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屆國際藥物流行病學與治療風險管理會議心得分享(三)	  

藥學系六年級 白宗祐 

    當初只是想要嘗試當研究生的感覺，沒想到竟然安排實習的時段剛好可以參與 ICPE的
活動，而且這種國際性的活動非常難得在台北舉辦，因此在 10/23-27這段時間便去參加這場
藥物流行病學年度的盛會。 

    ICPE前兩天的課程為授課為主，邀請許多國際重量級的大師，接下來的三天便是 oral 
presentation與 symposium穿插，在同一時間有許多的課程同步進行，所以只能挑自己有興趣
的課程參加，可能很多會議都是這樣進行的吧，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覺得格外的新鮮。 

    在大學中，其實只有流行病學、藥物流行病學等等相關的課程，很多實際操作的概念都
還不理解，所以在許多比較偏方法學的課程中，比較無法跟上大家的思考，不過仍然有許多

有趣的課程，讓我對這塊領域有多一些了解。

台灣有一個很完善的健保資料庫，但是在其他

很多國家，並沒有辦法利用這樣的資源去完成

研究，因此非資料庫的方法也是相當的重要，

一位雪梨大學的教授 Lisa Pont利用相當少的
資金，利用社區藥局的回報系統，完成精神病

藥的監測方法；在確認醫療執行的課程中，

Veena Thyagarajan指出許多藥品的登錄
National Drug Code (NDC)是無法完整呈現執
行給藥紀錄，部分需要 Healthcare Common 
Procedure Coding System (HCPCS)一同做確
認才有辦法將準確性提高。 

    除了這些課程以外，有三天晚上是有些社交的活動，其中有一天晚上是歡迎晚會，大家
拿著酒，到處找別人聊天，這樣的場合以前都只有在電影情節，竟然這次真實地在我眼中出

現，當然第一次是很難找個外國人聊天的，好險有老師的引見，讓我認識些外國的教授們。

在一次吃飯時，我問一位外國的朋友，這樣的活動隊他們來說很常見嗎？他跟我說，其實他

們晚上有時候就會參加這樣的聚會，所以他們很習慣拿著飲料和不一樣的人聊天。我覺得東

方的學生一直都比較害羞，我們不習慣與其他人接觸，所以常常就會看著亞洲人和亞洲人用

著自己國家的語言聊天，其他人也會很難插入我們的話題。在圓山飯店的晚宴時，Lisa Pont
教授與我們同桌用餐，她很鼓勵我們要多藉由這樣的機會認識不一樣的人，這也是這些國際

型會議很重要的一環，她甚至還教我們一些技巧與教授聯絡。 

    很謝謝這次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參加這樣的國際盛事，不但對藥物流行病學大開眼界以外，



也發現原來社交技巧這麼重要，希望未來不論自己走哪方面的領域，都可以持續地參加這樣

國際性的活動，讓自己的視野更開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