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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第 43屆日本農藥製劑及施用法研討會」，共有 250位產官學研人員

參加，會中由本所楊尚唯助理研究員發表 1篇無人機專題演講，並瞭解日本各

農藥公司於研究農藥上之嚴謹態度，亦可作為我國農藥產業激勵彼此研究之借

鏡，並與日本生物農藥產業與官方單位參訪交流與互動，進一步瞭解目前日本

在生物農藥產業登記現況與產業概況，也藉由本次研習交流獲知日本在生物農

藥之研究進展與成果，以促進及砥礪我國在生物農藥之研究與開發；建議未來

可鼓勵我國產官學界農藥研發人員，積極參與本會議，精進農藥研發領域製劑

與用法的新知，也奠定國際合作的基礎，另在本次研習中發現日本的 home use

農藥商品已普遍推廣在園藝作物上，或許未來可成為我國研發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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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及目的 

農藥劑型是指農藥原體經加工後，形成具有特定形態、特性及使用方式產品

之總稱。包含其物理與化學特性，會影響其穩定性、施用效率與環境影響等。其

中包括乳劑(EC)、可溼性粉劑(WP)、懸浮劑(SC)及水分散粒劑(WG) 等皆屬常見

劑型，而每種劑型可根據作物種類與目標害物特性進行選擇，以確保藥效與應用

的安全性。 

施用方法多樣化，地面施藥是傳統且廣泛應用的農藥施用方法，通常使用背

負式噴霧器、自走式噴霧機、農藥噴霧車或電動噴霧等設備進行作業。其優勢在

於操作簡便、設備成本較低，且能精確針對作物進行均勻覆蓋，適用於中小型田

區，並搭配適量用水確保均勻覆蓋。而農噴無人機施用技術則為近年新興技術，

以低容量、高精度的方式進行施藥，較適合大面積、且高效率需求，尤其在地形

複雜或人力難以觸及的地區，有更好的效果。此外，無人機施用可藉由精準施藥，

減少用藥浪費、並達到施藥均勻性，也可減少施藥作業人員之暴露農藥風險，是

智慧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然而，農藥劑型與施用方法密切相關，在農藥之開發與實際應用中皆扮演著

十分重要的角色。日本農藥學會於1981年首次舉辦農藥製劑和施用法研討會，旨

在透過改進日本農藥製劑和使用方法技術，以實現農藥的安全、並提高使用效能。

為實現此目標，該協會每年皆會舉辦研討會，進而交流技術，為技術改進做出貢

獻。透過農藥製劑配方研究人員和施用法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並相互研討與合

作，進而有許多成果。農藥製劑技術和施用法是門多學科且廣泛涉及不同領域的

技術。因此，在研討會上，該協會不僅從日本各地，甚至積極從海外邀請專家演

講並介紹國際學術會議的內容，以獲取各式相關領域的資訊。日本農藥製劑及施

用法研討會中將有來自各個領域的技術研究報告，包括口頭報告和海報報告。 

本次研討會在日本茨城縣筑波市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過去除了Covid-19疫情

在線上舉辦外，近年在日本各地包含奈良縣奈良市、滋賀縣大津市、靜岡縣靜岡

市、神奈川縣橫濱市及兵庫縣神戶市，由日本農藥學會輪流舉辦。本次經主辦單

位統計共有現場出席250多人，包含日本、臺灣、美國、新加坡、泰國、中國等國

家之農藥公司代表及研究者參與，而本次研討會會議中共包含專題演講5場次、論

壇1場次、技術研究報告7場次與海報發表6篇等。 

本次參加會議主軸在於日本研究人員及農藥公司研究人員交流，日本在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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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技術上之各種研究，與探討農藥在無人機上之應用，及部分國際農藥分析協

作委員會上之最新概況。藉由參與本次研討會，除了分享我國在無人機使用農藥

之現況，亦可蒐集日本對於農藥製劑技術和施用法的各種研究，包括農藥資材性

質、方法開發研究、增效劑之研究與製程優化研究等，及其他農藥公司之各種有

關新型態農藥之進展與開發等，可作為未來研究參考。並於此次會議與日本專家

接觸，為未來國際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也瞭解日本各農藥公司各自在研究農藥

上的嚴謹態度，亦可作為我國國內農藥產業激勵彼此研究之借鏡。 

 

貳、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 

10月 06日 出發-抵達東京 

10月 07日 參訪「独立行政法人 農林水産消費安全技術センター 農薬検査

部」(FAMIC)與交流 

10月 08日 (1)參訪日本花王博物館(Kao Museum)與交流 

(2)拜訪日本生物農藥公司 SDS Biotech K. K.及 Agro-Kanesho 

Co., Ltd.與交流 

10月 09日 參觀 2024日本東京農業資材展 J-AGRI展覽 

10月 10日-

10月 11日 

參加「第 43屆日本農藥製劑及施用法研討會(The 43rd Japan 

Agricultural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Symposium)」 

10月 12日 返程-抵桃園國際機場 

 

參、「日本生物農藥產業與官方單位參訪」內容紀要 

一、參訪「独立行政法人農林水産消費安全技術センター(FAMIC)」與交流 

10月 07日參訪農林水産消費安全技術センター(FAMIC) ，與該單位的農藥

檢查部相互討論及交換意見。農藥檢查部為我們簡報介紹在日本生物農藥 

(biopesticide) 的登記架構。農藥檢查部包括下列幾個業務，審查調整課、環境影

響審查課、農藥使用時安全審查課、農藥品質審查課、農藥有效性審查課、試驗

設施審查課、農藥使用基準審查課、農藥實態調查課等。根據日本法規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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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為使用活體微生物作為控制病蟲草害者，包含兩種種類，其一是微生物

農藥，另一為天敵生物。而微生物農藥則包含病毒、細菌、真菌、原生生物或線

蟲等種類。在日本申請微生物農藥，FAMIC接受微生物農藥以分級評估的方式進

行評估，相關微生物農藥的資訊規範於 The notification No. 5-shoan-7650中。該

文件說明微生物農藥登記包括下列部分，(a) 微生物害蟲防治劑的規範與生物特

性 (b) 微生物害蟲防治劑的規範、物理和化學特性 (c) 效力 (d) 對人類健康與

動物之影響 (e) 作物上的殘留 (f) 非目標生物之影響(包括環境分佈和行為) (g) 

微生物農藥原體與成品之分析方法。截至今年九月底為止的微生物農藥包含了 39 

品系，26種 (species)，及 67個產品。 

二、參訪「Kao Corporation」日本花王公司之花王博物館與交流 

10月 07日參訪花王公司，由花王公司介紹該公司在界面化學的各樣應用。

花王公司最早由香皂起家，藉由製作香皂的過程，其原料為油脂化學再逐漸拓展

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包括農業議題，目前主要關注農藥的應用。在農業議題部分，

關注糧食增產、減少農藥、節省人力的部分，因此主要希望能藉由界面化學提供

解決方案，特別是在農藥助劑的部分。該公司的農藥助劑分別可應用在地面噴霧

施用及無人機施藥，且希望能藉由助劑的應用達環境影響最小化的目的。因此發

展目標為可以減低農藥使用、低汙染、節水、省力。在日本的農用助劑規模約有

1000億日圓，且每年以 6%的增長速率提升。花王公司也針對不同的農藥種類分

別開發不同的農藥助劑，分別包括給除草劑、殺菌劑、殺蟲劑、無人機使用的農

藥助劑。由於農藥在正常噴施下，造成農藥效果不穩定的因素很多，包括揮發、

飄散、作物的形狀和作物容易被潤濕的程度等等，而當以人工進行噴灑，還包括

人為噴灑不均勻等問題，因此希望能藉由助劑的使用來彌補前述造成不穩定的結

果。所以農藥助劑可協助改善物理化學性質，抑制飄散，提升附著性及潤濕性等。 

三、與日本生物農藥公司 SDS Biotech及 Agro Kanesho與交流 

10月 08日參訪民間公司，該民間公司主要為專注在生物農藥之公司，參訪

過程主要是瞭解日本生物農藥民間公司的發展方向和作法。在日本不同作物的栽

種面積隨氣候變遷與人口結構有所改變，在稻作和飼料動物等等栽種面積均呈現

下降趨勢，唯穀物類(包含小麥、黃豆等)栽種面積有所提升，然整體仍然呈現下

降趨勢，因此在農藥的使用與銷售上也有所改變。整體而言，在除草劑、農用助

劑、生物製劑比例上升外，其餘(殺蟲劑、殺菌劑等)占比均下降。在生物殺蟲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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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天敵使用占比提升，蘇力菌使用占比降低，而使用其他微生物作為殺蟲劑的

占比也提升，顯示生物殺蟲劑部分不在侷限以蘇力菌作為防治手段。發展生物製

劑主要是因日本在 2050年希望能降低 50%化學農藥使用，且不僅使降低使用量，

且包含降低風險，同時希能結合無人機使用或是環控溫室等。發展生物製劑的另

外一個目的是希望在 2050 年前能達到降低 30%化學肥料使用量，此部分在討論

過程中則較少被提到。 

四、參觀 2024日本東京農業資材展 J-AGRI展覽 

10月 09日恰遇東京農業資材展，該資材展主要專注在家庭使用 (home use) 

的資材，本次我們主要瞭解住友園藝化學所發展的新穎蘇力菌商品。該蘇力菌被

發現具有誘導抗病的能力，主要試驗為在抑制玫瑰白粉病與黑斑病的潛力。目前

有相關文獻指出，該誘導抗病的應用方式是將蘇力菌作成孢子懸浮液，而後將該

孢子懸浮液和液體培養物稀釋後共同噴灑到番茄葉片上或澆灌番茄幼苗，然後接

種 Botrytis cinerea灰黴病原菌來測定，結果證實不會直接抑制灰黴病原菌的菌絲

體生長，但是以 Realtime RT-PCR 分析證實，澆灌後的植株可提高番茄幼苗葉片

中抗病相關基因的表達水平，如 PR-1(P6) 和 P4基因等。這些結果顯示，該菌株

具有抑制番茄灰黴病的潛力，且不是透過與灰黴病的直接拮抗相互作用，而是透

過提高抗病相關基因的表達來達到系統性誘導抗病的結果。此外該展場展示許多

家庭使用的資材，種類非常多元與精緻，此部分也顯見日本文化對於使用便利性

的要求。 

肆、參加「第 43屆日本農藥製劑及施用研討會」內容紀要 

10月 10日中午 12:00報到並參加「第 43屆日本農藥製劑及施用法研討會」

會議第一天，主題包含 2場無人機應用專題演講，首先由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農業・食品産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NARO)的塩谷浩博士，發表「應用無人機防治

果樹病蟲害之技術開發」，報告中提到因果樹具有三維形狀，空中噴灑農藥很難滲

透至葉片下面，因此可以透過無人機噴灑農藥的研究一直停滯不前，而且位於斜

坡上的果園中，如使用手動控制來達到穩定飛行十分困難，需要十分高的操作技

術，因此從 2018-2022年間，在考慮到供應和未來維護的穩定性，嘗試開發出更

多國產無人機，結合日本產業及學研單位共 15 個單位進行之研究計畫共同開發

出，以 YAMAHA公司⽣產的之商用無人機 YMR‑08AP（型號 L83）為基礎並搭

載丸山製作所針對果樹園優化設計的噴灑裝置之「傾斜地ドローン」(暫譯：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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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的原型機，此原型機具備 Yamaha特有功能，可基於預先空拍的田區影像

生成的數值高程模型（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數據，自動規劃最佳飛行

路徑，以確保在斜坡地區能安全且穩定地進行自動飛行。而針對無人機噴灑的省

力效果進行的驗證結果表明，在坡度 25度的果園中，進行病害蟲防治時，手工噴

灑包括藥液調配及設備準備在內，每 1000 平方公尺需時 167 分鐘，而以斜坡無

人機原型機進行噴灑則僅需 60 分鐘，僅為手工噴灑的 36%；關於使用無人機噴

灑進行病害蟲防治的試驗結果顯示，在使用相同藥劑下，以斜坡無人機原型機噴

灑的試驗區，其防治效果與使用手動噴灑的區域相當，證實兩種方式具有相同的

防治效果。 

第二場無人機相關演講，由本所楊尚唯助理研究員發表「臺灣農噴無人機噴

灑農藥現況及未來展望」，報告中簡述臺灣目前農噴無人機之雙證照考取制度，需

考取遙控無人機專業操作證及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專業空中施作，才具有進行

無人機農藥噴灑資格，並與日方交流臺灣無人機近年在農業相關研究，包含即時

動態(RTK)技術、無人機施放天敵技術與建立不同作物之無人機精準施藥參數，

最終藉由導入精準施藥參數建構無人機產業生態系，並展望未來持續應用無人機

於臺灣農業栽培之可行性。會後日本巴斯夫代表對於臺灣的無人機雙證制度提出

問題討論，覺得有雙證可讓操作者受過更完整的訓練，在從事農藥噴灑時也可以

比較專業，而在日本僅對於無人機操作有證照考試，因此可以作為日本的借鏡。 

接著由農研機構植物防疫研究部門小荒井晃博士，發表「日本難防雜草現況

及對策」之演講，由於日本許多畜牧用之飼料穀物和乾草仰賴進口，在邊境植物

檢疫制度不完備的情況下，雜草種子容易隨進口貨物進到國內。在水田作難防治

的入侵雜草包含旋花科(Convolvulaceae)牽牛花屬(Ipomoea)，茄科(Solanaceae)燈

籠果屬(Physalis)，葫蘆科(Cucurbitaceae)刺果瓜屬(Sicyos)及菊科(Asteraceae)豚草

屬(Ragweed)，小麥作的入侵雜草包含禾本科(Poaceae)黑麥草屬(Lolium)，水稻田

的入侵雜草包含莧科 (Amaranthaceae)蓮子草屬 (Alternanthera)，柳葉菜科

(Onagraceae)丁香蓼屬(Ludwigia)，在不同類型作物的雜草也會有所不同，然而、

一旦侵入田間就難以防治的雜草，應及早發現、及早採取防治措施才是根本，在

蔓延之前將其控制住，針對難防除雜草的防治，如單次除草劑無法控制，應採取

多次除草劑進行處理。而依不同草種的⽣態特性，亦可實整合性雜草管理、包含

機械防治、耕作防治等綜合防治措施。 

本日的最後一場演講由 FAMIC 的大島雄博士發表關於今年（202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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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至  20 日）日本作為 CIPAC 正式成員參加，舉辦在荷蘭瓦赫寧恩

(Wageningen)之 CIPAC會議的會議摘要分享之論壇。在技術會議中，共同試驗實

施者提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包含有效成分的概述、供試製劑的種類、參與機構、

分析方法、色譜圖、分析結果、統計處理結果以及討論內容，並個別將其彙整，

在技術會議上進行發表報告。其評估結果將作為決策發佈在 CIPAC官網上，成為

臨時 CIPAC 方法的分析方法詳情將刊登於“Pre-published methods”欄目中。今年

的會議提出了 15種農藥分析⽅法，包含(1)4-(trifluoromethyl)nicotinamide (氟尼胺)、

(2)Abamectin(阿巴汀)、(3)Broflanilide、(4)Bifenthrin(畢芬寧)、chlorfenapyr (克凡

派)和 piperonyl butoxide、(5) Chlorantraniliprole(剋安勃)中的 Acetonitrile (乙腈) 

and 3-picoline，(6) Clethodim（剋草同），(7) Coronatine(茉莉酸類似物)，(8)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9) Gibberellic acid (勃激素)，(10) Isocycloceram 

identity test，(11) Metalaxyl (滅達樂)及Metalaxyl M (右滅達樂)， (12) Pyroxasulfone，

(13) S-metolachlor (左旋莫多草)，(14) Tebuconazole (得克利)，(15) Tepraloxydim(得

殺草)，及 1 種物理化學性狀試驗方法的提案 Pourability(傾倒法)，而最後報告中

說明 CIPAC 制定用於確立 CIPAC方法的指引，但因其中包含已廢除的資訊、缺

乏統一性、需要重新評估MT分析方法的適用性，及需要反映 CIPAC會議中的共

識，但本年度會議中未能完成所有相關資料的整備，會議期間說明將在會後重新

整理後，再發送包含評論內容的相關修訂草案。 

第一日專題演講結束後，由日本農藥公司進行 6 張海報發表。其中較有興趣

的議題為由Nouryon諾力昂公司發表之海報，因應農藥製劑與施用技術日益發展，

開發過程因多種有效成分與助劑需求而複雜化，且無人機高濃度噴灑可能導致沉

澱及噴嘴堵塞。為解決此問題，Nouryon 推出兩種高生物降解性增效劑 Agrilan® 

1015（同時具備乳化劑、分散劑和潤濕劑的三重功能），可以簡化體系結構並縮短

開發週期及 Agrilan® 1028（用於提高懸浮時相容性的介面活性劑），可防止噴灑

桶中混合多種製劑時出現的聚集或沉澱現象，以改善製劑穩定性並支持可持續農

業發展，相關的無人機增效劑產品或許也可作為我國開發方向的借鏡。從 18:00-

20:00為與會者資訊交流討論會。 

10月 11日研討會第 2日上午 10:00開始會議，並有 2場特別演講及 7場的廠

商技術發表，先由東京大学大学院理学系研究科小林修教授，發表「通過農藥的

連續合成與連續微粒子化技術實現高功能化」，為達到農藥使用量減少之目的，開

發連續生產方式，以利用緊湊型反應器並通過原料投入調節生產量的特性，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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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產量，使該方式在安全性與環保方面具有優勢，特別是基於不均相催化劑的

連續流生產法，能最大化催化劑效能，減少廢棄物產生，提升反應效率。本次演

講介紹了幾種⽬標化合物的連續合成⽅法，其中以 metalaxyl(滅達樂)為例，作者

通過對 2,6-dimethylaniline (2,6-二甲基苯胺)的氮原子進行烷基化與酰胺化來合成。

本研究旨在開發不產生鹵素類廢棄物之連續合成方法，首先以合成滅達樂前驅體

氨基酸酯為目標，研究丙酮酸酯進行烷基化的反應過程，通過預試驗發現，使用

優化的鉑/碳（硫中毒型）觸媒，可實現高選擇性與高收率的連續合成。進一步將

連續流反應產生的溶液與布朗斯特酸（Tf2NH）和甲氧基乙酸酐混合，通過加熱

至 140℃的塞流反應器(Plug Flow Reactor)，最終以高收率獲得滅達樂。另外經由

微粒化提⾼農藥成分的功能性之研究部分，小林修教授也指出利用連續式珠磨機

與連續分散液化技術，可將農藥原體製成粒徑 10~500 nm的單分散微粒。微粒化

的農藥原體因表面積增加，預期能以更低濃度發揮比傳統農藥更高的功能。而經

過 3年的研究，大阪公立大學團隊中證實，微粒化的固體殺菌劑原體相較於市售

農藥，顯著降低了用量，對液態原體亦可期待減少溶劑的效果。此外，將

Penthiopyrad(平硫瑞)進行微膠囊化後，其減量效果高達 99%。這些基礎數據顯示，

微粒化農藥在減少農藥使用量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力，後半段的研究亦與國內近年

進行微膠囊化的農藥開發方向有相近的趨勢，但除了屬於較安全劑型外也有減少

農藥達到藥效之效果。 

另一場特別演講由信州大学工学部物質化学科酒井俊郎教授，發表「乳化的

“適劑適用”～如果沒有界面活性劑，該怎麼辦？～」，人類使用乳化劑（界面活性

劑）已有 5,000 多年的歷史，油和水混合製成的乳劑被人類廣泛應用，然而乳化

劑（界面活性劑）對於混合油和水是十分重要之成分，但近年，市場對不含乳化

劑（界面活性劑）的乳劑產品之需求漸增，為因應社會大眾使用乳劑產品之多元

性，有必要改變人們對乳劑的思考模式，本演講中發表無乳化劑（Surfactant‑free；

SF‑）乳劑的研究，其中可以藉由物理方式的改變，包含讓油滴帶負電、調整溫度

及以超音波處理等方式，或是以化學方式添加其他化學成分例如少量電解質、亞

麻油酸、少量乙醇等方式，取代添加原本的乳化劑，來達到乳化的效果。 

10月 11日研討會第 2日下午 12時 50分開始 7場的廠商技術發表會議，其

中較有興趣的議題為由 Croda公司發表的「應用於作物保護之核酸輸送」，由於近

年來基於 RNA 的⽣物農藥作為化學防治方法的替代品被受到關注，而 RNA 的

⽣物農藥具有功能專一性，及對環境影響小的優勢，並可應用奈米顆粒作為載體



8 

 

將核酸遞送至目標位點保護其避免提早降解，RNAi 即是近年較多關注應用在生

物農藥之新議題；另一個議題為住友化學株式會社發表的「乳液中活性成分的晶

體沉澱風險評估」，提高乳劑開發中有效成分濃度，可減少噴灑農藥時的製劑用

量，進而降低成本，但考量環境影響，選用較安全的溶劑會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但也因此應用製劑配方，確保溶解效果變得越來越困難，且由於溶解力不足，也

增加在儲存期間晶體析出的風險，因此本研究提供三種分析方法，測定乳劑的溶

解力，【方法 1】在乳劑中加入過量的有效成分並加熱至過飽和狀態後，在低溫（0

℃）下儲存並評估溶解度隨時間的變化。【方法 2】乳劑過量加入有效成分後並儲

存在低溫（0°C）下，同時用磁力攪拌器攪拌，並評估溶解度隨時間之變化。【方

法 3】將少量有效成分加入乳劑中，加熱至完全溶解後，加入少量有效成分結晶，

低溫保存（0℃），加入觀察添加結晶之溶解狀態。儘管【方法 1】和【方法 2】都

是標準化的飽和溶解度測量方法，但發現兩種方法在溶解度測量穩定所需的時間

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方法 2】通常能夠在比【方法 1】更短的時間內評估本研究

中評估的樣品。而【方法 3】屬於一種易於目視檢測並檢測有效成分濃度超過飽

和溶解度的樣品的測試方法。 

伍、重要心得 

一、參訪行程 

在 FAMIC 初步瞭解該單位對於生物農藥之審查與管理並與該單位機構人員

交流，瞭解到日本生物農藥登記架構部分：日本的生物農藥登記以分級評估方式

進行，根據《The notification No. 5-shoan-7650》規範，涵蓋了生物農藥的規範、

物理化學特性、效力、安全性等方面；在微生物農藥類別部分：生物農藥包含微

生物農藥和天敵生物，微生物農藥可分為病毒、細菌、真菌等，並注重對環境與

非目標生物的影響；在檢查部門職責：農藥檢查部門負責從多個角度進行農藥安

全性評估，如環境影響、安全性、有效性等，確保農藥產品符合日本的法律要求。

在花王公司部分，則包括界面化學的應用：花王公司專注於農業領域，特別是在

農藥助劑的開發，透過界面化學技術提高農藥的效果並降低環境影響；農藥助劑

發展：花王的農藥助劑可用於地面噴灑及無人機施藥，目標是減少農藥使用量、

降低污染並節省人力；助劑技術：助劑可改善農藥的物理化學性質，如降低揮發

性、抑制漂移並增強附著性，提升施藥效果的穩定性。在 SDS Biotech 及 Agro 

Kanesho公司部分，則瞭解生物農藥發展趨勢：日本農業面臨氣候變遷與人口結

構變化，生物農藥的需求增加，尤其在殺蟲劑與農藥助劑方面；生物農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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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殺蟲劑的使用比例增加，特別是天敵生物的應用，而蘇力菌的使用有所下降，

顯示市場上對多樣化生物農藥的需求上升；及 2050年目標：日本計劃到 2050年

減少 50%的化學農藥使用，並且希望結合無人機和環控溫室等技術，推動更安全、

可持續的農業。在東京農業資材展 J-AGRI部分，對於蘇力菌之應用：住友化學

展示的蘇力菌可誘導植物的抗病性，特別對玫瑰白粉病與黑斑病具潛力，該菌株

不直接抑制病原菌生長，而是通過促使抗病基因表達來達到防治效果；家庭農業

資材：展覽中展示了大量家庭使用的農業資材，種類繁多，且注重使用便利性，

這反映了日本對精緻農業工具的高度要求。總結來說，日本在農藥、農業助劑及

生物農藥的應用上，注重科技創新、環境保護及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特別關注

生物農藥的發展，希望能在減少化學農藥使用的同時，提升農業的可持續性和安

全性；農藥助劑技術的發展對於解決農藥施用過程中的問題，如揮發、飄散及不

均勻噴灑，起到關鍵作用。 

二、研討會行程 

    本次「第 43屆日本農藥製劑及施用法研討會」為日本農藥學會主辦，目的在

於為日本研究人員與農藥廠商研發人員提供一個共同研討平台，並集合日本農藥

開發專家及農藥廠商研發人員一起探討農藥製劑精進技術，且近年來主辦單位更

為擴展國際視野，更邀集國外專家學者一同與會分享，本次經主辦單位統計共有

現場出席 250多人並包含日本、臺灣、美國、新加坡、泰國、中國等國家之農藥

公司代表與研究者參與，來自各國的研究人員將分享近年各字公司在農藥製劑與

應用學方面研究的新發現。更包含許多日本農研機構(NARO)之農藥製劑或施用

專家，以及法規登記之 FAMIC 與會，藉由瞭解各家公司研究人員的研究，互相

砥礪成長交流，並瞭解最新登記法規現況，與應用方法，給予與會人員滿滿收獲，

並開啟更多發想之研究方向及研究動能。 

陸、結論及建議 

一、對於農用增效劑應多加瞭解，此將有助於提升農藥效率或降低農藥使用之可

能性，同時也可應用於無人機施藥方式，而有助於降低飄散等問題。 

二、主辦單位農藥製劑施用法研究會委員長大河內武夫，在會議最後宣布下次會

議預定在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舉辦，並邀請與會大家踴躍參與，建議如果仍有機

會，屆時仍可派員參加研討會，與會人員除可吸取在農藥製劑相關研究之新知，

更可學習日本農藥商在產品開發的精神，也可鼓勵國內農藥公司，特別是日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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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參加該研討會，期望未來我國也能藉由農藥廠商互相砥礪促進我國農藥產

品的研發，或推廣我國自行研發之優良農藥產品，並促進國民外交，也讓國際知

道本所或我國農藥產品研發成果，更藉由讓本所同仁參加會議，讓與會人員走向

國際化，以提升我國國際定位，並促進農藥產業研發。 

  



11 

 

柒、附錄 

附錄一：活動照片 

 
10月 7日由 NARO小原裕三先生帶領參

訪人員於 FAMIC門口合影 

由 FAMIC笹沼伸一郎 業務調查課課長

開場介紹農藥檢查部業務 

 
FAMIC 農藥展示室中的手繪稻熱病海報 由 FAMIC人員介紹日本農藥審查與產業

應用概況 

 
由本所梁瑩如副研究員介紹所內業務 

 
由 FAMIC佐佐木千潮 審查調查課課長

介紹日本微生物農藥登記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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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討論後參訪人員與 FAMIC人員合影 

 
10月 8日參訪日本花王公司博物館，由

日本花王人員簡介花王歷史 

 
參訪人員與日本花王公司人員簡短交流

後合影 

參訪人員與 SDS BiotechK. K.及 

Agro-Kanesho 公司人員交流後合影 

 
10月 9日東京農業資材展 J-AGRI展覽

在幕張展覽館舉行 

 
參觀 2024日本東京農業資材展 J-AGRI

展覽(由 NARO小原先生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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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garden食品級園藝用殺菌劑商品 

 
Earth garden的家庭園藝用除草劑商品 

 
此為住友化學園藝之家庭用蘇力菌殺菌

劑商品 

 
此為展場之粒劑撒播裝置 

 
10月 10日研討會報到註冊 

 
本研討會在茨城市筑波國際會議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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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製劑施用法研究會委員長 

大河內武夫開場揭開會議序幕 

 
10月 10日楊尚唯助理研究員發表無人

機相關專題演講 

 
由 Nouryon諾力昂公司發表有關生物降

解性增效劑之海報 

 
下次會議預定在 2025年 10月 16日-17

日在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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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 43屆日本農藥製劑及施用法研討會(The 43rd Japan Agricultural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Symposium)」摘要封面、目錄及本所 1篇發表之研討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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