觀其空間規畫

及微生物培養結果觀察室(Results Reading Room)。 

 

 

4. 參訪ISO22000食品加工廠(9/5) 

至海得拉巴市一家獲得印度政府ISO 22000認證的中小型冷凍食品

製造加工廠參觀，該工廠主要生產以玉米筍(baby corn)為原料至各種

冷凍餃，包括其製造區、冷凍區及包裝運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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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區參觀(9/6) 

參觀海得拉巴市市中心、古蹟查米納塔門(Charminar,又稱四座塔)，

Golkonda Fort城堡、市區大型購物中心及集貨商店區(類似夜市)等。 

 

6. 簡介ISO17025：2005及國際食品貿易的管控及智財權體制(9/8) 

由ICRISAT研究人員Mr.Bagade對學員介紹ISO/IEC 17025：2005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介紹的重點包括實驗室認證規範時所

需注意的第4章管理要求及第5章技術要求的部分，讓學員瞭解要申請

ISO 17025認證時所需注意或所要準備的相關文件需求等(附件四)。此

外，由博士後研究員 Dr.Tripathi先簡介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簡稱 SPS

協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的內容(附件五)，說明

SPS協定的緣起及其精神係針對食品衛生安全與動植物健康標準規範 

所訂定之基本國際貿易規範，允許各國在有科學證據的狀況下可訂定自

己的標準，但不可對具有相同或類似情況的國家採取任意或不當的歧視。

在介紹SPS協定後，並設定一個基因轉殖食品的國際貿易案例，分成原

告組(申請出口 GMO到被告組)、被告組(拖延原告組申請 GMO的進口)

及仲裁組(公正第三方)，依據SPS的條文進行答辯，講師並予以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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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訪基因轉殖實驗室及作物栽培區(9/9) 

課程地點位於ICRISAT之PTTC大樓，上午由研究人員帶領學員進

行基因轉殖實驗室簡介，並參觀實驗室、組織培養室及溫室中基轉作物

栽培區。下午課程安排由 Drs. KK Sharma及 PoojaBhatnagar-Mathur

講解基因轉殖作物的安全性評估，包含實質等同性評估 (過敏源、主要

營養成分、微量營養素比較、毒理試驗等)(附件六)，並介紹基轉作物

之種源庫及相關研究成果。印度國基於增加糧食產量及農民收入的考量，

積極研發基因改造農作物並推廣種植，在基因轉殖農作物的安全評估有

較多的實務經驗分享，重要之轉基因作物有：落花生(Groundnut)、樹

豆(Pigeonpea)及鷹嘴豆(Chickpe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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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觀ICRISAT的基因體中心及種源庫(9/10) 

延續前一天課程，上課地點同樣位於 PTTC大樓，上午課程由印度

國營養研究所(N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前所長Dr. B. 

Sesikeran擔任講師，講解轉基因作物之生物安全、風險及安全評估方

法，並介紹印度執行轉基因作物田間試驗的標準操作流程、印度生物安

全相關資訊官方網站，可作為提供國際組織、國家的對轉基因作物之生

物安全評估資料，此外亦提供操作流程及各類指引(附件七)。下午則由

研究人員帶領學員參觀ICRISAT的基因體中心及作物種源庫，分別介紹

ICRISAT對印度重要之作物基因體的功能性研究情形，並瞭解 ICRISAT

種源庫所保存包括groundnut、sorghum、small millets、pearl millet、

chickpea及pigeonpea等作物種源的收集情形。 

 

9. 參訪印度國家營養研究所(9/11) 

本日行程安排參觀印度國家營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 NIN)，瞭解基因轉殖作物的過敏性(allergenicity)及毒性

(toxicity)評估流程。印度國家營養研究所為 1918年於英國殖民時期

所創立的國家及研究單位，現任所長為Dr.Polasasm，主要工作之一為

協助評估轉基因作物的過敏性及毒性評估。當日到訪後，先由學員自我

介紹後，所長致歡迎詞及介紹相關研究之主持人，之後由各研究主持人

約花 15分鐘來介紹所負責的實驗室工作及內容。於茶敘後分三組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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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實驗室，包括動物毒性試驗中心(SPF動物房)、飼料配置中心、

作物抗氧化研究室、過敏性評估研究室、動物毒理組織切片及血液分析

研究室、細胞免疫分析研究室、分子生物學研究室等，瞭解基因轉殖作

物的產品進行動物毒理評估的情形，包括進行長期餵飼試驗後，將動物

各部分進行切片組織觀察比較、血液分析、過敏性評估等毒理試驗，及

利用PCR原理檢測GMO食品等。此外，也說明如何利用現有的各種基因

資料庫所提供的生物資訊(bioinformatics)預測分析瞭解轉殖基因所

產生的蛋白質在轉殖作物中的表現即可能造成過敏性的評估。當日行程

緊湊，參訪結束時已近傍晚 6點半。印度國家營養研究所的網站

http://ninindia.org/index.asp。 

 

10. 營養成分的分析(9/12) 

上課地點位於ICRISAT之AIP大樓之NPK實驗室，其課程內容係由

實驗室經理 Dr. Saikat DattaMazumdar及其研究助理 Ms. Priyanka 

Durgalla與儀器業者合作，由 NPK實驗室人員講解食品中蛋白質、碳

水化合物、脂肪含量的組成分析流程(附件八)，並由儀器業者操作分析

及示範，內容包含凱氏氮法測定蛋白質含量、索式萃取法測脂肪含量等；

而Dr. Mazumdar則邀請印度C-DAC LAB儀器研發公司介紹該公司發展

http://ninindia.org/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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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感應儀器在農業上的應用及發展現況，現場提供米粒外觀品質分析

儀及新研發的電子鼻在茶葉品質評估的應用。此外，當日適逢ICRISAT

舉辦國際傑出女性農友日，針對傑出之女性農友予以頒獎及表揚，邀請

所有學員一起參與。 

 

11. 閉幕及頒發受訓證書(9/13) 

閉幕典禮於10點開始，出席閉幕典禮的包括ICRISAT的AIP組長

Dr.Sharma、 Research Program-Dryland Cereals 及 Research 

Program-Grain Legums 的所長 Dr. StefaniaGrando和 Dr. Rajeev 

Vashney等主管，在簡單致詞後，分別有非洲尚比亞的學員及菲律賓的

學員代表致感言及提供主辦單位回饋建議，基本上非洲各國仍希望得到

更多的援助及訓練，以提升其在農產品的營養成分分析、農產品中的致

病微生物等的分析能力。在致詞結束後則舉行證書頒發及團體合照，並

於午餐結束後整個訓練計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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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歸程(9/14-9/15)印度→香港→台灣 

搭乘9月14日凌晨的飛機，到香港國際機場後再轉機回到台中清

泉崗機場。 

 受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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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1. 參加此國際訓練計畫對象包括非洲地區的辛巴威、肯亞、迦納、尚比亞；

南亞地區的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東南亞地區的菲律賓、越南、

泰國；及中東地區的敘利亞等國，學員多為政府單位所屬機構以及國立

大學的研究人員，但除東南亞國家外，其他國家對對我國整體狀況並不

熟悉，因此，在本次訓練過程中，找機會向參與成員介紹我國農產品的

多重農藥殘留分析技術、農藥殘留的田間監測工作及簡介我國農委會和

本所的業務等，讓學員能瞭解我國在農業及其他方面的進步。 

2. 參與國中包括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等南亞系國家，其政經文化等

受印度國影響很深，而這些國家的經濟、技術及經驗等也不及印度，因

此在印度國舉辦這個訓練計畫對印度周邊國家的營養、食品安全及生物

安全分析技術的促進是有幫助的；對非洲國家而言，學員主要專注在農

產品的營養成分分析及農產品中致病微生物的檢測技術，而對東南亞國

家而言，則較注意農產品中的農藥及重金屬殘留檢驗技術的瞭解；包括

主辦國印度及其他各參與國的檢驗技術、儀器設備及分析能力皆不及我

國，就技術能力面及訓練環境而言，我國比印度更具有主辦類似國際訓

練課程的能力，只是舉辦國際訓練課程所費不貲，需要有類似APAARI等

國際組織的經費支援，否則對主辦單位會是一種負擔。 

3. 關於轉基因作物的生物安全相關法規，我國與世界各國同步，強調轉基

因的生物安全評估應建立科學數據為基礎，而轉基因作物的推廣對飢餓

和貧窮的國家是很重要的，可同時增加農作產量及農友收入，根據APAARI

的調查資料包括印度、南亞各國及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皆核准基因轉殖作

物的種植(附件九)，在 ICRISAT有商品化的轉殖 Bt基因棉花種子販售，

我國仍不允許種植轉基因作物，印度政府對轉基因作物的栽培及評估管

控之經驗，可做為我國參考。 

4. 因應南亞及東南亞國家經濟逐步起中，對於食品安全及生物安全的要求

也逐漸被重視，本會可經由農業研究機構所具備的分析技術及經驗，提

供南亞及東南亞國家的政府機構在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轉基因食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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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及食因性致病微生物檢測技術之交流分享，建立友好的互動。 

5. 本所(藥毒所)在農產物及加產工品之農藥殘留、重金屬檢驗分析已取得

ISO 17025的認證，可檢驗之農藥殘留品項達400種；另有16項的動物

毒理試驗也獲得GLP(Good Laboratory Practice)認可，不論人力資或儀

器設備皆具執行基因轉殖產品安全性評估的能力。 

6. 此次參與國際訓練計畫，主辦單位對學員背景的瞭解及受訓心得的回饋

相當關心，而對學員交通、住宿及飲食安全也相當注意，可作為爾後主

辦類似活動時的經驗；此外，主辦單位也結合民間具規模的檢驗檢測公

司、儀器研發公司及政府研究單位的資源合辦此次國際訓練計畫，對雙

方而言有互利互惠的效果，此亦可作為主辦國際訓課程時的參考模式。 

7. 本出國訓練計畫之行程及上課內容，已與9月26日向所長和同仁進行心

得分享報告，相關報告資料請見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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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附件一至附件九受訓資料 

附件十、受訓心得分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