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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AOAC INTERNATIONAL)成立於1884年，原由美國農業

部資助下所創立，現今為國際受公認之非營利性協會，其宗旨係藉由匯集政府、產業

界及學術界等不同領域交流合作，透過標準、分析方法和實驗室品質之建立及調和，

以確保食品及公共衛生安全。AOAC 目前於美洲、亞洲、歐洲和非洲已設立不同分

會，其影響力遍及全球，逐步發展成為分析科學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性專業組

織。該組織每年會定期舉辦年會暨研討會，吸引各地的專家學者匯集至此進行研究發

表及交流。本次 AOAC 第138屆年會暨研討會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舉辦，主軸

為「Cultivating Leaders & Connecting Analytical Communities」，意旨在於培育具潛力的領

導者，並積極促進不同科學領域或群體間聯繫及協作，提升跨領域合作為目標，此次

有超過700位分析科學領域專業人士與會，涉及領域包括食品中藥物殘留、天然毒

素、有害化學物質、食品添加物、新穎性食品等，共分成30個專題演講，每個專題演

講有2~5場子演講，並有185篇壁報論文發表，內容豐富多元。本署於此次年會中

「 Poster Presentations: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 Biostimulants, Bioinformatics, 

Chemometrics, & Data Analytics, Chemical Contaminants & Residues, Hemp & Cannabis, Hot 

Topic: Omics, and Gluten & Food Allergens」期間發表壁報論文，題目為「Analysis of 

Avilamycin in Porcine and Chicken Muscle by QuEChERS Extraction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Tandem Mass Spectrometer」，於會中展現本署檢驗技術成果，並提升國際

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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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每年會定期舉辦年會暨研討會，匯集政府、產業界及學

術界等不同單位人士與會交流，專題演講領域涵蓋多元，主題包含全氟烷基及多氟烷

基物質(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環氧乙烷(Ethylene oxide)、食品攙偽、食品添

加物、益生菌、營養素之未來趨勢探討、新穎性食品之進展及趨勢、食源性及非食源

性汙染之檢驗方法探討及趨勢等，並有壁報論文發表及各家廠商商品及儀器展示，內

容 豐 富 多 元 。 本 署 於 此 次 年 會 「 Poster Presentations: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 

Biostimulants, Bioinformatics, Chemometrics, & Data Analytics, Chemical Contaminants & 

Residues, Hemp & Cannabis, Hot Topic: Omics, and Gluten & Food Allergens」期間發表壁報

論 文 ， 題 目 為 「 Analysis of Avilamycin in Porcine and Chicken Muscle by QuEChERS 

Extraction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本研究為禽畜產品肌肉

中阿美拉黴素(Avilamycin)之檢驗方法開發，前處理以丙酮進行萃取後，於鹼性環境下

使 Avilamycin 水解成 dichloroisoeverninic acid (DIA)，接著以 QuEChERS 流程進行萃取及

淨化，再以 ACQUITY UPLC BEH C8管柱，搭配0.1%甲酸水溶液及含0.1%甲酸之乙腈溶

液 進 行 梯 度 沖 提 並 以 液 相 層 析 串 聯 質 譜 儀 (Liquid Chromatograph/Tandem Mass 

Spectrometer, LC-MS/MS)分析，後續搭配同位素內部標準品校正並以基質匹配檢量線進

行定量。結果顯示，回收率介於96.8~105.8%，變異係數介於2.6~8.6%，其定量極限可

達0.0025 mg/kg (以 DIA 計)。此次藉由參與專題演講吸收各式檢驗技術相關知識，對食

品等各領域之檢驗研究工作之助益甚多，瞭解檢驗技術之進展及未來趨勢，以應用於

業務，本署亦於會中透過壁報論文發表展現分析檢驗技術能力，藉此提升國際能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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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行程概要 

本次奉派赴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參加「2024美國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AOAC) 

第138屆年會暨研討會」，此次行程於113年8月23日啟程，並於113年8月31日抵達臺灣

桃園，行程及工作紀要如下表： 

日 期 行程及工作紀要 

113年8月23日(五)~ 

113年8月24日(六) 

搭機啟程：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TPE)→美國加州洛杉磯國際機場(LAX)轉

機→美國馬里蘭州華盛頓巴爾的摩機場(BWI) 

113年8月25日(日)~ 

113年8月28日(三) 

參加2024美國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第138屆年會暨研討會 

(開會地點：Baltimore Marriott Waterfront in Baltimore, Maryland, 

USA) 

113年8月29日(四)~ 

113年8月31日(六) 

搭機返程： 

美國馬里蘭州華盛頓巴爾的摩機場(BWI)→美國加州洛杉磯國

際機場(LAX)轉機→臺灣桃園國際機場(TPE) 

 
二、 會議內容摘錄 

本次「2024美國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AOAC)第138屆年會暨研討會」，開幕式由

現任 AOAC 理事長 Mary Kay Krogull 致詞，並介紹下一屆理事長 Danièle Sohier 及成

員。Key note 由 Dr. Harold Schmitz 擔任主講者，以「Analytical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Embracing AI at the Center」為題，為此次盛會揭開序幕。主講者建議各位應該重新思

考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其視為核心而不單單

只是一種工具，這種思維勢必改變原本組織的運作方式。在現今面對諸多全球性挑

戰的情況下，許多產業將面臨變革，例如食品產業和農業迫切地需要更快速、更優

質及更具經濟效益的新創生產方式，此時 AI 的應用或許能改善現況，推動產業有效

組織和整合數據資料，提高整體效率。主講者以製藥業將 AI 應用於產業發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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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近年 AlphaFold 在蛋白質結構預測具突破性進展，往往需要數年才能完成預測的

蛋白質結構，現在透過 AlphaFold 就能在數小時甚至數分鐘內達成，大幅縮短時間成

本，提升效益，這也徹底改變製藥產業的格局。而在食品及農業領域的實例應用，

主講者提及現在相當新穎的「食物元素週期表倡議」(Periodic Table of Food Initiative, 

PTFI)，利用過去多年來分析科學的研究資訊，將目前已知存在於食品和農業中的分

子組織及整合為資料庫，提供予研究人員運用，有助於全面地瞭解食品成分及其對

健康安全和環境保護的影響。另外，由於萜烯類化合物(Terpenes)應用領域廣泛，如

食品香料、醫療用藥品等，市場嘗試從其序列、化學特性及功能以純化或人工合成

方式發掘新物質，因此，AI Institute for Next Generation Food Systems (AIFS)使用已發表

的文獻資料分別以 AI 技術及人工閱讀方式比較兩者所能得到的萜烯類化合物

(Terpenes)數量，AI 技術可在數天閱讀10萬多篇文獻，而人類須耗時數月僅能閱讀100

多篇，但結果顯示 AI 技術只多找到了200多種，雖然結果不如預期，但顯示目前在萜

烯類化合物研究的缺口，往往都侷限在特定目標，提醒科學家們在研究領域還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 

主講者亦提及 AI 的應用下，其數據安全問題往往不可避免地會被提出挑戰，這

需要各領域專業人才和企業積極交流合作，共同商議解決方案，而非將數據安全問

題視為其應用及發展的阻礙，並期許 AI 的應用能加速科學發展，提高研究效率，為

人類及全球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今年主題包含全氟烷基及多氟烷基物質(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環氧

乙烷(Ethylene oxide)、食品攙偽、食品添加物、益生菌、營養素之未來趨勢探討、新

穎性食品之進展及趨勢、食源性及非食源性汙染之檢驗方法探討及趨勢等，共分成

約30個專題演講，大多專題演講有2~5場子演講，議程內容豐富多樣，本次年會專題

演講主題多元且與本署業務多有相關，惟同一時段有3~4場專題演講同時進行，僅將

參加之場次擇重點概述如下： 

 

(一) 新穎性食品之進展及趨勢 

隨著全球人口持續增長，對於安全且糧食需求不斷攀升，全球農業資源面臨

著巨大挑戰。此時，新穎性食品(Novel Foods)、替代性新興蛋白質(Alternative 

proteins)已成為解決此難題的方法之一。為確保這些新穎性食品的安全性，建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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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監測和品保措施尤其重要。 

1. 替代性新興蛋白質之進展與挑戰 

由來自英國 Fera Science Ltd.的 Dr. Andrew Swift 分享有關新興蛋白質之進展與

挑戰。新穎性食品(或稱非傳統性食品)係指該食品或其原料經由非傳統方式培

育、繁殖程序或新穎之食品加工製程，而導致食品的組成或結構改變者。新興

蛋白質亦可作為新穎性食品之一，新興蛋白質依其來源可分為植物性蛋白質

(Plant-Based Proteins)、昆蟲蛋白質(Insect Proteins)、培養肉(Cultivated meat)等。隨

著全球人口持續增長、環境資源減少，替代性新興蛋白質在全球糧食供應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確保其能作為安全及具營養價值的食品，於此同時又能兼具保

護環境資源，替代性新興蛋白質被視為解決全球糧食問題的關鍵角色，亦極具

挑戰。隨著科技創新的進步，替代性新興蛋白質之研究及產品正快速發展，其

具生產力高、營養價值高、環境永續及動物保護等優點，能改善未來全球糧食

的困境。 

為確保這些新興蛋白質之產品品質及安全，須經相關法規核准後方能上

市，且新興蛋白質如何提升消費者接受度，是否開發相關分析方法以確認其真

實性以及防範攙偽等等，均是重要議題。未來可以建立基因體資料(Genome 

data)、運用感測分子(Sensors)或分子標記(Molecular markers)等方法，以確認食品

真實性。雖然困難重重，但新興蛋白質產業的發展前景廣闊，有望解決全球糧

食問題，須各界持續關注。 

 

2. 新穎性食品中過敏原之風險評估 

由來自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 Dr. 

Melanie Downs 分享有關新穎性食品中過敏原之風險評估。新穎性食品因其來源

和成分多元，在食品安全性評估方面帶來了挑戰。因其來源和成分不同，都需

要採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來確保其安全性。其中，過敏原的檢測尤其關鍵，因為

過敏原主要由蛋白質構成，其序列會隨來源不同而異。 

然而，過敏原風險評估主要係與已知過敏原之蛋白質序列的同源性進行比

對，但由於新穎性食品之蛋白質序列已異於已知過敏原之蛋白質序列，因此傳

統質譜方法或其他過敏原檢測方法(如 ELISA)往往難以作為分析方法。具體的分

析方法取決於新穎性食品的類型及其生產方式，不同來源造成過敏原危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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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未來的發展方向可建立新穎性食品類型的危害辨識流程、開發相對應的分

析方法以及建立標準化流程，以降低方法及操作者在風險評估中的差異。 

 

3. 培養肉之現況 

由來自美國 Vireo Advisors, LLC.的 Wei Ng 分享有關培養肉(Cultured meat and 

seafood)的安全性評估及現況。培養肉或稱人造肉屬於新穎性食品的一種，係指

藉體外(in vitro)細胞培養技術生產的動物肌肉組織，由於體外培養可使其具適當

營養價值及肌肉纖維等特性，可作為傳統肉類的替代品。此外，相較於傳統肉

類製造過程，培養肉的生產未涉及動物飼養、屠宰階段，過程較為人道且環

保，並有助於實現全球糧食安全和永續發展。 

然而，若想將培養肉作為產品推銷至市場，並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培養

肉的製造過程及其對人體危害的安全性仍尚待釐清。於是 Vireo Advisors, LLC.和

New Harvest 一同發起了「培養肉安全性倡議」(Cultured Meat Safety Initiative, 

CMSI)，此計畫分為三個階段(Phase I、Phase II 及 Phase III)，其中，Phase I 及 Phase 

II 係透過與50家相關企業研究人員以及來自全球15個不同管轄區的政府研究單位

和監管機構進行一系列訪談和研討活動，並歸納出了培養肉安全性評估的研究

和方法開發需求的方向，介紹如下： 

(1) 辨別和檢測培養基中具生物活性的成分(Bioactive components)：培養基中可

能含有一些生物活性物質，包括本來存在於培養基中的成分(維生素、胺

基酸、礦物質)、人為添加的生長因子及培養過程所產生的成分，需要開

發相應的分析方法予以檢測。 

(2) 調整和驗證微生物評估方法：考慮到培養肉的生產過程有別於一般食品

製程，其微生物污染來源亦不相同，可能是細胞本身、培養過程所添加

的成分或培養環境(Mycoplasma)等，因此，現有的微生物評估方法需要進

行調整和驗證後再執行檢測。 

(3) 評估細胞株(Cell line)穩定性的方法開發及確效：用於製造培養肉的細胞特

性異於動物細胞，加上細胞繼代培養過程可能出現基因變異或細胞表現

(Phenotype)異常，需要建立相關的評估方法監測。 

最後，Phase III 階段將廣邀產業界、政府單位、學術界專家學者致力於共同

研究和方法開發，以推廣培養肉產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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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演講概述培養肉安全性評估的現狀，從管理者的角度評估培養肉產品所

須面臨的安全性問題，並分享其安全性評估可能需要開發方法或調整和驗證現

有方法的方向，藉由利用方法所產生的資料庫，提高培養肉安全性評估的效

率，有助於標準訂定及政策制定。 

 

(二) 人工智慧 

由來自美國 FDA 的 Mauricio Durigan、Socrates Trujillo、Gendel Food Safety LLC.

的 Steven Gendel 及 Expert Intelligence 的 Lalin Theverapperuma 共同分享有關人工智慧

在食品產業之應用。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的構成要素之一為大型語言模

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係使用大量資料與參數進行訓練的深度學習模

型，生成式 AI 具創造和模仿的能力，此技術能夠從相對少量的數據中學習和產生

新的資訊，且得以應用於多元領域，如科學研究(輔助研究)、醫療(早期疾病檢

測、藥物研發)、製造業(供應鏈優化、製程異常檢測)等，此外，透過不斷學習和

修正，提高其預測之準確性和實用性。在現今面臨人才短缺的挑戰及產業自動化

的轉變下，AI 技術將成為食品產業和分析檢測的重要技術，包括食品驗證、品質

管制等；AI 技術亦可以分析各式法規文件、標準及相關報告，確保產品符合食品

安全及避免攙偽。然而，資料安全性是重要議題，為了建立各界對 AI 技術的信

任，在政府、消費者及產業界之間，須清楚瞭解 AI 演算法的運作原理及影響其決

策之因素，確保 AI 模型的透明性(Transparent)、可解釋性(Interpretable)和可問責性

(Accountable)。此討論中提及產業管理變革的重要性，當導入新技術時，人的因素

往往比技術本身更具挑戰性，建議組織在推動 AI 技術時要留意人員教育訓練和溝

通。 

AI 技術的發展正處於探索機會和挑戰的初期階段，需要各方人才及資源的投

入，技術的整合和施行亦需要循序漸進，生成式 AI 仍面臨諸多挑戰，如公正性問

題，是否有適當使用準則依循、資料安全問題、如何有效整合人類專業知識和 AI

技術等，均是重要課題，需仰賴跨領域協作及共同解決困境。透過 AI 技術的導入

將為食品產業帶來全面的升級，從生產效率的提升到品質管理的精進，都將為消

費者帶來更安全、更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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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氟烷基及多氟烷基物質 

由來自美國 FDA 的 Susan Genualdi、Waters Corporation 的 Sarah Dowd、Shimadzu 

Scientific Instruments 的 William Lipps 及 Eurofins 的 Lukas Vaclavik 共同分享有關全氟

烷基及多氟烷基物質(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分析之進展。近年

來，PFAS 的問題引起廣泛關注，這類化合物被廣泛應用於各種日用產品及工業

中，由於 PFAS 的物化特性相當穩定，具持久性、不易分解、生物累積性等特性，

能夠穩定存在於環境中，如土壤、水源，並能積累在動物體內，進而對人類健康

和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威脅。隨著消費者意識抬頭，許多人對於暴露風險和健康影

響的疑慮日益增加，相關研究及檢測方法的開發亦備受重視。 

PFAS 議題的興起可追溯到當時美國有研究機構分析數據顯示，約有數萬人

暴露於 PFAS 污染之中，此消息引發了輿論關注，相關新聞報導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最初，人們主要關注 PFAS 在飲用水中的污染，隨後範圍逐步擴大到土壤、

空氣、食品和各種物質，因此各國陸續制定了有關 PFAS 管控措施。 

針對 PFAS 的分析檢測，往往會遇到困難，例如：樣品前處理易受污染、樣

品回收率問題、方法適用性等均是挑戰，PFAS 易被各種材料如塑料、塗層等吸

附，實驗室環境可能亦是污染源，因此，分析檢測時必須格外留意，儘量避免選

用含 PFAS 成分的耗材、溶劑，並採取多重預防措施。此外，PFAS 為一群人工合

成之含氟化合物總稱，種類繁多，不同 PFAS 化合物有不同的理化性質，故難以

用單一檢測方法分析所有目標分析物，所使用的分析技術可以有層析串聯質譜、

離子交換等等。隨着分析技術的進步，未來有越來越多的 PFAS 化合物會被發現，

其中可能還有未知成分。PFAS 為多氟化合物，利用此化學特性，未來可以利用無

特定標的篩選技術(Non-targeted screening)，結合化學特徵指標來辨別可能的 PFAS

化合物。同時，持續開發新的檢測方法，不斷優化提高靈敏度和專一性，為 PFAS

的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技術支持。 

在2023年底，AOAC 發布了食品中 PFAS 的標準方法執行要求(Standard Metho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SMPR)；雖然已有針對食品的 PFAS 分析方法，但繁瑣的

分析檢測流程可往往令人怯步。另一個難題則是法規標準的制定，雖然目前各國

陸續研擬針對 PFAS 的相關措施及法規標準，但尚未有統一的標準可依循。 

綜上所述，PFAS 的檢測及管理是一個複雜的議題，需要各方協力合作，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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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食品檢測領域的經驗交流和技術融合，只有結合現有的知識和技術，不斷創

新與進步，才能更好地應對新興的環境污染問題，保護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 

 

(四) 雪卡毒素參考物質的開發 

由來自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 的 Elizabeth Mudge 發表雪卡毒素

(Ciguatoxin)參考物質的開發。雪卡毒素又可稱為熱帶海魚毒，是由有毒微藻

(Microalgae)附在死珊瑚所產生的海洋毒素，可在海洋生物中累積，常見於熱帶和

亞熱帶地區的魚類。這些毒素無色無味且經高溫加熱烹調而不會被破壞，有毒魚

類經人類食用後，而引起中毒。在全球暖化的情況下，造成極端氣候及海水溫度

上升，使得這群有毒藻類的生長範圍擴大，雪卡毒素所造成的中毒風險日益增

加。雪卡毒素為梯形多環醚類化合物，結構變異性大，約有超過20種異構物，依

地域性可分為3類，分別為太平洋雪卡毒素(Pacific Ocean ciguatoxin, P-CTX)、加勒

比海雪卡毒素(Caribbean Sea ciguatoxin, C-CTX)及印度洋雪卡毒素(Indian Ocean 

ciguatoxin, I-CTX)。即使於同一地域捕撈的魚類，其雪卡毒素的含量可能差異大，

這使得從魚類分離出雪卡毒素相當不容易。在過去曾經需要由超過50 kg 的魚才能

僅僅分離出約100~200 μg 的雪卡毒素 C-CTX1。因市面上缺乏雪卡毒素的參考物

質，嚴重影響了相關研究及管理的發展，如環境監測、標準訂定、藥理及毒理學

研究等。 

近期發現一種藻類 Gambierdiscus silvae 的菌株1602 SH-6能生產加勒比海雪卡

毒素的相似物，有助於此類毒素參考物質的開發。藉由大規模培養有毒的

Gambierdiscus silvae，可得到高純度的 C-CTX5。藻類產生的 C-CTX5是魚類中 C-

CTX1主要相似物，而 C-CTX5的第3號碳為酮官能基。針對純化而得的 C-CTX5進

行研究，例如回溶液測試(純甲醇、50%甲醇溶液、純乙腈及50%乙腈溶液)、溫度

(23℃及-80℃)及穩定性測試(儲存1個月)。結果顯示，C-CTX5溶於純甲醇會導致第

56號碳形成縮酮；溶於50%甲醇溶液相對穩定；溶於純乙腈造成較寬的峰形；溶

於50%乙腈溶液於-80℃下會形成沉澱，其他溶劑則將持續評估。 

此外，將 C-CTX5第3號碳的酮官能基還原為羥基形成 C-CTX1，而以強還原劑

NaBH4將 C-CTX5第3及56號碳的官能基均還原為羥基則形成 C-CTX3/4。未來將持

續評估溶劑、穩定性、儲存條件、前處理及萃取流程的優化，藉由製備 C-CTX 相

似物，開發這些毒素的參考物質，有助於建立環境及食品中 C-CTX 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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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究和監管層面亦至關重要。 

(五) 微米塑膠粒及奈米塑膠粒之分析 

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Naixin Qian 分享以受激拉曼散射顯微技術(Stimulated 

Raman scattering, SRS)分析瓶裝水中塑膠顆粒。塑膠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無處不在

的物質，由於塑膠製品廣泛使用，使其產生的微米塑膠粒(Microplastics, 1 μm~5 

mm)及更小的奈米塑膠粒(Nanoplastics, <1 μm)已成為一個日益受關注的全球性問

題。微米塑膠粒可分解成奈米塑膠粒，由於它們的型態微小，易從環境及飲食途

徑通過生物屏障進入人體，可能導致潛在的健康風險。傳統上，常使用振動成像

技術(Vibrational imaging)來分析塑膠顆粒的種類、大小、形狀、及數量，如傅立葉

轉換紅外光譜(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和拉曼光譜顯微技術。許

多研究嘗試利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和螢光顯微鏡等技術分析奈米塑膠

粒，這些技術可以區分有機和無機物，但無法準確判定是否為塑膠顆粒。新技術

如 AFM-IR 和 STXM 雖然結合了多種理論，但分析效率差，無法獲得足夠的統計

數據。因此，分析奈米塑膠粒的技術仍是個缺口，需要高靈敏度及專一性的檢測

方法。 

為了解決這個缺口，講者團隊開發了受激拉曼散射顯微技術分析平台，提高

靈敏度和高通量對單一塑膠顆粒(微米塑膠粒及奈米塑膠粒)進行分析，可檢測至

小於100 nm 的奈米塑膠粒。受激拉曼散射顯微技術原理為利用幫浦(Pump)光束及

史托克斯(Stokes)光束共振激發目標分子的特定化學鍵振動，從而增強拉曼光譜信

號，得到高靈敏度的化學影像。以瓶裝水中的塑膠顆粒為例，結果顯示，每公升

瓶裝水中有超過105個顆粒，其中大多為奈米塑膠粒，其餘才是微米塑膠粒。這項

研究展示了受激拉曼散射顯微技術作為一種新穎的塑膠顆粒檢測技術，為進一步

瞭解環境及食品中塑膠顆粒的污染情形，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手段。 

 

(六) 真菌毒素之分析 

由來自美國 Restek Corporation 的 Diego Lopez 來分享食品中真菌毒素的分析。

真菌污染常發生於食品，如穀類製品、花生、乾燥食品等低水活性食品，若製造

加工、儲存期間發生溫溼度條件不當，則會產生真菌毒素(Mycotoxins)，並依其真

菌種類不同而有不同種類真菌毒素產生，如黃麴毒素(Aflatoxins)、伏馬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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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onisins)、赭麴毒素(Ochratoxins)、T-2毒素、HT-2毒素、橘黴素(Citrinin)、棒麴

毒素(Patulin)、鏈格孢毒素(Alternaria Toxins)及麥角生物鹼(Ergot Alkaloid Epimers)等

等多種真菌毒素。有關多重真菌毒素分析常見問題，可能為樣品取樣不均勻。由

於真菌毒素在食品中的分布不均勻，因此，取樣前使用適當的取樣方法及均質是

必要措施；再者，因基質種類及藥物特性複雜，使得樣品前處理的萃取及淨化

難；最後，缺乏穩定的同位素內部標準品、不同種類真菌毒素需使用不同層析條

件及非特異性吸附(Non-specific adsorption)等難題，均影響多重真菌毒素分析的進

展。 

講者團隊開發了一種簡化樣品前處理流程，利用液相層析串聯質譜法(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同步分析37項受管制和新興真

菌毒素(包含5項鏈格孢毒素、6項麥角生物鹼及其異構物)。此研究選擇了四種不

同的食品(小麥餅乾、花生、番茄泥和混合麵粉)進行方法驗證。樣品前處理利用

含0.5%甲酸之80%乙腈溶液萃取，其中80%乙腈溶液可降低基質干擾及提高回收

率，甲酸的添加雖然會使橘黴素的回收率降低，但可提高伏馬毒素的回收率；檢

液置換成50%甲醇溶液以0.2 μm PTFE 濾膜過濾上機，提高烘箱溫度，移動相以

0.05%甲酸水溶液及含0.05%甲酸之甲醇溶液梯度沖提，管柱選用 Inert Biphenyl 

column，可改善非特異性吸附及延長待測物滯留於管柱的時間，增加分離效果。

此方法流程使真菌毒素在添加樣品中的回收率為70~120% (除了橘黴素)，而變異係

數均小於20%。 

 

三、 壁報論文 

本次年會暨研討會之壁報論文展示及分享，依其主題分類分別於三日(8/26~8/28)

展示，共有185篇壁報論文發表，主題分類如下： 

1. 第一日(8/26) ： 

Botanicals & Dietary Supplements, Chemical Contaminants & Residues, Microbiology & 

Molecular Biology Methods, and Quality Assurance & Reference Materials, Sponsored 

by NOW Foods 

2. 第二日(8/27) ：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 Biostimulants, Bioinformatics, Chemometrics, & Data 

Analytics, Chemical Contaminants & Residues, Hemp & Cannabis, Hot Topic: 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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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luten & Food Allergens 

3. 第三日(8/28) ： 

Chemical Contaminants & Residues, Food Additives & Colors, Food Authenticity & Food 

Fraud, Food Nutrition, and Hot Topic: Novel Foods & Ingredients 

本 署 於 此 次 年 會 暨 研 討 會 期 間 發 表 壁 報 論 文 一 篇 ， 題 目 為 「 Analysis of 

Avilamycin in Porcine and Chicken Muscle by QuEChERS Extraction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本研究為禽畜產品肌肉中阿美拉黴素

(Avilamycin)之檢驗方法開發，前處理以丙酮進行萃取後，於鹼性環境下使 Avilamycin

水解成 dichloroisoeverninic acid (DIA)，接著以 QuEChERS 流程進行萃取及淨化，後續

以 ACQUITY UPLC BEH C8管柱，搭配0.1%甲酸水溶液及含0.1%甲酸之乙腈溶液進行

梯度沖提並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Liquid Chromatograph/Tandem Mass Spectrometer, LC-

MS/MS)分析，後續搭配同位素內部標準品校正並以基質匹配檢量線進行定量。結果

顯示，回收率介於96.8~105.8%，變異係數介於2.6~8.6%，其定量極限可達0.0025 

mg/kg (以 DIA 計)。後續將優化方法流程，使適用範圍擴增至禽畜產品之肝、腎及脂

肪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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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本次參與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舉辦之年會暨研討會，議程專題演講涵蓋領域

廣，與本署業務多有相關，內容豐富多元，主題包含 PFAS、新穎性食品之進展

及趨勢、天然毒素多重分析方法開發或進展等。本次會議有許多演講主題著重於

PFAS 之檢驗分析，由於 PFAS 污染來源廣泛，需藉由各管理部門及專家協者協同

合作，由各源頭進行管理及監控，例如水源、土壤、食品原料、食品包材等。其

中，考量 PFAS 品項多元，其檢驗分析技術日趨重要，演講提及無特定標的篩選

技術(Non-targeted screening)係解決此難題的解方，值得本署應用於 PFAS 檢驗分析

之研究。藉此參與會議吸收各式檢驗技術相關知識，瞭解檢驗技術之進展及未來

趨勢，以應用於業務，對檢驗研究工作之助益甚多，建議未來持續參與食品檢驗

分析領域相關研討會，以精進方法開發。 

 

二、 本 署 亦 於 會 中 發 表 「 Analysis of Avilamycin in Porcine and Chicken Muscle by 

QuEChERS Extraction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壁報論

文，與國際專家進行交流，透過壁報論文發表展現分析檢驗技術能力，藉此提升

國際能見度，建議未來持續派員參加研討會發表壁報論文，增加與各界人士交流

機會，促進檢驗技術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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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AOAC 第138屆年會暨研討會之會場入口 

 
 

開幕式及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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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儀器及產品展示 

 

 

Taiwan Section Busines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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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於會中發表壁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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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