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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驅動食品風險預測：防患於未然

人工智慧技術能夠分析大數據，識別潛在的食品安全風險，並

及時發出預警，幫助管理部門和企業防患於未然。

1 數據收集與整合
整合來自各方的數據，包括生產記錄、檢驗報告、環境監測

數據、消費者投訴等，構建食品安全數據庫。

2 AI 模型訓練
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如深度學習、隨機森林等，訓練模型

識別數據中的風險模式。

3 風險預測與預警
基於訓練好的模型，對食品安全風險進行預測，並設定預警

閾值，當風險超過閾值時，自動發出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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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與物聯網的融合：構建全方位

/立體化的食品安全監測網路

將 AI 與物聯網技術相結合，可以構建全方位、立體化的食品

安全監測網路，即時監測食品生產、加工、儲存、運輸等各個

環節的關鍵資料，及時發現問題，並採取相應的措施。

生產環節 物聯網技術 AI 技術

農業生產 感測器、無人機 圖像識別、預測模型

食品加工 RFID、感測器 異常檢測、品質控制

食品儲存和運輸 溫濕度感測器、GPS 冷鏈監控、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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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應用：從農場到餐桌的全覆蓋

AI 的應用貫穿了食品安全的各個環節，從農田到餐桌，為食品安全保駕護航。

原料生產管理

AI 可以用於病蟲害預測、精準施肥

、灌溉管理等，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保障農產品品質安全。

食品加工製程

AI 可以用於生產過程監控、品質檢

測、異物識別等，提高生產效率，

保障食品加工過程中的安全衛生。

食品儲存和運輸

AI 可以用於倉庫環境監測、冷鏈物流

監控等，確保食品在儲存和運輸過程

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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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應用

機器學習模型可以應用於多個食品安全管理場景，例如預測食品污染、

預測食品召回、風險評估、供應鏈追溯和異常檢測等。

1預測食品污染

基於歷史數據，預測食品可能受到哪些病原菌或

化學物質的污染。
2 預測食品召回

預測哪些食品可能需要召回，以減少消費者損失。

3風險評估

評估不同食品的風險等級，為管理部門提供決策支持。

4 供應鏈追溯

利用模型追溯食品的來源，快速定位問題產品。

5異常檢測

發現生產過程中的異常情況，及早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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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數據融合：AI 實現食品

安全即時監控

將感測器技術與 AI 相結合，可以實現對食品生產、儲存、運輸

等環節的實時監控，及時發現問題。

感測器數據融合

整合來自不同感測器的數據，建立

多維度的食品狀態模型，提高監控

的全面性和準確性。

影像辨識

傳統的肉眼檢測，AI影像辨識技術

可以更快速、準確地檢測食品的外

觀、顏色、形狀等，發現微小的缺

陷，例如異物、變色等。

電子鼻感測器

結合嗅覺感測器，AI可以分析食品

氣味，判斷其新鮮度和是否受到污

染，提供更全面的食品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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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影像辨識：快速、準確地檢測食品缺陷
AI 影像辨識技術可以克服人眼檢測的局限性，快速、準確地識別食品的外觀缺陷，
如變色、異物、損壞等。

水果分級

根據水果的大小、顏色、形狀等進行自動分級。

缺陷檢測

檢測水果表面的疤痕、碰傷、蟲蛀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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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技術進步
感測器技術的進步在即時微生物檢測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透過結合螢光標記技術和拉曼光譜，使得即

時檢測特定病原體成為可能。這些感測器能夠捕捉微生物的特徵，並將這些數據傳輸給人工智慧系統進行分

析。此技術組合不僅提高檢測的速度，增強其準確性和靈敏度。使產品離開工廠之前快速識別潛在的污染，

從而顯著降低食品安全風險。

螢光標記技術

利用特定螢光標記識別病原體

拉曼光譜技術

通過分子振動特徵識別微生物 8



即時微生物檢測：AI與電腦視覺的融合

AI和電腦視覺技術結合為創新性微生物檢測領域 ，傳統的微生物檢
測方法需要24至72小時才能獲得結果，而新技術實現微生物的即時
檢測。此創新大大縮短檢測時間，提高食品安全管理的效率。使用
卷積神經網絡（CNN）進行圖像分析，系統可以快速且準確地從顯
微圖像中識別微生物菌落。AI系統學習微生物的形態和模式，並利用
此知識即時評估食品污染的風險。

1 樣本採集
從食品中採集微生物樣本

2 圖像捕捉
使用高分辨率顯微鏡捕捉微生物圖像

3 AI分析
CNN算法分析圖像，識別微生物種類

4 結果報告
系統生成即時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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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大腸桿菌檢測系統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團隊開發人工智慧系統 (Pan et al., 2024) ，可以在兩小時內檢測出

生菜中的大腸桿菌O157:H7，準確率超過 99%。與傳統方法相比，該系統能夠更快、更準確

地檢測污染，並在受污染的產品進入市場之前進行處理。此項技術的應用提高食品安全管理

的效率，減少潛在的健康風險。

檢測時間

僅需2小時

準確率

超過99%

應用

生菜中的大腸桿菌O157:H7檢測

Pan, B.l;El-Moghazy, A.Y.; Norwood, M.; Nitin, N.; Sun, G. Rapid and Ultrasensitive 

Colorimetric Biosensors for Onsite Detec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in Fluids. ACS 
Sens. 2024 Feb 23;9(2):912-922. doi: 10.1021/acssensors.3c0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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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菌體技術與AI：病源菌監控的新方法
噬菌體作為感染特定細菌並引起溶菌的病毒，正成為抗生素抗藥性細
菌的有效替代品。Moye等人(2018, 2020)創新方法，通過應用選擇性
對抗特定病原體的噬菌體來有效控制食品中的病原體。結合AI技術，
此方法變得更加精確和高效。AI算法可以預測哪種噬菌體對特定病原
體最有效，從而實現更精確的病原體控制。此方法不僅提高食品安全
性，還為解決抗生素耐藥性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噬菌體選擇
AI分析病原體特徵，選擇最適合的噬菌體

效果預測
機器學習模型預測噬菌體對病原體的控制效果

精確控制
根據AI預測，精確應用噬菌體控制病原體

持續監測
AI系統持續監測病原體變化，調整控制策略

Moye, Z.D.; Das, C.R. ; Tokman, J. I.; Fanelli, B.; Karathia, H.; Hasan, N. A.; Marek, P. J.; Senecal, A. G.; Sulakvelidze, A. Treatment 
of fresh produce with a Salmonella-targeted bacteriophage cocktail is compatible with chlorine or peracetic acid and more 
consistently preserves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on produce. 2020, 40, 2, e12763. doi.org/10.1111/jfs.12763
Moye, Z.D.; Woolston, J.; Sulakvelidze, A. Bacteriophage Applications for Foo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Viruses 2018, 10, 205. 
doi.org/10.3390/v10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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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Watson在食品安全中的應用

IBM人工智慧平台「Watson」在食品工廠的應用，透過早期預測和預防

微生物污染，減少食品召回的發生。Watson能夠分析大量的歷史數據

、環境因素和生產參數，預測可能導致微生物污染的條件。此預測性分

析使食品製造商能夠主動採取預防措施，如調整生產環境或加強特定批

次的檢測。結果是，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率大幅下降，同時也降低與召

回相關的成本和聲譽風險。

數據收集

收集歷史數據和即時生產數據

AI分析

Watson分析數據並預測風險

預防措施

根據預測採取預防行動

結果

減少食品召回，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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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檢測的挑戰：檢測精度的提高

即時微生物檢測技術雖然取得進展，但仍面臨著提高檢測精度的挑戰，特別是在低濃度病原菌

或多種微生物共存的情況下。目前研究正在努力提高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檢測精度，以確保技

術在各種實際應用場景中的可靠性。這包括開發更敏感的感測器、改進AI算法以處理複雜的微

生物群落，以及建立更全面的微生物數據庫。提高檢測精度不僅能增強食品安全管理的效果，

還能擴大技術的應用範圍。

低濃度檢測

提高對低濃度病原體的

檢測能力

複雜環境

在多種微生物共存的環境

中提高準確性

數據庫擴展

建立更全面的微生物特徵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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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檢測：AI 守護食品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食品生產、加工、儲存、運輸等各個環節，AI 都可以用於異常檢測，及時發現潛在的風險，

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

生產環節

AI 可以用於監測生產設備的運行狀

態、原材料的品質、生產環境的衛

生狀況等，及時發現異常情況，避

免問題產品的產生。

加工環節

AI 可以用於監測加工過程中的關鍵

參數，如溫度、時間、壓力等，確

保加工過程符合安全標準。

儲存和運輸環節

AI 可以用於監測儲存環境的溫度、

濕度、氣體濃度等，以及運輸過程

中的溫度變化，確保食品在儲存和

運輸過程中保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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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食品包裝和標籤應用

AI技術正創新食品包裝和標籤領域，提高包裝的智能性和信息的準確性。計算機視覺和機器學習算法被用於

自動檢測包裝缺陷，確保每個產品的包裝完整性。這不僅提高生產效率，還大大降低因包裝問題導致的食品

安全風險。這減少人為錯誤，確保標籤信息的準確性和合規性。智能標籤技術結合AI和物聯網，可以實時追

踪產品的儲存條件和保質期，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有關食品新鮮度和安全性的信息。

AI包裝檢測

使用計算機視覺技術

自動檢測包裝缺陷

智能標籤

結合AI和IoT的智能標籤，

提供實時產品信息

AI標籤生成

自動生成和驗證產品標籤信息，

確保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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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食品配方優化中的應用

AI技術創新食品配方的開發和優化過程。機器學習算法

能夠分析大量的配方數據、消費者偏好和營養信息，以

創造出更健康、更美味的食品。AI系統可以快速測試數

千種不同的配方組合，並預測每種組合的口感、質地和

營養價值，大大縮短新產品的開發週期。AI還能夠根據

個人化的營養需求和口味偏好來定制食品配方。為特定

的飲食限制（如無麩質或低糖）設計美味的替代品。此

技術不僅提高食品的營養價值和口感，還能夠更好地滿

足不同消費者群體的需求，推動食品產業向更加個性化

和健康的方向發展。

數據收集
收集配方、營養和消費者偏好數據

AI分析
使用機器學習算法分析數據，生成新配方

模擬測試
虛擬測試配方，預測口感和營養價值

優化調整
根據測試結果和反饋不斷優化配方

個性化定制
根據個人需求定制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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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食品加工自動化應用

AI技術正在推動食品加工自動化進程，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機器視覺系統

結合深度學習算法可以實時監控和控制食品加工過程。

➢ 在水果分選過程，可根據顏色、大小和形狀快速準確分類，提高分選效率和

準確性。

➢ 智能機器人可以執行複雜的任務，如精確切割、包裝和裝配，同時保持高度

的一致性和衛生標準。

➢ AI還能夠優化整個生產線的運作，根據實時數據調整生產參數。此智能化的

生產方式不僅提高效率，還確保更高的食品安全標準。

智能機器人

執行精確加工任務

機器視覺

實時監控質量

智能控制
優化生產參數

數據分析

提高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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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食品安全教育和培訓中的應用
AI技術正在創新食品安全教育和培訓領域，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  

（AR）技術結合AI，創造出沉浸式的培訓環境，讓學員能夠在虛擬的食品

處理場景中練習和學習，而不會造成實際的安全風險。AI系統可以根據每

個學員的表現即時調整培訓難度和內容，確保學習效果最大化。AI驅動的

自適應學習平台可以分析學員的學習模式和進度，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路徑

和建議。AI還可以模擬各種食品安全事故場景，讓學員在安全的環境中學

習如何應對緊急情況。此創新的培訓方法正在提高整個食品行業的安全意

識和應對能力。

虛擬實境培訓
使用VR和AR技術創造沉浸式學習環境

自適應學習
AI分析學習進度，提供個性化學習路徑

情境模擬

模擬各種食品安全事故場景進行培訓

實時反饋
AI系統提供即時反饋，優化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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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賦能個人化食品安全服務

：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隨著 AI 技術的發展，未來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個人化的食品安全

服務，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例如，可以根據消費者的健康狀況、

飲食習慣等，推薦更安全的食品。

1 個人化風險評估

根據消費者的健康狀況、飲食習慣等，評估其面臨的食品安全風險。

2 個人化食品推薦

根據消費者的風險偏好、營養需求等，推薦更安全的食品。

3 個人化健康管理

根據消費者的飲食記錄、健康資料等，提供個人化的健康管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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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AI融合加強可追溯性

人工智慧和物聯網（IoT）技術的整合正在顯著提高食品供應鏈的透明度和安全性。物聯網感測器即時收集

溫度、濕度和位置資訊等數據，並將其發送到基於雲端的平台。AI演算法分析這些大數據，偵測異常模式和

潛在風險，使得可以預測由於運輸過程中的溫度波動或振動等引起的食品變質/污染的風險。此技術融合使

得即時監控食品品質和安全，並立即檢測和應對發生的任何異常情況成為可能，大大提高供應鏈的可追溯性

和安全性。

IoT感測器

即時收集環境數據

AI分析

處理和分析大量供應鏈數據

即時追蹤

消費者可查看食品全程追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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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和IoT融合面臨的初始投資和營運成本挑戰

實施人工智慧和物聯網需要較高的初始投資和營運成本，這對中小企業來說可能是一個重大挑戰

。初始成本包括購買和安裝IoT感測器、建立數據傳輸網絡、開發或購買AI分析軟件等。此外，還

需要考慮持續的維護費用、數據存儲成本和系統升級費用。包括雲端基礎設施的使用，可以降低

硬件投資；模塊化系統設計，允許企業根據需求逐步擴展；以及行業合作，共享技術開發成本。

同時，隨著技術的普及，預計未來這些系統的成本將逐漸降低。

初始投資

硬件購買、軟件開發、

系統集成

運營成本

維護、數據存儲、

系統升級

成本優化策略

雲端服務、模塊化設計、

行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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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Food Trust平台應用

某食品公司推出了IBM Food Trust平台，結合人工智慧、物聯網和

區塊鏈技術，以增強整個供應鏈的可追溯性。這個平台使得咖啡豆

等食品從農場到消費者的全程可追溯，確保產品安全和品質。

消費者可以掃描產品上的QR碼，獲取詳細的產品信息，包括咖啡

豆的種植地點、收穫日期、運輸條件等。提高透明度，還增強消費

者對產品的信心，同時也幫助該公司更有效地管理供應鏈風險。

農場追蹤
記錄咖啡豆種植和收穫信息

加工監控
追蹤咖啡豆加工和烘焙過程

運輸管理

監控運輸條件和路線

消費者訪問

通過QR碼提供產品信息
22



供應鏈監控系統
某企業利用物聯網感測器和人工智慧來即時監控整個供應鏈。在適當的

溫度下儲存和運輸，並立即採取措施保持品質。感測器持續監測溫度、

濕度和其他關鍵參數，而AI算法分析這些數據以識別潛在問題。即時

監控還使該企業能夠優化庫存管理和配送路線，提高整體運營效率。

1 數據收集

IoT感測器收集環境數據

2 AI分析

AI算法即時分析數據

3 問題識別

系統識別潛在問題並發出警報

4 快速響應

管理人員採取即時行動 23



AI 識別高風險業者
人工智慧結合大數據分析，可以有效識別高風險業者，

並進行更有效的稽查和管理。

大數據分析

收集和分析業者的歷史經營數據、稽查記錄、

供應鏈資訊及市場反饋等，利用 AI 模型識別

高風險業者的特徵，例如屢次違規、異常的

供應鏈變動等。

24



數據集成與預處理：AI 應
用於食品安全

數據是 AI 應用的基礎。在將 AI 應用於食品安全領域時，首先

需要對來自不同來源的數據進行集成和預處理，以確保數據的

質量和一致性。

數據來源 數據類型 預處理方法

生產記錄 書面、數字 數據彙整、格式

轉換

檢驗報告 書面、圖像 書面識別、圖像

識別

環境監測數據 時序數據 數據平滑、去雜

25



供應鏈追溯：利用 AI 技術快速定位問題產品

當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時，快速追溯問題產品的來源和流向

至關重要。AI 可以説明管理部門快速定位問題產品，控制

風險，減少損失。

事件發生
管理部門接到消費者投訴或檢測到食品安全問題。

資訊採集
收集相關資訊，如產品批次、生產日期、銷售區域等。

AI 分析
利用 AI 分析技術，對供應鏈資料進行分析，追溯問題產品的
來源和流向。

精準召回
根據追溯結果，精準召回問題產品，避免擴大影響。

26



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AI 應用於食品安全不可忽視的議題

在利用 AI 技術分析食品安全資料時，需要重視資料安全和隱私保護，防止資料洩露和濫用。

資料加密
對敏感性資料進行加密，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

存取控制
設置嚴格的存取控制策略，限制對資料的存取權限。

數據保密
對敏感性資料進行保密處理，例如將個人身份資訊替

換為隨機碼。

安全審查
定期對資料安全進行審查，及時發現和修復安全性漏洞。

27



多模態數據分析：提高 AI 模型的預測能力

將圖像、書面、時序等多種資料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可以提高 AI 模型的預測能力，例如，可以結合食品的
圖像資訊和書面資訊，更準確地識別食品的種類和品質。

數據融合

將不同模態的資料融合成一個統一的表示形式，
以便於 AI 模型進行分析。

模型訓練

利用多模態資料訓練 AI 模型，提高模型的預測能力。

28



用於訓練的機器學習模型：監督學習

1 邏輯回歸 (Logistic 
Regression)

適合用於預測二元分類問題，

例如食品是否受到某種特定

病原菌污染。

2 決策樹 (Decision Tree)

能夠生成可視化的決策規則，

有助於理解模型的預測過程。

3 隨機森林 (Random 
Forest)

由多個決策樹組成，具有較高的

準確性，且能處理高維度數據。

4 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對於高維度數據和非線性問題有較好的處理能力。

5 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

能夠學習複雜的非線性關係，特別適用於影像辨識

等任務。 29



AI 協助稽查與管理

AI 可幫助管理部門更有效地進行食品安全稽查和管理，

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高風險業者識別

AI 可以分析企業的歷史資料

，如違規記錄、產品召回資

訊等，識別高風險企業，並

進行重點監控。

稽查計畫最適化

根據風險評估結果，AI 可以

幫助管理部門最適化稽查計

畫，將有限的資源集中用於

高風險企業和環節。

自動化稽查

利用自動化設備，可以提高

稽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30



使用自然語言處理（NLP）分析消費者回饋
AI的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已成為食品產業快速有效分析消費者回饋的強大工具。通過即時處理社交媒

體和線上評論等大量書面數據，企業可以及早發現潛在的食品相關風險並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NLP技術的

主要應用包括情感分析、主題建模和異常檢測。情感分析可以量化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感受，主題建模可

以從大量書面中分析關鍵主題，而異常檢測則可以識別偏離正常消費者回饋模式的異常數據。此技術使企業

能夠快速回應消費者需求，提高客戶滿意度，並及時處理潛在的食品安全問題。

1 情感分析

量化消費者對產品的正面和負面感受，

為企業提供即時回應的指標。

2 主題建模

從大量書面中分析關鍵主題，識別消費者特別關注的問題和趨勢。

3 異常檢測

識別偏離正常回饋模式的異常數據，

及早發現潛在的食品安全問題。

4 即時響應

根據NLP分析結果，企業可以快速調整策略，改進產品，並

處理安全隱患。
31



NLP應用案例
某公司利用NLP技術即時分析消費者回饋，協助開發新產品並改進現有
產品。例如，如果系統發現有關特定食物過敏反應的貼文增加，該公司
可以快速查看產品資訊並在必要時採取行動。提高消費者滿意度，還增
加企業信任。
NLP系統能夠處理多語言的消費者反饋，使公司能夠在全球範圍內了解
消費者需求，從而指導產品創新。此數據驅動的方法使公司能夠更快
速、更準確地回應市場需求，同時提高食品安全標準。

1 數據收集

從社交媒體和評論平台收集消費者反饋

2 NLP分析

使用NLP技術分析書面數據

3 洞察生成

生成消費者需求和安全問題的洞察

4 行動實施

基於洞察採取產品改進或安全措施 32



AI在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

傳統的風險評估方法主要根據過去的數據計算風險評分，而AI技術可

預測未來的風險情景。AI不僅根據過去的風險數據和相關信息計算風

險評分，結合貝葉斯網絡、決策樹、神經網絡等機器學習算法來計算

多個風險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和分析關係。可全面評估潛在的風險因素，

並預測在特定條件下哪些風險會增加。AI使用蒙特卡羅模擬來生成無

數的假設場景，評估各種條件下的風險並預測最可能的風險情境。

風險因素 AI評估方法 預測結果

原材料污染 貝葉斯網絡 污染概率和影響範圍

加工過程異常 決策樹 潛在故障點和預防措施

供應鏈中斷 神經網絡 中斷風險和替代方案

環境因素 蒙特卡羅模擬 極端情況下的風險評估

33



數據標準化和擴展的重要性
訓練人工智慧模型需要大量數據，而數據的標準化和擴展對於提高AI在食品安全領域的應用效果至關重要

。目前，研究人員正在努力擴展數據集以適應不同的微生物物種和環境條件。這包括收集來自不同地理位

置、氣候條件和食品類型的數據。標準化數據格式和收集方法也是一個重要課題，以確保來自不同來源的

數據可以有效整合和比較。此標準化和擴展將使AI模型更加準確和通用，能夠應對更廣泛的食品安全挑戰。

1 多樣化數據收集

從不同地理位置和環境條件收集數據

2 數據格式標準化

建立統一的數據格式和收集方法

3 跨領域合作

促進食品科學、微生物學和AI領域的合作

4 持續更新

定期更新數據庫以包含新的微生物種類和特徵

34



隱私與安全問題
隨著越來越多的數據被收集和分析，確保這些數據的安全性和保護相關方的
隱私變得至關重要。安全措施對於防止資料被駭客攻擊和商業機密洩露的風
險至關重要。這包括實施強大的加密技術、嚴格的訪問控制和定期的安全審
計。
企業需要平衡數據共享的需求與保護敏感信息的需要。這涉及匿名化技術的
使用，以及建立清晰的數據使用和共享政策。管理機構也在制定相關法規，
如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規範數據的收集、處理和存儲。

數據加密

使用先進加密技術保護敏感數據

訪問控制

實施嚴格的用戶認證和授權機制

隱私保護

採用數據匿名化和隱私保護技術

合規性

遵守數據保護法規和行業標準
35



數據管理和法律認證需求
隨著AI技術在食品安全領域的應用日益廣泛，建立一個法律框架來正式認證人工

智慧的發現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不僅涉及技術標準的制定，還包括對AI系統決

策過程的透明度和可解釋性的要求。管理機構需要制定明確的指導方針，以確保

基於AI的食品安全決策在法律上是可接受的。此認證框架將有助於增強食品企業

和消費者對AI技術的信心，並為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廣泛應用鋪平道路。同時，

它也將推動AI技術在保證準確性和可靠性的同時不斷創新。

1 制定標準

建立AI食品安全技術標準

2 法律框架

制定AI決策的法律認證框架

3 實施認證

開始對AI食品安全系統進行認證

4 持續評估

定期評估和更新認證標準 36



資料標準化的重要性
資料格式和協定需要標準化，以確保供應鏈中不同系統之間的資料相容性。

這有利於不同平台之間的資料共享，並進一步增強可追溯性。標準化的挑戰

在於需要協調不同企業和地區的數據收集和處理方法，建立統一的數據格式

和交換協議。行業組織和管理機構正在努力制定全球性的數據標準，以促進

食品安全信息的無縫交流。

1 統一數據格式

建立通用的數據結構和字段定義

2 標準化協議

制定統一的數據交換和通信協議

3 全球編碼系統

建立跨地區、跨企業的統一編碼標準

4 API標準化

開發標準化的應用程序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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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機遇：AI 賦能食品安全管理未來展望

AI 技術為食品安全管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挑戰。我們需要正視這些挑戰

，並積極探索解決之道，才能更好地利用 AI 技術保障食品安全。

挑戰

• 數據準確性/管理問題

• 模型可解釋性問題

• 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

• AI 人才短缺問題

機遇

• 更精準的風險預測

• 更高效的管理體系

• 更透明的供應鏈

• 更個人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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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食品安

全挑戰

食品安全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需要各國加強合作，共同應對。AI

技術可以作為國際合作的橋樑，促進各國之間的資訊共用和技術交流

，共同提升全球食品安全水準。

1 數據共用

建立國際食品安全資料共用平臺，促進各國之間的資料共用和交流。

2 技術合作

開展 AI 技術在食品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研究，共同開發更先進

的技術和解決方案。

3 標準互認

推動食品安全標準的國際互認，減少貿易壁壘，促進全球食品

貿易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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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構建全民共治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需要全民參與，每個人都應該成為食品安全的守護者。AI 技

術可以為公眾參與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便利，例如，可以開發手機應用程

式，讓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查詢食品安全資訊、舉報食品安全問題。

資訊公開
利用 AI 技術，及時、準確地向公眾公開食品安全資訊，提高資訊透明度。

公眾監督
開發手機應用程式，讓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舉報食品安全問題，參與
食品安全監督。

風險教育

利用 AI 技術，開展食品安全風險教育，提高公眾的食品安全意識和
自我保護能力。

社會共治
構建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的食品安全治理體系，形成合力，
共同保障食品安全。

40



AI 賦能食品安全，共創美好未來
AI 技術正在深刻地改變著食品安全管理的方式，為我們構建更加安全、健康、可持續的食品體系帶來了希望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 AI 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食品安全將會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讓我們共同努力，

共創美好未來！

全球合作

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

對全球食品安全挑戰。

數據驅動

利用資料驅動決策，

提高食品安全管理的

科學性。

技術創新

不斷推動技術創新，

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

更強大的支援。

全民參與

鼓勵公眾積極參與，

構建全民共治的食品

安全治理體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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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olab：免費且強大
的機器學習平台

1 免費GPU/TPU支持

Google Colab提供免費的GPU/TPU資源，大大加速了神經網絡的

訓練和推理過程。

2 基於Jupyter Notebook

使用熟悉的Jupyter Notebook界面，方便進行KNN、ANN等機器

學習相關的開發。

3 支持多種框架

可以使用Python和熱門的深度學習框架如TensorFlow、Keras、

PyTorch來構建和訓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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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gle Notebooks：數據科學競賽與學習平台

免費GPU資源

Kaggle提供免費的GPU資源

，讓用戶能夠進行高效的模

型訓練。

內置工具和數據集

平台內置了多種機器學習

工具和豐富的數據集，適

合進行各種實驗和開發。

社群分享

用戶可以輕鬆上傳自己的

數據並與社群分享，促進

學習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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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雲端機器學習解決方案

1 可視化界面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提供基於雲的機器學習

工具，使用可視化的拖放界面來構建模型，特別適合沒

有太多編程經驗的用戶。

2 Python腳本支持

除了可視化界面，平台還支持編寫自訂的Python腳本，

滿足更複雜的需求。

3 內置算法

使用內置的演算法進行KNN和ANN的開發，並可以輕鬆

地可視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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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Playground：
直觀的神經網絡學習工具

簡單可視化

TensorFlow Playground是一種非常簡單、可視化的網頁工具，

專為神經網絡的初學者設計。

在線建立和測試

允許用戶在線上快速建立和測試簡單的人工神經網絡。

理解ANN原理

適合快速理解ANN的工作原理，但僅限於非常基本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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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kit-learn：Python機器學習庫

Python支持
Scikit-learn是強大的Python機器學習庫。

多種算法
適合用來實現KNN和其他基本算法。

雲端兼容
結合Google Colab或Kaggle，可以免費進行在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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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Safety.gov：

美國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1 官方資源

FoodSafety.gov是美國政府提供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2 全面信息

提供關於食品中毒、食品召回和食物存儲安全的數據和資源。

3 AI應用潛力

雖然主要側重於公共信息，但可以收集相關數據進行分析，

並使用AI進行進一步處理。

48



IBM Watson for Food Safety：
AI驅動食品安全解決方案

供應鏈風險識別

IBM Watson提供針對食品行業的解決方案，

幫助識別供應鏈中的風險。

AI技術應用

使用IBM Watson AI技術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

應用於食品安全領域。

預測和風險管理

該平台可以使用AI技術來分析食品供應鏈中的潛在問題，

從而進行預測和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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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數據：全球食品安全和農業數據庫

聯合國資源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供大量

有關食品安全、農業和全球糧食數

據的數據庫。

AI模型訓練

這些數據可以作為AI模型訓練和

數據分析的來源。

全球分析

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來分析不同地區

的食品安全問題，並結合AI進行預

測和風險評估。

50



BRCGS：全球食品行業標準和認證

全球標準

BRCGS為全球食品行業提供標準和認證。

數據管理

進行食品安全數據管理，提供相關數據進行分析。

AI應用

應用AI技術最適化質量控制流程。

異常檢測

食品公司可以使用AI系統來檢測食品中的異常，進行質量和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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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ePoint：AI驅動品質管理和食品安
全

1 數據收集
RizePoint提供基於AI的質量管理和食品安全解決方案，
幫助企業進行數據收集。

2 報告生成
平台自動生成報告，提供數據驅動的洞察。

3 合規管理
協助企業進行合規管理，從而改進食品安全。

4 自動化流程
該平台有助於自動化食品安全流程，利用數據驅動的洞察
來檢測食品質量和合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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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Food Facts：開放全
球食品數據庫

1 全球數據

Open Food Facts是一個開放的全球食品數據庫，
提供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食品產品和其成分的數據。

2 AI模型訓練

數據可以用於AI模型的訓練，分析食品中營養成分
和安全性。

3 健康風險檢測

該平台有助於通過數據分析檢測潛在的健康風險，
並為AI提供數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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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Shield：食品防護和安全資源平台

防護資源

FoodShield是一個食品防護

和安全的網站，提供食品防

護相關的資源和工具。

風險應對

可幫助食品企業應對風險，

並使用數據來分析和處理潛

在的威脅。

AI整合

可利用該平台進行數據處理

和風險評估，結合AI進行預

測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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