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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AOAC international)為一非營利之科學性質

組織，主要任務為制定標準化之化學或微生物分析方法，由美國FDA所主導。

該協會每年舉辦之年會暨研討會為分析相關領域之盛會，參與者來自世界各

國之產、官、學界。今年第 131 屆 AOAC 年會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蘭大舉行，

會場位於 Marriott Atlanta Marquis 飯店之會議中心，今年約有 900 位分析化學

家及微生物學家參與盛會，大家就農業、食品、藥物及環境科學等領域分享

研究成果與經驗交流。本次年會共計有 28 個科學專題、1 百多場專題演講、

12 個主題壁報論文主題、228 篇壁報及 67 間分析儀器廠商展示等，藉由瞭解

國際間檢驗技術之趨勢與發展，並建立與此領域國際專家之交流管道，保持

本署檢驗技術與國際接軌。本次年會專題演講的主題豐富多元，內容包括食

品攙偽、食品安全、動物用藥、化學汙染物、化妝品及色素、重金屬、參考

物質、食物過敏原、實驗室管理、膳食補充品、天然毒素及碳水化合物等，

可增加檢驗方面知識的深度及廣度。本次方技正及洪技士也各別受邀在會中

之「Worldwide Perspectives on Contaminants Testing in Food and Environmental 

Samples Using Advanced Analytical Techniques」與「New Blood 2017–

Developing Methods for the Detection of Chemical Residues, Contaminants and 

Important Analytes」專題中進行口頭論文發表，題目為「Simultaneous Screening 

of Dyes, Sweeteners and Preservations in Foods by Orbitrap Spectrometry」及「A 

Novel Target to Identify Edible Animal Fats Adulterated with Cooked Oil」，會後

反應熱烈，與國際專家有後續討論交流，藉此提高臺灣能見度，並展現臺灣

在檢驗分析領域之水準。方員於 AOAC 臺灣分部晚會進行專題演講，題目為

「Fipronil Egg Scandal in Taiwan」，會中與與會專家熱烈討論各國芬普尼雞蛋

事件之處理情形，並與其他在美華人留下聯絡資料，增加未來與國外專家及

研究單位交流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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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食品中農藥及動物用藥殘留、藥物及摻偽及產地鑑別等問題為各國所

關注的議題，藉由參與研討會可了解近期國際食品相關檢驗技術的發展，

參考他國分析方法及收集相關研究資訊，其成果可應用於本署研究檢驗業

務將有助於未來研究計畫及相關檢驗業務之辦理。參與研討會與國際先進

國家之專家學者一同分享及討論最新發展，實為有效之方式。公定分析化

學家協會(AOAC)成立於 1884 年，是國際間公認、獨立及非營利協會，以

實現“全世界對分析結果的信心”為願景，透過利害關係人的共識和工作團隊

的努力，建立了一致性的標準和符合目的的方法。AOAC 年會是檢驗分析

領域之年度盛事，其研究領域與本署業務有高度相關性，故為本署常派員

參加之國際會議活動之一。有鑒於國際間食品及藥品安全事件層出不窮，

分析技術日新月異，加上各類儀器設備不斷推陳出新，AOAC 年會成為極

佳的交流舞台，各國專家與儀器公司專業人員齊聚，彼此切磋交流，為更

理想的藥品及食品檢驗方法而努力。此行主要目的為汲取新知、拓展人脈，

發表口頭論文 2 篇，藉此增加臺灣能見度並展現臺灣實力。另於 AOAC 

Taiwan Section 舉辦「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發表專題演講，此

為臺灣戮力多年經營之成果，並參加「Joint Asi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

與亞洲他國會員例如：日本、泰國、中國等交流互動，促進亞洲國家間彼

此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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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與會同仁於 9 月 22 日自臺北啟程，9 月 23 日抵達美國喬治亞州亞特蘭大，

參加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的第 131 屆 AOAC 年會，來自全球各地的會員、利

害關係人及產業界領導者齊聚一堂，場面相當熱鬧。開幕式由現任 AOAC 理事

長 Ronald Johnson 致詞，感謝工作團隊和國際外聯組織為協會的成長所做的努力，

並表揚多位得獎人。今年的 keynote speech 是由任職於美國可口可樂公司科學與

法制部門副總裁 Wamwari Waichungo 演講，Dr. Waichungo 藉由她在非洲及可口

可樂公司的經驗，談論可口可樂公司如何確保在每日提供 19 億個產品的情況下，

顧及產品的品質及安全。由於在世界各地區的技術水準及資源不同，許多食品

及飲品廠商在管理全球供應鏈，及產品資訊的快速及透明化上面臨許多的挑戰。

而 AOAC 會員則可藉由 AOAC 提供之方法建立、方法資訊平台擺脫這些挑戰，

以確保獲得安全且有品質的產品。 

在接連幾天的年會中，同仁在 Scientific Session 聆聽多場專題演講、瀏覽連

續三天不同主題的壁報論文、參觀今年最新分析儀器設備、舉辦「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與參加「Joint Asi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行程忙碌但成

果豐碩。茲將專題演講、壁報論文及臺灣分會會議的重點分述於後。 

一、專題演講： 

今年 AOAC 專題演講之主題包括食品攙偽、食品安全、動物用藥、化學汙

染物、化妝品及色素、重金屬、參考物質、食物過敏原、實驗室管理、膳食補

充品、天然毒素及碳水化合物等檢驗技術，共有 28 個專題，每一個專題又各有

4-6 場演講，整體內容相當多元化，也均與本署檢驗業務息息相關。茲將各專題

主題分類彙整如下，藉此有助瞭解現今檢驗安全分析領域較熱門的主題。 

1. Wiley Award Symposium: Advances in Food Analysis. 

2. Cannabis–What is in the Plant and How to Overcome Challenges in Analysis 

3. Harmonization – One Big “Happy” Method Certification Family? 

4. Challenges in the Shift to Color Additives from Natural Sources: Regulation 

and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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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vel 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Manufacturing QC in the Dietary Supplement 

and Food Industries 

6. CRMs and RMs–What is the Difference and What Does My Lab Need? 

7. New Blood 2017–Developing Methods for the Detection of Chemical Residues, 

Contaminants and Important Analytes 

8. Characterization of Botanical Extracts Using Multiple Technologies 

9. Challenges in Food Allergen Management–Effective Tools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10. Hot Topic Roundtable: The Darker Side of Food Allergens–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Prevention of Product Adulteration with Food Allergens 

11.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Multi-Residue/Multi-Class Screening Methods for 

Analysis of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ood Using GC- and 

LC-Chromatography and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12. Workshop: “Seed to Shelf”– What is the Sweet Spot between 

Manufacturers/Testing Labs/Supply Chain for Dietary Supplements and 

Foods? 

13. Hot Topics in Metal Analysis 

14. Protein Nutrition and Quality Assess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15. Guarding against Food Fraud–EU and US Infrastructure and Systems, and 

How Non-Targeted Methods Can Help Bolster Both 

16. Applications of Metagenomics for Food Safety 

17. Worldwide Perspectives on Contaminants Testing in Food and Environmental 

Samples Using Advanced Analytical Techniques 

18. Committee on Statistics Symposium: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at AOAC INTERNATIONAL 

19. TDLM/TDRM Symposium: Impact of FSMA on Your Laboratory 

20. What's New in Carbohydrates? Functional Carbohydrate Ingredi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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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Fiber Regulation 

21. Oral Posters from Dietary Supplements and Botanicals 

22. New Mycotoxin Challenges Occurrence and Detection 

23. The Foodomics Pocketknife – Select your Fit for Purpose Tool 

24. TDLM Workshop: Updates on the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and 

ISO/IEC 17025 Accreditation 

25. Advances in Regulatory Science for Mycotoxins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Safety 

26. AOAC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 Panels Update – ISPAM, SPADA, 

SPDS, SPIFAN, and SPSFAM 

本次年會專題演講主題與本署業務高度相關，主題繁多，於同一時段有三

場演講同時進行，同仁僅能參加其中數場，茲將聽到的一些重點整理如下。 

（一） 以高解析度質譜儀篩檢食品中之化學汙染物方法之開發及確效 

近年國際間研究趨勢常見使用液相層析高解析度四極柱串聯軌道阱

質譜儀 (LC/Q Orbitrap MS)，搭配全掃描數據依賴性採集模式 (full 

scan-data dependent MS/MS acquisition, FS-ddMS2)進行資料庫建立，以及

使用全掃描數據非依賴性採集(full scan-data independent acquisition, 

FS-DIA)等條件進行檢驗，其得到之數據包含精確分子量、同位素波峰

相對離子強度、二次質譜圖及滯留時間，透過資料庫比對，可應用於藥

物殘留及汙染物等化合物之快速篩檢，且資料庫具有擴充性良好及定性

能力佳之特性，可解決目前低解析度之LC/MS/MS只能檢測特定化合物，

且當品項繁多時需耗費龐大人力進行數據分析之問題。以下整理三個實

驗室在此方法模式開發、確效及應用上之分享。 

(1) 利用高解析度質譜儀開發 450 項農藥標的篩選及定量分析方法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FIA)的 Wang Jian 利用 UHPLC/ESI Q-Orbitrap

開發蔬果中 450 項農藥之目標篩選及定量方法，前處理萃取方式為

QuEChERS。標準品先以 Full MS/dd-MS2模式得到產物離子之圖譜及滯

留時間，用以建立資料庫，再使用 Full MS 模式收集基質匹配檢量線之

數據。Full MS/DIA 模式則用來收集樣品中標的篩選之數據。此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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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量方面，水果基質中有 95%農藥、蔬菜中有 91%農藥之回收率落在 81%

至 110%；水果及蔬菜基質中有 99%的農藥之中間精密度小於 20%；水

果基質中有 98%農藥、蔬菜中有 96%農藥之量測不確定度小於等於 50%。

標的篩選之確校試驗結果，顯示在蔬菜和水果基質中，添加濃度 10 g/kg

農藥，最少可篩選出 94%之農藥；添加濃度 100 g/kg 農藥，則最少可

篩選出 99%之農藥。因此藉由 UHPLC/ESI Q-Orbitrap Full MS 模式、Full 

MS/DIA 模式之標的篩選方式，可有效應用於例行性之 ppb 等級的農藥

殘留監測。 

(2) 利用液相層析高解析度質譜儀開發水產品之動物用藥殘留篩檢方法 

美國 FDA 的 Sherri Turnipseed 實驗室利用 LC Q-Orbitrap 開發魚、蝦

及鰻魚中動物用藥之篩檢方法，此方法使用含有精確分子量及滯留時間

之資料庫，可監測超過 300 種動物用藥。她們針對其中 70 種常檢出之

動物用藥進行萃取條件、HRMS 儀器參數之條件優化及確效，前處理流

程經過酸化乙腈萃取及 SPE 淨化，並使用非標的物及標的物之模式收集

數據。此方法因篩檢品項數較多，將會再評估更多之化合物品項及基質

種類，以減少偽陰性及偽陽性的機率。此方法目前應用於篩檢合格之樣

品使否含有其他動物用藥之殘留，已發現有檢測出其他非常規檢驗之動

物用藥的情形，如鰻魚中驗出 amino-mebensazole，該化合物也因此加入

傳統 LC-MS 之定量方法中。 

(3) 利用液相層析高解析度質譜儀及資料庫篩檢食品中之化學殘留物及汙

染物 

美國 FDA 的 Jon Wang 利用液相層析高解析度質譜儀建立食品中之

化學殘留物或汙染物之篩檢方法。前處理使用 QuEChERS 及稀釋上機的

方式，使用 LC-Q-Qrbitrap MS 搭配 ESI+模式，以 full scan 及

data-dependent MS/MS 收集數據建立資料庫，資料包含超過 1000 項農藥、

250 項動物用藥及 50 項天然毒素。此方法經過不同濃度先前以低解析度

質譜儀 LC-MS/MS 方法找到之目標物前驅離子及產物離子，可以此高解

析度質譜所建之資料庫支持其化合物之離子片段之正確性。此方法可做

為篩檢各類食品中化學殘留物及汙染物之工具。 

（二） 食品中應用天然來源之著色劑挑戰 

人工合成著色劑只要依照使用範圍及限量標準，就可以安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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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食品中，過去食品工業添加人工著色劑於食品及飲料中有很長的歷史，

然而現今的社會，人們普遍偏好天然的著色劑、天然的食品原料及天然

的食品添加物，這種觀念上的改變，事實上是因消費者接受太多人工合

成添加物的負面新聞，消費者普遍認為人工合成之添加物比較不安全，

而認為天然來源的原料比較安全，因此許多國家如美國、歐洲及其他國

家，消費者大多會刻意選擇較天然或是有標示天然的產品。 

隨著「天然」的意識抬頭，食品暴露於天然來源的著色劑也因此暴

增，而對於天然來源著色劑的安全性需求，可以預期是會增加的。一般

來說，一種天然著色劑的安全評估是透過對它的原料來源、加工方式及

殘留物做綜合評估，而法規制定者應該以嚴緊的態度，針對天然著色劑

制定與安全相關的參數，來達到保護消費者的目的。 

紅色色素是所有色素中最被廣泛被使用的，天然的紅色色素主要有

胭脂紅、花青素及甜菜根色素。胭脂紅在過去是由西班牙人從仙人掌上

的蟲子萃取而來，現代多半是化學合成，這種化學合成的天然色素事實

上是違反我國天然食用色素衛生標準，因此非屬天然，而花青素又有會

隨著 pH 值變色的缺點，因此甜菜根色素為一良好天然紅色來源，但仍

有不耐熱的缺點。 

以花青素為例，花青素是植物裡表現各種色彩的主要色素，顏色從

橘到藍，還包括紅色、紫色及黑色，花青素可以和植物中類黃酮類組成

衍伸物，造就各種不同的色彩，而應用花青素於食品中，除了須考慮它

們的化學結構外，穩定性是一個大挑戰，一些成功的應用包括使用花青

素降解物和一些副色素形成反應(copigmentation)，這些天然花青素及其

衍生物之商業生產、加工及使用，均是現代食品加工及化粧品製造業著

重的主要研究之一。 

即使是天然色素，天然色素仍需要和人工色素一樣訂定安全需求標

準，一般需要建立完整的毒性資料來證明食用天然色素對人體無不良影

響，天然來源的色素添加物事實上除了需要主成分的安全數據外，還需

要額外的不純物安全數據，舉例來說，天然的胭脂紅天然色素是屬於可

食用的天然色素，但是它的原料胭脂蟲卻是不可食用的，所以除了需要

評估胭脂紅的毒性資料外，對於胭脂紅色素內的其他不純物的毒性資料

也需要一併評估。又如甜菜根色素，雖然甜菜根可以食用，但是因為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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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甜菜根色素時所使用的加工方法或是加工助劑可能改變甜菜根色素

中的成分組成，因此不論天然色素的來源可食用與否，都需要建立其毒

性資料，評估其使用安全性。JECFA 則要求天然色素需要逐一定義出其

組成分，並證實其安全性，要求的數據包括要有詳細的化學分析數據及

組成分或全萃取物的毒性資料。這方面我國對於天然色素只有衛生標準，

並無要求其成分的化學分析數據及成分或全萃取物的毒性資料，而歐盟

目前也有例外，只要屬於 coloring foods 就不需毒性資料。 

（三） 使用尖端分析技術測定食物及環境中之汙染物 

方員接受大會邀請，於會中主題：world perspectives on contaminants 

testing in food and environment samples using advanced analytical 

techniques ， 發 表 simultaneous screening of dyes, sweeteners and 

preservatives in food by orbitrap mass spectrometry 口頭論文演講，會後反

應熱烈，持續與國際專家討論，演講內容摘錄如下：為維護民眾健康，

因應食品摻加違法著色劑成分之管理需求，建立應用液相層析高解析度

質譜分析技術的新一代食品中著色劑檢驗方法，較現行公告檢驗方法聚

焦鑑定 8 種國內准用食品著色劑，擴增至能精準鑑別 46 種著色劑成分，

大幅提升我國食品檢驗管理效能，且該新興檢驗技術已應用在輸入食品

邊境查驗工作，分別鑑別出未准用紅色三號 (Azorubine)、莧菜紅

(Amaranth)及酸性玫瑰紅 B (Sulforhodamine B)等非法著色劑，成功阻擋

違規產品流入國內市場，影響國人健康。 

在未知物檢驗分析上，則提出二件案例與國際檢驗分析專家分享，

一件威而鋼偽藥經初步檢驗後，雖然該偽藥含有活性成分(AP) sildenafil，

但是含量低於標示值，且經 HPLC 分析時發現有不明未知物質與

sildenafil 同時流洗出，因此推測可能有未知類緣物的存在，因不肖廠商

常在許多宣稱天然的壯陽類食品中加入以類緣物成分來躲避檢驗查緝，

因此若該檢體含有類緣物成分，有必要將其鑑定出來，並加入類緣物資

料庫，往後能加強在同類產品中檢驗未知類緣物的能力。以高解析度質

譜搭配液相層析系統，透過管柱層析直接將未知物與檢體中其它基質分

離，再以高解析質譜鑑驗未知物之成分，省去將未知物質純化及濃縮的

時 間 ， 加 速 不 明 物 質 檢 驗 速 率 ， 最 後 確 認 該 為 知 物 為

2-mecaptobenzothiazole，常用於橡膠合成中提供 S 基加強鍵結，為橡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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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助劑，因成本低廉，被用來加入偽藥中，讓偽藥產品有”藥味”。 

另一件為關務署送驗之未知粉末，原來為一 24公斤重之快遞郵包，

名稱為 material，該粉末經財政部關務署基隆關化驗，無法確認成分為

何，另經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化驗結果，未檢出農藥成分。

透過高解析度質譜搭配液相層析系統，使用同位素圖譜計算未知物質所

含有的各元素間含量來推測未知物之元素組成，再搭配二次離子碎片與

網路資料庫中可能的之未知物結構推測，最後成功鑑定出未知物質為主

成分為 Nitenpyram，Nitenpyram 中文名為烯啶蟲胺，CAS 150824-47-8

為一種殺蟲劑。該二未知化學物質均非例行性檢驗項目所能檢驗，透過

高解析質譜搭配液相層析系統，能夠在不需分離純化情況下將未知物質

鑑驗出，加速未知物檢驗效能。要確認出一個未知或是非目標物的化合

物是非常困難且具挑戰性的，食品安全部門需要持續的增進他們的技術、

設備來保障公眾健康。 

（四） 檢驗化學殘留物、汙染物及重要分析物之方法開發(New Blood 2017) 

此專題主要由尚未於 AOAC 口頭發表過之檢驗界新人擔任講者，本

次洪員受主持人 Jon Wang 之邀請，於此專題中發表「A Novel Target to 

Identify Edible Animal Fats Adulterated with Cooked Oil」，此為本署近年

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油品中植物固醇之檢驗方法雖非創新之方法，但以

檢驗此標的辨別猪油產品是否摻有含植物成分之回收油為創新之應用，

會後受到主持人良好評價。內容簡述如下: 

亞洲人喜愛使用動物油入菜，2014 年臺灣爆發餿水油混摻猪油之食

安事件，不肖商人透過買進精緻後之回收油，再回添入猪油，製成烹調

用猪油產品，藉此從中獲得暴利。目前臺灣雖有訂定食用油之衛生標準

及品質標準，但礙於大部分品質之指標物質在油的精緻過程易被去除，

無法藉由該指標判斷是否有摻入回收油之情形。回收油之來源包含餐廳、

攤販之油炸油及動物油脂，因此可能含有植物油或植物成分，故可藉由

分析植物特有，且不易在精緻過程中降解之「植物固醇」以辨別猪油產

品是否混摻精緻回收油。檢驗方法針對四種植物固醇化合物進行分析，

前處理利用 1 N 醇化氫氧化鉀溶液在 70°C 下維持 10 分鐘進行鹼水解，

再經正己烷萃取、氮氣吹乾、甲醇回溶，以 LC-MS/MS 搭配 APCI 離子

化方式分析。評估四種植物固醇在猪油、牛油、鴨油、鵝油及雞油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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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質效應，以及猪油之確效試驗。結果顯示四種植物固醇在猪油中之基

質效應小於 15%，可使用 in solvent 的標準曲線進行定量，而其餘基質

效應皆大於 15%，因此需使用基質匹配檢量線進行定量。確效試驗結果

顯示 LOD 為 1 μg/g，LOQ 為 2 μg/g，回收率及變異係數皆符合確效規

範。將此方法應用於檢測 2014 年之稽查檢體，發現有混摻回收油之廠

商的產品中，campesterol、stigmasterol 及 β-sitosterol 含量皆顯著高於較

自製猪油及無混摻回收油之產品。此方法可應用於辨別猪油產品是否摻

有含植物成分之回收油之參考依據，並且為傳統油品品質指標外之新指

標成分，以確認食品之安全及品質。 

其他 3 位講者講題則有蜂蜜的 NMR-profiling 在例行性檢驗上的應

用、以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開發藥物殘留檢驗方法時應考量基質效應、

以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開發在動物組織及雞蛋中的動物用藥多重殘留

分析方法，其中 2 位講者為廠商發表產品技術內容，另 1 講者演講內容

為較一般的分析知識，可見此專題為鼓勵新人參與，較能自由發揮。本

署研究內容偏實務應用，未來能藉由參與此專題演講增加本署同仁參與

感及國際能見度。 

二、壁報論文 

茲將各壁報論文主題分類彙整如下表，有助瞭解現今食品安全分析領域較

熱門的主題。 

Botanicals and Dietary Supplements. 

Colorants and Dyes. 

Emerging Issues in Food Safety and Security. 

Environmental Analysis. 

Food Nutrition and Food Allergens. 

Authenticity.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atural Toxins. 

General methods,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Microbiologic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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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Tested MethodsSM 

Analysis of 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alysis of Non-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d Residues. 

三、參加臺灣分會會議： 

AOAC臺灣分會(Taiwan Section)成立於2002年，當時由藥檢局廖俊亨局長、

孫慈悌副局長及美國 FDA 的周家璜博士等人積極促成，是臺灣在此領域國際活

動上之重要成果。目前 AOAC Sections Worldwide 包括 China Section、Europe 

Section、India Section、Japan Section、Latin American-Caribbean Section、Lowlands 

Section (Belgium, Luxembourg and The Netherlands)、Taiwan Section 及 Thailand 

Section 等 8 個分會，每年 AOAC 年會皆會有專屬時段及會議室供 AOAC 臺灣分

會舉辦「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此為臺灣戮力多年經營之成果。今

年由臺灣分會陳炳輝理事長及同仁舉辦臺灣分會會議，本次共有約 20 人參加，

多為任職於美國官方及民間機構的臺灣人。在一個小時的時間內皆以英語進行，

理事長先介紹臺灣分會今年舉辦的活動及成果，後由同仁方技正進行專題演講，

以” Firpronil egg scandal in Taiwan”為題，分享今年 8 月從歐洲開始爆發的大規模

芬普尼汙染雞蛋事件，隨後臺灣的雞蛋汙染之情形，及如何進行檢驗，接著大

家就檢驗技術，及各國汙染及處理方式之話題進行熱烈討論，就各自專業領域

交流，場面熱鬧。現場並備有臺灣月餅及鳳梨酥，充滿濃濃的臺灣味，與會者

皆表示明年還要來參加。除了臺灣分會會議圓滿成功之外，同仁也參加「Joint 

Asi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與包括日本、中國、印度及泰國等分會之理事

長及會員互動，尋求未來可能的合作機制，切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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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一) AOAC 年會主題與本署業務高度相關，且著重在方法開發、確效評估等，

學習成果可立即應用在本署檢驗工作上，值得持續派員參加此會議。 

(二) 分析檢驗之趨勢，已全面進展到質譜分析，甚至多數專題演講皆提到使用

高解析度質譜儀(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er)應用於藥物或食品之檢驗，

顯示高解析度質譜儀之應用已非趨勢而是潮流。非標的物分析技術

(non-target)日受重視，值得本署參考增加非標的物檢驗分析之研究。 

(三) 此次方技正及洪技士受邀在會中所發表的口頭論文，會後反應熱烈，與國

際專家有後續討論交流，藉此提高臺灣能見度。方員並於 AOAC 臺灣分部

晚會進行專題演講，會後與會專家熱烈討論，並與在美其他華人留下聯絡

資料，增加與國外專家及研究單位交流之機會。建議往後同仁參加研討會

時也能爭取發表口頭論文的機會，以提高參與感及擴展本署能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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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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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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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AC 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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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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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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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行同仁張貼壁報論文 

 

  



 

同同仁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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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發表之之口頭論文文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出

38

出國報告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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