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c a d e m i a  S i n i c a  N e w s l e t t e r

第 1793 期｜2023 年 07 月 13 日發行



本期目錄

編輯委員 地址

編輯

林千翔、吳志航、吳岱娜

陳玉潔、陳禹仲、詹楊皓

蔡宗翰、賴俊儒、曾國祥 本院電子報為同仁溝通橋樑，隔週四

發行，投稿截止時間為前一週星期四

下午 5:00，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

截稿，歡迎同仁踴躍賜稿。

電話

02-2789-9488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傳真

02-2785-3847

信箱

wknews@gate.sinica.edu.tw陳竹君、陳昶宏、林彤

當期焦點
01
03

助攻碳平衡！本院團隊發現增加生物固碳新法

本院推「淨零科技研發計畫」 富邦集團、台灣大哥大首捐 1,000萬元

學術活動
05
06
07

2023年，只有你知道的夏日文物館

期刊出版〉《經濟論文》第 51卷第 2期

期刊出版〉《歐美研究》第 53卷第 2期

漫步科研
08
09
10

銀河系首張高能微中子影像

如何改善 AI執法中的演算公平性？

【專欄】漫談神經系統之重建——以果蠅學習記憶中心為例

生活中研
13 人事動態



當期焦點

01 A c a d e m i a  S i n i c a  N e w s l e t t e r

助攻碳平衡！本院團隊發現增加生物固
碳新法

      自然界的碳平衡主要由陸地及海洋生物的光合作用、呼吸，及分解作用所達成，然而自工業

革命以來，人類使用化石燃料每年排出約 360億公噸二氧化碳，嚴重破壞了自然界的碳平衡。

本院廖俊智院長團隊及蔡明道院士團隊，發現一種增加海中藍綠菌光合作用的新方法，使藍綠菌

吸收二氧化碳（稱為固碳）的速率增加約 60%，為自然界的碳平衡研究開啟新契機。此研究成果

已於本（2023）年 6月發表在國際期刊《自然代謝》（Nature Metabolism）。

      植物及藍綠菌控制固碳作用的機制雖已廣被探究，但在藍綠菌中卻有一種酵素「磷酸乙酮酶

（phosphoketolase）」，其生理功能仍是未解之謎。團隊首先發現，此生物分子是藍綠菌固碳循環

中的煞車裝置之一，在快速變化的光影環境中，能隨著細胞內能量（ATP）高低，在幾秒內以代

謝調控方式阻斷固碳反應，避免對細胞做無益的固碳反應，減少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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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提升 60% 固碳速率  可發展快速生產蔗糖的技術

        研究團隊進一步發現，若將此煞車分子移除，藍綠菌的固碳速率，竟可增加 60%。廖俊智解

釋，「對藍綠菌而言，或許是無謂固碳，對細胞本身運作循環影響不大，但對整個地球而言，卻

是可幫助碳平衡的契機。」團隊還意外發現，藍綠菌可將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量轉化成蔗糖並排

出胞外，這項發現將來可做為發展快速生產蔗糖技術的基礎。

       為了解此作用機制，團隊以冷凍電子顯微鏡分解煞車分子的結構，並找出其如何以胞內能量

（ATP）調控其煞車力道的機制。因煞車是藉著 ATP從酵素解離，可以在幾十毫秒發生。蔡明

道表示，「原本以為此分子是利用已知的 ATP結合位點進行調控，沒想到竟然發現一個全新的結

合方式，此新結合域在自然界多種生物中存在，可見其重要性。」

        廖俊智指出，此項成果為目標導向與好奇導向研究的相互激盪，也縮短了基礎研究與實際應

用的距離，更為解決碳平衡問題提供新契機。

        本論文共同第一作者為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呂冠箴博士後研究員，及張瓊文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經費由本院支持。

論文連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2255-023-0083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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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推「淨零科技研發計畫」 
富邦集團、台灣大哥大首捐 1,000 萬元

        要達成 2050淨零目標亟需投入創新科技，社會各界的支持可望加速實現目標。本院發起「淨

零科技研發計畫」並設置研發講座及訂定研發獎勵辦法，鼓勵取得具體成果的研發團隊，同時歡

迎關心淨零科技研發的企業及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本（2023）年 7月 3日，本院與富邦集團、台

灣大哥大簽署「淨零科技研發獎勵合作協議」，兩大企業率先投入，聯手捐贈新臺幣 1,000萬元

的獎勵金，將用於鼓勵研究人員投入新科技的研發、加速目標實踐。

        廖俊智院長表示，本院自 2023年正式啟動「淨零科技研發計畫」，首先針對去碳燃氫、地熱、

海洋能等高減碳效益的淨零科技，訂出明確目標，高強度追蹤研發進程。「淨零科技研發計畫」結

合本院三大目標，在「成就全球頂尖研究」、「善盡社會關鍵責任」的同時，也將「延攬培育卓

越人才」。因此，為了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本院規劃成立「淨零科技研發講座」，針對達到目標、

取得具體成果的研發團隊，頒發講座獎勵金，並給予獲獎的計畫總主持人「研發講座」榮銜。

▲（左）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右）富邦集團蔡明忠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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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集團蔡明忠董事長談到，集團向來關注臺灣永續發展議題，從早期環境正義到當前的淨

零碳排都積極參與；邁向淨零是我們每一個人需要共同實踐的終極目標，需要企業與學界緊密合

作。富邦對於本院推動的去碳燃氫等淨零科技研發主題期望很大，透過本次的捐贈，希望發揮集

團的企業影響力，加速推動淨零關鍵前瞻科技的推動，未來將繼續透過集團力量共創臺灣淨零大

未來。

       本院永續科學中心陳于高執行秘書強調，前瞻淨零科技需要即時投入研發，方可加速落地實

踐，從提出解決方案、啟動研發、到大規模布建的科技進程耗時很長，研究團隊的專注投入是成

功的關鍵。本次科研與企業社會各界的跨界合作，提供適度獎勵，激勵我國淨零研發團隊士氣，

希望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入，一起貢獻於淨零科技研發，使臺灣可儘速達成 2050年淨零碳排

之目標。

       本院 2022年發布《臺灣淨零科技政策建議書》後，於 2023年推出「淨零科技研發計畫」，

傾力推動去碳燃氫、地熱、海洋能、生質碳匯、高效太陽光電系統五項需儘速推動之創新科技。

為鼓勵人才投入，亦設立專屬研發講座，將以實質之獎勵金，鼓勵獲得研發成果的團隊。目前，

也已有其他企業持續洽談贊助獎勵，歡迎關心淨零科技研發之企業及社會各界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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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只有你知道的夏日文物館

夏日炎炎不要眠，好玩意兒都在文物館裡面！

今年夏天，歷史文物陳列館推出故事屋：「商王愛洗澡」、「『漢』我一起說故事」及遊樂園：「甲

骨文這樣玩」，讓你從殷商一路玩到漢代。快來文物館避暑、遊戲、賞文物吧。

噓，這個活動只有你知道，因為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喔。

【文物館故事屋】

7月 15日（星期六）14:00-15:30  商王愛洗澡　

8月 12日（星期六）14:00-15:30 「漢」我一起說故事  

【文物館遊樂園】

「甲骨文這樣玩」　

7月 19日（三）14:00-15:30

8月 23日（三）14:00-15:30　

活動及報名網址：

https://museum.sinica.edu.tw/events/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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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經濟論文》第 51卷第 2期

本院經濟研究所編印之《經濟論文》第 51卷第 2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錄三篇論文，作者及文章

標題如下：

1.蔡致遠，〈探究台灣製造業實質勞動生產力與實質薪資脫鉤的關稅與匯率政策因素〉

2.林雪瑜、林大鈞，〈最低工資的分配效果〉

3.吳朝欽、張嘉仁、顏志達，〈垂直相關產業下國際商品課稅原則的選擇〉

《經濟論文》已全文上網，歡迎至本刊網站瀏覽：

https://www.econ.sinica.edu.tw/4d49b1b1-d551-4956-84a5-6bbf392d8417/pages/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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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歐美研究》第 53卷第 2期

本期共收錄 3篇文章，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1. 林正義，〈川普總統簽署涉臺法律及其政策意涵〉

2. 姚宏旻，〈網路科技競爭：川普的網路安全政策及其對中國與全球資訊科技發展的影響〉

3. 楊穎茜，〈人工智慧是否「具有思想」？一個胡塞爾現象學式的分析〉

請至《歐美研究》期刊官網瀏覽全文：https://www.ea.sinica.edu.tw/allQuarterly_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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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系首張高能微中子影像

      由全球超過 350位科學家組成的「冰立方（IceCube）微中子觀測站」，首次利用高能微中子

生成銀河系影像，在天文領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證實長久以來關於銀河系作為高能量微中子之來

源的猜測。

        積累長達十年、多達六萬筆微中子資料，科學家需仰賴模型及機器學習的幫助。本院物理研

究所助研究員安納托里（Anatoli Fedynitch）領導其研究團隊，於本研究中負責開發大氣中的μ

子與微中子背景模型，此模型對於微中子流量的分析具有重要貢獻。本研究成果已於 2023年 6

月刊登於《科學》（Science）。

論文全文：http://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c9818 

漫步科研

https://icecube.wisc.edu/news/press-releases/2023/06/our-galaxy-seen-through-a-new-lens-neutrinos-detected-by-ice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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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 AI 執法中的演算公平性？

      「演算公平性」是 AI執法的重要挑戰。本院歐美研究所洪子偉副研究員與東吳大學顏均萍助

理教授，以對比式因果模型分析芝加哥警方預測警務中的種族歧視成因，解釋為何不同的公平性

標準無法在數學上同時成立。同時從認知科學指出，人類兒童雖發展出偵測「不公平」行為的普

遍能力，但何謂「公平」標準卻非固定，而是會隨時空條件改變的社會產物，進而提出 AI治理之

政策建議。本研究成果於今（2023）年 6月刊登於重要知識論與科學方法論期刊 Synthese。

論文全文：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229-023-04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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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神經科學系博士，現職中研

院細生所副研究員，利用果蠅為模式生物，來

研究在發育過程中，嗅覺系統及學習記憶中心

是如何被建構。覺得能動手做研究是件幸福的

事，也是生命與力量的泉源。

作者：
游宏祥副研究員（本院細胞
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專欄】漫談神經系統之重建——以果
蠅學習記憶中心為例

      時光飛逝，人已半百，當夜深人靜，往事

如電影般的一幕幕湧上心頭，依稀記得幼兒園

的下午茶時光，口中咀嚼著美味的牛奶與餅

乾，卻不記得同時觀看卡通的內容，儘管費力

思索也是徒勞無果，更有勝者，幼兒園前的記

憶是一片空白。

       然而這並非發生在筆者身上的獨立事件，

Dr. Thomas Insel在 2013年擔任美國國立精

神衛生研究院主任時的部落格，曾這樣描述：

「我的四歲孫子有近似照相機般的記憶，包括

對一年前的郊遊，六個月前見到的人，以及幾

個星期前所讀的書的種種細節。然而這些即將

消失…當他十八歲時，他兒時所擁有的自傳式

及情節記憶將消失殆盡」1。 

      佛洛伊德稱此特殊現象為「嬰兒經驗失憶

（infantile amnesia）」（圖一）。關於此現象

的成因有不少假說，其中一種說法是幼兒時期

的大腦雖具有功能性，仍在發育中，大致要到

成年後，功能完整的大腦才會逐漸成熟 2。過

往在哺乳類動物的研究，發現在新生幼鼠的大

腦，發生著大規模的神經元軸突修剪及在海馬

迴仍源源不斷產生新的記憶神經元，這些研究

說明了大腦發育至成熟經歷著劇烈的變化。

      相較於哺乳類大腦的變化，昆蟲神經系統

在發育過程中的變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果蠅為例，神經元是由神經元幹細胞的分

裂，在胚胎及後胚胎兩個時期產生 3。神經元

幹細胞在胚胎時期所產生的神經元，在幼蟲期

▲圖一：佛洛伊德稱此特殊現象為「嬰兒經驗失憶

（infantile am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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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組成具有功能性的神經系統，以便幼蟲能覓

食，躲避敵人來繼續成長茁壯。大部分神經元

幹細胞在胚胎後期，會進入休眠狀態，直到幼

蟲初期才逐漸甦醒，緊接分裂產生比胚胎時期

更多的神經元，然而這幼蟲期開始產生的神經

元，在此時期並不具備功能性。直到進入成蛹

期，幼蟲的神經系統會開始裂解，而那些在幼

蟲期有功能的神經元將有兩種命運，有些會進

行細胞凋零（apoptosis），或稱計劃性細胞死

亡（programmed cell death），另一些則是進

行重塑（remodeling），並轉化為成蟲所需的

神經元。這些重塑後的神經元，再與幼蟲期開

始產生的神經元，一起建構成蟲時期的神經

系統。

      上面所述的果蠅神經系統，在成蛹時期可說

是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此變化

可由學習記憶中心的神經元充分展現（圖二）。

成蟲果蠅學習記憶中心有三種內生型神經元，

名為γ、α� �β�及α �β神經元，它們在發

育過程中依序產生 4。γ及α� �β�神經元在

成蛹期前已產生，而α �β神經元則主要在成

蛹期產生，其中γ神經元是唯一在幼蟲時期

具有功能性的記憶神經元。而學習記憶中心的

外觀，也由幼蟲期似 L型的雙柱轉變為成蟲的

類手掌型的五分柱，此形態上的轉型來自γ、

α� �β�及α �β三種神經元的變化。

        第一，γ神經元進行了重塑，將幼蟲期原

有的軸突進行修剪，再長出成蟲特有形態的軸

突，與此過程相關的研究已被大量報導，而筆

者及研究團隊去年亦發表了一篇關於γ神經

元在此重塑過程，如何先進入反分化，再重新

分化成為成蟲特有的γ記憶神經元。（請詳

〈果蠅學習記憶中心重建三部曲之一：浴火鳳

凰重生之路〉）5。

▲圖二：果蠅神經系統在成蛹時期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

https://icob.sinica.edu.tw/Information/honors_more?id=a54954f41ba54623b722d765300310e6
https://icob.sinica.edu.tw/Information/honors_more?id=a54954f41ba54623b722d765300310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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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α� �β�與α �β神經元的軸突，在成蛹期會進行分離，這動作除了讓α� �β�與α �

β神經元擁有了各自的軸突柱狀物，並藉此在學習記憶中心，建構區分不同內生型記憶神經元與

其它神經元的特有連結區域（其中的分子機制，即將在〈果蠅學習記憶中心重建三部曲之二：報

告班長，彎不彎有關係〉闡述）。

      最後，α �β神經元的產生與學習記憶中心的重建，同時在成蛹期發生，α �β神經元是如何

與已經存在的γ及α� �β�神經元做出區分呢？過往研究已知，γ及α� �β�神經元的命運特化

是由不同的轉錄因子所調控，而α �β神經元的命運特化一直沒有找到專一的轉錄因子來調控，

故α �β神經元被認為只是當無法形成γ及α� �β�神經元時的預設命運。

       然而α �β神經元的身分確認，是否真不像另兩種兄弟姊妹γ及α� �β�神經元，有屬於自

己的轉錄因子來調控？此問題將留待未來進一步探索（敬請期待〈果蠅學習記憶中心重建三部曲

之三：寶貝，你的到來不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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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1.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國勤先生奉核定為該中心兼任主任，聘期自 112年 7月 5日起至

    115年 7月 4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