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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試紙說話 

「食品添加劑檢測試片」介紹 

 
主講人 

國立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鄭兆珉副教授 

 
 

講者簡介 
 

    清大醫工所鄭兆珉副教授，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後，至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攻讀生醫工程博士，並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其研究專長為轉譯醫學、

細胞與分子生物力學、微奈米製造技術。 

 

    鄭兆珉從美國哈佛大學回國服務後便領導研究團隊開發，2015 年研發客製

化試片製造機，費時三年，開發出高產能、低成本的試片製造新技術，成功打造

出與微波爐一般大小的試片製作原型機，機器可依需求製造各種不同檢測用途的

試片，以一片不到二十元的價格提供各種不同的檢測用途，例如殘留農藥等，讓

民眾自行監控食品安全；2015 年初研發出細菌快篩試片，不管是隔夜菜，或是開

封後的罐頭食品，只要用試片簡單測試，顏色從藍變紅色，就知道食物細菌已超

標，不能再食用了，提醒使用者食物已經壞掉； 2014 年研發茶包標籤試片，泡

茶時就可檢測茶葉是否有農藥殘留，在泡茶時，水分經由棉線傳遞到試片，不用

3 分鐘就可以從試片顏色，檢測泡出來的茶品是否含有機磷（巴拉刈或嘉磷賽等

農藥主成分）。 

 

    除了產業化的努力之外，鄭兆珉副教授於返台服務擔任清華教授期間不僅發

表多篇學術論文到國外期刊，鄭兆珉副教授研究團隊更與生物醫學工程專家合

作，致力於降低醫藥研發測試成本等研究，相關文章更獲得國際生物醫學頂級期

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與國際生物科技頂級期刊《Trends in 

Biotechnology》刊登。且榮獲第十一屆國家新創獎、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第四屆

新進人員研究獎、國立清華大學 102 年產學合作績優教師，鄭教授具備豐富基

礎研究與產學合作經驗。 

 



14 

 

一、 前言 

 

    本次演講主要是介紹過去幾年快篩試片的研發近況，食安是大眾經常

會去思考並與自身相關的一個問題，例如從 2007 年美國爆發三聚氰胺事件，

一直延燒到現在市面上肉品注入「保水劑」的問題。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食安的問題無所不在，對於哪些東西可以食用，

民眾、廠商和政府都要有基本的認知和規範，例如防腐劑只要在合理安全

範圍內都可以放心使用，不應過度排斥與恐慌，因此，除了民眾、廠商要明

確的認知防腐劑的功用，政府也需要訂定明確的規範。就食品廠商而言，

因為廠商欲在商品產銷製程中上獲利豐厚經常鑽一些法規漏洞，因此需要

民眾和政府共同努力、共同思考如何妥適的解決相關的食安問題。 

 

二、 食品快篩試片 
 

(一) 食品快篩試片的目標與界線 
 

    發生於 2011 年起的塑化劑、毒澱粉醬油、黑心米、黑心油事件，

相關的報導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食品安全要如何規範和定義是個大問

題。這場演講討論的重點主要是食品快篩試片的目標與發展，快篩試

片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過去幾年講者在美國求學和剛回國時，有段時

間做生醫檢測方面的研究，生醫檢測相較於食安快篩試片較單純、目

標較明確，只要建立一個準確的測量方式即可。但食安問題相對複雜

因為所要驗出的目標並不明確，例如欲檢驗農作物的有機磷含量，政

府公告農民可以使用的有機磷農藥有兩百多種，主要的限制在於農藥

種類太多無法一一檢測，所以快篩試片會面臨許多技術上的瓶頸以及

困境，因此講者提到，食安快篩試片的研發是個複雜且困難的問題。 

 

    產業發展方面，瑞基海洋科技研發出了一種手持式自助核酸檢測

儀，可以檢驗食品是否為基因改造食品，也可以應用於食品、水產、

畜禽等。美國動物食品檢測試片的製造廠商研發出 IDEXX，主要用於

檢驗牛奶裡是否含有抗生素，牛、羊大規模的畜養，農場為了牧場經

濟會施打抗生素避免牛群集體生病，施打太多抗生素所生產出的牛奶

就會有抗生素殘留，所以 IDEXX 發展出了此種裝置，簡易快速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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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市面上生產的牛奶，目前市面也有許多快篩的產品，例如蔬果農藥

殘留檢測盒等。 

 

    雖然快篩試片看似方便，但還是有其界限存在無法如同實驗室檢

測一樣準確，舉個例子，民眾在康是美或是屈臣氏都可以買到驗孕片，

但是驗孕片能夠提供的只有「是否懷孕」的資訊，如果透過實驗室的

尿液檢測，可以得知更多有關「是否即將懷孕」或是「何時懷孕」的

相關資訊。回到食安的快篩試片，同樣的，快篩試片一次只能檢驗一

種有機磷農藥，不能一次全部檢測兩百多項的有機磷其中哪些項目農

藥超標哪些項目並沒有超標，快篩試片的運用有其界限存在。 

 

(二) 從生醫領域到發展食品快篩試片 
 

    接下來提到快篩試片的做法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講者提到他回

國從事食品快篩試片的研發並不在預期之內，因為在美國發展食品快

篩試片是沒有市場的，美國不太會發生重大食安事件，政府在食品的

源頭就做好把關，因此消費者在下游買到的就是安全無虞的食品，換

言之，在美國發展的是有關醫學的快篩試片，例如癌症的快篩試片等。 

 

    台灣是相對沒有法治的國家，才會引發食安、殘餘農藥、餿水油

的問題，如果今天餿水油事件發生在美國，一家公司的產品內包含有

害物質、有毒配方，且公司利用這些黑心的產品賺錢，先不說政府會

重罰，投資人、消費者就會利用訴訟擊垮那間公司，所以這就是為什

麼在美國不太會談到食安的原因，相對的在台灣發生重大食安問題

時，業者往往被法院輕判。 

 

(三) 應用與未來發展性 
 

    快篩試片發展歷程方面，在 1949 年就已經發展出快篩試片的原

型機，目前的快篩試片發展分為三個範疇，分別為為生醫晶片、生物

晶片、驗孕片。就技術方面，講者希望利用一張紙、棉棒、竹筷這類

輕薄的材質做出快篩試片，才能符合輕薄短小的定義，能讓消費者隨

身攜帶使用，過去幾年，講者與學生討論如何利用「棉花」做出快篩

試片（Cotton-based detection devices），例如利用女性常用的化妝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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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檢測功能，或是嬰兒小便時可以從尿布上的棉花檢測反應，知道

嬰兒目前的身體狀況。 

 

    又如利用攪拌棒做出檢測試片，例如吃火鍋時湯汁煮久了會釋放

出重金屬，用竹籤檢測試片放入湯汁內了解湯的濃度，可以知道重金

屬的含量，了解是不是要更換湯頭，再利用這樣的裝置，檢測飲用水

是否含有細菌，檢測手搖杯的細菌含量。 

 

    講者提到他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茶包內的茶葉大部分都存有一

些殘餘農藥，講者的團隊研發出了茶包標籤試片，泡茶時就可檢測茶

葉是否有農藥殘留，在泡茶時，水分經由棉線傳遞到試片，不用 3 分

鐘就可以從試片顏色，檢測泡出來的茶品是否含有機磷（巴拉刈或嘉

磷賽等農藥主成分）。 

 

    目前檢測試片的應用上，農藥方面可以檢測出有機磷、氨基甲酸

鹽、巴拉刈等，食品方面有澱粉、亞硝酸鹽、酸鹼值、膽固醇、茶多

酚、膽紅素。其中亞硝酸鹽本是用於肉品保存，但添加過量就會對人

體有害，但添加過少就容易造成肉毒桿菌的滋生，因此較易引起爭議

與討論。 

 

三、 結論 
 
    台灣不允許快篩試片相關產品上市，消費者要如何為食品把關呢？建

議蔬菜可以多使用流水沖洗，肉品則建議到有信譽的商家或是超市選購。

目前市面上並沒有快篩試片，一是衛福部不允許上市，二是廠商也不願意

投資，衛福部不允許稽核人員利用快篩試片去檢測食品安全與否，也不願

意讓廠商上市快篩試片的產品。這方面中國大陸相對發展完全，中國的衛

福部允許廠商發展食品安全快篩試片，而且產品能上市販售，所以在中國

可以買到殘餘農藥或肉品的快篩試片，但台灣沒辦法購買，這是法規的問

題、政府的問題，政府不允許上市，廠商覺得無利可圖就不會投資，政府不

願意讓快篩試片上市，原因是衛福部對快篩試片存有疑慮，即便快篩試片

已經發表在國際上一流的期刊上，但他們不相信可以用一個試片檢測出農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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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講者認為食安法制定可以採取類似交通法的概念，例如，闖紅

燈、亂停車違規不見會有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但是應該科予罰鍰，食安法

應比照辦理，不是等到消費者吃到黑心食品發生健康損害時才處罰，政府

可以正面表列公告可以使用的食品成份，如果廠商用到不該用的成份就予

以處罰。以上，本場演講是從快篩試片檢測搭配法律的觀點來探討食安的

問題。 

 

四、 Q&A 
 

問題一 
Q：茶葉殘餘農藥，一般來說上市前政府應該會做抽檢？ 

A：以蔬果市場為例，早上四點業者會收購一卡車的高麗菜運到台北販賣，

檢測單位一定是抽驗幾顆高麗菜，不可能每顆高麗菜都檢驗，有些商人會

事先準備一籃要驗的蔬果先泡水去除農藥，因此檢測單位都查不到農藥殘

留。以茶葉來說，要怎麼確保茶葉的來源就是一個大問題，台灣是相較法

治落後的國家，為什麼台灣的泡麵會驗出重金屬？其實食品的來源就是一

個大問題，食安到處都是漏洞，只是什麼時候會爆發而已。 

 

問題二 
Q：在美國有相關「亞硝酸鹽」的問題嗎？ 

A：美國事實上存在很多有關亞硝酸鹽的問題，在肉品上可以添加亞硝酸

鹽但是不能超標，否則完全不添加亞硝酸鹽反而會使民眾感染肉毒桿菌，

造成更加嚴重的問題，從營養學來看，蔬菜的肥料中也存有亞硝酸鹽，如

果擔心蔬菜的亞硝酸鹽含量過高而不吃蔬菜，反而無法吸收到蔬菜的養分，

得不償失。 

 

問題三 
Q：講者提到了研發團隊在研發中使用了不同的研發方法與成果，是不是

可以分享有關試片成本方面，亦即，如何維持快篩試片產品的高產能下又

能兼顧低成本的需求？ 

A：目前的檢驗方法有化學法和酵素法，快篩試片搭配酵素法的話可以做

出較小的裝置能夠符合低成本的需求，但利用酵素法檢測數據會有落差。

相較之下，使用化學法檢測會較為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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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Q：會不會經濟部同意快篩試片的販售許可證，但是衛福部認為有問題而

禁止販售？ 

A：會！就像醫療器材，經濟部會發放販賣許可證給公司，但衛福部之後還

會再查驗登記許可，所以需要經過兩道關卡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