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註2：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壹、 前言

由於農產品供應鏈全球化﹐跨國貿易的頻繁往來也變成日常﹐但隨著農
產品流通距離變長﹐品質風險也必然相應提高﹐在全球消費者食安意識高漲
的現況下﹐如何精確掌握物流配送之各個運作環節﹐來確保蔬果之品質及安
全性﹐已成為各國政府及消費者關注重點。如上所述﹐冷鏈技術被視為最能
夠保存蔬果風味及品質的關鍵技術﹐進而備受注目。從外銷角度來說﹐農產
品外銷供應鏈包括田間階段、包裝廠階段、出口運送及進口階段﹐為符合輸
入國之檢疫規定﹐外銷鮮果經常需採取蒸熱（如輸日芒果果心溫度46.5℃以
上連續30分鐘）或低溫處理（如輸美番石榴果心溫度1℃以下連續17天）等檢

洪良政 2侯惠茹 1

111年2月18日臺大於臺東辦理鳳梨釋迦長程貯運技術成果觀摩會。

長程冷鏈保鮮技術

布局國際市場，推升出口能量

開拓外銷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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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釋迦經模擬貯運 24 天後於觀摩會現
場開櫃檢測果實品質。

鳳梨釋迦運用氣調技
術海運至杜拜後到貨
品質良好。

番石榴經 26 天海運抵達美國後開櫃抽樣檢測到貨
品質。

疫措施﹐由於海運運輸距離較長﹐且
實務上常有併櫃及混裝情形﹐若無法
精準掌控貨櫃環境條件及裝櫃混層方
式﹐容易造成溫度變化過大或產生冷
鏈斷鏈情形﹐嚴重影響商品品質及後
續櫥架壽命﹐造成貿易商莫大損失﹐
以致無意願開拓新興市場。

若要提升外銷競爭力﹐需從優化
外銷農產品冷鏈技術著手﹐建立農產品
產銷價值鏈上游採前管理﹐採後處理技
術以及中下游的農產品收穫保鮮抑菌處
理、全程冷鏈管理﹐針對農產品預冷設
備、安全抑菌及包裝資材等共通技術進
行研發﹐全面提升國內農產品冷鏈基礎
研發量能﹐配合場域技術驗證﹐以降低
農產品貯運期間罹病率及到貨損耗率﹐
並延長供貨期。另針對目標市場﹐提升
及開發農產品採後冷鏈技術﹐期突破長
程運輸及檢疫條件之瓶頸﹐以「冷在源
頭、嚴在半路、鮮在商端」的全程冷鏈
技術﹐開拓外銷新興市場﹐提升重要農
產品果實販售品質及銷售量﹐建立農產
品多元行銷通路﹐增加外銷競爭力。

貳、 預冷加氣調技術，擴增鳳梨釋迦
出口 

鳳梨釋迦為我國重要外銷水果品
項﹐惟其為高呼吸、高乙烯釋放率之
更年型果實﹐後熟老化快速且對低溫
敏感﹐易因低溫產生果皮褐變、質地
硬化或無法正常後熟之寒害症狀﹐不
利長程運輸﹐爰以較近之中國大陸為
主要外銷市場﹐占該果品出口95%以
上。中國大陸於110年9月20日片面
宣布禁止鳳梨釋迦輸入﹐為協助業者
因應突如其來的市場變化﹐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取得國立臺灣
大學（簡稱臺大）「鳳梨釋迦長程貯運
技術」3無償授權供外銷業者運用。

臺大吳俊達副教授研究團隊運用壓
差預冷配合優化外銷紙箱通氣孔設計、
開發氣體監測裝置及鳳梨釋迦氣調海運
技術﹐可將果實儲運壽命延長為3～4
周﹐並經先導型海運試驗成功運送至吉
隆坡、杜拜及加拿大﹐到貨品質良好且
可正常後熟﹐該技術可應用於鳳梨釋迦

註3：「鳳梨釋迦長程貯運技術」係科技部補助國立臺灣大學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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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美檢疫之問題﹐從田間管理、果實
採收時機、集貨方式、採後預冷、包
裝、溫度控制及果實呼吸調節等﹐進行
多次實驗室研究﹐並實際以美國農業
部（USDA）認可之低溫貨櫃進行模擬
貯運﹐以確認冷鏈條件及果品品質變化
情形。111年11月23日在財團法人農
業科技研究院、中興大學、盈全國際及
萬海航運的合作下﹐實際裝運一只40
呎貨櫃﹐依檢疫條件運送美國﹐於美國
當地12月18日開櫃﹐檢測果實外觀、
硬度及糖度等﹐果實品質良好﹐可售率
達九成以上﹐分裝上通路數日仍可維持
脆口﹐果心亦無水晶狀軟化現象﹐成功
克服輸美番石榴寒害造成果實劣變的問
題。經本次輸美實證﹐番石榴鮮果輸美
冷鏈長程保鮮技術已成熟﹐到貨品質良
好﹐大大提高當地通路接受意願﹐讓合
作貿易商對開拓美國市場更具信心﹐並
即規劃後續番石榴出口事宜﹐持續擴大
我國番石榴輸美市場。

肆、 強化產學研冷鏈知能，因應產業
變革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農產品外
銷﹐惟農產品常受限於採後技術、冷
鏈設備尚未完善﹐以及業者缺乏採後
處理觀念造成斷鏈等因素﹐致使品質
無法達到外銷市場需求。為解決農產
品冷鏈保鮮運銷產業鏈因不同領域專

貯運10日以上之市場。為加速鳳梨釋
迦長程貯運技術於產業擴散應用﹐於產
地建構可移動隧道式壓差預冷機組供外
銷業者使用﹐同時組成技術輔導團提供
技術諮詢﹐110～111年結合海外拓銷
獎勵措施﹐成功開拓越南、杜拜及加拿
大等新興市場﹐出口實績逾百公噸。

參、 採後處理結合精準溫控，番石榴
銷美在望 

臺灣番石榴品種繁多且品質優良﹐
果實含有豐富維生素C及膳食纖維﹐並
且可周年生產﹐具有多項適合外銷特
性﹐惟我國為東方果實蠅、瓜實蠅及南
瓜實蠅疫區﹐輸銷美國必須克服檢疫
障礙。經過臺美雙方多年協商﹐美方
於108年10月17日正式公告檢疫規定
（運抵美國前需完成1℃以下連續17天
之冷藏處理）﹐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可
輸銷番石榴鮮果實至美國的國家﹐並於
108年12月27日輸出首批番石榴至美
國。該次出口發生果心水晶狀之寒害徵
狀、可售率偏低及櫥架壽命短等問題﹐
貿易商缺乏信心致未有後續美國市場之
開拓。推測輸美番石榴到貨品質不佳的
原因﹐可能包括採收成熟度過高、果實
入櫃前預冷溫度過低、航程中貨櫃溫度
設定過低及運輸過程冷鏈斷鏈所致。

國立中興大學（簡稱中興大學）林
慧玲教授之研究團隊為克服前述番石榴

輸美番石榴於美國超市上架販售。 農產品冷鏈設備原理及規劃課程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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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落差所造成的農產品運銷斷鏈
損耗問題﹐培育專業人才是解決問題
的根本﹐但國內從事農產品採後處理
冷鏈技術之研究人員寥寥可數﹐農產
品冷鏈師資短缺﹐需立即培訓該領域
之專才﹐以因應產業發展之需求。

農委會補助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
心辦理農產品採後處理冷鏈技術人才培
訓課程﹐整合國內各校教師及農業試驗
機構之專家﹐提供農產品採後冷鏈產銷
中各環節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術、精進
研究人員實驗規劃的研究能力及充實產
業所需的知識。其中針對實際從事農產
品採後處理及冷鏈物流業者﹐共完成辦
理6個蔬果冷鏈技術主題班；而對學研
單位研究人員﹐則完成辦理採後處理實
驗課程2班及11個場域產業參訪交流。
111年度共完成8主題班及11個場域之
參訪交流﹐培訓485人次﹐強化國內農
產品冷鏈產銷體系產官學研之知能﹐以
因應產業未來的變革。

伍、 結語

綜觀過去以生產導向為主的農業發
展歷程﹐資源多投注於上游生產栽培管
理﹐追求農產品生產量能穩定成長﹐對
於中游農產品採收後處理、貯運、加工
及冷鏈物流等的投入相對較為零散﹐乃
至下游市場行銷亦著重解決迫在眉梢或
短期產銷問題﹐較難有長期布局。面對
科技發展所導引的新通路、新零售及新
消費的三新趨勢﹐消費者傾向更重視品

質、安全、便利及多元消費體驗﹐也帶
動傳統農業產銷價值鏈逐漸由生產導向
轉型為消費需求及市場導向。

農委會以過去長期累積的研究
成果為基底﹐結合跨機關及學術機構
專業為骨幹﹐以國內重要農產品為標
的﹐針對內需與外銷市場需求﹐投入
科研能量優化農產品採後保鮮與冷鏈
核心技術缺口補強﹐搭配場域技術驗
證﹐期突破長程運輸與檢疫條件之技
術瓶頸﹐以穩定到貨品質與降低採後
損耗﹐同時可開拓外銷新興市場。除
了技術開發﹐更透過公共建設計畫的
補助﹐引導民間投入農產品冷鏈體系
發展﹐軟硬體將兼顧並行﹐彼此分工
配合﹐有助產銷架構調整及促進農業
轉型﹐加速落實新農業政策。

冷鏈人才培育參訪交流活動—瞭解外銷果品混櫃
裝櫃作業情形。

冷鏈人才培育參訪交流活動—瞭解合作社葉菜預
冷作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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