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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會議，原定 2020 年舉行第 12 屆 QRM 於 2021 年 5 月至 6 月改以視訊方

式辦理。2022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趨緩，擔任 ICCBA 及 QRM 秘書處

之澳大利亞農業、水利及環境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 DAWE)，於 2022 年 5 月 17 日、19 日、24 日及 26 日以視訊

會議方式辦理第 13 屆 QRM 會議，並邀請曾參加 QRM 會議之國家及國際

組織參加。本屆 QRM 主題為「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應用先進科技於生物安

全管理措施(Adapting biosecurity regulation using advancing technology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議程重點為學習過去成功作法及創新，展望未來

以確保具備能力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總計超過 30 個國家及國際組織，165

位代表視訊參加，就各項應用於防疫及檢疫之新興技術進行交流，包括使

用 2D 及 3D X 光機結合演算法自動偵測貨物、行李或郵包中之違規檢疫

物、應用機器人(robot)進行貨櫃及車輛偵測、使用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鑑定

褐翅椿象、運用數據分析提升檢疫派員效率等。各國針對應用偵測犬

(detector dogs)於防疫及檢疫上之經驗、強化郵包及電子商務檢疫措施及生

物安全創新(biosecurity innovation)、二手商品檢疫處理與管理措施及檢疫

處理方法學(Quarantine treatment methodology)等議題進行經驗分享及討

論，我國亦分享建置檢疫偵測犬隊及強化郵包與電子商務檢疫措施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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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檢疫管理者會議(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QRM)2008 年舉行第 1 屆會

議，旨在加強各政府檢疫機關就檢疫議題之交流與合作，每年召開不同主題會議，

原定 2020 年舉行第 12 屆 QRM 於 2021 年 5 月至 6 月改以視訊方式辦理。2022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趨緩，擔任 ICCBA 及 QRM 秘書處之澳大利亞農業、水

利及環境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 DAWE)，於

2022年 5月 17日、19日、24日及 26日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第 13屆QRM會議，

並邀請曾參加 QRM 會議之國家及國際組織參加。本屆 QRM 主題為「在不確定

的環境下應用先進科技於生物安全管理措施(Adapting biosecurity regulation using 

advancing technology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議程重點為學習過去成功作

法及創新，展望未來以確保具備能力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總計超過 30 個國家

及國際組織，165 位代表視訊參加，就各項應用於防疫及檢疫之新興技術進行交

流，包括使用 2D 及 3D X 光機結合演算法自動偵測貨物、行李或郵件中之違規

檢疫物、應用機器人(robot)進行貨櫃及車輛偵測、使用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鑑定褐

翅椿象、運用數據分析提升檢疫派員效率等。各國並對應用偵測犬(detector dogs)

於防疫及檢疫上之經驗、強化郵包及電子商務檢疫措施及生物安全創新

(biosecurity innovation)、二手商品檢疫處理及管理措施與檢疫處理方法學

(Quarantine treatment methodology)等議題進行經驗分享及討論，我國亦分享建置

檢疫偵測犬隊及強化郵包與電子商務檢疫措施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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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檢疫管理者會議(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QRM)於2008年舉行第1屆會

議，旨在加強各政府檢疫機關就檢疫議題之交流與合作，每年召開不同主題會議，

往年均與貨運生物安全合作協定 (International Cargo Cooperative Biosecurity 

Arrangement，ICCBA)工作小組會議共同舉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定

2020年4月於越南胡志明市舉行之第17屆ICCBA工作小組會議被迫延期，原定

2020年舉行之第12屆QRM於2021年5月至6月改以視訊方式辦理，成效良好。2022

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趨緩，擔任ICCBA及QRM秘書處之澳大利亞農業、水

利及環境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 DAWE)(2022年

7月更名為澳大利亞農業、漁業及林業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DAFF，以下簡稱澳大利亞農業部)，於2022年5月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

第13屆QRM會議，並邀請曾參加QRM會議之國家及國際組織參加。 

往年QRM會議聚焦於調和各國生物安全邊境檢疫處理措施、促進貿易及能

力建構。本屆QRM主題為「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應用先進科技於生物安全管理措

施(Adapting biosecurity regulation using advancing technology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議程重點為學習過去成功作法及創新，展望未來以確保具備能力

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會議由澳大利亞農業部主辦，分別於5月17日、19日、24

日及26日舉行，總計超過30個國家及國際組織，165位代表視訊參加，就各項偵

測有害生物新興技術(emerging technology)、偵測犬(detector dogs)於防疫及檢疫

上之應用經驗、強化郵包及電子商務檢疫措施 (strengthening phytosanitary 

measures for international mail articles and e-commerce)與生物安全創新(biosecurity 

innovation)等議題進行經驗分享及討論。ICCBA會議則持續延期，將視2022年及

2023年疫情狀況，再另覓適當地點舉開實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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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程安排 

第一天會議：2022 年 5 月 17 日/Day One: Tuesday 17 May 2022 

時間 Time 

(AEST) 

議程

Agenda 

item 

主題/Topic 

11:30am- 

11:40am 
1.1 開幕式/ Opening and Welcome to Country 

11:40am – 

12:00pm  
1.2 

貴賓致詞/ Welcoming address  

Andrew Tongue PSM, Deputy Secretary, Biosecurity and 

Compliance, DAWE (Australia) 

12:00pm – 

12:30pm 
1.3 

藏匿於貨櫃中有害生物(搭便車)管理新技術/ 

New Technologies for Hitchhiker Pest Management  

Sarah Bruce, DAWE (Australia) 

12:30pm – 

12:45pm 
1.4 

經驗分享-多明尼加共和國防治及撲滅非洲豬瘟/ 

Experience in the management and eradication of an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belardo de Garcia Scanapieco, OIRSA 

12:45pm – 

1:00pm 
1.5 

臺灣檢疫犬應用及管理/  

Use and Management of Quarantine Detector Dogs in Taiwan 

Cheng-Chung Chen, BAPHIQ (Taiwan) 

1:00pm-1:

30pm 
1.6 

強化郵包輸入途徑的生物安全優勢/ 

 Strengthening Biosecurity Excellence in the Mail Pathway 

Stu Rawnsley, MPI (New Zealand) 

 

第二天會議：2022年5月19日(本日會議由中美洲農牧組織主持)/ Day Two: Thursday 

19 May 2022 

時間 Time 

(AEST) 

議程

Agenda 

item 

主題/Topic 

10:00pm – 

10:15pm  
2.1 

哥斯大黎加管理及撲滅非洲大蝸牛經驗分享/  

Experienc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eradication of an 

outbreak of the Giant African Snail in Costa Rica 

Leonardo Martin Vasquez, OI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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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pm – 

10:30pm 
2.2 

訓練哥斯大黎加偵測犬隊偵測非洲大蝸牛氣味/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training of canine units for Giant 

African Snail scent fixation 

Cesar Ulises Dangu, OIRSA 

10:30pm – 

10:45pm 
2.3 

強化國際郵包及電子商務植物檢疫管理措施/ 

Strengthening Phytosanitary Measures for International Mail 

Articles and E-Commerce 

Yu-Ling Jhana, BAPHIQ (Taiwan) 

10.45pm – 

11.00pm 
2.4 

下屆主題討論/  

Discussion of theme for next QRM 

Nathan Reid, DAWE (Australia) 

11:00pm – 

11:30pm 
2.5 

智利防範褐翅椿象自二手商品入侵檢疫措施 

Phytosanitary requirements for the entry of used products 

that may carry Brown Marmorated Stink Bug, BMSB 

Juan Pablo Villalobos, SAG (Chile) 

11:30pm – 

12:00am 
2.6  

溴化甲烷方法學綜合回顧/ 

Methyl Bromide Methodology review 

Steve Peios, DAWE (Australia) 

 

 

第三天會議：2022 年 5 月 24 日/ Day Three: Tuesday 24 May 2022 

時間 Time 

(AEST) 

議程

Agenda 

item 

主題/Topic 

11:00am – 

11:30am  
3.1 

生物安全入口網/ 

Biosecurity Portal 

Kathy Belka, DAWE (Australia) 

11:30am – 

12:00pm 
3.2 

澳大利亞農業部分析-當前能力與未來提升/ 

DAWE profiling-Current capability and future uplift 

Jon Webber, DAWE (Australia) 

12:00pm – 

12:30pm 
3.3 

檢疫處理方法學/ 

Treatment Methodologies 

Sam Griffiths, DAWE (Australia) 

12:30pm – 

1:00pm 
3.4 

斯里蘭卡鮮果蒸熱處理概論/ 

Overview of vapour heat treatment for fresh fruits in Sri 

Lanka  

Dr W.A.R.T. Wickramaarachchi, NPQS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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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會議：2022 年 5 月 26 日/ Day Four: Thursday 26 May 2022 

時間 Time 

(AEST) 

議程

Agenda 

item 

主題/Topic 

10:00am – 

10:30am 
4.1 

檢疫犬組隊之擴建/ 

Overview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Canine Brigade  

Dr Oscar Camacho,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Service SAG, 

(Chile) 

10:30am – 

11:00am 
4.2 

利用創新科技偵測有害生物風險/ 

Using advances in technology for biosecurity risk detection  

Joel Willis, DAWE (Australia) 

11:00am – 

11:30am  
4.3 

生物安全的創新/ 

Biosecurity Innovation   

Melissa Hindle/Jessica May, DAWE (Australia) 

11:30am – 

12:00pm 
4.4 

閉幕式 / 

Meeting wrap-up, future direction, next QRM, theme 

finalisation, and close 

Nathan Reid, DAW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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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2022年篙13屆QRM會議內容與說明 

一、 第一天會議：2022 年 5 月 17 日 

(一)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Opening and Welcoming address)： 

今年主題為「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應用先進科技於生物安全管理措施」

(Adapting biosecurity regulation using advancing technology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會議由澳大利亞農業部生物安全部門副秘書長 Andrew 

Tongue 先生開場致詞，說明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影響加劇，使地球及

生產環境變得更加嚴峻，新冠肺炎封城也造成更多的壓力及挑戰；而各

國可以利用先進科技來調整與改良現有的檢疫措施，並藉由互相學習

合作以及經驗傳承與分享，協助處理各種疫病害蟲問題。 

(二) 藏匿於貨櫃中有害生物(搭便車)管理新技術 ( New Technologies for 

Hitchhiker Pest Management)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業部 Sarah Bruce 女士介紹該國用於偵測藏匿於貨櫃

中有害生物的科技先趨計畫，包含手持式高光譜相機系統 (Hand-held 

Hyperspectral Camera System)、生物安全自動化威脅偵測系統 

(Biosecurity Automated Threat Detection System)、環境 DNA 與貨櫃即時

抽樣檢驗技術(Environmental DNA and Point-of Care technology for 

container sampling)、辨識褐翅椿象(Brown Marmorated Stink Bug, BMSB)

之手機應用程式(Phone App to detect BMSB)、環式紅外線檢測技術 (Ring 

IR)及使用四輪驅動機器人(4 WD robot)進行檢查等。研究各項新技術偵

測藏匿於貨櫃之有害生物，例如小紅鰹節蟲(khapra beetle)、褐翅椿象、

小火蟻(electric ant)及亞洲舞毒蛾 (Asian gypsy moth)等有害生物，部分技

術可應用於其他場域或即時紀錄檢查結果。Sarah Bruce 女士表示，期望

新科技的導入能提升檢疫工作效能、節省人力、強化邊境檢查。其他與

會成員亦表示認同，藉由互相交流相關技術，未來不僅可用於貨櫃查驗，

也能應用於旅客物品的入境檢查。各國對於先進科技之研發及應用均表

示高度興趣(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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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驗分享-多明尼加共和國防治及撲滅非洲豬瘟(Experience in the 

management and eradication of an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此節由中美洲農牧保健組織(OIRSA)地方動物衛生局 Abelardo de Garcia 

Scanapieco 先生分享多明尼加共和國於 2021 年至 2022 年非洲豬瘟爆發

後採取之撲滅措施。該國目前報告發生非洲豬瘟計 1,276 例，其中 267

例已完成撲滅，1,009 例正在進行撲滅。該國非洲豬瘟發生案例於發現

後 48 小時內進行通報，中央部會及第一線人員即時提供技術支援協助

診斷鑑定，並以流行病學監測平台嚴施控管。製作海報、摺頁、影片等

宣導教材，提供農民非洲豬瘟相關知識與資訊。與其他國際組織 (如 OIE、

FAO、USDA 等)進行協調談判與合作，輔導國內獸醫更新相關知識與培

訓課程。成立國家團隊專責管理，將境內疫情侷限於發生地，防止向外

傳播到其他地區。 

此外，Abelardo de Garcia Scanapieco 先生也說明該國後續將控制與撲滅

非洲豬瘟措施分為三部分，其一是檢疫層面，加強邊境檢疫及檢查，例

如使用檢疫犬隊、X 光機、加強國際保安等方式。其二是生產者層面，

建立豬隻追蹤系統並更新國內豬隻普查資訊，加強中央部門對豬隻及其

產品的管制，並積極實施教育宣導與溝通。其三是獸醫層面，應緊急成

立並培訓國家團隊，建立非洲豬瘟診斷實驗室，人道屠宰染病豬隻，並

集中運輸處理(附件 2)。 

(四) 臺灣檢疫犬應用及管理 (Use and Management of Quarantine Detector 

Dogs in Taiwan) 

此節由本局植物檢疫組陳晟鐘簡任技正(時任植物檢疫行政科科長)介紹

我國檢疫犬隊的發展與成效。2002 年自美國農業部檢疫犬訓練中心攜回

三隻檢疫犬，同年應用於桃園及高雄機場旅客行李檢查。2003 年計畫自

行訓練檢疫犬組，而後發展迄今。目前已有 56 組檢疫犬組於我國各機

場港站服務。其中，新竹分局共有 28 組檢疫犬組，負責桃園機場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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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雄分局金門檢疫站有 3 組檢疫犬組，負責中國大陸地區輸入郵包

偵測。近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國際航班及旅客數量銳減，但郵包

及快遞貨量不減反增，近 3 年檢疫犬組加強訓練及偵測。此外，檢疫犬

組也參加各媒體活動進行檢疫宣導。目前積極與他國進行檢疫犬犬種的

育種技術交流合作，以穩定我國檢疫犬的犬隻來源(附件 3)。 

(五) 強化郵包輸入途徑的生物安全優勢 (Strengthening Biosecurity 

Excellence in the Mail Pathway) 

此節由紐西蘭初級農業部(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MPI) Stu 

Rawnsley 先生介紹紐西蘭強化郵包輸入途徑的生物安全策略。有三項

基本的改變，其一是基礎設施的改變，會中展示奧克蘭物流處理中心

的設施外觀與內部流程圖。其二是科技技術的改變，使用 3D 掃描技術

強化郵包檢疫。其三是資訊處理方式的改變，由於萬國郵政聯盟(UPU)

批准 Electronic Advance Data (EAD)發送義務化制度，國際郵包電子訊

息的傳遞更加透明，也更便於政府管理國際間移動的檢疫物，透過收集

相關郵包申報資訊，建立威脅剖析資料庫(threat profile libraries)並以智

慧化引擎(intelligence engines)分析，無風險郵包可先予通關，高風險郵

包則進行檢查。Stu Rawnsley 先生表示，期許未來 10 年內能夠以全自

動化的方式處理郵包輸入檢疫(附件 4)。各國針對此一議題熱烈討論，

日本代表提出，郵包中種子偵測為未來挑戰，人工智慧搭配 X 光機是否

可能成為偵測郵件中種子的有效工具；智利代表分享該國經驗，許多貨

品標示為珠寶或玩具，實際內容物為種子；我國詢問紐西蘭是否考慮對

違規輸入進行裁罰，斯里蘭卡代表則詢問有關電子商務對策。紐方未針

對提問給予具體回應。 

二、 第二天會議：2022 年 5 月 19 日(本日會議由中美洲農牧組織主持) 

(一) 哥斯大黎加管理及撲滅非洲大蝸牛經驗分享(Experienc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eradication of an outbreak of the Giant African Snail 

in Costa 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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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由哥斯大黎加國家檢疫局 Leonardo Martin Vasquez 先生說明，哥國

2019 年首次於 Curubandé地區偵測發現非洲大蝸牛入侵，由於非洲大蝸

牛對野生動物、糧食生產、公共衛生及國際貿易造成嚴重危害，因此哥

斯大黎加國家檢疫局採行多項撲滅防疫措施，如宣佈全國性緊急植物防

疫措施、劃定緊急防治區並設置 2,000 個以上偵測點、分析非洲大蝸牛

族群發生情形、成立偵測犬隊偵測非洲大蝸牛氣味、進行人工及化學防

治、嚴格管制及清理車輛進出緊急防治區，並要求大眾通報由專家指導

正確銷燬以避免非洲大蝸牛擴散，最後於 2022 年成功降低非洲大蝸牛

的數量，將其侷限於哥國 Curubandé地區(附件 5)。 

(二) 訓練哥斯大黎加偵測犬隊偵測非洲大蝸牛氣味(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training of canine units for Giant African Snail scent fixation)： 

此節由哥斯大黎加國家檢疫局 Cesar Ulises Dangu 先生說明，2016 年非

洲大蝸牛首次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發現，後哥國於境內發現非洲大蝸牛，

2021 年中美洲農牧組織委員會(OIRSA)宣布非洲大蝸牛之緊急措施，藉

由和鄰近國家合作引進偵測犬隻並進行非洲大蝸牛偵測訓練。由於非洲

大蝸牛可能帶有寄生性線蟲，具公共衛生風險，訓練時須避免領犬員及

犬隻直接接觸蝸牛，以免感染寄生蟲，由操作人員全程穿著手套等防護

裝備，取出蝸牛之唾腺或腺體等氣味標的，置於容器內供犬隻訓練用，

並設計訓練課程，最後成功建立訓練模式。初期雖因熱帶溫差大(24-32℃)

及相對濕度變化大(68-89%)之環境，部分犬隻適應較困難，但最終 17

組偵測犬組皆順利完成偵測非洲大蝸牛氣味訓練。另墨西哥目前亦有 79

組犬組完成訓練用於偵測非洲大蝸牛(附件 6)。 

(三) 強化國際郵包及電子商務植物檢疫管理措施(Strengthening 

Phytosanitary Measures for International Mail Articles and 

E-Commerce) 

此節由本局植物檢疫組張郁靈技士介紹我國強化國際郵包及電子商務

輸入植物檢疫物管理措施之成效。近年來我國屢於進口郵包發現蓄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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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之檢疫物，且電子商務因疫情影響更加蓬勃發展，利用國際郵包寄送

植物檢疫物之電子商務大增，貨品貿易形式明顯改變，有害生物藉此管

道進入我國風險增加。為降低有害生物入侵風險，本局加強國際郵包輸

入植物檢疫物管理，除事先取得許可之外，植物檢疫物原則不得以郵包

方式輸入，亦製作文宣向民眾宣導此措施及相關輸入檢疫條件，並與財

政部關務署合作加強查緝，大大降低國際郵包違規輸入植物檢疫物之數

量。另以關鍵字搜尋我國六大電商平臺販售之植物及植物產品，將涉及

可能違規輸入之植物及植物產品下架，並持續與平臺業者溝通強化相關

檢疫物販售審查機制，成功阻絕違法業者銷售管道(附件 7)。 

(四) 下屆主題討論(Discussion of theme for next QRM)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漁林部 Nathan Reid 先生主持，請各與會國對下次

QRM 會議主題提出建議，俾於閉幕式時討論。 

(五) 智利防範褐翅椿象自二手商品入侵檢疫措施(Phytosanitary 

requirements for the entry of used products that may carry Brown 

Marmorated Stink Bug, BMSB) 

此節由智利農牧局 Juan Pablo Villalobos 說明，智利因自鄰近國家如美國

輸入之二手衣鞋、玩具及車輛等二手商品截獲褐翅椿象，將其列為檢疫

有害生物，並採行緊急措施，訂定相關法規。為防範褐翅椿象藉二手商

品入侵智利，上述商品在輸入前須由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

(USDA/APHIS)及智利檢疫單位認可之公司或單位進行殺蟲處理，並由

處理公司簽發處理證明文件，檢疫處理方式如施用殺蟲劑、以溴化甲烷、

磷化氫(phosphine))及硫醯氟(sulfuryl fluoride 燻蒸，以及 50℃熱處理 20

分鐘等；處理後之貨品於輸入時由智利檢疫單位進行檢疫，不符規定者

應進行檢疫處理或退運，所需處理費用需由輸入人負擔。在加強檢疫規

定及措施後，近年已成功降低截獲褐翅椿象數量(附件 8)。紐西蘭代表

提出紐國曾研究以甲酸乙酯及二氧化碳處理可成功殺滅褐翅椿象，且甲

酸乙酯較溴化甲烷安全，可供智利考量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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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溴化甲烷方法學綜合回顧(Methyl Bromide Methodology review)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業部 Steve Peios 先生說明，溴化甲烷方法學(Methyl 

Bromide Methodology)修訂進度，包含檢疫處理及裝運前處理時執行貨

品溴化甲烷燻蒸應有之基本條件、執行裝運前溴化甲烷燻蒸處理之單位

應監控其處理效果、執行裝運前處理的政府及溴化甲烷處理業者等，以

利溴化甲烷檢疫處理及貨物輸入前處理可達最大效益。近期透過以往獲

得之回饋意見進行溴化甲烷方法學修訂，減少易生誤解之用詞並簡化說

明文字，清楚描述不同處理情境適用之處理條件，增進可用性及移除假

設性之內容，使現行溴化甲烷方法學版本更加明確、精簡、易懂。目前

持續透過內部及外部溝通，與各界進行溴化甲烷方法學的諮詢，未來也

將收集並審視各國回饋意見，及規劃會議討論特定關切內容，以完成最

終修改(附件 9)。 

 

三、 第三天會議：2022 年 5 月 24 日 

(一) 生物安全入口網(Biosecurity Portal)：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業部 Kathy Belka 女士介紹該國生物安全入口網

(Biosecurity Portal)，生物安全入口網是澳大利亞「客戶與工作量管理計

畫」(The Client and Workload Management(CWLM) project)其中一項成果，

該入口網提供輸入人、報關業者、空運業者等相關人員線上即時、簡明、

快速的臨場檢疫申報平台，相較於以往業者以電子郵件申請輸入案件臨

場檢疫，業者可使用生物安全入口網隨時上傳待臨場檢疫案件之資料並

即時掌握案件進度。排程管理系統(Scheduling and Workload Management 

System, SWMS)可依據業者上傳資料，分析並規劃派遣檢疫人員執行臨

場檢疫之路線及檢疫時間，傳送至行動裝置應用程式(Field Service 

Mobile, FSM APP)，節省檢疫單位原本以人工處理業者電子郵件申請臨

場檢疫之時間。目前已於新南威爾斯、昆士蘭、西澳、南澳、北領地及

首都特區開始使用，維多利亞省亦將於 7 月 20 日開始使用，未來將持



11 

續依使用者回饋意見強化系統功能(附件 10)。 

(二) 澳大利亞農業部分析-當前能力與未來提升(DAWE Profiling - Current 

capability and future uplift)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業部之分析及標定部門(Profiling and Target Section)

主管 Jon Webber 先生介紹有關該部門工作，包含分析貨櫃、旅客及郵包

等有害生物入侵途徑，實施驗證管制措施有效性之對照測試，支援策略

標定以發覺並阻斷高風險威脅，及管理合格貨櫃驗證計畫。由於近年國

際貿易量增加，供應鏈日趨複雜，該部門藉由導入資料及分析工具、發

展網路基礎建設及建置系統以提升分析能力，利用機器深度學習

(machine learning)，由過去累積資料訓練機器由影像辨識可能的高風險

貨物，並與檢疫人員實際檢查結果對照，顯示機器學習演算法已可高度

準確地辨識高風險貨物。另亦透過 EAD 資料接收，可分析郵件申報資

料，以期於未來發展辨識高風險郵包的能力(附件 11)。 

(三) 檢疫處理方法學(Treatment Methodologies)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業部 Sam Griffiths先生介紹澳大利亞發展檢疫處理方

法學(Treatment Methodologies)經驗。有效檢疫處理是農產品國際貿易的

支柱，檢疫處理如效果不彰，可能造成有害生物傳播風險、輸出國失去

原有市場進入資格、使貿易受阻。建立檢疫處理方法學之目的為使檢疫

處理更有效率、更安全，讓處理業者了解規範並確實執行，減少因檢疫

處理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以環境友善方式進行處理，並持續尋求新檢疫

處理技術之應用。影響檢疫處理效能的重要因子，在溴化甲烷處理方面

為處理藥劑濃度、時間及溫度；熱處理部分為溫度及時間；藥劑處理方

面為濃度、施藥方式及範圍；氣體調節部分則為濃度、時間、溫度及壓

力。澳大利亞建立檢疫處理方法學之程序，首先為諮詢專家及相關產業

利益相關者，草擬出高水準的規範(high level requirement)；其次是準備

檢疫處理方法學草案，預告徵詢大眾提供意見；最後是實施、檢視與修

正(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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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斯里蘭卡鮮果蒸熱處理概論(Overview of vapour heat treatment for 

fresh fruits in Sri Lanka) 

此節由斯里蘭卡國家植物檢疫局 Wickramaarachchi 博士說明目前斯里

蘭卡辦理鮮果蒸熱處理情形。依據 Leblanc et al., 2019 指出，斯里蘭卡

目前計有 39 種果實蠅報告發生，其中 12 種已在該國對芒果、腰果、酪

梨、番石榴、木瓜、番荔枝、黃果茄、印度杏仁、葫蘆科及人心果等蔬

果造成危害。 

Wickramaarachchi 博士說明該國針對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salis)、番

石榴果實蠅(Bactrocera correcta)、南瓜實蠅(Zeugodacus tau)、瓜實蠅

(Zeugodacus cucurbitae)等 4 種果實蠅，進行耐熱性試驗，其中東方果實

蠅對熱耐受性最強，故以其為進行大量殺蟲試驗之標的，將其接種於芒

果(TomEJC mango)，在濕度 55-95%、芒果中心溫度達 47℃，經過 8 分

鐘，即能完全殺滅東方果實蠅 (附件 13)。 

 

四、 第四天會議：2022 年 5 月 26 日 

(一) 檢疫犬組隊之擴建(Overview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Canine Brigade)： 

此節由智利農牧局(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Service, SAG)Oscar 

Camacho Inostroza 先生，說明該國工作犬及檢疫犬隊自 2005 年開始建

立過程，目前有檢疫犬 68 隻，領犬員(為 SAG 正式檢疫人員)95 人，採

多人一犬形式，即同一犬隻不限領犬員；犬隻來源包含私人或非政府組

非捐贈及購買，經評估適合犬隻進行 3 個月的訓練，學習嗅聞技巧及分

辨 12 種基本氣味，以玩具及稱讚等獎勵方式加強犬隻學習。犬組工作

時間為 30 至 60 分鐘後休息 5 至 15 分鐘。犬隻如表現下降、受傷或疾

病，或超過 6 歲以上，即結束服役。SAG 以藏有標的物的三角錐，評量

分析犬隻偵測效能及正確率等各項數據。檢疫犬隊成立以來於邊境查獲

馬蹄、蛇皮、活動物、種子等各種走私物及蝸牛等有害生物，可迅速檢

查旅客行李及各式車輛、績效卓著(附件 14)。我國與會人員提問有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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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取得犬隻，及犬隻年齡與犬隻表現關係，主講者回應，其與相關組織

協議(agreement)，可取得流浪犬進行評估，如犬隻特質符合要求，則進

行後續訓練；效能評量中犬隻平均年齡為 4 歲，年齡愈大犬隻，其中一

項評量指標雖有下降，但在其他評量指標統計上並不顯著，年齡較大的

犬隻仍可能與維持與年輕犬隻時相同表現。 

(二) 利用創新科技偵測有害生物風險(Using advances in technology for 

biosecurity risk detection)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業部 Joel Willis 女士說明澳大利亞用於偵測生物安全

風險的先進科技及測試，例如使用 3D-X 光機檢查旅客行李，與紐西蘭

初級農業部合作建立 3D 演算法(Algorithm Development)，以自動偵測肉

類、水果、蔬菜及水產品，未來將擴大開發偵測象牙、犀角、龜殼等產

品之演算法，2021 年於來自中國大陸標示為衣物之包裹中發現藏匿多肉

植物；相同演算法亦試驗於 2D-X 光機建立，目前尚在測試及收集影像

建立資料庫。針對旅客行李測試以 3D X 光機進行前篩選(Pre-Screening)

試驗，另於郵包中心裝設 3D X 光機加強偵測效能(附件 15)。 

(三) 生物安全的創新 (Biosecurity Innovation Program) 

此節由澳大利亞農業部 Melissa Hindle 及 Jessica May 女士說明澳大利亞

生物安全創新計畫的最新執行情況，包含發展高解析度 2D 及 3D X 光

機之演算法(2D and 3D X ray Algorithm)建立自動偵測種子功能，目前已

研發至第 3 階段，俟完成後即可投入現場作業，並應用於旅客行李及郵

包檢查；利用機器人結合影像辨識，以遙控方式應用於航空器及車輛檢

查，降低檢疫人員檢查時人身安全風險；使用環式紅外線設備(RingIR)

對燻蒸用氣體，如溴化甲烷、硫醯氟(sulfuryl fluoride)及磷化氫(phosphine)

即時偵測，確保燻蒸作業環境安全；以檢疫犬偵測各種動植物產品及有

害生物，對表現最佳的檢疫犬行為進行遺傳試驗評估，於檢疫犬配戴加

速偵測器(accelerometer)及心電圖(ECG monitor)等儀器，監測犬隻健康及

表現之各項數據。尋求各種策略提升服務及風險管理措施，投資創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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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相關研發計畫，以應對各種新興生物安全挑戰，例如快速診斷及鑑

定有害生物技術、識別褐翅椿象之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未來將持續開發

智慧穿戴裝置(realwear smart glasses)、大面積空拍影像分析(large scale 

aerial imagery)、遠端臨場機器人(Telepresence Robot)等創新技術。風險

分析研究計畫持續識別新興有害生物風險，並提供解決對策，例如對於

生物附著(biofouling)分析發現，船舶為海洋有害生物入侵的主要途徑，

風險分析團隊與海洋生物安全小組共同合作進行多項研究，開發水下無

人遙控載具(ROV)調查船體生物附著情形，風險小組由影像進行評估，

提供風險預測及風險管理措施(附件 16)。 

(四) 閉幕式 (Meeting wrap-up, future direction, next QRM, theme finalisation,) 

最後，由澳大利亞農業部的 Nathan Reid 先生就本次會議進行回顧，並

指出本次會議分 4 天舉行，涵蓋的主題範圍非常廣泛，感謝包含我國在

內的各講者分享各國經驗，與會各國代表之間應繼續合作與交流，期許

下次會議能以實體方式舉行，進行更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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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疫情期間，仍應積極參與 QRM 及 ICCBA 之技術性及研討會議 

本次 QRM 討論主題廣泛而多元，且因透過視訊會議方式舉行，4 天

總計約 600 人次參加會議，以往實體方式召開會議時，本局因人力及經費

限制僅能 1~2 人參加，本次會議本局植物檢疫組、植物防疫組、動物檢疫

組、企劃組及基隆、新竹及臺中分局皆派員參加且每次會議皆有多人線上

參與，可吸取新知收穫豐碩。我國主講兩場次，分享我國於檢疫犬組隊建

置及因應電子商務及郵包輸入檢疫物之應對作為，各國均感興趣並提問，

有助提升我國國際活動參與度及國際可見度。除本次 QRM 會議採視訊會

議方式進行外，ICCBA 的其他相關會議，如工作小組會議、全體會員大

會及指導委員會仍因新冠肺炎疫情暫停召開，建議未來本局持續配合

ICCBA 秘書處之安排，積極參與各項會議活動及議題討論。 

（二）藉由 QRM 會議各國經驗分享，精進我國植物防疫檢疫作為 

2021 年舉行之第 12 屆 QRM 議題討論範圍由以往重點探討檢疫處理

規範及相關技術議題，擴大為各參與檢疫單位對於檢疫管理系統之精進及

改善之各議題經驗分享，本年度第 13 屆 QRM 延續前一年度議題，對於

國際郵包及電子商務有害生物風險管理、各國建置檢疫犬隊的經驗及先進

科技之應用或試驗計畫進行經驗分享及深入交流，其中利用先進科技進行

檢疫各面向之應用，有許多值得參考借鏡之處，例如澳大利亞建置生物安

全入口網處理臨場檢疫之派員排程及路線管理，可有效節省人力資源；使

用 X 光機搭配演算法進行貨物、行李及郵包檢疫物偵測，由機器深度學

習，找出可能違法藏匿之檢疫物，可以減少人工判讀影像可能發生的漏誤；

以機器人進行車輛及貨櫃檢查、大數據的建置及分析等，將檢疫資源利用

最佳化，並使邊境檢疫工作更加安全且有效率，值得各國參考。 

（三）郵包及電子商務對檢疫之挑戰 

近年雖然疫情使國際旅客出入境量驟減，但在國際郵包及電子商務交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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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十分熱絡，逐漸形成一股新趨勢，檢疫物以郵包及海、空運快遞貨物輸

入之檢查也成為今日各國檢疫機關面臨的新挑戰。紐西蘭初級農業部分享

其對郵包輸入檢疫採行對策，係研發檢查貨物及小型郵件之自動化檢查系

統，可節省人力並提升效率，另由郵局提供之國際郵包電子訊息(Electronic 

Advance Data, EAD)，可收集資訊並找出高風險郵包；我國則分享對國際

郵包及電子商務輸入植物檢疫物強化管理措施之成效，藉由與海關跨機關

合作、要求電子商務平臺業者配合、向大眾宣導等多項措施，隆低跨境電

商輸入違規檢疫物風險，獲與會人員高度興趣，顯示少量檢疫物透過郵包

途徑違法輸入造成的生物安全風險，為各國關切及仍待解決的問題，建議

我國亦可規劃與郵政公司合作進行類似郵包資訊之蒐集及分析。 

（四）不確定環境下的創新檢疫對策 

本次會議主題為「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應用先進科技於生物安全管理措施」，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QRM 會議近兩年皆採線上會議，也因此讓更多

防、檢疫人員有機會參與，而這正是一種在不確定的環境下使用先進科技

的體現。除疫情外，環境破壞、氣候變遷、能源耗竭、政治動盪等不確定

的環境因素下，如何快速應對並維持政府及社會的基本運作，已成為亟待

思考與面對的問題。隨著科技與各項技術的進步及創新，有越來越多工具

可投入應用於檢疫作業，以本次會議各國分享內容，包含人工智慧(資訊

科技領域)、大數據分析及演算法(數學及資訊分析領域)、遙控機器人(網

路及機械領域)、2D 及 3D 掃描 X 光機(物理機械與影像分析領域)等，均

為跨領域技術之應用與合作，如何以新的思維，結合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

協助檢疫工作順暢執行、簡化程序與精進提升效率，將成為未來檢疫發展

的方向。透過學習其他國家分享應用科技於防檢疫工作的經驗，了解各國

植物檢疫之現行規定、具體作為與相關技術發展，及各國政府對生物安全

的重視程度與執行力度（包含人力及資金投入規模），學習更多創意及創

新思維來解決實務問題，以期未來邊境檢疫工作更有效能及更加安全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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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THE REGULATION

Consignments of used clothing, used footwear, used toys, used
vehicles (including pieces of used vehicles)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t are imported into Chile, and products entering
in transit through the national territory that require a change of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must undergo phytosanitary treatment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Used vehicles entering Chile with temporary admission for special
purposes of exhibition, competition, recreation or for private
purposes, and used vehic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are imported from a third country and which remain for a
minimum period of 6 months in that country, before entering Chile,
shall only be subject to a phytosanitary inspection at the point
of entry.

PERMANENT PHYTOSANITARY MEASURES

Phytosanitary treatments must be carried out by USDA/APHIS-
approved firms or by firms approved by federal or state pesticide
treatment agencies, as evidenced by registration on an official list of
USDA/APHIS-approved firms or by the respective federal or state
agency, which must be verified by the SAG prior.

The company must certify that the treatment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issuing a treatment certificate.

65



PHYTOSANITARY TREATMENTS

The phytosanitary treatments authorised in the regulation are as follows:

Application of pyrethroid insecticides, complying with the dosage
and concentration recommended on the pesticide label. This
treatment is authorised only for used vehicles and pieces of used
vehicles.

Fumigation with methyl bromide, phosphine and sulfuryl fluoride.
These treatments are authorised for all used product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reatment company and the export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m without damaging the product.

Heat treatment, until a room temperature of at least 50 C is reached
for a minimum period of 20 minutes. This treatment can be applied to
all used products.

REQUIREMENTS VERIFICATION

The products are subject to a phytosanitary inspection upon
arrival in Chile, at the authorised point of entry, in enclosures
considered as primary zone or in any enclosure specifically
authorised for this purpo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defined by SAG.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in Resolution
N 971/2028 and its amendments, will imply the adoption of
phytosanitary measures by SAG. All at the expense of the
im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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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FOR APPROVAL AND REJECTION

Products arriving in the country with a fraudulent treatment certificate
will be rejected.

For products arriving in the country without treatment or for products
treated by companies that are not authorised by USDA/APHIS or by
the competent federal or state agency, SAG may authorise treatment
through the issuance of a Case-by-Case Exempt Resolution.

SAG will authoris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ment if the merchandise
is stored in safe conditions to avoid the risk of pest spread, the
packaging material allows for treatment actions, and the point of
entry has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and equipment to carry out
phytosanitary treatments.

CRITERIA FOR APPROVAL AND REJECTION

Treatments must be carried out by SAG or by companies
authorised by the SAG, complying with the procedures established in
the regulations in force and delivering a treatment certificate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Treated products will be subject to a new phytosanitary inspection.

The consignment shall be rejected if it is impossible to apply
phytosanitary treatment in Chile or if the importer refuses to carry out
the treatment. In such cases, the product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of origin or redirected to another marke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deadlines set by the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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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nline Portal to allow organisations to book a 
biosecurity import inspection online at an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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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evelopment:

Process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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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9

1

Australia’s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treatment 
methodologies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May 2022

Biosecurity Treatments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Why do we care about effective biosecurity treatments?

Biosecurity treatments underp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effective treatments risk introducing 
biosecurity pests and losing market 

acces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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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gulatory Framework

Sets out the treatment rate for 
the specific commodity and 

pathway.

Treatment schedule Treatment methodology

Example: Timber packaging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MB at 
48g/m3 for 24 hours at 21 oC or 

above.

Sets out the baseline 
requirements for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ment.

Example: gas concentration 
readings are required to be 

taken at the start and at the end 
of the fumigation.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Scheme/arrangement

Sets ou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an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ystem and remain 
acceptable.

Example: treatment providers 
must be audited once every 12 

months.

Treatment Methodology

Why do we establish treatment methodologies?

• Ensure treatment providers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to conduct an effective treatment
• Ensure treatments can be verified as being conducted effectively
• Ensure only the minimum necessary amount of regulatory burden
• New – promote treatment provider compliance
• Ensure treatments are conducted safely?

Given the purpose, what are the principles for writing a methodology?

The requirements must:

• Deliver an effective treatment if followed
• Be verifiable
• Be easy to understand
• Be enforceable
• Balance regulatory burden against assurance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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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Effectiveness Spectrum

Ineffective 
treatments Occasionally effective 

treatments

Usually effective 
treatments Best 

practice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Less burden and easier to comply.

Can lead to regular treatment failures.

Can perversely incentivise deliberate 
non-compliance.

Example: No requirement for making a container 
suitably gas tight.

Ensure door and vents are sealed properly 
and container is free from obvious damage.

Less treatment failures.

Cost of compliance is high.

Can perversely incentivise deliberate 
non-compliance.

Rigorously pressure test every 
container before treatment.

When to Develop a Treatment Methodology

Industry request Government led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lternatives

More cost and time effective 
options

When a treatment is complex enough to need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1) Consistent issues are identifi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 previously accepted treatment
or

2) A new treatment is approved that requires a methodology

Pests build up resistance 
to existing options

Alternatives with 
better efficacyNew pests or pathways

New proprietary technique 
or formulation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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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to Developing a Treatment Methodology

Understand the treatment
• Identify the treatment type and any similarities to existing treatments
• Is there a manufacturer for the treatment? Eg a chemical manufacturer for a fumigant
• Is the treatment a bespoke process? Eg not intended for wide use 
• What does the treatment process involve? Is it mobile, fixed, in transit, etc?

Identify industry or academic experts.

Ultimately need to identify the critical treatment parameters:

Methyl Bromide Heat Insecticide Controlled atmosphere

• Concentration
• Time

•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Time

• Concentration
• Spray

• Pattern/coverage

• Concentration
• Time

• Temperature
• Pressure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Draft high level requirements – work with industry experts where possible
• Consult internal experts and stakeholders
• Consult targeted industry stakeholders

Prepare ‘consultation draft’ methodology
• Wide public consultation

• Information sessions

Implement, review and refine
• Ongoing, not ‘set and forget’

Don’t let the perfect be the enemy of the good.

Australia’s Steps for Developing a Treatment Methodology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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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2022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M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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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o 

(Mangifera in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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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ins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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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insect  

Mango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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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Materials  

stage  Mango size

Treatm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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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o

control mango 

Shrinkage Similar shrinkage of outer skin was observed between treated and 
control mango 

Fruit decay Fruit decay was reduced in treated mango than control

Anthracnose Anthracnose was reduced/low in treated mango tha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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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firm a 100 % mortality for more than 30,000 effective  insects

Materials

Target stage 
Mango size
Maturity

200 mature eggs were inoculated per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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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e - egg, 1st , 2nd , 3rd

Instar

Temp: 45.0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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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is consumer preference is high for the all the attributes with 
compared t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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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kilos of hazardous products
Chungará, Arica y Parinacota

Equine hooves and hoofs
Santiag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nails in household goods
Valparaíso Port

21 exotic birds
Los Libertadores, Valparaíso

Seeds attached to the body
Santiago International Airport

Boa skin
San Sebastián, Magallanes

Ambystoma mexicanum hidden in body clothing
San Sebastián, Magal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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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sing advances in technology for biosecurity risk detection Joel Willis, DAW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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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iosecurity Innovation  Melissa Hindle/Jessica May, DAW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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