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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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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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次參加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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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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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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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第 60 屆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年會(EASD 2024)在西班牙馬德里盛大開幕！作為糖尿病領

域的國際盛會，適逢 EASD 成立 60 周年，今年的年會備受關注，吸引了來自全球頂尖的糖

尿病專家齊聚一堂，發表最新研究成果，共話重大研究進展，共同研究未來臨床診療。今年

的年會，共有來自 130 個國家和地區的 12,000 多人參會。會議期間仍以口頭報告、研討

會、辯論等形式為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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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D 秉承最初的理念：通過研究、網路和教育，促進卓越的糖尿病管理。通過與 IDF、美

國糖尿病協會（ADA）、國際兒童和青少年糖尿病協會（ISPAD）、歐洲心臟病學會

（ESC）、歐洲內分泌學會等組織的合作互動加強了其在學術界的地位，並正朝著更多的方

向合作和發展。EASD 目前擁有超過 20 個合作小組，涉及基礎醫學、轉化醫學、營養及糖

尿病可能涉及的各種併發症相關學科。此次 EASD 大會期間就有 12 場研究小組座談會，聆

聽了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 

 

本屆大會除了有超過 12,000 人參會的盛況，共包括 62 場專題討論會(Symposia)，48 場口頭

會議(Oral Sessions)，8 場重要突破性研究口頭報告（Late Breaking Oral Sessions）、102 場簡

短口頭討論(Short Oral Discussion Sessions)、5 場重要突破性研究簡短口頭討論(Late Breaking 

Short Oral Discussion Sessions)、19 場研究小組和非政府組織會議、51 場行業會議。旨在讓

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展示機會。備受矚目的 5 大獎項，分別頒給了在糖尿病代謝領域做出突出

貢獻的 Roy Taylor 教授、Elisa De Franco 教授、Rodica Pop-Busui 教授、Lori Sussel 教授和

Juleen R. Zierath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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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D 教育頻道的宗旨是：通過教育傳播糖尿病研究和管理的知識和技能。因此，這些內容

也都是面向全球的。本屆 EASD 的電子學習可以通過官網的教育模組進行更多、更深入的展

示和討論。觀眾們除了能看到現場報告，還以每日快訊、大會總結等全新視野通過網路獲取

大會資訊。 

 

2000 年，EASD 通過創建歐洲糖尿病研究基金會（EFSD）加強了對促進歐洲糖尿病研究的

承諾。EFSD 通過廣泛的聯合和獨立倡議，為糖尿病領域的所有研究提供支持，在 2024 年

共投入了 1.34 億美元。另外，E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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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臨床事務委員會在這一年度也成績斐然。完成了 4 份重要報告，另有 4 個正在進

行，還有 5 個指南共識正在更新。此外，近年 EASD 還宣佈通過媒體開啟與糖尿病患者的互

動。“End Diabetes Stigma”就彙集了 107 個國家和地區、320 多個組織、2700 多名參與者，

旨在幫助患者終止糖尿病汙名。 

 

總結 

 

EASD 大會是全球糖尿病科研合作與交流的平臺，彙聚了全世界糖尿病代謝領域的最新科研

成果和學術精華。這一年，EASD 通過本屆年會展示了糖尿病治療領域的最新突破。展望未

來，隨著學界對新技術、新機制、新藥物的不斷探索和研究，糖尿病管理將逐漸趨向多元化

和個體化，也將進一步實現血糖、體重、併發症等一體化管理，為患者帶來更多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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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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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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