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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准 入 案 時，除 了 系 統 性 管 理 或 非 疫 生 產 區 等 管 理 方 式 外，仍 以 檢 疫 殺 蟲 處 理 技 術 為

主。相 關 規 範 如 國 際 植 物 保 護 公 約（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簡 稱 IPPC）

已 制 定 國 際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措 施 標 準 (ISPM)第 18 號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rradiat ion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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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之 規 定。因 其 對 於 果 品 處 理 後 品 質 傷 害 較 低，故 於 世 界 各 國 間 逐 漸 普 及，為 利 未 來

相 關 法 規 制 定 ， 定 然 要 向 技 術 成 熟 的 國 家 學 習 相 關 國 際 規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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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鍳於我國為東方果實蠅、瓜實蠅等果實蠅科有害生物疫區，寄主鮮果實向外

國申請市場准入案時，除了系統性管理或非疫生產區等管理方式外，仍以檢疫殺

蟲處理技術為主。目前我國已開發完成且已可輸出鮮果實的檢疫處理技術計有蒸

熱(芒果、木瓜、白肉種紅龍果)、低溫(荔枝、楊桃、龍眼、番石榴、棗、葡萄、

椪柑、白柚及文旦)、蒸熱低溫複合(荔枝)、溴化甲烷燻蒸(鳳梨)等。另近年來，

輻射照射作為檢疫處理方式逐漸普及，相關規範如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簡稱 IPPC）已制定國際植物

防疫檢疫措施標準(ISPM)第 18號(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rradiation as 

a phytosanitary measure；輻射照射檢疫處理準則)，及以輻射照射殺滅蔬果產

品果實蠅類之處理基準業列於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ISPM)第 28 號附錄

7(Irradiation treatment for fruit flies of the family Tephritidae)中。 

我國目前與輻射照射檢疫處理相關之規定僅有與澳大利亞訂定之「臺灣產荔

枝鮮果實輸往澳大利亞檢疫條件」，其中納入輸出前輻射照射處理之規定。因其

對於果品處理後品質傷害較低，於世界各國間逐漸普及，向技術成熟的國家學習

相關國際規範，有助於未來相關法規制定。 

本署依據臺泰農業合作協議提出合作計畫，請泰方安排我方人員，參訪該國

輻射照射檢疫處理作業，並就其相關法律規定、設施建置與認證作業、商業運作

方式及輸出檢疫等內容，提供參訪行程。本案經泰國農業司（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DOA）同意安排我方派員於 113 (2024)年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30 

日赴該國進行參訪，本署選派主辦輸出入農產品之植物檢疫組農產品檢疫科陳俊

宏技正前往執行。本次主要參訪泰國辦理鮮果輻射處理商業輸出之設施、低溫及

蒸熱檢疫處理設施與現場作業情形，以及國家原子能技術中心，本次參訪所得將

作為本署規劃檢疫處理技術開發及相關檢疫處理實務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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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泰國是水果大國，年產值超過 400億泰銖(超過 370億台幣)，其中芒果經過

各式檢疫處理後輸出，為該國重要外銷農產品，2022年外銷量達 339,917噸(FAO，

2022)。泰國農業司(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DOA)植物保護研究及發

展室(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簡稱 PPRDO)曾受

邀於 2014年世界植物保護組織 (IPPC)年會中，報告針對芒果、山竹及柚子鮮果

實之蒸熱處理滅除木瓜果實蠅技術，以及該國已開發 8 種鮮果實之輻射照射技

術。顯見該國輸出入鮮果實輻射照射處理技術、設施設備標準、於各種鮮果實應

用方式、輻射照射處理鮮果實之輸出入檢疫實務作業都有值得學習之處。 

隨著國際農產品貿易的擴展，各國對於輸入植物產品的檢疫要求日益嚴格，

以確保有害生物消滅並防止入侵性病蟲害的擴散。傳統的檢疫處理方式如蒸熱及

低溫冷藏，雖能有效達成檢疫要求，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影響農產品品質與保存

期限。目前，全球越來越多國家採用輻射照射技術作為檢疫殺蟲處理的方法，以

確保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安全性和品質。相較之下，輻射照射處理能有效殺滅

有害生物，同時對產品品質影響較小。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組織（IPPC）於 2003 年發布「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

準第 18號：輻射照射檢疫處理準則」，供各國採用輻射照射技術參考。目前包括

美國、印度、泰國等在內的多個國家，已成功將輻射照射技術應用於芒果、山竹

等熱帶水果的檢疫處理，並順利輸銷至其他國家。例如印度自 2007 年起對輸美

的芒果進行輻射照射處理，顯著降低了病蟲害風險，迄 2014 年累計出口量達到

1,600噸。 

另根據 2020 年「中國輻射照射加工行業概覽」一文指出，輻射加工技術被

廣泛應用於中國之食品、醫療器械等領域。根據中國同位素與輻射行業協會的數

據，2019 年中國輻射加工市場規模達到 175 億元人民幣。該國之輻射滅菌技術

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肉類、蔬菜水果、香辛料、醫療器械等產品的加工處理。 

輻射照射處理作為植物檢疫方法之一，已獲得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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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其應用逐步擴展。目前，E-beam（電子束）、X-ray（X 射線）及 Gamma（伽

馬射線）三種技術均可應用於農產品的檢疫殺蟲處理，各技術在穿透力、處理效

率、成本與安全性等方面有所不同。簡介如下： 

一、電子束（E-beam） 

電子束技術通常使用 3 至 10MeV 的能量範圍，穿透力相對較低，約可穿透

30-50公分，適用於小型農產品或低密度物品處理。電子束處理速度快，可在數

秒內完成消毒或殺蟲作業，適合連續式生產線作業。此外，電子束設備不涉及放

射性物質，操作較為安全，亦符合環保要求。然而，由於穿透力有限，電子束技

術不適用於大體積或高密度農產品，且其設備投資成本較高，可能影響大規模應

用的可行性。綜合評估，電子束技術適用於小型水果、低密度農產品及單層包裝

之農產品檢疫處理，但受限於技術條件，未來發展仍需進一步評估其適用範圍。 

二、X射線（X-ray） 

X 射線技術的能量範圍通常介於 5 至 7.5MeV 之間，穿透力介於電子束與伽

馬射線之間，約可穿透 50 至 100 公分。該技術可透過電力驅動，無需使用放射

性同位素，較符合環保與安全要求。X射線可根據不同農產品的尺寸與密度調整

射線強度，具有較高的靈活性，適用於中等體積的農產品，例如芒果及山竹。該

技術亦可結合自動化設備，提高處理效率。然而，相較於伽馬射線，X射線技術

的穿透能力仍較低，大型農產品或高密度貨物可能需進行翻轉處理，且設備投資

成本高，對於初期建置資金需求較大。整體而言，X射線技術可能成為未來檢疫

殺蟲技術的重要選項，尤其適用於中等體積的水果或包裝產品。 

三、伽馬射線（Gamma） 

伽馬射線技術使用鈷 60（Co-60）作為放射源，能量範圍通常介於 1000 至

400Gy，具有最強的穿透力，可有效處理大體積或大量堆疊之農產品。該技術的

優勢在於處理均勻，無需翻轉貨物，即可拋棄式完成批量農產品的消毒殺蟲處理，

確保檢疫效果。目前，伽馬射線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國際市場，如泰國利用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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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輸美山竹進行檢疫殺蟲處理。然而，由於伽馬射線技術依賴放射性同位素，其

管理需符合國際輻射安全規範，且涉及較高的政府監管要求。部分國家對於輻射

食品仍存在市場接受度問題，可能影響該技術的進一步推廣。整體而言，伽馬射

線技術仍為目前最成熟且最具規模化應用的農產品檢疫殺蟲處理技術，適用於出

口規模較大的市場。 

四、未來發展趨勢 

目前，伽馬射線仍為全球農產品檢疫殺蟲的主流技術，特別適用於處理需求

量較高的出口市場。由於放射性物質的管理要求較嚴格，部分國家可能因此採用

其他方案。X射線技術具有較高的靈活性與環保優勢，可能在未來成為檢疫殺蟲

技術的新選擇，特別是在環境管制較為嚴格的地區。此外，電子束技術雖具備快

速處理的優勢，但受限於穿透力，可能僅適用於小型農產品或特定市場。 

綜合評估，伽馬射線技術仍將是現階段農產品檢疫殺蟲處理的主要選擇，X

射線技術則有機會成為未來新興技術，特別是在部分國家政策轉向放射性物質替

代技術的背景下。電子束技術則可能應用於小規模市場，並與其他技術形成互補。

未來，隨著技術發展與設備成本降低，X射線與電子束技術的市場接受度將進一

步提高，並可能在特定市場發揮更大作用。 

113(2024)年度根據臺泰農業合作協議，本署提出合作計畫，邀請泰方協助

安排我方人員進行參訪，了解該國在輻射照射檢疫處理方面的實際操作，包括相

關法規、設施建置與認證程序、商業運行模式及輸出檢疫流程等內容，並規劃為

期一週的參訪行程。本案經泰國農業司同意，安排我方代表於 113(2024)年 11月

24 日至 11 月 30 日赴泰參訪。本署選派負責輸出入農產品檢疫業務之植物檢疫

組農產品檢疫科陳俊宏技正前往執行。本次參訪的重點為考察泰國商業鮮果輻射

照射處理設施、低溫與蒸熱檢疫處理設施及其現場作業流程，以及國家原子能技

術中心的相關設施與操作情況。此行將為本署規劃未來輻射照射檢疫處理技術的

研發與檢疫作業提供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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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及工作紀要 

11月 24日 09：25 自桃園國際機場啟程， 13：15 抵達泰國曼谷素汪

那普國際機場，當天下榻鄰近農業司之 Maruay Garden Hotel。 

11月 25日 由 Ms. Monnipa Srimartpirom (Plant Quarantine 

Research Group(PQRG), 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PPRDO), DOA) 陪同參訪 STERIS集團之

Synergy Health(Thailand) Ltd.公司，該公司銷售經理 Ms. 

Sita Kongkum 與植物產品經理 Mr. Wisuwat Matchika 解說輻

射照射處理技術之商業應用及導覽相關設施。 

11月 26日 由 Mr. Chainarat Sonsiri (PQRG/PPRDO/DOA) 陪同拜訪

Asia Exotic Corporation Ltd.公司，該公司經理 Mr. Thosapol 

Wongshotisatit 解說該公司輸出鮮果業務概況，以及低溫及溫

湯處理技術之商業應用與導覽相關設施，同時參訪該公司輸紐

西蘭龍眼鮮果實低溫處理前包裝作業。 

11月 27日 由 Ms. Monnipa Srimartpirom陪同參觀 Siam Export Mart 

Co. Ltd.(SEM)公司，該公司經理 Ms. Wirangrong Songsang 解

說該公司輸出鮮果業務概況，以及蒸熱處理技術之商業應用與

導覽相關設施，同時參訪該公司輸韓芒果鮮果實蒸熱處理前包

裝作業。 

11月 28日 由 Ms. Monnipa Srimartpirom陪同拜訪泰國國家原子能技

術中心(Thailand Institute of Nuclear Technology, TINT)，

由該中心副執行長 Ms. Hannarong Shamsub 及學術服務部主管

Mr. Suwimol Jetawattana 解說該中心配合農業司輸美鮮果輻

射照射處理作業，及相關技術之商業應用與導覽相關設施。 

11月 29日 拜會農業司植物保護研究發展室(PPRDO/DOA)，由室長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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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tip Salyapongse ( Director, 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DOA )接見並主持結束會

議及交換本次參訪心得。另由 Mr. Chainarat Sonsiri 簡介該

部門的組織架構及其研究與推展工作，並與我方討論各國輸出

入鮮果檢疫處理條件差異。 

11月 30日 13：50 自泰國曼谷素汪那普國際機場起飛，並於 18：45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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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見聞 

一、拜訪農業司植物保護研究發展室及泰國輻射照射處理貨品輸美工作計畫 

(一) 泰國農業司組織架構 

泰國農業司隸屬於泰國農業與合作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簡稱 MOAC），為三級行政機關，是該國的國家植物保護機構

（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NPPO）。該司擁有約 3,000名正

式員工，並設有 3 位副司長，整體組織架構分為四大部門：管理部門

（Administration）、農業技術部門（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農產品研究發展部門（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和地區研究發展部門（Reg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 管理部門 

此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制定農作物和農機的研究策略及資源分配。該部門設有

6 個單位：秘書辦公室（Office of the Secretary）、人事組（Personnel 

Division）、財務組（Finance Division）、企劃與技術組（Planning and 

Technical Division）、農業法規辦公室（Office of Agriculture Regulation）

及農業資訊中心（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2. 農業技術部門 

農業技術部門負責進行農業技術研究、提供分析服務、實驗室鑑定、農作物

品質認證、加工技術發展和農產品標準制定。該部門包括 5個單位：植物保護研

究發展辦公室（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農產

品科學研究發展辦公室（Agriculture Production Scien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農產品採後加工研究發展辦公室（Post-Harvest and 

Products Process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生化技術研究發展

辦公室（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及植物品種保護

組（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Division）。 

3. 農產品研究發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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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部門專注於農作物新品種研究、農業機具研發、經濟作物研究及橡膠產業

研究，並設有 5個研究機構：田間作物研究院（Field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園藝作物研究院（Hort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橡膠研究院（Rubber 

Research Institute）、農業機具研究院（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和植物標準辦公室（Plant Standard Office）。 

4. 地區研究發展部門 

此部門負責發展各地區農業生產，提供農業技術合作，並代表農業司推動地

方業務及專項發展計畫。該部門在泰國全國設有 8 個區域農業研究發展辦公室

（The Office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gion 1-8）。區

域辦事處的總部設在清邁府、孔敬府、彭世洛府、猜納府、烏汶府、尖竹汶府、

素叻塔尼府和宋卡府。 

(二)  植物保護研究發展辦公室 

泰國植物保護研究發展辦公室（https://www.doa.go.th/plprotect/）由主

管 Ms. Chortip Salyapongse 主持，負責植物防疫和檢疫工作。該辦公室的主要

職責包括植物防疫技術研發、農藥登記檢驗、植物檢疫認證、有害生物診斷、無

病種苗生產、農業技術推廣等。該辦公室擁有數百名正式人員及聘用人員。其組

織架構分為 5 個研究群，分別為昆蟲及動物研究群（Entomology and Zoology 

Research Group）、植物病理研究群（Plant Pathology Research Group）、植物

檢疫研究群（Plant Quarantine Research Group）、雜草科學研究群（Weed 

Science Research Group）和植物病蟲害管理研究群（Plant Pest Management 

Research Group）。以及 3個庶務單位：研究專案管理組、行政管理組與總務組。 

在此次會議中，Ms. Chortip Salyapongse向我方介紹了該辦公室的組織架

構及主要研究工作，並交換兩國檢疫處理輸出鮮果實相關技術資訊(綜整如附件

1)，及交流與各國雙邊諮商相關程序，泰方全程記錄並發布新聞稿於該國農業司

官網(附件 2)。 

https://www.doa.go.th/pl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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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群的分工如下： 

1. 昆蟲及動物研究群 

此群體專注於研究和開發植物有害及有益昆蟲與動物的防治技術，並協助

制定出口農產品所需的蟲害清單。其下設有 5 個科別：昆蟲分類科（Insect 

Taxonomy Section）、農業動物科（Agricultural Zoology Section）、生物防治

科（Biological Control Section）、農藥應用科（Pesticide Application 

Section）、蟎類與蜘蛛科（Mite and Spider Section）。 

2. 植物病理研究群 

主要負責植物病害的防治技術研發、病原菌鑑定及提供國際貿易所需的病害

清單。該群設有 4 個科別：真菌學科（Mycology Section）、線蟲學科（Nematology 

Section）、細菌學科（Bacteriology Section）和植物病毒學科（Plant Virology 

Section）。 

3. 植物檢疫研究群 

負責進出口植物及其產品的檢疫工作，並開展有害生物診斷、檢疫有害生物

監測等工作。該群設有 4 個科別：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科（Pest Risk Analysis 

Section）、檢疫有害生物診斷科(Quarantine Pest Diagnosis Section)、檢疫

有害生物防治科（Plant Quarantine Pest Section）和檢疫有害生物監測科

(Quarantine Pest Surveillance Section)。此外，全國還設有 40個檢疫站，

負責植物及產品的輸入輸出檢疫。 

4. 雜草科學研究群 

主要致力於農地及非農地的雜草防治工作，並開發與應用雜草防治技術，推

動技術的普及與應用。 

5. 植物病蟲害管理研究群 

專注於研究有效的有害生物防治策略，包括農藥毒理資料的研究、經濟有害

生物的生態學與損失評估，以及經濟作物的綜合防治措施。 



10 
 

(三) 泰國輻射照射處理貨品輸美工作計畫 

泰國農業司官員表示，泰國鮮果輸美輻射照射處理作業主要依據國際植物防

疫檢疫措施標準第 18號辦理，起源於美國於 2002年開始接受其他國家之鮮果及

蔬菜可採輻射照射處理方式輸美，泰方乃於 2005 年向美方提出龍眼、荔枝、紅

毛丹、芒果、山竹及鳳梨 6種水果採輻射處理方式輸美之輸銷申請，後續新增火

龍果及柚子 2 種，共計 8 種。雙方並於 2007 年簽署輻射照射處理工作計畫並於

2018 年更新（附件 3），內容主要規範供果園、包裝場、輻射設施、輸出業者及

雙方國家植物保護機構應配合辦理之事項，上述 8種鮮果即可經最低 400GY劑量

之輻射照射後依工作計畫之程序辦理輸美。茲摘重點如下： 

輻射照射作業計劃（OWP）由美國農業司動植物衛生檢驗局與泰國農業司植

物保護研究與發展辦公室共同制定，旨在規範泰國對美國出口經輻射照射處理的

農產品。該計劃確保出口產品符合美國進口要求，防範檢疫性有害生物的入侵。 

1. 適用產品與檢疫有害生物 

計劃中列出的出口農產品需經過美國批准，並列於附錄中。計劃涵蓋檢疫性有害

生物，包括主要關切有害生物（可被輻射照射殺滅）和非關切有害生物（不確定

能否被輻射照射殺滅）。 

2. 參與機構 

(1) APHIS：負責監管、審核及監督輻射照射處理過程，提供技術指導，

並在泰國設立監察人員。 

(2) DOA：監督泰國境內的生產、包裝與輻射照射處理，確保符合計劃

要求。 

(3) 協力者（Cooperator）：代表出口商、包裝場及處理設施，並管理

財務事務。 

(4) 生產者與包裝場：需向 DOA註冊，遵守農業及包裝規範，並確保出

口產品來自經認證的生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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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HIS的進口要求 

出口農產品必須符合美國「鮮果實與蔬菜檢疫規定（7 CFR 319.56）」，並接

受 APHIS 批准的輻射照射處理。所有進口商須持有有效的美國 APHIS 進口許可

證。 

4. 作業程序 

(1) 輻射照射處理：須使用美國認可的輻射照射設施，確保符合最低吸

收劑量標準。 

(2) 設施認證：處理設施須通過 APHIS與 DOA的批准，並遵循輻射照射

程序，包括劑量繪圖、質量保證監測等。 

(3) 運輸與標籤：處理後的產品須以防蟲包裝運輸，並加註「經輻射照

射處理」標示，確保產品不受二次污染。 

(4) 監管與檢驗：APHIS與 DOA將對處理前後的產品進行檢測，並在出

口及美國入境口岸進行抽查。 

5. 違規處理與懲罰措施 

(1) 未達最低輻射照射劑量或未遵守處理規範者，初次違規將收到警告，

後續違規可能導致暫停或取消資格。 

(2) 若出口產品在美國入境檢驗時發現檢疫有害活生物，相關生產單位

或包裝場可能面臨停業調查。 

(3) 若處理設施未能維護安全密封，所有產品將被拒絕出口。 

6. 計劃審查與改進 

計劃將定期由 APHIS與 DOA評估，以確保其有效性，並根據實際情況修訂。 

相關機構將定期開會，以解決執行過程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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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ERIS集團所屬 Synergy Health(Thailand) Ltd.公司之 AST Chonburi I

輻射照射處理場 

STERIS (https://careers.steris.com/，附件 4)為美商之跨國醫療器材集

團，總部位於愛爾蘭，成立於 1985 年，提供醫療保健、生命科學，與牙科領域

適用的產品及服務，產品包含消耗品、清潔劑、腸胃內視鏡配件，與保護貼膜等

產品。有 20餘廠分佈於北美、英國、法國、德國、愛爾蘭、荷蘭、南非、泰國、

馬來西亞及中國，全球約有 17000 多名員工，據該公司銷售經理 Ms. Sita 

Kongkum 表示，公司處理的貨物主要為醫用器材，佔處理總量 62 %，其次清潔

用品、牙醫用品、化粧用品及犬貓嚼咬產品與其他應用測試服務，生產作業全年

無休。該公司提供 3種輻射照射處理服務，分別為：1. Co-60之 GAMA射線；2. 

X-RAY；3.電子束(eBEAM)。以及 3種氣體滅菌服務，分別為：1.環氧乙烷（ethylene 

oxide gas sterilization）；2.汽化過氧化氫(Vaporized Hydrogen Peroxide, 

VH2O2, VHP)；3.蒸氣（steam sterilization）。 

本場(圖 1-2)1998 年於泰國 Amata Industrial Estate 工業園區建廠，計

有 2 座設施，於 2000 年建構第 1 座 Gamma-pallet irradiator 設施，2002年

被 Isotron Ltd.公司收購，2007 則增建第 2 座 Gamma-tote irradiator 設施，

每座設施約花費 4 億泰銖。2007 年該公司開始取得官方授權進行輸出鮮果實輻

射處理作業，同年 5月進行機器、系統作業模擬，2008 年製作各種鮮果實標準

化之劑量繪圖 (dose mapping)，後邀請美國農業司(以下簡稱 USDA)動植物防疫

檢疫署(以下簡稱 APHIS)赴場認證。 

2011年復由 Synergy Health(Thailand) Ltd.公司（https://www.steris-

ast.com/site/chonburi-thailand/) 收購，並於 2015年被 STERIS 集團收購併

入旗下。該場提供前述 3 種輻射照射處理服務。輸美鮮果實主要使用 GAMA 射線

處理，該場於 2021 年關閉 Gamma-tote irradiator 生產線，改置為 X-RAY設施

(圖 3)，後於 2024 年開始提供服務。該場 X-RAY設備使用比利時 IBA Rhodotron

https://careers.steris.com/
https://www.steris-ast.com/site/chonburi-thailand/
https://www.steris-ast.com/site/chonburi-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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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https://www.iba-industrial.com/)生產的新型機器，可以迅速調整射線

強度，適合處理鮮果實，每次處理 40個棧板，最小處理量 25個棧板。此外，電

子束射線適合處理小型貨物，穿透力低，約 30公分，具高效能和靈活性。 

據植物產品經理 Mr. Wisuwat Matchika 表示，以滿載鮮果實之 40 呎貨櫃

為例，由進貨至裝櫃離場作業時間約 6 -7 小時，其中鮮果輻射處理時間約 1.5 

小時至 2 小時。每種受處理產品首次進場前須先進行劑量繪圖，以確認射線之

有效處理劑量。本場通過 APHIS認證可輻射照射處理後輸出果品為龍眼、紅毛丹、

山竹及荔枝，以及輸澳芒果、龍眼，輸紐荔枝、龍眼。惟該國輸出業者本(2024)

年度囿於商業成本考量，並未申請於該場進行輻射照射處理輸出鮮果實。 

有關安全防護部分，設施建築體使用高密度水泥磚，牆壁厚度達 3公尺，

每週由場方自行安全檢測 1次，國家輻射委員會每年到場檢測 1 次，每個輻射

照射處理室及操作室均設有輻射監測儀，安全閥值為 0.5 微西弗/小時

(μSv/H)，超標時即啟動安全檢測及防護措施。 

三、Asia Exotic Corporation Ltd.公司溫湯及低溫處理設施 

(一) 公司簡介： 

Asia Exotic Corporation Ltd.公司( https://www.asia-exotic.com/，附

件 5、圖 4-5)成立於 1983年，以 BL 為品牌名 (Boonmee International Co., 

Ltd.)，業務包含海空運，輸出各種水果、蔬菜和泰國草本香料作物(薑、香茅等)

銷往全球，迄今逾 40 多年。目前該公司出口量為每年 6,000 噸，市場涵蓋歐

洲、美國、加拿大、日本、香港、中東、紐西蘭等地。擁有員工 600 多名，並

擁有 7 個新式冷庫的及通過各種認證之工廠，產品的主要來源遍佈全泰國。 

渠輸出鮮果實種類包含火龍果、榴槤、番石榴、波羅蜜、蓮霧、龍眼、芒果、

山竹、蘭薩果、紅毛丹、荔枝、釋迦、柚子、椰子及羅望子等。該公司輸美之山

竹於自有包裝場內進行清潔、分級、包裝後，運往國家輻射照射中心進行輻射照

射處理後輸出。每年 4 月-7月中旬之間，輸美量能可達每週 10 噸。7 月中旬-11

https://www.iba-industrial.com/
https://www.asia-exo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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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時，因墨西哥從南美洲進口山竹後再轉口供應美國市場，價格低廉，泰國產山

竹不具價格優勢，遂難再輸出。該公司亦兼營輸出其它無須檢疫處理之蔬果品項，

例如輸印尼榴槤種子(圖 6)、紅毛丹鮮果；輸美榴槤鮮果肉 (圖 7)；輸英薑、南

薑、香茅、長豆、空心菜、芒果等蔬果(圖 8-12)，平時輸出芒果主力品種為金煌

(Nam Dok Mai Si Thong, น ำ้ดอกไมส้ทีอง)，參訪該場時(11月底)金煌於泰國國內

市場單價比較高，每公斤約 200 泰銖，價格不具輸出競爭力，故改為輸出 keaw 

bu min (เกว๋บูมนิ)品種(圖 13) 。 

(二) 溫湯處理設施： 

本場另設置小型溫湯浸泡處理機(圖 14)，用於處理芒果和荔枝，以符合歐

盟市場殺滅果實蠅科有害生物之要求。每批次使用 5個處理籃，可處理 85公斤，

每次處理使用 4支溫度記錄探針 (圖 15)，每年由農業司監督場方進行校正作業

後，始得執行芒果及荔枝輸歐盟業務，其處理條件如下: 

1. 芒果：果實中心溫度達 46℃維持達 10 分鐘。 

2. 荔枝：果實中心溫度達 47℃維持達 5 分鐘。 

(三) 低溫處理設施及輸紐龍眼海運途中低溫處理前包裝作業： 

參訪當日，遇該公司執行輸紐西蘭龍眼鮮果實海運途中低溫處理前包裝作業，

人員進場前須配戴口罩及工作帽，於清潔區按標準清潔流程清潔手部後始得進入

(圖 16-17)。該公司平均年輸出量約 7-10櫃，今(2024)年共輸出 6櫃，約計 54

噸。泰國輸紐龍眼低溫處理流程(圖 18-28)如下： 

1. 進貨品管。 

2. 剪枝與清潔。 

3. 分級裝入小塑膠籃約 1公斤（或 0.5公斤）。 

4. 逐籃秤重 1公斤（0.5公斤）後裝袋。 

5. 以每 10公斤為單位裝入輸出專用籃。並貼上處理批次標籤，須逐批向紐

西蘭官方申請輸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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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棧板裝載，裝櫃前低溫儲藏。 

7. DOA 檢疫員臨場檢疫，處理場備有檢疫工作檯，檢疫用刀具等，牆上貼

有常見蔬菜及鮮果實有害生物海報工檢疫人員臨場鑑定參考。裝櫃時由

DOA 檢疫員確認溫度探針插針數量及位置後封櫃，海運途中低溫處理條

件如下： 

(1) 果實中心溫度 0.99℃以下持續 17 天。 

(2) 果實中心溫度 1.38℃以下持續 20 天。 

8. DOA人員確認品項及重量等資料後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 

四、Siam Export Mart Co. Ltd.(SEM)公司蒸熱處理場 

(一) 公司簡介： 

SEM公司(https://www.semfruits.com/，附件 6、圖 29-30) 成立於 1995 

年，廠區約 8000 平方公尺，為鮮果和蔬菜出口商。該公司長期經營輸日芒果市

場，出口量穩定成長，近年將其他鮮果出口到韓國、澳洲、紐西蘭、美國及歐盟

等海外市場。出口鮮果包含芒果、榴槤、山竹、鳳梨、蛇皮果、柚子等。該公司

於 2003 年獲得 DOA 許可經營差壓式蒸熱場(VHT)，首座蒸熱設施於 2006 年落

成，本場現有 3座蒸熱設施，處理重量/體積分別為：(1) 2.5噸/5差壓單位(棧

板)；(2) 3 噸/6 差壓單位(棧板)；(3) 5 噸/10 差壓單位(棧板)。據負責人表

示，其中 5 噸蒸熱機為日本株式会社北山製作所 (http://kitayama-

mfg.jp/profile.html )承造，當時造價為 1億日幣。該公司尤其專精於輸出芒

果和山竹蒸熱檢疫處理作業。 

(二) 山竹蒸熱處理輸出概況： 

該公司蒸熱處理之山竹主要輸往日本(泰國輸出證明書樣張如附件 7)及我國，

處理條件相同，為果實中心溫度達 46℃持續 58 分鐘。山竹蒸熱處理產能為每

批次 8公噸，自進庫至完成降溫出庫共費時 5小時，產能滿載時每日可執行 2批

次，共 16 公噸。今(2024)年度輸臺山竹蒸熱處理共執行 120 公噸，因我國農藥

https://www.semfruits.com/
http://kitayama-mfg.jp/profile.html
http://kitayama-mfg.jp/prof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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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留標準低，今(2024)年度本場輸出果品偶有超標，全數選擇在臺銷毀，損失頗

鉅，顯示其對於輸往臺灣的果品仍有改善空間。 

(三) 芒果生產及蒸熱處理輸出概況： 

泰國每年檢疫處理輸出芒果約 20,000公噸，主力市場為韓國，其次為日本，

輸澳洲和歐盟少量。整體而言主力品種為金煌，近年主推輸出品種則為九世泰皇

紀念種（Maha chanok, มหำชนก），亦為主力外銷至日本的品種，到場參訪時(11

月底)該公司當季輸出品種為 Nam Dok Mai #4 (น ำ้ดอกไมเ้บอร ์4)。 

今(2024)年該公司蒸熱處理(僅輸歐採用溫湯處理)輸出芒果共 1,500公噸，

其中約 65%輸往韓國、約 30%輸往日本、約 5%輸往歐盟及紐西蘭。輸日、韓、紐

芒果蒸熱處理條件相同，為果實中心溫度達 47℃持續 20 分鐘。芒果蒸熱處理

每批次自進庫至完成降溫出庫共費時 4.5小時，產能滿載時每日 2批次，可達 20

公噸。該公司身兼輸出貿易商及蒸熱處理場(含清潔、分級選別、蒸熱處理、處

理後再選別及包裝等作業)2 種角色，供貨端則與芒果供果園之生產者契作，除

南部府份因氣候因素無法種植外，其契作果園遍佈全泰國，主要生產地是北部碧

差汶府(จงัหวดัเพชรบูรณ)์ 以及中部北柳府 (จงัหวดั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ำ)。芒果的主要產期是

二月到六月，山竹的主要產期是五月到九月，因為芒果蒸熱處理損失率較低，約

3%-5%(因生產品種因素，蒸熱損失率遠低於我國)，故 2 種果品生產期重疊時，

該公司將以優先執行芒果蒸熱輸出作業為主。 

(四) 芒果蒸熱處理流程(參見 SEM公司標準作業流程，附件 8)： 

參訪該日，遇該公司執行輸韓芒果鮮果實蒸熱處理前包裝作業，人員進場前

須配戴拋棄式工作帽，於清潔區按標準清潔流程清潔手部後始得進入(圖 31-32)。

外銷芒果蒸熱處理 7大步驟如下： 

1. 鮮果實進場時確認生產資料及進行品管。 

2. 剪枝、以氯水清洗、50℃溫湯浸泡 5分鐘滅除炭疽病(圖 33)。 

3. 重量分級、裝籃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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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HT 蒸熱處理、蒸熱後以大型工業用風扇降溫。 

5. 靜置於後熟室(Ripening room)至少 24小時。 

6. 處理後再選別包裝，蒸熱損失率約 3-5%，並貼上輸日、韓檢疫處理

鮮果實專用封條(圖 34-35，DOA提供之資料照片)。 

7. 農業司人員執行輸出檢疫，輸日取樣檢查基準為 5%，輸韓及輸紐

則為 2%。於農業司人員完成輸出檢疫後於申報發證系統上傳案件資料，輸日

批次於農業司總部簽發證書，輸韓批次於機場檢疫站簽發證書(附件 9)，另

輸臺山竹則於該處理場簽發證書。裝櫃前以低溫 10-13 度儲存，確保果品溫

度。 

(五) 日、韓蒸熱設施年度產地查證查察制所需文件及相關要求: 

自 COVID-19 疫情開始，泰國即向日韓申請輸出蒸熱檢疫處理產地查證改為

查察制並獲同意。現日韓檢疫員赴泰時，根據當年度註冊蒸熱場清單進行抽查，

抽查比率約為 1/3 場次。今(2024)年度全泰國蒸熱處理場共 15 家業者設施註冊

輸韓，韓方抽查其中 5 家設施；8家設施註冊輸日，日方抽查其中 2 家設施。其

中一家蒸熱處理業者 TOP FRESH公司經營者為我國籍，在臺亦經營楠西蒸熱處理

場。泰國農業司需事先整備所需文件，包含該司年度自行稽核、農業司執行之蒸

熱機操作員訓練、設施清潔、蒸熱機維護、溫度記錄器與溫度探針校正等各項記

錄。 

查證時須針對該場所有蒸熱庫體進行空庫測試及堆積測試各 1回，芒果及柚

子不同品項之相關測試須分別進行。日方之要求與臺灣輸日芒果蒸熱設施測試條

件完全相同，以該場 5 噸蒸熱機為例，至少需測試 1/3差壓單位以上，日本之堆

積測試要求需要 3-4 差壓單位，共使用 15 支溫度探針進行溫度紀錄。韓國之堆

積測試要求則為全部的差壓單位須滿載芒果鮮果實(圖 36-37，DOA 提供之資料照

片)。 

另泰方表示，該國蒸熱處理後輸出之芒果鮮果實屢遭韓方截獲介殼蟲類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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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韓方施以甲酸乙酯燻蒸檢疫殺蟲處理，處理條件為 5℃，4 小時，藥劑濃

度為 70g/m3，因而造成藥害，是泰方近年急欲解決之問題。我方回復，我國近年

亦有以甲酸乙酯作為溴化甲烷燻蒸檢疫殺蟲處理替代藥劑之相關研究計畫，待有

確切成果，可適時與泰方交流分享。 

五、泰國國家原子能技術研究所 Thailand Institute of Nuclear Technology, 

TINT 附屬輻射照射中心 Irradiation Center, IC 

(一) 原子能技術研究所及輻射照射中心簡介： 

TINT(https://www.tint.or.th/en，圖 38-39)研究所原隸屬泰國國家核能

監管機構原子促進和平辦公室 (the Office of Atoms for Peace, OAP) ，於 

2006 年 4 月 21 日改隸為泰國高教、科研和創新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MHESRI)下轄組織。負責泰國

農業、工業、醫學和環境領域利用核子技術進行研究和開發、提供服務和轉移知

識的組織。進行核子科學技術及其應用研究，提供核子技術和放射性同位素相關

產業服務，亦提供促進核子科學技術及技術服務相關知識，同時進行核能利用及

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其研究設施包含先進電子加速器(Advanced Electron 

Accelerator)、Gamma 輻射儀(Gamma Irradiation)、無塵室(Clean Room)以及

同位素水文實驗室(Isotope Hydrology Laboratory)。 

其下轄輻射照射處理中心(IC，附件10)提供輻射照射處理服務(Irradiation 

Sevices)及微生物檢測服務流程  (Microbiological Testing Service 

Procedure)。IC辦事處所共分 3處，分別為曼谷分部、巴吞塔尼府（Pathum Thani, 

จงัหวดัปทมุธำนี）Klong 5 分部及那空那育府（Nakhon Nayok, จงัหวดันครนำยก） 

Ongkarak 分部，後兩處擁有輻射研發及商業服務設施。那空那育府分部另設寶

石輻射照射中心(Gems Irradiation Center, GIC，附件 11)，內含 Gamma射線

及電子束 2種處理設施，主要提供寶石、鑽石之變色處理商業服務及研究用途。

巴吞塔尼府分部擁有 Gamma射線、X-RAY及電子束等 2座共 3種輻射照射處理設

https://www.tint.or.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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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IC中心提供之商業服務如下： 

1. 抑制發芽(例如洋蔥)。 

2. 延遲果實成熟。 

3. 鮮果實殺蟲處理。  

4. 殺滅生鮮食品之寄生蟲。 

5. 生鮮、冷凍食品之保鮮殺菌處理。 

6. 食品、香料、化妝品之滅菌處理。 

7. 醫療用品消毒殺菌處理。 

8. 寶石變色處理。 

(二) 外銷鮮果實輻射照射處理現況及作業流程： 

全泰國有 4 座輻射照射處理設施， IC 通過 APHIS 認證（自 2007 年起）可

執行輸出 8種鮮果實輻射殺蟲處理，使用 Gamma射線處理鮮果實，輻射照射劑量

為 400Gy，今(2024)年度共執行 5批次輸美柚子，計 4噸。因 APHIS全年均有派

駐於越南的檢疫員 2-3人，於泰國向美國申請時輸出輻射照射處理作業時，APHIS

始由越南再分派檢疫員赴泰執行作業。惟因商業因素考量，鮮果輸出輻射照射處

理作業品項目前僅有山竹及柚子，主要輸往美國，少量輸往紐澳。芒果曾於 2019

年短暫執行輸出輻射照射處理，囿於價格因素，迄今未有廠商再提出申請。進場

處理流程如下： 

1. 進場作業包含 3步驟： 

a. 包裝 

b. 秤重 

c. 確認處理箱數 

2. APHIS 會同泰國農業司人員取樣檢查，合格後貼上處理標籤。 

3. 每 1處理單位（棧板）放入 1個劑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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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400Gy劑量處理。 

5. 卸載。 

6. 確認處理是否合格，製作處理報告。 

7. 封櫃。 

(三) IC中心輻射照射處理設施簡介 

1.   電子束與 X-RAY 

本場電子束與 X-RAY 設施設置於同一處所(圖 40)，輻射照射處理場區雖與

輻射照射中心行政部門位處同一建築體內，但內部有所區隔，入口處管制並有警

示標示(圖 41)，進場參訪前須配戴個人式輻射照射劑量偵測儀(HITACHI-ALOKA 

PDM-127型，圖 42)。貨物進場處理需使用專用棧板承載(圖 43)，載入貨物軌道

(進出貨共用，圖 44)後，黏貼變色式薄膜輻射照射劑量檢測片(GEX corporation 

B3型，圖 45 )，以確認輻射照射處理有效性，並使用輻射照射處理系統設定處

理參數以操控處理流程(圖 46)。電子束(Electron Beam)乃利用加速電子來影響

材料特性，透過對燈絲加熱以產生所謂的「熱離子發射」(thermionic emission)

釋放電子，並在真空中施加電壓來加速電子(圖 47-48)產生電子束。本場電子束

發射器的加壓功率分為 3MeV及 10MeV兩種(圖 49)，因其穿透力較低，倘待處理

貨物密度高時，電子束無法直接穿透貨物，須進行翻轉後處理。同理因穿透力低，

所以待處理貨物之(高)厚度受限，約為 50公分以下(圖 50)。另進出輻射照射處

理室須於 google 表單登錄(圖 51)，俾利人員安全控管。 

X-RAY輻射產生機制為陰極加熱使電子游離，經高壓電場的作用，使電子加

速形成高能量電子，高能量電子撞擊重元素(鎢靶)產生制動輻射與特性 X 射線

(圖 52-53)。本場輻射照射處理發射能量為 5MeV，其特性與電子束一樣屬於直線

穿透，一般而言待處理貨物須翻轉再進行第二次處理。X-RAY射線發射處(圖 54)

左右附帶移動式電子束擋板（E-beam stop，圖 55），作為副屏蔽用途，避免輻射

線滲漏。電子束與 X-RAY設施於廠房左側設置共用裝卸貨碼頭區，依照輸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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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設置塑膠簾及電捲門(圖 56)，進出貨物時以塑膠簾隔絕有害生物。 

2. Gamma 射線 

IC 中心之 Gamma 射線處理場為目前輸出業者委託執行輸美山竹及柚子輻射

照射處理處所，場內設有品管室(圖 57)，貨物進場時須依據輸美工作計畫規定

(圖 58)先執行進場品管，確認單顆果實重量、每箱果實數、每箱總重、貨物平均

密度、貨箱堆疊排列方式、包裝箱樣式等。另設檢疫室辦公室，內有檢查檯，附

帶電子秤以確認果實重量，亦有刀具、砧板及放大鏡燈等檢疫工具(圖 59)。牆上

貼有輸美工作計畫檢查規定，供美、泰檢疫員會同臨場檢疫檢出有害活生物時之

處置判斷依據(圖 60)，例如檢出 1 隻果實蠅時，該批退運；檢出 4 隻以下其他

外食性有害生物時該批仍可核發合格證明書。以及各種果品最低開箱數量、最低

目視檢查數量、最低內部檢查(切開)數量等。 

本場使用鈷-60發射源，鈷-60 是將天然金屬鈷-59 放入核反應器中，吸收

中子後變成放射性鈷-60而產生。鈷-60 從核反應器取出後被封裝在不銹鋼管中，

再安裝在 Gamma輻射照射器。一般輻射照射處理劑量為 1000-400Gy。Gamma射線

無法與電子束及 X-RAY一般中止放射，停機時須將發射源降入隔絕池中，輻射在

水下會發出藍光，稱為切倫科夫效應（Cherenkov effect，圖 61）。每 5年更換

發射源一次，由原子能中心人員使用長柄器具伸入池中更換。輻射照射處理時須

將果品置入專用載送籃，每籃經過發射源處理時間約 15 秒鐘，處理軌道分為內

外 2道(圖 62)，內側距離發射源 5公分，外側距離發射源 30公分，需翻轉後處

理第 2回。同時於處理籃置入劑量儀紀錄，測量儀為低劑量棒型劑量儀(Far West 

Technology FWT-70-83M Opti-Chromic Dosimeters，圖 63-64)，棒型劑量儀依

據接收能量多寡變色，從透明變為深藍色，可測劑量範圍為 0.1-16kGy，據以判

定處理劑量是否合乎規定。輻射照射處理後由農業司人員於內網系統上傳處理資

料及現場照片(圖 65-66)，另於機場或港口簽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書。所有種類物

品首次進場處理前需進行劑量繪圖，劑量繪圖時使用 3 個處理單位（棧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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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下兩層，共 6 個次單位，均勻放入 50 個測量儀，進行 1 次處理，並依測量

數據製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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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泰國的輻射照射處理技術已發展成熟，廣泛應用於農產品的殺蟲處理與其他

生醫產品消毒殺菌。該技術可有效殺滅果實內之有害生物，確保輸出符合國

際檢疫標準。透過輻射照射處理，增強農產品在海外市場的吸引力，並擴大

國際銷售通路。 

二、國內往昔較少研發輻射照射處理相關技術，僅有本署委託中興大學辦理「輻

射照射檢疫處理技術在出口番石榴鮮果實之開發與應用」計畫，進行東方果

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滅除試驗，並分析處理後番石榴果實品質變

化，同時研擬相關檢疫處理標準流程。此行在泰國參訪輻射照射殺蟲檢疫處

理操作技術與流程，及具體應用於鮮果實處理之商業運轉設施設備規範。後

續國內倘需進一步發展輻射照射處理技術，可參考泰國經驗，並據以訂定相

關規範。 

三、持續推動與泰國的技術交流對我國農業生產及輸銷具有實質效益，例如該國

芒果輸韓、日蒸熱處理作業可終年不輟，蒸熱處理之輸韓芒果年銷 2萬噸以

上，其中有關芒果品種選種、產期調節及蒸熱處理產能維穩等技術值得借鏡。

加強雙方在檢疫處理方面的合作，可提升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 

四、此行從泰方得知輸日韓芒果產地查證查察制之作業細節，可做為未來與日韓

申請輸出鮮果減派查證或改為查察制之依據。另觀摩學習該國有關蒸熱處理、

低溫處理與溫湯處理之商業運轉實務，以及鮮果實輸出登記溯源系統，做為

我方拓展鮮果實外銷市場及精進檢疫處理技術效能之參考。 

五、輻射照射處理技術的推廣目前仍面臨一些挑戰。部分國家對輻射照射處理產

品的認知不足，導致市場接受度有限。此外輻射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成本較高，

對於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存在資金和技術上的限制。本署前於 2013 年

補助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路光暉教授，前往澳大利亞進行輸出入植物或植

物產品輻射照射檢疫處理實務研究，渠提出三點建議供本署參考：（1）過去

研究顯示，相較其他如蒸熱等檢疫處理，輻射照射適用於我國部分種類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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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水果（如芒果、蓮霧等）之檢疫處理，對水果的傷害較低。（2）參考澳洲

之檢疫處理流程，我國應亦可建立以此法進行外銷水果檢疫之標準方法與流

程，以及制定相關法規。（3）若一旦我國成功地以輻射照射檢疫處理輸出國

產水果，其他國家亦會比照要求輸入其水果，是否因而造成我國農業生產上

之壓力，則是另需要思慮之處。 

六、另本署於 2016 年再次派員赴澳參與輻射照射處理應用於植物風險管理研討

會(Ionizing Irradiation for Managing Phytosanitary Risk)，會議報告

指出國人日益重視食安問題，輻射照射處理產品皆受度仍有疑慮，例如有機

認證尚未接受輻射產品，雖透過知識傳遞及教育，或可提高輻射照射處理產

品之接受度，惟仍有部分國人堅持反對輻射農產品；又目前我國鮮果實輸出

市場以日本、韓國及世界各地華人市場為主，該關市場對輻射照射產品接受

度仍市場評估重點指標，且日本及韓國等國尚未同意採行以輻射照射作為檢

疫處理方法之果實輸入。 

七、據此，本署將持續研析輻射檢疫技術，確保符合國際標準並兼顧農產品品質。

參考澳洲及泰國之經驗，將評估建立適用於我國之標準流程與法規，並審慎

考量輸出入平衡，以維護國內農業競爭力與生產穩定。總體而言，隨著國際

貿易的增長和對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輻射作為檢疫殺蟲處理的方法正逐漸

被全球更多國家接受和採用。未來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成本的降低，輻

射照射處理有望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附圖： 

 

圖 1、STERIS 集團所屬 Synergy 

Health(Thailand) Ltd.公司 

圖 2、聽取 Synergy 

Health(Thailand) Ltd.公司業務簡

報 

 

 

圖 3、參訪 Synergy 

Health(Thailand) Ltd.公司 X-RAY

設施 

圖 4、Asia Exotic Corporation 

Ltd.公司 

 

 

圖 5、聽取 Asia Exotic 

Corporation Ltd.公司業務簡報 
圖 6、輸印尼榴槤種子 



 

 

圖 7、輸美榴槤鮮果肉 圖 8、輸英薑 

 

圖 9、輸英南薑 圖 10、輸英香茅 

  

圖 11、輸英豇豆 圖 12、輸英空心菜 



  

圖 13、輸英芒果，左側為 keaw bu 

min 品種；右側為金煌品種 

圖 14、Asia Exotic Corporation 

Ltd.公司溫湯處理設施 

  

圖 15、溫湯處理溫度計錄器及溫度探

針 
圖、標準清潔流程 

  

圖 17、清潔區 圖 18、品管區 



 

 
圖 19、剪枝與清潔完成之龍眼 圖 20、分級裝入小塑膠籃約 1公斤重 

 
 

圖 21、逐籃秤重 1 公斤後裝袋 圖 22、每 10 公斤裝輸出用籃 

 

 

圖 23、以每 10 公斤(空籃 1 公斤)為

單位裝入輸出專用籃。並貼上處理批

次標籤 

圖 24、批次標籤 



  

圖 25、以棧板裝載 圖 26、裝櫃前低溫儲藏 

  

圖 27、處理場備有檢疫工作檯，檢疫

用刀具等 

圖 28、牆上貼有常見蔬菜及鮮果實有

害生物海報 

 

 

圖 29、參訪 Siam Export Mart Co. 

Ltd.公司 

圖 30、聽取 Siam Export Mart Co. 

Ltd.公司業務簡報 



  

圖 31、人員進場前須配戴拋棄式工作

帽 

圖 32、清潔區按標準清潔流程清潔手

部後始得進入 

 
 

圖 33、蒸熱處理前以 50℃溫湯浸泡 5

分鐘滅除炭疽病 

圖 34、輸日、韓檢疫處理鮮果實專用

封條，上：日本；下：韓國 

 

 

圖 35、輸日芒果蒸熱處理後黏貼專用

封條 

圖 36、輸韓芒果蒸熱處理場查察制堆

積試驗用果品 



 

 

圖 37、輸韓芒果蒸熱處理場查察制堆

積試驗 

圖 38、參訪泰國國家原子能技術研究

所及附屬輻射照射中心 

 

 

圖 39、參訪泰國國家原子能技術研究

所及附屬輻射照射中心 

圖 40、電子束與 X-RAY 設施外觀，左

側為裝卸貨碼頭區 

  

圖 41、設施入口處管制並有警示標示 
圖 42、進場參訪前須配戴個人式輻射

照射劑量偵測儀 



 

 

圖 43、輻射照射處理專用棧板 圖 44、進出貨共用貨物軌道 

  

圖 45、變色式薄膜輻射照射劑量檢測

片 

圖 46、以輻射照射處理系統設定處理

參數 

  

圖 47、電子束發射器 圖 48、電子束發射器 



 

 

圖 49、電子束電壓加壓裝置，左側功

率為 3MeV，右側功率為 10MeV 

圖 50、待處理貨物之(高)厚度受限，

約為 50 公分以下，參照左側場方人

員身高 

  

圖 51、人員進出輻射照射處理室須於

掃碼後於 google 表單登錄 
圖 52、X-RAY 輻射照射發射機 

  
圖 53、X-RAY 輻射照射發射機高壓電

場加壓設備 
圖 54、X-RAY 射線發射處 



  

圖 55、電子束擋板（E-beam stop） 圖 56、裝卸貨碼頭塑膠簾 

 

 

圖 57、品管室 
圖 58、品管室牆上貼有輸美工作計畫

規定事項 

  

圖 59、檢疫辦公室檢查檯 
圖 60、檢查檯邊貼有檢出有害活生物

處置判定原則 



  

圖 61、鈷-60 發射源在水中發藍光 

圖 62、專用處理籃及軌道，內側距離

發射源 5公分，外側距離發射源 30

公分 

 

 

圖 63、低劑量棒型劑量儀(Far West 

Technology FWT-70-83M) 

圖 64、低劑量棒型劑量儀(Far West 

Technology FWT-70-83M) 

  

圖 65、輻射照射處理後由農業司人員

於內網系統上傳處理資料及現場照片 

圖 66、輻射照射處理後由農業司人員

於內網系統上傳處理資料及現場照片 

 



果品種

類 

處理方式及條件 輸往國家 

芒果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 

澳大利亞 

溫湯處理：果實中心溫度達 46℃維持達 

10 分鐘。 

歐盟 

蒸熱處理：果實中心溫度達 47℃持續 20 

分鐘。 

日本、韓

國、紐西蘭 

龍眼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 

澳大利亞 

低溫處理： 

(1)果實中心溫度 0.99℃以下持續 17 天。 

(2)果實中心溫度 1.38℃以下持續 20 天。 

澳大利亞、

紐西蘭 

山竹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 

蒸熱處理：果實中心溫度達 46℃持續 58 

分鐘。 

臺灣、日本 

荔枝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紐西

蘭 

溫湯處理：果實中心溫度達 47℃維持達 5 

分鐘。 

歐盟 

低溫處理： 

(1)果實中心溫度 0.99℃以下持續 17 天。 

(2)果實中心溫度 1.38℃以下持續 20 天。 

澳大利亞、

紐西蘭 

柚子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 

蒸熱處理：果實中心溫度達 46℃持續 30 

分鐘。 

日本 

紅毛丹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 

鳳梨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 

火龍果 輻射處理：處理劑量 400Gy。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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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IS  
Applied Sterilization Technologies



The STERIS Mission

FY23 annual sales of $5 billion 

STERIS has 17,000 employees worldwide and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20 countri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sold in over 100 countries 

WE HELP OUR CUSTOMERS 
CREATE A HEALTHIER AND 
SAFER WORLD by providing 
innovative healthcare and life 
scie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ound the globe



STERIS Business Segments
HEALTHCARE
Leverages our full suit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elevate patient care in sterile 
processing departments, operating rooms, and GI and endoscopy suites around the 
globe.

Phone: 800.548.4873   Email: askcshc@steris.com

LIFE SCIENCES
Designs and manufactures products (cleanroom equipment, detergents, surface 
disinfectants) and offers services (maintenance, decontamination, cleanroom 
certification) that help our global pharmaceutical and research Customers create and 
maintain clean, safe, and sterile environments and production facilities.

Phone: 800.444.9009   Email: lifesciences@steris.com

DENTAL
Offers a comprehensive portfolio of products that support dental professionals and 
institutions in delivering improved clinical outcomes, improved workflow efficiencies. 
and enhanced patient and staff safety.

Phone: 800.483.7433   Email: care@hu-friedy.com

APPLIED STERILIZATION TECHNOLOGIES
Supports manufactures through a global network of contract steriliz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 facilities, ensuring patient safety through the delivery of sterile, 
single-use healthcare products.

Phone (Americas): 877.783.7479  Email: ast_info@steris.com
Phone (EMEA/APAC): +44 (0) 8456 88 99 70 

FY23 REVENUE

 

Healthcare
62%Life 

Sciences
11%

Dental
9%

AST
18%

mailto:ast_info@steris.com


STERIS AST Guiding Principals

The STERIS AST business imperatives align 
our team with clarity of purpose that drives and 

strengthens our business.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sections of the 
business imperatives logo that define how we 
link our Values, our Vision, and our Culture. 

STERIS AST
Business Imperatives



STERIS AST Core Offering

TechTeam® Technical 
Support

Testing Service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iesContract Sterilization



Contract 
Sterilization



Technology-Neutral Service Offering

VAPORIZED HYDROGEN PEROXIDE
Low temp gas process under deep vacuum

COMPATIBILITY
Most materials, except cellulose-based  //  Requires enabling pathways

ELECTRON BEAM
Exposes product to high-energy electrons

GAMMA
Exposes product to Cobalt 60 radiation

X-RAY
Uses ionizing energy from electron beams

ETHYLENE OXIDE
Exposes product to gaseous sterilant

COMPATIBILITY
Most materials  //  Mid-low penetration on dense products

COMPATIBILITY
Most materials  //  Good penetration on dense products

COMPATIBILITY
Most materials  //  Excellent penetration on dense products

COMPATIBILITY
Most materials, liquids not recommended  //  Packaging must be breathable

TESTING AND VALIDATION SERVICES
Supports sterilization services

SERVICES
Laboratory testing, product and package testing, validation services

R
AD

IA
TI

O
N

G
AS

STEAM
Exposes product to saturated steam under pressure

COMPATIBILITY
Most high-temperature compatible materials //  Packaging must be breathable



Global Strength, Local Focus



AMERICAS

ELECTRON 
BEAM GAMMA X-RAY ETHYLENE 

OXIDE

RADIATION GAS

USA
Alajuela, CR
Chester, NY

Libertyville, IL
Petaluma, CA
Ontario, CA

San Diego, CA
Saxonburg, PA

USA
Chester, NY
El Paso I, TX

Groveport, OH
Libertyville, IL

Northborough, MA
Ontario, CA
Sandy, UT

Spartanburg, SC
Vega Alta, PR
Whippany, NJ

Canada
Whitby, ON

USA
Libertyville, IL

USA
Alajuela, CR
El Paso I, TX
El Paso II, TX

Grand Prairie, TX
Minneapolis, MN

Northborough, MA
San Diego, CA
S. Plainfield, NJ
Spartanburg, SC

Temecula, CA

LABS

USA
Brooklyn Park, MN

El Paso, TX
Libertyville Lab, IL



EMEA

Ireland
Tullamore

France
Marcoule
Marseille

Germany
Allershausen

Radeberg

Ireland
Westport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Switzerland
Daniken

The Netherlands
Ede

Etten-Leur

UK
Brandford
Daventry
Swindon
Reading

S
T

E
P

VAPORIZED 
HYDROGEN 
PEROXIDE

ELECTRON 
BEAM GAMMA X-RAY ETHYLENE 

OXIDE

Germany
Bitterfeld
Radeberg

UK
Daventry

Slovenia
Komenda

Italy
Biassono

Poggio Rusco
Seriate

Ireland
Tullamore

Switzerland
Daniken

The Netherlands
Venlo

Italy
Calcinate

UK
Thorne

Ireland
Tullamore

Czech Republic
Velka Bites

The Netherlands
Venlo

LABS

The Netherlands
Ede

Ireland
Galway

Tullamore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Germany
Radeberg

Italy
Seriate

UK
South Marston

Thorne

Czech Republic
Velka Bites

RADIATION GAS



APAC
S

T
E

P 03

ELECTRON 
BEAM

GAMMA X-RAY ETHYLENE 
OXIDE

RADIATION GAS

Malaysia
Port Klang

Malaysia
Kuala Ketil
Rawang

Thailand
Chonburi I
Chonburi II

Malaysia
Kuala Ketil

Thailand
Chonburi I

China
Suzhou
(under 

construction)

Malaysia
Kuala Ketil

Kulim
Batu Kawan

China
Suzhou

Singapore

LABS

Malaysia
Kuala Ketil

China
Suzhou



ONE TEAM ONE GOAL (OTOG)

ONE GOAL
CUSTOMERS FIRST 

– ALWAYS.

ONE TEAM
We are all STERIS.



AST Chonburi I, Thailand



Thailand, Chonburi I – Key Milestones

1998 – Established
In Amata Industrial Estate

May 2000 – Start Operated,
“Gammaster”

2002 – Acquisition by “Isotron”

2007 – Start Tote Irradiator

2011 – Acquisition by 
“Synergy Health”

2015 – Acquisition by 
“STERIS”

2021 – Close down Tote Plant,
Renovate to X-Ray

2024 – Start
X-Ray Plant



Warehouse

Pallet Irradiator

X-Ray
Irradiator

Thailand, Chonburi I – Plant Layout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steris-ast.com

Wisuwat Matchika
Tel : +66869501801
Email : Wisuwat_Matchika@steris.com

http://www.steris-ast.com/






SIAM EXPORT MART CO.,LTD.
1/92 Moo 5 Rojana Industrial Park 1

Soi A1, Karnharm, U-Thai, Ayutthaya, 13210



Regulation of mango export
to Japan/Korea/New Zealand/ EU

Vapor Heat Treatment (VHT)



Regulation of mangosteen export
to Japan and Taiwan

 For Japan  For Taiwan

Vapor Heat Treatment (VHT)



 For mango 

Treatment: 47C  for  20 
minutes 

** whole process takes 
4hours and a half

 For mangosteen

Treatment:  46C for 58 
minutes 

** whole process takes 5 
hours

Regulation of  VHT



Regulation of Pomelo export
to Japan

VHT Treatment : 46C for 30 minutes 
** whole process takes 5 hours and a half



Work process for VHT

1. After washing the fruits, 

put the fruits in VHT basket
2. Load the VHT baskets into the 

VHT chamber



Work process for VHT

3. Insert the sensor into the fruits by

DOA officer
4. Operate the VHT treatment as

the regulation



Work process for VHT

5. After finish the treatment, unload 

The basket from the chamber

6. Cooling by fan



Work process for VHT

7. Packing the fruits 8. After finish packing, inspect

by the DOA officer before export



 VHT No. 1 

 Max capacity (for mango)
2450 KGs / batch 

VHT MACHINE OF SEM



VHT MACHINE OF SEM

 VHT No. 2 

 Max capacity (for mango)
2950 KGs / batch



VHT MACHINE OF SEM

 VHT No. 3

 Max capacity (for mango)
4950 KGs / batch



Certificate of Packing House

GMP                                       HACCP



Certificate of Farms
GAP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SIAM EXPORT MART CO.,LT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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