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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年第 160 屆日本齒科保存學會 2024 年度春季學術大會之會議 (160th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Conservative Dentistry, 2023)在日本仙台舉辦，聚集了日本牙科材

料領域的專家和學者。本次會議於 5 月 16-17 日舉行，本人與研究生 (林芝安、周冠宇、

鄭光廷、侯達鈞、蘇家蓁)、研究助理 (李佳凌)，共同發表五篇論文， 會中也會晤了東

北大學、大阪齒科大、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等知名大學教授與學會幹部。於參加學會之

外，5 月 15 日也至東北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參訪東北大學齒學部和齒科病院，同時商

討成大學生今年將赴日參加短期交流事項。 

日本齒科保存學會是保存齒科學的學術先驅，不僅提供深入瞭解牙科材料領域的

最新趨勢和發展的機會，同時也讓與會者提供了學術交流的機會，是台日牙醫界交流

的最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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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此次出國的目的，是前往日本仙台參加「日本齒科保存學會 2024 年度春季學術大

會」（160th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Conservative Dentistry, 2024），在會上發表論

文。同時，還至日本東北大學牙醫學院（Tohoku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Dentistry）

進行學術研究交流並參訪東北大學之牙醫學院齒科研究室與臨床醫院。 

日本齒科保存學會是日本最大的牙科學術組織之一，使命是通過治療來維護和保

護牙齒，使人們能夠長期保有健康的牙齒並正常行使咀嚼功能。該學會重視預防和治

療蛀牙及牙周病，在推動日本口腔醫學和牙科醫療領域的發展中具有重要任務。學會

的主要成員包括保存修復學、牙內治療學和牙周治療學等專科的醫師和學術研究人員。

他們致力於高質量的研究，不斷開發創新且先進的診斷、預防和治療方法。每年，學會

成員都會有重要的學術發表和成就，這些成果被應用於臨床，對口腔醫療做出重要貢

獻。 

目前，該學會擁有約 4500 名會員，每年舉辦兩次學術大會並出版學會雜誌，開展

各種學術、研究和教育活動。此外，學會還組織多種活動，以促進與齒科保存學相關的

醫療預防和發展。 

這次學術大會將吸引來自日本各地的學者前來參加，進行深入的學術討論，是牙

科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研討會。 

 

 

 

 

 

 

 

 

 

 

 

 
 
 

圖一、2024 年日本齒科保存學會春季學術大會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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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2024 年 5 月 14 日，我們抵達仙台後，首先入住旅館，準備展開為期數日的學術交

流與研討會活動。5 月 15 日早上，我們首先前往東北大學進行學術交流。由我介紹成

功大學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和我的研究方向 (圖二)，隨後研究生林芝安、周冠宇、

鄭光廷、侯達鈞、蘇家蓁及研究助理李佳凌將依次介紹他們的研究題目，進行雙向學術

互動 (圖二-四)。 

下午的時候，我們參觀了東北大學附設醫院 (Tohoku University Hospital)及其齒科研

究室。在實驗室裡，我們看到了台灣所沒有的齒科機器人病人，這讓我們覺得非常有

趣，也發現們使用了許多日本國產製的材料和儀器設備。在診間參觀時，我們也注意到

他們在特殊需求牙科醫療環境方面的完善設計（圖五至圖七）。 

 

 

  

圖二、與東北大學之會議討論 
圖三、研究生進行報告 
中間: 東北大学大学院歯学研究科長・歯学

部長- 小坂 健 (Ken Osaka) 

 

圖四、與東北大學前院長-佐佐木 啟一、現任

齒科院長小坂健、醫院院長 Dr. Sugiura、附研

究科長洪光教授、中久木康一教授、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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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參觀機器人病人 圖五、參觀力學實驗室 

  

圖七、東北大學附設醫院之特殊需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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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了東北大學的參訪後，我們於晚間 18:30 參加了日本齒科保存學會舉辦的懇親

會。現場人潮眾多，因我本人代表中華民國牙體復形學會擔任甄審委員會主委，率領台

大的曾琬瑜醫師、成大醫院兼任主治醫師楊靜宜以及研究助理李佳凌代表台灣參加晚

間懇親會，也就是大會晚宴。我在懇親會上致詞，歡迎來自日本各地的學者、醫師和廠

商到台灣進行交流，並代表花蓮牙醫師公會感謝日本齒科界對花蓮地震的關心與捐贈。

在會中，我也與許多教授 (東北大學-齋藤 正寛教授、大阪齒科大學-林美 加子、神奈

川歯科大学-半田 慶介教授、鶴見大学名誉教授桃井保子、九州歯科大学-鷲尾絢子教

授、多倫多大學 Prof. Anil Kishen 等等)交換了名片，希望未來能有合作的機會，此外

多倫多大學 Anil Kishen 教授也表明暑假也會到台灣進行交流。(圖八-十六) 

 

  

圖八、大會長-齋藤 正寛 
圖九、日本齒科保存學會-理事長 林美 加
子 

  

圖十、大會長-齋藤 正寛 
圖十一、日本齒科保存學會-理事長 林美 
加子與大會長-齋藤 正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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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神奈川歯科大学-半田 慶介教授 圖十三、東北大學附設醫院 

  
圖十四、與鶴見大學名誉教授桃井保子等

交流 
圖十五、本次特別演講講師-多倫多大學 
 Prof. Anil Kishen 

 
圖十六、左一: 研究助理-李佳凌、左二: 楊靜宜醫師、左三:東北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Dr. 
Sugiura、右二:莊淑芬醫師、右一:台大曾琬瑜醫師 

 

今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日本齒科保存學會在日本仙台國際會議廳舉辦，聚集了

來自日本各地的牙科材料領域專家和學者，促進了專業交流和學術互動。本次會議涵

蓋了保存修復領域、再生醫療、歯科衛生士領域、臨床領域等主題。會議當天由日本齒

科保存學會國際處的高見澤 俊樹教授提供了詳細會議手冊 (圖十七)，內容包含日程和

地點信息。此外，參加者還可在官網上找到更詳細的資訊。 

 圖十七、會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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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行程分成兩主要目的，第一是參加日本齒科保存研討會，了解現今材料之應

用、新產品等。第二則是與研究生共同發表 5 篇論文。 

 

圖十八、研討會實況-多倫多大學 
 Prof. Anil Kishen 特 別 演 講 
「 Immunomodulation for periapical wound 
healing」 

 

圖十九、參與研討會 
左一: 碩一學生-蘇家臻、左二:研究助理-李
佳凌、左三: 楊靜宜醫師、左四: 莊淑芬醫

師、右一: 碩二學生-侯達鈞 、右二: 碩二學

生-鄭光廷、右三: 碩二學生-周冠宇 

 

日本海報展示有 83 篇發表再加上台灣發表 7 篇共有 90 篇，論文發表分為三大類: 

A 生物材料、B 生物學、C 診斷、教育、免疫學、其他。其中台灣七篇論文包含台灣大

學兩篇、成功大學五篇。（圖二十） 

圖二十、發表論文 （左一）碩二學生-周冠宇、（左二）楊靜宜醫師、左三：台大黎博

士生、（左四：莊淑芬醫師、（左五）台大曾婉瑜醫師、（左六）台大的陳映瑄醫師、（左

七）碩一學生-蘇家臻、（左八）碩二學生-侯達鈞、（左九）研究助理-李佳凌、（左十）:
碩二學生-鄭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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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17 日會議的第二天 11:40-12:00，本人我與研究助理和研究生們一同發表，論

文編號為 TP1、TP4、TP5、TP6、TP7，本人題目是: 「Chemical Analysis of Zirconia Surfaces 

after Tribochemical Silica Coating and Various Adhesives Treatments by ToF-SIMS」，並與日本

各地知名研究專家一起交流。本人指導之研究生周冠宇同學題目為: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Endocrowns with Different Margin Designs」、研究生鄭光廷同學題目為 : 

「Influences of Cavity Design on Biomechanical Behaviors of Zirconia and Lithium Disilicate 

Overlays」、研究生侯達鈞同學題目為: 「Evaluations of Tissue-Dentin Adhesives Consisting 

of Isobutyl Cyanoacrylate and Octyl Cyanoacrylate 」與研究生蘇家臻同學題目為 : 

「  Comparison of Polymerization Shrinkage Patterns of Bulk-fill and Conventional 

Composites by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Method」 （圖二十一），其中 3M 廠商對於樹脂

縮收表示興趣，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邀請本人至日本演講、交流，此外，鶴見大學之教

授也對於本人研究之黏著劑感到興趣，希望未來能夠互相合作， （圖二十二、二十三）

在報告結束後，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給予了寶貴的回饋。 

  

圖二十一、於發表海報前合影 圖二十二、與鶴見大學教授討論 

 

圖二十三、與 3M 廠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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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學生報告實況 

在會議中，我遇到了好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的 Shimada 教授和北海道大學的教授。

我們一起交流了最新的研究進展，並特別向 Shimada 教授請教了關於光學相干斷層掃

描（OCT）的研究。他詳細解答了我們的問題，並分享了他在該領域的一些最新發現 (圖

二十五)。 

 

圖二十五、與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的 Shimada 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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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今年除了參加日本齒科保存學研討會與海報論文發表之外，還到東北大學去參訪並

進行學術交流，研究生林芝安、周冠宇、鄭光廷、侯達鈞、蘇家蓁及研究助理李佳凌依

次介紹了他們的研究題目，進行了雙向的學術互動，討論氛圍熱烈且富有建設性。下

午，我們參觀了東北大學附設醫院及研究室。參觀時，我們注意到他們在診間的特殊需

求環境方面的完善設計、研究室未來也將會注入許多 AR 練習給予學生學習，這些經

驗和設計理念都讓我們受益匪淺。 

5 月 16 日至 17 日，參加了在仙台國際會議廳舉辦的日本齒科保存學會研討會，在

會場的時候見到許多學者及廠商，我們還與其他參與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並且展示

了我們的研究成果。 

這次的日本之行讓我們增進了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繫，收穫頗豐。透過雙向交流，我

們不僅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吸收了大量的新知識和新技術，為未來的研究開闢

了新的方向。這次經驗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也對未來的學術發展充

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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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日本齒科保存學會，具有很多學術上豐富的內容，很適合推薦給牙醫師參與。這次

經驗交流的過程除了研討會以外，還瞭解東北大學本身對於國際合作的積極，亦看到

東北大學向海外招生的用心。經由參加研討會的機會，除可提升國際觀外，也可以更了

解日本研究趨勢，同時藉此機會認識更多日本學者，有助於臨床工作以及論文發表。 

在發表論文的過程中，可以提升海外合作的機會，同時在研討會期間向國際社會展現

台灣的實力。參加國際會議後，我的建議事項是政府部門應積極擴大國際交流機會。參

加國際學術會議是與頂尖學者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絕佳機會。這些合作讓我們能夠共

同討論牙科領域的最新趨勢、教育計畫以及研究活動，並促進跨國合作夥伴關係的發

展。通過參與國際會議，我們能持續更新自身的知識，並提升自己的研究。然而，目前

對於計畫主持人、學生和研究參與者的機會仍然相對有限，這限制了學界之間的交流。

因此，我們應該積極促進更多的參與機會，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從而擴

大國際合作的範圍，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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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一、會議行程表 

 

時間 上午 下午 

5/14（二） 抵達桃園機場 抵達仙台 check in 

5/15（三） 東北大學齒科研究室參訪 
東北大學附設醫院參訪＋ 

日本齒科保存學會懇親會 

5/16（四） 日本齒科保存學會研討會/ 貼示海報 

5/17（五） 日本齒科保存學會研討會/ 發表論文 

  



 15 

二、本人發表海報 



 16 

三、 (本人指導) 海報 



 17 

 



 18 

 



 19 
 


	摘要
	一、目的
	二、過程
	三、心得
	四、建議事項
	五、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