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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年度美國微生物學會於美國費城之會議中心舉行，會期由 5 月 17 日起至 21 日止

共計 5 天。此次年會包括研習會、座談會、研討會、獲獎人演講、展覽會及論文發表會

等。本局今年發表三篇壁報論文，並與各國官方、學界及業界之專家學者交換研究心得，

除展現本局之檢驗研究水準，亦對本局未來業務及研究方向多所助益。由年會各活動所蒐

集到之資訊可作為本局未來檢驗研究發展之重要參考依據，以提升專業素質及能力。去程

時順道參訪美國國家食品安全與技術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Technology），瞭解該中心之研究主題及環境、學習其病毒研究室之病毒檢驗技術，並與

其研究人員討論未來研究方向及可能的合作平台，有利於本局未來工作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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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美國微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ASM）於 1899 年創立至今

已 110 年，全球會員人數超過四萬三千人，雖名為美國微生物學會，但其中超過三分之一

的會員為美國之外的國際會員，故實屬全球性之學術組織。美國微生物學會每年於春夏之

交舉辦年會，內容包括數以百計之研習會（workshops）、座談會（colloquia）、研討會

（symposia）、獲獎人演講（award lectures）、展覽會（exhibits）及論文發表會

（poster sessions）等，對於各領域中最先進之微生物學檢驗、研究及利用皆有深入之

探討，尤其是論文發表會，每年皆有超過二千篇最新的學術報告發表，並可在發表會場直

接與各國專家學者交流，以獲取最新資訊。 

美 國 國 家 食 品 安 全 與 技 術 中 心 （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Technology, NCFST）成立於 1988 年，是由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的食品安全暨應用營養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CFSAN）、伊利諾理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IT）以及食品工業界所組成的聯合研究中心，旨在藉由產官學界的緊密合作，使食品的

管理更具成效。該中心之研究領域包括食品微生物、食品加工及包裝、化學污染物及過敏

原，以及保健食品等，尤其在食因性病毒之檢驗及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值得參訪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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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食品安全為世界各國之重要議題，而食品污染病原微生物之問題更是其中不可忽視

的一環，以美國 FDA 近年來所發布的食品回收案為例，肇因即多為病原微生物，尤其現今

國際貿易往來及交通發達，食品流通迅速，單一污染源即可能造成全球性之影響，各國政

府無不謹慎以待。在食品安全衛生之管理上，快速且正確的檢驗方法是找出食品污染源並

迅速處理問題食品的重要關鍵。鑑於本局為我國食品衛生安全之最高檢驗機關，為確保本

局食因性病原微生物之檢驗與研究具有國際水準、汲取先進國家之研究經驗，並掌握食因

性微生物檢驗研究之最新動態及資訊，特前往美國費城參加美國微生物學會舉辦之第 109

屆年會，在會中發表本局研究成果並與全球微生物學家交換研究心得。在食因性病原微生

物之檢驗中，檢驗食品中病毒之困難度甚高，原因是許多重要的食因性病毒目前無法在體

外培養，且在食品中之污染量極低，必須由大量食品中濃縮病毒，且可導致複雜的食品基

質干擾後續檢驗反應等問題。各國尚在不斷改進及建立標準化的方法，因此本次行程順道

赴 NCFST 之病毒研究室參訪學習，以提升本局檢驗食品中病毒之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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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過程 

一、行程與工作紀要 

日    期                    工  作  紀  要 

5 月 14 日                    啟程 

5 月 15 日至 16 日             參訪美國國家食品安全與技術中心 

5 月 17 日至 21 日             參加美國微生物學會第 109 屆年會 

5 月 22 日                    回程 

 

二、美國微生物學會年會日期、地點及內容概要 

本年度美國微生物學會於美國賓州（Pennsylvania）費城（Philadelphia）的會議

中心（convention center）舉行第 109 屆年會，會期由 5 月 17 日起至 5 月 21 日止共計

5 天。此次年會包括共約三百場之研習會、座談會、研討會、學術論文發表會、獲獎人演

講以及展覽會等，年會議程如表一。 

大會於 5 月 17 日下午 5 時舉辦開幕典禮，包括開幕演講及歡迎晚會。開幕演講者包

括亞歷桑那大學的 Dr. N.A. Moran、哥倫比亞大學的 Dr. W.I. Lipkin 以及哈佛大學的

Dr. A.H. Knoll。今年適值達爾文（Darwin）誕辰二百週年，因此開幕演講的三個題目分

別為「微生物共生與演化史」、「在二十一世紀獵殺病原微生物」以及「微生物與地球之

歷史」。Dr. Moran 講述微生物與其多細胞宿主之間的共生演化史，其研究發現這種共生

已歷經多次演進，並且對許多動植物甚至整個生態系都非常重要，例如共生菌常與其宿主

有互補的胺基酸基因，意即共生菌能夠產生宿主無法製造的胺基酸供宿主利用，而某些共

生菌也會產生對宿主天敵有毒之毒素，保護宿主免於成為天敵之餐中飧。由於宿主之健康

及存活皆須仰賴共生菌，因此共生菌常由母體在子代出生前即傳遞至子代，在昆蟲界尤其

常見。微生物共生的研究在近年來蓬勃發展，主要的原因是 DNA 及基因體技術提供研究者

絕佳的工具以探討共生之多樣性及揭露微生物對其宿主及族群之貢獻。相對於 Dr. Moran

闡述微生物的光明面，第二位講者 Dr. Lipkin 則在描繒微生物所帶來的黑暗面。他表

示，人類與致病微生物的對戰歷時久遠，新的流行性感染症總是不斷地出現，然而我們僅

認識其中的極少部分，以目前人類的生活型態看來，未來發生很可能再發生新興的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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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但他相信，我們目前已經發展出非常快速的診斷工具來面對這樣的挑戰。舉例而言，

MassTag PCR 就是僅需時六小時的快速檢驗平台，而且價格低廉；GreeneChips 則是可與

線上鑑定工具連結的微陣列晶片；若這些新技術都不管用，Dr. Lipkin 就會使用高流量

定序（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技術，與其他方式相比，這是一種革命性的工具，

與以往需花費整個機構的資源相比，現在只要一個小型工作團隊在幾天內即可用基因分析

方式來認識疾病。這些工具將有助於我們瞭解病原微生物的演化、發現新的、未知的疾病

及其來源、探知其在疾病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尋找到可能的疾病治療方法，人類

也極可能因為這些工具而能預測及預防下一個 SARS 或愛滋病。第三位講者 Dr. Knoll 由

古化石學家的角度研究化石以瞭解古代生命，並以地球化學家的方式由古代沈積岩內的化

學物質重塑地球早期的環境樣貌，再融合兩門科學的精髓探索生命如何改變地球，以及地

球如何影響生命演化的過程。他講述了微生物在地球歷史發展中的重要貢獻。微生物是最

早在出現在地球上的生命，比恐龍、樹木或三葉蟲出現的時序都早得多。事實上，地球大

部分的歷史都只有細菌及其他的單細胞生物這些生命存在。早期地球的大氣層充滿二氧化

碳和氮氣，還有些氫氣、水蒸氣和甲烷，完全不適合動物生存。當時微生物大量層疊地覆

蓋在岩石上以及遍佈在海洋中，尤其是光合細菌的出現，吸收二氧化碳且釋放氧氣，在億

萬年的工作之後，地球終於累積足夠的氧氣得以支持大型生命的生存，也因此初始貧瘠如

月球表面的地球可以轉化成現今具有富含氧氣的大氣層並充滿多樣且盎然的生命。因此以

他的角度看來，人類實在應該感謝生命起源的祖先－現今被視為低等細胞的微生物。 

 

三、美國微生物學會年會壁報論文展示 

本次大會之壁報論文如同往年分為四個組群（Divisional groups），每組群之下依

專長領域或興趣再細分為 5 至 8 個組： 

（ 一 ） Divisional group I —  診 斷 微 生 物 學 及 流 行 病 學 （ Diagnostic 

microbiology and epidemiology），包括 C、F、L、U 及 Y 組。 

（二）Divisional group II — 致病性及宿主反應機制（Pathogenesis and host 

responses mechanisms），包括 A、B、D、E、G、V 及 Z 組。 

（三）Divisional group III — 普通及應用微生物學（General and applied 

microbiology），包括 I、N、O、P、Q、R 及 W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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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ivisional group IV — 分子微生物學、生理學與病毒學（Molecular 

microbiology, physiology, and virology），包括 H、J、K、M、S、T、X

及 AA 組。 

壁報論文計 2809 篇，群組一至四分別有 469、821、1183 及 336 篇發表。其中環境

與普通應用微生物組（Q 組）有 482 篇，為各組之冠；微生物生態學組（N 組）、臨床微

生物學組（C 組）以及微生物的致病性組（B 組）亦分別有 303、285 及 284 篇，以上四組

共發表 1354 篇，約佔總發表篇數之 50%。食品微生物學組（P 組）則有 131 篇。各組所發

表之篇數見表二。本局所發表之壁報論文及參閱展示之壁報論文整理如下。 

（一）本局發表之壁報論文 

本局今年投稿三篇壁報論文，皆獲大會審查後接受，安排於 5 月 18 日發表，題

目包括「（P-015）仙人掌桿菌食品中毒案件分離菌株之腸毒素及嘔吐型毒素生成基

因之分布」、「（P-063）台灣地區金黃色葡萄球菌食品中毒案件分離菌株之抗藥

性」及「（P-071）建立偵測水檢體中病毒之檢驗方法並應用於台灣地區之食品中毒

案件」。三篇論文之英文題目及作者詳見表三，論文內容詳見圖一至圖三。本局所

發表之壁報論文吸引包括來自美國 FDA、美國 CDC 及泰國 FDA 等政府機關、加州大學

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及新墨西哥州立大學（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等大學之研究所、ViraCor Laboratories、CREATV 

MicroTech 及 Scientific Methods 等廠商之專家學者至發表處詳閱並討論論文內

容，不僅對本局之研究方法及成果具有高度興趣，並有專家學者建議未來可研究之

方向，其中數點意見與本局研究人員想法不謀而合，以「建立偵測水檢體中病毒之

檢驗方法並應用於台灣地區之食品中毒案件」論文為例，建議如下。 

1. 本研究乃以模擬檢體建立水檢體中病毒之檢驗方法，再將所建立之檢驗方法

嘗試應用於食品中毒案件之水檢體，建議可將檢驗結果與食品中毒案之人體

檢體檢驗結果相比較，更具意義。 

2. 本研究分別針對大量及少量水檢體建立檢驗方法，可比較同一體積之水檢體

以二種方法檢驗之差異。 

3. 本研究利用反轉錄聚合酶連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檢驗食品中毒案件之水檢體，其中以腸病毒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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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率最高。然而以 RT-PCR 等分子生物學方法檢出之病毒不一定表示其具有感

染力，因此未來可嘗試以病毒培養方式檢驗檢體中具感染力之病毒比例，與

分子生物學之結果互相比較。 

4. 本研究之檢驗標的包括 GI 型諾羅病毒、GII 型諾羅病毒、腸病毒、星狀病

毒、A 型肝炎病毒及 E 型肝炎病毒，建議未來可增加輪狀病毒等其他檢驗標

的。 

5. 本研究乃針對各種病毒進行檢驗，若亦能進行指標性細菌之檢驗，則可比較

病毒與指標性細菌存在於檢體中之相關性。 

6. 可考慮以反轉錄即時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real-time RT-PCR）取代傳統之

RT-PCR，因其具有快速、防止交叉污染以及靈敏度高等優點。 

回國後並有其他專家學者以電子郵件要求提供壁報論文檔案，業已全數回覆。 

（二）參閱展示之壁報論文 

茲將與本組業務相關之壁報論文內容摘要如下。 

1. 食品中病原微生物之檢驗方法：本年度發表關於食品中病原微生物檢驗之方

法大部分仍以分子生物學為原理，包括聚合酶連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即時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real-time PCR）、恆溫環型

核酸增幅法（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以及微陣

列晶片（microarray），亦多有以此些方法為基礎之變化，包括多重聚合酶

連鎖反應（multiplex PCR）、逢機增幅核酸多形性－聚合酶連鎖反應

（RAPD-PCR）、巢式即時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nested real-time PCR）、

多重即時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multiplex real-time PCR）以及將原本應

用於蛋白質偵測之鄰位接合技術（proximity ligation assay）結合即時定

量聚合酶連鎖反應以增加檢測靈敏度。此外，傳統上以病原微生物之 DNA 為

分子生物學方法偵測標的之方法可能會產生偽陽性之結果，因為 DNA 在環境

中相當穩定，死菌之 DNA 可能造成陽性結果，因此有學者改以病原微生物之

RNA 為偵測標的，以避免偽陽性之問題。論文中亦有以免疫學原理所開發之

檢驗方法，例如以免疫磁珠分離（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 IMS）結合

螢光免疫分析法（fluorescence immunoassay, FIA）偵測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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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57:H7（E. coli O157:H7），或以壓電免疫感測器（piezoelectric 

immunosensor）偵測沙門氏桿菌。 

2. 微生物菌株特性：多篇論文探討大腸桿菌 O157:H7、沙門氏桿菌

（ Salmonella spp. ） 及 單 核 球 增 多 性 李 斯 特 菌 （ Listeria 

monocytogenes）、A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 virus）等重要病原微生物

之抗原表現、與背景菌之交互關係、在不同溫度或食品儲存條件下或特定食

品中之生長狀況或存活特性、在各種緊迫（stress）狀況下之生理或基因調

控變化、不同來源菌株之特性比較、追踪病原菌可能污染食品之途徑等。 

3. 風險評估報告：針對重要食因性致病微生物進行風險評估之報告。例如美國

FDA 食品安全暨應用營養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CFSAN）與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食品處（Food 

Directorate）兩單位合作，針對乾酪中之單核球增多性李斯特菌進行定量

微生物風險評估，以瞭解其對於食品衛生之衝擊。 

4. 病原微生物監測計畫：監測食品中重要或新興病原微生物。例如即食肉製品

中產志賀毒素之大腸桿菌（shiga toxin-producing E. coli）及嬰兒食品

中 Cronobacter spp.（Enterobacter sakazakii）之調查。 

5. 病原微生物去除措施：研究特定食品中以不同物理或化學性方式去除病原微

生物之方式，以達到維護食品安全之目的。例如探討以 X 光殺滅生鮮牡蠣中

創傷弧菌（Vibrio vulnificus）、以酸化之亞氯酸鈉（acidified sodium 

chlorite）代替氯去除生菜中的沙門氏桿菌、添加乙醯丙酸（levulinic 

acid）或有機酸鹽抑制大腸桿菌 O157:H7 或沙門氏桿菌以及利用噬菌體減少

沙門氏桿菌等效果。 

6. 細菌抗藥性：調查不同來源之病原菌所具有之抗藥性特性或其抗藥基因特

性，或是某些重要抗藥性菌株在食品中之分布。例如檢驗進口食品中對

fluoroquinolone 具有抗性之沙門氏桿菌菌株。 

7. 毒力因子：研究毒力因子或毒力因子基因在菌株族群之分布狀況，或毒力因

子基因之序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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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因體或質體序列分析：分析特定來源菌株之基因體序列或與其他菌株比較

其特性、分析新發現之質體序列，或是利用不同菌種基因體序列之比較結果

設計可鑑別檢驗之引子或探針。密西西比州立大學即發表全球第一株

lineage III 單核球增多性李斯特菌菌株的基因體序列。 

 

四、美國微生物學會年會研討會及專題演講 

本次年會有多個研討會及專題演講與本組業務密切相關，茲摘要如下。 

（一）應用於食品微生物學之新興工具 

利用分子生物學為基礎之方法檢驗食品微生物或進行分型以追感染源，是近年

來應用於食品微生物之主流技術，尤其是「新世代定序技術（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之突破性發展，使以微生物基因序列為基礎之檢驗或分型技術

成為最具潛力的明日之星。過去三十年來，DNA 定序技術一直以 Sanger 法原理進

行，亦即以一段單股 DNA 為模板，將 DNA 複製成差距一個鹼基的不同 DNA 片段，再

以電泳分離及判讀，即使是新一代的全自動 DNA 毛細管定序儀，仍不脫 Sanger 法原

理。NGS 為奈米科技之應用，利用微珠及叢集的技術，一次反應即可讀取數億或數百

億個鹼基序列（人體基因體具有 30 億個鹼基序列），過去整個實驗室傾全力以數台

定序儀花費數個月所得之資料，以 NGS 只要數小時或數天即可完成，大大節省實驗

時間、成本及人力。目前市面上的 NGS 包括 454 FLX Pyrosequencer（Roche）、

Solexa 1G Genome Analyzer（Illumina）、SOLiD（Supported Oligonucleotide 

Ligation and Detection）（Applied Biosystems）、HeliScope（Helicos），以

及 VisiGen 及 Pacific Biosciences 公司即將推出的 NGS 儀。雖然之前 NGS 有所讀

序列較短及準確率略低的疑慮，但隨著 NGS 儀的改進及推陳出新，已漸漸接近傳統

Sanger 法之水準。 

短短數年，NGS 已對生命科學及醫學領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以食品安全領域

而言，NGS 提供得到食品檢體或糞便檢體中整個微生物族群之 DNA 序列，因而得知整

個微生物族群所包含之微生物是否為預期中的種類或是可能污染到其他原本不應存

在於檢體中之種類，因此可以捨棄傳統「指標性微生物」之檢驗，因為指標性微生

物（以大腸桿菌最為常用）雖然具有容易培養、存在於所有哺乳動物之糞便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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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耐受性高等優點，但是大腸桿菌在糞便中所佔比例不高，僅約 106/g，而其他

微生物為 1013/g，且環境中原本即可能存在指標性微生物，其代表性存疑。此外，指

標性微生物與病原性微生物的存在之間的相關性亦有待商確。此方法亦可檢驗食品

品質是否腐敗，可應用於食品保存期限之預測。整個微生物族之基因序列同時被研

究的概念即所謂宏基因體（metagenomics），可作為研究不能培養的未知微生物物

種之工具，以病毒檢測而言，環境或糞便檢體中被萃取增幅及定序後再經由資料庫

的比對，即可找到已知或未知之病毒。宏基因體又稱為環境基因體學或族群基因體

學，藉由研究這些未知的微生物，將帶來新的微生物概念以及於人類健康、農業及

環境上的新應用。 

此外，利用 NGS 高密度的定序，可以將微生物基因體中所有的單核苷酸多型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完全偵測出來，在追踪病原菌來源、發

現新菌株或研究菌株間多樣性方面亦有莫大的助益，隨著此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

未來極有可能取代目前視為標準分型方法之脈衝式電泳（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分型方法。 

（二）21 世紀的分生檢驗技術發展 

近年來，臨床及公衛實驗室面臨愈來愈大的壓力，必須提供更快速、經濟、

靈敏性及特異性皆高的檢驗方法，使許多實驗室由傳統培養方法轉而使用分生方

法。分生檢驗技術在病原菌的追踪及基因體之研究上功能強大，例如 PFGE、MLVA

（multilocus variable-number tandem repeat analysis）、SNP、基因體定序等

分子分型之應用，常使流行病學調查的結果由原來未分型前的不相關變為相關，並

且在檢驗生長緩慢難以培養的病原微生物方面更是助益良多，例如結核菌及諾羅病

毒的檢驗，然而分生技術也有其缺點，例如成本可能較高、無法區分死菌及活菌、

且靈敏性有時候高到無法解釋。此外，傳統培養方法已有 150 年的歷史，分生技術

則只有約 20 年，所以分生方法可能無法完全取代傳統培養方法，但確實可減少實驗

室對傳統方法之依賴。 

（三）聖保羅沙門氏桿菌（Salmonella enterica subspecies enterica serotype 

Saintpaul, Salmonella Saintpaul）事件之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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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發生的聖保羅沙門氏桿菌食品中毒案件是美國歷史上最大規模的案件之

一，患者數高達 1300 人以上，遍及 43 州、華盛頓特區及加拿大，事件持續時間長

久，由 4 月開始出現病例直至 8 月方才停歇（集中於 5、6 月），相關產業之損失更

難以估算，且嫌疑食品中由事件初期公布之蕃茄轉變為 jalapero 及 serrano 辣椒，

更使得 FDA、CDC、州及地方衛生局等食品安全機關深自檢討、記取教訓。因此本年

度之年會至少有三場研討會與此事件直接相關，可見微生物界對此議題之重視。此

案件之調查於 2008 年 5 月 22 日新墨西哥州衛生局通報 CDC 有 4 名患者感染

Salmonella Saintpaul 開始，CDC 與州及地方衛生局經由流行病學分析後發現食用

生鮮蕃茄與此案件具有統計學上之相關性，因此於 5 月 31 日行文 FDA 此調查結果，

FDA 立即開始進行受污染食品來源之追蹤及檢驗，並於約 1 週後發布訊息警告消費者

勿食用生鮮蕃茄。然而因生鮮蔬果儲存時間短，在消費者發病後不易採集到剩餘檢

體，且生鮮蔬果通常缺乏完整包裝，經銷商或零售店亦可能將不同產地來源之產品

混合販賣，使調查之困難度倍增。雖然如此，FDA 仍依程序每日更新最新調查結果，

例如排除某些產地之蕃茄為嫌疑食品，恢復民眾購買安全蕃茄之信心，並減少對相

關產業之衝擊。在 FDA 發布蕃茄警訊之後，中毒病例數亦開始下降。此時 FDA、

CDC、州及地方衛生局仍持續調查工作，至 6 月 30 日，CDC 通知 FDA 最新的流行病學

調查結果，即 jalapeno 及 serrano 辣椒可能也為嫌疑食品，於是 FDA 擴大其調查範

圍，並呼籲老人、小孩及免疫力差的民眾勿食用生鮮 jalapeno 及 serrano 辣椒，然

而此時中毒病例數較疫情高峰期已大幅下降。7 月 21 日，FDA 在德州一家蔬果配送

中心採集的 jalapeno 辣椒檢驗出與患者相同基因型的沙門氏桿菌菌株，其後終於在

7 月 25 日確定受污染之辣椒來自墨西哥。FDA、CDC 及其他相關單位事後深自檢討事

件始末，歸納出下列可改進之項目： 

1. 生鮮蔬果追溯系統之改良 － FDA 與業者、消費者團體、其他國內政府單位

及國外政府加強溝通，以瞭解何為最佳之追溯系統，例如電子化技術之應

用，並以蒐集之資訊做成對業者之建議，以改良追溯系統。目前已協助佛羅

里達州建立蕃茄業者之最佳工作指南，其內即包括追溯系統之建議。 

2. 食品中毒案件調查能力之加強 － 在美國，食品中毒案件發生時通常是地方

衛生局調查，規模較大或跨州之案件再由 CDC 協助支援，而流行病學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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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找出污染源之重要依據，左右可疑食品檢體調查之方向。本次案件發

生初期之流行病學調查結果指出蕃茄為嫌疑食品，然而 FDA 之檢驗一直未來

在蕃茄找到相同基因型之沙門氏桿菌，所幸其後數家餐廳發生較大規模之同

型沙門氏桿菌中毒案，才由新的流行病學資料指向嫌疑食品為辣椒，然而已

造成蕃茄業者龐大的損失，成堆安全的蕃茄因而被平白丟棄，可見流行病學

調查之影響力。因此若能加強調查能力，則可盡早找出污染源、減少損失及

資源的浪費。而此次調查亦發現原來受污染的辣椒成為污染源交叉污染其他

食品而產生同樣型別沙門氏桿菌感染之病例，使調查複雜度提高，當蕃茄警

訊發布之後中毒病例數急劇下降，雖然專家據此認為蕃茄也是造成此次案件

原因之一，然而也可能是辣椒通常不單獨食用，而常與蕃茄做成莎莎醬

（salsa sauce）等食品，避免食用蕃茄也降低食用受污染辣椒之風險所造

成之現象。以上這些經驗皆可作為未來進行流行病學調查之參考。 

3. 食品安全事件應變能力的提升 － 本案件由 4 月持續至 8 月，歷時久、損失

大，應縮短反應時間，包括加強快速檢驗食品中微生物之能力。 

4. FDA 權力之擴張 － FDA 提出食品保護計畫（Food Protection Plan）以賦

予 FDA 更多法律權力，例如 FDA 可對特定高風險食品發布額外的預防保護措

施、若業者自願回收問題食品之效率不良，FDA 可強制回收，以及給予 FDA

在緊急狀況下更容易取得食品紀錄之權力等。 

5. 增加 FDA 之經費 － FDA 於 2009 年會計年度之經費大幅增加，其中大部分

（1.25 億美金）將用於食品保護計晝所需之費用，使 FDA 有更多資源以執

行保障食品安全之任務。 

 

五、參訪美國國家食品安全及技術中心 

FDA 成立 NCFST 之目的在創造一個與業界直接聯繫的平台，NCFST 位於伊利諾州芝

加哥地區，建築物即為 Corn Products 食品廠商所捐贈，顯見 NCFST 與業界之關係匪

淺。NCFST 之經費來源除了 FDA 及 IIT 之外，也包括食品廠商所貢獻之經費，依食品

廠商之年營收金額決定其會員等級及會費金額，食品廠商並可提出其有興趣之研究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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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及項目與 FDA 及 IIT 之研究人員合作。目前許多美國國內的食品大廠都是 NCFST 的

會員。 

NCFST 目前人員數約有 75 位，其中 28 位為 FDA 人員，47 位為 IIT 人員。本次行

程除了參訪我國旅美病毒專家謝毓賢博士之研究室之外，並拜會食品加工及科技組組

長 Dr. Richard E. McDonald、食品科技部主任 Dr. Mary Lou Tortorello 及 IIT 教

授 Dr. Alvin Lee 等專家學者，其中 Dr. Mary Lou Tortorello 為微生物學家，亦兼

任 ASM 食品微生物學組之主席，對於本局目前面臨之挑戰及未來可能與 NCFST 之合作

深感興趣。由於 NCFST 之組成包含 IIT，因此可提供食品安全、食品技術以及食品加

工之碩士學位及專業學位（professional degree）之教育學程，目前約有 50 位碩士

學生，除此之外，還有短期課程學分、研討會及討論會。FDA 之研究人員亦可擔任研

究生之指導教授。雖然目前僅有碩士學位學程，但謝毓賢博士表示，非常歡迎我國研

究人員至該中心進行博士後研究或短期研究。此外，NCFST 亦於每週五下午邀請中心

之研究人員、學者、業界專家及國內外之政府官員擔任研討會系列（seminar 

series）之講座，提供合適環境予 NCFST 教職員、學生及有興趣參與之相關人士，共

同討論食品安全及加工技術的最新研究及議題。 

目前 NCFST 的主要研究領域包括： 

1. 食品微生物：食因性病原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建立及其生長、存活、逆境反應

（stress response）及失活特性等研究。 

2. 食品加工及包裝：研究加工及包裝步驟在食品安全、品質及營養上可能帶來

的影響。 

3. 化學污染物及過敏原：探討加工技術對食品中之污染物及過敏原有何影響，

以進一步預防、降低或去除之。 

4. 保健食品：以科學評估為基礎，利用食品改進大眾健康及降低罹病風險。 

NCFST 的微生物研究平台還包括對抗生物恐怖之食品防禦及操作風險管理計畫

（food defense and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program），研究非傳統食品病

原微生物在食品中之狀態、食品包裝對此些微生物之影響及合適的去除方法。雖然全

美有許多實驗室皆具有檢驗能力，但 NCFST 在食品防禦上分析上具有優勢，例如其

BSL3 級微生物實驗室及微生物污染先導工廠等設備即有助於 NCFST 於此領域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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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FST 在食品微生物之研究計畫目前正進行病毒檢驗方法之建立及相關研究，由謝

毓賢博士領導研究團隊。謝博士在病毒檢驗方面之研究領域已鑽研超過二十年，發表

多篇相關論文於國際知名期刊，並於 2008 年在 FDA 與紐約市立大學約克學院合辦之年

度實驗室研討會「食品中微生物污染之快速檢驗」講授 A 型肝炎病毒之檢驗方法。謝

博士之研究團隊近年來正建立蔬果中病毒之檢驗方法，恰與本組本年度病毒領域之科

技發展計畫題目相同。其所開發之方法相當簡單快速，如下列添加試驗之流程所示。 

 

接種 10μL 病毒液 

↓ 

在 BSL-2 操作台風乾 30 分鐘 

↓ 

檢體置於沖提液中振盪 

↓ 

若必要，進行病毒濃縮處理，例如 PEG 沈澱或 Centricon 離心超濾管過濾 

↓ 

若必要，抽取 RNA 

↓ 

進行 RT-PCR 

 

依據 NCFST 病毒研究室過去之經驗，青葱檢體使用 3%牛肉抽出物（beef 

extract）（pH 8）作為沖提液效果最佳，菠菜檢體則以 PBS+2%血清（pH 7.5）之回

收率最好。其中振盪檢體之步驟建議以震波器（pulsifier）處理，因為震波器以高頻

擊打檢體袋外表產生震波，不將食品檢體打碎但可將附著在食品表面之微生物震落到

沖提液中，而傳統的鐵胃（stomacher）打碎食品檢體後，食品中的許多 PCR 抑制物質

很可能會被釋放到沖提液中，干擾後續的檢驗過程。此外，由於此流程所得之沖提液

所含之雜質相當少，因此 RNA 的抽取並非必要過程，或可直接取沖提液進行 RT-PCR。

除了檢驗方法建立之外，病毒在食品或環境中之存活能力亦為研究主題之一。以 A 型

肝炎為例，曾進行其於菠菜葉上之存活試驗，結果發現在冷藏條件下其 D 值為 28.6

天。而由於人類諾羅病毒（human norovirus）目前仍無法進行體外培養，因此以 Ram 

264.7 細胞株培養鼠類諾羅病毒（murine norovirus）作為研究人類諾羅病毒存活特

性之材料。本年度正進行病毒於環境表面之存活試驗，將病毒接種於環境表面固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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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後，以細胞培養及 RT-PCR 方法進行病毒檢驗，前者可偵測到仍具感染力之病毒，而

不論是否具有感染力之病毒皆可被後者偵測到，若比較兩者之檢驗結果，則可推測目

前一般實驗室以 RT-PCR 作為檢驗方法偵測到不具感染性病毒之比例，對食品安全管控

之影響甚為重大。 

由於食品中病毒檢驗方法可能因不同之食品種類而有不同的前處理步驟，因此必

須依照不同食品之特性分別開發不同的檢驗方法。目前本局已參考歐美等國之文獻，

針對牡蠣、蔬果及水等高風險檢體建立檢驗方法，然而我國國人之飲食習慣有異於外

國民眾，因此我國最常引起病毒性食品中毒案件之嫌疑食品可能與歐美等國不盡相

同，所以除了針對各國常見之高風險檢體建立檢驗方法外，謝博士建議本局可依據流

行病學方法調查我國食因性病毒所引起之食品中毒案之嫌疑食品種類，以作為未來開

發本土性食品檢驗方法之方向，此建議相當可行。此外，進行食因性病毒之官方檢驗

方法及確效試驗一直是各病毒實驗室努力的目標，然而其困難度比細菌檢驗方法高出

甚多，謝博士歡迎本局與其研究室合作開發方法，例如可進行共同試驗

（collaborative study），此舉不僅可節省雙方實驗室之資源，更利本局之檢驗技術

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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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本局今年投稿三篇壁報論文，皆獲大會審查後接受，所發表之論文吸引各國官方、

學界及業界之專家學者至發表處詳閱內容、交換研究心得及提供建議，除展現本局

之檢驗研究水準，亦對本局未來業務及研究方向多所助益。今年所發表的三篇論文

皆為本年度食品微生物領域之熱門研究主題，研究方法亦廣為各界研究者使用，顯

示本局已可掌握現今微生物學研究之脈動，且檢驗水準並未落人後。而由參閱其他

壁報論文及參加專題演講所蒐集到之資訊 － 例如快速檢驗方法、NGS 技術及分生

檢驗發展之趨勢等 － 可作為本局未來檢驗研究發展之重要參考依據，以提升專業

素質及能力。 

二、 美國近年來屢次發生大規模之食品中毒案，其範圍甚至可波及全球，無疑為食品安

全之最佳教材，可作為國內食品安全管理之借鏡。而美國於 2008 年發生之

Salmonella Saintpaul 事件亦使 FDA、CDC、州及地方衛生局等食品安全管理機關

記取教訓、深自檢討，歸納出改良生鮮蔬果追溯系統、加強食品中毒案件調查能

力、提升食品安全事件應變能力、擴張 FDA 權力及增加 FDA 經費等可改進之項目，

可供國內各食品安全相關機關參考，以加強我國因應國際性或大規模食品中毒案件

之處理能力。 

三、 本局今年正進行蔬果中病毒之檢驗方法開發，可參考赴 NCFST 參訪其病毒研究室所

獲得之檢驗研究資訊。我國目前已依國際文獻建立牡蠣及水等高風險檢體之檢驗方

法，然而各國人民之飲食習慣有異，未來可依據流行病學方法調查我國食因性病毒

所引起之食品中毒案之嫌疑食品種類，作為未來開發本土性食品檢驗方法之方向，

以迅速釐清食品中毒案之污染源，並利食品安全之管理。 

四、 加強專業領域之國際合作。本局未來可與 NCFST 合作共同開發檢驗方法，或是效仿

美國及加拿大與貿易往來頻繁且飲食文化相似之鄰近國家合作進行食品風險評估，

不僅可節省雙方資源、促進效率，更有利檢驗方法或管理規範等與國際接軌。 

五、 美國 FDA 與 IIT 共同成立 NCFST，因此 NCFST 可提供碩士學位及專業學位等教育學

程，FDA 之研究人員亦可擔任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未來我國成立之食品藥物管理局

或可參考此模式，與學術機關合作，廣納研究生或研究人員，以提升研究能量。 

六、 食品病原微生物是國際間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要議題，不僅威脅民眾健康、增加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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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體系之負擔，亦造成經濟損失。我國應持續投注相當之資源於食品病原微生物

之檢驗及研究，例如持續利用參與國外會議與訪問行程加強國際人才之訓練與資訊

之交流等，使人員的研究或行政管理能力具國際水準及符合國際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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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與圖 

表一、美國微生物學會第 109 屆年會簡要議程 

日期 時間 活動 

5 月 16 日 8:30 am—4:30 pm 研習會 

5 月 17 日 8:30 am—4:30 pm 研習會 

 5:00 pm—7:30 pm 開幕典禮 

 7:30 pm—9:00 pm 開幕歡迎會 

5 月 18—20 日 8:15 am—10:40 am 

2:30 pm—5:00 pm 

座談會及研討會 

 10:45 am—12:15 pm 

1:00 pm—2:30 pm 

壁報論文展示 

 9:00 am—4:00 pm 展覽會 

 11:00 am—12:00 noon 

1:00 pm—2:00 pm 

獲獎人演講及口頭論文報告 

5 月 21 日 8:00 am—10:30 am 座談會及研討會 

 10:30 am—12:00 noon 壁報論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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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美國微生物學會依專長領域或興趣分組及各組發表壁報論文篇數 

Divisional 

Group 

Division Division Name No. of 

Posters

Division C Clinical Microbiology 285 

Division F Medical Mycology 73 

Division L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10 

Division U Mycobacteriology 59 

Divisional 

Group I 

Division Y Pubilc Health 42 

Division A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 123 

Division B Microbial Pathogenesis 284 

Division D Bacteria of Medical Importance 213 

Division E Immunology 105 

Division G Mycoplasmology 16 

Division V Clinical and Diagnostic Immunology 16 

Divisional 

Group II 

Division Z Animal Health Microbiology 64 

Division I General Microbiology 96 

Division N Microbial Ecology 303 

Division O Fermentation and Biotechonology 61 

Division P Food Microbiology 131 

Division Q Environmental and General Applied 

Microbiology 

482 

Division R Evolutionary and Genomic Microbiology 90 

Divisional 

Group III 

Division W Microbiology Education 20 

Division H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97 

Division J Cell and structural Biology 30 

Division K Microbial Physiology and Metabolism 95 

Divisional 

Group IV 

Division M Bacteriophag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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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S DNA viruses 12 

Division T RNA viruses 23 

Division X Molecular, Cellular, and General Biology 

of Eukaryotes 

17 

Division AA Free-Living, Symbiotic, and Parasitic 

Protist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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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本局發表之三篇壁報論文 

編號 展示時間 題目 作者 

P-015 5/18 10:45 am 仙人掌桿菌食品中毒案件分離菌株之腸毒素及嘔

吐型毒素生成基因之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Enterotoxin and Cereulide Synthetase Genes 

in Bacillus cereus from Food Poisoning 

Suspect Samples) 

張育彰 、高

淑娟、楊怡

真 、 王 貞

懿、施養志 

P-063 5/18 1:00 pm 台灣地區金黃色葡萄球菌食品中毒案件分離菌株

之 抗 藥 性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Obtained 

from Food Poisoning Outbreaks in Taiwan) 

黃翠萍、王

叔菀、張育

彰 、 楊 怡

真 、 王 貞

懿、施養志 

P-071 5/18 1:00 pm 建立偵測水檢體中病毒之檢驗方法並應用於台灣

地區之食品中毒案件 (Method for Detecting 

Viruses in Water and the Application to 

Foodborne Outbreaks in Taiwan) 

楊怡真、余

俊逸、張育

彰 、 王 叔

菀 、 王 貞

懿、施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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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局發表之壁報論文 － 仙人掌桿菌食品中毒案件分離菌株之腸毒素及嘔吐型毒素生成基因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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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本局發表之壁報論文 － 台灣地區金黃色葡萄球菌食品中毒案件分離菌株之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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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局發表之壁報論文 － 建立偵測水檢體中病毒之檢驗方法並應用於台灣地區之食品中毒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