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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7 年度 

「牛海綿狀腦病（BSE）專家諮詢會」 

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昆陽大樓 A201 會議室(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161-2 號) 

主席：林副署長金富                         紀錄：李佩芸 

出席委員（敬稱略）： 

李淑慧、周晉澄、林榮信、潘銘正、蔡宜倫、賴秀穗、

許媺宜、林昱梅。 

列席人員（敬稱略）： 

國立臺灣大學：莊育權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丁彥文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鮑海妮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林瓊芳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潘志寬、董靜馨、吳宗熹、

黃如婕、林詩涵。 

一、 主席宣布開會：（略）。 

二、 報告事項： 

案由一：107 年第 1 次 BSE 專家諮詢會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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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報告前次會議決議之後續辦理情形。 

決  議：本案洽悉。 

案由二：美國第 6 例 BSE 案例 

說  明：報告 107年 8月美國發生第 6例BSE案例辦理情形。 

決  議：食藥署已請美國提供補充資料，並要求美國應對輸

臺牛肉產品落實源頭管理，美國之調查情形與由食藥

署持續掌握並洽詢美國。 

      (委員意見摘錄如附件)  

案由三：科研計畫「非典型 BSE 及 OIE 風險等級分類對食

品安全之科學探討」 

說  明：報告 108 年食藥署建議科技部「食品安全智慧先導

防制」科研計畫之研究主題。 

決  議：本案洽悉，食藥署將配合科技部科研計畫規劃，修

正需求內容。 

        (委員意見摘錄如附件) 

案由四：丹麥牛肉風險評估案 

說  明：報告丹麥牛肉風險評估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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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同意備查。 

        (委員意見摘錄如附件) 

案由五：荷蘭 12 月齡以上牛肉申請案實地查核情形概要 

說  明：報告 107 年赴荷蘭執行「12 月齡以上牛肉生產安全

衛生實地查核」概要。 

決  議：本案洽悉。查核報告完成後，於 BSE 專家諮詢會議

報告。 

三、 散會：下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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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委員意見摘錄 

案由二：美國第 6 例 BSE 案例 

 李委員淑慧： 

此非典型案例牛隻之年齡偏低，且出現跛足等典型症狀，

建議可請美方提出相關說明，並持續關注。 

 周委員晉澄： 

1. 建議確認美國對牛籍及風險牛隻追蹤溯源管理落實情

形。 

2. 本案出現跛足等典型症狀，應屬經被動監測發現。 

 林委員榮信： 

建議可詢問美國，BSE 疑似案例之標準作業流程。 

 林委員昱梅： 

1. 建議確認美國牛隻移動及追溯追蹤管理落實情形。 

2. 此非典型案例發生年齡偏低，建議持續關注。 

3. 有關韓國因應本案提高邊境檢疫率一節，建議食藥署納

入評估。 

 蔡委員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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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風險可忽略國家，惟近兩年皆發生 BSE 案例，建

議可請美方說明有無調整 BSE 監測比例。 

 食藥署補充說明： 

1. 已請美國提供調查與牛籍、追蹤追溯管理等資料 

2. 韓國提高邊境檢疫措施為 physical check 措施，係為對

輸入貨品進行外觀檢查與核對文件之措施。 

3. 食藥署執行邊境查驗依我國相關規定辦理，包括外觀檢

查與核對文件等，亦可調整查驗率。 

案由三：科研計畫「非典型 BSE 及 OIE 風險等級分類對食品安

全之科學探討」 

 賴委員秀穗：全世界非典型 BSE 案例數不多，建議本研

究主題可廣納所有 BSE 案例。 

 潘委員銘正：108 年科技部「食品安全智慧先導防制」科

研計畫係以 wet lab 進行，建議扣合執行方式修正研究需

求方向。 

 周委員晉澄： 

1. 相關之研究，國內應有學校學者可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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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查詢 OIE 對於非典型案例通報義務之規定是否有

修正?可請防檢局說明OIE對典型及非典型BSE案例之

通報規範。 

3. 風險溝通計畫適合跨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個領域，這

方面有相關學者可以執行計畫。 

 許委員媺宜：有關 OIE 通報情形，近年來歐盟國家多未

即時通報非典型 BSE 案例，今年美國及英國分別於通報

OIE 1 例非典型與典型 BSE。 

案由四：丹麥牛肉風險評估案 

 林委員昱梅：建議報告可進一步說明各國 vCJD 的病例與

BSE 牛隻數之關聯性。 

 蔡委員宜倫：建議除 OIE 風險等級外，參數可納入各國

BSE 管理落實情形。 

 李委員淑慧：建議風險評估納入可各國 BSE 管理落實情

形。 

 周委員晉澄： 

1. 風險評估無法納入所有因子，部分重要因子恐無量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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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而無法在風險評估報告中呈現，故建議盡可能納入

可量化的參數，並以最保守方式執行風險評估。風險評

估結果可作為風險溝通參考，風險管理建議納入實地查

核情形。 

2. 建議風險評估報告補充說明，攝食參數未排除部分台灣

民眾不吃牛肉等因素，未來亦可考慮同時呈現易感族群

的風險評估結果數據。 

 食藥署補充說明: 

風險評估結果非輸入管理的唯一參考依據，均會衡量其他

事宜，包括實地查核出口國 BSE 管控與工廠食品安全衛

生作業之落實情形等。(丹麥為 OIE 評定「風險可忽略國

家」，且未發生 vCJD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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