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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黃郁容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 

江致民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 

出國類別：其他-展覽會參訪  

出國地區：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7 年 03 月 06 日至 107 年 03 月 09 日  

報告日期：107 年 06 月 01 日  

分類號／目：  

關 鍵 詞：農用化學品，肥料，植保器械，製劑，肥料  

內容摘要： 本次共 2 人於 107 年 3 月 6 至 9 日到上海市參加 2018 年中國國際農用化學品及植

保展覽會、新型肥料展覽會以及農化裝備及植保器械展覽會，共有來自中國大陸、

美國、韓國、臺灣、日本等近 30 個國家參展，吸引多個國家近 3 萬多名專業人士，

展出場地共 6 個展館，參訪關注到的重點包含製劑技術的精進，如：開發不同時

間控制釋放製劑混合成一次性施肥的技術及省工新穎漂浮大粒劑的開發，還有植

保機械的現況，如：多樣化實驗室級試量產製劑設備與各種無人機農業用途的開

發，以及多樣化微生物菌種、植物源農藥的混合製劑，參訪期間也與多家植物保

護相關產業的業者，相互交換意見並收集最新肥料、農藥的製劑技術、應用與市

場趨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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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目的  

中國國際農用化學品及植保展覽會（CAC），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化工行業分

會主辦，每年三月在上海召開。自1999年首次舉辦，歷經十八屆的長足發展，CAC已經成

為全球最大的農用化學品展覽會，並於2012年獲得了UFI認證。該展覽會是全球農化行業集

新品展示、技術交流、貿易洽談為一體的最重要的貿易交流合作平臺，是專業性最強、成

交最活躍的農用化學品展會，中國農化企業走向世界的視窗，以及全球農化人士一年一度

的行業聚會。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本著農藥研究的專業，致力於農藥安全製劑研發與生

物、生化農藥等生物農藥的開發，同時近期也專注在無人載具施藥與其專用的劑型開發，

希望能參訪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同時舉辦的2018年「第19屆中國國際農用化學品及植保展

(CAC)、第十九屆中國國際農化裝備及植保器械展、中國國際新型肥料展」，蒐集國際農

藥及肥料製劑加工發展動態、關鍵加工技術及植保機械與無人載具新進展資訊，以作為我

國農藥製劑行業和農藥管理法規的參考方向，瞭解更多元的農藥研究發展，提升臺灣農藥

製劑加工水準及國際競爭力。 

 

貳、 行程概要  

日期 地點 行程 

3/6 臺灣上海市 搭機前往上海市浦東國際機場 

3/7 上海市 前往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展覽館報到參加第十九屆中國國際

農用化學品及植保展覽會（CAC2018），分別參觀N3、N4及N5

展覽館(圖一)。 

3/8 上海市 前往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展覽館參觀N1、N2及W5展覽館。 

3/9 上海市臺灣 搭機返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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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參訪紀要與心得  

2018年3月7日至3月9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為期3天的綜合性展覽，包含:第十

九屆中國國際農用化學品及植保展覽會(CAC2018)、第十九屆中國國際農化裝備及植保器械

展覽會(CACE2018)、第九屆中國國際新型肥料展覽會(FSHOW2018)。展出場地共6個展館，

分別為農藥展區（N1-N2館）、國際展區（N3館）、肥料與農藥展區（N4-N5館）、設備

展區（W5館）(圖二)，以下分別介紹。 

N1展覽館偏重傳統化學農藥及肥料，例如:農藥原體、助劑、化學肥料… 

N2展覽館展出較多新開發的農化產品，蚯蚓酶原菌、赤黴素、控釋肥料、漂浮大粒劑

(新成分)、種衣劑、費洛蒙新型載體… 

N3設有國際展區，包含:印度、韓國、日本、美國…國際廠商，透過各國展現新式產

品亦可了解市場需求以提高作物安全品質為發展趨勢，例如:韓國推出土壤整合管理、肥料

與農藥混合配方、省工安全器械…。日本廠商推出天然漢方植物保護液… 

N4及N5展覽館以化學肥料、生物刺激素、生物農藥、生物肥料及綠色農藥為展覽重

點，展出許多土壤改良資材，例如:腐植酸、混合微生物菌、氨基酸、海藻素、誘抗素，全

部展區約有四家廠商展示無人機的新型式利用，包含:播種、施粉狀肥料、輔助授粉、生物

農藥應用、天敵投放裝置… 

W5展覽館為設備展，包含生產、加工、印刷、包裝…新穎農化設備。突顯出在此全

球農化行業的年度盛會，CAC2017致力於打造集農藥、肥料、生產設備、施作器械、研發

及配套服務等為一體的交流平台。 

大會並表揚頒發「2018推薦供應商」獎項，鼓勵供應商生產優良農化產品，於會議室

設有新產品新技術發表會(圖三)，由多家廠商發表最新的研究及產品，例如:一次性施肥技

術的應用突破，其發表趨勢以高效、省工、安全為主軸，透過緩慢釋放的原理，研發高效

緩釋的肥料與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兼顧作物生長養分需求並減少人工消耗，促使中國提

早3年實現化肥、農藥使用量零成長的目標。 

此次參訪關注重點如下： 

一、 裹覆型肥料產品種類多，販賣型錄清楚標示控制釋放使用最佳條件：中國在 2015 年發

佈通知『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及『到 2020 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

動方案』的執行，在本次展覽的肥料廠區中，百家的肥料展位有近 10 家是以發展販

賣”控制釋放”肥料為主打。以精準的在植物不同的生長時期，適量提供肥料供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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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肥效，因此發展出依據不同作物需求的 60、90、120、150、180 天，甚至到 300

天的控制釋放肥料(圖四)，主要以包覆單一或混合的氮(N)、磷(P)、鉀(K)肥為主。

且因控制釋放產品，溫度為影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產品販賣的型錄有清楚標示出

“適用的溫度、地區(如：黑龍江、中國西北地區等)或釋放期”(圖五~七)以確保有

效的達到控制釋放的目標時效。 

二、 控制釋放肥料的技術精進—一次性施肥概念，節省勞力：除了利用控制釋放技術，更

創新開發出”一次性施肥”概念，依據不同作物需求與生長地區，專門開發，混合不

同時期釋放速率的裹覆肥料一次施用(配合小型農機混拌土壤中可更均勻有效)，節省

人力成本，待後續不同作物生長期，再依據不同的控制釋放速率精準的釋放到土壤中

(圖八~九，顏色不同的即代表不同控制釋放速率的裹覆肥料)，因此可依據做物前、

中及後等不同生長時期需求，獲得所需的適當量養分，僅需進行一次的施肥工作，達

到省工的目標。 

三、 農林抗旱保水劑的應用：利用高吸水保水高分子材料，可反復吸收水分達自身重量的

數倍，在農林抗旱保水劑使用已趨向成熟的節水技術，被應用在植樹造林、果樹園藝、

草坪養護及農作物種植等，以增加土中含水量達到節水的功效，亦可當作種子包衣塗

層，或是與肥料混用達到保肥增加效果，經 3-5 年後最終分解成二氧化碳與水，因此

有保水、保肥、保溫(保水劑對土溫升降有緩衝作用，減少晝夜溫差)、改善土壤結構

防止板結的效果(吸水膨脹失水收縮，使周圍土壤規律地由緊實變孔隙增大)(圖十~十

一)。 

四、 微生物產品菌種多及種類多樣化：微生物產品在肥料上菌種多元，除了常見的單一菌

種也有很多複合型的肥料(圖十二~十三)，除了常見的枯草桿菌(Bacillus subtilis)

還有中國稱之的地衣芽孢桿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及膠凍芽孢桿菌(Bacillus 

mucilaginosus)，其他菌種也有多黏類芽孢桿菌(Paenibacillus polymyxa)及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等，保存期限都到 12 個月，部分可達 18 個月。農藥方面還有

甜菜夜蛾核型多角體病毒(30億PIB/mL懸浮劑)、棉鈴蟲核型多角體病毒(20億PIB/mL

懸浮劑)及蠟質芽孢桿菌(10^9Bacillus cereus 水懸劑)防治瓜類、茄科的根結線蟲等

土傳性病害(圖十四~十五)。 

五、 植物源農藥逐漸發展，並開發混合型製劑：本次參觀除了已知的苦參鹼(0.5%水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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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藤酮(2.5%乳油，即乳劑)植物源農藥，還有殺菌劑使用的香菇多糖(1%水劑)及丁子

香酚 (0.3%可溶液劑)種類較多(圖十六)，還有 0.5%苦參鹼、7%啶虫脒(亞滅培)及 2%

克百威(加保扶)的混合製劑產品。 

六、 加工過程減少粉塵之新劑型種類的開發：水分散粒劑因造粒方式不同，分為濕法造粒

及乾法造粒，而乾懸浮劑(DF，Dry flowable)就是利用濕法造粒將原料、水及其他副

料研磨成懸浮漿料，再經乾燥形成流動較好的固體的方式生產，減少加工過程粉塵的

汙染，是近幾年開發的新劑型，目前已有近 10 家中國公司具有生產的能力。使用高

塔噴霧乾燥(約 25 公尺高)，設備所需空間大，目前也有新型噴聚法將塔高降到 10 公

尺，改良噴霧加工步驟將漿料噴霧聚成顆粒，形似葡萄球也提高耐磨性(圖十七)。 

七、 微小化實驗室級的試量產設備發展：農藥製劑加工技術，要從實驗室的研發跨到試量

產設備的使用，中間需考量工業用製劑設備的”參數條件”必與實驗室使用的簡易加

工方式與試驗量不同，因此還需橫跨一段微調步驟，展場中有業者提供實驗室極小量

便可使用的實驗室級試量產設備(圖十八擠壓造粒機、圖十九水分散性粒劑智能生產

設備)，可快速將實驗室研發結果利用這些微小化工業製劑設備參數條件，減少從研

發到工業生產中間的落差補足。 

八、 開發省工新穎農藥劑型：由於農村的勞力不足，近年來省工農藥劑型已成為農藥劑型

研發重點，由南京高正公司開發之漂浮大粒劑即為省工之新穎劑型(圖二十)，會場除

了展示水田除草劑(商品名為梗上拋)，亦展示防治水稻紋枯病之殺菌劑(商品名為農

愛拋，尚未販售)，顯示廠商持續擴大此類省工劑型之各種用途。 

九、 開發各種無人機農業用途：由於機械設備的演進快速，植保無人機的功能已不只是噴

灑液態藥劑，會場展示了約 4間不同廠牌的無人機。包含可更換噴撒裝置的多功能型

農業用無人機(圖二十一)及天敵投放無人機(圖二十二)，無人機可以依需求更換掛載

的投放裝置，功能包含噴灑、噴粉、撒播，無論施用液態、粉狀或者粒狀的材料皆可

用無人機施用，若配合裹覆的種子也可利用無人機進行播種並加速農作物的種植作

業，此外，為進行大規模的生物防治方式，有業者針對不同的昆蟲天敵設計投放裝置

(圖二十二)，利用各種天敵昆蟲防治有害昆蟲，目前有被利用的天敵昆蟲包括赤眼蜂

(寄生性)、瓢蟲、花絨寄甲、腫腿蜂、捕食蟎…，藉由無人機的各種技術讓農業應用

更加多元化，成為解決農業缺工的一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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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互聯網、物聯網的應用：本次參訪期間，對於各個領域對互聯網、物聯網及手機支付

的普及應用有深刻的印象，在收集到的安徽農藥信息月刊中也提到在農業上，”互聯

網+農業”也是個近 10 億元規模的市場，例如：馬雲的農村淘寶、京東的生鮮電商，

透過不同的平台，可以在平台上的專家系統對作物的病蟲害、生長勢等進行科學的判

斷，對於農業產業互聯網也可連接農戶和農產品經銷商，以利制定收購計畫，農戶也

可預先選擇合適的經銷商以訂定下一季的種植計畫，雖然可以解決買賣的問題，但是

方案太多、成本太高以及無法實際在農戶中規模化推廣應用，也是目前遇到的困境。 

 

肆、 結論 

在本次展覽中，我見識到了農藥及肥料產業的快速發展，除了因應需求開發出方便、

高效的新劑型外，肥料也走向控制釋放裹覆型產品的趨勢，一面減少過量施用的浪費，一

面減少勞力的支出。此外，也積極開發生物性的肥料、農藥，如微生物、植物源、蚯蚓酶

肥等等，也有各種類的界面活性劑、溶劑等農藥肥料助劑廠商，提供一系列不同功能的助

劑，既豐富且多元。 

除了實體展場展示，會場也有多家專門以「農藥」及「農藥市場」為主題的刊物在做

發送，例如：營銷界-農資與市場(農藥版)，主要以農業技術與市場銷售為主軸的月刊；安

徽農藥信息，主要有農藥專家論壇、行業新聞、政策法規、市場及植保動態與科技新知和

焦點關注；農藥快訊半月刊，主要包含最新法規管理、農藥科研成果、農企業動態、新型

農藥介紹、農藥殘留訊息、製劑加工及病蟲害防治技術等，且刊物價格便宜，除了紙本資

料，上述刊物並定期在其刊物的「微信帳號」，有更新的討論與最新訊息供參閱，資訊更

新大量且快速，可視為一種透過實際產業的方式，後續可以繼續了解目前中國大陸農藥及

市場發展訊息的方法。 

 

伍、建議 

一、 台灣目前使用的肥料種類品項多，其中登記有裹覆型的產品的有氮肥類 18 張登記證，

僅有 5張為國內自製產品(為裹覆尿素肥料產品)，以及複合肥料類 65 張許可證，有

19 張為國內自製產品，顯示主要還是以國外進口為主。傳統肥料施用習慣，常會造成

過量及盲目施用，化學肥料快速在土壤中分解釋放，因此實際作物利用效率低，再加

上農業投入人口逐年降低，勞工不足的情況下，如何節省人力支出，將是農業生產的



 8 

一大問題，可考慮從”提高作物肥料利用效率”著手，依據作物需求及南、北不同地

區溫度條件，提高裹覆型肥料產品的種類開發，並試驗不同溫度下，產品釋放期差異，

以精準的調節在不同作物生長時期達到有效的營養吸收。 

二、 一次性施肥的概念很便利，對於勞力缺乏的農業產業可能會有幫助，但是肥料的控制

釋放技術及對作物與環境的限制，都是需要經過仔細計算的，展場中日本有一控制釋

放肥料開發的公司，該公司有開發出一套計算方式，軟體計算控制釋放速率(圖二十

五)，依據不同客戶不同栽培地點的氣候條件，精密的算出釋放期，因此在開發相關

產品的同時，建議可以同時考量溫度等氣候條件，有利於精準釋放與效率的提升。 

三、 目前台灣也有生產保水劑的公司一樣是用在農用促進土壤及栽培介質的含水率，且因

為配方調整所以可以做到強效吸收而緩慢釋放水分之功效，與植物根系接觸而供水。

由於目前極端氣候的影響，偶會突然發生的溫度驟降及農業用水不足的情況，在確保

保水劑材料無毒性的前提下，可以嘗試應用在避免寒害造成的根系損傷達到溫度緩衝

的作用，以及利用有限的農業用水達到持續供應根系水分的效果。再者，也可應用在

微生物資材的生長促進使用。 

四、 生物肥料和農藥的攤位在本次展覽中也還是占少數，但種類較台灣為多且樣態也較為

多元，有許多複合型的混合產品，若是”效果”是生物農藥與化學農藥無法相提的弱

勢原因，那利用複合的方式，像是混合兩種以上的菌種，或是植物源及微生物農藥的

複合型產品開發，提高藥效，再者”如何精準、增效的提高效果”，像是更深入的研

究微生物施用的適當土質、溫度條件及含水量，透過製劑開發或是增效劑的搭配使

用，讓較緩慢或不易發揮藥效的微生物菌株及植物源農藥，有效的活化及釋放利用，

共同讓生物農藥(如微生物、天然資材或生化農藥)達到最適合的作用環境以提高其效

果，勢必是解決的辦法之一。 

五、 中國近年為減少環境汙染，有提高對工廠環境的要求，因此漸漸有廠商投入減少環境

汙染的加工技術提升，新型的乾懸浮劑就是宣稱可減少加工過程粉塵汙染及提高分散

能力的劑型，然而此劑型設備過於龐大，對於台灣工廠確實無法負荷，但是我們可以

利用配方中助劑的調整及研磨條件的強化及改善，達到劑型規格的提升，讓成品入水

後快速分散懸浮，避免沉澱，有利於農藥施藥過程中的均勻性。 

六、 國內農業產業較小，而農藥廠商進行製劑研發的公司也較少，所以實驗室級的小量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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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設備在台灣確實比較少，若是侷限在台灣的市場做發展，就只能發展有限的劑型

種類及產品，但是其他國家國產的農藥廠商，佔有地利及成本低廉的優勢，台灣的農

藥廠商若要進入市場較為困難，僅能從突出的效果或難防治的病蟲害缺口著手，我們

可以主業以針對台灣重要病蟲害及難防治的對象做研發，同時考量其他市場如中國、

東南亞等相類似環境下可能發生的病蟲害，擴大市場廠商覺有足夠的利潤，才願意投

入研發，實驗室研發的數量增加，才有可能對於研發設備有所投入。 

 

陸、致謝 

這次能參加國際上的農藥、肥料大展，很感謝所內提供這樣的機會給我們見習及吸收

新知，在中國最驚訝的莫過於人的數量，不論地鐵、道路及展館，到處都是滿滿的人群，

由此可知其在各個產業的規模大小，人有了需求才會有科技的發展，一大群人的需求就創

造出了多元及龐大的不同產業，因此在科技上有躍進的進步。有此文化和技術的衝擊，在

農藥的研究過程中，希望能收集更多其他國際的研究發展，了解實際產業的方向，透過貼

近市場及使用者需求的方式，提供更好的農藥製劑產品與環境友善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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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訪相關照片 
 

 
圖一、展覽會場—入口兌換展覽登記證 

 
 

 

 
圖二、展覽會場全區圖 N1-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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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新產品新技術發表會 

 
 

 
圖四、90、120、180 ~300 天的控制釋放肥料(展場廠商資料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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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控制釋放肥料 依據不同溫度下釋放期不同(展場廠商資料節錄) 

 
 

 
圖六、控制釋放肥料 建議不同地區使用(因溫度條件差異) (展場廠商資料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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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控制釋放機制及不同釋放期 (展場廠商資料節錄) 

 
 

 
 

  
圖八、利用不同控制釋放速率肥料(以顏色區分不同日數控制釋放速率肥料)，開發專門作

物的“一次性肥料”，節省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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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一次性施肥技術”的概念 

 
 
 
 

 

 
圖十、不同顆粒大小的保水劑，可吸收百倍體積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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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保水劑與肥料一起使用 增加作物肥料有效使用  
 
 
 
 
 
 
 

 

 

圖十二、生物複合肥料菌種多元且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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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微生物複合肥料 種類及樣態多 

 
 
 
 
 

 
 
 
 
 
 
 
 
 
 
 
 
 
 
 
 
 
 
 

圖十四、微生物農藥(病毒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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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防治根結線蟲之微生物農藥-蠟質芽孢桿菌 

 
 
 

   
圖十六、綠色農業-天然來源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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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乾懸浮劑(DF)製劑生產與開發 

 
 

 
圖十八、實驗室級小量試量產—擠壓造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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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實驗室級小量試驗產—水分散粒劑(WDG)智能設備 

 
 

 
 

   
圖二十、省工漂浮大粒劑  

(梗上拋為水田除草劑，有效成分為丙草胺(普拉草)+吡嘧磺隆(百速隆)； 
農愛拋為防治水稻紋枯病之殺菌劑) 

 

梗上拋 農愛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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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可更換噴灑裝置的多功能型農業用無人機 

 
   
 
 
 

 

 

 

圖二十二、天敵投放專用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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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利用預估軟體依據當地溫度氣候條件，精準計算控制釋放劑型釋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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