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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 

姓名職稱：戴淑美 副教授 

出國地區：美國田納西州諾斯克維爾 

出國期間：101年 11月 11日 至 100年 11月 14日 

報告日期：101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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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60屆美國昆蟲學年會(6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於美國田納西州的諾斯克維爾舉行，主題為一個為全球科學存在的全球

學會(A Global Society for a Global Science)，在此新視野下，成功吸引大

量的高品質專題討論會(symposia)。從49個國家，將近3,000 個學者組成103專

題討論會與總共2,485 篇的論文發表，其中包括405個一般海報( posters)、230

個學生海報比賽與33 個虛擬海報(virtual posters)。議題主要涵蓋：(一)節肢

動物基因體學的全球觀(A Global View of Arthropod Genomes)，(二)非脊椎生

物的基因轉殖(Transgenic Engineering of Invertebrate Species)，(三)以水

生昆蟲偵測全球變化 (Aquatic Entomology as a Measure of Global Changes)，

(四)全球節肢動物的忌避研究與發展 (Global Arthropod Repell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五)微生物防治藥劑的永續性：目前的挑戰、最近的發展

與未來的需要(Persistence of Microbial Control Agents: Current Challenges, 

Recent Advancements and Future Needs)，(六)螨蜱學的最新進展(Current 

Advances in Acarology)， (七)第四代殺蟲劑： RNA干擾或後轉錄基因默化的

介紹[An Introduction to RNA Interference (RNAi) or Post 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 Fourth Generation Pesticides]等。其中RNA干擾技

術的應用仍是此次會議的寵兒，每一場相關專題討論會均擠滿感興趣的聽眾。此

次參加會議主要的目的除了以海報型式發表最近在二化螟抗藥機制的後續研究

成果，也希望藉此機會獲得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與認識更多各國的昆蟲學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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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美國昆蟲學會(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ESA)是世界上最

大的昆蟲專業與科學服務組織，成立於 1889年，目前擁有超過 6,000名的會員。

此學會的首要活動是每年輪流在美國境內不同地區舉辦年會，號招各方昆蟲學家

與其他科學家發表討論相關研究資訊。除此之外，也提供會議(conferences)、

論文提交 (submitted papers)、繼續教育研討會 (continuing education 

seminar)、學生口頭報告或海報展示比賽、同行與雇主雇員間的交流等機會。值

得一提的是此學會逐漸從美國境內的昆蟲學會轉型為國際性的昆蟲學會，近年來

外國會員均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長，發表論文的外國作者也占一半以上。今年又

特別以”一個為全球科學存在的全球學會(A Global Society for a Global 

Science)”為主題，吸引從 49 個國家、將近 3,000 名學者組成 103 個高品質的

專題討論會(symposia)。在這種屬性的研討會中，有很多機會可以獲得不同領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動向，並與熟識或新認識的研究人員相互交流訊息。因此，在

獲知本次會議的主題後，即積極籌畫參與此年會。一方面以海報形式發表最近的

研究成果：A314S substitution in acetylcholinesterase resulting in changes 

of its catalytic efficiency contributes to carbofuran resistance in Chilo 

suppressalis，另一方面則聽取相關領域的最新發展趨勢，認識更多慕名已久的

昆蟲學家。 

  

 

二、參加會議經過： 

 

11月 9 日(五) 

晚上 11點 50分由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起程，當天晚上 8點 30分抵達洛杉磯。

在機場附近旅館過夜，方便隔天一早搭七點 50分的飛機前往目的地。 

 

11月 10日(六) 

早上 7點 50 分搭乘中型飛機前往亞特蘭大，飛行時間比預定少一小時，於

2點左右提前抵達。亞特蘭大機場十分大，從下機的 E出機門到前往 Knoxville

的 C登機門至少要走 20分鐘以上，幸好在中途某轉折點有電車可搭乘，節省一

半時間。下午 4點 10分換搭不到 100人坐的小飛機到會議舉行的小城 Knoxville。

因為時差關係，到達下塌旅館時天色已黑。簡單安頓後即搭大會安排的會場旅館

穿梭巴士到會場報到，順便用過晚餐後才回旅館休息，準備參與隔天各項感興趣

的相關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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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日) 

第一天有多個重要的研討會主題，上午先參加"全球節肢動物的忌避劑研究

與發展”研討會，在會中獲得多個重要訊息與觀念。例如：（一）開發自然產物

或綠色化學物質作為蚊子的忌避劑，包括由夏威夷或印度偏方所萃取的長鏈脂肪

酸。（二）進行忌避實驗所用的生物檢定方法與取代血液的溶液配方。（三）在費

洛蒙中加入殺蟲劑以降低害蟲為害。接著則參加下午的”第四代殺蟲劑：RNAi”

的介紹，這個主題在近年來的研討會十分熱門，晚到的人只能站在門口聽講。目

前 RNAi的應用主要有三：作為治療劑使用、改良作物與防治害蟲。在防治害蟲

方面要注意的有目標抑制基因的選擇、輸送方式（如何導入蟲體）與穩定性。令

人印象較深刻的是將 RNAi做成餌料讓欲防治的昆蟲吃進體內，以達基因默化效

果。重要研究例子有白蟻與牛蜱。晚上則參加學會的歡迎茶會，在多人致詞與頒

獎後，原預期有可以裹腹的食物，沒想到大排長龍之後，卻只有數量有限的玉米

片與味道奇怪的炸雞塊，只得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冒雨覓食。 

 

11月 12日(一) 

這一天的活動大多為學生的演講比賽與壁報比賽，所以上午留在住宿旅館調

整時差，並努力撰寫趕著要繳交卻未能在出國前完成的期末報告。中午才搭接送

巴士到會場觀看海報與廠商展覽的產品，以及張貼隔天要展示的海報。此次會議

共發表兩篇海報論文： (一 ) 有關水稻害蟲二化螟的抗藥性研究 -- A314S 

substitution in acetylcholinesterase resulting in changes of its 

catalytic efficiency contributes to carbofuran resistance in Chilo 

suppressalis，(二)有關登革熱病媒蚊埃及斑蚊的抗藥性研究。 

 

11月 13日(二) 

星期二早上有兩個值得一聽的專題討論會：(一)危機會驅動革新嗎？昆蟲抗

藥性管理：Proactive 或 Reactive? (二) RNAi：從基礎科學到全球應用 (From 

Basic Science Toward Global Application)。但由於早上 10:00必須到海報展

示區向觀看者說明內容細節，因此僅能至上述第一個討論會聽取兩場演講。第一

場演講是關於科羅拉多馬鈴薯岬(Colorado potato beetle)的抗藥性問題，第二

場則是西方玉米根蟲(Western corn rootworm)對 BT轉基因作物的抗藥性問題，

二者均是著名的舊害蟲，卻始終面臨抗藥性問題的挑戰。究竟要如何避免或延緩

抗藥性的發生？從一開始就減少抗藥性產生的可能性(Proactive)或翻轉已經產

生的抗藥性(Reactive)，或者二者並行？但是無論用哪一種策略，輪用不同作用

機制的藥劑與採行其他綜合防治方法都是必要的措施的。至於是否要採用高劑量

防治策略，則需要考慮抗藥性遺傳特性。 

雖然無法參與後續的討論會，在海報展示區卻意外認識從事”除蟲菊抗藥機

制研究”的著名專家 Professor Ke Dong，原本以為是外國人，沒想到是從中國

大陸到康乃爾大學取得博士後，留在美國的女教授。進一步彼此交流後詳細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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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熟悉彼此之間的研究進展，這是這次參加此次會議最大的收穫之一。 

下午去聽專題討論會是有關於 RNAi的應用效能、前景與挫折。RNAi 的基因

功能默化，無論在蚊子、西方玉米根蟲或菸草天蛾(Manduca sexta)都有詳細介

紹。其中最受矚目的議題之一是：如何可以把雙股 RNA送入蟲體？目前使用的方

法有：直接注射、注射攜帶此雙股 RNA的質體、餵食(如蜜蜂)、浸泡(如蚊子幼蟲)

等，每一種方法的轉基因效果因蟲而異，其中仍以注射的成功率最高。 

 

11月 14日(三) 

 星期三雖是年會議程的最後一天，但仍有仍十分精彩的專題討論持續進行。

上午有"永續害蟲管理的新工具”，下午則有”後基因體時期中環境反應基因的

功能、調節與演化。 

在上午的專題討論中，比較引人注意的是 DNA甲基化與蚜蟲的多型性有關。

對昆蟲而言，只有 <1% 的 DNA會被甲基化，但與外型相關的 31個基因卻高度甲

基化。另外，在綜合害蟲管理工具盒 (IPM toolbox)中可選用那些殺蟲劑？從大

鼠與昆蟲的半致死劑量(LD50)的比值歸納出相對比較安全的藥劑，包括：

Pyrazole carboxamides, Quinazolines, sulfoximines, Butenolides, 

Cis-nitromethylenes, Milbemysin 等。最後，Professor Ke Dong 說明如何藉

著在 Domain II 上已知的抗擊昏作用(knockdown resistance, kdr)點突變預測

其他未偵測而可能存在的點突變，將具有預測新點突變的那離子通道基因表現在

蠑螈的胚胎上，確定在 Domain I 相對位置的點突變也會引起蚊子對合成除蟲菊

殺蟲劑的抗擊昏作用。 

下午的專題討論首先講到科羅拉多馬鈴薯岬的氧化酶體(CYPome)，在此蟲中

有 20個會過度表現 41個會被誘導表現的 CYP基因，其中益達胺可在脂肪體誘導

CYP6與 CYP9的表現，植物毒素則在腸道誘導表現。如果餵食 RNAi，可使此蟲的

CYP表現量降低。另外兩個有趣的議題分別為：(一)自私對偶基因：害蟲抗藥性

的分子演化，(二)CYP 的上游調節與害蟲抗藥性的關係。前者提到抗藥性的演化

與抗藥對偶基因的遺傳、適應性與用藥前的頻度有關。由於在 120 種對偶基因

haplotypes中，感性的數目(>100)遠超過抗性的數目，因此監測抗藥性時應以

抗性對偶基因為主。後者提到 G-protein couple receptor (GPCR)的訊息傳遞

途徑可能與抗藥性有關，目前已知在抗百滅寧的蚊子中，rhodopsin-likeGPCR

基因可被誘導表現。因此，GPCR、protein kinase A 與 CYP 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害蟲

抗藥性有關。 

晚上雖然有閉幕典禮，隔天有遊覽行程，但在聽完下午的專題討論之後即搭

機至洛杉磯。 

 

11月 15 ~ 17日：洛杉磯私人行程。 

11月 18日(日)：搭機返台。 

11月 19日(一)：抵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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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會心得： 

 

此次參與第 60 屆美國昆蟲學年會除了獲知許多新的研究發展趨勢與會見舊

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認識兩位從事昆蟲毒理學研究的著名專家：一是康乃爾大學

昆蟲系的 Professor Jeffery G. Scott，另一名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 Professor 

Ke Dong，並在海報展示期間與 Professor Dong有非常深入的交流。另外，在第

一天的"全球節肢動物的忌避劑研究與發展”研討會中，獲得進行忌避實驗所用

的生物檢定方法與取代血液的溶液配方，並與講者討論相關細節。僅此三人的演

講或海報展示就讓我覺得收穫滿滿，不虛此行。 

 

 

四、建議： 

 

在獲得國科會計畫之前，雖然想出國參加研討會，但因缺乏經費而無法成行。

但在 2009 年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之後，才開始有機會參加亞太昆蟲研討會、世

界昆蟲研討會、分子昆蟲科學國際研討會與美國昆蟲學年會等國際會議，才開始有

機會與相關領域的科學家有實質的交流、開拓視野，並從中獲取新知，這對於從

事學術研究的大學教授們是非常有幫助的。不過由於現在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的

機率愈來愈小，如未獲得補助就沒有機會出國研習，十分可惜。因此建議：無論

是否獲得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補助，希望國科會均能支持學術或研究單位的研究人

員與學生多參與相關領域的國際會議，以增加參與者與更多他國專家交流的機會，

增廣參與者的視野與見聞，以及相關研究成果與效益。 

 

 

五、攜回資料名稱：  

1. Program Book of ESA 60TH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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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發表海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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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發表海報(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