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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的監測計畫需求，隨後召開內部協調會議，
初步訂定100年監測項目；99年10月撰寫監測計畫
書摘要及產品抽樣規劃，11月邀集縣市衛生局，
共同召開抽樣協調會議，對100年監測及抽樣計畫
完成定案，並於12月進行100年監測計畫先期作業
或辦理委辦計畫招標作業。100年元月起依年度計
畫執行市售產品監測，執行期間對於委外檢驗的

實驗室，本局會對實驗室進行不定期監督查核，

以確保監測品質，對於不合格產品須經過本局複

驗以確認監測結果。監測計畫流程如圖一。    
健全的食品後市場品質監測檢驗體系，除須

強化檢驗系統自身的質與量外，尚需相關單位間

相互支援與合作，透過溝通與協調擴大監測量

能，有效地解決或改善食品安全的問題。100年食
品後市場監測，以中央與地方衛生機關分工合作

的方式執行，由地方衛生機關採樣後，直接送驗

(中央、協力衛生局、委託實驗室)或自行檢測(如

前　言

食品安全監測為一個國家發展食品安全策略

的基石，也是評估食品安全政策是否能有效管理

食品安全，預防和控制食品安全事故發生，保護

民眾健康，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食品後市場監

測除保障消費者消費權益外，其結果可提供食品

安全風險評估參考、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溝通策

略所需資訊的主要來源(1)。食品後市場監測是一

個動態的過程，必須要有全盤性的規劃及系統性

的執行，與風險分析結合共同擬訂監測計畫，進

而達到風險管理的目的。

現行產品後市場監測計畫，為承襲自前藥物

食品檢驗局市售品質調查計畫，食品藥物管理局

為使監測流程更完備及制度化，於99年成立初期
制定「產品後市場監測作業原則」。100年依此作
業原則，於99年3及4月由各業務單位規劃及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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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攸關國人健康至鉅，保障市場上的食品安全是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事務；監
測市面上食品的品質、衛生與安全，是保障消費者健康的策略。100年食品藥物管理局執行
食品後市場監測計畫共14項，完成5,528件檢體監測。監測結果顯示，食米中重金屬含量監
測、穀類及其製品中黴菌毒素監測、特殊營養食品品質衛生調查等皆符合規定，食品中殘
留農藥、殘留動物用藥及食品中真菌毒素調查等監測合格率分別為89.0、90.9及93.6%。以
歷年監測趨勢而言，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調查、食品攙偽調查及花生製品中黃麴毒素監測的
合格率似有上升的趨勢。100年殘留農藥及殘留動物用藥監測結果，合格率均低於該項歷年
項目合格率，主要因為100年擴大高風險產品監測。今後將持續針對各類食品進行監控，亦
會對高風險的食品加強檢測。對於後市場監測結果不合格者，除發布不合格資訊外，衛生
權責機關亦對相關業者進行輔導或行政處分，以促使業者確保販售商品的品質，進而達到
保護消費者的目的，提高消費者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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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中重金屬檢測)或先進行樣品前處理並部分項
目檢驗後再送中央檢驗(如農藥與動物用藥殘留檢
測)。監測結果對於不合格產品，由衛生局採取行
政措施，及發布相關訊息，以保障消費者食的安

全。100年食品後市場年度監測共執行14項，完成
監測5,528件檢體。本研究針對100年我國中央與
縣市衛生機關區域聯合分工的食品後市場監測計

畫，進行結果彙整與趨勢分析，以作為未來制定

監測計畫及採取保障公眾健康行動的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

100年食品後市場監測結果，由本局食品組、
研究檢驗組、區管理中心及協力衛生局等主辦計

畫的單位(表一)，依「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理局後市場監測作業原則」，通報之年度監測結

果。

召開內部協調會議

撰寫計畫摘要

召開衛生局抽樣協調會議

規劃及研提計畫需求

計畫委託單位
辦理招摽作業

抽樣、檢驗及管考執行進度

撰寫年度監測報告及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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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0年產品後市場監測作業流程

表一、100年食品後市場監測計畫主辦單位、監測項目及檢體件數

計畫名稱 主辦單位 監測項目
檢驗
件數

基因改造食品之調查 本局研究檢驗組 玉米或黃豆基因定性及定量 307
市售及包裝場農產品殘留農藥監測 縣市衛生局及本局

南區區管中心
亞滅培等202種(2) 2,110

食品中殘留動物用藥之檢測 縣市衛生局及本局
中區管中心

乙型受體素、抗生素、乃卡巴精、硝基呋喃代謝物、
孔雀綠與還原型孔雀綠等共60項(23)

481

食品中真菌毒素調查 本局食品組 黃麴毒素、橘黴素、棒麴毒素、赭麴毒素A 391
食品攙偽之調查 本局研究檢驗組 豬、雞(雞蛋)、牛(乳清)、魚等動物性成分 100
食品容器具與食品包材之材質檢驗
及溶出試驗

本局食品組 材質檢驗(鉛、鎘、螢光增白劑等)及溶出試驗[蒸發殘
渣、鄰苯二甲酸酯類(DEHP, DBP)、雙酚A (BPA)、甲
醛等]

550

食品中戴奧辛含量調查 本局研究檢驗組 17種多氯戴奧辛/呋喃及12種共平面型多氯聯苯(13) 145
食米中重金屬含量監測 縣市衛生局及本局

北區管中心
鎘、汞、鉛 160

健康食品功效成分監測 本局食品組 功效成分 93
特殊營養食品之品質衛生調查 本局食品組 總生菌數、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沙門氏桿菌、金

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阪崎腸桿菌、仙人掌桿菌、黃
麴毒素M1、鉛等

85

膠囊錠狀食品風險調查研究 本局食品組 Betamethasone等92種西藥成分(25,26) 268
穀類及其製品中黴菌毒素含量調查 本局研究檢驗組 脫氧雪腐鐮刀菌烯醇及玉米赤黴毒素 70
國內市售食品營養標示調查 本局食品組 營養標示 400
餐飲衛生安全風險監測 本局食品組 外觀標示、香豆素、二氧化硫、過氧化氫、聯苯、材

質試驗、溶出試驗、螢光增白劑、鉛及鎘等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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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測計畫制訂原則

各執行單位依據下列要項擬定監測計畫，並

經內部協調會議及抽樣協調會議(圖一)，決議通
過執行。

㈠產品潛在危害大、風險高、危害趨勢升高。
㈡易於對特定族群造成健康影響。
㈢國內(如消保團體、國會等相關單位)及國際
關切議題。

㈣產量大、流通範圍廣、消費量高。
㈤行政管理需求(標準制定、背景資料需求)。
㈥前一年或歷年監測結果。

三、監測項目及採樣

食品監測檢驗方法皆依國家公告或國際認可

的方法進行，監測項目如表一，監測方式依食品

衛生檢驗中央與地方分工原則執行。檢體的採樣

主要由各縣市衛生局以稽查抽樣的方式進行，當

稽查抽樣有困難時，以價購方式採樣。另考量由

各衛生局採樣可能會重複採到相同產品，故由本

局研究檢驗組統一採樣，如基因改造食品的採

樣。各項監測計畫的採樣規劃，依抽樣協調會議

決議進行，分不同時期及區域採樣，如食米監測

需配合第一及二期稻米的收穫期，動物用藥殘留

及農藥殘留採樣，依產品生產或捕獲季節規劃不

同月份採樣，產品監測皆依季或月份採樣送驗。

部分監測計畫，如戴奧辛背景含量調查，除根據

各類食品的全國產量加權進行採樣，亦依食品特

性(生鮮食品或加工食品)擬定不同採樣策略及規
劃採樣數量，並為使食物採樣具代表性，考慮進

口食品無法反應本土環境汙染的影響，故生鮮食

品以本土生產的食品為主要分析標的，加工食品

則選擇有品牌的市售商品為主。在傳統市場或超

級市場購買的差異上，依國人購買習慣，生鮮食

品採樣地點以傳統市場為主，加工食品以超級市

場為主。

四、統計數據分析

㈠項目合格率，為該項目之各年度合格件數和
除以各年度監測件數和的百分率，即：

項目合格率(%) = (合格檢測項數/總檢測項數) 
× 100。

㈡信賴區間：95%信賴區間為一有95%機率包
含欲估計參數之隨機區間，此處使用二項

分布近似常態之性質，95%信賴區間算式為 

n
ppzp )ˆ1(ˆ

2/1ˆ −
−± α ，其中 n

ppzp )ˆ1(ˆ
2/1ˆ −

−± α 為比率估計值、n

為樣本數、 n
ppzp )ˆ1(ˆ

2/1ˆ −
−± α  =1.96、α=0.05。

結果與討論

一、100年食品後市場監測情形

100年食品後市場監測計畫共執行14項，完成
5,528件檢體監測。監測檢體的檢測項目不同，單
一檢體最多檢驗項目可達200種以上，如農藥監測
(檢驗202種農藥)。各計畫的題目與監測項目，如
表一。

㈠農藥殘留監測
100年監測農藥殘留的檢體分為蔬菜類(小葉
菜、包葉菜、瓜菜、豆菜、果菜、根菜與蕈

菜類)、水果類(大漿果、小漿果、瓜果、柑
桔、核果與梨果類)及其他類(雜糧、茶、麥
與食用花卉類)。農藥監測的項目自民國95年
起逐年增加，90-94年檢測農藥79項，95年增
至136項，97年增加至196項，98年又增至202
項。100年農藥殘留監測2,110件檢體，每件
檢體檢驗202種(2)不同的農藥；結果共232件
檢體不合格，其中有部分農產品同時檢出2種
以上不合格的農藥。亞滅培(acetamiprid)、達
滅芬(dimethomorph)及芬普尼(fipronil)為主要
檢出的農藥。農產品中以食用花卉類、豆菜

類及果菜類不合格率較高。食品安全管理嚴

謹的歐洲，其監測資料顯示，檢出農藥殘留

但未超過殘留標準(Max Residues Level, MRL)
的件數比率約在32.0-41.7%間，其檢出的農
藥殘留率與本局檢驗結果相當(近5年為32.1-
44.1%)，但不合格率(近5年約為2.6-5.1%)(3-6)

低於本局監測的結果，除標準不同外，本局

抽驗高風險產品(小葉菜類、豆菜類及果菜類
等)為重要原因之一。為改善農藥殘留問題，
不僅農政單位與本局仍須持續監管外，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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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施藥及民眾徹底清洗蔬果，也是降低農

藥殘留的重要方法。

㈡重金屬含量監測
台灣以米食為主，為避免國人因吃飯攝入過

多的潛在有毒重金屬，衛生署對於食米的衛

生規範訂有『食米重金屬限量標準』(鎘0.4 
ppm、汞0.05 ppm及鉛0.2 ppm)。為監測食
米中重金屬含量，全台碾米廠食米抽驗計畫

迄今已執行超過15年(7)，100年監測市售160
件食米，檢驗結果與歷年食米中重金屬比

較，食米中鎘、汞、鉛的平均含量並無明顯

差異，檢出量分別介於為0.04-0.06、0.002-
0.004及0.02-0.04 ppm之間。100年食米中重
金屬(鎘、汞、鉛)含量監測結果均在合格範
圍內，未來應可增加其他種類重金屬含量監

測或背景值調查。

㈢真菌(黴菌)毒素監測
黴菌毒素是黴菌次級代謝產物。穀類若在採

收後的加工過程或儲存不當，即可能遭受黴

菌毒素污染，這些毒素具有肝臟毒性、腎臟

毒性、致畸胎性及致癌性等毒性(8)，食入遭

黴菌毒素污染的食物，可能造成危害身體健

康的風險。100年針對市售70件穀類及其製品
中玉米赤黴毒素(Zearalenone, ZON)及脫氧雪
腐鐮刀菌烯醇(Deoxynivalenol, DON)含量調
查，結果70件均無不合格情形。
花生是許多食品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但花生

在生長及原料處理階段，可能受到土壤或空

氣中黃麴菌(Aspergillus flavas)污染，進而含
有微量黃麴毒素(9)，100年抽驗201件市售食
品，有13件花生製品檢出黃麴毒素，包含花
生糖7件、花生醬1件及花生粉5件。此外，
市面上具有養生概念的紅麴相關產品愈來愈

多，當產品受黴菌毒素中的橘黴素(citrinin)
污染時，反而可能危害民眾的健康。前藥檢

局曾於98年針對市售含紅麴的食品進行橘黴
素含量調查，共分析48件檢體，其中8件紅
麴米檢體全數檢出橘黴素，含量介於2.7-40.0 
ppm間，其中高於10.0 ppm者有5件(10)，100
年抽驗120件食品，12件檢出橘黴素，包含

紅麴米11件及紅麴膠囊1件，在各類紅麴相
關製品中，以紅麴米受污染的情形最嚴重。

Kononenko和Burkin在俄羅斯對超過1,700件
的穀類飼料等進行橘黴素監測，其結果發現

檢出量皆小於1 ppm，其中大麥(barley)的檢
出量最高為998 ppb(11)。Li等人調查大陸114
件紅麴製品，發現68件檢體檢出橘黴素，檢
出範圍為0.18-1739.2 ppm(12)。橘黴素的檢出

量與食品種類及黴菌生長環境和條件有關。

100年市售食品中黃麴毒素、橘黴素、棒麴毒
素與赭麴毒素A等真菌毒素監測391件，共有
13件檢出黃麴毒素及12件檢出橘黴素，不合
格率6.4%。花生製品、紅麴米及紅麴製品等
高風險產品，將持續列入未來監測的重點項

目。

㈣戴奧辛含量調查
100年共進行145件生鮮及加工食品戴奧辛背
景值調查，包含肉類37件、魚貝類30件、蔬
菜類29件、乳品類25件、蛋類16件及穀類8件
等食品，共執行17種多氯戴奧辛/呋喃及12種
擬似戴奧辛多氯聯苯分析。100年調查結果，
145件均符合限值規範。各類食品中多氯戴
奧辛/呋喃/擬似戴奧辛多氯聯苯含量在人體
的暴露量，以魚水產類、其他蛋白質類、家

畜類及其製品及蔬菜類等食品佔總暴露量的

70%，尤其以魚水產類對於國人各年齡層食
品中戴奧辛的貢獻佔極大的比例，而乳品類

對6-18歲的年輕族群貢獻度最高，這些食品
可作為未來監測的重點食品(13)。

㈤殘留動物用藥監測
100年食品中殘留動物用藥監測481件，共44
件不符規定，不合格率為9.1%。水產品檢
出的動物用藥以還原型孔雀綠、孔雀綠及

硝基呋喃代謝物為主(超過不合格率50%)，
因孔雀綠的價格低廉，抗真菌、細菌及原

蟲的效果好，經常被違法使用於養殖水產

業(14)，其中不合格種類以紅衫魚及午仔魚較

常見。畜產品以檢出乙型受體素類為主，

其中10件(佔不合格率22.7%)進口牛肉檢出
乙型受體素。2009年美國國家殘留物監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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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對境內17,241件動物產品進行殘留動物
用藥等監測，其不合格原因主要由氟甲磺氯

黴素(florfenicol)(不合格率0.94%)、卡巴得
(carbadox)(不合格率0.54%)及磺胺類抗生素
(sulfas)(不合格率0.24%)造成(15)，因美國與我

國標準不同，其監測的產品雖檢出乙型受體

素，但皆符合限量規定。2010年澳洲國家殘
留物監測計畫，監測15,431件國產動物類農
產品，不合格原因除檢出各類抗生素外，值

得注意的是重金屬鎘(Cadmium)在羊肉及扇
貝的檢出率佔不合格件數的22.7%(16)。

㈥食品容器具與食品包材安全監測
由於容器包材技術的發展及新材料不斷開

發，其種類越來越多且民眾使用情形日益普

遍。為瞭解市售食品容器具與食品包材產品

種類的衛生安全，100年抽驗塑膠、紙類及木
製材質的食品容器具共550件，其中9件瓶蓋
產品因溶出試驗(蒸發殘渣)不符規定，1件調
棒鉛過量，不合格率為1.8%。
㈦膠囊錠狀及特殊營養食品監測
市面上保健膠囊錠狀食品的種類琳琅滿目，

為防範廠商於食品中添加西藥，以保障國人

食用膠囊錠狀食品的安全，100年自各縣市
藥妝店、藥局、藥房，或平面媒體、網路、

電台、電視所廣告的販售點，抽驗268件檢
體，結果無驗出疑似壯陽或減肥類等西藥成

分。另對市售特殊營養食品85件，包含各類
嬰兒配方食品、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及病

人用特殊營養食品等，進行微生物、真菌毒

素及重金屬等品質衛生調查。嬰兒配方食品

及病人用特殊營養食品雖檢出仙人掌桿菌

(Bacillus cereus)，但皆未超過衛生法規標準
(100 CFU/g)，整體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17)。

㈧產品標示及成分調查
前藥檢局自92年開始建立動物性成分檢驗方
法，已公告動物性及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超

過30種。歷年市售素食食品攙動物性成分調
查發現，以素食食品攙豬成分的比例最高，

推測原因應該是豬肉為國內肉品市場的大

宗，原料取得容易且價格相對其他肉品便宜

(18)。100年監測100件散裝及包裝食品，結果
檢出4件素食食品攙動物性成分。包裝食品2
件皆驗出微量之雞成分，其中1件亦檢出牛成
分，散裝食品2件皆驗出魚成分，其中1件同
時驗出豬與雞成份。

基因改造食品近年受到廣泛的討論與關注，

針對基因改造食品標示進行調查，以保障消

費者知的權利。100年對食品包裝上標示「非
基因改造」與「未特別標示」的食品進行標

示檢查與檢驗，自各大超市、量販店及小型

零售商購得307件檢體進行調查，結果有45件
標示不符，包括標示誤導14件、應標示而未
標示23件及標示錯誤8件。
100年餐飲衛生安全風險監測，執行包含香豆
素含量檢測110件、紙器溶出等試驗157件及
免洗筷二氧化硫等檢驗101件等共368件檢體
監測。結果皆符合檢測項目的衛生標準，但

免洗筷外觀標示不符規定計有37件，其中33
件未標示有效日期、2件樣品未標示廠商電話
及地址及2件未標示有效日期及廠商地址。另
對400件國內市售食品進行營養標示調查，發
現其中14件標示不符規定。

二、歷年監測結果趨勢

農藥殘留、花生中黃麴毒素、動物用藥殘

留、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調查及食品攙偽等為主要

延續性的監測計畫，100年監測結果，除食品攙
偽監測外，其他項目不合格率相較於99年有上
揚的趨勢，如圖二。91-95年間殘留農藥監測不
合格率都在1%以下，但自96年起不合格率明顯
攀升，如圖二，因檢測的農藥項目逐年增加(19,20)

及使用的儀器靈敏度增高(21)，為其重要因素。近

年農產品主要殘留不合格的農藥為亞滅培、達

滅芬、芬普尼、嘉保信(Oxycarboxin)、四氯異苯
腈(Chlorothalonil)、加保扶(Carbofuran)及賓克隆
(Pencycuron)(1,16,17)，其中97年監測結果發現，達滅
芬殘留農藥問題嚴重，經由農政單位與本局的努

力及制定殘留安全容許量(22)，不合格件數逐年下

降，如表三。整體而言，雖然這些主要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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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佔總不合格件數比已逐年下降，然而其他農

藥的殘留仍需嚴密監測。自93年起迄今，動物用
藥殘留監測不合格率在1.8-12.4%間(23)，99年不合

格率最低，僅6件不合格(不合格率1.8%)；100年
監測結果，還原型孔雀綠與孔雀綠不合格即有16
件，尚有其他動物用藥28件不合格，相較99年不
合格率有上升趨勢(圖二)，其合格率90.4%亦較歷
年項目合格率92.8%低(表二)，顯示此項監測不合
格情形有擴大的趨勢，未來應密切注意。自91年
起調查基因改造食品標示，初期合格率僅44%，
經辦理說明會及函請衛生局進行稽查與輔導，合

格率已大幅提升，近7年的合格率均大於歷年的
項目合格率(表二)；近年基因改造食品標示不符
規定情形維持在10-15%間(圖二)。自93年起素食
食品攙葷調查(18)，不合格率自25.2%逐年下降至
4%，整體而言食品攙偽的情形有下降之趨勢(圖
二)。自86年起針對市售花生製品中黃麴毒素含量
進行監測，93年起增加對高風險的花生粉製品進
行監測(24)，近3年黃麴毒素監測合格率均大於歷年
項目合格率(表二)，顯示這些產品的品質已較過

圖二、歷年食品後市場監測結果不合格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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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歷年食品後市場監測合格率

項目 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項目合
格率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殘留農藥監測 99.2 99.6 99.4 99.6 99.0 95.9 88.2 89.5 90.5 89.0 94.3 94.0 94.7 
黃麴毒素監測 - - 95.2 95.5 88.9 90.2 89.3 94.0 96.3 93.5 93.0 91.5 94.4 
殘留動物用藥監測 - - 95.4 88.8 87.6 94.4 92.1 94.7 98.2 90.9 92.8 91.8 93.8 
食品攙偽調查 - - 74.8 82.1 84.5 86.1 89.3 93.9 95.9 96.0 87.3 84.8 89.8 
基因改造食品調查 44.0 43.0 81.0 95.0 92.0 97.0 94.0 88.0 91.0 85.3 84.7 83.4 86.0 

表三、近年農產品主要殘留不合格農藥的件數及比率(%)

年度
農藥種類

97 98 99 100

亞滅培(Acetamiprid) 25 (12.0)* 34 (17.2) 51 (26.2) 46 (19.8)
達滅芬(Dimethomorph) 119 (57.2) 75 (37.9) 36 (18.5) 24 (10.3)
芬普尼(Fipronil) 10 (4.8) 6 (3.0) 11 (5.6) 17 (7.3)
嘉保信(Oxycarboxin) 3 (1.4) 8 (4.0) 7 (3.6) 15 (6.5)
四氯異苯腈(Chlorothalonil) 0 (0) 7 (3.5) 6 (3.1) 13 (5.6)
加保扶(Carbofuran) 4 (1.9) 2 (1.0) 12 (6.2) 12 (5.2)
賓克隆(Pencycuron) 17 (8.2) 16 (8.1) 9 (4.6) 12 (5.2)
合計 178 (85.6) 148 (74.7) 132 (67.7) 139 (59.9)
總不合格件數 208 (100) 198 (100) 195 (100) 232 (100)

*括號內數字為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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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提升。

結　論

100年執行14項食品後市場監測計畫，其中6
項監測計畫結果皆符合規定。基因改造食品標示

與餐飲衛生安全風險監測不合格率較高，分別為

14.7與10.1%，這些不符規定皆因標示不符，並
非違反食品安全所致。然而，殘留農藥及殘留動

物用藥等監測不合格率達11.0及9.1%，且其合格
率均低於項目合格率(95%信賴區間)(表二)，此結
果雖是抽驗高風險食品所致，但未來仍需持續加

強這些產品的監測。對於監測到不合格產品時，

除以速報單通報抽驗衛生局及相關單位進行後續

行政處理外，未來亦加強抽驗這些產品。另一方

面，食品安全管理首重預防而非善後處理，亦即

著重源頭管理，特別是與民生日常息息相關的農

藥殘留及動物用藥殘留等議題。在風險管理的原

則上，讓生產者承擔生產安全食品的主要責任，

政府從承擔食品安全的風險，轉移到對生產者的

監督與管理，有效執行法令及產品市場監測，如

此不僅可以減少政府的負擔，亦可提升食品的安

全。本局將持續對市售食品進行監測分析，在評

估食品的風險時，不只留意存在於食品的危險因

子，尚考量食品在本地的消費量，並收集國內外

高風險食品相關資訊，做為食品後市場監測的參

考。對監測結果不合格率高或高風險的食品進行

風險管控，以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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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 an essential public health issue. The availability of safe food improves the health of people 
and is a basic human right. There are 14 surveillance projects and over 5,500 samples are tested in these 
programs in 2011. The results of post-market surveillance showed that compliance rates of residues of veterinary 
drugs, pesticide, mycotoxins and toxic metals are 89.0, 90.9, 93.6 and 100%, respectively. Overall, except for 
residues of veterinary drugs, compliance rates were high (> 90%) in all commodities and the results observed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seen in previous years. All viol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posed potential health risks to consumers and appropriate follow-up actions were pursued. The surveillance 
projects ar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oods in the market for the purpose of consumer protection. 

Key words: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pesticide residues, compliance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