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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衛生用藥藥效測試通則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8 日（90）環署檢字第 14086 公告 

自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8日起實施 

NIEA D101.00C 

前言 

環境衛生用藥不論是家庭用或專業用藥，都必須通過藥效測試才

能保證具有基本的殺蟲效果。一般環境衛生害蟲和人類息息相關，雖

然昆蟲種類繁多，但在藥效測試工作中所遵循的原則都是一致的。本

通則即針對藥效測試工作中，應遵守的共同原則加以說明討論，以期

作為相關測試人員工作之參考。 

本通則分別對藥效測試實驗室內應遵循的規範以及實驗室內的設

備、儀器和器皿的種類及其使用管理清潔和待測樣品的採樣及保存等

加以說明。 

一、通論 

環境衛生害蟲包括居家害蟲，也就是在居家周圍及居戶內生存的

有害昆蟲，以及城鄉害蟲也就是在離居家遠，但對人類環境衛生或傳

播疾病影響人類生活的害蟲。這二大類害蟲，在一般藥效測試實驗室

中，進行室內飼育測試蟲體或測試方法，其原理原則是一致的。本通

則針對實驗室進行實驗，所應共同注意及遵守的原則加以討論及說

明。本通則並不包括環境衛生害蟲個別之藥效測試標準方法，這些標

準測試方法，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範。 

一般在環境衛生害蟲藥效測試實驗室中，基本上必須遵守的通則

有： 

1.在實驗檯上不可放置任何非實驗必須的物件。 

2.每次工作開始及終止時，必須清理並擦拭實驗檯面（最常用的為 

70 ％ 酒精水溶液）。 

3.在操作過程中絕不可抽煙、飲食或使用化粧品（例如：用口紅補

粧等）。 

4.在操作過程中必須穿上清潔的實驗衣並帶防毒口罩及橡膠手

套，若蓄長髮須將長髮束好。實驗室內的各種儀器，尤其是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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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器材、待檢藥劑，皆不可任意移至實驗室外。 

5.與實驗有關之任何一種測試藥劑，在處理時均須遵守： 

（1）取藥、稀釋等準備工作皆需在抽氣櫃內操作。 

（2）絕不可用口自吸管吸取藥劑等類似行為。 

（3）如果藥劑打翻，必須以衛生紙加以清除，再以清水拭淨，並

依照一般實驗室的廢棄物加以處理。 

（4）任何藥劑在室內使用完畢都必須隨時加蓋。 

6.在任何操作過程的開始前及終止後，雙手都必須以清潔劑清洗。 

7.待測試用環境衛生用藥必須貯藏於隔離、通風及陽光不會直射的

空間中。 

有關實驗室中其它各種儀器、設備、用具及器皿的使用及應注意

事項，將於下列章節中分別說明之。 

二、實驗室設施及設備 

實驗室進行藥效測試設施包括：（一）養蟲室、（二）藥劑配製室、

（三）生物葯效測試室，和（四）測試昆蟲觀察恢復室。所需用的各

種設備規格及應具有的功能特性不同。 

（一）養蟲室 

1.養蟲籠 

養蟲室中所用養蟲籠依蟲體的不同而有不同形狀、大小與材

質，最好具有下列各項特性者： 

（1）堅固的結構，由不銹鋼、壓克力或玻璃材質組成者，並

有透氣裝置如紗網等。 

（2）由外部可完全觀察內部各角落者，如透明玻璃、塑膠、

壓克力或透明紗網。 

（3）有出入口可簡易取出或置入測試昆蟲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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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易於清洗耐用者。 

2.吸蟲管 

（1）成蟲用：透明不易碎的壓克力管為佳，並有阻隔蟲體直

接吸入口中的裝置。 

（2）幼蟲用：輕便易清洗，口徑應大於蟲體者。 

3.鑷子 

不銹鋼製之夾子（軟夾）為佳，二夾之接觸面越小越好，不會

傷害蟲體。 

4.鼠夾 

以不銹鋼製不傷害鼠體即可。 

5.蟲體培養器皿選擇不易被腐蝕的不銹鋼器皿、玻璃或塑膠製

品。 

6.養蟲室通風 

養蟲室應離其他實驗室至少 20 公尺以上或有適當隔離設

施，應有排氣設備並利用空調來控制室內通風排氣等問題。 

7.養蟲室溫、濕度 

養蟲室的溫度以 25 ℃ 為宜，相對濕度維持在 60 至 65 ％ 

較佳。 

8.養蟲室桌面 

養蟲室中的標準桌面應有 90 cm 高、70 cm 深，其長度則依

實驗室的規劃而有所不同，但在每次工作時，桌面長度應至少

有 1 至 1.5 M。桌面的質地必須是以能防火、防腐蝕的物質

所構成的光滑平面。如果桌面有接縫，必經以矽膠填補。 

9.養蟲室照明 

工作區桌面照明應良好，一般以 1000 Lux 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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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養蟲室牆壁及地板 

牆壁和地板的材質以易於清洗者即可。 

11.抽氣櫃 

為避免環境衛生用藥污染實驗室及危害人體，藥品配製應在

抽氣櫃中進行。 

12.天平 

天平應至少有兩台，其中之一可精稱至 1 g，可容許測量的

最大重量至少應有 2000 g，其功用為稱量大量的藥品：另一

個是分析用天平，可精稱至 1 ～ 0.1 mg 的範圍，其功能是

稱量微量的藥品（低於 2 g）。 

13.吸管、量筒及定量瓶 

應選擇其校正誤差不超過 2.5 ％ 者。除了以此標準來選擇

具刻度的吸管及量筒外，另外必須考慮其上的刻度，通常若

選擇 10 mL 的吸管或量筒，其上應有 1 mL 及 0.1 mL 刻度

者。定量瓶和稀釋用試管應以不易被腐蝕的玻璃材質製品為

主，上覆以錫箔紙。 

14.玻璃器皿 

燒杯（或採用可丟棄的紙杯或塑膠杯）、培養皿及試管等。 

15.稀釋用水以蒸餾水或逆滲透水： 

（1）蒸餾水製備裝置 

（2）逆滲透裝置 

16.顯微鏡 

實驗室中至少準備兩種顯微鏡，即一般光學顯微鏡及解剖顯

微鏡。 

（1）一般光學顯微鏡 

此種顯微鏡於教學與研究上使用，例如蘇力菌的大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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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結果等一些初步的觀察。其光源一般為鎢絲燈泡：

接目鏡（插於鏡筒中）應至少為 10 倍；接物鏡至少應

備有 10 倍、40 倍以及 100 倍的鏡頭，鏡頭之 NA

（Numerical aperture）值則不得低於 1.4。 

（2）解剖顯微鏡 

此種顯微鏡用於計數或觀察蟲體是否死亡用，倍數以 10 

倍至 40 倍的變焦鏡頭為佳。 

（二）藥劑配製室 

1.藥劑配製室通風 

藥劑配製室應離養蟲室至少 20 公尺以上或有適當隔離設

施，以避免揮發性葯劑之污染。應有排氣設備並利用空調來控

制室內通風排氣等問題。 

2.藥劑配製室溫、濕度 

藥劑配製室的溫度以 25 ℃ 為宜，相對濕度維持在 60 至 65 

％ 較佳。 

3.藥劑配製室桌面 

參照（一）、8 養蟲室桌之規格。 

4.藥劑配製室照明 

工作區桌面照明應良好，一般以 1000 Lux 為度。 

5.藥劑配製室牆壁及地板 

牆壁和地板的材質以易於清洗者即可。 

6.抽氣櫃 

為避免環境衛生用藥污染實驗室及危害人體，藥品配製應在抽

氣櫃中進行。 

7.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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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一）、12 天平之規格。 

8.吸管、量筒及定量瓶 

參照（一）、13 吸管、量筒及定量瓶之規格。 

9.玻璃器皿 

燒杯（或採用可丟棄的紙杯或塑膠杯）、培養皿及試管等。 

10.稀釋用水以蒸餾水或逆滲透水為主： 

（1）蒸餾水製備裝置 

（2）逆滲透裝置 

（三）生物葯效測試室 

1.測試籠 

生物葯效測試室中所用測試籠依蟲體的不同而有不同形狀、大

小與材質，最好具有下列各項特性者： 

（1）堅固的結構，由不銹鋼、壓克力或玻璃材質組成，並有

透氣裝置如紗網者。 

（2）由外部可完全觀察內部各角落者，如透明玻璃、塑膠、

壓克力或透明紗網。 

（3）有出入口可簡易取出或置入蟲或鼠的裝置。 

（4）易於清洗耐用者。 

2.吸蟲管 

（1）成蟲用：透明不易碎的壓克力管為佳，並有阻隔蟲體直

接吸入口中的裝置。 

（2）幼蟲用：輕便易清洗，口徑應大於蟲體者。 

3.鑷子 

不銹鋼製之夾子（軟夾）為佳，二夾之接觸面越小越好，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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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蟲體。 

4.鼠夾 

以不銹鋼製不傷害鼠體即可。 

5.生物葯效測試室通風 

生物葯效測試室應離養蟲室至少 20 公尺以上或有適當隔離

設施以避免揮發性葯劑之污染，應有排氣設備並利用空調來控

制室內通風排氣等問題。 

6.生物測試室溫、濕度 

實驗室的溫度以 25 ℃ 為宜，相對濕度維持在 60 至 65 ％ 

較佳。 

7.生物測試室桌面 

參照（一）、8 養蟲室桌面之規格。 

8.生物測試室照明 

工作區桌面照明應良好，一般以 1000 Lux 為度。 

9.生物測試室牆壁及地板 

牆壁和地板的材質以易於清洗者即可。 

10.抽氣櫃 

為避免環境衛生用藥污染實驗室及危害人體，藥品配製應在

抽氣櫃中進行。 

11.排風設備 

幫助藥劑在測試空間中的均勻分佈。 

12.抽氣裝置 

幫助實驗後葯劑之排除。 

13.計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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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計時器或計時碼錶 

15.溫度計或溫度記錄器 

（四）測試昆蟲恢復觀察室 

1.養蟲籠 

養蟲籠依蟲體的不同而有不同形狀、大小與材質，最好具有下

列各項特性者： 

（1）堅固的結構，由不銹鋼、壓克力或玻璃材質組成，並有

透氣裝置如紗網者。 

（2）由外部可完全觀察內部各角落者，如透明玻璃、塑膠、

壓克力或透明紗網。 

（3）有出入品可簡易取出或置入蟲或鼠的裝置。 

（4）易於清洗耐用者。 

2.吸蟲管 

（1）成蟲用：透明不易碎的壓克力管為佳，並有阻隔蟲體直

接吸入口中的裝置。 

（2）幼蟲用：輕便易清洗，口徑應大於蟲體者。 

3.鑷子 

不銹鋼製之夾子（軟夾）為佳，二夾之接觸面越小越好，避免

傷害蟲體。 

4.鼠夾 

以不銹鋼製不傷害鼠體即可。 

5.蟲體培養器皿選擇不易被腐蝕的不銹鋼器皿、玻璃或塑膠製

品。 

6.計數器 

7.計時器或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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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溫度計或溫度記錄器 

9.測試昆蟲恢復觀察室通風 

測試昆蟲恢復觀察室應離養蟲室至少 20 公尺以上或有適當

隔離設施，應有排氣設備並利用空調來控制室內通風排氣等問

題。 

10.測試昆蟲恢復觀察室溫、濕度 

測試昆蟲恢復觀察室的溫度以 25 ℃ 為宜，相對濕度維持在 

60 至 65 ％ 較佳。 

11.測試昆蟲恢復觀察室桌面 

參照（一）、8 養蟲室桌面規格。 

12.測試昆蟲恢復室照明 

工作區桌面照明應良好，一般以 1000 Lux 為度。 

13.測試昆蟲恢復觀察室牆壁及地板 

牆壁和地板的材質以易於清洗者即可。 

14.抽氣櫃 

為避免環境衛生用藥污染實驗室及危害人體。 

15.稀釋用水以蒸餾水或逆滲透水： 

（1）蒸餾水製備裝置 

（2）逆滲透裝置 

16.顯微鏡 

實驗室中至少準備兩種顯微鏡，即一般光學顯微鏡及解剖顯

微鏡。 

（1）一般光學顯微鏡 

此種顯微鏡於教學與研究上使用，例如蘇力菌的大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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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結果等一些初步的觀察。其光源一般為鎢絲燈泡：

接目鏡（插於鏡筒中）應至少為 10 倍；接物鏡至少應

備有 10 倍、40 倍以及 100 倍的鏡頭，鏡頭之 NA

（Numerical aperture）值則不得低於 1.4。 

（2）解剖顯微鏡 

此種顯微鏡用於計數或觀察蟲體是否死亡用，倍數以 10 

倍至 40 倍的變焦鏡頭為佳。 

17.恒溫培養箱 / 室 

恒溫培養箱 / 室均具有溫度記錄器及警告裝置。 

三、實驗室之管理 

「良好的實驗室管理是實驗品質的保證，實驗品質的優劣是實驗

室內分析數據可信度的基礎」。本章的重點在於規範實驗室人員管理、

設備的設施管理、實驗室器材管理、藥效測試過程的品質管理及實驗

結果記錄及保存等五個方向加以規範。 

（一）實驗室人員管理 

1.操作人員管理 

必須由專業的檢驗人員擔任，或由受訓合格的工作者指導、協

助其他非專業人員進行各種工作。工作人員也必須不斷的進行

在職訓練，以增進其對檢驗技術檢驗所需專業知識的瞭解。實

驗室內應由專業人員制定活頁式的工作手冊，並定期修訂其內

容，以幫助非專業工作人員減少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 

2.實驗室清潔的保持 

定期清理實驗室地板、桌面、架子及窗戶，尤其桌面在使用前

後均必須用 70 ％ 酒精清理過。 

3.實驗室空間利用依實驗室空氣管理的考慮，實驗室中最好選擇

人員往來行走最少的地方，劃成一獨立的區域。 

（二）實驗室設施管理： 



第11頁，共15頁 

實驗室內各種度量衡的工具均應使用符合中央標準檢驗局

標準的工具。所有的儀器設備都應做定期的保養，並應依儀器設

備的種類及性質，在平時或每次使用前依下述的方法進行保養及

檢查各種儀器，以確保儀器的性能，進而確保每次實驗數據的可

信度。 

1.溫度計及溫度記錄器 

在使用前應以標準溫度計，對實驗室內第一次使用的溫度計及

溫度記錄器進行校正的工作。培養箱、冰箱及冷凍櫃上的溫度

計，也應用標準溫度計校正溫度後，在正確溫度上做上記號，

以作為未來溫度記錄的參考。 

2.天平 

放置天平的桌面應為不受震動影響之單獨的實驗桌面，且桌面

須維持水平及整潔。使用天平前後都應將天平的秤盤及機身清

理乾淨。一般的藥劑粉末、灰塵用軟毛刷子加以清理，但若有

任何液體潑灑，則必須立即用濕的衛生紙擦拭乾淨。為了確保

天平的準確度，每月應用標準砝碼校正其讀數（注意，如果砝

碼有任何腐蝕或損壞都不可再使用）。 

天平除了應注意使用時清潔及其準確性的問題外，使用人更必

須依每次稱重的重量及精準度的要求，慎選天平，因為各種不

同的天平其測重的範圍及其靈敏度各不相同，只有選擇正確稱

重範圍及靈敏度的天平來進行稱重工作，才能確保其測值的準

確度。 

3.顯微鏡 

顯微鏡在每次使用後應用拭鏡紙徹底清理鏡片（包括接目鏡及

接物鏡）及鏡架。顯微鏡使用後，必須清理放回收藏位置並用

罩子罩好。 

4.稀釋用蒸餾水或逆滲透水裝置 

（1）蒸餾水製備裝置： 

蒸餾水製備裝置必須定期的清洗，以避免漏水、腐蝕及

污染等問題。蒸餾水製備裝置仍須依照製造廠商所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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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維修手冊上的說明，定期進行清洗、排水等清理工作，

才能確保純水的品質。 

（2）逆滲透水製備裝置： 

必需定期依廠商規定更換濾心，逆滲透膜及除臭裝置。 

5.恆溫培養箱 / 室 

恆溫培養箱應於早、午紀錄二次其溫度，應在室內適當的定

點，對室內的溫度加以監控，不可放置在直接受到日曬及日夜

間溫度變化大的地方。 

6.實驗室通風 

實驗室應通風良好，其最佳的解決方法就是利用分離式空調裝

置，可以解決由濕度所引起的儀器（如天平等）不準等問題。 

（三）實驗室器材管理 

實驗室內常有的用品，依性質可分成玻璃器皿及各式濾紙。

本節將針對這些用品的管理做一概述。 

1.器材之管理 

（1）吸管、量筒及定量瓶 

在實驗室中對於每種具有刻度的器皿，均應以合於標準

的計量器進行體積的校正。使用吸管時，不可用嘴吸取

任何樣品，須用吸管輔助器操作。 

（2）玻璃器皿 

玻璃器皿的使用及管理應注意的事項如下：a. 玻璃器皿

的完整性，b. 玻璃器皿的清潔程度。對上述的二個注意

事項，可依下列原則一一加以監控，以確保玻璃器皿的

使用安全及各實驗的品質。有關玻璃器皿的完整性，可

在每次使用玻璃器皿時，檢查待用的玻璃器皿的是否有

任何損毀缺口，尤其是量液瓶、有螺旋蓋的瓶子及三角

瓶的螺旋蓋部份，有任何損毀都會造成使用時對桌面的

污染及產生氣泡等問題，而其它的缺口又會造成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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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因此，所有玻璃器皿若有任何種類的損毀時，

都應丟棄。 

（3）濾紙或其它殘效用基質，因實驗目的不同而宜採用可拋

棄式的用品。 

2.器皿的清洗： 

各種器皿用具的清洗步驟，應包括四個程序：a. 用適當的清

潔劑徹底清潔器皿，b. 用熱水除去器皿上微量殘留之清潔

劑，c. 用蒸餾水沖洗器皿，d. 烘乾。 

（四）藥效測試過程的品質管理 

1.一般監控及品管過程 

藥效測試一般昆蟲對藥劑暴露時間的掌控會影響到藥效，所以

計時器或碼錶計時應極準確，如每隔 30 秒計數一次時，應有

一人計時，一人監看蟲體，或一人操作施藥動作，一人計時計

數。另外對於昆蟲的昏迷及死亡的定義，在實驗室中應有一致

的認定方法，避免影響實驗結果。 

2.測試藥劑樣品收集 

測試藥劑樣品必須依標幟上資料詳細填寫，並在樣品中隨機抽

檢其中之一加以測試。其收集過程必須符合下列的要求： 

（1）樣本的收集必須具代表性。 

（2）葯品必須有明顯標識及公司行號等資料。所收集的葯品

在運送或待檢測的過程中，其保存應以不會影響分析結

果的方式處理。若必須在收集葯本後立刻進行檢測工

作，則在採樣的同時，應備妥各種初步處理所需的物件。 

（3）採集葯品的量應以夠做所有的分析工作為準，但最好在

此份量外，另外再多出一定的量，以防萬一。 

（4）與送檢有效成分的葯品應為同一批號產品。 

3.藥劑的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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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濃度藥劑之有效成份，逐漸往低濃度稀釋時，以搗和棒或

磁石使試驗藥劑與溶劑完全均勻混合，再定量稀釋下一梯濃度

者，實驗時以低濃度者開始實驗，再逐步昇高試驗濃度。 

4.藥劑的勻質 

（1）藥劑在空間中的勻質 

小空間可待藥劑量使用完畢後再暴露昆蟲接觸藥劑，大

空間則可借助小型風扇吹勻藥劑再試驗。 

（2）藥劑在殘效實驗中的勻質 

藥劑稀釋均勻後，定量放置於殘效材質上以自然擴散為

主，若無法擴散之材質則用清潔乾淨之竹筷予以均勻塗

抹。噴霧者殘效地帶至少有 10 公分。 

（3）藥劑在水中的勻質 

藥劑稀釋均勻後，再放入定量水中，先以玻璃棒攪勻後，

再放入供試昆蟲，玻璃棒攪拌順序由低濃度往高濃度順

序進行。 

（4）蟲體被擊昏或死亡的判定 

一般被擊昏是無法有正常的步行或飛行時皆視為被擊

昏，而死亡則是全身無法動彈且經 24 小時後沒有恢復

活動者稱之，其擊昏或死亡認定之標準必須一致。 

（五）實驗方法結果記錄之保存 

任何藥效測試的分析結果至少應保存三年，其保存的方式可

以是實驗報告，也可以是保存在筆記中或電腦內的原始資料。但

是，不論用何種型式保存，資料內容須包括收到樣品的日期，及

分析的日期、分析者、分析方法及分析結果等。至於結果的記錄，

其遵循的基本原則是「詳實」及可追溯性，如果對結果有任何的

修正，須注意應只用筆將原來的記錄註銷畫去，而不可把原來記

錄撕去或銷毀，並應註明修正、註銷的原因，以為將來整理數據

時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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