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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名 稱 食農產品保存期限及履歷檢驗技術開發推廣 

團 隊 總 主 持 人 姓 名 古國隆 職 稱 教授 

系所（單位） 應用化學系 
電話 

(公)05-2717405 

(手機) 

E-mail klku@mail.ncyu.edu.tw 

本團隊與補助計畫 

關聯 

□無 

□是，委託機構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簡要說明研究團隊特色： 

食品議題為現在國人所關切之重點，並與民眾的健康息息相關。近年來國內重大食安事件頻繁發生，

造成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之不信任及不安全感，進而重創台灣美食在國際形象及巨大經濟損失。食安的

一重要課題是源頭管理，其內涵包含農藥殘留量的檢測、食品添加物的說明等等。所以食品履歷是整合

所有食品的相關資料，從商品製造源頭開始追溯，將所有的食品加工製程、產品的流通通路等，一一彙

整與記錄下來。 

本研究團隊結合本校農業及食品科技領域的成果，分析農特產品生長過程所產生的成分差異，釐清食

農產品的分子物質(如植物保護素)。此外不同產區的農產品因為區域地質及天候氣象因素，導致化學分子

物質的不同，本團隊利用電化學質譜研究應用於食農產品的篩選，在由大數據之統計分析來區別不同產

地及產季之原物料差異性，建立農食產品之食品履歷前導工作。 

每個食農產品的保存期限都不盡相同且營養成分易受環境影響，如何建立一個快速且有效率的保存期

限指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本研究團隊將根據產品指標成分在不同加工及儲存環境，比較分析不同的反

應動力學，並提供指標成分衰退預測分析。 

團隊連絡人 

□同團隊主持人 

 

姓名：潘宏裕       電話：(公) 05-2717917                   (手機) 

 

E-MAIL hypan@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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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系所 職稱 研究專長 

古國隆 應用化學系 教授 生物分析化學 

詹國靖 園藝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園產品加工、生物化學 

潘宏裕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醫學統計、生態統計、統計計算 

黃建智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藥物化學、有機化學 

黃正良 應用化學系 教授 化學動態學 (物化 ) 

吳思敬 食品科學系 教授 保健食品、食品化學、食品安全、食品

分析與加工 

許育嘉 農藝學系 助理教授 胡麻新品種選育、水稻分子標誌輔助育

種、水稻基因組之轉位子研究 

    

三三三三、、、、團隊研究特色說明團隊研究特色說明團隊研究特色說明團隊研究特色說明  

研究構想、研究方法與執行策略 
1. 1. 1. 1. 研究構想研究構想研究構想研究構想    

本團隊利用電化學質譜研究篩選多種食農產品，分析食

農產品因生產過程之成分差異，進而區分產地或來源。篩選

多種大宗農產物及機能素材，開發對於品種、產地及產季具

有高分辨之履歷驗證系統。 

本團隊也從營養素的衰變動力學研究發現即使罐頭產

品經脫氣、密封之方式處理，仍會因儲藏環境而造成內部有

效成份的衰變。罐頭產品的有效日期標示是否有不實之慮，

本研究將開法檢測方式及提共相關訊息來制定有效期限。 

2.2.2.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團隊利用多重化學檢測器獲得食農產品中多種具特

異性之代謝物光譜及電化學訊號，再結合質譜儀之金屬離子

定量分析法，使用大數據分析方法和數學分析模組，能更準

確之辨識方式，達到食農產品之來源追溯分析。此外開發從

少量的原料及簡易之分析系統條件下，達到履歷溯源之成

效。 

食農產品在貯藏過程中，會受到貯藏環境因素影響，導

致營養素成份衰減，為確保營養素成份於銷售期間仍可達預

期之標示量，可導入貯藏衰變動力學，根據不同貯藏溫度及



時間組合，建立相關參數，以預測營養成份於貯藏期間的衰

變程度，並推算因貯藏期間的耗損進行配方修正，以求達在

貯藏期限內產品之營養成份可達需求之目標，抑或透過終產

品營養成份含量預估貯藏效期。 

3. 3. 3. 3. 執行策略執行策略執行策略執行策略    

結合食農產品之履歷溯源分析模式和其營養成分衰退動力

學模式，達到減少原物料在分析過程的損耗。建立快速檢測

及成本低廉的分析系統，並根據不同的貯藏環境，尋找出符

合時宜的保存期限。 

預期效益 
1. 發展以電化學反應為基礎之檢測平台，針對食農產品中

各化學分子之保存期限進行檢測。 

2. 食品履歷溯源分析模組及保存期限檢測平台可作為政府

法規完善之依據及業者自行檢驗之用。 

現有成果 
 

執行過程遭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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