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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 

本計畫針對現階段進口中藥各項有害物質偵測及檢測技術，進行資料蒐 
集，涵括中藥材本身即具有肝、腎及其他可能毒性，蒐集彙整其毒性資料、 
文獻報告、及相關檢驗技術。配合國內中藥材進口業者及中藥製藥廠業者或 
生技相關業者，蒐集或實際檢測市售可能品質異常之藥材，蒐集彙整其背景 
值，分析整理作為限量值之判定依據，並作為藥材異常管理之方向。 

本計畫以1.5年的執行時間，完成杜仲等26種藥材品質項之產地資訊、品 
質異常之背景值資訊、指標成份含量、重金屬含量、農藥殘留量、生菌數、 
黃麴毒素含量等之限量標準及肝腎毒性資訊。並且於國內北、中、南三區， 
針對中藥材進口業者、中藥廠業者、中藥販售業者(中藥房)等三方業者辦理 
工作坊，實際走入業界傳輸「中藥材各項有害物質偵測及檢測技術」之相關 
資訊，使這三方業者真正能通過工作坊的資 訊教育，體認中醫藥健康安全防

護網的意義及實際作法，進而將此三方業者納入政府主管機關「有效管理」

的範籌，維護國人用藥安全及提升國內中藥製品的品質層級。 
研究方法： 
1. 查詢藥典、書籍、網路蒐集彙整有關26種中藥材之有害物質限量標準值、 

有害物質之檢測技術資訊。 
2. 查詢有關肝腎毒性之風險評估、動物模式之國內外文獻或報導。 
3. 與大陸地區合作交流大學合作，取得有關中草藥產第資訊。 
4. 由本校電子圖書資料庫，取得相關醫學資訊。 
5. 辦理北、中、南區檢測技術工作坊，推廣中藥材檢測技術之正確認知與概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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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1. 完成杜仲等26種中藥材之易誤用、混用資訊。 
2. 完成26種中藥材於大陸地區之種植地、產銷集散地資訊。 
3. 完成26種中藥材之肝腎毒性風險評估資訊及動物評估模式資訊。 
4. 完成26種中藥材之重金屬、農藥殘留、生菌、黃麴毒素等之檢測技術資 

訊。 
5. 完成屏東、台中、台北等三區之「中草藥檢測技術工作坊」。 
6. 上述蒐集所得資訊皆依期程繳交於農業生技協會進行彙整，並由米藍科技 

公司進行e化資訊化。 
7. 中藥製藥業者對檢測實務工作具有高度參加研習意願，建議可多辦理，俾 

利業者提昇檢測技術與能力。 
 
關鍵詞：有害物質、檢測技術、資訊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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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he purpose of this plan is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f harmful substance 
detecting and examination techniqu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mports.  Som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as liver, kidney or other possible toxin itself, and we 
collect the toxin information, document reports, and related examination technique 
information.  We worked with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mporter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ducers, or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medicinal 
materials with unusual quality sold in the market.  After collecting, we try to figure 
out the background and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to be the base of limitation and 
management direc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with unusual quality. 

We worked on this plan for one and half years.  We finish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of 26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uch as eucommia bark and 
the limitation standard and liver and kidney toxin information that includes origin, 
background of unusual quality, ingredient indicator content, heavy metal content, 
agriculture remain, fungus number, aflatoxin, and so on.  The workshops are held 
in North, Middle, and South Areas for importers, producers, and wholesalers. 
They got the information of harmful substance detection and examination 
techniqu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understood the meaning and metho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ealthy and safe protection network by the workshops. 
Government also can take the importers, producers, and industry into the field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to make sure the medicine-use safety of our people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ou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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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1. Look up the related books, pharmacopoeias, and websites to collect the harmful 

substance limitation standard and its examination technique information of 26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2. look up the risk assessment of liver and kidney toxin, domestic and foreign 
documents or reports of animal patterns. 

3. Cooperate with universities of Mainland China to get the inform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rigin. 

4. Get the related medical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electronic database of our library. 
5. Held the examination technique workshops in North, Middle, and South areas 

to spread out the correc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amination techniqu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1. Finsih the mis-use and mix-use information of 26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uch as eucommia bark. 
2. Finish the planting and marketing places information of Mainland China of 26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3. Finish the liver and kidney toxin risk assessment and animal pattern evaluation 

information of 26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4. Finish the examination technique information of 26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cluding heavy metal, agriculture remain, fungus number, aflatoxin 
and so on. 

5. Finis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amination technique workshops held in 
Pingtung, Taichung, and Taipei. 

6. All the above information are handed over to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to work on, and then Mila technology company put them into e 
information. 

7.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ducers are highly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examination technique workshops. 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hold more 
workshops to promote their examination technique and ability. 

 
 
Keywords: harmful substance, examination techniqu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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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在發展中草藥產業及國人使用中草藥製劑最大的問題是90％ 
以上的藥材是來自中國大陸，目前由於兩岸特殊環境因素，臺灣方面在 
中國大陸輸入中草藥材的品質管控非常困難，包括藥材品質種、產地、 
氣候、採收季節、貯存、加工過程等不同而使得成份不易定量規格化， 
更有甚者是主成分被抽取殆盡，不當添加防腐劑，混用或誤用等嚴重問 
題。另外尚有農藥殘留，重金屬含量過高等安全顧慮問題，在在都影響 
國人的用藥安全與身體健康，已對國內下游業者的產品品質造成鉅大的 
不良影響。 

本計畫實施之背景與目的是蒐集進口藥材之產地資訊，研究其天 
候、地理、採製等因素對藥材品質之影響，及可能產生的人體危害等相 
關資訊。蒐集常用藥材可能發生品質異常之背景值，研究作為政府機 
關訂定限量標準之依據或管理規範，協助政府管理機關完成風險評估報 
告，並且實際從事實驗室檢測工作，制定至少25種以上藥材之肝腎毒性 
限量參考值，作為政府管理機關相關法規之參考標準。 並且持續蒐集中 
藥材之農藥殘留、重金屬、生菌、黃麴毒素、輻射、添加物等有害物質 
之檢驗技術，文獻報導等資訊、彙整並加以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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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料與方法 
 

一、查詢德國藥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日本藥局方等各國藥典，作 
為中藥材品質管制、肝腎毒性、限量值之參考資訊。 

二、查詢國內外約九十個中醫藥、中草藥相關網頁，蒐尋、彙整可利用 
之網路資訊。 

三、透過本校圖書館之電子圖書資料庫，蒐集有關中草藥的檢測技術之 
學術文獻或報導。 

四、分別大仁科技大學(屏東)、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台北醫學大學(台 
北)辦理三場中草藥檢測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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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果 
 

一、蒐集杜仲等26種中藥材之產地資訊：含植物生長習性、採收加工、 
田間管理、產地分布等資訊。 

二、蒐集重金屬檢燦技術、黃麴毒素檢測技術、指標成分檢測技術。 
三、蒐集26種中藥材之國內外肝腎毒性資訊。 
四、蒐集26種中藥材之易混用、誤用資訊。  
五、蒐集大陸地區產地概況：含量地自然環境、藥材資源分布、利用狀

況、主要品種分部等資訊。  
六、辦理屏東、台中、台北等三地區之產官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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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 
 

行政院中醫藥委員會擬定各種計畫，委託專家學者在中藥材的品 
質管理及用藥上進行研究，目的是在建構中醫藥的安全防護網，而且藉 
由本類計畫，系統性地蒐集中藥材的有害物質資訊，肝腎毒性資訊，檢 
測技術資訊，其宗旨就是除了維護國人中藥用藥安全之外，希望能為國 
內相關業者建立品質管制之資訊平台，進而能與國際的中草藥市場相接 
軌。 

由於中草藥資訊仍然是以大陸地區為主要的資訊來源，因此最好是 
能親往大陸踏訪擷取實地資訊，較具真實性。 

日本的漢方及藥草資訊變非常多，但礙於語文障礙，能引用的文獻 
或資訊受限，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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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本 計 畫 之 執 行 除 了 搜 集 2 6 種 中 藥 材 的 易 誤 用 、 混 用 產 地 資 訊 

（GAP、種植地、面積、產銷地）、國內外肝腎毒性資訊、動物評估模 
式資訊、有害物質檢測技術資訊外，並於屏東、台中、台北等三地辦理 
三場檢測技術工作坊，使業者能交換實務經驗，獲益匪淺，故業者反應 
能多辦理本類檢測工作坊。 

另外，本計畫蒐集所得資訊予以e化建置網頁公開之前，建議由計 
畫主持人邀集專家學者在做一次資訊正確性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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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有害物質檢測技術工作坊(南區) 
－中草藥檢測資訊－ 

時間：95年11月03日 
地點：大仁科技大學 
議程： 

時間 議題 
9:00~9:45 中草藥辨識基本知識 

9:45~10:10 茶敘 

10:10~11:50 中草藥異常檢測資訊 

11:50~13:30 午餐 

13:30~17:00 中草藥檢測實務操作 
 

臺灣有90％以上的中藥材是自境外輸入，品質管控不易，尤其是 
藥材之品質、栽種方式、產地、氣候、採收季節、貯存、加工、包裝、 
標示等種種因素使得中藥材的有效成分不易定量規格化，不當添加防腐 
劑、誤用、混用，以及農藥、重金屬、生菌等外來污染因子，都深鉅地 
影響國人中草藥的用藥安全，以及國內中藥製藥業產品品質的掌控。本 
課程針對中藥材進行產地資訊、品質異常資訊、藥材外來有害物質及其 
檢測技術，並實際檢測操作，使學員學習傳統中藥材的檢測技術，並能 
實際運用於研究或職場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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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中草藥有害物質檢測技術工作坊(中區) 
－中草藥檢測實務操作－ 

時間：96年10月31日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 
議程： 

時間 議題 
9:00~9:45 中草藥辨識基本知識 

9:45~10:10 茶敘 

10:10~11:50 中草藥異常檢測資訊 

11:50~13:30 午餐 

13:30~17:00 中草藥檢測實務操作 
 
 
 
 
 
 

2007中草藥有害物質檢測技術工作坊(北區) 
－中草藥檢測實務操作－ 

時間：96年11月10日 9:00~17:00 
地點：台北醫學大學 
議程： 

時間 議題 
9:00~9:45 中草藥辨識基本知識 

9:45~10:10 茶敘 

10:10~11:50 中草藥異常檢測資訊 

11:50~13:30 午餐 

13:30~17:00 中草藥檢測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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