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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質譜研討會主要為了增進世界質譜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所舉辦之

國際性會議，每兩年舉辦一次，本次舉辦的時間為 9 月 15 日到 9 月 21 日，

地點在日本京都，參與者多為世界各地頂尖學術機構與相關質譜應用之工

業界人士，皆為此領域之代表性人士。今年參與人數近萬人，除了六場邀

請演講外，共有千餘篇研究成果分別以口頭與海報方式發表。除了最新質

譜技術與相關應用之學術成果發表之外，世界知名質譜廠商也在會議中發

表最新開發出的產品與其應用。藉由參與本屆世界質譜研討會，可得知目

前世界上質譜技術的趨勢，與目前質譜於不同領域上的最新應用。同時也

可藉由廠商的介紹，得知目前世界上商業化質譜儀的最新進展及其實際的

應用範圍。本次會議本人於九月二十日以海報方式發表研究論文，論文題

目為 :Determinat ion of  Prohibi ted Components  in  Hair  Dyes by Sol id  Phase 

Extract ion  Coupled with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主要是以固相萃取法結合液相層析串聯質譜技術，分析市售

染髮劑中微量之禁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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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世 界 質 譜 研 討 會 (International Mass Spectrometry Conference，

IMSC) 是 由 世 界 質 譜 基 金 會 (International Mass Spectrometry 

Foundation， IMSF)主辦，主要目的為增進質譜技術開發與應用，所舉

辦之國際性會議，為目前除了每年所舉行之美國質譜學會年會外，另

一個國際間重要質譜相關會議。本研討會每兩年舉辦一次，往年皆在

歐洲舉行，本屆為首次移至歐洲之外的國家舉行。本屆會議於日本京

都舉行，由日本質譜學會協辦，故本次大會與本年度日本質譜學會年

會合辦。本研討會與會者大多來自世界各地學術機構與質譜應用工業

界人士，皆為質譜領域中最具代表性人士。大會議程中，除質譜在各

項領域應用技術之開發及質譜儀發展之前瞻性論文報告及海報論文

外，並有全世界質譜儀各大廠牌之廠商產品展示和 workshop，以提供

目前最新型商業化質譜儀功能與其在不同領域應用之介紹。大會約有

近一萬人參加，與會人士來自世界各國，除各地區學術機構的專家學

者外，也包含了生化藥廠、食品業、檢測業等不同領域產業界之先進。

台灣方面除了指導教授中興大學化學系李茂榮教授參加外，與會者還

包含台灣大學化學系何國榮教授、中山大學化學系謝建台教授、中研

院化學所陳玉如教授等六十餘位國內頂尖質譜專家參與本次大會。會

議含報告研討和壁報論文方式，所發表的均為目前質譜最新進展和技

術，無論是口頭報告或壁報論文，皆以特性分組，包含藥物分析 (drug 

analysis)、蛋白質體學 (proteomics)、代謝體學 (metabolomics)、脂質體

學 (l ipidomics)、儀器、食品安全、質譜影像 (imaging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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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種不同領域。藉由參與世界質譜研討會，可以得知目前世界上最

先進的質譜技術與研究方向，並可以與來自不同地區的質譜學家進行

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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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行程與議程 

 本次大會除了世界質譜研討會外，同時舉行日本質譜學會年會，

因本次大會前兩天主要是以日本質譜學會年會以及廠商的 workshop

為主，故筆者由大會第三天 (九月十七日 )開始參與。  

 

九月十六日 :  搭乘日本航空公司班機由桃園機場直飛日本大阪關西機

場，再從關西機場搭乘日本國鐵至本次大會舉辦地點京都。  

九月十七日 :  早上報到後即參加大會演講，本日之大會演講者為美國

印 地 安 那 大 學 (Indiana University) 化 學 系 David Clemmer 教 授 ，

Clemmer 教授為目前世界知名離子移動能譜 (ion mobili ty spectrometry)

之專家。利用層析技術結合質譜技術分析複雜基質樣品中超微量成

分，受限於干擾物之影響，因此仍有其缺陷，若能多增加一維的分離

系統，對於複雜基質的分析有絕大的助益，目前以結合離子移動能譜

與質譜技術之分析技術最受矚目。Clemmer 教授在演講中介紹離子移

動能譜過去之發展及相關應用外，同時針對該技術在未來於技術之改

良與在不同領域的應用，由其實針對離子移動能譜術解析度方面之提

升，有詳細的描述與討論。大會演講後分為五場不同領域之口頭報告，

與會者可參加同一領域之演講或僅針對個人有興趣的題目進行聆聽。

筆者除了聆聽軌道阱質譜儀 (Orbitrap)發明者 Dr. Alexander Makarov

針對最新軌道阱在串聯質譜技術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之應用

外，其餘時間皆參加質譜影像  ( imaging mass spectrometry)領域之口頭

報告。質譜影像為目前質譜領域中最新的發展，最主要的功能為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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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分析的組織中，不同物質流佈之分析。而在下午場的口頭報告中，

除了影像質譜領域之聆聽外，也參加離子移動能譜 -質譜技術領域之發

展與應用領域之口頭報告。在口頭報告的空檔主要為觀看海報論文，

並且與發表者進行內容之討論。  

九月十八日 :  第四天大會演講者為荷蘭 Utrecht University 的 Albert  

Heck 教授，Heck 教授除了在 Utrecht University 執教外，同時也任職

於荷蘭蛋白質體中心，而 Heck 教授主要是針對質譜技術在蛋白質體

分析與結構生物學 (structural  biology)之應用。近年來由於質譜技術於

蛋白質體學之應用，促使質譜儀每年也有相當進展，而使得蛋白質體

學能獲得更進一步的結果，也使得結構生物學之研究有相當的進步。

除 了 海 報 論 文 外 ， 口 頭 報 告 部 分 ， 主 要 是 參 加 質 譜 微 小 化 (mass 

spectrometry miniaturized)與質譜技術於疾病診斷 (mass spectrometric 

diagnosis)領域之報告。  

九月十九日 :  目前除了蛋白質體學是大家所重視的領域外，代謝體學

(metabolomics)、醣質體學 (glycomics)與脂質體學 (l ipidomics)也是系統

生物學 (system biology)中受到大家重視的學門，主要原因為上述三種

不同的分子，在生物系統的行為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質譜技

術在此三領域的應用，無論在質譜學或生物學中，逐漸受到大家的重

視。本日即針對此三領域的口頭報告，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題目進行聆

聽，其中包含大陸長春應化所劉淑瑩教授，劉教授同時也為大陸人蔘

研究所所長，主要是利用質譜技術於人蔘中具有活性的皂苷類化合物

與多醣體之分析與鑑定。劉教授在本次大會中主要針對利用基質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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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射脫附游離法與電灑游離法質譜術於人蔘中寡醣體 (oligosaccharide)

與單醣體 (monosaccharide)之鑑定，主要即利用質譜技術去判定人蔘寡

醣中個單醣的接法，由於不同的接法會對於該寡糖活性有很大之影

響，因此也可突顯分析鑑定單醣接法之重要性。  

九月二十日 :  由於目前對於複雜基質中小分子的定量分析逐漸追求更

低之偵測極限，因此層析結合質譜技術也成為目前最主要被應用的分

析偵測技術。因此相較於前幾天的口頭報告主要是注重於質譜技術於

蛋白質體學、代謝體學等生化應用上，今日大部分口頭報告大多為質

譜技術於小分子的定性與定量分析。因此今日所聆聽的口頭報告也著

重於目前質譜技術於定量分析之應用，特別是在環境分析上之應用。

此外，也聆聽 UCLA 大學 Joseph Loo 教授之口頭報告。Loo 教授研究

主要為開發生物質譜技術於蛋白質結構之鑑定以及生物質譜技術於蛋

白質體學與疾病生物標誌 (disease biomarkers)之應用。在演講中，Loo

教授介紹利用離子移動能譜技術結合不同解離方式之串聯質譜技術，

於與愛滋海默症、帕金森氏症相關的蛋白質分析鑑定之應用。而筆者

的論文也於今日以海報的方式發表，所發表的研究主要是開發一固相

萃取 -液相層析串聯質譜法分析市售染髮劑中禁用成分之分析，並於大

會所規定的時間內於海報前接受與會者的問題並給予回答，藉此達到

學術交流之目的。  

九月二十一日 :  本日大會演講的演講者為美國 Vanderbil t  University 的

Richard Caprioli 教授，Caprioli 教授為目前世界在質譜影像技術中最

受 矚 目 的 學 者 ， 在 演 講 中 介 紹 以 基 質 輔 助 雷 射 脫 附 游 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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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MALDI)為主之質譜影像術

於蛋白質體、代謝體等不同領域之應用。演講內容主要介紹如何在最

短時間內獲得更高解析度的質譜影像，利用 Caprioli 教授所開發之方

法可在十分鐘內獲得老鼠腦部組織的質譜影像圖，解析度可高達 1-10

微米 (μm)。而本次大會最後一場邀請演講講者為普渡大學的 Graham 

Cooks 教授，Cooks 教授為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質譜學者之一，在質

譜的發展中貢獻良多， Cooks 教授在本次演講中描述質譜進展之過

去、現在與未來展望。演講中 Cooks 教授談及雖然目前質譜技術發展

速度相當快，但是質譜儀所需的空間與相關環境如電源、氣體源等仍

須要相當大的空間，若能夠將目前質譜儀微小與簡單化，即可廣泛應

用於個人或家庭之分析中，此為 Cooks 教授對於質譜技術未來展望之

期待。在此兩場大會邀請演講中，仍參加不同領域的口頭報告，主要

是聆聽離子捕捉技術之進展與在生化分析之應用以及大氣壓質譜法

(ambient mass spectrometry)中所開發之新技術與該技術在不同領域之

應用。  

九月二十二日 :  於京都搭乘日本關西地區之鐵路系統至關西機場，搭

乘日本航空公司班機從關西回到桃園機場，完成本次參與世界質譜研

討會之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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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第一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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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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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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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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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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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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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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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含報告研討和壁報論文方式，參與者能廣泛交換經驗心

得，大家感到受益良多。雖然大會議程只有短短幾天，但所發表的均

是目前當今質譜技術的最新進展，無論是口頭報告或壁報論文，包含

儀器特性、環境應用、生化大分子、蛋白質體、代謝體、醣質體學、

脂質體學等不同領域之應用，每個人可選擇與自己本身研究相關，或

有研究興趣的論文進行聽講與閱讀，並與發表者直接面對面討論研究

內容。自從電灑游離法與基質輔助雷射脫附游離法開發後，近幾年來

論文的約有一半以上均偏向生化方面的題材，即利用質譜所能提供的

資訊，協助解決系統生物學所面臨的問題，由此可見，質譜科學於生

化領域之研究是不可缺少之利器。此外，近年來質譜影像技術逐漸受

到大家重視，特別是應用此技術於腦中脂質之流佈，並由特定化合物

的流佈，對於實際動物或植物所產生的行為與反應，能有更合理與更

進一步之解釋。藉由參與世界質譜研討會等重要國際會議可讓研究人

員能獲得目前世界上最新的研究進展，並可以與其他國家頂尖的專家

學者們直接進行交流，對於拓展研究人員的國際觀亦有相當大助益，

因此建議研究人員能多多參與國際會議，使得國內的研究能逐漸與國

際同步。然而，常常會礙於經費的關係，導致許多研究人員無法參與

重要國際會議，因此希望未來能多補助研究人員參與國際會議，以增

進研究之水準以及與世界上相關領域專家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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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本次研討會於日本國立京都國際會館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舉行  

 

 
筆者於會議中所發表論文之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