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 屆國際藥物流行病學與治療風險管理會議心得分享(二)	  

臨床藥學研究所二年級 許雯涵 

	  
第 30屆國際藥物流行病學與治療風險管理會議(The	  3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armacoepidemiology	  and	  Therapeutic	  Risk	  Management,	  ICPE)於 2014年 10月 23-‐27日於臺北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這是國際藥物流行病學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pidemiology,	  ISPE)三十年來首次於亞洲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也是我第一次參與的國

際會議。	  
	  

為期五天的國際藥物流行病學研討會前兩天是自由參加的會前教育課程(pre-‐conference	  
educational	  sessions)，介紹藥物流行病學、藥物使用評估、資料庫應用、藥物基因流病學研究、

計畫與程式撰寫技巧等，每個演講廳中報告的主題都不相同，有中文場次也有英文場次，與

會者可以依照個人有興趣的研究主題進場聆聽。而我選擇了其中幾堂與自己未來研究領域較

相關的課程，其中一堂介紹亞洲資料庫的演講吸引許多國外學者參與，可以發現有不少歐美

國家的研究學者都對台灣的健保資料庫相當感興趣，很羨慕我們能夠利用資源如此豐富的資

料庫進行研究，頻頻詢問該如何才能夠取得台灣的健保資料庫。	  
	  

後三天的內容主要為研討會(symposia	  &	  workshops)以及研究分享。研究分享分成口頭報

告以及海報展示兩種型式，臨藥所的貞予學姐就有入選這次 ICPE 的口頭報告，能夠站在演講

台上和不同國家的研究學者分享自己的論文研究，討論研究方法的設計，相當厲害!在研討會

方面，除了學術相關的議題之外，尚有討論該如何讓學術研究的成果提供給政策決策者的座

談會，與會者除了學術界的專家學者之外還有一些政府機關代表，藉由相互溝通、討論，比

較能夠知道政府機關在進行公共衛生或醫療相關政策決策時真正需要的資料是什麼，縮小學

術研究與執行面之間的落差，讓學術研究的成果能夠實際地應用於臨床，協助政策的決定，

而不僅僅只是研究，更能落實於生活當中，達到學術研究真正的目的。	  
	  

在這次的國際研討會中，不論是主題討論，口頭論文報告或是海報發表，都能夠得到一

些啟發，讓自己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向其他研究學者學習如何改善研究設計來彌補資料

庫的不足或是減少偏誤的發生，這些對於在研究方面還是新手的我來說真的受益良多，也比

較能夠掌握目前的研究趨勢與發展的情況。雖然對於一些討論的內容並不是很了解，但仍

然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每位參與者對研究的熱忱，在每一場研討會上，與會者都非常踴躍發言，

發表自己的見解，和大家分享研究經驗，或是提出問題與其他學者討論，場面相當熱絡，各

國研究學者積極的態度令我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