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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結盟全球生技大廠安進 聯手推動生醫人才庫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與全球生物科技巨擘安進（AMGEN）於本（9）月 4 日簽署合作意向書，未來五年，雙
方將聯手推動臺灣生醫發展，合作面向包含：新藥研究、生醫產業價值鏈及培育生技人才。

本院院長暨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聯合會召集人廖俊智表示：「安進與臺灣、中研院的淵源深厚，曾任職於
安進的林福坤博士，在進入安進研發出全球第一個紅血球生成素之前，便是本院植物所的副研究員。本次園
區與安進的合作，將積極培育創新研發與產業經營的高階領導人才，讓臺灣的新創技術進一步商品化、國際
化，激發生醫產業的潛在動能！」

Focus

當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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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即將成立滿周年，持續跨部會整合及進行各項國際交流活動，產學群聚已愈趨明顯。
延續今（2019）年 7 月與國際藥廠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及湘南健康創新園區（Shonan Health 
Innovation Park）簽署合作備忘錄，現在更與國際大廠安進聯手合作，第一個要推動的就是成立生醫人才
庫──安進學院。

今年就會正式推出的安進學院，是臺灣首次與國際藥廠合作的生醫人才資源庫，將以創新、科技和管理
為主軸，聘請全球專家開授相關課程，並定期舉辦產學合作研討會，主題涵蓋生物製藥開發技術、藥物製程、
跨國法規、基因解碼和企業管理等面向，提供生醫製藥的實務經驗與知識。

廖院長強調，雙方在未來 5 年會針對新藥研究交流、強化生醫產業價值鏈及生技人才培育等面向展開
密切合作。安進研發副總裁 Philip Tagari 非常肯定臺灣的生醫發展，他表示：「亞洲生醫產業深具潛力，而
臺灣更是在創新、科學研究與數位科技各方面能力具備優勢。安進認同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引領新創生醫生
態系的理念，未來將一起讓臺灣生醫產業的生態體系更完善。」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的重點任務之一，是透過產學合作及資源共享，突破當前生技產業的瓶頸。生技園區
創服育成中心代理執行長吳漢忠強調，園區緊鄰本院，並鄰近多所大學及醫學中心，各項資源整合後所產生
的群聚效應，將加速國內新藥研發腳步，周邊產業供應鏈也將雨露均霑！臺灣安進總經理李宜真也提到，這
次與園區的合作，希望整合雙方的創新能量，透過人才培育、學術交流、資源整合和研發選題等多元合作，培
育前瞻性的國際生醫人才，加速臺灣新藥研發。

本次簽約儀式由本院廖俊智院長和吳漢忠代理執行長，與 Philip Tagari 全球研發副總裁和李宜真總
經理共同簽署，貴賓包含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政忠、本院前院長翁啟惠、本院副院長劉扶東以及園區營運中心
代理執行長王惠鈞等人，皆在現場共同見證。

關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於 2018 年 10 月開幕，以國家生物科技研發與知識創新為主軸，並以「轉譯醫學」、「生
技製藥」為發展主力，由中央政府相關單位共同進駐使用。目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國家實驗動物
中心及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等單位皆已進駐，本院生醫轉譯研究中心、核心主題研究中心及生物資訊中心正
陸續進駐中。未來，期望透過跨部會機構整合，建立產學合作與資源共享的生技聚落，加速國內新藥研發，並
使周邊產業供應鏈同步受益，進而扭轉突破現今臺灣生技產業瓶頸，邁向更國際化的醫藥研發之路。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參考：https://nbrp.sinica.edu.tw/

關於 AMGEN 安進

安進創立於 1980 年，是生物科技的先驅。39 年來，為全球數百萬患者提供服務，持續研發具有開創性
潛力的藥物。安進致力於研發和製造創新藥物，著重於治療仍明顯不足的醫療領域，戮力針對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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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骨骼健康、神經、腎臟和免疫醫學六大疾病領域以及生物相似藥進行創新研發。安進於 2015 年 
11 月在臺正式成立分公司 ¬，已展開多項臨床試驗，並持續為骨骼健康、心血管疾病、血液腫瘤的患者提供
創新的醫療解決方案。同時，安進也積極參與本地生物科技醫療產業，促進創新能量與發展。未來將持續透
過多元的投資與合作。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參考：https://www.amgen.com.tw/zh-tw/

（國家生技園區、秘書處）

200 人屏氣聆聽科普知識  「研講堂」在國境之南開講

本院「研講堂」迎來 2019 年壓軸場！ 本（9）月 7 日在國境之南——國立屏東大學盛大舉行。本院院長廖
俊智表示，希望透過「研講堂」把平常研究室裡艱深的知識，轉化成易懂的內容帶到全國各角落，激起大眾對
人文及科學研究的高度興趣與關注，讓民眾更認識中研院。

差點成為道士的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特聘研究員特別熟識屏東，從 1990 年代就開始在東港跑田野
調查、研究王爺信仰。康豹表示，臺灣社會若有糾紛時，其實不一定只靠司法系統，因為許多糾紛無法確定有
理或無理，很多人此時會借助宗教力量，交給神明主持正義。「這就是神判儀式」康豹說，儀式包括立誓、告
陰狀等，而且議題甚廣，包括婚姻問題、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等都有人上門向神明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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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康豹認為，「神判儀式雖然是一種宗教活動，但其實也在處理現世的社會問題」，透過神判儀式的
討論，不僅能更理解臺灣的法律文化，也是宗教儀式研究和司法制度研究的新蹊徑。

屏東大學科普傳播系、屏東潮州高中的同學都揪團來聽。科普系鄭同學表示，以前知道中研院，但沒聽
過中研院舉辦的講座。其中對康豹老師的民俗信仰演講印象特別深刻。他們也期待之後能推出更多有別於
學校課程以外的演講內容。

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王寳貫院士以「雲與雨的科學」為題開講時，先破除令在場聽眾吃驚的迷思：雨
滴其實是饅頭狀，而不是像漫畫常見的水滴狀；並介紹雲的分類和成因，以及雲如何帶來雨。王寳貫在演講
中分享，目前電腦雲模式可以模擬雲雨的發展，並在回應提問時指出，科技其實也能主導雲和雨的形成，他說：

「主導的可能性百分之百，但後果沒人可以保證」。

現場同學好奇，可以預測雷會落在哪裡嗎？王寳貫說，大部分會發生在上升氣流比較強烈的地方，也能
用人造衛星判讀，但仍然有許多變數。他笑說，最好的方式還是讓自己成為絕緣體比較安全。

在最後一場「癌症的免疫治療」中，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陶秘華研究員說，新一代的免疫治療與傳
統癌症治療最大差別在於，免疫治療目的在於激活病人自身的免疫細胞，進而區分癌細胞和正常細胞的差
異，專一且有效率的攻擊癌細胞。

不過，陶秘華也指出，免疫治療仍有一些挑戰必須克服，如價錢昂貴、或只對少數癌症病人有效、免疫系
統過度活化的副作用等。因此未來將以發展能篩選癌症病人的生物標記、癌症組合療法以及降低副作用的
方法。

一同參與研講堂的還有立法委員鍾佳濱、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等人。中研院指出，今年推出的「研講堂」
代表的是一種「厚科普」精神，希望深入淺出地談科學知識而不犧牲知識的厚度，明年也會再前進其他縣市，
持續推廣科普新知。活動尾聲，廖院長也邀請大家於 10 月 26 日至臺北南港參與一年一度的「院區開放」活
動。

（圖／文：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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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研討會 
氣候變遷學者宣胡博：人類需要巨幅轉型！

面對氣候變遷，改變迫在眉睫。本院永續科學中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今（11）日共同舉辦「氣候變
遷與能源轉型」研討會（Symposium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特
別邀請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德國氣候變遷學者宣胡博（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與會。宣胡博表
示，氣候變遷情況持續加劇中，許多自然系統已逼近臨界點，人類社會的巨幅轉型是唯一解答。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及永續科學中心長期深入研究氣候變遷議題，並在大氣、地球科學、環境衝
擊、減碳等方面提出研究成果。本次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此研討會，整日的會議現場學者除不斷重
申能源轉型的重要性，也論及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本院院長廖俊智致詞時表示，處於氣候變遷的轉捩點，臺灣的研究人員有責任提供相關的科研成果與
評估。他引用比爾蓋茲的名言與大家共勉，「我們都高估了自己一年可達成的目標，但卻低估了十年所能成
就的事。」廖院長強調，我們必須堅定地持續朝向碳中和目標努力邁進。

宣胡博強調，各國都必須更有雄心壯志。全球各地的生態系統，如格陵蘭冰原、亞馬遜森林都快到達各
自不可逆轉的臨界點，若不採取更積極的挽救措施，將面臨更迅速且激烈的氣候變遷。他也提到，能源轉型
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創新」即是臺灣可以發揮的部分。例如，比起鋼筋水泥建築，木造建築能減少約四分之
三的碳排放量，然而，此如何能在現代社會中落實，仍須創新思維與方案。

本次會議除了基礎研究之間的交流，政策推動團隊也提出臺灣的實務經驗。行政院能源暨減碳辦公室
副執行長，亦是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的林子倫於演講中提及，我國目前減碳政策的目標與成果。例如，太
陽能發電的瓦數已提高至 2 千瓦，突破歷史紀錄。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主軸」
召集人江茂雄教授則提出未來願景，如漂浮的離岸風機，可因應臺灣特殊的氣候環境，同時節省更多建造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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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IK）氣候與能源政策專家柯林菲博士（Daniel Ronald Klingenfeld）
則再次呼籲各國關注由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攝氏 1.5 度警戒，柯林菲表示，這
個目標是考量全球各種生態系統情形後的結論。他也提到，人類除了減碳之外，也可以考量如探捕捉等新技
術，並可參考德國的減碳政策，將永續發展目標的概念帶入。

研討會下半場的討論著重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落實能源轉型的困境。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
田教授提到，臺灣目前仍處於利用資源產生經濟的棕色經濟模式，而德國則更加強調公民由下而上的改變
力量。對此，宣胡博也提出，科學家、藝術家、宗教家等角色都可以在各自領域集結能量，讓公民的聲音出來，
這是民主國家的主要動力。

宣胡博教授是 PIK 創辦人兼榮譽所長，長期為 IPCC 的重要成員。因該會出版的全球氣候變遷報告的
科學證據顯示了，全球暖化對人類產生威脅的事實，該會於 2007 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宣胡博教授即主要
作者之一，渠更長期為德國政府以及歐盟主席擔任氣候環境變化與科技諮詢顧問。

本院永續科學中心已於 2015 年提出深度減碳的研究議題，去（2018）年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及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更率團前往德國拜會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並間接促成本次宣胡博來臺參訪。宣胡博也提
到，期待雙方未來能有更具體的研究合作；他也在本次行程中拜會了陳建仁副總統，倡議氣候變遷議題的重
要性。

（永續科學中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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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趙丰特聘研究員及馬國鳳合聘研究員
獲選美國地球物理學會會士

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趙丰特聘研究員及馬國鳳合聘研究員獲選為美國地球物理學會會士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Fellow)。該學會 (AGU) 每年僅選出極少數的會士，以表彰新任會士的傑出研究成
就與卓越的學術領導能力。

趙丰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太空測地學與地球動力學，曾任本院地球所所長及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
學會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 主席。馬國鳳合聘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地震學與震源
機制，曾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目前為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 的首席科學家。

美國地球物理學會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地球科學學會，全球專業會員達六萬餘人，獲選為會士的資格
非常嚴格，僅為當屆專業會員人數的千分之一。今 (2019) 年 12 月將在舊金山的秋季學術會議上，表彰獲選
為新任會士的卓越見識與傑出成就。

相關連結 :

https://eos.org/agu-news/2019-class-of-agu-fellows-announced

（地球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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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蔡宜芳特聘研究員
榮獲美國植物生物學會「國外傑出植物科學家獎」

本 院 分 子 生 物 研 究 所 蔡 宜 芳 特 聘 研 究 員 榮 獲 美 國 植 物 生 物 學 會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 頒授「國外傑出植物科學家獎」，以肯定其於植物學界長期的研究成果與貢獻。

蔡宜芳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在硝酸鹽感應影響植物生理、植物發育、氮利用效率的整合研究，目前亦
擔任本院分生所代理所長。「國外傑出植物科學家獎」是美國植物生物學會頒予外國科學家在植物科學研
究上具有傑出成就的最高榮譽，得獎人係由全球 3,000 位會員通訊投票選出。蔡特聘研究員是今年三位得
獎人之一，也是唯一華人女性得主。

美國植物生物學會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植物相關學會，發行兩份頂尖期刊《植物細胞》(The Plant 
Cell ) 及《植物生理學》(Plant Physiology )。該會長期積極關心全球植物相關議題，包括糧食安全、基改作
物、作物產量、生質能源、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等。

相關連結 :

https://blog.aspb.org/aspb-names-2019-award-recipients/

（分子生物研究所）



第 1699 期 中 研 院 訊 11

當
期
焦
點

第 15 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揭曉 本院共 6 位研究人員獲獎

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薛一蘋研究員，致力於研究神經細胞形態生成的分子機制，並藉由形態調控的機
制探討神經發育及退化等相關疾病的成因，獲頒第 15 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卓越醫藥科技獎」。此外，
本院生物醫學研究所胡哲銘助研究員及分子生物研究所陳俊安副研究員，則榮獲旨在鼓勵 45 歲以下傑出
醫藥科技研究人才的「青年醫藥科技獎」。

而本院李志展、莊育嘉（以上兩位皆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陳剛健（生物化學研究所）等 3 位博士後
研究人員，則獲頒「傑出論文獎」，鼓勵其在就學期間的研究發現。

財團法人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為鼓勵國人從事醫、藥科技之研究工作，特設立「卓越醫藥科技獎」、「青
年醫藥科技獎」及「傑出論文獎」三獎項，選出傑出貢獻者，頒予獎金以茲鼓勵，期望提升臺灣醫藥科技之研
究發展。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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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所通俗演講： 
量子科技 (quantum technology) 的崛起、實現的挑戰與機會

本演講將綜觀量子科技的最近發展，特別是回顧量子計算 /
電腦、量子模擬與量子通訊的原理與最近的進展，並評估這些量
子技術的前景與實現的可能，同時討論國內參與量子科技發展
的情形和機會。

講者：牟中瑜（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特聘教授）

主持人：葉崇傑（本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108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15:00

地點：本院物理研究所 1 樓演講廳

聯絡人：鍾艾庭，(02)2789-8365 
　　　　　  aiting@gate.sinica.edu.tw

（物理所）

Activities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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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東亞佛教文化：明清與江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書畫展

進入近代化歷程以前的東亞，不單是一個地理概念，東亞
諸國有某種共同的文化底質。而佛教文化即是其多層累積的底
質之一。本研討會透過藝術、文學、思想作為切入點，探討佛教
文化是如何構成了東亞共通的文化內涵，又是如何在中國的明
清時代、日本的江戶時代分別投射出殊異多彩的文化景象。

地點：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 樓會議廳

日期：108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至 27 日（星期五）

報名網址：https://tinyurl.com/y6x9y65a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 月 15 日（星期日），額滿將提前截止

計畫官網：https://tinyurl.com/y2u62yyr 

（中國文哲研究所）

2019 全國研究生歐美研究論文發表會

時間：108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

地點：歐美研究所 1 樓會議室及 3 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歐美研究所          

會議網址：https://www.ea.sinica.edu.tw/

　　　　  SeminarList.aspx?t=2 

主辦人：洪德欽研究員兼副所長

聯絡人：蔡小姐，(02)3789-7271

　　　  minfang@gate.sinica.edu.tw

（歐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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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近史所新書《中研院在南港──口述歷史訪談錄》出版

中央研究院座落於臺北南港四分溪畔，平日有數千人朝夕
工作、生活於斯，大至院區的發展及運作，小至日常生活的交通
與飲食，皆與地方有密切關係，早已融入成為南港社區的一分
子。本書共有 12 位受訪者，包括資深研究同仁：陳仲玉、瞿海源、
劉益昌、陳宗憲；管理階層：李遠哲、翁啟惠、陶英惠、鄔宏潘；街
坊鄰居：李丕成、潘正吉、陳傳忠夫婦、鄭旭凱夫婦等，含括了所
謂上層菁英與基層庶民的生活經驗，有助於讀者瞭解當代臺灣
學術社群——本院在南港的院區變遷、內部研究單位沿革、研
究人員的社會關懷，以及與地方居民的互動狀況等。

作者：陳儀深訪問；曾冠傑、林東璟、周維朋記錄

出版機構：本院近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 
　　　　　　 Historicalsources.aspx

（近代史研究所）

本院 109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 
開始申請

本院為加強與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術交流、協助國內產業基礎科技之研發，特訂定「中央
研究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作業要點」，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事短期訪問或參與研究工作。

申 請 者 請 於 10 月 15 日 前 至 本 院 學 術 服 務 系 統（https：//db3n2u.sinica.edu.tw/~textdb/
program）線上完成相關資料填寫並上傳後，列印 1 式 3 份，由服務機關於 10 月 25 日前備函逕送本院各
相關研究所、中心提出申請。申請者合約書請俟核定通過後再行上線下載。

本梯次受理申請來院訪問之期間為：109 年 1 月至 12 月。

相關問題可洽承辦人：白倩華小姐，(02)2787-2613

 （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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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欄】  
ATLAS 探測器觀察到希格斯玻色子衰變為一對底夸克

作者：ATLAS Collaboration、王嵩銘、Adrian Buzatu、王蔚

摘要

World of Knowledge

漫步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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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操控細胞生死命運的關鍵藉以開發癌症新療法

癌症已蟬聯國人十大死因的首位，如何有效殺死癌細胞一直是癌症治療的重要課題。本院生物化學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陳瑞華研究團隊協同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洪明奇院士最新研究發現了一套掌控細胞生死命
運的機制，並利用此機制開發出新穎癌症治療策略，研究已於今（108）年 8 月 6 日刊登於國際期刊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研究團隊發現細胞內一種名為 BIK 的蛋白（又稱殺手蛋白）可以在細胞承受不同壓力時扮演著操控細
胞生死命運的角色。在 DNA 損傷時 BIK 的泛素接合酶 ASB11 表現量減少，進而導致 BIK 泛素化修飾減
少而蛋白質穩定度增高，藉以促進細胞凋亡。反之，在內質網壓力存在下 ASB11 表現提升，進而增加 BIK
泛素化修飾及其降解，如此可使細胞在壓力下存活。

洪明奇院士在多年前即開發出以活化態 BIK 作為癌症基因治療的方法，並在多種癌症，例如乳癌、肺
癌、肝癌、胰臟癌、前列腺癌的臨床前試驗得到不錯的療效，此次陳瑞華團隊與洪院士合作，利用 IRE1α 抑
制劑阻斷 BIK 泛素化降解途徑，研究顯示該抑制劑與活化態 BIK 合併使用，可以在細胞及動物模型大幅增
加毒殺癌細胞的作用，對癌症治療開啟了新契機。

此研究第一作者為本院生化所陳飛澐博士後研究員，通訊作者為陳瑞華特聘研究員，共同作者為臺大
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生黃敏瑜、何其寰、生化所博士後研究員林裕敏、研究技師林淑妤博士、臺北醫學大學
陳忻怡助理教授、以及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院士，研究經費源自本院深耕計畫。

論文名稱 : BIK ubiquitination by the E3 ligase Cul5-ASB11 determines cell fate during 
cellular stress.

論文連結 : http://jcb.rupress.org/content/early/2019/08/05/jcb.201901156.long

（生物化學研究所）



第 1699 期中 研 院 訊20

生
活
中
研

2019 藝文活動：河洛歌子戲團「臺灣奇案－大稻埕傳奇」

時間：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晚間 19:00（18:30 入場）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 樓大禮堂

演出：河洛歌子戲團

備註：本次節目約 130 分鐘，免費入場，建議觀賞年齡 6 歲　　   
　　        以上，開演 15 分鐘後即不開放入場

河洛歌子戲團帶起了臺灣傳統歌子戲精緻化的風潮，多年
來創作推出了四十部大戲，題材廣泛、形式多元，更勇於探索不
同的演出風格，成功贏得廣大觀眾的讚譽。河洛歌子戲團曾獲 7
座金鐘奬肯定，並獲頒「戲劇薪傳獎」、「臺北市文化獎」等殊榮，
是臺灣傑出的演藝團隊。本次於本院帶來戲目《臺灣奇案》，呈
現唐山新移民生活面向及臺灣的人文、宗教、民俗、歷史等。藉
由周成因「臺灣錢淹腳目」的俗語，反映臺灣移民開發時期的時
代環境，更以城隍廟的民間故事，彰顯宗教潛移默化、匡正人心
的功能。劇情緊湊精彩，更是近年難得的歌子大戲！

注 意 事 項：本 次 演 出，開 放 民 眾 索 取 號 碼 牌。演 出 當 日
17:30 於活動中心一樓大廳發放號碼牌，共計 559 張。號碼牌上
將標註入場時間，拿到號碼牌的民眾，將依牌面指定時間入場。
號碼牌只是入場順序，入場後的位子則沒有限制。號碼牌一經索
取完畢，則不再開放民眾入場，欲觀賞者，現場工作人員將引導
至二樓觀看視訊轉播。

生活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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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捐血活動公告

歡迎本院同仁攜帶具有身分證字號和相片之證件，於下述時間及地點響應捐血活動：

捐血時間：10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9:30-16:30

捐血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前廣場

主辦單位：臺北捐血中心＆中央研究院

 （總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