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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2011 年年會(125th AOAC Annual Meeting)，

於 2011 年 9 月 8 日至 21 日於美國路易斯安那州紐奧良市之的喜來登飯店

(Sheraton New Orleans Hotel)舉行。本次會議筆者代表TFDA研檢組二科出

席，並於大會的壁報論文發表會展出本局研究成果壁報兩篇，其一是針對

動物用藥—抗生素多重殘留檢驗方法開發，其二則是針對食品中毒案例之

水樣檢體中病毒之檢驗。本屆AOAC年會之主要活動內容包括：座談會、科

學性專題研討會、壁報論文發表會、儀器及試藥試劑廠商展示、及贊助廠

商大型專題研討會等，會議中可直接與全球各分析檢驗領域之專家學者進

行交流，有任何問題亦可當面請益，即時獲得各種科學性新知，也可建立

與國外專家學者的聯繫管道。大會期間參加儀器廠商的大型發表會，掌握

未來先進快速分析設備的發展現況，並藉由聆聽廠商所邀請的大陸食品管

理領域之專家學者的報告，瞭解陸方食品檢驗技術相關的機構資訊，做為

本局與陸方進行食品檢驗交流的參考資訊。筆者亦協助辦理 20 日晚間所舉

辦的AOAC台灣分會會議事宜，會議由孫璐西理事長主持，並以台灣食品中

塑化劑污染事件之始末進行專題報告，眾多參與台灣分會會議的華裔專家

學者針對此事件熱烈討論，亦對本局合宜的處置措施及檢驗能力表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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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nalytical Chemists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AOAC) 創始於 1884 年，最早是由美國農業部

(USDA) 所創辦，是全球最早成立的有關食品及農業檢驗檢測技術國際標準

化的組織，該組織致力於分析方法的驗證及認可，並制訂各種具國際公信

力的檢驗檢測標準。經過一百多年的發展 AOAC 所頒佈各種國際標準已成

為全球通行的技術標準，並為世界各國廣泛採用。AOAC 每年皆於美國境

內舉辦大型的年會活動，會議中所安排的各種科學性專題研討會及壁報論

文發表等活動，早已成為全球從事科學性檢驗研究工作人員重要的學術發

表、教育訓練、交流學習、建立聯繫管道等的重要平台。筆者奉派參加本

年度於美國路易斯安那州紐奧良市所舉辦的 AOAC 第 125 屆年會，並於會

中發表兩篇壁報論文，其一為有關多重動物用藥抗生素方法開發，另一則

為水中食因性病毒的檢測技術，展示本局檢測技術的研發成果。同時藉由

聆聽各領域的科學性專題研討會、觀摩來自全球實驗室最新的檢驗研究成

果壁報論文發表、與其他專家學者進行面對面討論交流等活動，廣泛收集

國際間新式檢驗檢測技術發展趨勢，並可建立與不同國家學者的聯繫管

道，期望參與此次 AOAC 年會中所獲得的科學性資訊，可運用於筆者所服

務單位的業務發展，為國內檢驗研究工作提供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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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本年度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年會(125th AOAC Annual Meeting)，

於2011年9月19日在美國路易斯安那州紐奧良市的喜來登飯店(Sheraton 

New Orleans Hotel)舉行，正式會議時間為9月18日至21日共計四天，而主要

的會議活動則集中在19日至21日三天。筆者於台灣時間9月16日出發，途經

美國洛杉磯機場轉機後於9月17日抵達紐奧良。9月18日大會開放辦理報名

人員的註冊手續，大會於當日安排數場次的 Committee meeting ，此類會

議是由AOAC所聘請的各領域專家學者組成委員會並進行定期性會議，非一

般人士可以參加。筆者於當天午後完成報到註冊程序，並領取大會手冊資

料帶等。本屆AOAC年會之主要活動內容包括：座談會、科學性專題研討會、

壁報論文發表、儀器及試藥試劑廠商展示及贊助廠商年度大型專題研討會

等。各種會議活動與議程，如附件一所示。    

9月19開始的會議議程，安排有一系列的科學性專題研討會(Scientific 

Session)及壁報論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s)。大會所排定的科學性專題   

研討會涵蓋眾多領域，場次多達26場，與會者可預先篩選想要聆聽的場次

並到場聆聽。26場研討會的內容，含蓋微生物之檢測、全球肉品業微生物

方法標準、抗氧化物質之測定、海洋生物毒素之檢測方法、動物用藥分析

研究之發展趨勢、食品中微小分子污染物質之分析、天然毒素檢測的發展

趨勢、食品中及膳食補給品中為量金屬的先進分析技術、貝毒的化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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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代謝途徑、食品過敏原之篩檢與分析、食品過敏原標準品的製備與研

發、食品與飼料中植物毒素Pyrrolizidine alkaloids之研究、分析方法的國際

調和、化學分析方法確校及方法效能的標準、分析方法不確定度的用途等，

其演講內容的性質從最基本的檢驗技術開發，檢驗方法的評估，到管理法

規層面、檢驗方法的調和等，包羅萬象。每個時段筆者皆挑選業務相關的

研討會出席，聆聽各國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與發現，獲取最新科學資訊，

對於檢驗技術的研究發展方向，提供許多的新的觀念，並開拓檢驗研究的

視野，獲益良多。 

壁報論文展示分 3 個群組，分別於 9 月 19、20、21 日三天分三個時段

進行張貼發表，9 月 19 日第一群組共有 93 篇壁報論文發表，本日展示的壁

報主題包含五項： 

A. Analysis of 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d Residues（食因性污染物及殘

留物之分析）﹕共24篇。 

B. Analysis of Non-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d Residues（非食因性污染

物及殘留物之分析）﹕共31篇。 

C. Microbiological Methods（微生物檢驗方法）﹕共20篇。 

D.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Authenticity and Safety（藥物分析之可信度與

安全性）﹕共計11 篇。 

E. Plant Food, Pet Food and Animal Feed Nutritives, Additives and 

Contaminants（植物性食品，寵物食品，動物飼料之營養、添加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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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共計7篇。 

9月20日第二群組共有73篇壁報論文發表，本日展示的壁報主題包含三項： 

F.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atural Toxins（天然毒性物質之檢測）﹕

共29篇。 

G. Emerging Issues in Food Safety and Security（食品安全性之突發問

題）﹕共11篇。 

H. Food Nutrition and Food Allergens（食物營養及食物過敏原）﹕共33篇。 

 

9月21日第三群組共有84篇壁報論文發表，本日展示的壁報主題包含三項： 

I. General Methods,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一般共同分析

法、品質保證與信賴度）﹕共34篇。 

J. Botanicals and Dietary Supplements（植物性營養補充劑）﹕共40篇。 

K. Performance Tested Methods（經效能測試方法）﹕共10篇。 

與會者可於大會規定的時段（中午 11:10~13:00）於壁報展示區與壁報作者進

行面對面的溝通交流，藉由專家間的問答與資訊交換，提升精進各研究領域

的技術。筆者代表 TFDA 研究檢驗組第二科，發表兩篇壁報論文，第一篇是：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Multiclass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Porcine 

Liver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Electrospra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以利

用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檢測猪肝中動物用藥殘留之多重分析法）；第二篇則

是：Viruses in Water Samples from Foodborne Outbreaks in Taiwan (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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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台灣食因性中毒案例中水樣檢體之病毒檢測）。筆者所發表的壁報論文摘

要及壁報論文如附件二。 

出席學術性國際研討會，參觀來自全球專家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

是學習新知並瞭解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最佳管道，筆者把握機會閱覽業務

相關領域的壁報論文，期望能收集到對筆者單位業務相關且具有發展檢驗

研究效益的科學新知。如土耳其的學者所發表的論文：Identification of 

animal species origin of gelatine used in processed foods in Turkey & Germany

（鑑別土耳其及德國市售加工食品中所使用之明膠成分的動物來源）。明

膠成分具有凝膠特性，廣泛使用於糕餅甜點或糖果的製造上，明膠的來源

可分為幾種，有猪皮來源、牛皮來源、魚皮來源、海草來源等，然土耳其

等回教國家或猶太教徒因宗教教義的關係，不允許食用含有猪來源的食物

成分，但甜點中的明膠成分因為經過酸鹼水解等的萃取程序，要鑑別其源

自於何種物種，難度極高。作者選用SureFood 這家公司所生產的DNA萃取

套組，搭配該公司所生產的Real-Time PCR檢測套組，可在合理的確校範圍

內精確的檢測甜點糖果中的明膠成分是否含有猪成分〈如附件三〉。 

日本厚生勞動省國立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的中村公亮研究官，

發表 Detection Method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Papaya Resistant to Papaya 

Ringspot Virus TK Strain in Processed Food（加工食品中基因改造木瓜

PRSV-YK 品系之檢測方法）。筆者曾數次與日本從事基因改造食品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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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進行交流，知悉該篇作者所服務的機構致力於基因改造食品檢驗

技術的開發，筆者之所以對本篇論文特別感到興趣的原因是因為其文中所

提到的基因改造木瓜 PRSV-YK 品系正是源自於台灣，亦即日本市售木瓜產

品中驗出含有台灣學術界所研發的基因改造木瓜，由於該項作物在日本是

屬於未經核准的基因改造作物，故曾在日本政府及社會引起極大的關注。

作者於木瓜輪點病毒外鞘蛋白的保守區域基因序列 (highly conserved 

sequence)及 35S 啟動子序列間設計引子及探針，開發完成可檢測未經核准

基改木瓜的檢測技術。筆者於會場與作者進行討論，作者解釋該檢驗技術

並非只針對台灣所發展的 PRSV-YK 基改木瓜進行檢測，而是可篩選出所有

具 PRSV 抗性的基改木瓜，其所驗得的加工食品有木瓜葉茶包，木瓜醃漬

物及木瓜果醬，主要集中在沖繩地區，且這些產品的原料都不是使用進口

的木瓜，而是使用日本當地所生產的木瓜，因此可推測目前日本境內已有

未經日本政府核可的基改木瓜種植。 

來自日本農林水產省食品總和研究所的真野潤一博士，發表

Development of Group Testing Method to Evaluate Weight per Weight GMO 

Content in Maize Grains（玉米穀物中所含基因改造成分重量百分比的群集測

試方法）。由於分子生物技術的進步，現今全球的作物市場已經充斥各種的

基改作物，其中又以玉米及黃豆為最大宗。台灣因為地小人稠，因此每年

都需進口大量的玉米供給國內龐大的食品及飼料市場需求，因此亦引進不

少的基改玉米。隨著越來越多的基改玉米商業化種植，如何有效採樣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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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體積龐大的進口原料玉米成為各國檢驗機構的重要課題。本篇作者即運

用群集檢測(group testing)的方式，開發一套較為快速又相對比較可行的基

改玉米定量檢驗技術。其方法是使用一種極容易於市面上購得的小型粉碎

機，於玉米樣品中隨機選取 20 顆玉米粒作為一個群集檢測單位，以小型粉

碎機一起粉碎、抽取 DNA 並以 Real time PCR 定性檢測是否含有基改玉米

成分，於第一輪迴篩選測試時，共需執行 10 個群集檢測單位的測試，如果

在第一輪迴篩選測試中測得 7 個以上的群集檢測單位含有基改玉米成分，

則需再另外執行第二輪迴篩選測試，亦需進行 10 個群集檢測單位的基改玉

米定性測試。測試結果如果在這總共 20 個群集檢測單位，驗得超過 12 個

群集檢測單位含有基改玉米成分，則經由統計程式分析即可計算該批玉米

樣品中所含基改玉米成分，是否超過日本基改食品標示制度法規所規定的

5%上限。筆者所發展的技術已經通過日本國內實驗室共同試驗確效程序，

其準確度與目前現行官方方法不相上下，但操作實驗上則更為簡便有效

率，作者表示未來希望將此方法推展成為日本官方公告標準方法，以取代

現行較為繁瑣的檢驗方法〈如附件四〉。 

AOAC 台灣分會會議（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於9月19日

晚間6 點舉行，由AOAC台灣分會理事長台大教授孫璐西博士主持，筆者亦

協助會議的準備工作，幫忙布置會場、準備、發送會議資料及致贈與會來

賓紀念品等。會議約有20多位來賓出席，幾位服務於美國FDA及其他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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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的台灣專家如周家璜博士等也到場參與開會討論，另有許多則是來

自大陸的各界人士以及同樣服務於美國FDA的大陸籍專家學者，其中，劉

秀梅女士則是中國現任國際食品添加劑法典委員會秘書處（Secretariat in 

General, Codex Committee of Food Additives）的負責人。會議開場由現任

AOAC台灣分會理事長孫璐西教授以台灣今年所發生的食品中違法添加塑

化劑事件為題進行專題報告，本局研檢組曾素香科長則接續進行補充說

明，將塑化劑事件發生的始末及TFDA如何經由檢驗發現飲料中含塑化劑、

擴大調查規模、後續處置、警檢調介入調查、可疑食品查扣等程序做了系

統性的說明，出席者對於此食品危安事件都具有極大的興趣，會議中踴躍

的針對此議題發問及討論，而孫教授及曾素香科長的說明，也讓與會者清

楚瞭解到TFDA在塑化劑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更加肯定衛生署的處理原則

及TFDA的在此事件中所做的努力。當討論到TFDA整併之後，檢驗部門面

臨到預算與人力嚴重吃緊的問題時，與會專家也深表認同並表達憂心的看

法。周家璜博士以美國FDA的例子說明食品檢驗業務在美國受到重視的實

況，周博士講述近年來美國政府的財政狀況也不佳，政府部門裁減預算時

有所聞，幾年前部分FDA實驗室也因經費的不足問題面臨關閉實驗室的壓

力，就在檢討實驗室存廢之際，2008年大陸發生不肖商人於奶粉中添加三

聚氰胺化工原料事件，影響所及，許多使用此種有毒奶粉成分進行加工製

作的食品被銷往世界各國，引起全球性食品安全的恐慌，包括美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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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美國政府也正視到食品檢驗實驗室是無法以實際產出效益作為績效評

估的依據，實驗室的存在價值是當發生事件的當時適時發揮其檢驗檢測的

功能，找出致病因子進而進行預防，避免事件擴大或防止其再發生影響更

多人民健康，而在事件發生之前，實驗室則必須不斷進行檢驗研究實力的

培養，所謂練兵千日用在一時的概念。因此在食品三聚氰胺事件之後，美

國國會即做成一項決議，無論國家財政如何拮据，FDA及FBI兩個單位的實

驗室絕對不可以關閉，因為民生議題永遠是影響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美

國政府的考量正好可以提供台灣規劃成立食品藥物管理署時的參考，會議

召開的實況，如附件五所示。 

9 月 19 日，筆者出席由Waters公司專為華人所舉辦的晚宴說明會，時

間正好安排在AOAC 台灣分會會議結束後的時間，Waters公司針對其公司

之沿革及若干新式儀器先行做了一番介紹，由於此宴會是由Waters公司所舉

辦，故商業宣傳與廣告自是在所難免，在一段公司宣傳活動後，接下來則

是邀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劉秀梅女士進行演說，劉女士是中國現任國際食品添加劑法典委員會秘

書處(Secretariat in General, Codex Committee of Food Additives)的負責人，其

在中國食品界甚至全球性有關食品添加劑的標準及規範的制訂，具重要之

影響力，因此筆者出席AOAC大會期間，台大孫璐西教授就特別說明這位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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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梅女士是所有在食品界華人都應該要認識的重要人物。劉女士以「中國

食品安全標準的現況」發表短暫演說，讓出席晚宴的華人對目前中國食品

安全標準規範有一些概略性瞭解（如下圖）。 

 

 

 

 

 

 

 

 

 

 

 

 

 

 

依據筆者所知，中國目前與食品安全標準與檢驗技術標準最為相關的中央

部會，就屬劉女士所任職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劉

女士簡報中也介紹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的組織沿

革，該單位的前身最早可溯到 1950 年代的中央衛生實驗院（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1957～1983 年改制為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研究所（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於 1983 年中國成立了衛生部食品衛生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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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所（Institute of Food Safety Control and Inspection, MOH）及中國預防醫

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CAPM, MOH），承接食品衛生和營養領域相關任務業務。2002 年中國成立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上述兩個單位再次進行業務整併，成為CDC

下轄的營養與食品安全所（NINFS），專司中國食品安全相關工作。劉女士

並指出，2011 年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又將會分割成為兩個單位，分別是中國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及營養與食品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這

些資訊成為筆者瞭解中國食品衛生管理機構的重要資訊（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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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 AOAC 年會會議的所有議程於 9/21 日下午全部結束，大會當天

晚上七點於喜來登飯店舉辦盛大的閉幕晚宴，犒賞來自全球各地的專家學

者四天來的辛勞，同時也歡慶這次大會的順利成功及收穫滿滿，並預告明

年的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2012 年年會將於美國西岸的拉斯維加斯市舉

行。筆者 9/22 日即由紐澳良國際機場出發，經由洛杉磯機場轉機後於 9/23

日順利返抵台灣，結束此趟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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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一、加強建立與國際專家學者持續性聯繫，獲取食品領域重要資訊 

筆者於會議期間瀏覽各國專家學者所發表的壁報論文，壁報會場中閱

讀到日本厚生勞動省國立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中村公亮研究官所發表

發表 Detection Method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Papaya Resistant to Papaya 

Ringspot Virus TK Strain in Processed Food（加工食品中基因改造木瓜

PRSV-YK 品系之檢測方法），由於本論文檢測的 PRSV-YK 基改木瓜是源自

於台灣，筆者正好可以藉此機會當面請教作者關於該事件的始末，作者瞭

解筆者所服務的單位為台灣負責基改食品檢驗方法開發的單位，也很熱切

與筆者交換名片及討論（如附件六）。筆者表示論文中所發現的含基改木瓜

的市售產品包含木瓜葉茶包，木瓜醃漬物及木瓜果醬，產品都集中在沖繩

地區，且所運用的原料皆為日本當地栽種的木瓜，顯示日本境內有未經核

准的基改木瓜種植，作者所研發的篩檢技術亦可提供本局檢驗研究參考。

透過作者的介紹，也清楚瞭解目前日本厚生勞動省國立醫藥品食品衛生研

究所負責基改食品檢驗的單位及其主管，雙方同意日後如有基改食品方面

的問題，可藉由 E-mail 進行進一步的聯繫。筆者於會議結束後回到台灣，

亦收到中村公亮透過 E-mail 所提供的有關基改木瓜 PRSV-YK 檢測檢驗的

發表文獻及日本厚生勞動省食品安全局所公告的有關基改木瓜 PRSV-YK

的檢驗方法，提供筆者參考（如附件七）。現今由於貿易全球化，許多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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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議題都是跨國性的問題，隨時掌握全球所發生的食安議題，並收集

來自各國專家的資訊與意見，才能掌握先機，以利第一時間擬定因應方案

以維護國家民眾安全，AOAC 大會集中來自全球產官學界的專家學者，是

交換資訊及建立聯繫管道的最佳平台，本局身負國內食品藥物化妝品等的

安全事務，更應持續參與此類國際性學術會議，廣泛結識各國各領域專家，

充實本局國際資訊的來源管道。 

 

二、食品過敏原為國際關注的食品安全重點項目之一，應持續投注相關檢

驗研究 

食品中的成分引發人體過敏反應一直時醫學界及食品界重視極為重視

的食品安全議題之一，食物過敏是導因於攝入口中的食物含有會誘導人體

免疫系統反應的的成分，亦即生理上對於攝入的食物產生了免疫反應。這

種免疫反應輕則於皮膚上出現紅腫，重則造成呼吸困難進而死亡，因此不

可不慎。由於地域及人種的差異，不同國家或地區的民眾對於可能引發食

品過敏反應的食物種類也不盡相同，因此為維護民眾飲食安全，目前許多

重視食品安全的先進國家，已先後實施食品中過敏原成分的標示制度，如

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因此，建立食品過敏原

檢測技術亦成為食品檢驗領域重要的課題。本次大會安排的壁報論文發表

活動中，9月20日所排定的三大主題其中之一即為Food Nutrition and Food 

Allergens（食物營養及食物過敏原），本主題中共有33篇壁報，其中16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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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種食品過敏原成分的相關研究論文。由於引發過敏反應的食品成分

中，蛋白質是主要的致病因子之一，因此多篇論文是研究以ELISA原理開發

快速檢測方法，另有幾篇是針對麵粉中麩質(gluten)致過敏成分的研究，此

外尚有針對芥菜(mustard)致過敏蛋白質的研究、米中的過敏原物質及蛋白質

的研究、甲殼類動物成分之研究、黑巧克力及甜餅乾中多重致過敏成分之

檢測研究等等，更有學者發表以LC/MS/MS儀器開發檢測麵包及義大利麵中

致過敏成分之檢驗技術。本署近年來已積極研究規劃適合我國國情的食品

過敏原標示制度，在各種先期的調查與研究中研檢組也積極從事於食品過

敏原分子生物快速檢測方法的開發，本次會議中所收集到有關各種食品過

敏原的檢驗技術研究，以及以LC/MS/MS原理檢測食品過敏原成份等的科學

新知，正可提供作為本局研檢組構思規劃未來從事食品過敏原檢驗研究的

方向。同時，從國際性學術會議對於食品過敏原研究主題的重視程度，亦

清楚點出本署應更積極構思與研擬適合台灣國情的食品過敏原標示制度，

而對於台灣食品業者而言，更是必須認清實施過敏原標示制度是台灣食品

產業未來必須一定要走的路。 

 

三、應持續擴增檢驗分析精密儀器，建構符合世界水準的檢驗技能，以維

護民眾安全並促進食品國際流通 

隨者科技進步，越來越多的食品成分的檢驗技術都必須運用高科技精

密儀器設備，並開發更為精良的分析檢驗技術。本次會議多篇針對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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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用藥殘留之檢驗技術研究報告，都著重於以高效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

LC/MASS/MASS 或 Q-TOF MASS 開發多重殘留的檢測技術；食品中真菌

毒素殘留的檢測研究，著重於開發 LC/MASS/MASS 技術；食品中真海洋毒

素之研究，著重於開發 LC、LC/MASS、Tandem MASS 的技術；甚至食品

過敏原成分之檢驗研究，亦有使用 LC/MASS/MASS 儀器設備，顯見在越來

越講求快速、精確及低檢出值的發展趨勢下，使用更為先進的儀器設備以

制訂檢驗方法已經是必然的潮流，本局研檢組為我國的國家實驗室，具技

術領導之檢驗地位，更必須洞燭先機，規劃購置各領域先進精密儀器，開

發建立相關的檢驗技術，以利與國際接軌。而本局近年來已先後購置一些

精密分析儀器，如高效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LC/MASS/MASS)、液相層析

四極柱式/飛行式串聯質譜儀(LC/Q TOF MS)、即時聚合酶連鎖反應器

(Real-Time PCR)等，並也都投入於相關檢驗方法的開發，未來仍需請支持

本局持續購置各種精密儀器設備，建立相關檢驗技術與能力，加強為全體

國民的健康安全把關，亦能促進台灣食品產業的國際貿易流通，以檢驗技

術協助解決跨國性貿易障礙。 

 

四、檢驗技術人才培育不易，應持續培植及維持實驗室檢驗人才與人力 

AOAC 台灣分會會議（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於 9 月 19 日

晚間舉行，多位服務於美國 FDA 及其他州政府食品衛生相關部門的台灣或

華裔專家學者皆到場參加，多位出席的專家學者對於台灣 FDA 目前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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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編制及規劃中之食品藥物管理署的檢驗人力編制都相當關心，對於本

局檢驗研究部門面臨預算與人力吃緊的問題，大家都深表關心與憂心，以

美國 FDA 為例，目前從事檢驗技術研究工作的實驗室編制內人員，就達到

千人的規模。而食品檢驗技術與人才建立不易，其能力是必須靠經年累月

實際從事實驗工作的經驗累積而成，如此才能在任何重大食品危安事件發

生時，立即發揮其功能，這些檢驗技術人員一旦離職或轉職，當面臨需求

再來重建實驗能力之際，所需耗費的經費與時間將會是數倍計，因此多位

專家學者皆表達本局應持續投注心力與經費維持檢驗技術人才及實驗室規

模，以利面臨越來越嚴苛與多樣化的國際化食品安全與衛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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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b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elung, Taiwa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rapid method by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combined with 

positive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to identify different classes of 15 antibiotics 

in porcine liver (macrolides, β-lactam antibiotics, lincosamides and 

miscellaneous antibiotics). Sample preparation was included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followed by methanol, Na2EDTA and acetonitrile. The extracts 

were cleaned up by hyflo supercel, and were evaporated to dryness under a 

stream of nitrogen. The chromatography was carried out on a Waters 

Acquity UPLC HSS T3 column, mobile phase component A was water with 

0.005% formic acid, while component B was acetonitrile.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50.2% to 115.8 %, and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were from 

2.8% to 15.1 %. Estimated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were 0.25- 10 ppb.   

 

Key words: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macrolides, β-lactam, lincosamides 

 

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Taiwan 

Hsin-Fang Lua, Yu-Yun Tangab, Che-Yang Lina, Hsu-Yang Lin a,*, Deng-Fwu Hwangb, 

Lih-Ching Chiueha, Daniel Yang-Chih Shiha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Multiclass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Porcine Liver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Electrospra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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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ic viruses cannot multiply in the environment, but they may survive longer in water 

than most intestinal bacteria and are more infectious than most other microorganisms. In 

many respects, PCR is more effective than conventional cell culture and has proven to be 

a rapid, sensitive, specific and inexpensive method for detecting viruses. We developed 

methods to concentrate and detect viruses in water. Water sample 100 mL was 

concentrated by Amicon ultra-15 centrifugal filter units. For 1000 mL water, it was 

filtered through negatively charged membrane first, then the eluate was further 

concentration by using Amicon ultra-15 centrifugal filter units. Viral RNA was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PCR) after RNA extraction. While HAV (strain HM175) 

were inoculated into 15 and 1000 mL distilled water, the detection limits were 50 and 100 

genome equivalents, respectively. Thirty-two water samples, from foodborne outbreaks in 

Taiwan throughout 2010,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among norovirus GI, 

norovirus GII, HAV and astroviruses, the detected ratios were 3.1%, 9.4%, 12.5%, and 

25%, and sapovirus, rotavirus (A~C), and HEV were non-detected at all. 

 

 

Viruses in Water Samples from Foodborne Outbreaks in Taiwan (2010) 
 

Kao-Shien Hsu, Che-Yang Lin, Shu-Wan Wang, Tsui-Ping Huang, Hsu-Yang Lin, 

Lih-Ching Chiueh, Daniel Yang-Chih Shih 

Section of Food Biology Analysis,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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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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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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