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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uropean Pesticide Residue Workshop, EPRW）是歐洲乃

至全球最重要的農藥殘留分析與監測的專業會議之一，每兩年舉辦一次。該活動

匯聚來自研究機構、政府監管機構、產業界及相關技術供應商的專家，為農藥殘

留檢測和風險評估領域提供了一個國際化的交流平台，今年第十五屆研討會於

2024 年 9 月 16 日至 20 日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議主要議題聚焦於先進的分析技

術和方法、高解析質譜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單一殘留方法、分析質量控制和驗證

程序的指南、品質保證和實驗室認證要求、毒理學和風險評估、農藥註冊和使用

的趨勢、監測計劃、法規問題、綠色分析化學、「新食品」分析等。特別值得關

注的是，今年的主題日於 9 月 18 日（週三）舉行，聚焦“綠色分析化學、微型

化與自動化”，專家分享此領域的多元觀點。此研討會促進國際間的合作與信息

共享，還為標準制定與方法優化提供了科學依據，是農藥殘留檢測領域的重要風

向標，共同推動農藥殘留分析領域的進步與發展。本所於研討會中發表「The 

application of Rapid Screening MassSpectrometry Mobile Detection Vehicles」壁報論文

1 篇。本報告將聚焦於今年主題日之重要內容及國際發展趨勢分享 6 篇口頭論文

發表內容及 1 篇壁報展示內容，另外也分享亞洲國家日本及韓國壁報展示內容 4

篇，農藥參考物質壁報 1 篇，最後針對本年度得獎壁報 3 篇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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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European Pesticide Residue Workshop, EPRW）是歐洲乃

至全球最重要的農藥殘留分析與監測的專業會議之一，每兩年舉辦一次。該活動

匯聚來自研究機構、政府監管機構、產業界及相關技術供應商的專家，為農藥殘

留檢測和風險評估領域提供了一個國際化的交流平台，今年第十五屆研討會於

2024 年 9 月 16 日至 20 日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此次研討會的核心議題涵蓋新型分

析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多殘留分析方法的改進、檢測儀器的創新、數據質量與驗

證標準的提升，以及法規與政策的最新動向。與會者將有機會參加專題演講、技

術工作坊、口頭報告和學術壁報展示，全面瞭解行業進展。特別值得關注的是，

今年的主題日於 9 月 18 日（週三）舉行，聚焦“綠色分析化學、微型化與自動

化”，專家分享對這些日益重要領域的多元觀點。作為一項傳統，本屆研討會於

9 月 16 日（週一）下午啟動會前課程，由歐盟食品農藥殘留單一方法參考實驗

室（European Union Reference Laboratory for Pesticide Residues in Food with Single 

Residue Methods）主講，深入探討單一殘留方法（SRM）化合物的最新進展。從

週二到週五，科學日程將包括主旨報告、年輕科學家的口頭報告以及展示約 160

份壁報的專區，展現該領域充滿活力的研究社群。此外，展覽區和供應商專場將

展示分析儀器和實驗室設備的最新創新技術，為儀器製造商和實驗室供應商提供

展示其最新產品與服務的機會，推動新技術的市場化發展。該會議以促進科學研

究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為目標，幫助監管機構和產業界提高食品和農產品的安全性

及合規性。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的加速，農藥殘留問題已成為全球食品

安全領域的關注焦點，EPRW 不僅促進了國際間的合作與信息共享，還為標準制

定與方法優化提供了科學依據，是農藥殘留檢測領域的重要風向標，共同推動農

藥殘留分析領域的進步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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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 EPRW 研討會手冊封面及舉辦地點(圖片摘錄自研討會提供手冊) 

 

貳、過程 
第 15 屆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於瑞士蘇黎世舉行，本次會議有 22 家廠商參

展，29 位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展示壁報依主題分為分析方法的發展與應用、

監管問題和監控、毒理學和攝取量評估、其他主題及廠商壁報 5 大類，共 156 份

壁報。會議主要議題聚焦於先進的分析技術和方法、高解析質譜的定性和定量方

法、單一殘留方法、分析質量控制和驗證程序的指南、品質保證和實驗室認證要

求、毒理學和風險評估、農藥註冊和使用的趨勢、監測計劃、法規問題、綠色分

析化學、「新食品」分析等。本所於研討會中發表「The application of Rapid Screening 

MassSpectrometry Mobile Detection Vehicles」壁報論文 1 篇。由於研討會議題廣泛，

本次報告將聚焦於今年主題日“綠色分析化學、微型化與自動化”之重要內容及

國際發展趨勢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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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研討會發表「質譜快檢行動檢測車之應用」之壁報論文。 

一、口頭論文發表內容 

主題一：殘留分析方法開發：從基本原理到現代效率(Residues method development: 

From first principles to modern efficiency)。由英國愛丁堡查理斯河實驗室(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 Pawel Markowicz 發表演說。 

農藥的使用雖然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但也引發了對農藥殘留對健康和環境風險的

擔憂，為保護人類、動物和環境健康，2020 年推出的歐盟「從農田到餐桌」戰

略等嚴格的法規旨在限制有害物質的使用。由於農藥殘留的物理化學性質多樣及

目標濃度極低，且需要對複雜基質進行樣品淨化，因此開發可靠的檢測方法具有

挑戰性。準確且穩定方法需要高效的樣品製備和先進的檢測技術，方法開發對於

全球分析實驗室來說是一個關鍵且耗時費力的過程，正確開發的方法是成功進行

方法驗證和樣品分析的關鍵，以提供準確的數據用於監管提交。本報告將探討分

析方法開發方面的策略，旨在提高效率、穩健性並縮短分析時間，概述結合基本

原理和創新方法來優化傳統方法並開發新方法的策略，並利用現代設備和更綠色

的實踐，強調瞭解化學原理在優化傳統方法中的重要性，通過整合先進技術和綠

色溶劑，可以使方法更加穩健和環保，減少交叉污染風險並提高樣品處理量。重

點將放在從傳統樣品製備技術轉向更現代化設備的更為友好的方法，將探討基本

pH 值層析分離在液相層析質譜儀分析中相對於酸性條件的優勢。此外，還將討

論手性色譜技術，特別是對難以分離的手性分子使用超臨界流體色譜（SFC）的

必要性，這種方法提高了分離對映異構體的分離度和效率，支持了製藥和農化行

業的各種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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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wel Markowicz et al., 2024) 

 

主題二：QuEChERS 方法在蔬果中的微型化：如不進行低溫研磨，我們能做到多

小？(Miniaturization of the QuEChERS method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How mini can 

we go without cryogenic milling?)。由荷蘭瓦赫寧根瓦赫寧根食品安全研究所

(Wageningen Food Safety Research) Yuki Yamasaki 發表演說。 

QuEChERS 方法是一種常用的農藥殘留分析方法。然而，該方法通常需要較大量

的溶劑和鹽，且需要較大的樣品量，這使得其不夠環保且成本較高。因此，研究

者們一直致力於縮小該方法的規模，以實現更環保、更經濟的分析。本研究旨在

探索 QuEChERS 方法的微型化潛力，即減少溶劑和鹽的用量，並縮小分析樣品的

大小。研究者們特別關注如何通過標準食品加工設備（如 Stephan 混合器和 Turrax

均質器）對水果和蔬菜進行常溫研磨，以達到足夠的樣品均質性，從而實現小型

分析樣品的使用。樣品均質性:對於菠菜和柑橘，1 步研磨就足以獲得足夠的樣品

均質性，即使對於 0.5 g 的小型分析樣品也是如此。對於紅葡萄，2 步研磨是必

要的，特別是對於小型分析樣品，才能獲得足夠高的精密度。農藥回收率：大多

數農藥的濃度在不同大小的分析樣品之間是相似的。然而，極性農藥在小型分析

樣品中的回收率較低，這可以通过使用回收因子進行校正。總體而言，本研究表

明 QuEChERS 方法可以成功地微型化，而無需使用低溫研磨。這為實驗室實現更

環保、更經濟的農藥殘留分析提供了新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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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i Yamasaki et al., 2024) 

 

主題三：食品中嘉磷塞的測定：質譜法和免疫層析法的性能評估與環境評估

(Glyphosate determination in foo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mass spectrometric and immunochromatographic methods)。由義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

食品生產科學研究(Institute of Sciences of Food Produc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Italy) Biancamaria Ciasca 發表演說。 

嘉磷塞受到國家和國際監管機構的定期評估，迄今為止，經提出了基於

LC-MS/MS 的方法來單獨或與其他極性農藥一起測定嘉磷塞，而流動注射-串聯質

譜(FI-MS/MS)已被證明是一種有前途的快速檢測嘉磷塞的替代方法。此外，少數

側流試紙(LFD)已被商業化，以經濟有效的方式快速篩選嘉磷塞。除了評估分析

性能外，在選擇適合目的的分析方法時，還越來越需要評估所用方法的環境影響

和操作員安全。本研究根據 SANTE/11312/2021 指南開發、驗證和比較三種不同

的嘉磷塞測定方法，分別基於 LC-MS/MS、FI-MS/MS 和全自動免疫色譜測試，

將基於 GAPI（綠色分析程序指數）工具評估所提出的分析方法的生態影響。具

體來說，將使用 AGREE（分析綠色度度量方法和軟件）工具，該工具包含 10

個標準來評估導致整體環境影響的不同因素以評估綠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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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ncamaria Ciasca et al., 2024) 

 

主題四：來自歐盟水果蔬菜參考實驗室的消息(Automation and Miniaturization for 

Enhancing Analytical Methods in Pesticide Residue Evaluation in Food)。由西班牙阿爾

梅里亞-歐洲水果與蔬菜農藥殘留參考實驗室(European Reference Laboratory for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 and Vegetables) Amadeo Fernandez Alba 發表演說。 

食物控制實驗室專門檢測農藥殘留，為了符合嚴格的食物安全法規，近年來透過

先進質譜儀擴展分析範圍並降低定量極限(LOQ)而取得重大進展。然而，隨著新

方法和分析物的引入，在不影響結果品質的前提下，加速分析程序變得至關重

要。自動化和微型化無疑是支持這些新目標或擴展目標的重要議題，包括減少實

驗室廢棄物。最近，開發了新設備來實現這些目標。同時，考慮可以解決這些實

施問題的創新方法的差異以及在滿足食品控制實驗室日常應用實踐要求時可能

出現的額外挑戰也至關重要。本研究探索和討論了一些新引入或即將實施的分析

工具的進展。這些發展特別關注自動化和微型化。該研究強調分析方法的創新方

向，強調它們向更高效和環保方法的演變。首先，重點關注樣品提取的自動化，

使用 EDGE
®或 Extreva®等分析工具，特別強調乾性樣品。接下來，討論以多殘留

方法為重點的清潔程序，特別是微型固相萃取(Micro-SPE)。最後，深入研究層析

法，特別是微流層析。對這些提案的評估，無論是新的還是相對成熟的，都可以

提高樣品處理量，減少實驗室廢物，並根據 ISO 17025 維持必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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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deo Fernandez Alba et al., 2024) 

 

主題五：食品農藥殘留分析中樣品大小和萃取設備影響的全面評估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impact of sample size and extraction equipment in 

pesticide residue analysis in food)。由巴斯夫公司(BASF S.A) Wesley Jose 發表演說。 

正確的樣品採樣和處理對於獲得準確的農藥殘留分析結果一直至關重要。然而，

隨著行業和實驗室開始使用高通量自動化分析方法分析約 100 mg 的測試樣品，

這個問題變得更加重要。減少分析測試樣品的大小通常可以提高樣品處理量、減

少勞動力並實施自動化方法。然而，必須確保測試樣品準確代表原始大批量樣

品，以滿足分析要求。為了確定最適合的樣品大小並評估提取設備的潛在差異，

選擇來自不同代表性的 4 種基質進行了徹底分析，這些基質含有來自多種不同分

析物的殘留。首先採用實驗設計(DOE)方法，特別是利用全因子設計(2^3，這些

分析系統地評估殘留分析萃取步驟中不同因素的影響，例如樣品大小、萃取設備

和樣品量/萃取體積比例比，以實現高通量自動化程序在我們的分析實驗室中的

實施。考慮縮小樣品大小以適用於多種分析方法，這項額外評估有助於確認先前

的發現，並提供有關最佳樣品大小和萃取設備要求的更多見解。本研究旨在分享

綜合研究的結果，為適當的農藥殘留分析樣品處理技術提供寶貴的見解，這些發

現不僅有利於農化產業，還有利於監管機構、實驗室和涉及確保食品安全和環境

保護的利益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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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 Jose et al., 2024) 

 

主題六：全新μSPE 用於自動化農藥萃取與淨化(The New PAL Micro-SPE Cartridge 

for Automated Pesticides Extraction and Clean-up)。由瑞士思特斯分析儀器有限公司

(CTC Analytics AG) Hans-Joachim Hübschmann 發表演說。 

一種新的μSPE 柱被引入，用於自動處理農藥分析的原始提取物，以便進行

GC-MS 或 LC-MS 分析。本文討論新型 PAL μSPE 的設計標準以及與傳統 SPE

的比較。μSPE 柱的新格式允許在 PAL RTC 機器人採樣系統上可靠地自動化，

用於獨立和在線 GC-MS 以及 LC-MS 分析。此外，只需過濾樣品即可進行自動

LC 或 IC 分析。μSPE 的使用結合了許多對實驗室物流和數據質量的優勢，吸附

劑材料的選擇大大簡化，適用於所有食品商品，甚至高脂肪含量樣品。省去了耗

時的洗脫液蒸發步驟。所有樣品可以在同一時間線上進行製備和分析，以實現最

佳的再現性。當然，自動化系統不僅可以解放人力，還可以騰出時間進行數據評

估和報告。自動化μSPE 清潔工作流程的多功能性體現在農藥分析中，包括使用

乙腈或乙酸乙酯的 QuEChERS 萃取，或使用甲醇進行 QuPPe 萃取以獲得高極性

化合物。本文介紹常規實驗室中實踐的幾個應用範例。 

  

  

(Hans-Joachim Hübschmann.,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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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壁報展示內容 

壁報一：以自動化μSPE 淨化流程及 LC-MS/MS 進行各種香料樣品農藥殘留分析

(Pesticide residue analysis in various spice samples through an automated μSPE clean-up 

workflow was determined using LC-MS/MS)。由阿爾梅里亞大學-歐洲水果與蔬菜農

藥殘留參考實驗室 José Antonio Martínez 等人發表。 

由於香料基質的複雜性以及可能存在的農藥種類繁多，因此需要採用專業化的樣

品提取和淨化流程，以有效減少基質干擾和離子抑制問題。在本研究中，不同香

料基質（包括辣椒粉、咖喱、薑黃、幹辣椒和黑胡椒）的提取物被應用自動化的

μSPE 淨化，旨在使用 LC-MS/MS 技術進行農藥的多殘留分析。這種先進的自動

化μSPE 方法使用預填充的柱筒，其中裝有多種吸附材料，專門用於捕獲多種共

提取物質。淨化過程由自動進樣器執行自動化操作，不僅提高了效率，還降低了

人為誤差的可能性。不同香料的 MRLs 因香料種類而異。通常情況下，99%分析

物質的 MRLs 設定在 0.05 mg/kg 或更高。在 0.05 和 0.1 mg/kg 的回收試驗中，該

方法顯示出優異的回收率（70%至 120%），並且超過 98%的化合物的 RSD 值低於

20%。值得注意的是，樣品淨化的自動化處理每個樣品僅需約 5 分鐘，相較于傳

統的手動淨化方法，日處理量提高了 20%，顯著提升了工作效率。 

 
(José Antonio Martínez1 et al., 2024) 

 

本研討會亞洲國家日本及韓國也有派員參加，以下將介紹 2 篇日本及 2 篇韓國壁

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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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二：LC-MS/MS 和 GC-MS/MS 檢測食用昆蟲中的農藥殘留(Multi-residue 

methods for pesticides in edible insects by LC-MS/MS and GC-MS/MS)。由日本國立保

健科學研究所食品部(Division of Food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Japan) 

Shizuka Shida 等人發表。 

昆蟲富含蛋白質和礦物質，其飼料轉換效率高於牛和其他物種。這使得食用昆蟲

成為解決人口增長導致全球蛋白質短缺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然而，使用食物和

農業廢物作為昆蟲飼料存在風險，尤其是農藥污染。在日本，蟋蟀、蠶和黃粉蟲

等食用昆蟲已經上市。因此，開發一種監測食用昆蟲中廣泛農藥殘留的方法至關

重要。本研究開發的方法使用 LC-MS/MS 或 GC-MS/MS 對 285 種化合物進行 0.01 

mg/kg 的確效。269 種化合物取得了令人滿意的分析性能，準確度範圍為 70%至

120%，精密度小於 20%。此方法被認為適用於監測食用昆蟲中的農藥殘留，已

獲得日本厚生勞動省認可（grant number 23K1010）。 

 
(Shizuka Shida et al., 2022) 

 

壁報三：使用彈性網路迴歸開發加工番茄商品中農藥處理因子的預測模型

(Development of a prediction model for processing factor of pesticides in processed tomato 

commodities using elastic net regularization)。由日本國立保健科學研究所食品部 Yuki 

Yamasaki 等人發表。 

加工因子(PF)是評估加工食品中農藥殘留風險的重要參數，代表著食品加工過程

中農藥殘留水平的變化。PF 值是透過加工研究的結果計算得出的實際數值，但

此類研究通常需要繁瑣的程序，例如種植作物、田間噴灑農藥、食品加工以及分

析農藥殘留量等。若能不進行加工研究就能估算 PF 值，將會非常便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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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開發了一個新型模型，可以根據農藥的理化特性來預測 PF 值。研究人員

選用了 23 種具有廣泛理化特性的農藥，在番茄田裡進行了兩次施藥。採收後兩

天，番茄加工成汁液、濕渣和乾渣。利用 LC-MS/MS 分析了生鮮番茄和加工番茄

製品中的農藥殘留物。在數據分析中，將選定的 23 種農藥分為訓練數據(20 種)

和測試數據(3 種)，並利用訓練數據開發模型。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顯示，PF

值與農藥的理化特性(例如分子量、辛醇/水分配系数、水溶性等)呈正向或負向相

關。 

 
(Yuki Yamasaki et al., 2024) 

 

壁 報 四： 二硫 代胺基 甲 酸鹽 類質 譜分析 方 法之 研究 (A STUDY ON 

DITHIOCARBAMATES ANALYSIS METHOD USING MASS SPECTROMETRY)。由

韓國國家農產品品質管理局實驗研究所(Experi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Management Service) Chang Jo Kim 等人發表。 

目前主要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將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分解為 CS2，並透過分光光度

法對其進行定量。然而，這種分析方法需要很長時間，而且預處理較困難。此外，

研磨樣品可能會導致物質分解，使得樣品微型化變得困難，且在製備過程中需格

外小心。因此，本研究開發了一種利用 QuEChERS 前處理方法，以 LC-MS/MS

和 GC-MS/MS 輕鬆分析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的方法。在二硫代氨基甲酸酯中，針對

了四種國內登記使用的農藥成分：得恩地、鋅錳乃浦、免得爛和甲基鋅乃浦。使

用 DDMe、EBMe 和 PBMe 對進行甲基化和分析。 對糙米、橘子、紅辣椒、大豆

和馬鈴薯樣品確效了四種成分的回收率，並在三個實驗室進行了交叉確效。通過

決定係數（R2）評估線性，結果大於 0.99。定量極限為 0.01 mg/kg。所有基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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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回收率和相對標準偏差均符合驗證指南的。 

 
(Chang Jo Kim et al., 2024) 

 

壁報五：農產品、有機資材及農業環境中 463 種農藥殘留物分析方法開發

(DEVELOPMENT OF ANALYSIS METHODS FOR 463 TYPE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GANIC FARMING MATERIALS, 

AND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S)。由韓國國家農產品品質管理局實驗研

究所 Chang Jo Kim 等人發表。 

總共開發了三種分析方法：農產品分析方法、有機資材分析方法和農業材料（蘑

菇培養基、果袋）、土壤和水分析方法。總共選定了 463 種農藥，包括國內分佈

和使用量較高的農藥，以及在農業環境殘留調查中檢測到的成分。測試的農藥相

同，但分析方法根據每個樣品的特徵進行了修改。前處理方法是 QuEChERS 方法

的改良版，使用的分析儀器是 LC-MS/MS 和 GC-MS/MS。之後，對分析方法進行

確效。該分析方法由三個實驗室進行了交叉確效。結果定量極限低於 0.01 mg/kg，

決定係數大於 0.98。大多數基質和成分的回收率和相對標準偏差符合驗證指南的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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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Jo Kim et al., 2024) 

 

本次研討會也展示少數農藥參考物質之研究： 

壁報六：確保消費者安全：大麻農藥檢測中認證參考物質的重要性(Ensuring 

Consumer Safety with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Pesticide Testing in Cannabis)。由

Sigma-Aldrich 公司 Ingrid Hayenga 等人發表。 

近年來，越來越多州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這導致了對監管的需求。認證參考物

質有助於實施這些法規並確保合規。該壁報描述了專門用於測試大麻產品的農藥

溶液的開發過程。這包括起始材料的認證、溶液的重量分析製備、穩定性監測和

可追溯性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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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id Hayenga et al., 2024) 

 

本次研討會有 3 篇得獎壁報，壁報獎評選標準為科學內容與品質、原創性對日常

應用的相關性、設計/佈局/清晰度/自解釋性及個人展示（回答問題），以下將介

紹得獎壁報： 

壁報七：一種將蔬菜基質水解的農藥殘留分析替代方法(AN ALTERNATIVE 

ANALYTICAL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DETERMINING PESTICIDE 

RESIDUES BASED ON HYDROLYSIS PROCESS IN VEGETABLE MATRICES)。由

華沙生命科學大學食品技術學院(Warsaw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Faculty of Food 

Technology) Iwona Wenio 等人發表。 

酸性農藥廣泛應用於農業，但其反應性官能團（羧基、酚基、氨基等）常導致與

基質成分形成各種結合物，使總殘留量測定變得困難。因此，在樣品製備過程中

加入水解步驟以分解結合物和酯類，生成易於定量為游離酸的明確化合物至關重

要。修改後的 QuEChERS 方法，加入了在 60°C 進行 16 小時的酸性水解步驟，被

證明是測定複雜化合物組成的最有效分析方法。然而，用 NaOH 中和提取液時，

提取液中會產生沉澱，導致 GC-MS/MS 儀器進樣困難。因此，必須對提取液進行

額外的過濾，並且在將樣品中和至所需 pH 值（5.5）後，應立即處理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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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ona Wenio et al., 2024) 

 

壁報八：抗氧化劑在樣品研磨過程中防止農藥降解的應用(The Use of Antioxidants 

to Prevent the Degradation of Pesticides During the Sample Grinding Process)。由阿爾梅

里亞大學-歐洲水果與蔬菜農藥殘留參考實驗室 Jose Antonio Martínez 等人發表。 

抗氧化劑可用於防止農藥在樣品研磨過程中降解。眾所周知，某些化合物在研磨

過程中會因基質中的氧化過程而降解，這可能導致定量結果的誤差。為了阻止這

些氧化過程，一種解決方案是添加抗氧化劑。在過去幾年裡，歐洲聯盟參考實驗

室（EURL-FV）對某些農藥進行了評估，並確定添加抗壞血酸（維生素 C）作為

抗氧化劑可以有效防止某些化合物的降解，阻止氧化過程。本研究評估樣品研磨

過程中添加 1% 抗壞血酸的效果，特別是在易於氧化的基質如香蕉、馬鈴薯和

蘋果中。使用 200 克樣品（添加和未添加 1% 抗壞血酸）對 240 種化合物進行

了研磨前的評估。提取方法採用 QuEChERS。結果顯示，根據基質不同而氧化降

解 3% 的化合物，添加抗壞血酸防止降解提高了回收率。然而，添加抗壞血酸

並非完全有益，觀察到另外約 3% 的化合物，在不添加抗壞血酸的情況下回收

率在 70-120% 之間，但在添加抗壞血酸後回收率顯著降低。研究結果突顯了在

某些農藥/商品組合中使用抗氧化劑的必要性。例如，在撲克拉或賽福座的情況

下，這可以防止定量低估，從而確保農藥分析結果更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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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 Antonio Martínez et al., 2024) 

 

壁報九：利用農藥殘留分析驗證牛奶生產中生物處理的品質(The use of pesticide 

residue analysis to validate the quality of biological treatments in milk production)。由巴

西聖保羅生物研究所(Instituto Biológico, São Paulo, Brazil;) Graziela C.R.M. Andrade

等人發表。 

蜱蟲是畜牧業常見的問題，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會影響牛奶的品質。巴西生物

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利用無人機在牧場中施用真菌來控制牛蜱（Rhipicephalus 

microplus）。本研究旨在評估使用陶斯松、賽滅寧和協力精等殺蟲劑處理奶牛（CC

組）和使用綠僵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 IBCB 425）處理奶牛（CB 組）的牛奶

樣品中的農藥殘留。實驗在巴西聖保羅州進行，持續 63 天。兩組都進行了三次

處理，間隔 21 天。採用 QuEChERS 進樣品製備，使用 EN15662 乙酸緩衝液和

UPLC-MS/MS（MRM 模式）檢測，並根據歐盟指南（SANTE/11312/2021）進行驗

證。結果 CC 組：在處理後第 1 天和第 7 天檢測到陶斯松、賽滅寧和協力精的殘

留。CB 組：未檢測到任何農藥殘留物。結論真菌處理是一種高效且環境友好的

蜱蟲控制替代方案。與化學殺蟲劑相比，真菌處理具有減少蜱蟲抗藥性、低毒性、

持久功效和與可持續使用等優點。真菌處理可顯著降低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風

險，促進更安全、更可持續的蜱蟲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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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ziela C.R.M. Andrade et al., 2024) 

 

參、心得 
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是歐洲乃至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農藥殘留分析與監測領

域專業會議之一。本次研討會吸引了來自全球的科學家、監管機構代表、研究人

員及相關產業專家，共同探討最新的科學技術、監管政策及市場趨勢。會議主題

涵蓋範圍廣泛包括：1.農藥殘留檢測技術的最新進展：如 LC-MS/MS、GC-MS/MS

及快速檢測技術等。2.毒理學與風險評估：關注農藥殘留對人類健康及環境的長

期影響，評估殘留物質在不同暴露條件下的風險。3.農藥註冊與使用趨勢：包括

新農藥分子研發方向、綠色農藥的應用，以及各國對於不同農藥的法規要求。4.

監管政策及國際標準化：討論如何推動國際間的合作，例如歐盟、日本、韓國等

主要市場的法規標準協調，並與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的標

準接軌。本次會議的主題日活動更是重點突出，針對以下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1.新興污染物與多重殘留分析方法：隨著新型農藥及化學物質的出現，傳統方法

難以完全覆蓋，研究者提出了多通量及高靈敏度的檢測技術應對挑戰。2.氣候變

遷對農藥殘留的影響：氣候條件的變化可能改變作物病蟲害特性，從而影響農藥

使用及殘留模式。3.數據驅動的監測與管理系統：利用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技術，

提高農藥殘留監測的效率與準確性。雖然研討會內容豐富，但由於經費有限形成

的人員限制，故難以全面詳細吸收所有議題，日本與韓國等鄰近國家均派遣 2

人以上的團隊參與，顯示其對農藥殘留議題的高度重視。相比之下，本次會議台

灣僅能派遣 1 人參與，難以全面涵蓋包括毒理學、法規、註冊管理等非個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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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範疇，僅能聚焦於主題日內容及與業務相關的國際發展趨勢進行報告和資料

蒐集。 

四、建議 
一、目前，歐洲在農藥殘留分析方法的開發上，正朝著更高效率、更穩定性以及

更短分析時間的目標邁進。這些策略包括引入現代化設備及綠色實踐，例如減少

溶劑使用量和萃取鹽類的用量，同時縮小分析樣品大小，減少環境負擔。這些措

施不僅符合節能減碳的國際趨勢，也呼應了國內在降低碳排放的政策方向。此

外，隨著未來勞動力減少和人力成本提升，分析實驗室自動化的推行變得尤為重

要。實現高效且環保的分析技術，將為實驗室運作帶來長期效益，並提高國際市

場的競爭力。 
二、歐洲農藥殘留研討會的議題範圍廣泛，涵蓋了前沿的分析技術和方法，如高

解析質譜（HRMS）的定性和定量方法、針對單一農藥殘留的分析方法、多重殘

留檢測技術等。此外，會議還深入探討了分析質量控制及驗證程序的指南、品質

保證與實驗室認證要求等。對於環保與健康的重視，毒理學及風險評估仍是討論

重點，而農藥註冊及使用的趨勢、監測計劃、國際法規的協調也為監管部門提供

了重要參考。特別是「綠色分析化學」和「新食品」分析，代表了未來農藥殘留

分析的新興方向。儘管會議內容豐富且具有前瞻性，但以 1 人之力難以全面吸收

與涵蓋所有重要議題。建議在未來如第 16 屆 EPRW 於荷蘭鹿特丹舉行時，可派

遣至少 2 位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代表參與。一方面可進一步深化對技術趨勢的學

習，另一方面藉由團隊內部的討論和協作，能夠更全面地蒐集與分析資訊，進一

步將國際經驗與新知識轉化為本地應用的具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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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討會議程表 (摘錄自研討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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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心得分享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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