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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國內生物農藥產品登記現況

三、生物農藥研發流程與登記經驗分享

1.以孢子數或菌數為品管指標成分（液化澱
粉芽孢桿菌/貝萊斯芽孢桿菌等）

2.以代謝物或蛋白質為品管指標成分（發光
光桿菌）

四、建議與展望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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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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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菌
種多功
能 -液化
澱粉芽孢
桿菌Ba-

BPD1

生物農藥
殺菌劑

境內：台肥公司

境外：已公告

微生物肥料
溶磷菌

台肥公司

元澍生技公司

益生菌飼料添加
物

沅渼公司
永信製藥公司

(永鴻國際生技公司)

大成長城集團

(全能營養技術公司)

水產養殖 台肥公司

水質淨化 已公告

2013 年至今的重要技轉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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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至今的重要技轉成果-2

發光光桿菌
0805-P2R

生物農藥

殺螨劑

(審查中)

興農公司

液化澱
粉芽孢
桿菌CL3

生物農藥

殺菌劑
興農公司

*發光光桿菌(Photorhabdus luminescens)
不等於光合菌(Photo Synthetic Bacteria)

立足臺灣，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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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早或尚未成熟 會被建議回到研究計

畫補強試驗數據。

2.技術已成熟 會被建議直接辦理技術授

權。

3.如何才是適中？要明確說明為何需要業者

合作？雙方的工作項目？必須互補或互取

所需。

產學合作的研提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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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生物農藥產品登記現況



依據農委會 106 年 3 月 17 日修正發布

的「農藥理化性及毒理試驗準則」第三

條附件一，生物農藥類（biopesticides）

包括「天然素材」、「微生物製劑」及

「生化製劑」等，部分定義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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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素材

天然產物之有效成分無法以化學方法純化
或再加以合成之農藥，可經粗萃、脫水、
乾燥、壓榨、磨粉、製粒等物理及適當調
配加工程序之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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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製劑

利用微生物供植物保護用途之製劑，
微生物種類例如細菌、真菌、病毒和
原生動物等，一般由自然界分離所得，
亦可再經人為誘變、汰選或遺傳基因
改造等人工品系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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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製劑

天然產物之有效成分經化學方法純化
或合成，具明確化學結構，非以直接
毒殺害物為防治機制之製劑；其化學
結構應與天然產物之有效成分相同，
或為具等同功能之異構物或其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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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農藥管理法，農藥非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登記發給農藥許可證，不得製造、
加工或輸入。

生物農藥屬農藥管理之範疇，其製造、
加工或輸入需申請農藥許可證，生物農
藥製造業者亦需申請農藥工廠登記。

申請核准登記需辦理農藥標準規格檢驗，
並應提供田間試驗報告、毒理試驗報告
及理化資料等技術資料審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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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菌種 成品許可證
（進口）

合計
（進口）

微生物製劑 蘇力菌 19 (12) 45 (15)
枯草桿菌 9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8 (1)
貝萊斯芽孢桿菌 2
蕈狀芽孢桿菌 1
木黴菌 3 (1)
純白鏈黴菌素 1
白殭菌 1
甜菜夜蛾核多角體病毒 1 (1)

臺灣現有生物農藥許可證的種類明細表

資料來源: 農藥資訊服務網-許可證查詢欄位，由農藥所資材研發組逐項點選統計至 2023.07.20



14

分類 主成分 成品許可證
（進口）

合計
（進口）

天然素材 苦參鹼 1 3 (1)
魚藤精 1
印楝素 1 (1)

臺灣現有生物農藥許可證的種類明細表

分類 費洛蒙種類 成品許可證
（進口）

合計
（進口）

生化製劑 斜紋夜蛾費洛蒙 2 5 (1)
甜菜夜蛾費洛蒙 2 (1)
小菜蛾費洛蒙 1

資料來源: 農藥資訊服務網-許可證查詢欄位，由農藥所資材研發組逐項點選統計至 202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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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農藥研發流程與登記經驗分享



臺灣生物農藥的研發能量

產

產業界

官

政府機關

學

大學校院
研

研究機構

臺灣大學、
中興大學、
高雄師範大
學、屏東科
技大學等

農委會科
技處、防
檢局等

農藥所、農試所、臺中區農業改良場、高雄區
農業改良場、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等

產學合作計畫

重點發展計畫

重點發展計畫

重點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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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7 月當時農委會科技處完成研發盤點，臺灣具有
發展潛力的微生物至少有 64 件。

其中，臺灣大學 2 件、中興大學 13 件、高雄師範大學 7 件、屏
東科技大學 3 件、虎尾科技大學 4 件、美和科技大學 1 件、宜
蘭大學 6 件、南臺科技大學 1  件、農藥所 6 件、農試所 2 件、
臺中區農改場 2 件、高雄區農改場 2 件、臺南區農改場 1 件、
桃園區農改場 1 件、苗栗區農改場 5 件、花蓮區農改場 2 件、
種苗改良繁殖場 6 件。

研發能量的分佈

學
37/64
58%

研
27/6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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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eptomyces saraceticus 31 之商品化及產業化
2. Bacillus subtilis TKS1-1微生物製劑產業化技術研發
3. 木黴菌TCTr-668製劑商品化之研究
4.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Tcba05之研發及商品化
5.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ML15-4生物農藥商品化之研發與應用
6. 木黴菌Trichoderma harzianum R1-6生物農藥登記要件之
建立

7.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PMB01生物
農藥菌株研發成果商品化及產業化

8. 微生物農藥產業化平台-符合GLP規範之物理化性質及毒
理試驗

9.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Nana11防治蝴蝶蘭黃葉病之資材商品開
發與產業應用評估

10. 鏈黴菌S1菌株作為露菌病防治生物殺菌劑應用性之開發

103 至 106 年推動生物農藥產業化（雄才大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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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至 113 年 農業用微生物產業固本與加值
應用技術研發 –
建構微生物功能性功效與安全性評估技術活絡
微生物製劑產業 （農試所）

111年起 農試所主辦微生物牛墟日（共同菌株、
共同研發、貢獻分享、活絡產業）

19

108 至 109 年綠色農糧供應體系關鍵技術之研
發與產業應用-政策型計畫-
安全防治資材之研發與商品化（農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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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錄自1 1 0 . 0 6 科技處在第 1 7 7次智審會
的報告

具完整試驗報告者

• 專屬授權(8年)予
業者，若3年內
未取得藥證則轉
為非專屬授權，
但仍可依業者之
積極度及實際情
形，個案評估是
否寬限。

完成菌種量產技術者

• 專屬授權(8年)予
業者進行田間試
驗，並依受測試
作物生長，給予
較寬鬆之取證時
間。

尚待進行理化、安全
性及田間試驗者

完成菌種階段者

• 可非專屬授權
予業者參與後
續商品化標的
開發(如菌株功
能、產品或劑
型)。業者可透
過產學合作或
委託農科院微
生物工廠。

為加速微生物農藥相關技術商品化，促進產業發展，以利減少化學
農藥之使用，建議可配合技術研發成熟階段，採不同的授權模式及
推動策略：

微生物農藥開發完整度

授
權
金

• 可以較長的授權期
之專屬授權予業者
參與後續品質、安
全性、功效性驗證
及田間試驗。

• 業者可透過透過產
學合作或委由學校
或法人研究單位之
GLP實驗室進行相
關試驗，縮短所需
試驗時程。

非專屬授權
3年1期滾動式
檢討開發進度及

方向策略
10年專屬授權

(3年內完成某階段)
8年專屬授權
(4~5年內取證)

8年專屬授權
(3年內取證)

技轉文件越齊全，登記取證
的時程越快，但仍有缺點？
業者的品管跟不上？



微生物製劑開發流程魚骨圖 來源：台經院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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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商品化的流程關鍵步驟

菌株分離與篩選

生物活性檢測
與菌株鑑定

實驗室室內評估

毒理安全評估

實驗室放大生產
與初步田間試驗 發酵產程研發

製劑配方

產品註冊登記
與商品化

停止

生物活性檢測

安全

不安全

田間試驗效果評估

安全

Source (textbook): Progress in Biological Control (2011) Vol.10
22



以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為例說明
生物農藥開發的參考流程

（本次說明不著重在成果宣傳，僅提供研發參考流程，讓更多
研發人員瞭解生物農藥開發的相關注意事項）

23



1、菌株篩選（生物活性或抗生物質或代謝物產生能力）與菌
種確認

2、菌種的安全性評估※

3、實驗室級的小量培養與生物活性評估

4、盆栽試驗

5、申請專利與智財權的相關保護※

6、 5公升的發酵條件

7、初步田間試驗

8、百升級或噸級的發酵條件※

9、製劑配方的選擇與評估

10、田間試驗的防治對象之選擇與評估

11、製備技轉所需規格文件※
※常被研發人員忽略的項目

24



1、菌株篩選（生物活性）

與菌種確認

芽孢桿菌對於檬果炭疽病菌的對峙試驗 25



枯草桿菌與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對植物病害防治機制

Source:Schippers 1992

與病原菌在營養及空間之競爭促進土壤中大分子的溶解與營養素之有效吸收

改善土壤性質促進作物生長

產孢過程中可產生對多種病原菌具有抑

制作用之抗生物質

抗病性

26



antibiotic 
substances

27



枯草桿菌或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產生之peptide類抗生物質

抗生物質
結構 特性

Alboleutin ― 抗真菌，農業用

Bacillomycin Cyclic（8n） 抗真菌

Bacilysin Dipeptide 抗細菌，抗真菌

Botrycidin AJ1316 Polypeptide（62n） 基因編碼，抗真菌

Chlorotetain Dipeptide 抗真菌

Fengycin（豐原素） Modified acylpeptide（10n） 抗真菌

Iturin Cyclic lipopeptide（7n）, 
peptide脂類

抗真菌，臨床使用

Mycosubtilin Cyclic（9n） 抗真菌

Rhizocticins Dipeptide and tripeptide 抗真菌

Subtilin Lantibiotic（32n） 基因編碼，抗細菌，抗腫瘤，
農業用

Surfactin（表面素） Acylated cyclic（7n）,
peptide脂類

抗真菌細菌，作用於細胞膜

（資料來源:  Sonenshein AL. 1993. Bacillus subtilis and other gram-positive bacteria.） 28



預防勝於治療

若抗生物質含量高，也許可以預防與治療

兼顧

菌株篩選方式？

孢子數並非絕對指標？其它指標成分？

品質控制？

29



參與surfactin生合成的主要基因: sfp

參與iturin A生合成的主要基因: ituD

針對此兩序列設計引子對

篩選出可產生iturin A或surfactin之芽孢桿菌

成果發表期刊
1. Hsieh, F. C., Lin, T. C., Meng, M.*, and Kao, S. S.* 2008. Comparing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Bacillus Strains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 antifungal lipopeptide iturin A. Current Microbiology
56:1-5. 

2. Hsieh, F. C., Li, M. C., Lin, T. C., and Kao, S. S.* 2004. Rapid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urfactin-producing Bacillus subtilis and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based on PCR. Current 
Microbiology 49:18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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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株對峙效果總整理（農藥所至少 300 株）

• 評估與挑選潛力菌株（梨山土壤篩獲的Ba-
BPD1、拖鞋蘭內生菌CL3、香蕉內生菌
Nana11等）

• 進行抑菌範圍（spectrum）探討

31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

枯草桿菌(Bacillus subtilis)

菌種鑑定

形態學、生化技術（傳統生化、API 、Biolog、Vitek…）、
分生技術（16S rRNA、gyrB gene sequences、whole genome 
sequencing… ）等

如何證明非基因轉殖微生物? 可參考歐盟的作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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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菌種的安全性評估

※口服急毒性/致病性安全性評估

※肺急毒性/致病性安全性評估

國內本土菌種或菌株原則上先針對

上述 2 項毒理試驗

但上述為菌株的安全性評估，若有效成分指標不是菌數
而是代謝物，會被要求至少加做「成品」的安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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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與枯草桿菌，是不產
生毒素和對人體沒有病原性的，與乳酸
菌同屬安全菌株(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 。

B. amyloliquefacien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Bacillus subtilis
group are considered as safe and have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status, GRA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A,
1999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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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階段即使拮抗或防治效果優異，

仍必須放棄不安全菌株

（對動物或人體有害；Biosafety Level 2或以上）

心內膜炎、敗血症、尿道感染、傷口感染或術後感染. . .

例如：

Burkholderia gladioli

有效抑制筆筒樹萎凋病

Burkholderia cenocepacia

溶磷；有效抑制香蕉黃葉病

安全性大於活性

37



3、實驗室級的小量培養與生物活性
評估

• 1 公升搖瓶

•室內生物活性檢定

4、盆栽試驗

38



5、申請專利與智財權的相關保護

1. 新穎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株及其應用（中華民國

專利證號 I373523）【已獲證】

2. 新穎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株及其應用（中國大陸

發明專利證號 ZL 2008 1 0182428.7）【已獲證】

3. Novel strain of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and its 
use（2008.12.5申請美國專利，申請案號

12/329,155，2010年公開號US 2010/0143316A1）
【取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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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佈局

新穎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株及其應用
（中華民國專利證號 I373523）

專利範圍共 14 項，其中與應用領域有關者：

4.一種如申請專利範圍第1 項菌株的用途，其係用於
處理廢水、水管道系統及有機廢棄物。

5.一種如申請專利範圍第1 項菌株的用途，其係用於
動物飼料添加劑。

6.一種如申請專利範圍第1 項菌株的用途，其係用於
促進植物生長。

9.一種如申請專利範圍第1 項菌株的用途，其係用於
預防或治療被真菌感染或細菌感染的植物或水果。

41



6、 5公升的發酵條件

制式培養基、天然原物料培養基

7、初步田間試驗

42



8、百升級或噸級的發酵條件

選擇幾種天然原物料來取代實驗室等級的碳氮源培養基，
提升發酵水平，若能以較低成本且來源穩定的天然原物料
成功表現目標產物的產量，未來技轉後的放大量產，可降
低生產成本，較具市場競爭力。

60公升發酵與 2公噸發酵
（委託業者代工）

109 spores /mL  以上
Iturin A含量 400 ug/mL 以上

43



9、製劑配方的選擇與評估

液劑、可溼性粉劑….。

先行測試選擇劑型後的規格（起泡性、懸浮率等）

10、田間試驗的防治對象之選擇與評估

市場需求評估 競爭優勢與差異化

主要對象作物目標害物之田間效果試驗

說明單位面積用量、稀釋倍數、施用方法及使用時應
注意之事項（與效果及藥害有關者）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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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力菌:GR, SC, WP, WG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WP, SC, AL
枯草桿菌:WP
蕈狀芽孢桿菌:WP
蓋棘木黴菌:WP
綠木黴菌:AP



農藥標準規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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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標準規格準則‐有效成分容許差

註三、農藥有效成分含量無法以化學方法分析者，得以生物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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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藥效試驗:
1.委託者應提供「產品外觀照片及合理範
圍之標稱規格」，檢附批次生產誤差及產
品儲存穩定性測試之研發佐證。

2.田間試驗單位應確認試樣品管分析證含
量，有效成分為活菌者，應以CFU或其他
可證明為活菌之方式。

3.試驗前或後，田間試驗單位應再確認
「有效成分含量不超過標稱下限值的10
倍」，若超過須考慮對最終使用方法進行
使用劑量或稀釋倍數之矯正。

訂定規格:
由於生物農藥可能含量隨時
間變化，規格含量應考量批
次生產誤差、產品儲存穩定
性測試，以及檢驗分析誤差
等因素研訂之，生產者應提
出產規格說明及品管檢驗結
果。

※不宜超出10倍標稱下限值之說明:
品管規格含量應是一個合理範圍，且應依批次生產誤差及產品安定性研訂，超過標稱下
限值 1 個 log 雖可能沒有殘留超量問題，但會造成高估藥效，將來使用方法可能需要矯正
劑量或使用稀釋倍數。因此，試驗物質含量不超出標稱含量 10 倍之原則，可避免最後還
須考量矯正劑量或使用稀釋倍數的麻煩。

取證上市後，Bs WG6-14 擬申請調降菌數?
Ba CL3 擬申請調升菌數?
但防檢署皆未同意。



11、製備技轉或註冊登記所需文件
微生物農藥資料需求要件，請參閱

•農藥所 下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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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國內「生物農藥註冊登記資料」

•產品菌種鑑定試驗報告

•成份含量說明

•生物特性資料及試驗報告

•產製過程試驗報告

•GLP 動物毒理試驗報告

•GLP 理化性質試驗報告

•品質管制試驗報告

•田間試驗報告（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認可的農藥田間試驗單位 ）

（除雄才大略相關平台計畫外，大部份仍建議由技轉後的

廠商補充更完整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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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P理化性質試驗項目



農藥產品的成熟度確認要點

一、委託者送樣給GLP理化試驗/GLP動物毒理試驗與EUP田間試驗的樣品成熟度自我確認

(一)確認產品製程、配方組成、產品外觀: 製程 (是否使用原體、設備規模、加工程序、條
件控制)、配方組成表、產品及稀釋液的彩色照片。

(二)確認劑型正確性、含量規格及保存條件:

1.確定劑型定義: (1)外觀型態確認 (2)確定使用方法:直接使用或加水稀釋 (3)加水稀釋者，
有效成分在產品中的物理狀態。

2.含量規格之訂定邏輯: 例如經過多批次生產，初步確認產品的保存條件、有效期間及有效
濃度。

以上皆是產品研發所須，確認後才適合進行後續之理化、毒理、藥效。且若承接的廠商要
使用上述的理化、毒理及藥效資料，需提出可利用前述文件的等同評估說明。

二、GLP實驗室之試驗物確認要點

(一) 身份確認-試驗物質身份 : 1.生產來源 2.批號及生產日期 3.產品名稱 4.劑型含量 5.保存
條件

註:微生物製劑還需要種原確認- 種原授權、來源說明或寄存證明。

(二) 品質確認-品質規格合格證明: 包括含有效成分含量及理化檢驗之劑型規格(起泡性、懸
浮率等)。

54

建議不須太早委託進行 GLP 試驗

謀定而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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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加做

成品對蜜蜂口服/接觸急毒性試驗

試驗結果:

1.口服(48小時) LD50> 100 ug a.s./bee (低毒級)

2.接觸(48小時) LD50> 76.0 ug a.s./bee (輕毒級)

3.依據田間施用濃度，防治木瓜葉蟎之每公頃施藥量為8
公升，換算施用劑量為320 g a.i./ha，依此計算其風險商

數(RQ)<320/76.0 = 4.21，低於法定風險啟動值(50)，對

蜜蜂屬低風險藥劑。

以發光光桿菌Photohabdus luminecens 
防治葉蟎產品登記經驗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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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防檢署農藥技術諮議會的委員審查意見補件

1.作用機制已投稿國際期刊

2.非目標生物毒性

已補做天敵 捕植蟎

巴氏小新綏蟎 (Neoseiulus barkeri) 試驗

目前仍在審查階段



‧生物農藥工廠設置登記

依據農藥管理法，生物性農藥屬農藥管理
之範疇，其製造、加工或輸入需申請農藥
許可證，生物性農藥製造業者亦需依規定
申請農藥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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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登記相關規定

–農藥標準規格準則

–農藥理化性及毒理試驗準則

–農藥田間試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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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製劑農藥種原寄存要點
(2014.07.21訂定，2023.10.31增修)

–指定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為寄存「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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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較適合
辦理農藥
登記菌株
寄存?

研發單位
或技術承
接業者?



• 藥效好，並非最佳候選人（仍需產品與市場評估）

產品是否可量產？效果是否穩定？貯架壽命？

• 業者後續投入（技術？人才？經費？）

研發者應與技轉業者建立夥伴關係（技轉後不撒手）

• 農藥相關法規不熟悉？

研發者與業者皆需瞭解法規

技轉文件資料如何滿足註冊登記需求？

廠商補件延宕影響審查通過時程？田間試驗不如預 期？

廠商需有專人辦理申請產品登記業務（離職中斷？）

研發者、業者與產品登記的常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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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轉廠商如何避免取得品質不良的研發成果

技轉廠商可以要求研發單位提供較完善的技轉文件

提高技轉金，促使研發單位補強技術文件

謹慎挑選較完善的研發成果才辦理技轉

• 專利保護與擴展國際市場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CL3已由技術承接業者進行日本、美
國、加拿大、歐盟等 8 個國家的農藥許可證登記中

研發者、業者與產品登記的常見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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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錄自1 1 0 . 0 6 科技處在第 1 7 7次智審會
的報告

具完整試驗報告者

• 專屬授權(8年)予
業者，若3年內
未取得藥證則轉
為非專屬授權，
但仍可依業者之
積極度及實際情
形，個案評估是
否寬限。

完成菌種量產技術者

• 專屬授權(8年)予
業者進行田間試
驗，並依受測試
作物生長，給予
較寬鬆之取證時
間。

尚待進行理化、安全
性及田間試驗者

完成菌種階段者

• 可非專屬授權
予業者參與後
續商品化標的
開發(如菌株功
能、產品或劑
型)。業者可透
過產學合作或
委託農科院微
生物工廠。

為加速微生物農藥相關技術商品化，促進產業發展，以利減少化學
農藥之使用，建議可配合技術研發成熟階段，採不同的授權模式及
推動策略：

微生物農藥開發完整度

授
權
金

• 可以較長的授權期
之專屬授權予業者
參與後續品質、安
全性、功效性驗證
及田間試驗。

• 業者可透過透過產
學合作或委由學校
或法人研究單位之
GLP實驗室進行相
關試驗，縮短所需
試驗時程。

非專屬授權
3年1期滾動式
檢討開發進度及

方向策略
10年專屬授權

(3年內完成某階段)
8年專屬授權
(4~5年內取證)

8年專屬授權
(3年內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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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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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農藥的藥效不如化學藥劑迅速，生物

農藥雖可解決一般化學農藥在作物上殘留

的問題，但仍需使用正確的方法（預防大

於治療，溫度、溼度等）才能達到理想的

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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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多生物農藥具有多功能，例如：枯草桿菌

與液化澱粉芽孢桿菌除能產生抗生物質殺菌，

尚能增加抗病性與促進作物生長等。

正因為具有多種功效，坊間許多小規模廠商

便以肥料或土壤改良劑的名義進行產品登記

並且上市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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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廠商規避較嚴格的生物農藥法規，以非生物

農藥產品的名義販售本質上為生物農藥的產

品，這樣的行為對於正規申請生物農藥登記

證的廠商造成極大的困擾，不僅廠商無法在

同一起跑線公平競爭，同時也阻礙了生物農

藥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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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雖然近三年來，生物農藥在臺灣有突飛

猛進的成果，但不容諱言的，本土農用

生物製劑之工業化、標準化和商品化生

產部份問題仍待解決，而且產品種類與

劑型開發仍嫌不足，無法完全滿足農民

實際病蟲害防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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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農藥與微生物肥料中，微生物的菌

種（species）鑑定技術沒問題，但同

一菌種但不同菌株（strains or isolates）

區別技術仍有技術瓶頸。

6.微生物的代謝物與劑型研究必須被重視。

7.法規可適度鬆綁但仍需與國際接軌。

8.提高國內業者承接技術授權的誘因。



生物農藥在臺灣的技術移轉有突飛猛進成果。惟

不容諱言，本土生物農藥之工業化、標準化和商

品化生產部份問題仍待解決，而且本土產品菌種

多元化與劑型開發（蘇力菌產品主要為可溼性粉

劑 WP，少數為水分散性粒劑 WG 、SC 水懸劑、

GR 粒劑）仍嫌不足，無法完全滿足農民實際病蟲

害防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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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植物保護製劑在產品研發方面，複配產品為一
發展趨勢，例如

1.將兩種以上微生物混合製成複方（需有試驗數據
證明可混合），以擴大殺蟲抗病的範圍與成效；

2.將微生物與農用抗生素或化學農藥混合而成的生
化複配農藥，以增強病蟲害防治效果、降低藥劑
毒性、減少抗藥性發生。

由於生化複配產品是把生物製劑搭配在化學農藥中，
產品施用時接近農民慣用的方法，因此較易被農民
接受，推廣上也比較容易切入原有的銷售體系。

發展趨勢-1

已有業者規劃引進蘇力菌 Bta 與 Btk 混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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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於種子處理及土壤處理具潛力。
種子披衣（seed coating）

發展趨勢-2

小黃瓜種子經微生物種衣處理後之生長表現

圖片來源: 農藥所 梁瑩如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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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製劑搭配無人機 UAV 施用

考量問題：

較無藥劑飄散的藥害爭議、劑型、高濃度、

持續攪拌裝置避免阻塞噴頭…

發展趨勢-3



為推動環境友善耕作，立法院已於 2018 年5 月8
日三讀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以強化建構促進
有機農業發展之環境 。該法第 42 條明定自公
布後 1年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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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2年 10 月，通過有機農產品及友善

驗證審認面積分別為 17,212 公頃與 6,395

公頃，分別約占國內總耕地面積（79萬多

公頃）的 2.21% 與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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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有機農業推動中心 與 農糧署



農藥實名制對於

生物農藥購買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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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資材品牌補助名單 (112.8 新版)：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提供依據農藥管理法取得許
可證之生物農藥 51 個【天然素材 3個、微生物製劑
44 個、生化製劑 (費洛蒙類) 4 個】。

資料來源：
1.農糧業務-土壤肥料專區-國產有機質暨微生物等農田地力肥料品牌名單
2.防檢署-主題專區-化學農藥十年減半專區-友善環境資材補助-生物農藥補助品牌名單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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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環境保護與安全考量，各國政府鼓勵產業
界朝向低毒性的活性成分開發，並提供快速審
查的誘因，加速生物農藥及低毒性化學農藥上
市。

此外，於劇毒化學農藥禁用、農藥殘留標準趨
嚴、IPM 農法推廣等政策下，為生物農藥帶來
更多發展機會。



具開發潛力的其它微生物菌種與製劑

1.微生物殺線蟲劑

2.防治小型昆蟲（薊馬類、粉蝨類、蚜蟲類、
葉蟎類）的微生物殺蟲劑

3.生物除草劑

4.製劑配方開發與優化技術（蟲生真菌、昆蟲
核多角體病毒等商品儲架條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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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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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聆聽

敬請指正

珍惜自然與健康
請支持使用安全資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