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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物性攙偽檢測技術研習 

摘  要 

生物技術發展日新月異，食品生物性攙偽為近年來影響食品安全

的議題，其中基因改造食品之分析亦為我國民眾關心之重點項目，為

了解國際間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管理規範，持續精進相關分析檢驗技術，

並建立與維繫國際聯絡人脈，以因應科技發展的快速變遷，筆者奉派

赴日本筑波食品研究部門研習基因改造食品研究檢驗技術及進行國

際交流，研習內容包括交流我國與日本基因改造食品法規管理、及交

流基因改造食品研究檢驗技術，如應用環型恆溫核酸增幅法(Loop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進行基因改造黃豆品系檢驗

及參與該方法之偵測極限研究，學習以玉米群分析、以 Real-time PCR 

array 分析未知基因改造玉米樣本，此外亦與日本農林水產省橫濱植

物防疫所進行業務交流，分享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管理法規、建立檢驗

技術、調查情況及監測情形等，也與食品研究部門信賴性評價單元實

驗室建立友誼，期望維繫資訊聯絡管道，作為本署掌握國際資訊重要

的橋梁，協助本署快速掌握因應國際間基因改造食品突發事件與發展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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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提供民眾食的安全為本署成立之宗旨，保障消費者於選購食品

時提供產品正確資訊，維護其標示的正確性更為本署之義務。食品攙

偽為近年來影響食品安全的議題，其中基因改造食品之分析亦為我國

民眾關心之重點項目，因此本署不斷致力研發相關生物性檢驗技術，

進行基因改造食品成分分析以確認其正確性避免有攙偽的可能性。我

國有關基因改造食品規範係自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起，基因改造黃豆

及玉米須經查驗登記始得作為食品用途，且自 92 年 1 月 1 日至 94 年

1 月 1 日起，依照產品加工程度分三年三階段針對基因改造黃豆或玉

米產品進行強制標示。然而因近年商業化之基因改造作物已逾上百種，

且基因改造食品議題一直以來亦受國際及國內關注，故於 103 年 2 月

5 日修訂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擴大基因改造食品查驗登記範圍，

除原基因改造黃豆及玉米須查驗登記外，所有基因改造食品皆應辦理

查驗登記和食品安全性審查；同時，規範業者應依貨品號列進口基因

改造或非基因改造食品，並建置基因改造食品的追溯追蹤系統；基因

改造食品標示規範，依據 104 年 5 月 29 日部授食字的 1041301628 號

公告修正，非基因改造食品因為採收、儲運或其他因素等非有意摻入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非故意摻雜率下修至 3%，規範對象為包裝、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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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及食品添加物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散裝對象標示實施時程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分階段實施，而自 104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規範對象

強制施行。此外，國際間對於未核准上市基因改造作物流出事件也相

當重視，如 2013 年美國奧勒岡州田間發現耐嘉磷賽基因改造小麥，

而 2016 年美國華盛頓州亦發現未核准上市耐嘉磷賽基因改造小麥，

兩起流出事件皆影響日本、韓國對於出口國採取暫時停止進口或加強

檢驗等措施避免基因改造小麥流入。因此，透過積極與國際交流資訊

的傳遞，持續研習並建立基因改造食品檢驗技術，以維繫基因改造食

品管理及技術發展之感度。 

本「食品生物性攙偽檢測技術研習」研習單位為日本國立研究

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総合研究機構(NARO)轄下食品研究部門中食品

分析研究領域的「信賴性評價單元實驗室」，本實驗室不僅為日本基

因改造研究及檢驗技術之核心實驗室，更於國際間基因改造檢驗研究

領域上佔有一席之地，經聯繫食品研究部門「信賴性評價單元實驗室」

實驗室負責人橘田和美博士，得知該實驗室於今(105)年將有來自農

林水產省橫濱植物防疫所植物防疫官蚊爪竜一先生於 10 月 3 日起一

同進行研習工作，橘田博士非常歡迎筆者一同參與完整訓練課程，同

時亦與日方交流學習生物性基因改造食品檢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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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  程 

本次出國研習機會筆者可與國際具有重要研究地位的日本茨城

県筑波市國立研究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総合研究機構(NARO)進行交

流，很感謝署內各位長官的支持。 

國立研究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総合研究機構(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 NARO)，於 2001 年 4 月建立原機關

名稱為農業技術研究，包含 12 個國立研究機關如農業研究中心及各

地實驗場等。歷經 2003 及 2006 年經過二次機關整併後，該機關於

2015 年 4 月後正名為國立研究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総合研究機構，

簡稱農研機構。而在 2016 年 4 月再次經過組織整併後農研機構下包

含 13 個研究中心及 7 個研究部門。 

 
圖一、農業研究中心分布地圖 

本次研習單位為農研機構轄下食品研究部門(原食品總合研究所，

附件一)
〔1〕，食品研究部門下包含 6 個研究領域，如食品健康機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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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領域、食品加工流通研究領域、食品安全研究領域、食品分析研究

領域、食品生物機能開發研究領域及食品研究管理領域。 

 
圖二、食品研究部門 

本次筆者研習單位為該部門轄下食品分析研究領域之「信賴性評

價單元實驗室」，實驗室長為橘田和美博士。食品信賴性單元實驗室

原名為農研機構轄下食品総合研究所的食品GMO検知解析單元實驗

室，經整併後稱「信賴性評價單元實驗室」，其設立宗旨為保障民眾

對於農產品及食品的知的權利，並賦予該農產品具信賴性價值，因此

橘田博士實驗室主要利用生物性技術進行檢驗技術開發，避免發生農

產品及食品發生攙偽問題。 

橘田博士實驗室為一層樓的白色建築，內部結構區分為多個工作

區塊，包含研究員辦公區、相談室(會議室)、標準品儲存區、樣品磨

粉區、多個實驗區及儀器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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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信賴性評價單元實驗室外觀 

研習當日筆者自松山國際機場出發搭乘早上 7:45 長榮航空班機

飛往東京羽田國際機場，經由機場東京單軌電車搭往東京都內，再轉

乘 JR 山手線到秋葉原站後，即搭乘連接東京都和茨城県的筑波快線

前往於筑波市。隨著筑波快線電車越接近筑波市筆者心裡越是緊張，

但緊張感隨著與橘田博士見面後消除了不少，在此很感謝橘田博士在

先前書信往來表示將在筑波車站接筆者前往 NARO，途中筆者向橘田

博士表達感謝之意，感謝橘田博士給予筆者此次研習技術機會，並簡

單介紹台灣目前基因改造食品管理規範跟管理方式。 

抵達 NARO 後，由橘田博士秘書倉嶋たけ代女士帶領筆者先行辦

理住宿事宜並介紹宿舍環境及注意事項，而後由倉嶋女士帶領筆者到

信賴性評價單元實驗室與大家簡單打招呼和交換名片後，由於已接近

下班時間便隨即前往宿舍整頓行李，在此很感激橘田博士帶領筆者至

鄰近地區了解生活機能並解決晚餐事宜。 

隔日上午八點半抵達實驗室並與大家寒暄互道早安後，九點整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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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博士招集大家聚集在相談室向大家正式介紹筆者，筆者再次表達對

橘田博士的感謝之意提供此次難得的機會讓我可以至國際權威實驗

室研習，並有此殊榮與實驗室的各位一同進行研究，也很期待研習期

間的收穫，本次研習除了筆者外，也有來自農林水產省橫濱植物防疫

所植物防疫官蚊爪竜一先生一同進行研習。 

因出國前有準備本署致贈外賓的公務禮品贈送給橘田博士，感激

橘田博士提供這次難得的機會，不僅促進台灣和日本間有基因改造食

品研究發展交流，也維持台灣和日本的學術及管理層面的交流。橘田

博士亦表示很歡迎筆者這次的到來，並向實驗室成員說明國際性交流

是很難得且重要的請好好把握此次交流機會。 

橘田博士表示原本實驗室內有兩位負責基因改造食品主任研究

員高畠令王奈博士及真野潤一博士，由於今年 4 月的組織整併的關係

真野博士已經離開實驗室，所以實驗室目前由上級研究員高畠博士負

責基因改造食品研究。橘田博士向筆者表示感到抱歉因為組織異動的

關係，此次研習內容將僅由高畠博士安排與指導，而真野博士負責研

究的部分可能在此次研習期間無法接觸，筆者亦向橘田博士表達感謝

之意，希望未來仍有機會再次進行拜訪學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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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習內容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包含基因改造食品管理與

研究、基因改造食品研究技術及與日本農林水產省植物防疫所業務交

流。 

1. 基因改造食品管理與研究 

首先，橘田博士及高畠博士介紹基因改造作物全球發展現況，並

簡介日本基因改造食品規範，基因改造食品由日本厚生勞動省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MHLW)規範，自 2001 年 4 月

起基因改造食品在日本需要通過安全性評估審查才可做為食品原料

使用。截至 2016 年 10 月 12 日，日本通過安全性評估審查的基因改

造食品共有 309 種，包含玉米、黃豆、甜菜、馬鈴薯、油菜、棉花、

苜蓿及木瓜等〔2〕。 

而日本對於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範依據厚生勞動省的日本食品衛

生法及農林水產省「農林物資の規格化等に関する法律」(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JAS)規範，其基因改造標示係依其基因改造食

品特性分為二類，第一類為與傳統對照食品在組成或營養方面等同，

其中若產品加工後殘存基因改造核酸片段或蛋白質者，需標示「遺伝

子組換え」、「遺伝子組換え不分別」或「遺伝子組換えでない」。「遺

伝子組換え」為產品生產時可明確區分且證明使用基因改造原料；「遺

伝子組換え不分別」為產品生產時無法明確區分且證明使用基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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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基因改造原料；「遺伝子組換えでない」為產品生產時可明確區

分且證明使用非基因改造原料。若產品加工後無殘存基因改造核酸片

段或蛋白質者可自由標示。第二類為與傳統對照食品在組成或營養方

面極為不同，如高油酸黃豆與高離胺酸玉米。其中若產品主要使用高

油酸黃豆製成黃豆油須標示為「大豆（高オレイン酸遺伝子組換え）」。

此類標示前提為，產品若含基因改造作物原料佔整體產品重量前 3 位，

且非基因改造食品之非故意摻雜率佔總重 5%以上才需標示〔3〕，且若

加工產品包裝面積小於 30 cm
2以下，依據加工食品品質表示基準第 3

條第 7 項可免除標示基因改造字樣
〔4〕。 

有關基因改造作物檢測技術，由橘田博士介紹實驗室有關基因改

造食品定量 PCR 原理與分析計算、Real-time PCR array 檢測未知基

因改造作物、利用玉米粒群組檢測及統計方式來估算樣本中的基因改

造玉米含量等技術。而高畠博士則介紹基因改造玉米和黃豆基因體的

特性、定量檢驗方法的研發與參考質體的使用、環型恆溫核酸增幅法

檢驗方法等項目。 

而令筆者覺得可惜的是隨著真野博士的離開，部分技術正處於交

接時期故筆者此次無法學習交流。但感謝負責此次研習的高畠博士提

供筆者相關文獻參考，讓筆者了解實驗室研究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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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因改造食品檢測技術交流 

高畠博士主要負責以環型恆溫核酸增幅法 (Loop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技術開發基因改造食品相關檢驗技術，

而鍵屋ゆかり小姐則協助 LAMP 方法確效及應用。 

LAMP 為日本榮研化學公司(Eiken Chemical Co. Ltd)所研發〔5〕，

其特點是可於恆溫下利用增幅目標核酸片段，反應過程需 4~6 條引子

與 DNA 模板進行作用，過程中不同引子與 DNA 模板結合並經由聚

合酶 polymerase 反應形成 DNA 雙股環狀結構，並會隨著反應時間增

加環狀結構 DNA 產物越多造成沉澱，或環形結構雙股 DNA 產物與

可結合雙股 DNA 的螢光染劑如 SYBR Green 產生螢光〔6〕，因此可藉

由測定吸光值及增幅曲線判定反應結果。 

本次 LAMP 試驗分為 2 大部分，(一)測試基因改造作物中 P35S

和 tE9 基因序列，分別由我負責 P35S 測試液的配置而蚊爪先生負責

tE9 測試液的配置。(二)利用高畠博士提供樣品測試多種基改標的基

因反應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此次實驗由我及蚊爪先生

參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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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測試基因改造作物中 P35S 和 tE9 基因序列 

使用 LAMP 法測定基因改造作物中 P35S 和 tE9 前，鍵屋小姐先

行帶領我們進行桌面及器具的清洗作業以避免實驗有汙染情形。首先，

分別以 5% NaClO 及 75%酒精擦拭桌面後，「平整」地將保鮮膜鋪在

實驗桌上，依序拆解並同樣以 5% NaClO 及 75%酒精擦拭 Pipette 後

蓋上保鮮膜備用。  

首先，製備 LAMP 使用之 DNA 萃取液，鍵屋小姐教導我們使用

2 種萃取方法製備 DNA 萃取液，分別使用(1)GM quicker – GMO DNA 

Extraction Kit for Grain (NIPPON GENE CO., LTD)試劑套組萃取由大

西真理小姐配置的 0%和 5%基因改造黃豆檢體，及使用(2)GenCheck®  

DNA Extraction Reagent (FASMAC CO., LTD)試劑套組萃取 0%和

0.5%基因改造黃豆檢體。 

(1) GM quicker 為針對黃豆及玉米萃取 DNA 之試劑套組，萃取步驟依

據操作流程手冊逐一進行〔7〕〔8〕。除此試劑套組外，亦有針對米、

油菜、馬鈴薯(GM quicker 2)及食物(GM quicker 3, 4) DNA 萃取之

試劑套組〔9〕。 

此次實驗由蚊爪先生負責已裝置在 50 ml 離心管之 0%基因改

造黃豆檢體，而由我負責裝在褐色玻璃罐中的 5%基因改造黃豆檢

體。過程中不時的將溶液分裝到 50 ml 離心管後再進行吸取，此舉



13 
 

動作是為避免汙染試劑原液。萃取過程所剩之 DNA 粗萃液可以置

於 4℃冰箱保存備用。萃取後以 NanoDrop® ND-1000 分別測定 0%

及 5%DNA 濃度後，分別稀釋至 50 ng/uL 及 20 ng/uL，而 DNA 原

液亦經電泳試驗檢視萃取結果。 

(2) GenCheck®  DNA Extraction Reagent 萃取步驟十分的簡易〔10〕，本

次實驗由蚊爪先生負責 0%基因改造黃豆檢體，由我負責 0.5%基

因改造黃豆檢體。分別將試劑與檢體混合後以100℃加熱10分鐘，

經冷卻離心即可獲得 DNA 萃取液。 

本次檢測標的基因為 P35S 和 tE9，實驗過程我與蚊爪先生依據鍵

屋小姐提供的實驗流程逐一完成試劑的配置與混合。實驗流程先將 6

種引子配置成引子混合液(primer mix)，再將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mix、10 倍 primer mix 和無菌水混合配置成反應混合液，本次實驗共

配置 P35S 和 tE9 2 種反應混合液。此次實驗使用 OptiGene Genie®  II 

儀器進行 LAMP 反應〔11〕，此機器中一次可以反應 2 組 8 連排反應管

(Block A 和 Block B)共 16 個反應管，蚊爪先生負責 Block A 的試驗，

而 Block B 試驗由我進行。 

實驗過程先將 8 連排分別置入保冷座後，於 8 連排中分別注入

P35S 和 tE9 反應混合液，再依序加入反應空白組(NTC)及 2 種萃取方

法獲得的 DNA 萃取液樣品後，蓋上蓋後混合離心後上機反應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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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LAMP 反應過程，此儀器可即時顯示擴增曲線反應，且本次使

用螢光染劑增測反應增幅曲線，故增幅反應結束後需要再進行解離曲

線(Annealing Curves)檢測，可確認增幅反應的專一性。而 LAMP 反

應後的產物，鍵屋小姐帶我們使用 3%洋菜膠(agarose gel)進行電泳和

EtBr 染色，分析確認 LAMP 反應增幅核酸情況。 

 

(二)以 LAMP 為技術檢測基改標的基因之檢驗極限 

 本次實驗利用高畠博士提供之檢體，針對其基改標的基因進行種

LAMP 反應測試並檢測其偵測極限。由於本試驗結果仍未發表公開，

故高畠博士提醒我們實驗結果與流程需要保密避免洩漏，而筆者感到

相當榮幸可參與此項研究過程，並為尊重研究目的及未來發展，故在

此筆者不加以詳述此試驗。 

 此試驗為我及蚊爪先生此次研習過程的主要課題，實驗過程輪流

配置反應測試試劑並以 LAMP 進行檢測結果，經由 LAMP 實驗的過

程，我與蚊爪先生不斷發現 LAMP 反應的細節，而向鍵屋小姐不斷

互相討論及解決問題，最後實驗成果則與高畠博士討論影響實驗結果

的因素及探討實驗設計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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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習中筆者藉由高畠博士提供給筆者文獻了解已離開實驗室

真野博士關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研究，真野博士研究方向主要為（一）

未知基因改造作物的檢測技術，以及（二）玉米粒群組檢測。 

 

(一) 未知基因改造作物的檢測技術 

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陣列(Real-time PCR array)技術係為真野博

士於 2009 年發表文獻公開〔12〕，此試驗設計為食品総合研究所、日本

國立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及日本 FASMAC 公司共同合作開發。此

Real-time array 平台可用於針對檢體中多項基因改造作物及轉殖品系，

並可得知其檢體中含有已核准、未核准或未知基因改造作物。 

Real-time PCR array 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陣列為利用不同基因改

造作物的轉殖特異性(event-specific)、構造特異性(construct-specific)

或是篩選性基因片段的引子對(primers)或螢光探針(TaqMan probe)於

96 孔 PCR 反應盤進行 real-time PCR 反應。Real-time PCR array 盤的

設計可依據檢驗標的需求彈性設計，如圖四已公布於信賴性單元評價

實驗室網頁(舊稱GMO解知單元實驗室)，詳細操作步驟依據步驟 1~4

完成，依序將配置好的反應試劑分別注入 96 反應盤中，再加入檢體

後經儀器反應後分析反應曲線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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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陣列(Real-time PCR array)實驗流程步驟 

圖片來源：食品總合研究所 GMO 檢知解析單元實驗室網頁 

http://www.naro.affrc.go.jp/nfri/introduction/chart/0507/index.html 

 

(二) 玉米粒群組檢測 

由於日本基因改造食品標示制度規範，產品若含基因改造作物原

料佔整體產品重量前 3 位，且非基因改造食品之非故意摻雜率佔總重

5%以上才需標示，為了能夠快速準確的估算檢體中基因改造玉米的

重量百分比，橘田博士的實驗室研發了此玉米粒群組檢測技術。透過

橘田博士的介紹及真野博士發表的文獻〔13〕〔14〕，了解此試驗係將每 20 

粒玉米穀粒分成一組，磨碎後加入 lysis buffer 萃取 DNA，離心後取

上清液稀釋濃度後進行 Real-time PCR 反應。利用多組玉米粒群組反

應結果，比較正反應與負反應組別數量進行統計分析，進而判斷檢體

是否符合非故意摻雜率 5%的規定，相關實驗流程及原理已公開於食

品研究部門網頁(圖五、六)。 

http://www.naro.affrc.go.jp/nfri/introduction/chart/05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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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玉米粒群組檢測實驗步驟 

圖片來源：美國化學學會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期刊網頁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jf200212v 

 

 

 

圖六、玉米粒群組檢測技術的原理 

圖片來源：食品研究部門信賴性評價單元實驗室網頁 

          (舊稱食品總合研究所 GMO 檢知解析單元實驗室) 

http://www.naro.affrc.go.jp/nfri/introduction/chart/0507/index.html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jf200212v
http://www.naro.affrc.go.jp/nfri/introduction/chart/05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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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基因改造食品管理及日本農林水產省植物防疫所業務交流 

由於橘田博士對於台灣基因改造食品管理十分有興趣，邀請我對

於台灣基因改造食品管理現況及檢驗發展狀況進行解說，另外，橘田

博士也希望來自橫濱植物防疫所蚊爪先生介紹其任職單位農林水產

省植物防疫所執掌範圍進行解說，以達到互相交流目的，因此今天早

上例行會議就分別由我以「Regulatory and Analysi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Taiwan」為題進行解說，蚊爪先生則以「Protecting 

Japanese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5〕

(附件二)為題進行演說。 

 一開始就由筆者先行演說，演講內容分別針對台灣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台灣基因改造食品管理法規歷史演進、自基改法規施行以來

執行基因改造食品研究和調查結果，以及台灣基因改造食品檢驗研究

等議題。而後續由蚊爪先生接續進行演說，演說內容分別針對日本植

物檢疫所組織目的和架構、海外農產品輸入檢疫、國內農產品輸出檢

疫、日本國內機場與港埠檢疫分布情形、及海外輸入農產品實施基因

改造措施及檢疫等議題。雖然演說內容為日文敘述，但是很感謝蚊爪

先生特別請橫濱同事寄來日英文版簡介，好讓筆者更加了解內容。 

會後討論時間，大家對於台灣近年有關基因改造食品實施多項法

規相當有興趣，向筆者提出許多問題如針對現行基因改造食品規範對

象、基因改造食品標示新制與基因改造非故意摻雜率下修對於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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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調查執行和後續處理結果，及有關法規定義

等議題。 

而筆者亦對於蚊爪先生任職的植物防疫所工作職掌相當感興趣，

藉由蚊爪先生介紹了解日本國內邊境包含港口和機場可區分為 5 個

植物防疫所，如那霸植物防疫事務所、門司植物防疫所、神戶植物防

疫所、橫濱植物防疫所及名古屋植物防疫所。而 5 個植物防疫所轄下

包含 71 個港口和機場的防疫單位負責全日本邊境植物輸入及輸出檢

疫事務。 

而蚊爪先生表示今年才剛調至橫濱植物防疫所，先前曾分別在北

海道及名古屋植物防疫所任職，而在北海道植物防疫所及名古屋植物

防疫所工作內容主要為農產品輸出及輸入檢疫，蚊爪先生有趣的表示

在北海道植物防疫所工作時，由於台灣進口相當多的北海道山藥因此

蚊爪先生每天都要檢查很多山藥農產品。而筆者近一步詢問關於基因

改造食品的檢查是否在這些檢疫所同時執行，而蚊爪先生表示全日本

只有橫濱植物防疫所對於基因改造食品進行檢查與檢驗，因此日本其

他地區進口的基因改造食品都必須運送到橫濱植物防疫所進行查驗。

同時也表示因為要配合基因改造食品研究發展技術，橫濱檢疫所的職

員必須持續接受基因改造食品檢驗相關訓練，因此植物防疫所不定期

會派員到負責基因改造技術研發的橘田博士實驗室進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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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基因改造作物發展與管理為國際間相當關注的議題，隨著近年基

因改造作物開發技術日趨新穎及發展相當迅速，基因改造食品管理及

檢驗技術也持續精進發展。我國近年來針對基因改造食品制定相關法

律加以規範，如擴大基因改造食品查驗登記範圍、基因改造食品港部

邊境進口分流制度、建立基因改造食品追蹤追朔系統、擴大食品含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規範及下修非基因改造食品非故意摻雜率等。另

本署也不斷精進基因改造食品檢測技術，除精進新興基因改造食品相

關檢測技術開發，並藉由持續參與國際性研討會及研習增進並維繫相

關資訊感度。 

 

一、 持續進行加強國際交流以維持聯繫管道 

本次研習實驗室「信賴性評價單元實驗室」為日本基因改造食品

研究技術相當具權威實驗室，實驗室長橘田博士更為日方基因改造作

物資訊傳遞與技術開發相當重要的代表，不僅屢次代表日方參與美國、

歐盟等國際性基因改造作物相關議題會議，也很重視該實驗室國際性

交流，因此每年不定期接待各國研究人員於該實驗室下進行短期或長

期研習，進行國際性資訊傳遞與技術交流以維繫良好國際關係。因此，

藉由持續派員研習交流，不僅可增進日方與我方情誼外，亦可藉由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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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博士實驗室學習基因改造作物相關研習技術與資訊，並可更新及掌

握相關議題最新發展及國際性動向，以拓展我國人脈並增進我國研究

技術與資訊與國際接軌。 

 

二、 持續培養與精進基因改造食品技術 

隨著基因改造作物的發展與上市，相關規範及檢驗技術的研發與

建立一直以來為本署重大業務之一，且近年來基因改造作物技術發展

日趨成熟與新穎，持續獲取新興基因改造作物的資訊及發展相關檢測

技術更為本署研究發展方向。為了與基因改造技術與時俱進，除了藉

由參與國內多場基因改造作物交流會議外，參與國際間的交流研習與

互動更是不可或缺的機會。藉由基改相關研究人員參與國際性研習交

流，獲取更多基因改造作物管理資訊及相關技術，以便規劃並建立我

國基因改造檢驗技術發展方向，以因應未來快速發展的新穎基因改造

作物的產生與上市等情形。 

 

三、 持續增進人員培訓避免技術知識流失 

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相關規範與相關基改檢驗技術發展至今已逾

10 年，隨著時代的演進近年來基改相關法規及檢驗技術日趨成熟，

而 10 多年時間的堆疊成就相關專業知識與領域的培育及養成。然而

面對未來更多新興基因改造技術的快速發展，在可能面臨到對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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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與技術的衝擊與挑戰狀況下，持續培訓既有專業知識人員不僅可快

速掌握相關資訊，避免人才流失導致知識斷層以即時因應相關技術發

展方向。 

本次研習筆者也體會到日方對於各專業領域的尊重與研究態度，

如蚊爪先生工作的橫濱植物防疫所，為了協助職務上檢疫檢驗分析，

不時至不同實驗單位進行研習及技術學習，此次蚊爪先生因職務上的

基因改造作物檢驗分析，故與筆者共同於橘田博士的實驗室進行研習

進修。 

最後，筆者此次能有機會赴日研習並學習日方研究技術、獲取資

訊以及維繫國際情誼，要感謝衛生福利部及本署各級長官的支持，也

謝謝研究檢驗組長官同仁以及食品生物科同仁協助給予協助和提供

相關資訊聯繫。最後感謝國立研究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総合研究機構

食品研究部門橘田和美博士、高畠令王奈博士、鍵屋ゆかり小姐、倉

嶋たけ代小姐、大西真理小姐以及實驗室所有成員在研習期間的諸多

照顧與傳授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術，以及感謝蚊爪竜一先生於研習期間

一起努力學習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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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食品研究部門(原食品總合研究所)英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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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農林水產省植物防疫所英日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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