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大食生系蔣恩沛團隊參與 3 場國際研討會競賽榮獲 13 項榮譽 

感謝本校秘書室媒體公關組提供資料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蔣恩沛教授研究團隊，近期參與 3 場國際研

究討會共榮獲 13 項榮譽，該實驗室今年起內部會議全面以英語討論，研究生們

在英語表達能力明顯提升，參與國際研討會英語口說演講與海報競賽，屢屢獲

得亮眼成績。 
 
13 項國際獎項分別為：第 16 屆國際生物催化暨農業生物技術研討會（ISBAB）
口頭演講銅牌、口頭演講優選獎、海報優選獎 2 名及海報佳作獎 2 名。第四屆

臺灣表基因體學研討會及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EPI)英語口說競

賽第三名、口說競賽佳作、生物科技組海報競賽第一名、第二名、以及海報競

賽佳作。第四屆亞太地區營養基因組學和營養遺傳學學會 (APPNO) 雙年會, 榮
獲兩項優秀海報獎, 另外近期還獲得興大與榮總合作成果發表特優獎。 
 
興大食生系教授蔣恩沛表示，看見同學們努力的成果獲得肯定, 做老師的特別

欣慰。自從去年底實驗室有外籍生加入，於是實驗室會議開始嘗試用英文進

行，平時也鼓勵學生彼此多用英文溝通。今年鼓勵實驗室成員有研究數據的同

學們都嘗試投稿國際會議。 
 
運用質譜平台探討長期暴露 PM2.5 如何干擾體內代謝路徑而獲得 EPI 會議英語

演講競賽第三名的食生系碩士生孫意佩，回憶當初在報名的時候，一直反覆問

老師，可不可以不要參加英語口說競賽，但老師一直鼓勵，告訴她這是很好的

機會和挑戰，就去試試看不需要有壓力。沒想到自己真的就這樣站上台並得了

獎。雖然在台上因為太緊張表現不如在台下練習的那麼順暢，在問答環節也沒

有正確回答所有問題，但在過程中真的學習到了很多，除了看到其他比賽的同

學在台上非常平穩的台風之外，還有該如何有邏輯的述說故事，吸引觀眾注

意。很感謝各位評審老師的肯定，也感謝合作研究室師長及總是給予支持的指

導教授，自己會再繼續努力加油。 
 
以質譜平台追蹤臨床免疫調節生物製劑對體內代謝途徑調控機制獲得 ISBAB 英

文演講銅牌的食生系碩士生陳怡婷十分珍惜此次經驗，表示此次寶貴的學習機

會是自己研究生涯一段難忘的經歷。而她在參與另一場國際研討會 APNNO 之

前，得知受邀與會嘉賓都是在各研究領域相當知名的學者，就做了功課把握機

會積極向學者們請教，啟發自己新的思考方向。她表示參與海報競賽時，幾位

國際知名學者及評審們的建言非常精闢，幫助她釐清一些盲點，獲益良多。 
 
研究追蹤固碳微生物如何重塑細胞內碳流路徑獲得 EPI 會議生物科技組海報競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54769


賽第一名的微生物基因體學程博班生彭建豪謙虛表示，自己反省報告及回應評

審提問過程中，未能非常流暢地回覆，在英文發音上也有許多謬誤，表達技巧

仍需精進。很感謝主辦方籌備如此高水準的國際研討會，讓學生有機會與許多

國外一流學者交流，獲取別人寶貴的研究經驗，提升自己研究視野，也希望未

來有機會能繼續在國際會議分享後續研究成果！ 
 
利用質譜平台探討飲食中短鏈脂肪酸組成對體內代謝途徑調控機制獲得 EPI 會
議生物科技組海報競賽第二名的食生系碩士生陳宇嵐，承認在海報展演時因太

緊張而有點小忘詞，參賽過程讓她明白到自己還有很多不足及可以改善的地

方，這次幸運獲獎，除了非常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也很感謝蔣老師平常細心

的教導，也表示這樣的磨練經驗已內化成養分，讓自己未來更成長茁壯。參加

國際會議增廣知識，啟發新的想法與見解。 
 
以質譜追蹤平台追蹤食品有害物質如何造成體內代謝路徑失衡而連續在 ISBAB
及 EPI 兩個會議均獲得海報佳作獎的食生系碩士生王舒蓉表示，自己在一個月

內很緊湊地參與了 2 次國際研討會，有了第一次的經驗，第二次更有方向性，

更順暢流利地將自己的研究分享給評審和聽眾。她非常感謝老師在百忙之中協

助每位同學從準備投稿、事前練習、到會場陪伴打氣，不厭其煩給予指導。她

自己在現場比賽時聽到別人表現後覺得自己講述還不夠口語化，有時表達過於

冗長或缺乏抑揚頓挫可能影響評審理解研究內容。她覺得很幸運也感謝兩個不

同的國際會議評審都給予她肯定。未來會更精進自己的英文口說能力，也希望

未來還能有機會參與更多研討會擴增視野。 
 
建立氣相及液相質譜追蹤平台探討疾病調節抗風濕藥物對體內甲基供應與碳流

影響而連續獲得 ISBAB 海報佳作獎、APNNO 海報優選獎、及榮興計畫成果海

報特優頭獎的食生系博士後研究員蘇雅麗表示，參加博士生海報英文報告有點

緊張，感謝指導教授給予許多建議與指教，增加英文口頭報告的經驗。在這幾

次國際研討會聽到各地優秀研究學者的演講，其研究內容皆相當扎實，邏輯緊

密，且新穎性十足。 
 
利用質譜追蹤平台追蹤人工甜味劑如何重新分配體內代謝途徑而獲得 APNNO 
海報優選獎的食生系碩士生劉峻佑，得知所有參加海報競賽基礎研究組的最後

只三位得獎，另兩位都是博士後研究員，只有他還只是碩班生，能夠受到評審

的肯定而得獎十分驚喜且意外。他表示很感謝評審在詢問時用階段性引導的技

巧，讓他更清晰明白地解說自己的研究成果。吸取此次寶貴經驗後，自己下次

可以更加熟練地讓人了解該研究的精髓。也表示經由此次研討會的洗禮也讓他

對於研究方向、題材及邏輯思考均有很大幫助。此次與會的嘉賓及講者都是各

個領域中德高望重的學者，讓他學習到多重面向的新知，並可以面對面直接快



速交流知識，打破了國籍國界的限制。 
 
以質譜追蹤平台探討膳食補充與固醇類藥物與體內重要代謝途徑之交互作用而

獲得 ISBAB 海報佳作的食生系碩士生張菱真表示，在會中看到許多厲害的研

究，學習到實驗設計、海報排版呈現。旁聽主題演講及口頭競賽讓她認識不同

研究領域、也學習到應答的技巧、台風。跟第一次相比，英文分享結果時比較

上手，但在回答問題、邏輯、實驗設計上還有很多可以加強的地方，會再更加

努力，她特別感謝學姊提供好的檢體讓他繼續分析，謝謝主辦單位提供很棒的

交流環境和蔣老師給她的鼓勵和指導。 
 
探討人工甜味劑對體內腸道菌與宿主代謝交互作用獲得 EPI 英語演講競賽佳作

獎的食生系碩士生蔡弘毅自認為表現不佳，畢竟英語報告對他太有挑戰性了。

此次研討會讓看到許多其他優秀的研究生以及有趣的海報讓他更清楚自己不足

的地方，如果還有機會，自己應能做得更好，期待之後能更進步。 
 
運用質譜平台深度解析間歇性禁食和熱量限制調控機制而獲得 ISBAB 英語演講

競賽優勝獎的食生系碩士生劉佳瑩表示，參加國際研討會競賽的經驗遠遠不是

平常在實驗室中可以磨練到的。她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上台時的臨場感，一方

面榮譽感漫溢，卻也擔心自己是否能適切清晰表達出自己的研究理念和軌跡以

及把老師學長姊研發精髓。回想比賽，前自己與老師徹夜練習效果顯著，獲益

良多，慶幸最終獲得肯定為自己和實驗室爭光，也讓更多人認識間歇性禁食的

好處和其中的代謝機制。而有了先前 ISBAB 的經驗，在參加 APNNO 會議時感

到游刃有餘。自認在海報編排、內容、邏輯強度和口條各方面都明顯進步。她

表示研討會和與會經驗豐富的學者交流，真的是快速累積各方面經驗值的場

合，站在巨人肩膀上眺望學海，學習最新研究方向，做為進入職場或是向上進

修的基礎。APNNO 會議印象最深刻的是遇到 UC Berkeley 和 Texas A&M 等多位

單碳代謝領域的大前輩們在自己海報展演的時候前來聆聽，給予專業意見與鼓

勵。更感謝老師提供這麼好的環境和機會，讓大家在如此大場合中嶄露成果，

磨練口才溝通技巧，讓國內外前輩學者對自己的團隊留下印象。期許未來的自

己隨時都能準備完善，當任何機會來臨時都能好好把握。 
 
研究探討益生菌劑配方組合最為飼料添加成分對雞隻體內維生素平衡變化的食

生系大學部專題生的黃弘濰表示，自己還只是大學專題生，要和碩士班的學生

競爭相較困難，因此原本只抱著單純參加獲取經驗的心態，沒想到最後在海報

方面獲獎了，很開心！他也表示最近有機會參與到研究室與廠商的技轉，大大

開闊了大學專題生的視野！很感謝蔣老師及學長們協助建立模式、收集檢體、

協助摘要投稿及海報內容，沒有他們的基礎和加持，絕對無法有這些優異成

果！ 



 
蔣老師表示，同學們對於英語報告難免畏懼，但也都積極勇敢挑戰自我。每一

場會議參賽學生都使出渾身解術，用順暢的英文跟評審講解自己的研究，透過

經驗的累積顯著提升學生的邏輯組織力、口條、台風與簡報技巧。因應政府推

行 2030 雙語國家，教育部鼓勵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許多學校也逐步推動

全英語授課。從得獎學生們的題目看出，蔣老師研究的主題豐富多元，她表示

因為同學們的專題多是從他們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出發，結合研究室獨特的技

術，加上實驗室多年累積的各種內外資源，讓同學們在研發的過程有很多發揮

創意及解決問題的機會，又學習到實用的生物技術。除了學術性，也貼近生

活，具有產業應用性。她很欣慰研究室的同學們都樂於接受挑戰，突破自我。

透過這樣的學術交流活動一起成長。很歡迎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團隊一起探索

更多有趣的研究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