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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AOAC International)成立於西元 1884 年，為一國

際性非營利性質組織，目標在於推動官方檢驗方法及確效標準，聯合所屬成員，

組織和專家，致力於開發和驗證與全球相關的標準、方法及技術，從而推進食品

安全，食品產業鍊和公共健康。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第 132 屆年會暨研討會

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喜來登飯店之會議中心舉行，時間為 107 年 8 月 26

日至 107 年 8 月 29 日，為期 4 天，今年有共計有 24 個專題演講主題，超過 800

位來自產業、官方、學校之專家及 271 篇壁報論文展示。與會者包括許多歐美先

進國家官方實驗室專家，年會主題涵蓋食品安全、不法藥物、化妝品、攙偽及食

品添加物等領域。本次研討會主題包括膳食補充劑及保健食品品質及純度之檢驗

方法學、國際實驗室認證規範、食品中未知化學汙染物檢驗方法及技術之應用、

快篩方法應用之挑戰、動物用藥之多重殘留藥物方法分析策略、真菌毒素及食品

安全、微生物檢驗方法確效指引、微生物鑑別全基因定序及飛行質譜法等，對檢

驗研究工作之助益甚多。透過本次研討會瞭解檢驗技術之進展及最新檢驗方法及

儀器設備，可實際應用於業務；覃丞弘技士於 Botanicals and Dietary Supplements

主題時段發表壁報論文一篇，題目為「Simultaneous Quantification of Vitamin E 

Homologues and Its Derivative in Edible Oils」，會中與國際專家交流討論，展現本

署研究成果，提高臺灣國際能見度，有助維繫國際人脈；另並於臺灣分會晚會時

段，進行專題演講「Dietary Supplements」介紹我國健康食品特色與保健功效成

分檢驗技術，以展現臺灣在檢驗分析領域之水準，討論反應熱烈。研討會後與國

際碳水化合物分析檢驗專家聯繫，拓展日後實驗室人員互訪及實驗室間檢驗方法

開發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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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此次參加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132 屆年會暨研討會，會議中主題共 24

個專題，每個專題皆有 3 篇口頭發表，可藉此機會瞭解國際分析檢驗最新趨勢，

可作為本署食研究題目參考，並透過壁報論文展示等機會與國際專家學者交流討

論，展現臺灣食藥署檢驗研究成果，增加臺灣國際能見度，並與國際友人交流互

動維繫情誼，有助未來國際間實驗室合作及交流互訪機會，提升本署方法開發之

能力。 

 

 

過程 

 

8 月 25 日自桃園機場出發，搭乘長榮航空於香港轉機，再搭乘加拿大航空

於 8 月 25 日晚上抵達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隨即於隔日早上辦理國際公定

分析化學家協會(AOAC International)132 屆年會暨研討會報到手續；此會議集結

來自世界各國的 AOAC 成員，包含了官方代表與非官方代表(產業界、學界)於會

場討論交流，分享檢驗技術新知，場面十分熱鬧。26 日晚上的歡迎會，有 60 家

廠商擺攤展示，與國際專家交流交換名片。開幕式由 AOAC 總會現任理事長

DeAnn Benesh 開場致歡迎詞，再由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FIA)之食品安全辦公室副主席 Aline Dimitri 博士演講「Building Trust 

Together」。加拿大食品檢驗局與其他政府機構、產業及學術機構合作來支持及發

展實證導向的決策以保護食品安全。她致力於推動資訊透明化，用民眾可了解的

方式提供相關資訊，包括 CFIA 的計畫及計畫原由。她分享了政府被民眾信任的

關鍵：資訊透明、真科學及國際實驗室合作。接下來由威利獎得主發表演說，威

利獎每年頒發一次，旨在表彰在分析化學領域作出杰出貢獻，今年得獎者為 Ikh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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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n 博士，發表演講主題為「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Assess Quality 

of Dietary Supplements」，他認為當研究傳統藥物或中草藥的益處時，需先結合多

種科學，進行產品的鑑定與認證工作。確認產品是可重複製造，沒有被其他物種

混雜、摻假、或被外界污染，如此研究實驗才是科學有效的。 

 

接下來三天，在會場都有不同主題之 Scientific session，因同時間有多場演

講舉行，同仁只能選擇部分聆聽；並藉參觀壁報論文展示增廣見聞，也參加臺灣

分會的晚會，口頭報告「Dietary Supplements」簡介臺灣健康食品現況，並分享

本署針對功效成分的檢驗實力；會後與碳水化合物檢驗專家 Yannis Vrasidas 博士

保持聯繫，其為 session 主題「Novel Analytical Methods for New Carbohydrates」

主持人，活躍於 AOAC 活動中，與其於 10/31 來台演講會場中討論日後實驗室

間合作可能性。重點分述如後： 

 

一、專題演講 

本次研討會專題演講共計有 24 個主題，每個主題分別有 3-6 場演講，題目五

花八門，包含：食品安全、不法藥物、化妝品、攙偽及食品添加物等領域。皆與

本組業務息息相關，以下將本次研討會專題演講主題詳列如後，有助瞭解國際檢

驗趨勢。 

1. Symposium: How Can interlaboratory Studies Help your Laboratory and the 

Community At-Large 

2. Symposium: Application of Novel Methodologies and Technologies to the 

Detection of Unknown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oods 

3. Symposium: Challenges in Rapid Microbiological Method Application 

4. Symposium: Worldwide Perspectives on Contaminants Testing in Food and 

Environmental Samples Using Advanced Analytical Techniques 

5. Symposium: Advanced Elemental Analysis Topics Applied to Foods 



6 
 

6. Symposium: Statistical Tools for Improving Laboratory and Collaborative 

Study Methodologies 

7. Hot Topic Symposium: Food Fraud-A Global Challenge. How Can Analytics 

Help? What are the Limitations? 

8. Symposium: Which Multi-Class/Multi-Residue Method Strategies are 

Applicable for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Control in Foods? Multi-Targeting 

Screening and Multi-Confirmatory Quantification 

9. Symposium: What does Gluten Mean from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10. Symposium: Ensuring Food Protection-New analytical Advances in 

Detection Methods Bringing Routine Closer than Ever 

11. Symposium: Characterization of Micro-organisms by WGS & MALDI-TOF 

Technologies-The Roadmap to the 21st Century Adoption 

12. Symposium: Mycotoxins and Food Safety-Prevention and 

Control-Expectation and Reality 

13. Symposium: Prote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14. Symposium: New blood 2018-Developing Methods for the Detection of 

Important Chemical Analytes, Residues and Contaminants 

15. Roundtabl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Botanical Ingredient 

Traceability Efforts-Selecting the Right Test Method for the Specification 

16. Symposium: Microbiology Method Validation and Implementation-A 

Canadian Perspective 

17. Symposium: “Green” Chemistry-Testing Cannabis for Safety and Quality 

18. Symposium: Solving Everyday Problems in the Dietary Supplement 

Analytical Laboratory without Breaking the Bank 

19. Symposium: Advanced Listeria Detection and Control: What’s the State of 

Ar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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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ymposium: ISO 17025:2017- It’s a Whole New Ballgame…Or Is It? 

21. Symposium: Reference Materials in Natural Product Science- Critical Uses 

in Performance Assessment, Research, and Laboratory Quality Control 

22. Symposium: Can Quality Be Assured by Analytical Laboratories Testing 

Cannabis? 

23. Symposium: Qualification of Certified and In-House Botanical Reference 

Material for Intended Use in Botanical Identification 

24. Symposium: Novel Analytical Methods for New Carbohydrates 

 

本次年會中專題演講主題非常多元，皆於本署研究檢驗業務息息相關，因

同時段皆有不同演講同時舉行，只能參加其中的數場，今將參與之演講題目與內

容概略介紹如下： 

(一) 新方法新技術於偵測食品中未知化學物汙染物之應用 

食品詐欺近年皆是檢驗分析領域的熱門議題，商人為取得不法暴利，以攙

偽、標示不食或添加非法添加劑等方式，將商品低價高賣，獲取經濟利益。攙偽

成分傳統檢驗方式費時、費工，且需要良好實驗室人員訓練，操作昂貴儀器才可

完成。許多講者在此講題下皆探討非目標檢驗方式進行攙偽檢驗方法開發，目的

在於加快檢驗速度、減少費用。 

1. 使用傅立葉轉換遠紅外光光譜儀進行橄欖油鑑定 

如 Magdi Mosssoba 講述以非目標檢測檢測方式，利用 FT-NIR 與化學

劑量學進行橄欖油的指紋圖譜建立，快速預測特級初榨橄欖油之來源；近

紅外光譜儀(FT-NIR)是利用化學鍵或是官能基具有的特殊光譜資訊，藉紅

外線吸收光譜的分佈狀況作為分子鑑別時的重要特徵，識別樣品分子的化

學結構。其以市售橄欖油產品(n=74)進行測試與國際橄欖油協會(IOC)官方

方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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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高磁場殼磁共振進行脫脂奶粉攙偽成分檢驗 

講者 Kenny Xie 也是講述以非目標檢測，建立利用高磁場核磁共振

(NMR)及一致性分析偵測脫脂奶粉鑑別及摻偽的非目標物檢測方法，其中

含氮豐富的小分子物質 (melamine 及 dicyandiamide) 之偵測極限為

0.005-0.05%. urea、sucrose 及 maltodextrin 之定量極限為 0.5%；此外

ammonium sulfate 無法測得，但可發現若脫脂奶粉含有 ammonium sulfate 

(5%)，會使 urea 產生基質效應；soy protein 及 whey protein 因溶解度不佳而

無法測得；實驗結果，1H-NMR 可用於輔助檢測奶粉真實性及攙偽。 

 

3. 使用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進行生乳攙偽成分檢驗 

講者 Ashraf Ismail 講述使用環保、低成本及可攜帶式的攙偽檢測方式

-全反射式 ATR-FTIR 應用於五種常見乳製品中攙偽物質檢測。建立一次性

快速篩檢多種摻攙偽物質且環保的分析方式。 

 

(二) 高階分析技術應用於食品及環境汙染物分析之全球觀點-使用高解析

離子阱式質譜儀進行蔬果中農藥篩檢技術開發 

 
世界上超過千種殺蟲劑可能被業者施用於農作物以保障產品品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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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使用液相層析/氣相層析高解析離子阱式質譜儀或飛行式質譜儀進行

農藥殘留定性及定量檢驗是國際趨勢。離子阱質譜儀或飛行式質譜儀提供

了高解析度(>20,000 fwhm) 、高質量精確度、高全質譜掃描感度及全質量

資訊。此特性還可用於農藥篩檢，常檢出的農藥再使用定量方法檢驗。加

拿大食品檢驗局(CFIA)之華人友人 Dr. Jian Wang 於本主題講述利用

UHPLC/ESI Q-Orbitrap 以 full-MS及Data-independent 模式，進行 non-target 

data acquisition for target analysis (n-DATA)進行蔬果類農藥篩檢。精確分子

量、滯留時間及反應閥值是化合物資料庫的建構參數，用來減低偽陽性及

偽陰性。Full MS/dd-MS2 屬於數據依賴性採集(Data-Dependent Acquisition)

用於獲取個別標準品之母 / 子離子精確分子量參數； Full MS/DIA 

(Data-Independent Acquisition)用於採集 10 種蔬果基質添加標準品(10 ug/kg

及 100 ug/kg)後之數據。此定性方法可以有效減少數據處理工作負擔，可執

行高通量常規樣品檢驗。dd-MS2 資料庫(845 項)為 data-dependent 方式建立

包含圖譜及滯留時間。可用 mDIA 或 vDIA 同時分析 729 項以上之農藥；

此外 n-DATA 的使用目的可區分為風險導向的監測及計畫導向的監測。106

年講者亦於 AOAC 132 屆年會進行報告，此次農藥資料庫由 450 項進展至

845 項，發展十分快速。 

 

(三) 全球之挑戰-食品詐欺，分析技術可提供之幫助及限制 

橄欖油的製造精煉過程中，橄欖油根據製程不同，分為較高級的特級

初榨橄欖油、一般橄欖油以及橄欖粕油，油脂一旦

經高溫脫臭精煉就會產生高含量的 2-或 3-單氯丙

二醇酯(2- and 3-MCPD ester)，若是純的初榨橄欖油，

只會經過冷壓萃取，理論上不會產生，或僅有極微

量背景值；此外，也會產生縮水甘油酯(GEs)。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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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些物質可被用於橄欖油製程等級的指標。Mrs. Jing Yan 發表使用氣相

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分析了 84 件油品檢體，2-MCPD 含量為 0-6 

mg/kg；3-MCPD含量為0-1.5 mg/kg；GEs含量為0-1 mg/kg。其中在 low-grade

橄欖油-精煉橄欖油(ROO)及橄欖粕油(POO)中，上述三個汙染物都明顯高

於特級冷壓橄欖油(EVOO)，相似的結果也在其他精煉植物油和冷壓初榨植

物油上發現；其中，3-MCPD 可偵測出 2%的 EVOO 攙偽，可被視為新的

EVOO 鑑定指標。然而 3-單氯丙二醇酯研究成果，本署早於 106 年 5 月獲

知名國際期刊 Food Additives and Contaminants 接受刊登，是世界上首次發

現 3-MCPD ester 可當作鑑別指標，可見本署研究檢驗實力堅強，領先國際! 

 

 

(四)哪種策略(多類別/多重殘留)適合用於動物用藥控制? 多目標篩檢和多

重確認定量-高解析質譜儀用於動物用藥的定量及確認檢驗流程 

來自瑞士的 Dr. Anton Kaufmann 闡述複雜的基質很容易造成檢驗的偽

陽性，相同的滯留時間出現的層析峰還需要其他訊息確認-高解析度質譜(解

析度高於 50000)與二次質譜(MS/MS)都被視為具有選擇性的。講者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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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independent acquisition(DIA)-SWATH 模式與其他傳統 Data-dependent 

analysis (DDA)分析策略。SWATH 可以改善傳統 DDA，在有限的樣品中擷

取最多的訊號，得到與多重反應偵測(Multi-Reaction Monitoring, MRM)媲美

的定量結果，此技術可以同時得到龐大的定性與定量數據，效率大幅超越傳

統定量技術。 

 

(五) 新的分析技術用於新的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人們飲食主要的營養素之一，不但是重要的能量來源，

也可促進健康生活，降低疾病風險。此外，也可能與疾病有關(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等)。因此碳水化合物的檢驗及正確標示含量就很重要。碳水化合

物可分為單醣、雙醣、寡醣及多醣，其功能性亦很多元，如提供能量、脂肪

取代、甜味劑等、增稠劑等。Dr. Yannis Vrasidas 於此主題中簡介了一些目

前 使 用 AOAC 方 法 檢 驗 常 遇 到 困 難 的 醣 類 ， 如 異 麥 芽 寡 糖

Isomalto-oligosaccharides(IMO)、帶電寡醣(charged oligosaccharid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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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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Nutrition and Food Allergens 

Microbiological Methods 

Analysis of 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d Residues 

Analysis of Non-Foodborne Contaminants and Residues 

Authenticity and Food Fraud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atural Toxins 

Environmental Analysis 

General Methods,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Performance Tested MethodsSM 

覃丞弘技士於 Bontanicals and Dietary Supplements 發表壁報論文

「Simultaneous Quantification of Vitamin E Homologues and Its Derivative in Edible 

Oils」以逆向層析連接螢光分析器及串聯式質譜儀進行食用油脂中多種形態維生

素 E 檢驗方法開發，於會場中與專家們討論熱烈。 

三、臺灣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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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一)晚

上為臺灣分會工作會議時段，參與者多為在美國檢驗領域工作之華人，今年由臺

灣分會陳炳輝理事長及同仁舉辦臺灣分會會議，現場並備有臺灣鳳梨酥及伴手禮

品，充滿濃濃的臺灣味。與會者分享臺灣分會一年來的工作成果，覃丞弘技士於

此時段以英文報告「Dietary Supplements」比較國內外膳食補充品管理差異，並

介紹臺灣健康食品-小綠人標章，最後分享本組針對功效性成分檢驗經驗。AO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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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理事長 DeAnn Benesh 亦與會聆聽簡報，會後與大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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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一、蒐集國際間檢驗方法新知，有助研究檢驗業務推展   

參加國際大型研討會可蒐集國際間熱門的檢驗議題、技術及儀器資訊，可

用於評估研究目標及未來儀器購買參考。此次研討會於許多演講者分享以高解析

質譜進行農藥、動物用藥等殘留藥物檢驗之趨勢外，而膳食補充品及中草藥也可

用高解析質譜進行化學指紋建立，以控管產品品質。 

 

二、與外國實驗室專家合作交流，增進本署同仁檢驗實力 

本署已與 Jian Wang (CFIA)、Kai Zhang (FDA)及 Jon Wong (FDA)等專家合

作，建立聯繫管道，分享檢驗數據及實驗室間合作。並可藉邀請專家來臺灣演講，

提升本署農藥、動物用藥及天然毒素等檢驗實力，有助加速檢驗方法開發。於會

場可見國際專家熱切分享與促進國際合作機會的責任感，希望日後能有機會更能

與 AOAC 成員互動。 

 

三、參與國際組織，提升臺灣能見度 

持續參與 AOAC 活動，可讓國際瞭解並肯定臺灣化學分析檢驗之實力及食

品品質安全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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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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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AC 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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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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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壁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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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丞弘技士於會中發表之壁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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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丞弘技士於臺灣分會報告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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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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