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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梨生產農場安全作業之研究 

戴登燦 

摘要 

經參考國內外常用之食品安全管理系統產品驗證系統，再結合作物專

家之判斷並與梨產銷履歷 TGAP 之內容相結合，綜合規劃出一套梨安全生

產管理模式，這套模式從作業流程的制定、風險評估、製程管制、操作紀

錄、進料檢驗、產品檢驗、追蹤及查核制度等過程，依照國家標準及自訂

規範來加以管制，防止梨在產、儲、運的過程中吸收過量的重金屬、殘留

農藥及病源微生物，以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全。 
 

關鍵字：梨、風險評估、安全 

前言 

由於消費者越來越重視農產品的安全衛生，因此逼使政府必須去制定

一些農產品安全管理措施來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像 ISO22000 及 HACCP
等安全管理系統引進到農產品這一塊的案例較少，過去多被應用在畜產、

水產或農產加工品方面。 
近年來國外因狂牛症的問題特別重視產銷履歷，歐洲地區也興起

EUREPG.A.P 驗證，政府參考了這個制度，遂在國內推動產銷履歷驗證，希

望藉由驗證制度的建立來管制農產品生產安全的問題。 
本研究結合了上述國內外的系統驗證與產品驗證，將理論與實務整合

成一套作業模式，用以解決梨因使用農藥、肥料及灌溉水造成生產安全風

險的問題，另外也防範作業人員、作業環境及包裝資材對採收後產品的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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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 調查樣本：逢機抽取農民 200 戶作為調查樣本。 
二、 問卷：設計問卷調查上述農戶參加 ISO 品質管理系統、產銷履歷、CAS

吉園圃、CAS 有機或 TGAP 等驗證現況，及目前所採取之品質與安全

管理之管控項目與衡量方式、方法。 
三、 危害評估：組成農產品安全危害輔導小組，建立梨可能遭受危害的識

別標準，並以專家專業評估提出重要界限資料及重要管制點。並審酌

農民安全管制現況資料並針對可能發生的危害源提出安全產品驗證制

流程之相關作業標準。 
四、 統計分析：以 SPSS 統計軟體做描述性統計分析。 
 

結果與討論 

從梨農之農場安全管理現況及技術專家之專業評估，有關梨安全生產

模式之建立，應包含作業流程制定、風險評估、製程管制、操作紀錄、進

料檢驗、產品檢驗、追蹤及查核制度等項。 
 
一、梨驗證現況 

梨農目前約 9%的人沒有參加任何認驗證；但也有 16.9%參加 ISO9001
品質管理系統認證；另有 88%參加 CAS 吉園圃驗證及 1.8%參加 CAS 有機

驗證。在 96 年底停止核發 CAS 吉園圃標章之後，將有 12%的人不再參加

任何認驗證，但也有 21.1%仍然要再參加 CAS 吉園圃驗證，顯示停辦吉園

圃的宣導仍有不足之處。在停辦後仍有高達 68.1%的農民會轉到產銷履歷驗

證，這些大部分是由參加 CAS 吉園圃驗證的農民轉換而來。同時在政府推

廣產銷履歷驗證之後，參加 ISO9001 品質管理系統認證的梨農也會由 16.9%
降至 6%（表一）。 

表一、梨驗證現況 

項目 
已通過認驗證種類 預計參加認驗證種類 

百分比(%) 百分比(%) 
無認驗證 9.0 12.0 
ISO9001  16.9 6.0 
ISO22000  2.4 1.2 
CAS 吉園圃 88.0 21.1 
CAS 有機 1.8 1.8 
產銷履歷 3.0 68.1 
有機產銷履歷 2.4 1.8 
優良農產品 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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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梨農產銷管控現況 
在農場生產階段及集貨場運銷階段都有必要從各流程中及各使用原物

料資材中，管制可能來自外加之重金屬、不當農藥及病源微生物與有害昆

蟲，以避免污染物感染到最終產品。然而梨農在這方面顯然做的還不夠，

僅由 50%以上的農民在購入化學肥料的成份、購入防治資材的合法性、防

治資材的使用倍數、防治作業的正確用藥、作業農機具的保養維護、採收

前產品的農藥殘留量、儲存的環境溫度控制及集貨場的清潔整理方面有再

加以控管，但對重金屬之防範還是比較缺乏，另外本研究也發現梨農對食

品安全管制系統較為陌生，有必要加強教育與宣導（表二）。 

表二、梨農產銷管控現況 

品項 衡量項目 百分比(%) 

有控管種苗的品種來源 種苗證明書 39.2

有控管農場的環境汙染狀況 土壤檢驗報告 42.2

有控管灌溉水的水源品質 水質檢查報告 33.1

有控管購入化學肥料的成份 進貨檢驗單 60.8

有控管購入有機肥的重金屬含量 進貨檢驗單 31.3

有控管土壤改良資材的成份 進貨檢驗單 48.2

有控管購入防治資材的合法性 進貨檢驗單 51.8

有控管防治資材的使用倍數 病蟲害防治曆 83.1

有控管防治作業的正確用藥 農藥講習紀錄  87.3

有控管作業農機具的保養維護 保養紀錄 58.4

有控管採收前產品的農藥殘留量 農藥殘留檢驗報告  75.9

有控管包裝材料的安全衛生 產品證明書 42.2

有控管儲存的環境溫度控制 冷藏溫度紀錄 51.8

有控管集貨場的清潔整理 清潔紀錄 50.0

有控管冷藏設備的清潔整理 清潔紀錄 42.2

有控管出貨容器的清潔整理 清潔紀錄 33.1

有控管車輛的清潔保養 清潔紀錄 33.7

有控管作業人員的健康 健康檢查報告 48.2

有控管作業人員的衛生 衛生檢查紀錄  39.2

有維護食品安全管理手冊完整性 審查紀錄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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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番石榴農產銷管控現況(續) 

品項 衡量項目 百分比(%) 

有維護安全管理系統審查改善能力 審查紀錄 13.3

有維護食品安全危害分析 鑑別紀錄 14.5

有維護食品安全危害評估 評估報告 12.7

有建立先期作業方案(PRPs) 方案文件 12.7

有建立 HACCP 計畫 HACCP 計畫 5.4

有建立重要管制點鑑別(CCP)  鑑別文件 9.0

有建立追溯系統 追溯文件 21.7

有建立不符合管制措施 管制文件 10.2

有建立產品收回機制 回收程序書 8.4

 
三、產銷作業流程訂定 

梨產銷作業可切割成下列幾個流程（圖 1），一般以採收後之施禮肥作

為年度梨園工作之開始，而以出貨作為產季工作的結束，中間包括農場管

理、栽培作業、施肥作業、病蟲害防治作業、進貨作業、採後處理作業及

出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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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梨產銷作業流程 
 

四、潛在安全危害之風險評估 
梨生產的過程都在農場及集貨場等二個地方進行，只要按生產流程步

驟管好各種潛在危害農產品安全的因子，就能降低或控制風險。依此，在

農場部分有土壤、灌溉水、肥料及土壤改良資材、病蟲雜草防治資材、作

業用具及搬運車輛、樹體（含採收前果實）、果實、套袋材料等幾項，預防

重金屬及農藥的污染（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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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梨農場作業風險分析 

管制項目 

該潛在危

害影響產

品安全？

YES/NO

危害嚴重性 危害可能性 
本項目是

重要管制

點？

YES/NO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土壤 Y ˇ   ˇ   Y 

灌溉水 Y ˇ   ˇ   Y 

肥料及土壤改良資材 Y ˇ    ˇ  Y 

病蟲雜草防治資材 Y ˇ   ˇ   Y 

作業用具及搬運車輛 Y   ˇ   ˇ Y 

種苗(接穗) Y  ˇ   ˇ  N 

樹體(含採收前果實) Y  ˇ   ˇ  Y 

果實 Y  ˇ   ˇ  Y 

套袋材料 Y  ˇ   ˇ  Y 

採收容器 Y   ˇ   ˇ N 

 
而在集貨場部分應管制的則有包裝資材、冷藏設備及作業場所，以預

防來自作業環境及包裝材料的污染（表四）。 

表四、梨集貨場處理作業風險分析 

管制項目 

該潛在危

害影響產

品安全？

YES/NO 

危害嚴重性 危害可能性 
本項目是

重要管制

點？

YES/NO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作業員的衛生 Y   ˇ   ˇ N 

分級包裝作業用具 Y   ˇ   ˇ N 

包裝資材 Y   ˇ  ˇ  Y 

預冷設備及冷藏設備 Y ˇ   ˇ   Y 

搬運車輛 Y   ˇ   ˇ N 

作業場所 Y  ˇ   ˇ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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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害因子管控 
  將梨生產過程中所使用之各種種苗、資材、環境、設備、機具、人

員、水資源及車輛等，依 HACCP 管制精神探討梨生產潛在之安全危害因

子、引發危害之原因、潛在危害之因應策略及應保存之相關文件。在經專

家的討論及現有資料的綜合研判後，初步建議將土壤、灌溉水、土壤改良

資材、病蟲雜草防治資材、包裝資材及作業場所等加以管制，防止因重金

屬吸收、不當農藥使用及病源微生物感染所帶來的食品污染（表五）。 

表五、梨農場產銷作業風險管理分析 

管理對象 危害因子 
引發危害 
之原因 

因應對策 
(方法) 

文件 

土壤 重金屬 根吸收重金屬後

遺留在收穫物上

1. 進行土壤分析 
2. 做好周邊環境

的清潔工作 

土壤分析報告
 

灌溉水 病源微生物 
及重金屬 

根吸收重金屬後

遺留在收穫物上

檢查水源的水質

確認符合農田灌

溉水質標準 

水質分析報告

肥料及土壤

改良資材 
病源微生物 微生物感染植株

影響品質 

1. 選購消毒完成

及完全發酵之

資材 
2. 加強貯存環境

之管理及清潔 

1. 採購憑證 
2. 倉庫清潔記

錄 

重金屬 根吸收重金屬後

遺留在收穫物上

選購無超量重

金屬之資材 
1. 土壤改良資

材成份證明

2. 採購單據 

病蟲草害

防治資材 
非合法登記

之病蟲草害

防治資材 

1. 施用非合法登

記之病蟲雜草

防治資材，殘

留於收穫物上

2. 施用方法不當

造成農藥殘留

1. 透過採購憑證

確認合法登記

之病蟲草害防

治資材 
2. 確實依照政府

公告之病蟲草

害防治資材施

用方法使用 

1. 採購憑證 
2. 防治資材施

用紀錄  

作業用具及

搬運車輛 

異物污染 清潔不良，造成

採收收穫物之污

染 

1. 加強清潔管理 
2. 加強作業用具

及機械之維護 

清潔(洗)維護

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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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番石榴農場產銷作業風險管理分析表(續) 

管理對象 危害因子 
引發危害 
之原因 

因應對策 
(方法) 

文件 

種苗 
(接穗) 

病源微生物

及有害昆蟲 

接穗遭微生物及

有害昆蟲危害，

後續傳染至果

品，影響實用品

質 

1. 加強接穗檢驗 
2. 採購有檢疫證

明之接穗 

1. 檢疫證明 
2. 採購紀錄 

樹體(含採

收前果實) 
病源微生物

及有害昆蟲 

微生物及有害昆

蟲感染植株影響

品質 

1. 加強病蟲害防

治 
2. 套袋 

1. 病蟲害防治

紀錄 
2. 套袋紀錄 

果實 病源微生物

及有害昆蟲 

微生物及有害昆

蟲感染植株影響

品質 

加強病蟲害防治 病蟲害防治紀

錄 

套袋材料 化學物質 使用不明或含化

學污染資材使產

品發生污染 

選購清潔套袋

資材 

資材採購紀錄

包裝資材 化學物質 使用不明或含化

學污染資材使產

品發生污染 

1. 選購清潔包裝

資材 
2. 包裝資材與農

藥分開儲放 

資材採購紀錄

預冷設備及

冷藏設備 
病源微生物 貯(冷) 藏設備

的溫度設定與管

理不良引發病源

菌孳生感染收穫

物 

確認貯藏設備溫

度在適合保存範

圍內 

儲藏設備之溫

度紀錄 

有害動物 有害動物(昆蟲

小動物等) 侵食

或污染收穫物 

設立有害動物的

侵入防範措施 

有害昆蟲之防

治紀錄 

作業場所 有害動物 有害動物(昆蟲

小動物等) 侵食

或污染收穫物 

設立有害動物的

侵入防範措施 

有害昆蟲之防

治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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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立檢驗標準 
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資材及場地均應透過檢驗來確保其安全性，檢驗

標準應依國家標準或自訂標準來作為管制點，檢驗項目基本上應包含土壤

檢驗、水質檢驗、進料檢驗及農藥殘留檢驗等項目。 
 
（一）土壤檢驗 

土壤之重金屬容許量應低於以下標準（表六）。 

表六、土壤之重金屬容許量標準 

重金屬項目 
砷 

(As) 
鎘 

(Cd) 
鉻 

(Cr) 
銅 

(Cu) 
汞 

(Hg) 
鎳 

(Ni) 
鉛 

(Pb) 
鋅 

(Zn) 

mg/kg 30 2.5 175 120 2 130 300 260 

 

（二）水質檢驗 

灌溉水質之重金屬容許量應低於以下標準（表七）。 

表七、土壤之重金屬容許量標準 

重金屬項目 
砷 

(As) 
鎘 

(Cd) 
鉻 

(Cr) 
銅 

(Cu) 
汞 

(Hg) 
鎳 

(Ni) 
鉛 

(Pb) 
鋅 

(Zn) 

mg/l 0.05 0.01 0.1 0.2 0.002 0.2 0.1 2.0 

 

（三）進料檢驗：檢驗生物性、化學性及物理性之危害 

1.有機質肥料： 
主要檢驗化學性之重金屬含量是否超過以下標準（表八）。 

表八、有機質肥料重金屬含量標準 

重金屬項目 
砷 

(As) 
鎘 

(Cd) 
鉻 

(Cr) 
銅 

(Cu) 
汞 

(Hg) 
鎳 

(Ni) 
鉛 

(Pb) 
鋅 

(Zn) 

mg/kg 50 5 150 100 2 25 150 800 

 
2.一般肥料：檢驗成份是否標示清楚。 
3.農藥：檢驗有效日期及成份。 
4.其他資材：檢驗成份是否標示清楚。 
 

（四）農藥殘留檢驗 
農產品之農藥殘留容許量應依衛生署所公告之標準來檢驗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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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立生產記錄 

為管制生產過程中各項污染風險，所有過程均應紀錄，以便在發生危

害時可追蹤及矯正，相關紀錄表單可參考梨產銷履歷紀錄簿來應用，其項

目應包含下列各表： 
（1） 種苗登記表 
（2） 栽培工作紀錄 
（3） 肥料施用紀錄 
（4） 病蟲草害防治施用紀錄 
（5） 採收及採後處理紀錄 
（6） 出貨紀錄 
（7） 肥料資材採購紀錄 
（8） 防治資材採購紀錄 
（9） 其他資材採購紀錄 
（10） 農機具保養維修紀錄 
（11） 集貨場設施保養維修紀錄 
（12） 車輛保養維修紀錄 
 
八、查核生產履歷 

查核是否按時及確實做好各項管制措施，是內部管理及對外驗證非常

重要的工作，相關查核表格可參考產銷履歷查核表（表九）。 

 

 

 

 

 

 

 

 

 

 

 

 

 



建構梨生產農場安全作業之研究  137 

 

表九、生產履歷查核表 
作業 
流程 分類 查核項目 查核頻率 日期查核者

共
通
事
項 

污染防治措施 △是否已確認果園及周邊環境未遭有害物
質污染？ 

見備註 2   

灌溉水質檢查 △是否已實施水質檢查？ 見備註 2   
作業人員教育訓練 ◎是否接受生產管理等相關的講習？ 2 年 1 次   

紀錄、文件登錄保存 
◎是否保存文件及紀錄並可提供相關產銷
資訊？ 隨時   

作業用具、機具及車輛 ◎是否良好維護保養與清潔？ 隨時  

栽 
培 

果園 
園地及週邊 
環境 

△是否進行預防作業，防止土壤及周邊病蟲
害傳染發生，並採取適當之措施並紀錄？ 

隨時   

廢棄物 ◎是否已分類、回收及存放於規定的場所？ 1 年 1 次   

肥料及
土壤改
良資材 

採購 
◎是否確認使用資材的成分？購買憑證是
否保管妥善？  

1 年 1 次   

保管 ◎是否留存資材進出庫管理紀錄？  1 年 1 次   
施用 ◎是否有施肥管理紀錄？  1 年 1 次   

防治
資材 

採購 
◎是否確認選用已登記註冊的農藥及保存
購買憑證？  

1 年 1 次   

保管 
◎是否進行資材分類與整理？ 1 年 1 次   
◎是否留存資材及藥劑進出庫管理紀錄？ 1 年 1 次   

施用 

◎是否依據防治曆掌握防治時期並適當進
行防治？ 

1 年 1 次   

◎是否依照註冊農藥之使用標準來施用？  1 年 1 次   
◎是否定期按受有關農藥使用等講習？ 2 年 1 次   

種苗採購 ◎是否留存種苗採購單據及來源紀錄？ 每批 1 次   

樹體 
◎是否已執行清除、銷毀各種病蟲害被害部
位(根/莖/葉/果實)？ 

1 年 1 次   

採
收 

果實 
◎是否進行採收前之果實農藥殘留檢驗？ 1 年 1 次   
◎是否紀錄採收日期、園地的區塊、作業人
員等？  

1 年 1 次   

容器 ◎是否整理、清潔採收容器？ 隨時   

出  
貨 

作業人員及場所健
康衛生 

◎是否已注意作業前作業人員的健康狀態
及衛生習慣？ 

隨時   

果實 ◎是否觀察果實外觀完整性，未受異物污
染？ 

隨時   

集貨場所 ◎是否於出貨期實施集貨場整理、整頓、清
掃？ 

隨時   

貯藏設備(含冷藏庫) 
△是否整理、整頓、打掃、保養貯藏設備？ 1 年 1 次   
△是否於出貨期間測定、記錄貯藏設施温度
並保存記錄？ 

隨時   

小動物、衛生昆蟲 ◎是否執行病蟲害、小動物、昆蟲防治？並
將有關的管理記錄保留下來？ 

1 月 1 次   

包裝容器、資材 ◎是否維護包裝材料及容器的清潔衛生？ 1 週 1 次   
備註：1.◎為必要查核項目，△為配合產地實際狀況之選擇項目。 

2.生產履歷產品之農地，須經過水質及土壤檢測通過。 



138  農業推廣經營專輯 

 

結論與建議 

梨在生產過程中比較容易出現污染風險的地點在生產農場及集貨場，

而比較可能的污染來自農藥、有機肥料及包裝資材，只要管制好一些外來

資材的使用，並加強檢驗措施，梨受到污染而影響到食品安全的可能性極

微。只是目前農民多偏重農藥殘留量的管控，並不願多填紀錄表單及參與

驗證，因此對現代化大型賣場的吸引力有限，價格容易受市場波動，如能

做安全管制，價格及通路一定比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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