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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年第12屆亞太生物安全年會於8月22日至25日假越南胡志明市舉辦，

會議主題為「Biosecurity & Biosafety- New Challenges of Bio Threat in a Rapid 

Changing World of Science & Technology」，會議進行方式分為兩大部分，前 2

天為Pre-Conference Workshop，後兩天為正式會議。本次出國主要參與正式會議，

正式會議期間有來自國際的專家學者發表共計 31場專題演講，本署受邀分享「我

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及現況(Management Policy & Current State of 

Laboratory Biosafety in Taiwan)」，並與各國代表進行交流，有助於提升我國國

際能見度。 

隨著各種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陸續出現，加上全球生物恐怖主義威脅

(bioterrorism)與日俱增，為使全球免於傳染病威脅，達到全球衛生安全願景，落

實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不再只是單一國家的責任，更須要區域層級及全球層級的

共同努力，藉由參加這次會議，已與國際生物安全專家建立聯繫，這將是我國未

來推動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政策重要的諮詢專家，此外，會議中亦進一步瞭解國

際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趨勢，有助於我國未來擬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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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我國自 2003年底發生實驗室工作人員感染 SARS事件後，促使政府依循國

際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準則，展現決心推動實驗室生物安全政策。本次出國係獲

亞太生物安全學會(Asia Pacific Biosafety Association, A-PBA)邀請參加該學會第

12 屆年會，並就「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及現況(Management Policy & 

Current State of Laboratory Biosafety in Taiwan)」發表專題演講，除與國際生物安

全專家學者交流實務經驗外，亦瞭解國際推動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之趨勢，以作

為我國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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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出國行程 

    本次出國日期自 2017 年 8 月 23 日起至 8 月 26 日止，含路程日共計 4 天。

出國行程如表 1： 

表 1、出國行程表 

日期 地點 工作日誌 

8/23(三) 桃園機場→越南胡志明市 啟程 

8/24(四) Lotte Legend Hotel Saigon 

開會，發表「Management Policy & 

Current State of Laboratory Biosafety 

in Taiwan」專題演講 

8/25(五) Lotte Legend Hotel Saigon 開會 

8/25(六) 越南胡志明市→桃園機場 回程 

 

二、 會議過程 

(一) 亞大生物安全學會簡介 

    亞太生物安全學會(A-PBA)於 2005年 2月成立，分別隸屬於國際生物安

全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iosafety Association, IFBA)及美國生物安

全協會(American Biosafety Association, ABSA)，成立目的係為藉由舉辦亞太

地區生物風險培訓課程及研討會議、籌組國家生物安全學會(National 

Biosafety Association, NA)及國家工作小組(Country Working Groups, CWG)、

建立國家、區域及國際合作夥伴關係、強化與利害相關者的技術交流與合作

等方式推動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本屆 A-PBA主席為 Dr. Chua Teck Mean，

Dr. Chua目前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淡馬錫生命科學研究所(Temasek Life 

Science Laboratory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擔任實驗室安全顧

問。 

    A-PBA近年針對執行委員會進行改組，並納入國家生物安全學會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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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代表，推動學會內部共同管理及領導，此為 A-PBA發展的一項里

程碑。 

(二) 第 12屆亞太生物安全年會之會議重點 

    A-PBA自 2005年成立後，每年都會舉辦 1場學術會議(scientific 

conference)。A-PBA過去較著重建構生物安全(biosafety)能力及量能，然而，

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biosecurity)兩者相輔相成，同等重要，加上全球生物

恐怖主義威脅(bioterrorism)與日俱增，為強化機構內感染性致病原管理之作

為，故 A-PBA將本(2017)年第 12屆會議大會主題訂為「Biosecurity & 

Biosafety- New Challenges of Bio Threat in a Rapid Changing World of Science 

& Technology」，並與隸屬越南衛生部的國家衛生及流行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Epidemiology, NIHE)共同主辦，會議安排在 8月 22

日至 25日，地點在胡志明市，前 2天為 Pre-Conference Workshops，後 2天

為正式會議(議程如附錄)，我國本次係獲邀參加正式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講。 

    本屆會議主題包括有：生物恐怖主義之應變、領導者在生物風險管理扮

演之角色、國家因應下一次大流行的生物準備(Bio-preparedness)、生物恐怖

攻擊之挑戰、生物倫理及亞太地區實驗室生物風險等，並邀請世界衛生組織

(WHO)、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反恐部門及國際

生物安全協會(IFBA)及國際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茲就本次會議

所獲資訊整理如下： 

1. 國際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趨勢 

(1) WHO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內容之更新 

    WHO於 1983年首次出版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Laboratory Biosafety 

Manual)，自 2004年發布第三版手冊以來，由於這數十年來生命科學及

生物安全均有顯著發展及提升，促使全球對手冊內容更新及修訂之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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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全球使用該份手冊的對象具多樣性，本次主要修訂方向為提供

普遍、切實、具實證與風險基礎(evidence- and risk-based approach)的生物

安全措施及核心要求，並可依據各地風險評估現況彈性運用，同時規劃

依手冊內容發展培訓模組、出版專書或特定主題的小冊子；此外，WHO

考量實務上風險程度會依作業程序、體積/滴速而變化，且屬同一危險群

的病原體微生物各有不同的傳播途徑，也需要不同的管控措施，故主張

將危險群(Risk Group, RG)及生物安全等級(biosafety level, BSL)區分開來，

方能依已確定的風險，進行合適且切實的生物安全措施，這項新主張可

讓資源有限的國家不一定需要設置可能會在技術及財務層面帶來高度挑

戰的防護設施(例如：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BSL-3)，強調藉由落實

良好微生物學操作規範，亦能確保實驗室生物安全。有關手冊的更新內

容，WHO目前刻正彙集各方建議中，尚未有明確出版時程。 

 

(2) OIE降低生物威脅策略(Biological Threat Reductions) 

    人類健康與動物健康息息相關，人類傳染病中約有 60%為人畜共通

傳染，在新興傳染病中，則為 75%，而生物恐怖主義所使用的生物製劑

有 80%為人畜共通傳染，因此，生物威脅不僅對公共衛生造成重大影響，

同時也會影響生物多樣性、動物健康、食品安全及經濟發展。 

    為確保全球免於因動物病原體(包括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病原體)意外

釋放或故意使用所產生之安全威脅，OIE於 2015年提出「降低生物威脅

策略(Biological Threat Reductions)」，分成 5大面向： 

a. 維持科學專業並建立具實證基礎的準則及指引，以支援降低生物威

脅政策，包括對生物災害(biological disasters)的早期偵測及應變。 

b. 確保 OIE會員國以防疫一體(One-Health)的概念進行管理、能力建構、

執行準則及指引，以降低動物病原體意外釋放或故意使用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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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球疫情(動物疾病群突發、新興疾病和重大流行病學事件等)透明

化，且能正確更新資訊及驗證謠言真偽，並採用最新的疾病預防及

控制措施。例如：WHO、糧農組織(FAO)、OIE及各會員國共同合

作，成立全球早期預警及因應系統(The Global Early Warning System, 

GLEWS)，以整合動物傳染病的疫情通報(包括人畜共通傳染病)。透

過監測，能快速且及時的發布世界各國當前正在爆發的疾病，使各

國能即早因應，並能追蹤與疾病有關的謠言，如圖 1所示。 

d. 強化與WHO及 FAO等國際夥伴、利害關係人之合作關係。 

e. 運用宣傳及溝通，持續推動降低生物威脅政策，並納入現有動物衛

生政策框架中。 

    為凝聚全球共識，OIE於 2015年在巴黎舉辦第 1屆降低生物威脅

全球會議，第 2屆全球會議預計在本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2日在加拿大

渥太華召開。 

 

 

 

 

 

 

 

 

 

    圖 1、WHO、FAO及 OIE之全球早期預警及因應系統(GL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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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在全球生物保全扮演之角色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BWC)全名為《禁

止發展、生產、儲存生物與有毒武器公約》，是最早全面禁止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的國際條約，由美國於 1972年與一些國家共同簽訂，於 1975年

3 月 26日生效，條文共 15條，主要內容為：締約國在任何情況下不發

展、不生產、不儲存、不取得微生物製劑、毒素及其武器(和平目的除外)；

也不協助、鼓勵或引導他國取得這類製劑、毒素及其武器；締約國在公

約生效後 9個月內銷毀所有這類製劑、毒素及其武器；締約國可向聯合

國安理會控訴其他國家違反該公約的行為，其中與生物安全議題有關的

部分包括確保實驗室微生物、其他生物製劑、毒素的安全及保全，防範

未經授權的使用或移除，自願性制定、通過及頒布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

準則等，並與WHO聯合外部評估工具(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Tool, JEE 

Tool)在預防(Prevent)、偵測(Detect)與緊急應變(Respond)三大面向 19項

評估議題中的「Prevent 6-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及「Respond 3-Linking 

Public Health and Security Authorities」2項議題相關。 

    公約推動之初，由於內容缺乏必要的稽核機制，加上條文措辭未盡

嚴謹周延，故不易進行執行與監督。對此，聯合國裁軍事務廳(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rmament Affairs, UNODA)除於 2007年成立 BWC 

Implementation Support Unit (ISU)，提倡 BWC及給予國家執行之協助外，

締約國亦就公約內容召開審議大會(BCW Review Conference)，至 2016

年止已召開過 8次會議。 

 

2. 國家生物風險(Biorisk)管理及生物防範(Bio-Preparedness) 

    除蓄意性生物攻擊及實驗室高度感染性病原體意外釋放之外，由於

大流行性疾病(pandemic disease)的頻繁發生，促使生物事件(bio-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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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可能性較以往大幅提高，所有國家處在地球村時代的今日，都可

能會受到自然災害、意外釋放或蓄意使用危險病原體之影響，以下是各

國分享國家生物風險管理策略及經驗： 

(1) 韓國 2015年MERS-CoV疫情之處理經驗 

    韓國於 2015年 5月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候群(MERS-CoV)疫情，短

短 3個月內共有 186名確定病例，其中 36人死亡，疫情在醫院內迅速傳

播的主要原因為醫護人員對疾病的認知不足、指標個案(first index case)

延遲診斷、醫療資訊缺乏透明度、未落實檢疫作業、醫療機構未落實感

染管制、早期使用體外診斷試劑的有限性等，對此，韓國衛生單位密切

追查與確定病例密切接觸者並進行隔離、增加負壓病房數量、指定專責

醫院收治MERS病人、大規模向民眾發送口罩、積極進行公共衛生教育

等，至同年 7月 28日官方宣布疫情趨緩，但這起事件也對韓國經濟及社

會帶來重大衝擊。 

    我國過去在 2003年因有處理 SARS疫情的經驗，相較於韓國較有危

機意識，在韓國疫情爆發不久後，我國即要求醫院確實落實感染管制措

施，針對醫院內的動線管制及隔離照護進行相關演練，並強化醫護人員

及民眾之教育，也更新「處理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之實驗室生物安

全指引」相關內容，提供實驗室進行相關特殊操作之最低及必要工作條

件之建議。 

 

(2) 越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策略 

    越南將實驗室區分為國家層級、省層級及區層級三大層級，國家層

級為制定標準檢驗指引、執行傳染病預防及應變之進階檢驗及研究、提

供省/區層級實驗室培訓等。省/區層級實驗室則依據國際及國家準則進行

檢驗，目前越南在胡志明市國家衛生及流行病研究所、熱帶疾病醫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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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設有實驗室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第二等

級實驗室(BSL-2)則於省層級設立。 

    為確保實驗室生物安全，越南 2007年於傳染病預防及防治法(Law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中賦予執行與管理之法源

依據，也有依微生物危害風險高低及實驗室安全等級進行分級管理等相

關規定；在實驗室生物安全認證(biosafety certification)方面，授權實驗室

生物安全第一等級及第二等級實驗室(BSL-1及 BSL-2)自主宣稱是否符

合生物安全標準，並由省衛生單位每 3年進行 1次查核，約有 1000間的

BSL-1及 BSL-2自主宣稱符合生物安全標準及通過認證，BSL-3以上的

實驗室則由衛生部進行認證。 

    由於目前在越南將近有 50%的實驗室使用年限超過 10年，其中多

數的實驗室在基礎設施及設備上無法符合生物保存的標準，缺乏相關經

費是越南在生物保全的一大挑戰，除了持續推動全面性的法規外，越南

未來也將朝強化實驗室人員培訓及認證、增設 3間 BSL-3以上實驗室(中

區、南區及西原區)、提升臨床檢驗的品質管控等面向努力。 

 

(3) CBRN(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管理及

生物防範 

    歐盟及聯合國區域犯罪和司法研究院(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and Justice Research Institute, UNICRI)聯合推動化學、生物、放射

性及核(CBRN)材料風險管理，在歐盟經費支助下，成立降低 CBRN風

險卓越計畫中心(EU CBRN Risk Mitigation Centres of Excellence 

Initiative, EU CBRN CoE)，藉由提高 CBRN風險意識、發展 CBRN國家

型行動計畫等方式(如圖 2)，提倡國家、區域及國際合作。 

    EU CBRN CoE為協助東南亞國家 CBRN管理及資源分配，自 2015

年 9月起推動 1項為期 3年的計畫(CoE Project 46)，目標為提出建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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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國家 CBRN風險應變、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意識覺醒與法規規範

之能力，共有 8個東南亞國家參與，並依各國優先事項及可能採取的行

動推動(如表 2)。 

 

 

 

 

 

 

 

                  圖 2、EU CBRN CoE之任務 

 

表 2、東南亞國家 CBRN之優先事項及可能採取的行動 

Priority Possible Actions 

Enhance laboratory biosafety & 

biosecurity 

 Introduce “dual-use” for all researchers  

 Establish isolate banking system 

Strengthen biomedical waste 

management 

 Raise awareness among healthcare staff & waste 

handlers 

 Develop SOPs on waste handling, treatment, 

transport & disposal 

Strengthen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 control measures 

 Raise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Establish & test plans for combating emerging 

disease 

Establish national list of controlled 

pathogens & biological toxins 

 Review existing best practices (e.g. US Select Agent 

List) 

 Select criteria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of concern 

Review & strengthen national 

legislation 

 Address gaps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regarding 

biological agents 

 Harmonized legislation 

Enhance biological detection 

equipment/methods 

 Enhance health screening at borders & ports of entry 

 Strengthen laboratory-based identification & 

analysis 

Enhance biological emergency response 

coordination & interoperability 

 Improve information sharing  

 Promote “one-health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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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尼因應生物威脅防禦之原則與策略 

    印尼是一個群島國家，擁有超過 17,500個島嶼，加上地處熱帶，生

物資源豐富，然而，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亦可能對公共衛生帶來重大

影響，甚至造成生物恐怖主義、生物武器、生物犯罪等發生，威脅人類

及動植物之健康；此外，印尼位於兩大洲和兩個海洋的兩側，不僅居重

要戰略位置，也是國際貿易及交通要道，人口遷移、社會文化及環境改

變亦會影響傳染病的傳播方式。 

    對此，印尼提出面對生物威脅的 6大原則，包括界定疾病威脅對人

類安全的優先順序、避免傳染病在人類及動植物散播、防止傳染病從動

物傳播至人類、考量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及保全因素、以防疫一體(one 

health)的概念推動國家資源及專業組織等之整合、參考國家政策、國際

與國家準則，賦予公眾基本權力，其執行策略及流程如圖 3所示。 

 

 

 

 

   

 

 

 

 

 

圖 3、印尼因應生物威脅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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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染病爆發之監測調查及應變-強化流行病學及實驗室之合作 

    對抗傳染病並非是流行病學或實驗室單方面的事，Canada-Asia 

Regional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CAREID) project因而發展出 1份

toolkit，共有 5大章節，包括建立流行病學與實驗室之溝通、傳染病流

行病學、公共衛生監測、微生物學方法、採檢及檢體運送、傳染病爆發

調查等，這次會議討論主要聚焦在採檢及檢體運送上。 

    由於每項傳染病爆發事件的性質皆不相同，採檢策略須取決於典型

或非典型情況、事件影響範圍、疑似病原體(食媒性、空氣傳播等)、個

案數及疾病嚴重度等，採集之檢體須有合適的培養基(液)及試管在適當

的保存條件下運送(如圖 4)，僅讓微生物得以存活而不能繁殖。若採取寄

送檢體之方式，當沒有常規的三層包裝(triple packaging)時，則須依據國

際危險物品運送準則(international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ation rules)之

要求進行寄送。 

    由於傳染病爆發時，主要由流行病學端收集檢體，故須與實驗室建

立良好合作模式，盡早與實驗室溝通採檢相關注意事項，使用合適的包

裝及運送方式。 

  

圖 4、不同檢體運送之保存條件 

 

 



15 

 

4. 生物安全櫃(Biosafety cabinet, BSC) 

生物安全櫃是生物安全實驗室常見的重要設備，櫃體內裝有高效率

空氣過濾器(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HEPA filter)，目的是要平

衡氣流的進入與排出，並可在櫃體內產生向下氣流的方式來避免感染性

生物材料污染環境與感染實驗操作人員，亦能防止實驗操作材料間的交

叉污染。 

    生物安全實驗室常會面臨設備或儀器選購之抉擇，層流櫃(laminar 

flow hoods)與生物安全櫃看起來很相似，但功能卻不盡相同(如圖 5)，層

流櫃無法提供實驗操作人員保護，而生物安全櫃又可再分為一級、二級

及三級三種，使用年限都可超過 15年以上，一級生物安全櫃雖可提供實

驗操作人員及環境保護，但卻將未過濾的空氣直接從室內環境吸入操作

空間中，無法提供試驗品保護，因此，二級生物安全櫃是目前應用最為

廣泛的櫃型。 

    為使生物安全櫃能確實發揮其功效，使用者在操作前必須接受相關

培訓，包括選擇合適的窗框高度、操作流程從乾淨區到污染區、操作速

度緩慢(手臂的快速移動會產生湍流[turbulence]而干擾空氣幕[air curtain])

等，另外生物安全櫃設置地點應遠離實驗室須經常走動之區域，操作完

畢後要擦拭乾淨，以減少污染物的引入，櫃內並盡量不要使用明火。 

    由於生物安全櫃在使用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過濾器的降壓，使得

氣流設置需重新平衡、須置換新的 HEPA過濾器，地震或者須測試設備/

資料以驗證氣流等強況，使得生物安全櫃的維護有其必要性。 

   生物安全櫃的認證項目包括：向內氣流速度、向下氣流速度、HEPA

過濾器洩漏試驗、煙霧測試及現場安裝測試等，全球超過 40%生物安全

櫃被銷售到沒有認證基礎設備的國家，主要與認證費用昂貴(完整認證所

須費用超過 20,000美元)、專業認證人員培訓不易(培訓到認證須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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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有關，目前各國以參考歐盟標準化委員會(CEN)於 2000年頒布之

生物安全櫃歐洲標準 EN12469或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NSF)有關生物安全櫃之 NSF/ANSI 49 號國家標準

為主，我國目前亦尚無生物安全櫃之國家標準。 

    對此，NSF為生物安全櫃領域認證機構提出兩種不同的認證計畫，

第一，將 NSF現有計畫提升為增強型計畫(Enhanced Accreditation 

Program)，主要對象是北美，其他國際上認為能對其提供益處者，亦可

使用；第二，提出一項新的基本認證計畫(Basic Accreditation Program)，

目前 A-PBA與 NSF已發展備忘錄(MOU)，由 A-PBA提供基礎培訓(結

合每年年會)，NSF將對合格人員進行測驗及認證，包含紙筆測驗及實作

測驗，這項備忘錄將會使得實作測驗可在亞洲國家舉辦，加上 NSF及

A-PBA均為非營利組織，亦能使相關費用便宜很多。 

 

 

 

 

 

 

 

 

        圖 5、層流櫃(左圖)與一級生物安全櫃(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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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亞太地區國家呼應「全球衛生安全綱領(GHSA)」之倡議，越發

重視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對衛生體系之影響 

    本署在本屆年會分享「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及現況

(Management Policy & Current State of Laboratory Biosafety in Taiwan)」，各

國代表對於我國於 2003年底發生實驗室工作人員感染 SARS事件後，逐步

建立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制定管理法規、例行查核高防護

實驗室、落實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保存/移轉管理、加強生物安全教育訓練、

應變演練及通報機制等積極作為均表讚許；同時，藉由參加本次會議，也

進一步瞭解亞太地區國家近年推動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政策、相關法律

規範、加強硬體防護設備、人才培育等措施，亦可作為檢視或精進我國實

驗室生物安全策略之參考。然而，隨著國際間陸續發生重大的新興及再浮

現傳染病疫情，如 H7N9、流感、伊波拉、MERS-CoV 等疫情，不僅考驗

各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體系及應變能力，在全球防疫一體(one-health)

的思維下，推動區域層級(regional level)及全球層級(global level)的合作更顯

重要，本次會議期間已與多位政府部門或重要組織的人員建立聯繫，建議

未來可派員出國參訪或邀請其訪臺分享經驗，進一步建立我國與他國在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議題上的合作關係。 

 

二、 瞭解國際生物安全協會(IFBA)之生物安全專業人員能力認證內

容，從中獲得決策支援的參考     

本屆年會會議期間，適逢 IFBA與 A-PBA合作舉辦生物安全專業人員

能力認證測驗(IFBA’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s)，初步瞭解 IFBA認證測驗

共包括 5大項目，分別是生物風險管理(Biorisk Management)、生物廢棄物

管理(Biological Waste Management)、生物防護機構設計、運作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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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ontainment Facility Design, Operations & Maintenance)、生物安全櫃選

擇、設置及安全使用(Biosafety Cabinet Selection, Installation and Safe Use)與

生物保全(Biosecurity)。生物安全人員必須先通過生物風險管理能力認證後，

方能進行其他項目的認證測試，每項認證測驗的題數不同，亦訂有通過的

門檻分數，參與者可選擇線上測驗或紙筆測驗，這次 IFBA與 A-PBA合辦

的認證測驗係採用紙筆測驗。 

    我國單位生物安全委員會所指派之生物安全督導人員(或稱生物安全

官)及相關委員，應具備有足夠的專業知能，並充分賦權(enpowerment)，方

能落實單位生物安全組織之運作及功能，建議我國可參考 IFBA 認證項目

內容，除檢視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相關政策外，亦可作為該領域相關專業

人才培訓與認證之參考。 

 

三、 持續關注 A-PBA 與 NSF 生物安全櫃備忘錄(MOU)發展情況，

以作為評估我國生物安全相關政策之參考 

    我國目前雖無生物安全櫃之國家標準，但在 BSL-2 及 BSL-3實驗室生

物安全查核基準中，訂有「實驗室使用合適且經檢測合格之生物安全櫃」

等規範，另外本署亦錄製生物安全櫃之分類選用及報告判讀、檢測程序等

相關數位學習課程，由於現行全國認證基金會(TFA)已開放生物安全櫃之檢

驗機構認證服務，惟需進一步瞭解認證項目是否已涵蓋應有之檢測項目，

加上 A-PBA與 NSF已著手進行生物安全櫃備忘錄，有助於亞太地區國家

發展生物安全櫃之認證，建議未來持續關注相關發展情況，以作為評估我

國生物安全相關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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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參與及國際交流情形 

 

第 12 屆 A-PBA 與會學者專家合影紀念 

  

與 A-PBA 執行委員會成員合影 

(中間著黑色西裝男士為本屆 A-PBA 主席 

Dr. Chua Teck Mean) 

本署獲邀進行「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政策

及現況」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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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BA 的 Dr Tria Edith Sangalang 致贈感謝狀 

 

 

 

 

 

 

 

 

 

 

 

 

 

 

 

 

A-PBA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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