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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茶葉中的農藥殘留為茶產業和消費者共同關切的議題。農藥的不當使用、未遵循作

物採收期、環境污染及土壤吸收差異都是可能導致農藥殘留的原因。且各國對農藥殘留

容許量(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的標準不一，使茶葉在進出口貿易間面臨諸多挑

戰，不僅造成茶葉的浪費，也提高了茶農的生產成本。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茶乾

和茶湯中的農藥問題，如何於製茶過程中降低農藥殘留仍然是一大挑戰。

本研究旨在運用低溫大氣電漿(Cold atmospheric plasma, CAP)降解茶葉中特定的農

藥，選擇出最佳的電漿參數。在茶葉加工過程中，探討在不同時機點介入 CAP 對最終

茶葉成品的農藥降解情形，同時評估 CAP 對茶葉品質的影響，有望提供相關建議並應

用於茶產業中。

目前結果顯示，基於茶廠提供的檢驗報告及市售茶產品比對農藥資料庫全掃描結

果，挑選出益達胺(Imidacloprid)以及百克敏(Pyraclostrobin)兩種農藥，兩者的基質檢量線

在 1 到 200 ppb 下呈現良好線性(R2>0.995)，回收率介於 80%到 120%之間。益達胺的方

法偵測極限為 0.12 ppb，定量極限為 0.28 ppb，百克敏方法偵測極限為 0.14 ppb，定量極

限為 0.63 ppb。在確效實驗中，兩者的添加回收率皆位於 70%到 100%之間，已完成日

內及日間的精密度測試。茶葉品質試驗已使用新鮮茶菁模擬綠茶加工流程完成方法初步

測試，包含總酚含量、總類黃酮含量、自由基清除能力及揮發性物質分析，以了解初步

茶葉成品的品質。此外，目前正持續使用低溫大氣電漿於新鮮茶葉上，探討介入茶葉製

程的最佳處理時機、挑選合適的電漿參數以觀察 CAP 作用於茶葉表面的情形並接續農

藥降解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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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與毒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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