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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EASD)成立於 1965 年，總部設在德國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擁有來

自世界 130 多個國家的 5,000 多名會員，包括來自世界各地對糖尿病或相關疾病感興趣的科

學家、醫生、學生、博士後和研究員、專業人員和護士、衛教師。EASD 之宗旨在提供有關

糖尿病研究的進展和資訊，提供糖尿病科學研究、教育、診療技術發展、進而達到預防和治

療糖尿病、改善糖尿病患者生活品質的目標。 

 

EASD 會議是歐洲規模最大、最負盛名的糖尿病醫學會議，會議內容涵蓋糖尿病相關領域的

各種研究，且聚焦糖尿病基礎科學研究、臨床糖尿病與相關併發症的最新成果、治療方案。 

 

2023 年 10 月 2 日第 59 屆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年會（EASD 2023）在德國漢堡盛大開幕！作

為糖尿病領域一年一度的國際盛會，EASD 2023 年會吸引了來自全球頂級的糖尿病專家齊聚

一堂，發表最新研究成果，討論重大研究進展，研究未來的臨床治療方式。今年的年會，共

有超過 11,000 人參會，共收到摘要投稿 1,400 餘篇，會議期間以口頭報告、研討會、辯論、

指南學習課程等形式多樣的方式使與會者深入瞭解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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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次參加 2023 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年會，旨在代表醫院參加國際糖尿病會議，促進國際交

流與合作研究，提升醫院學術地位及聲譽。 

 
二、 過程 

 

10/2 是第一天的會議，由廠商展覽開場，包括各種新藥與器材，包括連續血糖監測、眼底攝

影、糖尿病足的高壓氧設備與傷口照護。10/3 開始為期四天的學術演講與報告，包括口頭與

海報論文展示。此外，還有各個國際糖尿病聯盟的成員國家代表擺設展示攤位。 

 

10/3 當地時間早上 9 時，2023 年第 59 屆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年會(EASD 2023)在德國漢堡

盛大開幕！作為糖尿病領域一年一度的國際盛會，EASD 2023 年會吸引了來自全球頂級的糖

尿病專家齊聚一堂，發表最新研究成果與重大研究進展，與未來臨床診斷與治療方向。今年

的年會，共有超過 11,000 人參會，共收到摘要投稿 1,400 多篇，會議期間以口頭報告、研討

會、辯論、指南學習課程等形式多樣的方式為與會者提供深入瞭解最新研究成果的機會。大

會開幕式上，EASD 主席 Chantal Mathieu 教授發表了主席演講，回顧了 EASD 近年來的成

果貢獻，以及從不同角度闡述了 EASD 的目的，並公布本屆年會值得關注的重要內容，為參

與會議者帶來學術、文化、藝術等多方面的難忘體驗。 

 

近年來，不論第 1 型糖尿病(T1DM)還是第 2 型糖尿病(T2DM)都有許多重大進展。針對

T2DM 的治療，除了現有的藥物治療外，隨著目前對 T2DM 致病機轉的不斷了解，目前，

科學家們正在嘗試通過多種創新機制途徑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好的血糖控制療法，比如運動

療法、營養療法等，其中部分治療方法很有可能會改變 T2DM 的治療和管理現狀。針對

T1DM 的治療，現在也有了新技術的幫助，包括胰島素泵浦、人工胰臟以及人工智慧等，有

望改變患者的生活。未來胰島移植有可能是治癒 T1DM 的潛在方法。 

 

除了精彩的內容外，風格也很重要，在今年的年會上，Chantal Mathieu 教授向我們展示了

EASD 的全新標識。新標識代表了糖尿病管理整體性，代表了科學進步的動力和不斷演變的

理解疾病的方式，代表 EASD 作為全球糖尿病社群的一個組成部分，致力於治療與預防該疾

病及其併發症。 

 

EASD 鼓勵和支持糖尿病領域的研究。2000 年，EASD 建立歐洲糖尿病研究基金會(EFSD)，

用以促進歐洲糖尿病研究。EFSD 通過廣泛的聯合和獨立倡議，在糖尿病研究領域提供經費

支持，在 2023 年共有 50 項包括基礎、臨床等研究得到基金會的支援，總金額達 3 226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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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另外，EASD 也成立了不同領域的研究小組，在此次年會上，也有針對不同小組的專

題討論會，來討論相應領域的研究進展。 

 

EASD 是知識傳播的催化劑。作為 EASD 的官方雜誌，Diabetologia 發表了高品質的、關於

糖尿病各個方面的前沿文章，從基礎科學到轉化工作再到臨床研究。2022 年的 Diabetologia

影響因數達到 8 分，憑藉無需版面費、審稿公平且快速、報導標準高等優勢，吸引了越來越

多的研究者。EASD 一直非常重視研究生教育，特邀國際知名專家就糖尿病及其併發症通過

實體與線上多種方式進行知識傳授及實踐培訓，以期加強糖尿病研究並促進患者管理的實

施。為了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都能更方便地學習，EASD 開通了線上學習平臺(e-

Learing)，這種更方便的傳播形式，已成為 EASD 開展宣傳與教育工作的新途徑。e-Learing

目前全球有 9000 多名註冊用戶，其中大約一半來自歐洲以外。e-Learing 上所有的模組都是

由該主題的權威人士開發和講授，在糖尿病這樣一個進展迅速的領域，這樣的線上學習平臺

至關重要，旨在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都能免費瞭解新的研究、指南和建議等，還可以獲得

英國皇家醫師學院的專業認證。同時，EASD 也正在籌備制定 EASD 指南，預計在 2025 年

完成第一版指南。 

 

三、 心得 
 

本次會議的參與，除了吸收新知，了解最新的研究發展方向，也增進與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

之交流，尋找未來研究方向與合作機會。透過了意見的交換，提昇國際視野，體察了先端研

究之方向及進展，收穫匪淺。不論是基礎研究、流行病學研究、藥物研發、血糖監測系統，

均有日新月異的進展，讓我深深體會到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未來需要更加持續努力，

才能跟上世界的進步與發展。 

 

四、 建議 

 
有此機會參與本次國際研討會議，所吸收到的經驗與新知，十分寶貴，將落實於日後的醫療

照護與醫學研究。因此，建議本院人員有機會多多參加國內和國際的大型會議，相信對自己

的研究領域、論文撰述能 

力與活動實施將有實質助益，同時，更能透過交流與互動，進一步擴大國際視野與世界觀。 

 

五、 附錄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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