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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參與 2023 年第七屆亞洲檢驗醫學科學會議( Asia Association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tists, AAMLS )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的檢驗醫學國際研討

會議。 

 

AAMLS 是 1997 年創立於日本名古屋，目前共有 13 個（包含臺日韓新馬印

泰菲尼萊緬港澳等）亞洲會員組成，其目的是在促進亞洲會員國醫檢師之學術交

流，定期於亞洲會員地區舉辦四年一次的國際檢驗醫學科學研討會。因為疫情延

宕 2年多，第七屆會議終於 2023 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大會與馬來西亞國

家檢驗醫學年會共同舉辦，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全聯會)亦選派

代表參加，本會共約有 400 多位來自亞洲各國的檢驗相關專業人員參與，討論

主題包含實驗室管理、檢驗資訊與技術、精準醫學、新版 ISO15189 因應對策、

醫檢於新冠疫情經驗、檢驗相關專題如輸血、寄生蟲、病媒蚊、顯微鏡、免疫、

細胞分子診斷、檢驗自動化設備等領域，提供參與的人員多元的研討學習。敝人

代表陽明交大附設醫院檢驗科參與此次大會，註冊並提出壁報論文，與會的國際

交流經驗，獲得與亞洲會員交流實務實驗室管理經驗及學術研究分享學習。 

 

本次積極參與大會的目的是想藉此學術交流獲取新知，協助提升醫學檢驗管

理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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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促進亞洲地區的檢驗醫學發展，1997 年在日本名古屋創立「亞洲檢驗醫

學科學會」( Asia Association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tists, AAMLS )，

包含臺灣(中華民國)、日本、韓國、新加玻、馬來西亞、印度、泰國、菲律賓、

印尼、汶萊、緬甸、香港、澳門等 13 個亞洲會員組成，其目的是在促進亞洲會

員的醫檢師及檢驗醫學之學術交流。 

 

2001 年首次的 AAMLS 國際會議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每四年由會員輪流

主辦（臺灣即將舉辦下一次第八屆會議)，22 年後，今年重新回到吉隆坡舉辦第

七屆的國際研討會議；大會研討的主題廣泛，包含檢驗實驗室管理、數據分析平

台資訊、精準醫學與技術、新版 ISO15189 管理架構、醫檢於新冠疫情經驗與分

享、檢驗醫學相關專題如輸血醫學、寄生蟲、病媒蚊、顯微鏡、免疫、細胞分子

診斷、檢驗自動化設備等專業領域，邀請約 80 位國際專家提供講座，接受約 70

多篇論文(posters)及口頭論文發表，本會共約有 400 多位來自亞洲各國的檢驗

相關專業人員參與，中華民國醫檢師全聯會理事長(蔡德龍先生)亦率領數名代表

與會，敝人代表陽明交大附設醫院檢驗科提出一篇有關分子生物技術運用於建立

快速細胞凝集檢測的壁報論文(附錄一)，期望本院檢驗科的學術能量能夠被國際

看見。 

 

本次積極參與大會的目的是想藉與會的國際經驗，獲得與亞洲會員交流實務

實驗室管理經驗及學術研究分享學習，未來能夠協助提升醫學檢驗管理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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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AAMLS 大會行程(如附錄一): 

 

(一)2023-10-09（週一)桃園機場出發-吉隆坡。大會報到後，參與第一天

活動，我參加以 ISO15189 新版本（2022 頒布）架構管理與因應措施的

研討主題，這個議題內容可以當做參考資料，主要以馬來西亞的經驗

分享來交流，我聆聽後感想是主要的內涵與臺灣的 TAF 管理要求都相

當一致，但是不同地區的評審委員會在處理實驗室認證的要求與細節，

將會有所差異性；我們科之前也選派各組組長參與新版TAF研習活動，

我將定期密集招開討論科內部會議，如何合乎 TAF 的新版要求規範，

也將在實驗室認證上積極推動修訂檢驗科的文件表單及管理，以符合

明年陽明交大附醫的 TAF 新版換證及實驗室間評審查。 

 

(二)2023-10-10(週二)上午，大會正式開幕式，特別演講（plenary speakers)

包括馬來西亞的衛生部官員、WHO 代表、醫檢代表等專題演講，主要是

介紹醫檢與健康衛生相關的國際宏觀政策。會場有大型國際演講廳及

數個小型的研討室以分散不同面向的專業主題同時進行；壁報論文

（posters)發表陳設於展演空間，共有約 60多篇論文，我們發表的論

文在第一天就吸引數位人士來與我分享討論，接下來的 3天，有許多

很好的交流與互動，這次有機會認識一些國際醫學檢驗學者，算是很

不錯的經驗。全聯會張德龍理事長亦代表臺灣率員出席此次會議，我

也利用這次機會與張理事長與臺灣的代表團員有非常好的互動與實驗

室管理經驗分享。第七屆 AAMLS 大會共有 16 個國家出席約 400 位會

員，分別來自於上述 13 個會員地區人員及其他亞洲國家，也有幾位歐

美專業人士，有 2位女士特別地從挪威來參與，印象較為深刻，雖然

以亞洲人士為主，但我感受到這是難得的醫檢相關國際會議。也期望

臺灣能夠順利成為下一屆的主辦單位（全聯會張理事長也告知，此次

與會 AAMLS 的 committee，籌劃第八屆委由臺灣舉辦的國際醫學檢驗會

議)。 

大會開幕式由地主國馬來西亞主辦的活動，馬來傳統舞蹈表演熱

鬧地展開，大會主席 （馬來西亞醫檢學會會長 Harvinder Kaur 

Lakhbeer Singh) 及 AAMLS 會長（Dr. Eddie Ang)致歡迎詞，接著是

馬來西亞的 WHO 代表及政府官員（Ministry of Health)  Dr. Mustafa, 

Yazid, Abeyasinghe, Kamarulzaman 等人的 plenary speakings，敘

述早期的一般醫學試驗，現代科技的發展與創新，研發新技術與檢驗

平台及設備，促進醫藥衛生保健的進步，傳染病防治如COVID-19疫情，

醫學實驗室扮演了重要角色。我的感想也是科技與資訊的演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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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之以恆，持續不斷地的優化系統、研發及評估新技術導入臨床檢

驗，可以加速檢驗醫學發展與促進全民健康福祉。 

 

(三)2023-10-10 下午開始，由不同的主題展開廣泛的討論會議，至

2023-10-12，共 3 天的活動，我節錄對個人較為深刻的數個會議主題

內容如下: 

1、10/10 星期二，symposium 1 (healthcare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4 位講員，討論關於分析數據數位化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人工智慧 AI、大數據分析及基因體學

（genomics)在檢驗醫學上的創新、技術與運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議題，實驗室的儀器設備系統不斷更新及串聯，新的檢測技術開

發，納入更多的檢測項目及產生更複雜的數據資訊，檢測品質管理

及結果的正確性，都需要系統性的分析報告，因此導入新的分析技

術與平台，結合人工智慧與大數據資訊分析，是未來檢驗醫學創新

的趨勢，尤其是未來醫檢師訓練在資訊科技知識上都需要加強在此

部分，學校的醫檢教學課程也應該開始加入人工智慧及大數據分析

的學習以因應未來檢驗醫學的趨勢發展。 

2、10/11 星期三，symposium 8(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s and point 

of care testing)有四位講員，特別針對 POCT 定點照護的醫學檢驗

來討論相關的檢測開發、認證、使用經驗及管理規範，雖然講員皆

為馬來西亞醫院的醫檢管理人員，但是我聆聽後的感想也是臺灣的

POCT 檢測愈來愈多元，更多的 IVD 被研發新產品，醫療設備引入，

都需要醫檢界與政府部門、醫院管理來協調討論，滾動式修訂規範，

醫檢師也應該與時並進了解新的 POCT 的技術原理與運用，才能提供

專業的檢驗諮詢服務。 

3、10/11 星期三下午，symposium 12(immunology and clinical 

chemistry)有五位講員，闡述利用分子技術（NGS 次世代基因定序）

及新穎代謝指標、生化檢測、維他命與內分泌診斷、免疫分析平台

技術上針對免疫及代謝疾病的探討，雖然講員皆為馬來西亞人士，

非常地專業議題內容，但是聆聽後覺得許多的新技術與研究能夠運

用導入到臨床實務上，這也是醫檢師需要多做努力的方向，尤其是

在跨領域的整合學習上，除了學校的教育學習過程，畢業後也應該

加強新知交流與學習活動。 

4、10/12 星期四，最後一天的會議活動，symposium 13(prospects for 

medical laboratories)有 3 位講員（1位臨時取消），由韓國延世大

學附設醫院的 Dr. Ki-Jong Rhee 闡述南韓的醫檢發展與成績，臺灣

醫檢學會理事（長庚醫院檢驗醫學部的張壁月副主任）也介紹臺灣

醫檢的演進及檢驗創新研發、介紹檢驗資訊系統的整合，與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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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於臺灣的醫療單位能夠藉由政府部門協助（健保資料中心）

將醫院的醫療數據分享至不同的醫院，這是許多國家無法做到的。 

5、10/12 最後一場次的 symposium 15 （precision medicine and 

genetics)共有三位講員，討論現代的分子檢測技術、基因定序、大

數據分析，在精準醫學上的運用；我聆聽後的感想也是如最近參與

LDTs 的研討活動，在癌症及遺傳與罕見疾病，未來將會利用這些新

興的分子生物技術結合人工智慧分析來進行精準醫學的檢測，未來

應該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醫學檢驗領域，醫院如果邁向頂尖醫學中心

的目標，精準醫學相關的檢測技術與實驗室的設立，將是必須的規

劃。 

 

二、參觀醫學實驗室： 

本次大會規劃醫院參訪活動，我原本想參加參觀馬來西亞醫院，但

是因為人數太多了，我們（與臺灣醫檢學會成員）另一群人被安排前往

馬來西亞的 NIH(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研究所參訪行程，位

於吉隆坡近郊的 Setia Alam，單趟車程約 1.5 小時，其機構類似臺灣的

國衛院實驗室，規劃有中央實驗室協助處理特殊的醫藥衛生議題如 TB、

傳染病、免疫疾病、特殊病理切片等。我的個人感想，馬來西亞的研究

人員素質與硬體設備良好，空間相當寬敞，與臺灣相較之下，相差不大，

有幾個臨床檢驗相關的設備與機台，如 P2 病毒實驗室、BD 流式細胞分

析與分選儀、DiaSorin 免疫分析儀、病理切片分析儀、高階螢光顯微鏡

等，與臺灣的醫學中心無太多差異，印象沒有很深刻值得關注的；另外，

在實驗室生物安全上沒有如臺灣的嚴謹設計，研究人員互動程度似乎沒

有臺灣的熱絡。這次也花很多時間在搭車往返路程上，很可惜沒有機會

實際參觀到馬來西亞的醫院臨床實驗室；不過，轉述友人的參訪心得，

沒有特別的關注點。我們的感想是馬來西亞的醫檢發展應該與臺灣不會

有太大的差異性，但臺灣因為有健保的系統性整合管理及醫學中心領頭

的醫療資訊管理，在醫療數據整合上應該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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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非常感謝陽明交大附設醫院長官對臨床檢驗學術交流的重視，讓敝人

能夠參與這次國際會議，將對日後臨床研究和工作收獲甚多。代表附醫檢

驗科參與檢驗相關的 AAMLS 國際學術交流，與亞洲地區從事醫學檢驗的專

業人員與先進做交流，分享於實驗室管理、設備整合、品質管理、分子檢

驗技術、病毒微生物等相關醫檢領域，在大會議題上吸取專業新知與研究

討論；同時，藉由能與亞洲鄰近各國人士交流，開拓視野，吸取經驗和專

業知識，期盼未來能運用在本院臨床檢驗品質、專業研究及實驗室實務管

理上，盡一分心力。  

 

 

 

肆、建議事項 

參加國際會議的目的是要能有國際視野與世界接軌，自我精進新知和

技術，向更好的目標邁進。個人感想是覺得再約 18 個月，我們檢驗科在檢

驗試劑與設備合約結束後，迎來系統及設備的新規畫，深刻感受到重大責

任如履薄冰，除了必須考慮加大檢驗整體量能提升的硬體能力及檢驗品質

優化，還包含到人員素質的精進，應該現在就積極努力準備，在建構完成

後，隨著醫院二期工程完成，醫院服務量能更提升，我們有能力讓臨床檢

驗的服務更上一層樓。我們醫院的醫檢師學術活動參與，可以再強化，可

以鼓勵同仁加入醫檢相關學會，追求專業知識的熟悉；另外，應多鼓勵同

仁在工作之餘，善加利用現有儀器設備來探討臨床醫檢主題，未來能夠投

稿在壁報展示中，會和同仁討論加以建議，把現有資源運用到最大，持續

強化自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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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行程表及論文 

(一)第七屆亞洲檢驗醫學科學會議(AAMLS)大會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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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七屆亞洲檢驗醫學科學國際研討會(AAMLS )海報論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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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七屆亞洲檢驗醫學科學會議(AAMLS )發表之海報 

(展示日期 2023-10-10~ 202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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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情形 

(一)與發表海報合影及 AAMLS 大會展入口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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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臺灣醫檢師全聯會成員合照於馬來西亞 NIH 

 

 

 

 

 

       

 

(三)馬來西亞 NIH 中央實驗室(細胞及病理)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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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馬來西亞 NIH 中央實驗室(病毒及免疫)參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