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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職 丁大為奉准( (83)吉嘉字第八一 O二號 )於民國八十

三年十二月以國防科技人才培養需求赴美國進修博士學位。於

研究過程中曾遭遇諸多不順利及重重考驗，但均能憑藉個人毅

力、秉持信念、努力不懈地克服，最後終能如願完成學業，並

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獲得博士學位返國任教，為國奉獻心力。

貳、  過程

職當年曾獲多所國際著名大學入學許可，最後選擇美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乃因早已久仰於其知名度及學術地位，其於

流體力學及生物力學方面之基礎研究乃居世界領導地位。職並

有幸能成為當時工學院院長 Don P. Giddens 博士所指導的學

生，其多年於流體力學及生物力學方面之研究及貢獻早已為學

界所肯定，於 1999年其即被美國工程學院甄選為院士，職於

名校之環境及名師之指導下，所學甚多，僅將研究歷程說明如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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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留學所見

血液動力學涵蓋許多不同之學術研究空間，研究血管病

變即為其中之一。以血液動力學為基礎之研究均是從力學的角

度並利用力學之觀念提供資訊或協助予醫師或生物科技人

員，其中即將速度、壓力、剪應力或粒子停留時間等力學參數，

運用於發生在人體各部位血管病變之分析及病理研究，此即擴

展了工程科技之運用領域並有可能將諸多醫學問題以力學之

觀念或分析方法予以解釋，此同時亦結合了工程及醫學研究人

員，共同為此一跨領域之學術研究空間貢獻心力。

如以純工程之角度來研究血液動力學，新型量測方法如

PIV 技術或醫用 MRI 技術之運用，或改進理論計算程式使血

管壁之彈性作用及血液之非牛頓特性均能予以考慮等，都將是

學術研究可予發展之創新空間。

生物力學為生物醫學工程學科中的一部份，而血液動力

學則為生物力學非常重要的一環，舉凡血液循環系統、血液流

變 (Rheology)、肺循環乃至於人工心臟、腎、肝等均是血液動

力學之研究課題，其研究成果將有助於生醫材料、生醫器具、

診斷儀器之開發及進展。近年為人所重視之微機械系統

(MEMS)，其發展成果亦是以在生物醫學之運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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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方面，血液動力學之課程不僅讓以流體力學、熱

(質)傳學為主專長之工學士有所發揮，並讓他們有機會能將興

趣面及視野擴展到在生物醫學上外，血液動力學對許多醫學問

題或現象提出以物理觀念為主之解釋，此種不同於生物化學之

訓練及學識之充實，對醫學士或想成為學士後醫學士之人亦有

絕對正面的幫助。

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科技之世紀，歐美國家無論是政府或

民間均在生物科技之研發投注大量之人力及物力。台灣早已知

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之重要，故有國家衛生院之設立及大量經

費之投注。國內目前設立有較多之醫學工程科系及從事生物科

技研發機構，即可明顯看出生物科技人才之需求及培養是非常

急切、重要的。

肆、  心得

冠狀動脈是輸送血液並提供氧及養份予心臟之主要血

管，如人體冠狀動脈內有粥瘤硬化斑塊形成而阻礙血液流通，

並進而造成冠狀動脈無法提供新鮮血液予心臟以滿足其一時

之需求時，即會併發如心絞痛、心肌梗塞等急性心肌缺血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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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冠狀動脈病變所引起之心血管疾病早已是西方先進工業國

家之頭號殺手，美國每年有近 50萬人口因此而喪命，其亦是

國人十大死因之一。近年隨國人飲食習慣之逐漸西化，因心血

管疾病而死亡之比例亦漸升高，國內未來應加強有關心血管疾

病之防治工作，並吸引較多生物科技人才投注精力來研究其機

理以尋求防治此疾病之可行方法或具體建言。

伍、  建議

一、 專業進修除可吸收西方科技文明之精華，並可接受不同

人文素養及邏輯思維之訓練，此對國家及國軍素質之提

昇，實有深遠之影響，故在國防預算之合理分配下，宜

多派訓幹部。

二、 學術之成就需有人才、環境及經費。國軍多年來積極培

養人才，但存在已久之制度並未能讓受培養之人才真正

能得以發揮其長才，故在制度面需有適度之改進使其更

具有彈性，此將可使具有能力的人更具有發揮之空間及

施展其抱負之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