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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123屆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AOAC International) 年會於2009年9月13至16

日於美國費城 Philadelphia Marriott Downtown 旅館舉行，年會期間舉辦數場 AOAC 

之事務會議、座談會、研討會、儀器展覽會以及壁報論文發表會。本局在這次會議中發

表了2篇壁報論文，題目分別為「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β-Agonists in Poultry and 

Livestock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及「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benzylpenicillin and procaine benzylpenicillin in foods」，同時參觀其他業務相關

之壁報論文，與相關檢驗科技之專家等國際人士互相交流。年會期間參加多場不同主題

之座談會及研討會，了解國際間檢驗科技之發展現況與趨勢，有利於本局未來工作之推

展。回程參訪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就奈米技術之應用及食品

安全實驗室系統管理進行交流，所蒐集之資訊可作為本局未來檢驗研究發展之重要參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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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AOAC International) 之宗旨為促進科學分析方法之

確效及實驗室品質保證，任務包括從事食品及藥物安全相關科學分析方法之開發與確

效，並作為學術交流、網路聯繫及高品質實驗室等資訊之主要交流平台，隨時提供會員

相關之諮詢、輔導及訓練等服務。本局派員參加 AOAC 第123屆年會，藉由觀摩其他

國家檢驗研究單位之研究成果，可了解國際間最新檢驗科技之應用與發展趨勢；與各國

專家學者溝通討論，相互交換意見，以建立本局與國際溝通及聯絡之管道；藉由壁報論

文展示本局之檢驗研究成果，以提升本局檢驗技能及國際間知名度。本次行程另參訪美

國食品藥物管理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的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

中心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瞭解該中心之研究設備及環境、學

習奈米技術之應用及食品安全實驗室系統管理，並與研究人員討論未來研究方向及可能

的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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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及會議經過 

一、行程與工作記要 

9 月 12 日         啟程  

9 月 13 至 16 日    參加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第 123 屆年會      

9 月 17 日 16 日    參訪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 

9 月 18 至 20 日    回程  
 

二、內容概要  

    本次 AOAC 年會於美國費城的 Philadelphia Mariott Downtown 旅館舉行第

123屆年會，會期由9月13日至16日共計4天，9月13日完成報到手續後，即開始參加

各項會議活動，費城是第一屆 AOAC 大會的開會地點，今年也是 AOAC 成立的

125週年慶，因此今年的年會特別有紀念性，大會並於晚間舉辦開幕歡迎會及125

週年慶祝會。今年共有820餘位來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參加年會，其中來自台灣

的有8位，分別是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的蔡龍居副局長、蔡佑志股長、林育正股長及

許祝榮技士，AOAC 台灣分會理事長孫璐西教授及潘志寬秘書長、本局施養志組

長及許雅鈞薦任技士。 

 在歡迎晚宴中，AOAC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Dr. Al Pohland 舉辦了 “The Great 

Collaboration: 125 Years of Change” 的新書簽名會。大會亦以放映幻燈片方式回顧

了 AOAC 在這125年中的演變，從一個由美國政府分析化學家組成的協會，擴展

到目前擁有3000多位來自全球各分會會員的國際知名社團。這個協會對實驗室在化

學與微生物檢驗分析方法的開發與確效，以及食品分析品質之改進方面，不僅奠定

了基礎，更建立了權威的地位。 

    AOAC 第123屆年會開幕式於9月14日上午8點30分舉行，由會長 Darryl M. 

Sullivan 主持，並安排頒獎典禮及開幕演講，今年的 Harvey W. Wiley Award 得獎

者為美國 General Mills 公司的 Dr. Jonathan W. DeVries，表彰他40年來在食品化學

成分分析的卓越表現。大會演講者為 Nestle Research Centre 的 Dr. John David 

Marugg，演講題目為 ”Validation Requirements for Rapid Methods: Perspective from 

an International Food Manufacturers” 以國際食品製造業者的觀點來看有關快速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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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方法之確效規範。由於食品之流通快速且數量龐大，業者應從原料來源、產品製

造流程及產品特性，建立快速有效之品質檢測系統，以確實維護食品安全，因此檢

測方法必須兼具快速、簡單及準確性。近年來微生物快速檢測方法的發展蓬勃，許

多商業化套組被開發使用，然而新的檢測方法之評估及確效過程是耗時及費錢。依

據 ISO16140 (2003)，快速微生物檢測方法之評估及確效必須與參考方法或標準方

法比對，例如 ISO、CEN、BAM；或是使用經過 Mircoval、AFNOR 和 AOAC 等

單位所確效之檢測方法。ISO16140或 AOAC 認可之快速檢測方法，可有效証明其

方法準確性，但是認可的過程確是困難的，必須花費許多金錢及時間。因此建議  

AOAC 和 ISO16140之確效步驟能進一步調和，以幫助食品製造業者能更有效應用

快速檢測方法。於開幕式結束後，隨即參加大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壁報論文展

示及儀器廠商、試藥供應商及代檢驗公司舉辦之儀器展示會。 

 

 

 

 

 

 

 

圖一、儀器展示會現場                 圖二、AOAC 第123屆年會開幕式 

    9月14日上午10點30分至下午1點舉行一場全球各分會之委員會會議，由  

AOAC 國際活動組的 Director Mark Coleman 主持，各國代表介紹該分會的近況及

經驗，我國則由施養志組長代表台灣分會理事長孫璐西教授參加，會中並介紹台灣

分會如何吸引新會員加入之活動。AOAC 台灣分會會議則於9月14日下午6時舉

行，由理事長孫璐西博士主持，潘志寬秘書長並準備月餅與鳳梨酥招待與會者。孫

理事長介紹台灣分會過去一年來的活動及未來規劃，並請與會者自我介紹，促進交

流。與會者除來自台灣的8位代表外，尚有美國與中國大陸代表，共23人參加。AOAC 

國際活動組的 Director Mark Coleman 及 Ms. Liz Cribbin 亦出席本會議，十分讚許

本會之表現。大會今年並首次安排 Joint AOAC Asian Section Meeting，於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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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7時舉行，邀請亞洲國家的與會代表出席此會議，孫理事長應邀主持該會議。

AOAC International理事長 Dr. Darryl Sullivan，秘書長 Dr. Jim Bradford 及 AOAC 

年會籌備單位的 Ms. Dawn Frazier 及 Ms. Liz Cribbin 皆出席此會議，顯見對此會

議之重視。孫理事長代表 AOAC International 致辭，期許亞洲國家的會員們藉此

會議彼此認識，加強聯繫。本會議共有台灣、日本、香港、新加坡、泰國、韓國及

中國大陸等地代表出席。會議中與會者自我介紹並對未來可以合作的項目熱烈發言

後，孫理事長彙總大家意見，作出以下結論：(1)未來將廣邀亞洲各國代表出席此

會議；(2)亞洲各國可就各種分析方法進行合作研究；(3)亞洲各國分析方法之調和

及確效。會議圓滿結束，各國期望未來能有更多合作機會。 

 

 

 

 

 

 

 

圖三、全球各分會之委員會會議         圖四、孫理事長主持台灣分會會議 

 

 

 

 

 

 

 

 

 

    圖五、AOAC 台灣分會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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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及專題演講 

大會於同一時間安排多場不同主題研討會，供與會者選擇，本次所參與之研

討會摘要如下： 

(一) Official methods board training session 

AOAC INTERNATIONAL 對於公定分析方法之制定本即有一套嚴謹之程序，

惟為進一步提升制訂公定分析方法之嚴謹度，規劃以公定方法委員會 (Official 

methods board, OMB) 取代 General Referee 統籌負責公定分析方法制訂之整體執

行程序，預計於兩年內正式上路。OMB 之職責為評選所有提出申請的方法，包括

新增、修訂或撤銷。申請成為公定方法 (Official methods) 之程序摘述如下: 首先

由專案利害關係人 (stakeholder) 或團體 (communities) 備妥方法申請書等相關文

件後向 AOAC 提出申請，AOAC 確認申請資料完整後送交 OMB，OMB 針對該

申請案成立專責的方法委員會 (method committees) 並指派 study director (SD)，派

選相關的 general referee (GR)、topic advisor (TA)、安全及統計學專家作為顧問。

申請者有需要時，可向  AOAC 申請成立專家評審小組  (expert review panels, 

ERP)，由 AOAC 研擬 ERP 成員名單，經 OMB 審核同意。ERP 成員就收集到

的方法進行評估後，開會討論選擇最合適的方法 (一個或複合) 進行後續的確效實

驗或共同實驗 (collaborative study)。由方法委員會之 SD 研擬確效實驗計畫或共同

實驗計畫，並收集及評估實驗結果，向 OMB 建議成為 first action method，之後 2

年內，由 TA 收集該草案使用者之意見，若無問題則成為 final action method。 
 

(二) Fraud in Food and Drug Safety 

食品攙偽涵蓋範圍極廣，主要為不法業者以低價成分混充高價成分謀取暴利之

摻假情形，不僅擾亂市場交易安全，並損害消費者權益，若使用不良成分攙混，

更有危害消費者健康之虞。美國早有相關法令規範食品攙偽情形，從 1897 年 the 

Imported Tea Act，1906 年 the original Pure Food and Drug Act 及 1938 年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近年來 FDA 更邀集各界參與 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 (EMA) 會議，討論有關攙偽的案例，從中學習經驗。要證明食品攙偽

必須克服許多問題，早期食品攙偽檢驗係針對食品原料物種加以鑑別、判定，主

要利用型態鑑識，例如觀察顏色與形狀等表徵以及組織結構之顯微觀測等；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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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專屬成分或特定成分含量比例進行檢驗，然而市售食品大多經過加工處理，

型態表徵已喪失，而特定蛋白質等成分亦已變性或降解，以致無法有效運用傳統

方法進行鑑別。近年來檢驗技術發展與應用有重大突破，讓過去無法檢驗之攙偽

食品無所遁形，例如 DNA 條碼(DNA barcode)及同位素比質譜儀(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ry, IRMS)的應用等。 

會中並提出多篇有關攙偽檢驗技術之分享，包括 FDA 以 DNA 條碼解決魚類

產品攙偽問題，因魚類經過加工後會造成型態特徵辨識上的困難，因此有許多以

低經濟價值魚種取代高經濟價值魚種之摻假情形以及包裝上標示不實之案例，學

者因此提出以粒線體細胞色素c氧化酶I (COI) 片段基因作為鑑定物種之指標，

FDA 目前也將此方法進行共同試驗，發展魚類 DNA 條碼標準化方法並進行方法

確效，以實際應用於加工食品，做為行政管理之依據。英國 Eurofins Scientific 公

司 利 用 同 位 素 比 質 譜 儀 和  SNIF-NMR (site-specific natural isotopic 

fractionation-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進行 aspirin 及 ibuprofen 之偽藥鑑定，

具有精準、快速、非破壞性及多組成份分析等優點。石榴 (Pomegranate) 含有石

榴多酚、韖花酸、花青素、蛋白質與植物雌激素，是近年盛行的保健水果之一，

但是產量少及價格高因此發生摻假情形，Krueger Food Laboratories 分析檢體中花

青素、多酚類、寡糖含量、甜味劑、人工色素及防腐劑等項目，結果發現市售石

榴汁大多經過稀釋或和由其他果汁取代，添加了天然或人工色素、酸化劑及防腐

劑。另有多篇演講分享利用不同檢驗方法，例如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GC-MS) 及 

ELISA 等方法分析乳製品中三聚氰胺之經驗。 

 

 

 

 

 

 

 圖六、研討會會場(1)                 圖七、研討會會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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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hat do you do when CRMs are not available? Certifying nothingness-blank 

matrix reference materials 

根據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度量學辭彙 (the 

International Vocabulary of Metrology)」的定義，參考物質 (reference material, RM) 

係一種物質或材料，其一種或數種特性已被完整充分地建立，可用來校正儀器、

評估量測方法，或給予待測物一精確的量測值；驗證參考物質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CRM)，係一種參考物質，經由特定而有效的技術程序，驗證其具有的一

種或數種特性數值，同時出具經由驗證機構對鑑定數值認可之追溯報告證明文

件。CRM 用於發展新的分析方法，驗證方法確效、分析步驟準確度、量測結果之

追溯性；RM 則大量用於例行分析品質管制，例如確認分析方法之長期再現性、

控制圖製作與實驗室間的比對研究。另外在建立分析方法之偵測極限時，空白參

考物質 (blank RMs) 的使用亦十分重要，可用以確保實驗過程中未遭受任何汙染。 

目前國際二大  CRM 系統，分別是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生產的 SRM®，與歐盟 (European 

Community, EC) 生產的 ERM® (European Reference Material，ERM)。歐盟位於比

利時的參考物質與量測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Measurements, 

IRMM) 係隸屬於歐盟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 的機構，任務是提昇、推廣及支

持歐盟政策的量測系統，研究領域包括參考物質研製、同位素量測、放射核種度

量、食品安全與品質等。本次會中由 NIST 及 IRMM 人員提出許多有關建立參

考物質及 blank matrix materials 的經驗及注意事項。製備參考物質之一般程序如

下：(1) 樣品收集:樣品數量足以長時間使用，而且具有分析代表性，(2)前處理與

分裝:必須注意均質性、安定性、避免化學性與生物性污染及儲存容器，(3) 均質

性試驗，(4) 短期與長期穩定度測試，(5)確認驗證值及不確定度。 

CRM 從製造、認證、到保存所費不貲，再依據保存與運送條件之不同、認證

項目多寡、技術難度等因素，也決定 CRMs 之售價高低。食品多樣性及成分複雜，

要發展有用的 CRMs 則更加困難，檢驗方法開發時會常面臨到沒有 CRMs 可供

利用的情形，因此會中由美國伊利諾州 Silliker 公司提出 4 個建議的替代方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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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ke approach，(2) use of a substituted reference material，(3) collaborative study 

approach，(4) reference method approach，於沒有 CRMs 可供利用時，可藉由以上

方案進行方法開發。 
 

(四) The threat of the unknown contaminants: When you don’t know and what you don’t 

know? Finding non-target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ood stuff 

受到中國乳製品中含三聚氰胺事件影響後，目前食品安全之重要挑戰為不明污

染物，由於科技進步，將有更多新的化學物質及產品被生產，食品中亦可能不斷有

其他非預期的污染物被發現，因此食品中不明污染物之檢測成為各界重視之議題。

這些突發案件中，往往沒有官方方法或是國際認可方法可供使用，因此實驗室必須

快速開發方法來因應，不論是自行開發或是參考相關文獻所建立的方法，都必須經

過確效程序，評估方法可行性及準確性。一般食品安全監測大多針對特定的目標物

質進行檢測，無法及時發現食品是否污染了其他化學物質，也許是黑心添加物，也

許是無心的工業污染物質，都有可能是影響民眾健康的潛在危機，因此食品安全監

測，除分析特定目標物質外，亦應對未知污染物進行篩檢。為達到全面性監測，必

須要有新的檢驗技術來因應，飛行時間式質譜儀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TOF-MS) 則是目前相當強而有力的分析工具，本次研討會中有多篇演講以 

TOF-MS 搭配不同的儀器組合進行檢測，只要選擇適當的管柱、飛行時間、溫度

等分析條件，搭配資料庫及軟體處理技術，即可展現分析物組成特性與樣品指紋特

徵 (fingerprinting)。 

美國 FDA 於菠菜及人蔘中添加40~50種農藥，檢體經 QuEChERS 或 GPC 

及 SPE 二階段淨化製備所得之檢液，同時以 gas chromatography high-resolu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GC-HR/TOF-MS) 和  multi-dimensional gas 

chromatography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GC×GC LR/TOF-MS) 二種方法進

行全面性篩檢，檢驗結果與傳統針對目標物質之 single quadrupole MS SIMs 分析

方法進行比較。結果發現 GC-HR/TOF-MS 在低濃度時無法有效的篩選農藥種類，

而 GC×GC LR/TOF-MS 則可有效篩選出90%以上的農藥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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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服務中心 (USDA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以 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進行樣品前處理，使用 direct sample introduction 進樣

系統，搭配 two-dimensional gas chromatography with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GC×GC/TOF-MS) 進行魚油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之分析。此方法可減少樣品量及增加分析項目範圍，除可檢測魚油中已知的 

POPs 外，亦可同時偵測多種 halogenated natural products (HNPs) 及其他有機化合

物。 

食品容器使用之金屬罐內壁一般會塗佈塗料阻隔與食物接觸，提高容器耐蝕特

性及防鏽，塗料為高分子成分，如環氧樹脂 (epoxy) 及聚酯樹脂 (polyester) 等，

但塗料與食品接觸時，可能會有原料成分溶出之疑慮，危害人體健康。環氧樹脂原

料可能會有丙二酚A (bisphenol A, BPA)，或丙二酚A二環氧甘油醚 (bisphenol A 

diglycidyl ether, BADGE) 單體溶出，BPA 被視為荷爾蒙干擾物質，而 BADGE 有

致癌性疑慮；聚酯樹脂之聚合物也曾被報導有溶出之情形。為瞭解金屬罐容器中此

類化合物可能溶出情形，英國食品與環境研究局 (Food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Agency) ， 應 用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LC/TOF-MS)，以上述2種罐頭塗料為例建立一套鑑定罐頭食品中不明污染物之檢

測法。會中並由 美國  FDA 人員 分享面臨突發案件的應對方式及利用 

LC-MS/MS、GC-MS 及 ELISA 等方法分析乳製品中三聚氰胺之優缺點。 
 

(五) Dealing with the unknown-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industry and regulators 

受到中國乳製品中含三聚氰胺事件影響後，當前食品安全之重要挑戰為不明汙

染物，以風險評估、風險管理、風險溝通為核心的食品安全風險分析成為保障食品

安全的重要工具，會中同時邀請政府單位及食品業者分享相關經驗。美國  FDA 

面對新興風險污染事件之處理策略，包括  (1) 以科學為基礎，進行風

險評估及風險溝通，確保民眾能接獲迅速、可靠、客觀及全面的資訊；(2) 建

立污染物檢驗方法；(3) 建立食品中污染物之 guidance levels，監控食品工廠必須

符合 guidance levels 之規範；(4) 與州政府和其他聯邦機構共同合作處理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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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例如由  FSIS 與  FDA 共 同 合 作 成 立 的 食 品 緊 急 事 件 因 應 網 路  

(Food Emergency Response Network, FERN)，整合地方與中央之國家食

品實驗室，規劃緊急應變措施，防止國際污染事件造成威脅。英國食品

標準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為了有效管理及預防新興風險事件，特別成立新

興風險組 (The Emerging Risks unit, ERU)，負責制定監測程序，收集相關資料和數

據並進行分析，評估風險危害程度，使能適時提供各界準確、客觀、一致及全面的

資訊，確保食品之安全性，建立消費者對政府單位之信心。另由 Mars Incorporated 

及麥當勞兩大國際食品公司分享業界如何進行原料及產品生產鏈的風險評估及管

理，面臨突發事件的處理方法，以減少問題產品回收等後續處理問題影響公司信譽

及造成金錢損失。 Mars Incorporated 應用原料品質管理  (material quality 

management, MQM) 程序為架構來管理食品安全，進行原料風險評估 (material risk 

assessment, MRA)，以確保產品品質符合規範。 

 

四、壁報論文展示與閱覽 

    本次大會之壁報論文分 3 天舉行，每天均不同研究主題進行展示，9 月 14 日

展示主題有 (1) 植物性營養補充劑 (botanicals and dietary supplements)；(2) 一般分

析方法、品質保證與認證 (general methods,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3) 

微生物參考方法  (microbiological reference methods) ； (4) 績效評估方法 

(performance tested methodsSM)。9 月 15 日展示主題有 (1) 食因性污染物及殘留物

之分析 (analysis of 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d residues)；(2) 非食因性污染物及殘

留物之分析 (analysis of non-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d residues)；(3) 食品安全之突

發案件 (emerging issues in food safety and security)；(4) 飼料、肥料及相關的農業議

題 (feeds, fertilizers and related agricultural topics)。9 月 16 日展示主題有 (1) 天然毒

素之檢測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atural toxins)；(2) 食品營養及食物過敏原 

(food nutrition and food allergens)；(3) 藥物分析之準確性及安全性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authenticity and safety)。本局在這次會議中發表了 2 篇壁報論文，題目分別

為「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β-Agonists in Poultry and Livestock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 及 「 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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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zylpenicillin and procaine benzylpenicillin in foods」，國內另有台灣大學食品科技

研究所孫璐西教授發表之「Investigation on the potential anti-aging edible plant 

materials using Caenorhabditis elegans model system」，期間並閱覽與業務相關之論

文，以了解最新研究情形，參閱之壁報論文擇要整理如下: 

 

 

 

 

 

 

 

 

 

     圖八、本局發表之壁報論文 

(一) Multiresidue determination of quinolone antibiotics in swine muscle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南韓國家獸醫研究及檢疫部門 (National Veterinary Research and Quarantine 

Service) 利用逆相高效液相層析串聯質譜方法 (reversed-phase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以正離子偵測，配合多重反應偵

測模式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MRM)，進行豬肉中 quinolone 類抗生素多重

殘留分析。包括 sarafloxacin、enrofloxacin、danofloxacin、piromidic acid、oxolinic 

acid、flumequine、nalidixic acid、ofloxacin、ciprofloxacin、orbifloxacin、pefloxacin、

marbofloxacin 及  norfloxacin 等 13 種  quinolone 類抗生素。豬肉檢體經 2％ 

trichloracetic acid/acetonitrile 萃取，以正己烷去除油脂後進行分析。本研究分別就

不同之抗生素選定一個母離子與兩個特定子離子，以符合歐盟 2002/657/EC 規定之 

identification points。標準品溶液濃度介於 6.25~150 ng/mL 之間，有良好之線性關

係，檢體中添加 13 種 quinolone 類抗生素標準品濃度為 10 ng/g 時，其平均回收

率為 73.8~110.6%，本方法之 limits of quantitation (LOQs) 低於 1 n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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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14 sulfonamides in milk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南韓國家獸醫研究及檢疫部門利用逆相高效液相層析串聯質譜方法，以正離子

偵測，配合多重反應偵測模式，進行牛乳中 14 種磺胺劑多重殘留分析。分別就不

同磺胺劑選定一個母離子與兩個特定子離子，以符合歐盟 2002/657/EC 規定之 

identification points。牛乳檢體經 acetonitrile 去除蛋白質，以正己烷去除油脂後進

行分析。標準品溶液濃度介於 2.5~100 ng/mL 之間，有良好之線性關係，檢體中添

加 14 種磺胺劑標準品濃度為 2 ng/mL 時，其平均回收率為 76.5~95.6%，本方法之 

LOQs 介於 0.2~2.5 ng/ml。 
 

(三) Measurement of chloramphenicol in honey using an online sample extraction with 

LC-MS/MS 

氯黴素屬抑制細菌蛋白質合成的抗生素，為一廣效性的抗生素，早期可由 

Streptomyces venezuelae 產生，現今主要以合成方法生產。主要抑制革蘭氏陰性菌、

立克次體及部分革蘭氏陽性菌，由於價格便宜及廣效性抗菌範圍，過去常被大量用

於肉類動物及水產品的傳染性疾病，所造成的副作用，除了產生抗藥性外，亦會抑

制骨髓造血功能，導致顆粒細胞缺乏症、再生障礙貧血症 (fatal aplastic anemia) 等

疾病。由於氯黴素對人體健康影響極大，已被歐盟、美國及加拿大等國家公告禁止

使用於產食動物，包括蜂蜜產品。目前利用 LC-MS/MS 分析蜂蜜中氯黴素，其樣

品前處理有固相萃取 (solid phase extraction)、QuEChERS 或液/液相萃取等離線萃

取 (off-line exaction) 方法，步驟繁複且費時，樣品必須經過濃縮再以適當溶劑回

溶後才能進行分析。因此 Thermo Fisher 公司研究開發自動化線上萃取 (on-line 

exaction) 方法，減少樣品前處理時間，該方法只需將樣品以水稀釋，降低黏度後

即可上機分析，方法之 LOQ 為 0.047 μg/kg，分析時間為 5 分鐘，可有效縮短檢驗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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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nalysis of trace residues of fluoroquinolones in honeys by HPLC using polymetric 

cartridge and metal chelate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日本食品研究實驗室 (Japan Food Research Laboratories) 利用高效率液相層析

儀配合螢光偵測器 (激發波長 285 nm，放射波長 400 nm)，同時分析蜂蜜中包括 

norfloxacin、ciprofloxacin、danofloxacin、enrofloxacin、orbifloxacin、sarafloxacin

及  difloxacin 等 7 種  quinolone 類抗生素。蜂蜜檢體經含有  Na2EDTA 之 

macllvaine buffer (pH 4.0) 萃取，再以 polymetric cartridge 和 metal chelate affinity 

column 純化後，進行 HPLC 分析，方法之平均回收率為 70~120%，LOQ 低於 0.01 

μg/g。 
 

(五) Monitoring of carbadox and olaquindox in meat products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in Korea 

卡巴得 (carbadox) 及歐來金得 (olaquindox) 添加於動物飼料作為抗菌劑，可促

進豬隻生長，增加重量及改善飼料利用率，因具有潛在之基因毒性及致癌性，可能

對消費者健康造成危害，已陸續被許多國家禁用，南韓亦於 2009 年禁止使用卡巴

得及歐來金得。為了解市售產品中卡巴得及歐來金得殘留情形，南韓食品藥物管理

局建立肉品中卡巴得及歐來金得之殘留量檢驗方法，用以監測市售產品。利用液相

層析串聯質譜法，以電灑法正離子偵測模式，可同時檢測卡巴得及歐來金得之主要

指標代謝物 quinoxaline-2-carboxylic acid (QCA)及 methyl-3-quinoxaline-2-carboxylic 

acid (MQCA)。QCA 及 MQCA 之母離子分別為 m/z 175 及 m/z 189，QCA 之主

要子離子為 m/z 129 及 m/z 102；MQCA 之主要子離子為 m/z 145 及 m/z 102，卡

巴得及歐來金得之方法 LOQ 均為 4 μg/kg。應用此方法進行市售畜禽產品中卡巴

得及歐來金得之檢測，結果於牛肉 50 件、豬肉 55 件及雞肉 40 件中均未檢出不符

規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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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訪美國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 

98 年 9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參訪位於美國馬里蘭州之食品藥物管

理局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 (附件一)。此次參訪係透過我國駐美經濟文化代表

處科技組副組長阮娟娟事前之申請，以及服務於該中心之周家璜博士之協助而得以

成行。 
 

(一) 與周家璜博士、林嘯東博士及馮寄新博士等人之會談 

當日上午，參訪人員一行，包括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孫璐西博士，行政院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組長施養志博士及簡任技正潘志寬，依與周博士之約，於 9

時 30 分抵達該中心，先與周家璜博士見面。由於該中心門禁森嚴，未達正式參訪

時間，不能會客，因此只能在辦公大樓外之咖啡廳交談。周博士在該中心服務年資

達 30 年以上，對該中心業務相當熟悉，為人熱心，曾擔任本局科技顧問，多次協

助安排本局同仁赴美國藥物食品管理局之實驗室接受食品藥物有關之檢驗訓練。對

於本局因業務上之需要，要求提供意見或文獻資料時，周博士均即時回應，且盡所

能提供服務。此次參訪，周博士除協助促成外，在言談中並語重心長的表示，在美

國食品藥物管理局總局服務的臺灣人越來越少，希望能再有人進入該局任職，以接

薪傳，以避免本局未來失去與該局的聯絡據點。周博士進一步表示，美國總統歐巴

馬就任後，對於食品安全之議題特別重視，大幅增加食品衛生安全管理之預算，在

食品安全之檢驗方面，更是擴增檢驗人員，增購儀器設備，顯見食品衛生安全檢驗

在食品衛生安全管理上所佔之地位。當日，周博士並邀請同在該局任職之林嘯東博

士及馮寄新博士一起敘談。林博士等人也表明最近在添購檢驗儀器設備方面，經費

充裕之便給性。在人才培訓方面，眾人均由衷希望本局能秉承以往之施政作為，持

續派員接受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之檢驗研究訓練，維持交流之活動。 
 

(二) 正式參訪 

    10 時 10 分辦理手續，正式進行參訪。該中心負責安排參訪計畫人員為食品安

全與應用營養中心國際事務處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aff) 國際參訪計畫之主任 

Johnny Braddy 博士。參訪之主題為「奈米科技在化粧品上之應用」，並參觀該中心

「化學分析實驗室」。接待人員為分別為 Stanley Milstein 博士及 Jeanne Rade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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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Stanley Milstein 博士係該中心化粧品與色素辦公室主任之特別助理，負責針對

主題進行簡報及討論。Jeanne Rade r 博士為法規科學辦公室 (Office of Regulatory 

Science) 之生物分析化學組之主任，負責引領參觀實驗室。參訪活動由 Johnny 

Braddy 博士開場表達歡迎之意、介紹議程 (附件二) 及參加人員 (附件三) 後正式

開始。 

(1) 奈米科技在化粧品上之應用 

   Stanley Milstein 博士先進行簡報，簡報之題目為「化粧品及色素添加物之管理：

由奈米觀點綜述食品藥物管理局在確保化粧品安全上所扮演之角色 (Regulation of 

Cosmetics and Color Additives：Overview of FDA’s Role in Ensuring Safety of 

Cosmetics.  Nanotechnology Perspectives)」(附件四及五)。簡報內容包括 1.化粧品

及色素添加物之法令規定，2.符合性及執行，3.化粧品中之奈米科技之更新資料，

4.資源及聯絡管道。 

美國食品藥物及化粧品管理法第 201 項第 i 款及第 g 款及分別針對化粧品及藥

品予以定義。產品是否屬化粧品或藥品係按其使用之原料及訴求之功能，依相關法

令之定義進行綜合性之研判。符合藥品定義則依照藥品法令管理，即使產品本身具

化粧品之功能。如列屬藥品，其於管理上之特點為採上市前許可制度、必須經安全

性及功效性試驗、應符合 GMP 相關規定、製造廠及產品須登記，功用為消除病徵

等；而化粧品則無須經上市前許可、無上市前澄清安全性及功效性問題、GMP 僅

為指導原則、製造廠及產品無須登記，功用為清潔、美化及改變外觀等。 

化粧品不得有攙偽及標示錯誤之情事，主管機關主要管理措施為上市後監測，

對於成份配方之管理則為由業者自主性申報，產品雖無須事先登記，但色素添加物

則為經許可者才准用，採正面表列制，其他不准使用之原料則為負面表列制。化粧

品最近 5 至 7 年間重要之發展與挑戰為製造行銷更全球化、加工科技及原料更複

雜、對於法規國際調合之請求越增。奈米加工技術為其中一項重要之議題，有關奈

米化物質應用在化粧品之近期報導為奈米化分散系統及奈米粒之使用。 

奈米技術應用在化粧品上之安全性及管理問題，不僅美國政府，其他各國也都

紛紛組成工作小組，進行研究探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之奈米科技工作小組於

96 年 7 月 25 提出最終報告，特別強調科學面及管理面之需求，應辨識奈米科技之

 16



急性危害，承認安全、具創意及有效之產品其發展潛力，如同其他有創意之加工科

技，奈米科技會有管理上之挑戰。不論各國對於奈米科技之研究、探討成果及管理

觀點為何，可以確定的是使用風險評估之方法，探討奈米加工技術對產品之安全性

影響，將成為主流研究方向之一。 

 

(2) 參觀實驗室 

分別由 Jeanne Rade 博士及馮博士 (Research Microbiologist, CFSAN) (附件六) 

引領參觀實驗室。食品安全營養中心為新蓋不久之大樓，法規科學有關之實驗係以

研究性質為主，因此實驗室之整體設計著重個人研究空間之規劃，辦公室與實驗室

分處長方形區塊之左右兩邊，中間為走廊。正式人員辦公室為兩人一間。每一辦公

室出入門對應每一長方形區塊之實驗室出入口 (附件七)。長方形區塊之實驗室亦

分為左右兩邊，左右兩邊之間則為貫穿所有相鄰之長方形實驗室區塊之走廊 (附件

八、九、十、十一)。以上兩條走廊均具逃生用途。相鄰二實驗台中間之區塊可用

於置放鋼瓶及管路，並提供維修用之空間 (附件十二) 相關照片如附件。 

至於分析儀器，係各人依研究計畫經核撥經費自行購置，原則上屬個人專用，

因此精密貴重儀器種類及數量繁多。分析儀器各置於個人專屬之長方形區塊內，分

析儀器使用之氣體鋼瓶則隱藏於相鄰實驗室區塊間之隔間中。參觀之時正值午餐時

間，實驗室中幾乎空蕩無人，因此無法觀察到忙碌之景象，惟由實驗桌面上物品堆

放之情形仍可推測研究工作之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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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一、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每年皆吸引來自全世界檢驗研究單位專業人士參加，提

供各界一個資訊交流及教育訓練平台，此次有幸能參加此大規模之國際學術會

議，增廣見聞，受益良多，對拓展視野及研究工作有很大的激勵。本次年會所發

表之壁報論文約220篇，涵蓋各種生物性及化學性檢驗方法之研究。隨著檢驗科技

之快速發展，氣相及高效(超高效)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等精密儀器已成為主流，本

次年會以質譜儀搭配其他設備進行研究之主題約有50篇，占有相當高之比例，本

局今年發表之壁報論文2篇，亦利用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建立食品中抗生素等動物

用藥殘留之檢測方法，顯示本局之檢驗技術水準符合國際潮流。 

二、受到中國乳製品中三聚氰胺污染事件之影響，食品中不明污染物之分析成為亟待解

決之重要議題。因此食品安全之監測，除分析特定目標物質外，亦應對未知污染物

進行篩檢，本次研討會中有多篇演講以飛行時間式質譜儀搭配不同的儀器組合進行

檢測，只要選擇適當分析條件，搭配資料庫及軟體處理技術，即可展現分析物組成

特性與樣品指紋特徵，達到較廣範圍之監測。 

三、食品攙偽涵蓋範圍極廣，主要為不法業者以低價成分混充高價成分謀取暴利之摻假

情形，若使用不良成分攙混，更有危害消費者健康之虞。市售食品大多經過加工處

理，型態表徵已喪失，而特定蛋白質等成分亦已變性或降解，要證明食品攙偽必須

克服許多問題。近年來檢驗技術快速發展，讓過去無法檢驗之攙偽食品無所遁形，

會中並提出多篇有關攙偽檢驗技術之分享，例如 DNA 條碼及同位素比質譜儀的

應用等，可供業者建立品質管制之程序，並提供主管機關執法時之所需，共同維護

食品安全。 

四、由於食品之流通快速且數量龐大，業者應從原料來源、產製流程及產品特性，建立

快速有效之品質檢測系統，以確實維護食品安全。在研討會中，講者針對建立快速

檢測系統方法之流程、應注意事項及執行時應具有之正確觀念，提出詳細說明，並

與與會者充分討論。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在業者建立快速檢測系統方法之過

程、確效及申請方法認證時，可提供技術方面之諮詢意見。我國亦可透過此一管道，

多方參與，藉以提升自我之品質。 

 18



五、為維護檢驗結果之品質，使用參考物質及空白檢體進行方法確效為重要程序。NIST 

及 IRMM 人員於會中提出許多有關建立參考物質及空白檢體之一般程序、注意事

項及經驗。由於食品多樣性及成分複雜，檢驗方法開發時常會面臨到沒有參考物質

可供利用之情形，因此美國伊利諾州 Silliker 公司提出包括進行共同試驗、添加試

驗、使用替代參考物質及與參考方法進行比對等4個替代方案，可作為本局開發檢

驗方法之參考。 

六、AOAC INTERNATIONAL 對於公定分析方法之制定原本即有一套嚴謹之程序，為

進一步提升其嚴謹度，正規劃以 Official Method Board 取代 General Referee 統籌

負責公定分析方法制訂之整體執行程序，預計於兩年內正式上路，此流程或可作為

本局審議公告檢驗方法之參考。我國亦可擴大參與 AOAC INTERNATIONAL 之各

項活動，藉以提升各相關領域之水準。 

七、面對新興風險污染事件之處理策略，以風險評估、風險管理、風險溝通為核

心的食品安全風險分析成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工具。為了有效管理及預防新興風

險事件，在美國有 FSIS 與  FDA 共同合作成立的食品緊急事件因應網

路，英國食品標準局特別成立新興風險組。未來我國成立之食品藥物管理局或可

參考此模式，規劃緊急應變措施，確保民眾能接獲迅速、可靠、客觀及全面的

資訊，建立消費者對政府單位之信心。 

八、此研討會是極佳的學習與交流平台，除吸收相關領域之新知外，亦可與會中專家學

者彼此交換相關資訊，有利於工作之發展，故應讓更多同仁有機會參與，以掌握最

新資訊，擴大交流網絡。 

九、即將成立之食品藥物管理局之研究檢驗組工作性質與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之

實驗室類似，本次參訪了解硬體設備為研究發展上重要因素之一，然而更關鍵的應

該是軟體條件之配合，視計畫及目標，提升人員素質及數量，並加強管考，才能使

研究檢驗蓬勃發展，協助達成食品衛生安全管理之整體目標，完成願景。 

十、Jeanne Rade 博士一再強調其實驗室可提供費用給各國相關研究人員至其實驗室學

習研究，我國亦可利用此方式，擇優派遣實驗室人員參與，既可提升及拓展本局之

研究水準與領域，亦可藉此建立彼此長期之良好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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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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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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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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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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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Stanley Milstein 博士 (左二)  

 
 
附件六、Jeanne Rade 博士 (左三) 及馮寄新博士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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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實驗室與研究人員辦公室，隔走道相對應 

  

件八、貫穿實驗室區塊之走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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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每一研究人員之實驗室小區塊 

件十、小實驗區塊之一邊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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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儀器之排氣罩 

件十二、相鄰二實驗台中間之區塊可用於置放鋼瓶及管路，並提供維修用之空間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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