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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utraceuticals and Functional Foods (ISNFF) 此國際研討會

議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業界專業人士及學生參加，在功能性食品、保健

食品、天然產物、營養補充品或其他相關議題上，進行論文口頭發表或壁報展演，

本人在此次會議中亦進行口頭報告。在與會期間，可直接與國際學者進行交流，

除了取得研究相關領域的第一手資訊外，還可以參考他人經驗與研究成果，拓展

視野，希望可以對自己的知識與研究能有更進一步的提昇效果，同時將此寶貴的

國外經驗帶回嘉義大學。 
 
關鍵詞: 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天然產物、營養補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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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目的 

本人進行天然產物與及功效性之評估已有近十年的時間，在這中間一般都是

參加美國化學家年會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後來於嘉義大學任教期間，

有機會與其他學校相同領域的老師，得到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的計畫，參加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utraceuticals and Functional Foods (ISNFF) 國際研討會議，

會後發現此會議的與會人員與 ACS 幾乎沒有重複性，除了能增廣見聞外，也能將

自己所關注的議題，做更大的交流。因此後來一直持續參加此會議，相信此會議

能夠達到以下之目的: 
1. 除與有相同興趣的各國學者及廠商進行交流，更希望能有助於學校能見

度的增加。 
2. 利用在不同地點舉辦的國際會議，了解國際間對於天然產物材料或功能

性議題的研究方向。 
3. 此次會議本國與會學者有王進崑教授，他擔任此會議(ISNFF)理事已有多

年時間，希望經由多次會議期間的交流，能積極爭取由本校協助辦理下

次由台灣舉辦會議的可能性。 
 
 

貳、 參加研討會過程與內容 

 本次參加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utraceuticals and Functional Foods (ISNFF)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所舉辦的天然產物及功能性食品會議，是一段不算短的行程，

也是本人第四次參加此會議。去年雖然是在臺北舉辦，由於在時間上無法配合，

所以本人僅做了口頭報告即返回學校上課。這次因獲得學校出國開會的經費資助

二萬五千元，所以得以出國參加會議。 
 本次會議由世界各地近五百人來參加會議外，其中除了主辦國家是最多人與

會外，韓國參加會議的人數也幾乎是台灣的兩倍，由此可以發現，在此領域的發

展已有被韓國凌駕的趨勢。大家依往例提出最近的研究相互分享，同時，由於伊

斯坦堡橫跨歐亞兩大陸的特殊地理位置，可以明顯看出當地農業與臺灣所處的亞

洲，有相當大的差異。土耳其當地的科學家，多是以蜂膠及紅石榴為研究內容。 
 一到會場，就先與此會議主辦人 Dr. Shahidi 寒暄，也在他的身邊很快地見到

台灣大學潘敏雄教授、中興大學顏國欽教授、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及美國羅格斯

大學何其儻教授。他們皆是此會議的委員，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到會議的運作、

舉辦，甚至是如何成功的發行期刊的經驗，如擔任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總
編輯 Dr. Shahidi，將此期刊在出刊將近五年內，提升到該領域數一數二的排名，

實屬可貴。在下頁附上會議第一天利用中場時間與之合照的教授們，計有前排左

側的中興大學顏國欽教授，右側的美國羅格斯大學何奇儻教授，後排右側及中間

的成功大學劉明毅及黃步敏教授，以及左側的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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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每天早上均由三位在天然物及功能性食品有卓越研究成果的科學

研究者進行報告，對於本人的觀點，有著重大的影響。其中 Dr. Shahidi 指出為

什麼對於天然物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成果，但市場上卻不是等比例的增加。而天然

產物在面臨食品法規過於嚴苛的規範下或在收集資料有偏頗後所得到負面結論

造成了偏見，是不是會造成各國政府的評估上過於保守？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

對於可能會發生的慢性疾病之預防，有越來越大的需要，因此對於保健功效的宣

稱，是不是有太大的限制，而將無法適合預防慢性疾病需求？試想這些問題，都

有再深入討論的必要。另外西班牙 Dr. Tomas-Barberan 在食品對疾病的關聯性的

研究，指出人體內微生物菌相其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是這幾年的熱門話題，

甚至在知名的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期刊中也做了報導，可說是近年非常

受到關注的研究領域。雖然在學校內也聽說過相關的研究，但卻是第一次有機會

在國際研討會中聽到專家學者的報告，其中包括有科學家從排泄物中鑑定並分析

出人種與菌種的關係，這個議題一提出，就引起我的注意。接下來更進一步地探

討天然物被人體攝食進入人體之後，原本形式的天然物大多會出現生物吸收率及

利用率差的現象。當此問題產生之後，肝臟 Phase I 及 Phase II 所代謝產生的代

謝物，可能在人體的保健功能上就變得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即變成天然物經微

生物群代謝後產生的微生物代謝衍生物，因為這些被微生物代謝完的物質相對是

大量的。因此，可能在保健功效及對生理功能上的影響會大於先前所研究者，也

就是肝臟對外來物代謝羥基化、硫酸及葡萄糖醛酸化，使其物質極性增強而易於

排出體外的概念。如此一來，先前的細胞研究範圍可能會延伸至進一步探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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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代謝物的作用，亦或是對於優生菌的選擇就會有不同方向，這些相信會是近

期內較受重視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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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 

 這次會議的舉辦地點是伊斯坦堡軍事博物館 (Istanbul Militray Museum; 
Askeri Müzesi)，位在伊斯坦堡新城區的 Valikonagi Cad. 上，其前身為一所陸軍學

校，於 1993 年才改建為軍事博物館 (圖 1)。趁著這次會議的地利之便，當然也

要順便參觀了解。館內的展覽陳列其實就是土耳其的歷史，從輝煌的鄂圖曼土耳

其帝國到現代的土耳其，從十二世紀跨越到二十世紀。土耳其也是絲路的終點，

所以很早就和東方有許多交流往來，而土耳其就是我們中國歷史上說的西突厥的

後裔，所以土耳其人也是屬於擅長騎馬打仗的彪悍民族。鄂圖曼打敗鄰近各國與

拜占庭後，於 1299 年建立了鄂圖曼帝國，之後又攻破了君士坦丁堡，大敗東羅

馬帝國。博物館以許多精美及栩栩如生的畫作呈現當時的情景 (圖 2)，展出歷任

蘇丹王的畫像、御用物品，還有收集中古世紀以來的武器、盔甲、服飾等等 (圖
3-6)。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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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 6 
 
 此博物館另一個著名的地方是，土耳其國父 (圖 7) Mustafa Kemal Ataturk 也
曾經在此博物館前身的陸軍學校就學，博物館一樓還保留一間土耳其國父就學時

上課的教室供民眾參觀。博物館內的展出琳瑯滿目，對於軍事迷來說，絕對是個

可以大飽眼福的好地方，不愧為世界上著名的軍事博物館之一。其中一樣對我來

說很吸睛的物品是一面中華民國國旗！是韓戰時期，土耳其派兵支援時一位將軍

在戰場上所拾獲帶回的。在國外博物館內看到自己國家的國旗，真的是一個非常

特別的經驗 (圖 8)。 
 

        
  圖 7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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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綜合上述，參加此次會議的心得可說是相當豐富及多元。計有：(1) 當地的

民情，可以發現新興市場的野心以及發展中間出現混亂的過渡期。(2) 農產品相

當豐富，乳製品種類繁多，甜點及辛香料的多樣，及街坊間相當受歡迎的蘋果茶，

都非常吸引我的目光。(3) 經由參與口頭報告及海報張貼的報告，可以發現對於

像本人以分離及鑑定在天然物中所含化合物為主的研究，可說是比例不高。因此

應該是一項該值得持續進行的研究，尤其當知道其中的化合物後，可以單一對一

個化合物進行準確的功效性評估，或是對於市售產品規格，能有指標性成分的定

量依據，而不是以萃取物或多酚化合物這樣的類別，進行功效性及定量上較不嚴

謹的評估。但也相信由於此研究的發現及進度較難掌握，在計畫的通過率及吸引

學生從事此研究，都有一定的難度在。本人將秉持著對此研究的信心，繼續在天

然物中專心鑽研，也希望在研究經費及資助參加國際會議的比例上，能獲得提升，

朝向經濟正向發展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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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 

附錄一 論文通知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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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表論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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