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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THE TAIW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台灣生化學會於2018年11月09日（週五）至11月11日（週日）舉辦2018「生化學會秋令營」，本
次三天兩夜的活動在環境清幽景色宜人的南投縣溪頭自然教育園區登場，不僅有精彩主題演講和深度專
題討論，還特別安排有職涯分享講座，而最後總計有180位的專家學者與學生們共聚溪頭。

這次秋令營我們邀請到享譽國際的郭沛恩院士、李奇鴻特聘研究員和鍾邦柱院士分享他們的最新研
究成果。第一天Keynote-1先由郭沛恩院士發表如何利用新技術與策略探討存在於個體之間的基因編碼
差異「The Dark Matter of the Human Genome」、隔天則有Keynote-2李奇鴻特聘研究員講述他在
果蠅視神經所發現的影響樹突狀細胞型態之關鍵因子「Dendritic Development and Visual Circuit
Assembly in Drosophila」、最後一天則由Keynote-3鍾邦柱院士分享她關於參與在細胞遷移、腦部功
能與粒線體構型相關機制中的類固醇合成酵素與其產物「Steroid Synthesis and Function」。另外還有
六場深度專題討論，包含有Big Data、Structural Biology、Neuroscience、Membrane Dynamic、
Chemical Biology、Metabolic Diseases等專題，總計12場專題演講，以不同層面探討生物化學在生命
科學的最新發展。

而為了讓學生們能更瞭解與生物化學相關的職業選擇，本次秋令營特別安排有職涯分享講座，邀請
目前中研院分生所、交通大學分醫所和賽諾菲藥廠糖尿病事業處三種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更貼近學
生們的方式來與其分享不同領域的酸甜苦辣與生涯規劃。另外也舉辦由7位博後/學生的口頭報告以及71
張壁報論文競賽，提供了學生展現研究成果和練習發表的機會。而在秋令營的晚上，今年還特別增加了
Happy Hour的時段，以聚餐同樂的方式讓與會者聯絡感情，促進彼此之間的交流與認識、以及可能在
研究上的合作。

回顧本次2018「生化學會秋令營」，不僅演講場場精彩，討論也是踴躍活潑，而學生們的表現更是
令人驚艷。在最後的頒獎典禮中，隨著李芳仁理事長頒發獎狀給最後獲獎的16位優秀學生，會議成功地
圓滿落幕。

精彩內容索引
p.1-2：2018年生化秋令營回顧

p.3：理事長的話、前任理事長的話
p.4-6：吳華林 教授 專刊 『平凡而有趣的研究之路』

p.7-10：張智芬 教授 專刊 『我的原物料研究』
p.11：第26屆理監事介紹、生化學會入會辦法

p.12：未來的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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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競賽得獎名單
第一名 許文馨 陽明生化分生所

第二名 李敏 中研院分生所

第三名 陳志威 臺大分醫所

佳作

林明潔 臺大分醫所

黃常宇 陽明生化所/
臺大分醫所

章微微 臺大化學系
周和諺 中研院生化所

壁報論文競賽得獎名單
陳映潔 陽明生藥所
劉家君 臺大生化分生所
吳苡瑄 清大分生所
左先正 中研院細生所
鍾采妍 長庚生醫所
鍾校木 成大基醫所
廖重淇 中研院分生所
李天能 清大分生所
謝巧慧 臺大分生所

口頭第一名 口頭第二名 口頭第三名

Keynote-2
李奇鴻

特聘研究員
Keynote-3
鍾邦柱院士

Keynote-1
郭沛恩院士

2



於2018年5月31日，「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的理監事交付
本人擔任第二十六屆理事長，任期三年。本人至感榮幸能夠擔任「台灣生物
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的理事長，感謝各位理監事的支持，也謝謝臺灣大
學生化科學研究所冀宏源教授願意擔任學會秘書長一職，協助我推展會務，
希望在全體理監事及學會幹部（李致瑩小姐、杜惠桑小姐、李佳怡小姐、陳
淑慧小姐）的共同努力下，能提供給會員更好的服務、促進學術交流並凝聚
生化學會會員的向心力，共同提升台灣生物化學以及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學術

自1970年以來「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在歷任理事長（蘇仲
卿、林國煌、陳尚球、羅銅壁、陳懋良、林榮耀、郭宗德、楊振忠、魏如東、
陳慶三、林仁混、吳金洌、黃伯超、魏耀揮、王正中、張固剛、蕭介夫、劉
德勇、廖大修、王惠鈞、賀端華、吳妍華、蔡明道、陳鴻震）及許多學界先
進的努力下，本學會不僅在台灣學界享有聲望，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聯盟，
目前是國際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聯盟(IUBMB)及亞太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
聯盟(FAOBMB)的正式會員，本學會監事 王惠鈞院士並為IUBMB聯盟會長。

憶卿深感榮幸能夠擔任第二十五屆(2015-2018)理事長，在任期間，承蒙
理監事們的大力支持，二位秘書長（呂佩融、張雋曦）及學會幹部的幫助，
讓會務得以順利推展，協辦三次生物醫學聯合年會，並主辦第32屆生物醫學

以及每個月的生化學會電子報，我們期望可以促進會員的交流，並同時確保會員能即時知道生化學會
相關的活動與訊息。「生化學會電子報」會在每月月底前寄發給所有會員，電子報的內容除了包含最
近的學術活動與徵才資訊外，也會邀請學術及業界相關的專家在電子報做學思歷程的分享與經驗談，
希望能給年輕學子們有更多層面的學習及未來職涯規劃的了解。此外，各位會員若有學術活動相關訊
息或求才資訊，可於每月月底前告知本會(tsbmb.tw26@gmail.com)，若有其餘建議也請不吝指教，
感謝各位會員的支持！

聯合年會、兩次海峽二岸生物化學聯合年會、兩次生化秋令營、創立生化學會電子報，也參與許多國
際＆亞太地區生化研討會的籌備與會議，是憶卿在服務研究社群的同時，並拓展學術領域知識及結交
好朋友的難得經驗。

目前「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會員人數已近二千人，現任理事長李芳仁教授是非常傑
出的學者，相信在他的帶領下，藉由舉辦學術研討會議，促進生命科學及生物醫學各相關領域的學者
與同學彼此交流，使資深學者能傳遞珍貴的研究經驗，讓年輕學子與學者有更多的動力來參與研究，
必定能提升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相關領域的學術水準。

學術水準。
目前學會的會員人數已近二千人，每年持續有更多生化以及分生相關的研

究者加入。透過每年十一月學會所舉辦的生化秋令營、每年三月的生醫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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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而有趣的研究之路

吳華林 教授

拜讀多位院士非常精彩的成就之路，讓我覺得要我回顧研究生涯之路，大概只能用三言兩

語就可以帶過了。我出生於台南一個純樸的小漁村，相較之下較沒有深厚的科學或文學的根基。

研究之路亦顯得較平淡。於臺大醫技系畢業之前，就進入林榮耀院士的實驗室實習，與當年兩位

學長朱時德及鄭子文一起作雞母珠及草菇毒蛋白研究。在這期間，我學會如何利用柱層分析方法

純化蛋白質，作SDS電泳決定蛋白質的純度及分子量，準備細胞培養液作細胞培養，也學會如何

將蛋白質作放射性標定，來觀察蛋白質與細胞之結合。這些基本功夫到目前為止還是很有幫助的。

現在我還可以指導學生作類似的研究。臺大醫學院生化所許多位師長的研究精神確實令人欽佩。

老師們對研究的專注執著，一直是我們學習的對象。許多退休的老師到目前還是一樣回到生化所

來，享受研究的氣氛，和同事討論當前相關的研究。這種情況和目前許多教師提早退休，放下研

究志業有相當程度的反差。

服完兵役到美國Ohio State University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蛋白和抑制劑形成四面體中

間產物的結構。畢業之後到Northwestern University，化學系教授Myron L. Bender實驗室研究

有關蛋白的反應機制。因此建立了我在蛋白質酵素的研究基礎。1981年左右在某些機緣下我開始

研究plasminogen的活化。在1983年有幸得到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的賞識，由美國回

到成功大學醫學院任教。當時成大醫學院正在籌建，沒有研究室，研究設備更是寥寥無幾，還好

西北大學的教授Myron L. Bender，讓我每年暑假回去原來的實驗室進行實驗。這樣來回於台灣

美國間大約五年，很幸運的研究有些進展，我們首度發現在鹼性水溶液中，plasminogen可以被

水解，一分為二，成為兩大片段，其中一個片段是含有蛋白酶活性的結構，是仍具有蛋白酶活性

的最小片段，我們稱之為microplaminogen，另一片段是含有五個kringle domain的片段。這些

片段的NH2端胺基酸序列則是利用暑假到芝加哥大學完成的。這些發現成果分別在JBC及PNAS發

表了兩篇文章。這也奠定了我們實驗室日後研究的基本方向。

在這研究過程我們建立了自己純化plasminogen的方法，因而具備了大量plasminogen蛋

白質的無限供應鏈。因此我們亦開始研究鏈球菌激酶streptokinase如何與plasminogen產生交互

作用，而促使plasminogen活化的機制。此激酶在當時還是治療心血管梗塞的重要臨床藥物。我

們研究streptokinase的蛋白質片段如何和plasminogen結構體結合的動力學。這方面亦有些進展，

我們提出 plasminogen和 streptokinase可以互相結合成為 2:1複合體的理念。但因為

streptokinase治療心血管阻塞的臨床使用率日漸減少，因此我們決定必須改變研究方向。

成功大學生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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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plasminogen和血管內皮細胞結合，但是其接受體的報導卻相當混亂，尤其是具有功能

性的接受體鮮為人知。因為plasminogen的活化對細胞的爬行是重要的關鍵，其影響下游組織基

質金屬蛋白酶（MMPs)的活化。我就請當時的博士生重新找尋內皮細胞的plasminogen接受體。

在1995年的時候，我們採取最原始的方法去探索這個問題。亦即將plasminogen以I125作標記，

再將血管內皮細胞的細胞膜以SDS-PAGE電泳分析，測定何者可以和I125標定的plasminogen結合。

當時我正在倫敦作短期研究，博士生透過電話告訴我，他找到一個分子量接近100 kD的蛋白質可

能是受體。當時我們從文獻找到與其分子量相接近的穿膜蛋白可能是thrombomodulin(TM)。經

過一些時間測試，終於確定我們的假設是正確的。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主流文獻認為表現在血管內皮細胞的TM和thrombin結合，活化血液循

環中的protein C。活化的protein C，可以抑制血液的凝結反應。但是經由詳細資料分析，我們

發現TM還大量表達在表皮細胞，其功能應該和血液凝結的控制無關；但是其功能未知，很少人注

意到這個問題。不論何時一位年輕教授，要能夠自己走出一條可長可久的研究方向是不容易的。

在當時我們有這麼一個感覺，TM可能可以作為我們實驗室的研究特色。因此決定將研究專注在

TM的功能探索。因此第一步就請另一位博士生將其基因複製出來。開始測試TM在細胞上的功能。

同時要更確定plasminogen和TM的相關問題，和細胞爬行的關係。這是我一生研究生涯最重要

的轉捩點。就這樣，我們就花了二十年的光陰，帶領著一群學生一一的拉開TM功能的神秘面紗。

首先我們將帶有綠色螢光蛋白的TM轉入一個不表達TM蛋白的黑色素瘤細胞株中，觀察這

樣的細胞是否具有不同的性狀。很幸運地，我們發現有表達TM蛋白的細胞，具有和原來細胞不一

樣的形態。原先的細胞具有中胚層細胞的生長特徵，細胞是分散生長的，但是表達TM的細胞生長

狀況就會出現類似外胚層，表皮細胞生長的狀態。因此推測TM與細胞間的相互聯結有重要關聯。

這發現引領我們有了第一篇與TM功能相關的文章發表，這是TM蛋白和文獻記載的功能完全不一

樣的新發現。

自從有了一點發現之後，我們更具信心在TM的研究方向繼續努力。在中研院翁啟惠院士實

驗室的協助下，我們進一步證明寡醣Lewis Y antigen是TM的結合醣。同時亦證明TM和CD14結

合，因此我們第一次證明TM在免疫系統中有調節免疫反應的功能。

最近幾年我們亦確定 TM可以和 plasminogen結合， TM表現在細胞膜可以促進

plasminogen內吞並分佈到細胞爬行的前緣，控制細胞爬行速率。這結果證明我們在二十年前的

假設是正確的。至於TM在血管內皮細胞中和血管新生的密切關係，其詳細的機制，我們亦有初步

的認識，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建立起一個相當令人驚奇的作用機制。另外一方面我們亦探

索TM在表皮細胞的增生與分化上扮演的角色，發現TM對皮層受傷癒合過程、血管增生有重要影

響。因此我們看到TM在表皮細胞、內皮細胞、及免疫細胞有不同的角色功能。間接顯示出TM對

於個體發育不可或缺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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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些年來，在科學研究這條不歸路上與我同行的研究人員也真不少，非常感謝他們對

於我們的研究題目所作的辛苦付出。所有的成果都要歸功於他們的努力不懈，才能有今日在科學

上的微薄貢獻。我亦一定要感謝許多在學術界的前輩朋友們，他們在各方面提供協助與建議，使

得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遇到困難多能適時適當的得到解決方案。尤其我要感謝臺大林淑華教授

提供TM基因改造鼠，讓我們的研究可以更深入。亦鄭重感謝許多位院士前輩，包括伍焜玉院士，

錢煦院士多方鼓勵支持，才能有機會在TM的研究持續發展下來。我們很幸運，這些年來，我們能

夠在一個TM相關的研究題材，持續研究二十多年，持續發表一些新的事證，亦長期得到科技部的

支持。對國家提供給我們的支持，非常感謝，亦欣慰沒有完全白白浪費國家資源。未來努力的目

標是如何將這些珍貴的研究資源延續下去。希望有年輕的研究學者覺得我們目前的研究方向，值

得接手，繼續努力，期望未來能發現更多更好的科學貢獻。

回顧目前台灣在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狀況，面臨一些困難的處境。科技部得到的研究經費

沒有增加多少。研究生的參與意願少有提昇，研究資源相對不足。環顧大學同行教授的研究腳步

有些趨緩。整體而言，我個人覺得有點擔心，未來我們國家的生物醫學研究是否仍可以保持一定

水準。既然我們的國家資源無法滿足很多實驗室的需求。尤其在僧多粥少的環境下，大家無法全

力衝刺。也許大家可以再度考慮，採取類似日本的學術群組的方式。以競爭手段，挑選出有特色、

傑出有競爭力的題材，鼓勵以團隊的方式爭取研究資源。科技部則擇優給予團隊較長期的支持。

我的看法是日本重要研究成果大都是團隊長期發展的成果。我們科技部的國家研究資源的分配政

策，似乎到須要深刻討論的時刻了。要鼓勵研究團隊的形成，亦須要在研究人員的升等、能力、

成果的評估方式作大幅改變。否則學員為了升等問題不願意放下自己的研究主題，亦無法承擔團

體的研究責任。這些方面都要作出改變，沒有各方面配合，此建議方案亦是徒勞無益。期待科技

部站在國家科研長遠發展的立場上，好好規劃一些可行方案，台灣醫學科技研究才有機會獲得更

多更有意義的成果，成就更多具有實質意義的重大貢獻。野人獻曝，希望博得大家一點回應。

▲在2015年吳老師實驗室歷屆夥伴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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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物料研究

張智芬教授

什麼是真理？隨著時間不會改變的原理，有一年到土耳其的以弗所旅行，導遊對著一片棉花

田，述說著這裡於兩千年前曾是繁榮的商港。面對眼前這片景色，我思索著滄海桑田，人的基因

序列整體在两千年內變化不大，但人類生活的地理環境及語言卻可以有巨觀的變化。最近，我到

古埃及探訪四千五百年至三千年前，曾被滾滾黃沙埋沒，現被拯救回來的古蹟，卻令我感受到堅

固不變的巨大工程，仍可以留存數千年。而這些工程，是經過不可一世的人力加物力塑造形成，

雖然少了些美感，但大到令人震驚。也許，這和科學界常說的大科學、大作為、以及大合作，有

異曲同工之妙，但到底多大是大？大到可以轉換成恆久留存，人類基因序列解碼也是一個先啓大

工程的例子，但一步一步去解開DNA雙股螺旋的原理，才是支持大工程運作的真理，而追求不變

的真理，就是研究者的最始初衷。

在一顆小小的細胞內，隱含著一個巨大的工程。在一定的秩序中進行千變萬化的反應，恆久

的真理也在其中運作，讓我們整體的人類基因序列，得以在上百萬年中留存。大量的生物化學及

訊息傳遞路徑，無時無刻都在生物的個體中，上演一個遵守規則的碰撞，然而，這些變化，卻是

臺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終生特聘教授

▲張教授埃及旅遊照 7



建立在個體不太進行巨大改變的基因序列上。我的研究主要是探討細胞如何確保正確量的去氧核

苷核醣三磷酸，做為DNA合成原料，以確保基因穩定。長久以來，我們都知道核苷核醣合成是發

生在粒腺體及細胞質，因此，粒腺體的故事當然也整合在這個研究裡，而我並不是一開始，就以

此建立我的研究工程目標，也不是和某位偉大的科學家接觸後，才決定了這個研究主題。況且，

這個題目還很不具吸引力，好像現今的傳統產業，不是AI不是奈米⋯簡直就是不具新創價值。我當

然曾試著掙脫而換換其他題目，例如一觀察到細胞收縮現象，就開始研究細胞骨架及機械力的調

控；一談到wound healing，cell migration，contraction，就看看細胞動態和色彩炫麗的細胞

影像，似乎我自己及學生都喜歡這樣的研究，這相較於核苷酸及基因體損傷修復，是較受歡迎的，

為此，我還發表了至少一打以上這類研究論文，沾沾自喜這些也難不倒我！但事實上，我就是喜

歡原物料供給聯結至基因穩定性的脈絡原則！

我從小最愛看的就是電影、雜誌及小說，常幻想自己拿著一把長劍從天降下，剷除惡魔；後

來又想成為籃球國手，結果沒長高，只好打消念頭。高中時期，別人的書包總是鼓鼓的，我軟塌

塌的書包裡，只有心愛的鉛筆盒，錢包及一個便當。課本都放在學校裡，在家中只讀在書局買的

參考書，其中印象深刻的有兩本，一本是達爾文進化論的簡介，另一本是化學鍵。經常不寫作業，

蹺課是家常便飯，早上也不去升旗典禮，父親大人被邀進訓導室，忙説孩兒其實唸書辛苦，早上

起床晚，通勤時間長才趕不及升旗典禮，大概是我的成績沒太差，老師教官們也就放我一馬。在

高三時，有一次國文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為了展示自己的八股能力，長篇大論，矢志成為

一位生化科學家，導師讀後仁慈讚許。大學聯考前兩個月，買了一本本測驗卷在家解題，居然考

上了臺大農化系，心想老天也看了我的作文嗎？

進了臺大，有比較用功嗎？沒有！但那兩句校訓及再也沒有升旗典禮，倒是深得我心。大一

微積分的第一堂課，對我影響很深，洪成完教授拿一隻筆往上拋，接住後説：唸完微積分就應該

會寫這個拋物線的方程式。我心中充滿疑惑，對於一個從來沒當過好學生的我，渾然的進了臺大，

面對洪老師每周難解的作業問題，我依然維持從小習慣，很少交作業，最後也是落得須補考。但

洪老師卻給我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啓發，那是一種追求高標竿的原動力。大二時上林耀堂老師

的有機化學，又是另一種震撼，一本有機化學教科書雖大概只有一兩公分厚，但考古題卻厚厚一

疊，內容千變萬化。我只看了一眼就快昏倒，索性不看了，把課本看完就去考試，最後居然低空

飛過，那些變化多端的題目，讓我體會在試管內變化的科學。大三接觸到了生物化學，一門在生

物體中變化的科學，過去的我常抗拒記憶性的學習，但當時大一及大二的微積分、理則學及有機

化學的課程，雖然不好過，卻讓我理解到生物邏輯加上變化的生物化學學科，是需記得的基本知

識，唯有精通才能組織推理，也因此從一個未喜歡唸書考試的我，在不知不覺中竟然於大四末考

了研究所，然後進入農化生化組蘇仲卿老師和宋賢一老師的生化實驗室。在蘇老師的實驗室裡，

我才慢慢了解許多研究設備的使用基本原理，小至一個Geiger counter，大至一部液態閃爍計數

儀測量放射性，從一個液相層析分離小分子，至管柱分離蛋白質，太多不勝枚舉。老師用最簡單

的語言加上實體解說，讓我發現大學四年學的那些生疏而冷冰冰的化學及物理原理，轉變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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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器，也讓我確切體認到何謂融會貫通。當時，蘇老師已經是一位專業級的教授，對我們這些

小碩士生卻依然親力親為的教學，沒有跳躍誇大、沒有框架、更沒有翻轉，卻教授了創新思想的

原理。如今回想從前蘇老師如何教研究生，再看看已經是資深教授的自己，每天忙著看論文、審

計劃、寫論文寫計劃，心中只有兩個字『汗顏』。

博士班時期我出國留學，進入紐澤西醫學及牙醫大學，面對的是用菜英文寫作業考試及專題

討論。很意外的是，第一次用菜英文報專討，結束後竟獲得全體站起鼓掌，當時，心想這些老外

太誇張了，也體會到西方人不吝讚美他人的習性。後來我進入了楊中樞老師實驗室，題目是分離

肝臟p450分析轉化成致癌物之機制。第一次使用了將近120隻老鼠，去進行酵素純化及動力學分

析，後來此題目也發表了一篇論文，但對於動物實驗，因為天生怕看到血而總不太能釋懷。由於

外子就讀Rutgers機械系，因此我轉到Rutgers醫學院，進入了內科主任AK Kachadurian的實驗室，

他是發現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的一位非常有優秀的醫師科學家，大概所有生化教科書中，

關於膽固醇的那一章都會提及他的發現。我的研究題目是膽固醇及脂蛋白，對心血管內皮細胞

collagen Isoform種類生成的影響，這也是動物實驗，需動物手術分離心血管内皮細胞，做

metabolic labeling。兩個月的實驗，結果很棒，年輕的MD助理教授很興奮的告訴我，這個實驗

他們做了很久很久但從未成功，我一做就有數據，太好了！可是我並不感到興奮，告訴他緣由是

懼怕老鼠實驗。如今回顧，當時不感興趣的原因，應該是因為欠缺生理學及細胞學知識，除了怕

老鼠這個藉口外，還有很多説不出口的疑問。而當時實驗室的醫生教授們，看到很會做實驗的外

國學生十分開心，但沒想到這位英文不太好的外國學生執著的不是數據，而是不了解collagen不

同種類的重要性。後來，化學系的陳光宇教授找我當有機化學助教，研究題目則是多胺合成代謝

與細胞老化的關係，我讀了這個NIH計劃書後覺得好高興，計畫內容沒有動物實驗。陳教授喜歡

和我聊中國科學史，他的多才多藝讓人折服，實驗則是讓我自由發揮，當時每星期要帶兩天的有

機化學實驗，週末則要到紐約拜訪親戚，其他的時間便常常泡在圖書館看microfilm查資料，我知

道可做實驗的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對於將要做的實驗所有細節及時間，準備得很徹底也做得很專

心，雖然實驗做得不多但很少失敗。因此，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理解，為何總是有些學生，每天

老被實驗再現性問題欺負！

對於多胺生成影響細胞老化，我質疑其直接的相關性，當時，我認為應該看核苷核醣三磷酸

的供給，是否和老化後DNA複製減少有關，而這些事件也應配合細胞週期之調控。事實上，我在

博二那一年就已經進行分子生物獨立研究，一共發表了七篇論文，為此真的要感謝當時指導老師

給予我的自由度，也因此我展開了Thymidine kinase(TK1)的研究。由於外子進入通用汽車公司，

到了密西根州底特律，一度不再想做研究，但兩個月後，還是決定重出江湖，到Judith Christman

實驗室做DNA methylation的研究。有趣的是，我也因此對甲基化反應及核苷酸合成的單碳循環

連結產生興趣，而今，還在進行這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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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研究胸腺嘧啶核苷三磷

酸合成的第二個及第三個激酶，期間受邀到瑞

典演講。在這個領域最重要的酵素，當然是

ribonucleotide reductase的研究，其中一位大

師就是Peter Reichard，他特別讚許我的研究，

提醒我核苷酸研究有許多未解問題，開始感受

到德不孤必有鄰，並邀請我和研究Allosteric

regulation得到諾貝爾獎的William Lipscomb

一起進餐。當時Lipscomb已八十五歲，還說了

幾個巴伐利亞的笑話，我很好奇的問他，還在

還在做研究嗎？他就開始告訴我Aspartate

carbamoyltransferase的結構和酵素機制還有

那些問題未解，細節是科學的靈魂!真是一位執

回台後，第一個教職是任教於長庚醫學院生化科，教授有機化學及生物化學。雖薪資高、經費

充裕，但沒學生，對我而言這可不是問題，因為我真的很會做實驗，只要有助理幫忙即可，所有的

研究問題早在博士時期，就在心中盤旋，一一解答，便發表了數篇論文，但八年後，題目快用罄之

時，覺得沒長進，於是我轉到臺大醫學院，希望能換個環境，進而重新思考。新環境讓我接觸到優

秀的研究生，也開始大膽著手研究細胞骨架動態問題，參與許多林榮耀院士推動的許多學術活動，

因此增擴了視野。當然，我還是持續追逐Thymidine kinase(TK1)調控的最後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何

在G1初期TK1量這麼少？後來我的學生柯博元証明是經由APC/C/CDH1泛素化分解的結果。有趣的

是我常見他在做我不知道的實驗，有一回問他，你在做什麼呢？他回答：我要做一個 in vitro

ubiquitination assay，証明TK1可以直接被APC/C complex泛素修飾的受質，我心想這真是有志氣！

有些事情，就是要靠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才能實踐。在十七年前，這些分析並不像現在這麼普

遍，柯博元自己做了很多閲讀，並與一些重要作者聯絡取得許多關鍵質體及實驗步驟，當他第一次

給我看TK in vitro ubiquitination結果，我心中是多麼的開心，不是因為那些泛素階梯化的TK1，而

是看到正確的實驗控制組，紮紮實實証明了in vivo及in vitro TK1是細胞分裂時期活化的APC/C泛素

化酵素的反應基質，在這個研究上，我最大的感觸是學生的企圖心及實驗能力，絕對是研究發展的

必要推手！而我快要只剩一張嘴了！

著可愛又可敬的長者，而我也因此開始構思Thymidine合成和其他核苷酸合成的關係及DNA修復的

問題。

行筆至此，我的感想是，研究的放性智識去架構出來的。時間不但考驗著建造者的熱情與決心，

也慢慢催化著塑造工程的工程是一個藉由人的開樣貌，永不放棄希望，虛心接受自己的不足，並勇

於面對好與不好的際遇，不計較他人的眼光，才可能趨進，擁有一顆動態但恆定追求真理之心。

▲張教授與Peter Reichard, Vera Bianchi夫妻
攝於Lund University, 2006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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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第26屆理監事

職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理事長 李芳仁 臺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常務理事 吳漢忠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
常務理事 張智芬 臺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終生特聘教授
常務理事 陳瑞華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常務理事 楊長賢 中興大學副校長/生物科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理事 王正康 國防醫學院生物化學科暨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理事 王育民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特聘教授
理事 王惠民 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教授
理事 呂佩融 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理事 李惠珍 國防醫學院生物化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理事 阮雪芬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生醫電子與資訊研究所教授
理事 周成功 陽明大學退休/兼任教授
理事 孟子青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
理事 洪慧芝 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處長/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
理事 張雋曦 成功大學藥理學科暨藥理學研究所副教授
理事 梁博煌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
理事 陳韻如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副研究員
理事 黃世明 國防醫學院生物化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理事 詹迺立 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理事 鄭淑珍 中央研究院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理事 鍾邦柱 中央研究院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常務監事 林敬哲 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監事 王惠鈞 中央研究院院士/客座講座
監事 王憶卿 成功大學藥理學科暨藥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監事 吳華林 成功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監事 莊偉哲 成功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監事 蔡明道 中央研究院院士/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監事 魏耀揮 彰化基督教醫院粒線體醫學暨自由基研究院院長
秘書長 冀宏源 臺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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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學會入會辦法 

10年會員：入會費500元、10年會費4,000元，合計4,500元。
普通會員：入會費500元、常年會費500元，合計1,000元。
學生會員：入會費100元、常年會費100元，合計200元。
劃撥帳戶：00170375    戶 名：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TSBMB (The Taiw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 未來學術活動 》

 2019/10/08-11 IUBMB Focused Meeting：

IUBMB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19 November：2019生化秋令營
 2020 March：第35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The 7th Mediterranean Neuroscience Conference”
held in Marrakech, Morocco

 2019/06/23-27 IUBMB Focused Meeting：

 2019/09/14-18 IUBMB Focused Meeting：
“Inhibitors of Protein Kinases. Kinase Inhibitors in

Target Biology and Disease”
held in Warsaw, Poland

“Tissue Homeostasis in Health and Disease–
The 2019 Champalimaud Symposium”

held in Lisbon, Portugal

 2019/08/19-22  The 27th FAOBMB Conference
“Biomolecules：Networks & Systems”

held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FAOBMB ( Federation of Asian and Oceanian 
Biochemis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 Inc.)

12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於2018年5月31日，「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的理監事交付本人擔任第二十六屆理事長，任期三年。本人至感榮幸能夠擔任「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的理事長，感謝各位理監事的支持，也謝謝臺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冀宏源教授願意擔任學會秘書長一職，協助我推展會務，希望在全體理監事及學會幹部（李致瑩小姐、杜惠桑小姐、李佳怡小姐、陳淑慧小姐）的共同努力下，能提供給會員更好的服務、促進學術交流並凝聚生化學會會員的向心力，共同提升台灣生物化學以及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學術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