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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十四屆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PRW 2022)於義大利波隆那舉辦，主題涵蓋農藥殘

留檢驗技術及方法、高解析質譜定量及定性分析、檢驗分析品質管制及確效指引等，為

期 5天的會議共有 33 場口頭演講及 180篇壁報，並設有主題日，本屆主題為「Food of 

Animal Origin」，針對難分析的動物源性基質及極性農藥探討，對本署檢驗方法開發

工作助益甚多;此外，本署亦於會中發表「Development of a GC-MS/MS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Ethylene Oxide Residues in Foods」壁報 1篇，展現本署研究實

力並充分與他國學者交流。 

研討會結束後順訪德國漢堡歐陸檢驗公司(Eurofins)及德國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

驗室(EURL-SRM)，歐陸檢驗公司展現其新穎且能高效率執行 QuEChERS的機械手臂，歐

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則聚焦於本署亟需開發的食品中磷化氫檢驗方法及國際間高度

討論的環氧乙烷議題，成果可直接應用於署內檢驗方法開發。 

藉由參加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及參訪民間及官方實驗室，可汲取他國經驗，精進

檢驗技術，同時提升我國能見度，建議持續參與並維繫良好的合作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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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食品中農藥殘留係食品安全重要議題之一，為維護國民飲食安全，檢驗技術的精

進為我們不斷追求的目標，透過參與研討會及實驗室間實質的交流，可掌握國際間農

藥使用及分析技術應用的趨勢，建立合作管道，汲取他人之長，應用於國內檢驗方法開

發。 

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uropean Pesticide Residue Workshop, EPRW)係 1996 年

起由歐洲科學家自主提議發起，為以食品中農藥殘留為主題的研討會，首屆於荷蘭的

阿爾克馬爾舉辦，爾後每兩年於歐洲各國不同城市舉辦，提供該領域的研究人員相互

分享新知並結識專家的平台，堪稱為農藥殘留研究領域的盛會。今年為第十四屆歐洲

農藥殘留研討會(EPRW 2022)，為了解國際間農藥殘留檢驗方法最新分析技術及發展方

向，應用於本署檢驗方法開發，並藉此機會與國際學者交流，建立合作管道，本次由本

署研究檢驗組食品化學科中農藥群組的 2名成員奉派前往與會，並發表「Development 

of a GC-MS/MS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Ethylene Oxide Residues in Foods」

壁報 1篇，展現本署研究成果。 

歐盟參考實驗室(EU Reference Laboratories)係依據歐洲議會第 882/2004 號規

章設立，屬歐盟官方等級最高的實驗室，其中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EURL-SRM)所

公開的檢驗方法，以及其持續維護的線上資料庫如 DataPool等，皆為本署開發食品中

農藥殘留檢驗方法時之主要參考來源。2021 年屬致癌物之農藥環氧乙烷(ethylene 

oxide)在食品原料如芝麻及加工食品如冰淇淋、泡麵等品項於國際間似雨後春筍般陸

續被檢出，而因此事件之機緣，本署同仁與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EURL-SRM)之人

員建立了聯繫橋梁。為瞭解擔任歐洲農藥殘留檢驗方法開發及監測領頭羊角色的參考

實驗室組織及其運作方式，此次藉由參加 EPRW 的機會，於會議結束後順道安排參訪位

於德國司徒加特的 EURL-SRM，透過 3 天的參訪行程，請益本署刻正開發中的食品中磷

化氫檢驗方法、國際間高關注的環氧乙烷檢驗方法，並交流難度較高的分析方法如極

性農藥等，以建立並優化本署檢驗方法，同時深化合作關係。除了官方實驗室，與業界

合作關係最為密切的民間檢驗單位之運作模式及最新發展的技術亦值得學習，此行我

們也安排參訪位於德國漢堡歐陸檢驗公司的兩間食品檢驗實驗室，分別為 Dr. Specht 

LABoratorien GmbH及 Dr. Specht EXPress GmbH，前者主要負責檢驗嬰兒食品、飼料

及困難基質（如油和油籽、提取物、禽畜產品和土壤）中的殘留農藥檢驗；後者則負責

分析新鮮水果和蔬菜、穀物和觀賞植物中的殘留農藥檢驗，兩間實驗室於農藥檢驗領

域皆已有逾 50年的經驗，藉由參訪行程拓展人脈並汲取其經驗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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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行程概述 

此次行程自 9 月 17 日至 10 月 2 日，為期兩週，第一週先至義大利波隆那參加

第 14 屆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PRW-2022)，第二週則分別至德國的漢堡及司徒加特

參訪歐陸檢驗公司(Eurofins)及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EURL-SRM)，行程及工作紀

要如下表： 

 

日期 行程 國家 

9/17(六)-9/18(日) 啟程 台灣台北-義大利波隆那 

9/19(一)-9/23(五) 參與 EPRW 2022 義大利波隆那 

9/25(日) 轉程 義大利波隆那-德國漢堡 

9/26(一) 參訪 Eurofins 德國漢堡 

9/27(二) 轉程(德鐵) 德國漢堡-司徒加特 

9/28(三)-9/30(五) 參訪 EURL-SRM 德國司徒加特 

10/01(六)-10/02(日) 返程 德國司徒加特-台灣台北 

二、 第 14屆「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PRW-2022) 

(一) 研討會簡介 

本屆研討會訂於 9 月 19 日至 9 月 23 日於義大利波隆那舉辦，為自 COVID-19

疫情肆虐後首次舉辦的實體會議，且時隔 20 年再度回到義大利，紀念意味濃厚，

此次主辦單位為義大利衛生部，由產、官、學界各單位的人士共襄盛舉，總計約 450

人，分別來自 43 個國家，多數為歐洲國家，亞洲國家則僅有韓國、日本及台灣，

未達 10人。 

研討會會場選在波隆那會議中心(Bologna Congress Center)，會議中心外可

見巨大的活動看版，供與會者合影留念，會場內部共有兩層樓，各樓層佈置詳附錄，

1樓(Floor 0)為主要與會者報到、贊助廠商設攤及用餐區，2樓(Floor 1)則為研

討會進行的主要場所，口頭演講(Oral Presentations)於歐洲廳(SALA EUROPA)進

行，贊助商演講(Vendor Sessions)則於義大利廳(SALA ITALIA)進行，投稿者的壁

報則依類別分別展示在 1樓及 2樓。 

會議議程詳見附錄，為期 5日的研討會中，包含了 1場會前工作坊，33場口

頭演講以及 13場贊助商演講。研討會首日(9/19)下午舉辦會前工作坊，討論「農

藥殘留領域中的質譜技術發展」；接下來連續三天(9/20~9/22)，每天皆有 9~1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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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演講，每場 20分鐘，原則上安排 3~4 場為一節，各節演講結束後的休息時

間，都有服務人員現場準備豐盛的茶點，使與會者能夠在緊湊的行程中隨時補充

能量，再持續大量吸收新知。贊助商演講時間主要在午餐時段或各節口頭演講結

束後進行，每天安排 3~4場，每場為 12分鐘；研討會的最後一天(9/23)僅半日，

有 4場口頭演講及 1場贊助商演講。本次口頭演講內容共有 11項議題如下： 

1. 最新的分析技術及檢驗方法 

2. 高解析質譜的定性及定量方法 

3. 農藥殘留單一檢驗方法 

4. 檢驗品質管制及確效步驟指引 

5. 實驗室認證之品質管制及需求 

6. 毒理學及風險評估 

7. 農藥申請及使用趨勢 

8. 農藥監測計畫 

9. 農藥監測及管理議題 

10. 綠色(環保)分析化學 

11. 新興食品分析 

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PRW)每屆皆安排主題日，今年的主題日與往年相同，

安排在研討會的第三天(9/21)，主題為動物源性食品「Food of Animal 

Origin」，當天主要探討分析動物源性基質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透過不同的

前處理方式或是使用合適的層析管柱及分析儀器等，以達良好分析動物源性食品

中殘留農藥的目的。  

除了口頭演講外，本次研討會共有 180 篇壁報，大會安排壁報投稿者於研討

會議程中間三天(9/20~9/22)的 17:10~18:00，依序由單號、雙號及全數投稿者

於展示區說明壁報內容，此次壁報與往年相同，共分為五大類如下： 

1. PD-檢驗方法開法及應用，共 76篇 

2. PM-管理議題及監測，共 28篇 

3. PT-毒理學及攝食評估，共 8篇 

4. PO-其他，共 29篇 

5. PV-贊助商，共 3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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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重要主題 

 高解析質譜於例行性監測之應用 

EURL-FV過去舉辦多場農藥殘留之能力試驗，期間他們針對參試實驗室之高解

析質譜使用情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使用該儀器之比例不高，EURL-FV鼓勵各

實驗室添購高解析質譜，並建議於例行性檢驗時一同分析，協助判別串聯質

譜儀無法辨別之訊號，以降低偽陰性(False negative results)、偽陽性

(False positive results)及定量問題(Quantification problems)，例如:

農藥 Linuron 於香菜中，以 QuEChERS 前處理流程中，再搭配 LC-MS/MS分析，

結果發現與標準品相比，在基質中相同滯留時間有訊號出現且 ion ratio 相

近(標準品之 ion ratio 為 1.8、樣品中訊號為 2.4)，再進一步以高解析質譜

(LC-Orbitap)分析，發現香菜基質中存在與農藥 Linuron 分子量相近之基質

干擾物(Matrix interference)，其農藥 Linuron及基質干擾物之精確分子量

分別為 249.01904 及 249.11130。前述案例說明以 LC-MS/MS 系統中難以區分

之訊號，透過建置高解析質譜分析，增加檢驗結果之準確性。 

 同分異構物 

由 EURL-FV 的 Francisco José Díaz Galiano 介紹「含不同成分組成之農藥

定量策略」，前述農藥包含 :Spinosad、Cylfluthrin、Cypermethrin 及

Fenproximate 等多種農藥(如下圖)，以 Spinosad 為例，Spinosad 為以

Spinosyn A 及 Spinosyn D兩化合物組成，Spinosyn A為主要化合物(占比約

50-95%)及 Spinosyn D 為次要化合物(占比約 5-50%)，該兩化合物於各批次

混合標準品之組成比例不一，再因個別化合物之標準品價格比混合標準品高、

組成化合物之結構類似易混淆，以及各國之殘留定義具差異，故此類農藥於

定量上具困難度。故 Francisco José Díaz Galiano 建議以下作法，以得到

正確之定量結果: 

1. 依混合標準品中實際之 Spinosyn A 及 D比例來製作個別之檢量線，再個

別定量後再加總。 

2. 使用個別之單標進行個別定量再加總 

3. 檢驗者須詳加確認殘留定義，以及以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umber)

確認待測之化合物。 

4. 盡量收集不同基質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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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因子(Processing factors) 

食品種類及加工製程繁複且多元，為利研究及分析農藥施用於蔬果後，再經

過加工製程後所殘留之農藥量，加工因子之概念隨之產生，其計算方式為

Residue in processed product / Residue in raw product，歐盟於 2007

年開始收集各類食品之加工因子(Processing factors)相關資料並建置資料

庫，可應用於消費者及農禽畜業對加工食品或飼料中農藥殘留之暴露風險評

估、食品及加工食品殘留農藥例行性監測計畫、加工產品 MRL及檢驗方法 LOQ

之訂定等。但若在加工製程中汙染農藥，則不適用加工因子之概念。目前歐盟

各國有公開之加工因子資料庫為下表: 

資料庫名稱 國家 網址 備註 

EFSA EU 

database of PF  

歐盟 https://zenodo.org/record

/6827098#.Y1DG22dBxPY 

資料最多 

DE BfR data 

compilation of 

PF 

德國 https://www.bfr.bund.de/c

m/349/bfr-compilation-of-

processing-factors.xlsx 

無 

NL RIVM’s 

list of PF  

荷蘭 https://www.rivm.nl/en/ch

emkap/fruit-and-

vegetables/processing-

factors 

目前共建置 79

項農藥 

https://zenodo.org/record/6827098
https://zenodo.org/record/6827098
https://www.bfr.bund.de/cm/349/bfr-compilation-of-processing-factors.xlsx
https://www.bfr.bund.de/cm/349/bfr-compilation-of-processing-factors.xlsx
https://www.bfr.bund.de/cm/349/bfr-compilation-of-processing-factors.xlsx
https://www.rivm.nl/en/chemkap/fruit-and-vegetables/processing-factors
https://www.rivm.nl/en/chemkap/fruit-and-vegetables/processing-factors
https://www.rivm.nl/en/chemkap/fruit-and-vegetables/processing-factors
https://www.rivm.nl/en/chemkap/fruit-and-vegetables/processing-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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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劑(Co-formulants) 

農藥成分中除了主要有效成分或代謝物外，還有 safeners、synergists 及

Co-formulants 等物質，其中 Co- formulants 之功能眾多，如:消泡劑、染

劑、香精或黏合劑等，這些物質皆會隨農藥之施用，一起至食品基質中，故

針對 Co-formulants，歐盟有制定相關法規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2021/383管理，該法規中列有不應作為農藥 Co-formulants之清單。本次參

與研討會，由 EURL-CF的 Elena Hakm 以高解析質譜儀，比對及分析施用農

藥之番茄及農藥本體後，發現有 Co-formulants 如: Octadecanoic acid, 

2,3-dihydroxypropyl ester、Bis(2-ethylhexyl) adipate及 16-

Hydroxyhexadecanoic acid 殘留於番茄中，結果顯示除農藥本體外，其他化

合物之殘留也會影響消費者之健康風險。 

 分析動物源性食品中殘留農藥之挑戰 

主題日的開場即由 Björn Hardebusch 代表歐盟動物源性食品參考實驗室

(EURL-AO)發表有關分析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挑戰，目前可使用的動物

源性食品的前處理方法如 QuEChERS、SweEt、QuPPe-AO、Mini- Luke等，針對

脂肪及油品，則可使用 QuOil;然而分析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仍存在諸多

技術面的挑戰，包括： 

1. 動物源性食品中的脂肪含量組成 

脂溶性藥物易存於脂肪中，如何良好的萃取脂肪並成功地將其與目標分

析物分離為一關鍵;利用乙腈和冷凍雖能夠萃取脂肪含量較低的基質，然

而部分非極性農藥的回收率不佳。 

2. 代謝物的殘留定義複雜 

動物體的代謝作用導致目標分析物轉變為於動物基質中特有的代謝物，

部分代謝物並沒有辦法利用與本體相同的方法分析，且動物源性基質中

通則性的殘留定義迫使實驗室需開發能符合該通則的方法，然而大部分

的實驗室尚未具備同時分析多種 MRM 及 SRM 方法的能力；另外缺乏可使

用的標準品或其費用高昂也增加分析的阻礙。 

ES LMR en 

alimentos 

transformados 

(AESAN)  

西班牙 https://www.aesan.gob.es/

AECOSAN/docs/documentos/s

eguridad_alimentaria/gest

ion_riesgos/LMR_en_alimen

tos_transformados.pdf 

目前建置檸檬油

中 11 項農藥以

及酒類製程中脫

水等加工因子 

https://www.aesan.gob.es/AECOSAN/docs/documentos/seguridad_alimentaria/gestion_riesgos/LMR_en_alimentos_transformados.pdf
https://www.aesan.gob.es/AECOSAN/docs/documentos/seguridad_alimentaria/gestion_riesgos/LMR_en_alimentos_transformados.pdf
https://www.aesan.gob.es/AECOSAN/docs/documentos/seguridad_alimentaria/gestion_riesgos/LMR_en_alimentos_transformados.pdf
https://www.aesan.gob.es/AECOSAN/docs/documentos/seguridad_alimentaria/gestion_riesgos/LMR_en_alimentos_transformados.pdf
https://www.aesan.gob.es/AECOSAN/docs/documentos/seguridad_alimentaria/gestion_riesgos/LMR_en_alimentos_transformado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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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的分析物 

分析物如賜諾殺(Spinosad)的殘留定義包含了 Spinosyn A 及 D，然而在

2018年至 2020年的能力試驗結果中發現，包括奶粉、肝臟及油菜籽中各

項基質中，Spinosyn D 分析結果的標準差皆介於 44.9%-51.2%，其中一

個重要的困難即為單一標準品費用高昂。 

為了克服動物源性食品分析的挑戰，EURL-AO亦透過下列行動嘗試解決各實驗

室可能遇到的困難 

1. 提供歷年能力試驗結果(EUPT)之經驗： 

EURL-AO 於 2006-2022年間舉辦共 17次的能力試驗，基質涵蓋雞蛋、肝

臟、奶粉等等，參加的實驗室每年約 100家， 統計結果發現脂溶性農藥

包括除蟲菊精類如第滅寧(Deltamethrin)及有機氯類之結果標準差較大。  

2. 建立自動化萃取及淨化模式 

利用 IKA Ultra Turrax Tube Drive 進行各式動物基質的自動化萃取，

以達快速分析的目的。 

3. 每年調查各實驗室的分析能力 

透過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EURL-SRM)進行的年度能力調查，進一步

探討各實驗室於動物源性食品基質中分析結果不佳的藥物資訊；同時也

請實驗室提出無法分析 Multiannual Control Programs for Pesticide 

Residues (MACP)藥物的原因，發現其中 25%為缺乏方法，24%為缺少標準

品，其餘則為缺少儀器、人力或訓練等。找出原因後，EURL-AO即透過提

供標準品或舉辦相關訓練等方式協助實驗室解決困難。 

最後，講者亦提出動物源性食品農藥殘留於立法上所面臨的困境，例如：藥物

殘留可能來自於雙重或多重的用藥結果，包括農藥、獸醫用藥或殺生物劑，如

何在多重用藥來源的情況下訂定合適的殘留定義?此外，部分藥物可能在各領

域中之規範差異極大，例如作為獸醫用藥時完全不需訂定殘留容許量，然而

作為農藥使用時卻有殘留容許量，此種狀況在藥物殘留規範上著實棘手；另

外截至目前為止，魚類基質尚未訂定殘留容許量(MRL)，然而卻有監測到包含

氯酸鹽(chlorate)、ethoxyquin的殘留；而針對動物源性食品，目前亦無合適

的加工處理因子(processing factors)，種種的挑戰皆為現階段需要克服的

項目。 

 以單一方法分析動物性產品中的殘留農藥 

Michelangelo Anastassiades於主題日中代表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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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L-SRM)針對分析禽畜產品中極性農藥常用的QuPPe方法流程之關鍵步驟

做說明，並應用此方法監測橙花蜂巢蜂蜜中的藥物殘留情形。 

1. 蛋白質及脂質的去除: 

動物源性食品主要由蛋白質、脂質及水組成，QuPPe中透過下列方式去除

蛋白質及脂質： 

去除蛋白質 

(1) 添加甲醇 

(2) 額外添加甲酸酸化，同時平衡因添加EDTA而增加的pH值 

(3) 冷凍 

(4) 以乙腈1:1稀釋 

(5) 利用分子篩離心過濾 

透過布拉德福蛋白質定量法，分析前處理過程中各步驟萃取液的蛋白質濃度，

可知甲醇的添加及乙腈稀釋兩步驟大幅降低蛋白質含量。 

去除脂質 

(1) 冷凍 

(2) 利用C18粉劑進行分散固相萃取 

2. 避免金屬離子的干擾: 

部分極性農藥如嘉磷塞及其代謝物具有與二價金屬離子反應生成螯合物

的化學基團，一旦螯合物形成，將顯著影響目標物的回收率，因此在前處

理的過程中，會添加強螯合劑EDTA競爭金屬離子，避免其與目標物結合，

以嘉磷塞代謝物AMPA為例，於肌肉及牛奶中添加EDTA，其回收率可達63%

及80%，相較於未添加者為12%及10%，有顯著差異；然而，在其他極性農

藥如福賽德(Fosetyl)及HEPA的分析，是否添加EDTA對於回收率則幾乎沒

有影響。 

利用QuPPe萃取脂肪的過程中，添加萃取溶劑後的振盪方式及時間，可顯著影

響極性農藥的回收率，單純的機械性振盪不論是2分鐘或15分鐘，其回收率皆

在20%以內；然而若是先振盪混勻(vortex)，則可細化油滴，增加表面積，提

高回收率；另外，若在機械性振盪時添加金屬球(如下圖)，也可製造出反應的

表面積，大幅提高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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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angelo最後也分享他們與EURL-AO合作監測輸歐的橙花蜂巢蜂蜜檢體

中農藥殘留的過程及結果，蜂巢蜂蜜亦屬於困難的基質，蜂巢是由蠟(wax)組

成，脂溶性農藥會累積在其中，而極性農藥則會殘留於蜂蜜中。首先以液態氮

或乾冰均質檢體，再比較萃取過程不同的振盪條件，包含15至60分鐘的室溫

振盪、搭配6分鐘80度水浴的3分鐘振盪、7分鐘65度的離心振盪(ZENTRIMX)等，

最終發現以後兩者所得之回收率及變異數最佳。 

 FATchers—新穎且兼具簡單及快速的動物性食品前處理方法 

來自奧地利健康及食品安全局(AGES-Austrian Agency for Health and Food 

Safety)的Hermann Unterluggauery則提出優化動物源性食品的多重殘留分

析方法-FATchers，其方法係依據QuEChERS為基礎再優化，且特別針對高脂肪

及困難的基質(Fatty And Tricky)如魚、蛋、內臟、油品及蜂蜜，甚至包括昆

蟲。2014年他們已建立針對脂肪含量中等的基質開發出QuEChERS-Combi的方

法，其特色在於以乙腈進行固液萃取後，再加入正己烷，缺點為淨化過程非常

耗時，使用C18固相萃取匣萃取後，還需要進行整夜自動化的分散固相萃取，

才能上機分析；然而自2017年芬普尼事件爆發後，急遽增加的檢體量使縮短

耗時的前處理過程勢在必行，於是他們優化最耗時的淨化步驟，將原先使用

的C18萃取匣改為Quechers salt 2組合式粉劑(含600毫克的無水硫酸鎂、300

毫克的CHROMABOND○R  Diamino及450毫克的CHROMABOND○R  C18ec)進行分散式

固相萃取淨化流程，接著進行2分鐘的振盪並離心後即可上機分析，大幅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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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時間，流程如下圖。FATchers方法的亮點在於除了添加20 mL的1:1的乙

腈水溶液外，又再添加正己烷萃取；然而若添加乙腈萃取後，取出有機層，再

加入正己烷，此種「兩步驟萃取法」雖然可有效去除基質中的脂質，然而也同

時損失許多親脂性之目標分析物。FATchers的方法可應用於逾650項農藥的檢

驗，並符合SANTE/11312/2021之確效規範，LOQ可達到0.01 mg/kg，且已於3場

能力試驗中皆取得良好的結果。 

 

 應用親水性層析管柱分析動物性食品及飼料中的極性農藥 

荷蘭瓦赫寧恩食品安全研究團隊的Dr. Jonatan Dias則透過比較各支不同廠

牌及作用原理的親水性層析管柱於各項極性農藥分析的結果，提供多樣化的管柱

選擇，本篇作者於2021年發表的文獻亦為當年度組內農藥領域自行研究優化極性

農藥的參考文獻之一，在研討會現場直接見到作者本人格外親切。在其口頭報告

當中，首先提到最廣為使用且分析難度高的極性農藥-嘉磷塞(Glyphosate)，除嘉

磷塞本體以外，其代謝物如 AMPA, N-acteyl-Glyphosate，以及固殺草

(Glufosinate)等極性農藥，皆因其高極性、低分子量，並且具有磷酸酯基團

(phosphonate group)致其易與二價金屬離子螯合，且易受基質干擾等種種因素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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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分析上充滿挑戰。極性農藥在動物源性基質中的分析難度又因基質的成分

組成複雜而提高，蛋白質的存在可於淨化過程中影響部分分析物，二價金屬離子

如鈉、鉀、鈣、鎂等皆可能與分析物形成螯合物…。雖然以衍生化方式(FMOC)分析

能夠克服分析上的困難，然而卻非常耗時，且部分N-acteyl的代謝物，亦無法以衍

生化分析；為了克服直接分析的挑戰，作者建議透過優化前處理、增加稀釋倍數、

選擇合適的管柱，由於前兩者涵蓋於Michelangelo的口頭報告中，此處特別針對

管柱的選擇說明，作者以飼料作為基質，評估下列5支親水性層析管柱分析極性農

藥的表現： 

1. Obelisc N (SIELC) 

2. Poroshell 120 HILIC Z (Agilent) 

3. Anionic Polar Pesticides APP (Waters) 

4. Raptor Polar X (Restek) 

5. Poroshell 120 CS C18 (Agilent) 

在初步評估階段，Poroshell 120 HILIC Z及Poroshell 120 CS C18這兩支管柱

就因選擇性不佳、峰型分叉及無法滯留大部分的化合物而被排除。進一步的分析

結果發現，使用APP管柱分析不論是在基質效應或是定性離子的峰型方面，結果都

較Obelisc N管柱為佳；而相較於Raptor Polar X，其基質效應亦較小；然而在目

標物分析的廣度方面，則以Obelisc N管柱為佳。Dr. Jonatan Dias建議研究人員

可以依照基質特性、方法最終目標及LOQ等，選擇合適的管柱使用，同時也提供其

使用不同的層析管柱分析極性農藥的測試結果(如圖)。此外，內標(ILIS)的使用

在極性農藥的分析上是必要的，以利校正基質效應及回收率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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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之檢驗 

此次會議中有關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dithiocarbamate)之檢驗共有 1篇口頭演

講及 7篇壁報，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作為殺菌劑使用，可防治多種農作物的真菌

病害，由於其易於形成、生產成本低且對人體的毒性相對較低，因此廣泛使用，

是歐盟最常檢測到的農藥之一，又可依據化學結構分為三類: 

1. 二甲基二硫代胺基甲酸鹽(dimethyldithiocarbamates, DMDs)，包括富爾邦

(ferbam)、得恩地(thiram)及福美鋅(ziram) 等。  

2. 乙烯基雙二硫代胺基甲酸鹽(ethylenebis-dithiocarbamates, EBDs)，包括

錳乃浦(maneb)、鋅乃浦(zineb)、鋅錳乃浦(mancozeb)及免得爛(metiram)

等。 

3. 丙烯基雙二硫代胺基甲酸鹽(propylene bis-dithiocarbamates, PBDs)，包

括甲基鋅乃浦(propineb)等。 

目前常規的檢驗方法主要是透過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會經由酸水解為二硫化碳，

再由分光光譜法定量測定之，其缺點在於缺乏專一性、無法區分天然來源的二硫

化碳，且過程耗時。由於乙烯基雙二硫代胺基甲酸鹽為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當中

最廣泛使用的類別，EURL-SRM於研討會中發表適合篩選該類藥物的標記(D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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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s)，透過 QuPPe及 CEN-QuEChERS初步進行多重殘留分析，若篩選到標記

物質(如圖): ethylene-bis-isothiocyanate(eBIC)、 ethylene thiourea 

(ETU)及 ethylene urea (EU)，再進行後續的二硫化碳檢驗，能有效且大幅提升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的檢驗效率。 

 

EBDs之標記物質 

三、 參訪歐陸檢驗公司 

(一) 歐陸檢驗公司簡介 

歐陸集團於 1987年創立，旗下的檢驗公司分佈於 59個國家，檢驗項目包括食

品檢驗、環境檢測、生物製藥、製藥產品檢測等，在食品檢驗方面，由食品製造業

至販售業，有眾多食品大廠委託其檢驗。 

我們於 9月 26日至德國漢堡的歐陸檢驗公司參訪，搭乘公車至 Neuland站後，

步行 5-10 分鐘即到達，該公司占地廣闊，除了食品檢驗實驗室外，其他實驗室如

生物檢驗等亦位於同一個區域，由於各實驗室之建築物外觀上並沒有明顯的標示，

詢問後才找到正確的入口。 

本次參訪行程詳附錄，配合對方時間安排，先在歐陸檢驗公司內部員工餐廳

與 Dr. Heike Pawelzick 及 Dr. Alexander Zahm 共享午餐，相互介紹後，再由其

分別向我們說明 Dr. Specht LABoratorien GmbH 及 Dr. Specht EXPress GmbH 兩

家實驗室的整體運作模式，除了實驗室介紹外，Dr. Heike也向我們稍微說明磷化

氫檢驗方法；Dr. Alexander 則另外向我們展示實驗室內部建造完成約 2 個月的

新穎機器手臂，並提供分析極性農藥的建議。參訪過程則因實驗室內部機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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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拍照紀錄。 

(二) 重要參訪內容 

 磷化氫檢驗方法 

參訪當日檢驗人員正在操作菸草中磷化氫的檢驗，檢體略微剪碎後，稱取 1g

放入頂空瓶中，加入 5 %硫酸即上機分析，若需要添加標準品，則以氣密針抽

取事先裝入「頂空瓶」中的磷化氫氣體標準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檢驗人員

以氣密針抽取氣體標準品至所需體積時，會以計時器計時 10秒鐘，再行添加。

參訪過程中並沒有看到實際分裝氣體標準品的情形，Dr. Heike 表示，他們並

未使用氣體採樣袋﹐而是直接將置於排氣櫃中接有閥門及金屬針的 70 ppm 氣

體標準品灌入封蓋的頂空瓶中。 

於儀器上的樣品盤可見其大量分析諸多不同種類的檢體，會依據檢體的種類

不同而有取樣量 1-3 g 不等的差異，在標準曲線的部分則有約 8 個濃度點。

諸多細節則因實驗人員正忙於上機檢驗，不便仔細詢問，較為可惜。 

 極性農藥檢驗方法建議 

Dr. Alexander Zahm 於參訪過程中，介紹歐陸集團於極性農藥方面之研究，

他們發現於 QuPPe 前處理過程中，所使用之甲醇溶劑預先置於-20℃中預冷，

離心之流程皆使用冷凍高超離心機，每次萃取皆需盡速完成，避免大批樣品

同時萃取，以減少每一樣品之前處理時間。另外提供蜂蜜中嘉磷塞之檢驗流

程，秤取 5 g 蜂蜜再加入水 10 mL 及甲醇 10 mL，經震盪萃取及離心後，再

稀釋五倍，過濾後上機分析。另外介紹今年度歐陸發表於 EPRW 之研究海報，

為以 2D-system 分析極性農藥，其分析程序為以 QuPPe 前處理，後以連接兩

支層析管柱進行層析分離，第一支層析管之目的為分離各極性農藥，再由第

二支層析管柱分離目標極性農藥與食品基質(如下圖)，以得到良好之峰形及

回收率，尤其是難度較高之 AMPA，也可獲得良好之實驗結果。Dr. Alexander 

Zahm 並表示目前歐盟公開 QuPPe 文獻中所列之管柱中，經測試後，最推薦使

用 Anionic Polar Pesticides (APP)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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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穎的機械手臂 

Dr. Specht EXPress GmbH 實驗室中每日的檢體量約 200-300 件，為了短時

間內完成大量的檢驗工作，以機械化取代人力為主流趨勢，Dr. Alexander 

Zahm於參訪時展示他們籌畫了兩年，花費 3000萬台幣，與 ABB 公司於今年 7

月份設計出一組(3 支)機械手臂(如圖)，目前可執行 QuEChERS，未來在程式

編修後還能執行 QuPPe。Dr. Alexander 表示繁瑣且高度重複性的前處理工作

交給不會感到疲累，且沒有情緒的機器人進行，使實驗室的成員能夠致力於

其他更需要思考的工作。 

 

        機械手臂作業台全景 

 

        機械手臂近照 

四、 參訪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EURL-SRM) 

(一) 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EURL-SRM)簡介 

9月 28日至 9月 30日為此行的最後一站，為實地了解同為官方單位的歐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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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現況並學習難度較高的單一檢驗方法，特地安排參訪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

(EURL-SRM)，該實驗室與國際間實驗室人員交流經驗豐富，在行程的規劃上非常用

心，Silvia Zechmann 事先以信件詢問本署參訪人員的所學背景以及實驗室年度檢

體量及類別等資訊，詳細問卷內容如附錄;我們亦在行前提出本署亟需開發或優化

的檢驗方法相關問題，包括極性農藥(QuPPe)、食品中磷化氫檢驗、目前國際間高

關注的環氧乙烷檢驗、蓋普丹及福爾培檢驗方法等，對方依照我們的需求規劃了三

天的參訪行程(詳附錄)，整體的安排非常紮實，檢驗分析的理論說明、實際操作及

問題討論併行，不論是在檢驗方法的交流及與實驗室人員的情誼建立，收穫都很豐

碩。 

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EURL-SRM)為歐洲農藥殘留領域中四大參考實驗室

之一，位於德國南部的司徒加特(Stuttgart)，為賓士出產重鎮; EURL-SRM的主要

任務為:方法開發、辦理能力試驗、辦理實驗室間的教育訓練、維護如 DataPool以

及 Pesticides-Online 之資料庫、提供實驗室技術面協助等。 

三天的參訪行程中，實驗室人員大方分享執行各項檢驗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同

時也在我們的旅程中提供許多協助，最後請我們在參訪名冊中寫下回饋意見，留下

許多美好的回憶。 

(二) 重要參訪內容 

 適當的檢體前處理 

2016 年的 EPRW 主題日為檢體前處理 ( Sample sampling- sample 

preparation and sample processing) ， Michelangelo Anastassiades 

(Angelo)於該年度發表有關需要特殊前處理的農藥，並比較多組不同的均質方

式對分析物回收率之影響。 

前處理過程中分析物的損失可能來自於其本身的揮發性，例如燻蒸劑、二氯松

等，或經由水解、氧化等化學反應分解。參與在其中的影響因子包含了 pH值、

氧氣、溫度、基質中的成分及具有活性的酵素等等，前處理過程中分析物的損

失可能導致真值被低估，無法達成監測農藥使用現況之目的。 

為了避免前處理過程導致的分析物降解，透過設計 7組不同的前處理流程，檢

測分析物的回收率是否有差異，如下頁簡報資料可見，P1~P3 為室溫研磨組，

P4~P7為乾冰研磨組，實驗設計也包含是否添加抗氧化劑、均質後至萃取過程

中不同的等待時間以及食品切面是否與檢體其它部分接觸，結果顯示，使用乾

冰研磨並添加抗氧化劑的回收率最高，其次則為乾冰研磨組;由於食品被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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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面，會有許多酵素開始作用，該切面若與其他未切的部分接觸便會使酵素

繼續反應，降解目標物，故 P7 雖以乾冰研磨，回收率仍然不理想。他們在燻

蒸劑的檢驗中也得到以乾冰研磨有最佳回收率的結論。 

 

 不同的均質方式影響農藥回收率 

 

 使用乾冰均質於分析燻蒸劑時的回收率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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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物保護劑(Analyte Protectants, AP) 

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於 2013 年 4 月 22 日發表了有關使用分析物保護劑(Analyte 

Protectants, AP)進行分析的文件，使用分析物保護劑可改善氣相層析分析時的峰型，

同時避免分析物降解。 

GC 系統中的襯管(Liner)或是層析管柱(Capillary)表面皆具有活性位點(Active 

sites)，可與分析物結合，當我們利用氣相層析分析農藥時，會導致峰型拖尾，而若

目標分析物易受影響，也有可能降解，當整體系統污染嚴重時，此兩種現象愈發顯著。

不論是峰型拖尾或是目標物降解，皆為分析時需要避免的狀況，更換襯管或是剪去一

段起始端的層析管柱僅能短暫改善此現象，當繼續分析時，新注入的非揮發性分析物

會再度於襯管及層析管柱中形成新的活性位點。由於基質亦可與活性位點結合，當檢

液中含有過量基質時，可達到保護分析物的效果(如圖)，然而，此種保護效果亦導致

了高估分析物的結果，即「基質增強波峰效應(Matrix-Induced Peak Enhancement 

Effect)」，由圖可看出分析草脫淨(Atrizine)時，若檢液萃取自草莓基質，其波峰面

積、峰高及峰寬分別為標準品溶於溶劑時的 1.5 倍、4 倍及 1/3 倍，基質與活性位點

結合後大幅改善拖尾現象，但同時也導致殘留量被高估。 

 過量基質與活性位點結合以保護分析物      Matrix-Induced Peak Enhancement  

分析物保護劑可用來改善前述兩種現象，其係含有多個羥基的化合物(如圖)，通過

氫鍵與活性位點有效地相互作用。使用時，通常混合多種分析物保護劑，以涵蓋不

同的揮發範圍，且為了有效達到保護分析物的目的，通常會在檢液或標準品溶液中

添加遠高於分析物濃度的保護劑濃度。由於多數情況下，保護劑與活性位點結合的

能力較基質還要強許多，因此使用時，需同時添加於溶劑中的標準曲線以及檢液中，

避免產生不相等的保護效果。由圖可看出添加保護劑後，包含毆殺松、蓋普丹、福

爾培及大克螨等 18支分析物，因基質效應導致的分析誤差皆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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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分析物保護劑 

 

   使用分析物保護劑可降低分析誤差 

 

配製保護劑混合物及使用之步驟如下： 

1. 配製溶劑 A：配製體積比為 60:40的乙腈水溶液 

2. 配製保護劑標準溶液(Stock)，於 4℃保存 

保護劑 
保護劑 

添加量(MG) 

溶劑 A 

添加量(ML) 
濃度(MG/ML) 

SORBITOL 500 10 50 

D-(-)GLUCONIC ACID-Δ-LACTONE 500 10 50 

SHIKIMIC ACID 500 10 50 

3-ETHOXY-1,2-PROPANEDIOL 不需稀釋 

3. 配製保護劑混合溶液 

(1) 稱取 2 g 的 3-Ethoxy-1,2-propanediol 至 10mL的容量瓶中 

(2) 加入 50 mg/mL的 D-(-)Gluconic acid-δ-lactone標準溶液 2 mL 

(3) 加入 50 mg/mL的 Sorbitole 標準溶液 1 mL 

(4) 加入 50 mg/mL的 Shikimic acid 標準溶液 1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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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溶劑 A於容量瓶至 10 mL 

4. 添加保護劑混合物至檢液及標準品溶液：於每毫升檢液或標準品溶液中加入保

護劑混合溶液 30 µL 

 

 農產品中極性農藥檢驗方法 

此次參訪，由 Sahra Fieberg依照 QuPPe 的流程，實作示範，並提出注意事項，

包括使用預冷的水添加於均質檢體中、使用預冷的金屬塊(如圖)有助於縮短冷凍

步驟;此外，我們也在與 Michelangelo Anastassiades 討論後，確認 QuPPe中針

對穀類的前處理流程，於過濾步驟中使用分子篩並非必要。 

 

 冷凍金屬塊 

 食品中磷化氫檢驗方法 

EURL-SRM於 2014 年公布以頂空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食品中磷化氫之檢驗方法---

"Analysis of the Fumigant Phosphine by applying Headspace-GC-MSD (EURL-

SRM18)"，其 LOQ 為 0.1 ppb，組內參考該篇方法，於出國參訪前著手開發的定量

檢驗方法之 LOQ保守估計則為 5 ppb；因 EURL-SRM18檢驗方法中對於前處理的諸

多細節並未詳細描述，因此我們在方法開發初期必須參考其他文獻並自行摸索，

才得以建立初步定量的分析流程，為瞭解歐盟實際執行磷化氫檢驗的方式及如何

達到極低的 LOQ，便於參訪前向其提出教學需求，很感謝歐盟實驗室的人員特地

安排了一個上午進行教學，當天由 Anja Barth 及 Erika Caspart示範整個流

程，將此行所得到的重點分為標準品、前處理、儀器及設備還有參數設定四大

項： 

1. 標準品 

 EURL -SRM 18 參訪歐盟實際做法 

氣體標準品 10 ppm/ 100 ppm PH3 in N2 10 ppm/ 100 ppm PH3 in N2 

氣體採樣袋 

Tedlar gas sampling 

bags (1.0 L) 

型號: Supelco Nr. 24633 

Tedlar gas sampling 

bags (0.5 L) 

型號: Restek 22046 

採樣袋充填 未描述 以標準氣體稍微潤洗連接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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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的軟管後即進行充填，將採樣

袋灌飽 

採樣袋使用

次數 
未描述 

重複性使用，將採樣袋內氣體

壓出後重複灌氣，並不定時更

換墊片 

與單一方法(EURL-SRM18)中所敘述的一致，參訪時所見實際使用的氣體標準品為

10及 100 ppm兩種濃度(如下圖)，鋼瓶置於排氣櫃中並連接閥門；國內目前能採

買到較為安全的拋棄式氣體標準品鋼瓶之最高濃度僅 50 ppm。而在氣體採樣袋的

使用上，雖然實際使用的型號及容量與方法敘述有出入，但並不影響。我們在方

法開發初期較為困惑的部分就是 EURL-SRM18 中未敘明的採樣袋充填方式，自行摸

索後最終以每分鐘 0.5L的流量計，計時 2 分鐘充填，而為了排空採樣袋中可能殘

留的其他氣體，於實際灌氣前皆先計時 30 秒灌入標準氣體潤洗採樣袋 3次；實際

觀察他們充填採樣袋其實較為隨興，將採樣袋充飽即可。另外，因採樣袋成本頗

高，歐盟實驗室選擇重複性使用，但會不定期更換採樣袋氣閥的墊片，並在每次

分析前，先抽取採樣袋中的標準品上機確認相同濃度的波峰面積是否穩定。 

 

 

置於抽氣櫃中的磷化氫標準氣體 磷化氫標準氣體濃度標示牌 

 

2. 前處理 

 EURL -SRM 18 參訪歐盟實際做法 

均質 
僅針對粗顆粒(堅果類.豆類)

常溫研磨 
一律以乾冰研磨 

檢體稱重 
粉狀檢體: 1g 

全穀類: 3 g 
皆稱取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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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硫酸 

添加 7 mL水並封口劇烈震

盪，再補 10% 硫酸至 15 mL

後迅速關蓋 

添加 7 mL水輕微搖晃，再

補 10% 硫酸至 15 mL後迅速

關蓋 

氣密針型號 Hamilton 100 / 1000 uL Gerstle 100 / 1000 uL 

潤洗氣密針方式 未描述 於採樣袋中潤洗 3次 

頂空瓶壓力調整 無此步驟 無此步驟 

標準品添加體積 未描述 最高不超過 200 uL 

檢量線 
(標準曲線)  

至少至 50 ng/g 

(標準品添加)  

0.152-15.2 ng/g 

EURL -SRM 18 中描述有關磷化氫檢驗方法的前處理步驟為稱取檢體至 20mL 頂空

瓶中，添加 H2O 7 mL後，再補 10% H2SO4 至 15mL，迅速封蓋後即可上機分析，流

程看似簡易，但實際上有許多細節會影響結果的變異性，此次參訪時，也發現歐

盟也依據前述有關檢體均質的研究結果，調整本法的均質方式，一律以乾冰研磨

處理。而歐盟在方法中敘述檢體依種類不同而有取樣量的差別，實際參訪時則統

一稱取 1g，另外在添加硫酸的部分他們也分享了重要的注意事項，包括先添加 7 

mL的水的目的是為了能事先完全將檢體潤溼，避免後續有部分檢體無法完全與硫

酸反應。 

若需以標準品添加法定量，則需使用氣密針將抽取採樣袋中的標準品，方法中並

未描述添加的方法，實際參訪時，檢驗人員先於採樣袋中潤洗氣密針約 3 次後，

才將標準品注入頂空瓶中。另外，我們在添加標準品前，會先等量移除上部體積調

整頂空瓶壓力，此步驟是參考 2020 年 EPRW 的口頭報告，由其資料可看出，移除

上部體積對於頂空瓶內壓力的平衡至關重要(如下圖)。歐盟實際的做法並沒有這

個步驟，為避免壓力不同導致的誤差，他們建議最高的標準品添加體積不要超過

200 uL，而我們等體積移除上部空氣的做法，則在添加體積為 1.5 mL 時仍可有良

好的線性。 

   EPRW 2020有關磷化氫檢驗方法之口頭演講部分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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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儀器及設備 

 EURL -SRM 18 參訪歐盟實際做法 

儀器 
Agilent 

6890 GC+ 5973 MSD 

Agilent 

8890 GC+ 5977B MSD 

進樣系統 

1. CIS 4  PTV (冷卻進樣系統/程序升溫氣化進樣口) 

2. Gerstel MAS Controller 

3. Liquid  Nitrogen 

襯管  Gerstel Glass liners CIS4 filled  with  Tenax 

層析管住 
1. Restek  Rt-Q Bond  PLOT column (30 m × 0.32 mm × 10 μm) 

2. Agilent  Restriction  capillary  (5 m × 0.25 mm)  

在儀器及設備部分，除了儀器型號略有差異外，其餘皆與 EURL -SRM 18 方法中所

敘述的相同，使用儀器為 GC-MSD，在進樣系統方面，則使用搭配液態氮的冷卻進

樣系統(CIS)及程序升溫氣化進樣口(PTV)，可透過低溫凝聚分析物，整體配置如下

左圖，搭配多孔性材質的 Tenax liner 強化分析物的捕捉(如下右圖)，達到極低

LOQ的目標，以進行有機作物中磷化氫的監測。 

另外在 GC層析管柱的末端還會再加一段毛細管，避免低分子量的干擾，減少雜訊，

這方面我們使用的管柱(HP-PLOT Q+PT  capillary column)也有相同的功能。 

  

   EURL-SRM使用 GC-MSD並搭配 Tenax liner 分析磷化氫 

4. 參數設定 

參數設定的部分則與原方法中的一致，組內於頂空的條件有參考歐盟實驗室間比

對的參數文獻進行調整，獲得現階段最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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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中環氧乙烷檢驗方法 

1. 環氧乙烷為氣體，其施用於農產品後會與環境中的氯反應生成 2-氯乙醇，因

為環氧乙烷之分子量較小，其定性離子對易受基質干擾，故本次參訪針對儀器

參數設定進行詢問。 

2. EURL-SRM 所監測之樣品中，有一件食品補充劑(含 CaCO3 及維他命 D3 之混合

物)有檢測到環氧乙烷本體殘留，檢出環氧乙烷 0.033 ppm。有關定性離子對

之基質干擾，實驗室人員說明當遇到複雜基質時，定性離子對之 S/N 就較不

佳，故 EURL-SRM 公開之文獻，其 GC 之進樣端溫度較低，並搭配使用 pre-

column，每注射 100樣品切除 15公分之 pre-column，另外，使用頂空進樣之

基質干擾較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之檢驗 

目前 EURL-SRM 內部檢驗食品中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的方法為以 GC-MS/MS 偵測二硫

化碳，並使用氯仿作為內部標準品，以 HP-VOC管柱層析後，再分別偵測二硫化

碳及氯仿。 

 蓋普丹及福爾培檢驗 

蓋普丹(Captan)及福爾培(Folpet)為不穩定且不適合以 LC 分析之農藥，蓋普丹

(Captan)於 GC 進樣端會降解為 Phthalimide(如下圖)，而福爾培(Folpet)會降解

為 THPI，故該兩項農藥屬於分析難度較高之農藥，本次於歐盟參考實驗室參訪時，

Ms. Heike Welzel 介紹他們於例行性檢驗之分析這兩項農藥之流程: 

1. 初篩: 

上機分析前，添加 Analyte protectants (APs)，使用 GC-MSMS 進行初篩，若

發現同時有蓋普丹、福爾培及其代謝物之訊號，再進行進一步定量。 

2. 精確定量: 

添加同位素內標，以「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六)」

不添加 PSA 之流程進行 Captan 及 Folpet 之萃取，並搭配 GC-MS/MS 進行分

析，於上機分析前須添加 Analyte protectants (APs)。另以「食品中殘留農

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六)」之流程進行代謝物 Phthalimide 及

THPI 之萃取，並搭配 LC-MS/MS 進行分析。農藥本體及其代謝物均為使用基

質匹配檢量線進行定量。 

3. 計算及加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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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盟 MRL 法規，蓋普丹之殘留定義為蓋普丹及其代謝物 THPI 之加總，並

以蓋普丹計，福爾培之殘留定義為福爾培及其代謝物 phtalimide 之加總，並

以福爾培計，故以上述方式個別定量後，代謝物須經轉換係數計算為本體之濃

度後再進行加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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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遠」是此行深刻的感觸，國外眾多學者在農藥

檢驗領域中奮鬥，與時俱進，透過日新月異的儀器及技術達到高效率的精準分析。此

行適逢後疫情期間，防疫政策持續滾動調整，增添行程諸多不確定因素，很感謝署內

提供兩名員額可同時參加研討會及參訪兩家實驗室，使我們在旅途中能相互照應，也

更能吸收豐富的知識，將所學帶回來與同仁分享。 

此次皆為我們首次參加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PRW)，在此盛會中見識到農藥領域

的博大精深，對於講者們所發表的困境或發現，都頗有共鳴，會議中所吸收的新知皆可

應用於農藥殘留分析領域中的方法開發，針對分析困難的基質或品項，也即時獲得尚

未公開的方法可供後續測試。而在實驗室參訪的行程中，透過連日與實驗人員密切的

交流與分享，增加彼此的熟悉度;本次參訪的重要目的之一即為建立食品中磷化氫檢驗

方法，我們在參訪前自行摸索許久，仍面臨許多問題，包括安全防護及檢驗之前處理細

節等，透過歐盟參考實驗室的示範及無私分享，我們也成功建立了適用於國內的分析

方法，深刻感受到國際合作平台的重要性。 

相關建議如下，供署內同仁參考: 

(一)EPRW會議主題與本署農藥殘留領域業務高度相關，且著重在方法開發、確效評估

等，交流成果可立即應用在本署檢驗工作上，建議持續派員參加此會議。 

(二)歐盟參考實驗室與本署研究檢驗組之角色相當，其於國際間亦扮演檢驗方法開發

之領頭羊，實際參訪可掌握最新趨勢，並即刻獲得本署檢驗方法開發所需的資源，

建議持續維繫已建立的合作管道。 

(三)參訪實驗室前建議事先整理需要交流的議題或相關問題，將有助於參訪時聚焦討

論，對方亦有充分時間準備提供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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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 照片-參與 EPRW 2022  

 

於波隆那會議中心外之活動看板合影 

 

口頭演講進行情形 (歐洲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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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商演講(義大利廳) 

 

會場 1 樓餐點區及贊助廠商設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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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技士發表壁報 1 篇並與義大利學者交流環氧乙烷議題 

二、 照片-參訪歐陸檢驗公司 

 

德國漢堡歐陸檢驗公司外觀 

與 Dr. Heike Pawelzick 合影            與 Dr. Alexander Zahm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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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照片-參訪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 

 

Sahra Fieberg說明 QuPPe流程 

 

與 Dr. Michelangelo Anastassiades 進行問題討論 

 

Christine Ullrich 與 Ellen Scherbaum說明高解析質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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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EURL-SRM的參訪紀念冊紀錄回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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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PRW 2022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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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PRW 2022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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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訪歐陸檢驗公司行程表 

2022/09/26(一) 

時間 行程 負責人員 

12:00-12:45 
◆抵達 

◆共進午餐 

➢Dr. Heike Pawelzick 

(F&D, LAB) 

➢Dr. Alexander Zahm 

 (General Manager, EXP) 

12:45-14:00 

◆Dr. Specht LABoratorien 實驗

室導覽 

◆磷化氫檢驗分析 

➢Dr. Heike Pawelzick 

14:15-15:30 

◆Dr. Specht EXPress GmbHA實

驗室導覽 

◆機器人手臂介紹 

◆極性農藥分析交流 

➢Dr. Alexander Za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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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訪歐盟單一方法參考實驗室行程表 

2022/09/28(三) 

時間 行程 負責人員 

09:00-09:45 

◆自我介紹 

◆確認並微調參訪行程 

◆介紹 EURL-SRM職掌及業務內容 

➢Ms. Silvia Zechmann 

➢Ms. Leonie Moser 

09:45-10:00 休息  

10:00-10:30 
◆以 QuPPe說明檢體前處理、均質及萃

取步驟之原理 
➢Ms. Silvia Zechmann 

10:30-12:30 ◆實際示範-QuPPe前處理流程 ➢Ms. Sahra Fieberg 

12:30-13:30 午餐  

13:30-16:00 

◆實驗室介紹 

I. QuPPe交流及討論 

II.檢驗方法問題及交流 

III.儀器介紹、分析物保護劑介紹 

➢Ms.Silvia Zechmann 

2022/09/29(四) 

09:00-12:30 

◆磷化氫檢驗方法實際示範 

I.檢體均質 

II.檢體前處理 

III.儀器參數設定 

➢Ms. Anja Barth 

➢Ms. Erika Caspart 

➢Ms.Silvia Zechmann 

12:30-14:00 聚餐 

14:00-15:30 
◆磷化氫檢驗方法討論 

◆環氧乙烷檢驗方法討論 

➢Ms. Anja Barth 

➢Ms. Erika Caspart 

➢Ms. Silvia Zechmann 

➢Ms. Giovanna Cerchia 

15:30~ 

◆討論(選擇性議題) 

I.標準品配製(Pestpedia) 

II.Datapool資料庫等 

➢Ms. Silvia Zechmann 

2022/09/30(五) 

09:00-10:45 

◆蓋普丹及福爾培檢驗方法(GC、LC) 

◆自由討論 

I.心得回饋 

II.繳交參訪紀念冊 

➢Ms. Irina Sigalov 

➢Ms. Sabrina Goerlich 

➢Ms. Silvia Zechmann 

➢Ms. Leonie Moser 

➢Ms. Ellen Scher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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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1:00 休息 

11:00-12:30 ◆蓋普丹及福爾培檢驗方法探討 ➢Ms. Irina Sigalov 

12:30-13:30 午餐 

13:30~ 問題與討論 
➢Dr. Michelangelo  

Anastassiades 

 珍重再見 實驗室全體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