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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至美國田納西州曼菲斯 (Memphis) 參加 APS 2024 Plant Health 

conference 研討會，旨在針對各種植物病理學研究法的與國際間對農藥的管理趨

勢有進一步交流，並藉由海報發表的形式和各國類似領域的研究人員進行交流，

以增進臺灣在殺菌劑抗藥性研究上的國際能見度。本次前往會議間主要以了解卵

菌類殺菌劑的研究進展為主，其中包含病原菌鑑定的方法學、意義與了解病原菌

族群對於殺菌劑抗藥性之間的關聯性與應用性、新藥開發的過程中病原菌族群與

群體抗藥性的關聯等。此外國際間對農藥管理的趨勢目前有朝保護瀕危物種的方

面努力；另針對生物防治、化學防治、各種病原菌學科的研究成果、真菌毒素的

管理方式、診斷與防治的工具學等方面在研討會的過程中亦有許多討論，激盪出

研究人員的靈感與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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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目的 

  The American Phytopathological Society (APS) 為美國植物病理學會，自 1909

年成立後每年於美國境內召開年會，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本(2024)年度的年

度大會於 7月 27日至 7月 30日在田納西州(Tennessee)的曼菲斯(Memphis)舉行。 

  由於這個會議是美國植物病理界每年最重大的活動，除了學校的研究人員外，

亦會有美國農業部(USDA)的官員前往宣傳最新的政策方向或是想和學界共同合

作的研究目標，不同的國際組織如產業界廠商、非官方組織等人員也會派員前來

交流，因此是很適合分享研究成果並和其他研究人員交換意見的場合。 

  本次配合研究人員在 2 年研究計畫「112 農科-5.3.2-藥-01；113 農科-5.3.2-藥

-01」中的研究成果，前往該會議進行相關的成果發表，並在會間了解目前國際上

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與各方的研究人員建立未來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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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期程 

  本計畫自本年經費核定後，於 3 月至 6 月間進行會議的報名與資料擲交、處

理電子簽證與機票、保險等事宜。7 月 22 日先搭乘飛機至美國華盛頓州

(Washington)的西雅圖(Seattle)後，7 月 23 日至 25 日為私人行程，7 月 26 日轉機

至田納西州的曼菲斯，7 月 27 日至 7 月 30 日舉行會議，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搭

乘飛機回到臺灣(表一)。 

 

表一、本次行程說明 

日期 行程 

7/22(一) 17:25 桃園機場至美國西雅圖入境(7/22 14:05) 

7/23(二) 國外休假 

7/24(三) 國外休假 

7/25(四) 國外休假 

7/26(五) 美國西雅圖(07:15)-休斯頓(14:25)-曼菲斯(16:05) 

*當日遇到班機誤點，改為西雅圖(10:52)-達拉斯(17:58)-曼菲斯(21:17) 

7/27(六) 研討會工作坊 

7/28(日) 正式研討會 

7/29(一) 正式研討會 

7/30(二) 正式研討會 

7/31(三) 美國曼菲斯(08:15)-丹佛(11:40)-西雅圖(13:35) 

8/1(四) 美國西雅圖出境(11:55)-台灣 

8/2(五) 抵達台灣(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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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研討會之發表文章內容 

  本次發表之主題為 Phylogenetic analysis and fungicide sensitivity of 

Plasmopara viticola in Taiwan，為研究人員在 2 年研究計畫「葡萄露菌病對不同

作用機制藥劑感受性監測及用藥技術應用研究(112 農科-5.3.2-藥-01；113 農科-

5.3.2-藥-01)」中的研究成果，其中包含臺灣主要葡萄產區的葡萄露菌病菌的基因

鑑定，以及針對市面上常使用的三種單點作用機制的藥劑(亞托敏、達滅芬、賽座

滅)的感受性測定結果(圖一至圖三)。 

 

 

圖一、研討會發表之摘要(Tai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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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研討會發表之海報(Tai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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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研討會間發表時與其他學者交流 

 

  三、研討會相關內容與議題討論 

  本研討會日程一共有四日，第一日為不同主題所組成之工作坊，邀集各領域

之專家學者針對特定議題進行多個專家的演講與分享；第二日至第四日為正式的

議程，其中有 keynote speech、主題演講、海報瀏覽、植物保護產品發表會、意

見咖啡館等不同的分享模式(表二)。 

 

表二、本次大會的議程 

 

*紅字表本次有與會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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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針對本次各項有興趣之議題進行研究成果的相關介紹與臺灣在此議題

可進行的延伸探討。 

 

1. 卵菌的抗藥性研究 

  本工作坊為殺菌劑抗藥性行動委員會(Fung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專家所組織，主持人為巴斯夫公司之 Mr. Gerd Srammler 與先正達公司之 Mr. 

Gilberto Olaya。殺菌劑目前在國際上的研究以(1)FRAC 組織在歐洲的調查；(2)美

國大學研究人員在美國本土的調查；(3)中國各試驗站的研究人員在中國本土的

調查最有系統且發表最多。此次工作坊分享者以 FRAC 組織和美國學者為主(圖

四)。 

  

 

圖四、卵菌抗藥性工作坊議程 

 

  研究人員首先分享在科技的演化下，病原菌族群分類對於抗藥性研究的應用。

其中包含在菌種鑑定時，以形態學、分子生物學的單基因、多基因分析對於屬與

種的精準度，綜合判斷建議以多個基因進行親緣關係樹(phylogenetic tree)的分析

對不同屬的區隔、新種的鑑定會比較有利；目前在生物資訊學的研究進展下也有

學者先進行全基因體(genome)的組裝後再以推定的基因資料 (eDNA) 做大數據

的菌種鑑定。 

  菌種鑑定除了可幫助菌種進行分類，也可以分析不同菌系在環境間對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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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響。以美國的胡瓜露菌病 (Pseudoperonospora cubensis)為例，以多基因法做

菌株的分析會發現，2004 年前後的菌株族群有變化，造成時間與空間上的群組

演變，即使使用相同的殺菌劑做處理但防治效果不同。另發現美國的菌種可因胡

瓜種類的不同區分出不同的隱藏種 (cryptic species)，如櫛瓜、西瓜、南瓜上多為

隱藏種 1，而胡瓜與洋香瓜為隱藏種 2。在生態上隱藏種 1 每年會較早好發於田

間(圖五)。 

 

 

圖五、不同 Cucumis 作物好發之胡瓜露菌病菌隱藏種(Wallace et al., 2020) 

 

  針對不同胡瓜露菌病的隱藏種，學者也發現菌對於相同藥劑的感受性不盡相

同，如在歐西比(oxathiapiprolin)的試驗中發現，隱藏種 2 在歐西比於美國登記後

三年(2018)起大量出現田間的抗藥性族群；中國也在藥劑登記後的數年逐漸的產

生抗藥性族群(資料未公開發表)。 

  在了解族群與不同藥劑的抗藥性關聯後，研究結果可連帶影響州政府的用藥

決策。如有學者針對氟比來(fluopicolide)做不同州的藥效是驗後發現胡瓜露菌病

的抗藥性族群已占大部分，因此建議州政府於 2015 年起改變使用方式，包和拿

掉使用方法、禁止連續施用、降低每季的最大施藥次數等。 

  再以腐黴菌(Pythium spp.)的族群和抗藥性關聯做解釋，有學者分析不同大豆

田區所採集到的腐黴菌並做多基因親緣關係分析，發現菌系可依據藥劑

ethaboxam 的標的基因進行分類，其中在不同隱藏種的特定基因β-Tubulin 的位

點中發現，蛋白質 Cysteine 以不同的點突變方式突變成 Serine 的現象，進而表現

於對藥劑的感受性降低(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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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大豆腐黴菌與藥劑 ethaboxam 的感受性關聯性 (Noel et al., 2019) 

 

2. 新藥的開發介紹 

  在研討會不同的章節中，學校研究人員與業者針對新開發的化學藥劑或生物

藥劑都有進行介紹，其中包含數種新的作用機制藥劑。從分享的內容來看，種子

處理劑目前是大家滿關注的項目，其中先正達公司有針對腐黴病菌開發作用機制

U17 的藥劑 Picarbutrazox，針對萎凋病菌開發作用機制 C2 的 cyclobutrifluram。

在開發過程的試驗中進行基準線測定、藥劑移行性測定、室內與半田間的藥效測

定等等。在產品發表會上也可看到各類生物農藥的推廣，例如威斯康辛大學楊慶

鴻老師的生物製劑 RejuAgro A 對於柑橘潰瘍病與黃龍病的藥效介紹等(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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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研討會間的新產品發表會介紹 

 

3. 政策與研究計畫的推動 

  研究策略時常會隨政府推動的法案或規定滾動式調整。以加州的果樹病害舉

例，2014 年起因永續地下水管理法案(Sustainable Groundwater Management Act, 

SGMA)的實行，農業灌溉水以地下水轉為地表水為主，同時造成了柑橘疫病的流

行。學者將柑橘疫病之推薦藥劑重新進行澆灌法的試驗，發現以歐西比澆灌為最

有效的使用方式。 

  在農藥標示上近年美國環保署(USEPA)正在研議藥劑對瀕危物種的保護法

案，其中以除草劑為先，主要進行保護帶範圍的研究。另有學者搭配地理資訊系

統，將除草劑的使用範圍與瀕危物種的棲地範圍進行疊圖，以釐清保護帶設立的

範圍應當為何。本法案除草劑部分已有草案、殺蟲劑與殺菌劑尚在研議中，但在

殺菌劑方面要如何進行微生物影響評估、登記成本的考量等諸多因素在會間亦有

許多學者提出，待 USEPA 多次討論與協商。 

 

4. 診斷技術開發 

  植物病理學的基因體研究亦有助於其他產業的診斷技術研究。以小麥中的萎

凋病菌菌種分析做案例，學者在不同的穀物中進行分離菌種並做基因體分析，之

後在比較不同的真菌毒素和各菌種間的關聯性與可能產生的真菌毒素量；在建立

相關的資料庫後實際以不同地區採集到的麵粉進行萎凋病菌的檢測，以了解麵粉

中可能的真菌毒素種類。 

 

 5. 其他研究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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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會議期間，包含演講與海報張貼，本次共有 500 個以上的研究成果供研究

人員交流，藉由海報的討論、會後的交談與各國的研究人員交換意見與分享經驗，

如實驗的細節、條件與注意事項等。 

參、心得及建議 

1. 生物科技的研究對世界帶來的影響 

  抗藥性的研究是整合管理中的一部份，而現代的植物病理學研究隨生物科技

的開發對於不同領域間的連結可以更有邏輯。從菌種的鑑定到後續的應用都可發

現大數據對於不同性狀或遺傳特性的預測與演進有極大的幫助。 

  本次研討會在 keynote speech環節中邀請到Dr. Charity Dean前來演講(圖八)，

此學者當初在 Covid-19 爆發時期對患者們進行取樣與大數據分析，藉由遺傳資

訊的比對釐清病毒在國際間的傳遞鏈，以及不同突變株間的演化關係。Dr. Dean

也期許大家都能對自己的工作抱持熱忱。 

 

 

圖八、本次研討會的 keynote speaker Dr. Charity Dean 

 

2. 研討會所帶來的新資訊 

  研討會因是美國年度最大盛事，因此跨國農藥公司或政府都會固定贊助活動

舉行，故時常可得到第一手未發表的資訊，如還在研發中的藥劑與試驗執行的進

度、尚未發表的監測數據等都會較期刊或出版物先得到訊息，因此建議每年都可

由不同的研究人員前往交流，以得到新的知識或增加國際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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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已認識或新的研究人員再次建立聯繫 

  因研討會參加的人很多，因此很容易遇到先前就已有來往的研究人員，如會

間有與先前因菁英計畫前往的佛羅里達大學植病系的實驗室同仁再次聊天，了解

彼此的研究進展；或是和臺灣到美國工作的先進再次交流，促進未來可能的合作

(圖九)。 

 

 

圖九、與先前已認識的研究人員進行交流 

 

4. 對於未來所內/部內同仁的建議 

  建議未來若有其他同仁要公費參加國際研討會的話，在預算編列需活動本身

的註冊費外，要多考量稿件的投稿費用、額外的活動報名費用等。此外在日期安

排上最好提前一兩天抵達。本次遇到臺灣是逢凱米颱風以及班機誤點等狀況，建

議在日程安排上須預留準備日避免突發狀況的出現。 

  對於研究人員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在研究的或城中主動和人交流，並從其中

激發出新的思維模式，多參與國際會議有助於提升自己的能見度外也可同時增加

視野，加強研究實力。於此同時在過程中也要享受當下，因這些經驗都會化為未

來成長的養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