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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美國參加「美國生藥學會第四十六屆年會（American Society of 

Pharmacognosy 46th Annual Meeting）」 

計畫補助/委託機關 

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陳昭蓉/（02）2587-2828-21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陳昭蓉/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藥組/技士/(02) 2587-2828-215 

出國類別：□1考察  □2 進修  □3 研究  □4 實習  ■5 其他 

出國期間：94 年 07 月 23 日至 94 年 07 月 27 日 

出國地區：美國（奧勒岡州立大學） 

報告日期：94 年 10 月 24 日 

分類號/目：J0／綜合（醫藥類） 

關鍵詞： 

生藥學、天然藥物、中草藥、中藥、ASP  

內容摘要：  

為積極推動中藥科技研發了解中醫藥領域之世界趨勢，以配合並融入中醫藥公共

政策，也為了解國際中草藥研究方向及臨床試驗環境，促進新藥研發及產業升

級，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為全國最高中醫醫政、中藥藥政最高主管機關，

有必要瞭解國際間對天然物產品之研究與開發策略，包括：產品研發、管理政策

及法規訂定..等最新資訊，俾便將國際趨勢融入將推動或制定之重要政策中，另

更加將我國推動中醫藥相關政績，如：執行迄今已成立 13 家「中藥臨床試驗中

心」，並以類似美國 FDA 審核方式通過及核發新藥（中藥）藥證；建立中醫醫院

訪查制度；中藥廠全面實施 GMP 以提昇藥品品質；及公告出版台灣首部「臺灣

傳統藥典」..等，與國際人士經驗交流。爰派員參加 94 年 7 月 23 日至 27 日為期

5天於美國奧勒岡州立大學所舉行之「第46屆美國生藥學會年會（The 46th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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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harmacognosy；ASP）」。本次會議我們邀請的

專題演講概括到總主題“有機生物及天然藥物化學的新領域＂，包括來自美國、

加拿大、亞洲和歐洲等 16 名傑出的講師。其專題演講或討論大都安排於早上，

包括天然藥物生物合成、海洋天然物分子藥學、植物新陳代謝工程、合成天然藥

物的發展及天然藥物化學的微生物主宿互用。包括 44 個口頭報告，分別在 8個

演講會上進行。7月 27 日頒獎予來自 Prof. Norman Farnsworth，Illinois, Chicago
指定的頂級 ASP 研究成就。另於 24 日及 26 日安排兩天壁報論文，每天大約有

150 幅之多來自各國未公開發表之研究論文摘要及簡介。主要參加議題包括天然

物生物合成、海洋天然物分子藥學、植物新陳代謝工程、合成天然物的發展及研

究開發。藉由參與國際會議的機會，瞭解國際朝天然物研究開發藥物之方向，以

作為國內推動中醫藥相關政策之依據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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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積極推動中藥科技研發了解中醫藥領域之世界趨勢，以配合並融入中醫藥公共

政策，也為了解國際中草藥研究方向及臨床試驗環境，促進新藥研發及產業升

級，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為全國最高中醫醫政、中藥藥政最高主管機關，

有必要瞭解國際間對天然物產品之研究與開發策略，包括：產品研發、管理政策

及法規訂定..等最新資訊，俾便將國際趨勢融入將推動或制定之重要政策中，另

更加將我國推動中醫藥相關政績，如：執行迄今已成立 13 家「中藥臨床試驗中

心」，並以類似美國 FDA 審核方式通過及核發新藥（中藥）藥證；建立中醫醫院

訪查制度；中藥廠全面實施 GMP 以提昇藥品品質；及公告出版台灣首部「臺灣

傳統藥典」..等，與國際人士經驗交流。爰派員參加 94 年 7 月 23 日至 27 日為期

5天於美國奧勒岡州立大學所舉行之「第46屆美國生藥學會年會（The 4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harmacognosy；ASP）」。本次會議我們邀請的

專題演講概括到總主題“有機生物及天然藥物化學的新領域＂，包括來自美國、

加拿大、亞洲和歐洲等 16 名傑出的講師。其專題演講或討論大都安排於早上，

包括天然藥物生物合成、海洋天然物分子藥學、植物新陳代謝工程、合成天然藥

物的發展及天然藥物化學的微生物主宿互用。包括 44 個口頭報告，分別在 8個

演講會上進行。7月 27 日頒獎予來自 Prof. Norman Farnsworth，Illinois, Chicago
指定的頂級 ASP 研究成就。另於 24 日及 26 日安排兩天壁報論文，每天大約有

150 幅之多來自各國未公開發表之研究論文摘要及簡介。主要參加議題包括天然

物生物合成、海洋天然物分子藥學、植物新陳代謝工程、合成天然物的發展及研

究開發。藉由參與國際會議的機會，瞭解國際朝天然物研究開發藥物之方向，以

作為國內推動中醫藥相關政策之依據與參考。 

 
 

 

 

 

關鍵詞：生藥學、天然藥物、中草藥、中藥、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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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身為全國中醫藥最高行政主管機關，有必要隨時瞭解時國際研

發趨勢，掌握其脈動，俾便將國際趨勢融入將推動或制定之重要政策中。參加此

次年會目的乃著重於國外最新生藥學之研究發展，尤其針對中草藥部份收集相關

資訊，以了解新禁之知識及潮流，並聯繫相關學者專家，以利研究發展能與國際

接軌。 
 

貳、過程 

一、行程 

    本次代表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參加，報告人於 94 年 7 月 21 日晚間啟

程，於當地時間同日晚間約 20 點 15 分抵達洛杉磯，於當地過夜稍作休息，於

23 日下午轉搭國內班機飛於下午約 7點左右抵達波特蘭，再轉搭接駁車於晚間

約 9點左右抵達目的地奧勒岡州立大學，隨即至報到處報到並領取相關資料，及 

參加於晚間開幕酒會，結束後至下榻處 check-in。 

本次會議的總主題為“有機生物及天然物化學的新領域＂，包括來自美國、加拿

大、亞洲和歐洲等 16 名傑出的講師。包括天然物生物合成、海洋天然物分子藥

學、植物新陳代謝工程、合成天然物的發展及天然物化學的微生物主宿互用。共

有 44 個研究成果經遴選分別在 8個演說單元中進行。大會於月 24 日早上陸續開

始進行各個主題之專題演說，整個會議於 7月 27 日晚間 10 日圓滿結束。  
 

二、美國生藥學會（ASP）簡介： 

    美國生藥學會係由1923年設立之植物科學研究所衍生出來，於1959年創立， 

其發展之範圍並非侷限於生藥學，而包含所有與天然物有關的科學。該學會現在

有超過 1,100 個成員，Appromimately 學會 40% 的成員為美國和加拿大以外世

界各地的代表超過 60 個國家。 
 

三、會議內容節錄： 

由於報告人並非研究領域之專家或學者，尚無法將相關研討內容詳實紀錄，

僅能就國外發展研究方向蒐集相關資料俾便作為制定相關政策之參考。 

7 月 24 日早上專題演講，其主題為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Natural 
Products Biosyntheies： 
（一）Heinz G. Floss 
Floss教授研究著重在自然產物的生化合成, 目前主要在抗生素的化學,生物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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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子生物學的合成,並且在立體化學級酵素反應的機制。 他發表超過400份原

始文章, 回顧和書的章節。  

 

從麥角胺到 ANSAMYCINS – 在生物合成的45年 

45年以前, 作者研究生物合成領域,偶然地, 同時研究了麥角胺的型成。這主題已

佔用了 他另外20年,而部份的結果和凸出的發表示被重視的。這項研究的發展分

成兩個方向，研究立體化學和酵素反應的機制以及抗生素的生物合成。 

在八十年代開始,  放射菌分子生物學上的進步向這一領域中添加了新方向, 它

將在抗生素生化合成, rifamycins , antitubercular grugs和 maytansinoids抗腫瘤的藥

物上加以運用闡明。  

 
（二）Fumitaka Kudo, Ph.D. 
Fumitaka 跟隨這他到美國和參加教授 大衛  E 的實驗室。2003 年 ,他回到日本

和東京學院(研究所)kakinuma 教授合作，由於前不久 Fumitaka 已去逝，助手教

授開始他的學術論著之整理。包括 aminoglycoside 和 polyketide 的抗生素的天

然物的生合成。 
 

2-Deoxystreptamine 近代發展包含 AMINOCYCLITOL 抗生素 
含有 aminocyciitol 抗生素的 2-Deoxystreptamine(DOS)是重要的抗生素，包含

kanamycin, neomycin 等。  DOS 的 碳環形的 架構由關鍵生物合成脢 

2-eoxy-scyllo-inosose synthase(DOIS)催化的D--glucose-6-phosphate形成。 本

篇討論已經從 butirosin-producing bacillus circulans 純化 出 DOIS 和確認它的

基因 btrC 。 之後說明了 butirosin 生物合成的基因組(btr)。既然不能由簡單相似

搜查的方式將大多數 open reading frames( ORFs )有效地確認,本篇研究以想像相關

的生物合成的基因組可以為這些抗生素的核心架構提供就重要的生物合成基因

來說重要資訊。 這樣 neomycin 的生物合成的基因組, 藉由 streptomyces fradiae 

已經確定了。結果, 以 neo cluster 找到了大多數基因, 而這似乎顯得是核心 

ribostamycin 生物合成的原因。 

 

（三）Rolf Müller, Ph. D. 
1998-2003 他成為德國 GBF (德國生物技術研究中心)組組長，帶動黏絲菌次要新

陳代謝形成的分子生物學研究。2000 年取得 Technischen Universitat 

carolo-Wilhelmina, braunschweig 資格。2003 年他重新安置實驗室在 Saarbrucken 大

學，現在是該大學藥學生物學技術的教授。她的研究著重於分子及微生物化學原

理及異性識別和改善黏絲菌天然產物合成。 

 

天然產物研究：對於自然產物利用細菌的基因體和新的異性的表現技術研究 

  



 8

微生物起源的自然產物經常是利用多種合成酶的生物合成作用行成。這些合成酶

的遺傳工程和異性表現提供相當多種用途 ,尤其如果這些自然宿主不容易處理, 
成長緩慢, 或者甚至是未知的。Myxobacteria 是一個好例子。 利用廣泛分析 
stigmatella  aurantiaca 基因可能性來生成 polyketide 的生物活性物質或者 
nanribosomal 的 胜肽,它證明能夠由基因遮蔽方法發現新的二級代謝物。分析 
myxococcus  xanthus 和 sorangium  cellulosum 的基因組序列近一步證實

myxobacteria 的無限潛力提生產新的自然產物。專注於這個方面,  將會提供 S. 
cellulosum 基因組上的更新。 
 
（四）Craig A. Townsend 

Dr. Townsend 的研究計畫組裡概括有機生物化學裡的天然產物生物合成、次級代

謝的酵素及分子生物學。研究有關其物理及合成，廣稱為生物模仿學合成、酵素

物理學、蛋白結構及蛋白工程，探索生物合成酵素的基因結構和 over-expression，

研究設計合成油性酸合成抗化劑帶領到實際治療癌症、結核及肥胖症。 

 

β-Lactam 抗生素生物合成的合成物,機械作用和工程學的研究 

β-內醯胺機抗生素保持在傳染性疾病的治療。4 組天然發生類別已被發現，現在

已被區別在生物化學路徑上。這個會聚性路徑的維持證實了生產有機體的價值。

他們也展現 impressive 合成物化學功效，如聰明的改進變主要新陳代謝功能及專

門化的生物合成任務。一個轉質會在此詳解這些天然合成產物。 
 
7 月 24 日下午：Poster Session I，共有來自各國共有 144 篇研究論文摘要。 
 
7 月 25 日早上專題演講主題「海洋天然生物資源及技術開發」： 
 
（一）Michael Roberge 
Dr. Roberge 研究計畫其中之一項關心到認識 G2 及 M phase 細胞週期的規則及其

癌症療法關係。另一項關心到癌症細胞侵略、angiogenesis 及轉移。出版過 70 科

學篇章。 

 

以酵母為對目標藥物遮蔽工具和研究藥物反應的機制 

從自然來源被分離出的次要代謝物是有價值的研究工具和引導發現可作為藥物

的化合物。越來越多地, 基礎細胞的顯現化驗來顯示對作用於調節複雜細胞作用

的化合物的自然萃取物，像是有絲分裂、 DNA 損害回應或者癌細胞的侵略。不

同於在試管內基礎活動力的現顯化驗, 這些顯現用適當的藥物的屬性來確認最

初的化學製品, 如同穿過細胞膜的能力。然而, 找到這些化學製品的直接目標也

許是一個主要挑戰，因為他們影響的路徑往往是複雜且又不是十分的理解。我們

使用的方法包括：接近的候補選擇, 藥物本質的色層分離法和磷酸化蛋白質研



 9

究。在許多情況需要有系統的和公正的方法去確認他們的作用目標。一個因藥物

引起的 haploinsufficiency,，降低基因編碼的劑量的藥物，作用目標由 2 變成 1 時

會提高藥物的靈敏性。把這個原理運用在酵母研究 motuporamines 作用機制，

marine sponge alkaloids 抑制癌細胞侵略和血管新生，我們使用酵母成長恢復試驗,

來結合用特殊蛋白標定的基礎細胞顯現的理想性質。我們使用這個方法確定了抑

制免疫的酵素的新的抑制劑 indoleamine 氧化酶, 這應該適用於許多不同蛋白質

目標物。這樣, 例如酵母的模型有機體, 理解其基因組容易操控, 能夠在藥物發

現方面被利用。 
 

（二）Thomas Murray 

Dr. Myrray 是國家藥物濫用協會的藥物濫用生物藥學復審委員會通常委員。把持

多個研究計畫：受體信號轉導、神經毒物學及海洋天然產物藥理學。 

 

神經活躍的海洋天然物的發現及機制：敘述大量篩選及神經單位 

從神經活躍的海洋天然物標的發現及描述，主要配合大量使用未受傷害的神經單

位來做培養。鑑於這些組織擁有著受體及離子管道的重要分子及機能差異，哺乳

動物神經元培養的利用優化了化合物偵測的可能性。中樞神經系統與末梢組織比

較有正確的表述。合同天然產物化學博士 Dr. William Gerwick，這個入口帶領著

我們識別新神經活躍分子。Antillatoxin(ATX)，一個脂肪縮氨酸來源於熱帶海洋藍

綠菌 lyngya majuscala。Antillatoxin 是個神經毒性，主要在鼠小腦細粒神經元(GGN)

培養及啟動一個細胞內 Ca2+ 的快速增長在這些細胞中。細胞內的 Ca2+的快速增

長是以鈉管道對抗藥河豚毒素(TTX)對抗。更多 ATX 與鈉管道電壓閘道互動的直

接證明是從 ATX-誘發的 22Na+ 匯入和興奮 [3H]箭毒蛙鹼結合未受傷害神經元

來論證。Kalkitoxin 也是來自 lyngbya majuscala 及其比照 ATX，扮演電壓閘道鈉管

道的 functional antagonist。這個探討，單分子目標產出催化及抗化劑已有前例。

現在這個發現及標示這些新神經活性天然物，提供新藥理學工具來探討中樞神經

系統的主要信號影響的機能作用。 

 

（三）Junichi Tanaka 

J T 在 Ryukyus, Okinawa 大學學海洋科學。2002-2003 是 Wisconsi-Madison 大學的來

訪研究員。他的興趣是從昏暗地帶珊瑚礁發現在藥物及在海洋產物的生活實踐科

學。 

 

肌動蛋白目標 macrocycles 及從海洋生物轉化棲息者類固醇 

一個龐大的數目細胞毒素分子已被報導，但尚無這些海洋生物的詳細動作機制。

Trisoxazole 例如 halichondramide 及 swinholide A 是有特色的海洋 macrocycles。本篇

主要在探討它們的肌動蛋白動作。它們的立體結構、黏合處、capping 及其他機

動蛋白的行為。另報告有關 hippuristanols 的抑制、Isis hippuris 的 polyoxygenated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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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醇。 

 

7 月 25 日下午其專題演講主題為「天然藥物的二次代謝產物開發」： 

 
（一）Rodney Croteau 
Dr. Croteau 在馬省大學取得他的學士及博士學位，他在奧勒剛州立大學花了兩

年時間做後博士研究爾後在華盛頓州立大學接受教員(1972 年)。他是植物

terpenoid 化學及生物化學領域的主要專家，taxol 及 monoterpenes 的生合成上有所

貢獻。發行超過 350 化學、生物化學、植物生理學及分子遺傳學教材、書籍、書

刊、期刊。 

 

Taxol 生合成及遺傳分子學 

抗癌症藥物水松(紫杉)種的泰克索生物合成牽涉 19 個步驟，一般的 diterpenoid 前

驅物 geranyl-geranyl 雙磷酸鹽取得於 plastidial 甲基丁四醇磷酸鹽；isoprenoid 前

導供應途徑。接著經分類而成的同骨骼 committed cyclization，8 細胞色素 P450-

調控氧化，3 CoA-dependent acyl/aroyl 轉換，一個 C9 氧化，及 oxetane (D-環) 構成

產生中間 Baccatin III，是重要的功能 C13-側鏈連結於 5 個額外步驟。為取得 taxol

生合成更多內容及其相關能夠改善生產，及描寫推斷其架構、規則及起源，希望

大量取得其二次代謝物，以提供市場上的需求。也希望能從遺傳學工程來達成更

有效率生物合成量產 taxol 和其前驅物。 

 

（二）Jonathan e. Page 
Jon Page 的榮譽論文是藥物性植物的化學根據使用於黑猩猩。在此大學 G.H. Neil 

Towers 教授下取得博 Ph.D. (1998)。博士論文為紫菀科的 thiarubrines(有毒的 硫化

物 多乙炔)的光化學及光生物學。他的研究任務包括研究乙醯輔酶 A 綜合體。。

他的進行中研究著重在分子剖析大麻科(hops and cannabis)的 Terpenophenolic 生物

合成及功能性基因表現。 

 

在大麻科中的 Terpenophenolics 的生合成：一個啤酒花和大麻的新陳代謝工程

的架構 
自 Cannabaceae 家族中，從一系列 terpenophenolic 天然物(prenylated polyketides) 
被找到有趣的生物活性。於 hops、humulus lupulus L.中之苦味酸及 prenylflavonoids

提供苦味給啤酒及擁有癌症 chemopreventative 特性。Cannabis sativa (大麻類)，一

個近似啤酒花的類源植物，非常著名因他的成分對心理或精神有顯著影響的

cannabinoid，Δ9-tetrahydrocannabinol(THC)。該研究嘗試理解生物合成的路徑，

terpenophenolics 成形。多數 terpenophenolics 在啤酒花及大麻中的腺狀的毛狀體

找，利用生物化學的基因方法，推定乙醯輔酶 A 牽扯到 cannabinoid 複雜的合成

路徑。在 hops trichome 基因組計畫發現許多 cDNA 牽扯到苦味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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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ylflavonoid 生物合成。這些包括乙醯輔酶 A 合成和其他酵素用於裝飾乙醯輔

酶 A 核心架構。了解 terpenophenolic 生合成在分子階層的重要性。 

 

（三）Toni Kutchan 

Toni M. Kutchan 教授實驗室的研究主題為天然植物產物的分子基因學的生合

成。他主要的興趣是分離酵素基因密碼及管控蛋白的形成和生理學方面主活動；

小分子從 L-tyrosine 或 L-tryptophan(生物鹼)及乙醯輔酶 A(polyketides)。 

 

生物鹼生合成在細胞之間置換的角色 

選擇 phenylpropanoids 和 monoterpenoids 生物鹼類累計於特定組織的方式。這些天

然藥物及其生合成的分配早已成為教科書知識。在生物鹼方面，特別是化療藥物

indole 類生物鹼 vinblastine 及 narcotic analgesicmorphinan 類生物鹼 morphine。兩者

均未於植物細胞培養上成功製造。利用免疫細胞基因生合成方法，鴉片罌粟累積

超過 80 個生物鹼從 l-tyrosine 被識別出來。嗎啡累積在鴉片罌粟的乳液已認知兩

個世紀了。先前的生物化學圍繞在鴉片罌粟鹼的多個細胞形式，而免疫細胞化學

局部化關於個鴉片罌粟生物鹼形成的 5 個酵素的相關討論。 

 

7 月 26 日：Poster Session II，共有來自各國共有 141 篇研究論文摘要。 

 

7 月 26 日專題演講主題為「天然藥物在合成上的發展（Synthesi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Products）」： 
 
（一） Arun K. Ghosh 
Dr. Ghosh。在 Harvard 大學研究，他的興趣包括；為生物學上設計及合成分子探

子；Peptidomimetic 的設計及合成；non-peptide mimics 模擬的設計；分子模型製造；

發展不對稱合成物的方法論；不對稱的催化作用；天然物製品總生合成。當今是

Illinois, Chicago 的化學教授。有無數的出版品和 15 個專利。 

 
生物活性天然物：如何設計新奇的分子探子 

最近 FDA 認可 HIV 蛋白酶抑制劑於結合反轉錄酶抑制劑運用於 AIDS 的化學

療法上受到注目。這新治療方法改變了對 AIDS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的進展方向。然而大多數新挑戰排除了重要的 peptide-like 特性和蛋白抑制

劑外，該研究設計合成了 non-peptide 蛋白酶抑制劑，成功完成該項計畫大致上

可延遲 HIV 攻擊同時緩和 peptide-like。這篇報告主要在介紹天然物的結構、有趣

的生物特性及綜合分子探子設計於 HIV 蛋白上的應用。 

 
（二）Michael S. VanNieuwenhze 
VanNieuwenhze 教授指導一個第一使用化學合成調製 li pit I 及 lipit II（細菌細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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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成後階段的中級利用）。她的研究主要著重於搜尋作用劑的合成及機轉族群

狀態，研究抑制細菌細胞壁後階生合成路徑。 

 

Peptide 抗生素在抑制微生物細胞壁的生合成 

病原體所產生的對普遍所用的抗生素所產生的抗藥性，使之急需能夠抵抗已有抗

藥性的微生物的新興抗生素。本篇報告有關 katonosin B(1) 和 plusbacin A3(2) 和

depsipeptide 抗生素；depsipeptide 能夠中斷細胞壁的生合成。 

 
7 月 27 日專題討論： 

 
（一）從南極被囊生物 Synoicum Adareanum 發現一系列新巨環結構得細胞毒成

分 Palmerolides A,C,D and E 
Synoicum adareanum，在接近南極 Anvers 島收集到一系列被囊生物，詳細描述這

一系列新的 polyketide macrolides palmerolide A,C,D 及 E，通常在海綿生物或微生

物叢具有巨環特徵。Palmerolide A；在國家癌症研究所(NCI)，60 個人類癌症細胞

列模板，相對於其他細胞的測試，其主要顯示有意義有選擇性的試管內細胞毒素

來對抗黑色素瘤。Palmerolide C 和 E，兩個結構類似的 Palmerolide A，為較弱的

細胞毒素及對抗黑色素瘤細胞具較少選擇性。基於 NIC 對照分析，Palmerolide A 

被發現為 vATPase 拮抗劑及顯示出結合 V0 副屬單位 與 4 nM 結抗。這篇報告

主要在表示 Palmerolides A, C, D and E 的隔離、結構說明、及微生物的活動。 

 

（二）從紅海軟珊瑚 sarcophyton glaucum 取得最佳的生物活性 cembranoid 

從海洋來源的 Cembranoids 因它們廣大高產量的生物活動力。Sarcophine；一個主

要從紅海軟珊瑚 Sarchophyton glaucum，眾所知的癌症化療藥具潛力的

cembranoid。但是，被報告指出的沒有足夠訊息描述 SAR 研究或這些來自軟珊瑚

的其它 cembranoid 的化學預防癌症潛能。基於化學預防及抗炎症性相互關係路

徑，我們假設 sarcohpine-有關的 cembranoids 是非常棒的抗癌症及抗炎症作用。

Sarcohpines 及 2-epi-16-deoxysarcophine 的分離作為半合成及生物催化劑的修改

15 個新 cembranoid 衍生物。Cembranoids 的 SAR 的研究試驗他們的效應在高

maignant + SA 乳腺上皮細胞增生和釋放炎症性中介 thromboxane B2 及過氧化物

陰離子。有趣的是，硫包含衍生的 sarcohpine ，顯示兩者生物活性增強。其中一

個 2-epi-16-deoxysarcohpine 生物代謝衍生物是 14β氫氧基的相似物。這個作用

主要藥效基團在預防 cembranoid sarcophytol A and 14β羥基化反應；尚難以合成

來達到目的。綜合上述，cembranoids 是個有潛力的抗癌抗炎進程。 

 
（三）自天然產物取得 HIF-1 拮抗劑用於抗乳癌 

轉錄因子缺氧誘發因子 (HIF-1)促進腫瘤細胞適應及生存在缺氧環境下。幾千個

植物萃取和海洋生物使用拮抗劑 HIF-1 活化的細胞根基的通訊在 T47D 人體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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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細胞作評估試驗。脂質萃取熱帶海洋紅藻 Laurencia intricate 和水棲植物

saururus cernuus 得到在結構上新的雙松烯 laurenditerpenol(IC50 of 400 nM)及奇特

的雙新木脂素類稱為 manassantins(Manassantin B IC50 of 3 nM)。兩系列的化合物

在缺氧誘導下，都抑制了 T47D 細胞的 VEGF 蛋白的脈管基因生長。超過 40 個自

然發生木脂素類及其他 phenolic-based 類的天然物已被分離及評估。研究結果指

出，phenolic-based 類的 HIF-1 抗化劑，許多結構及立體化學特徵強是有力的 HIF-1

拮抗劑活力所必要的。這個研究建議 phenolic-based 類的 HIF-1 拮抗劑可能經由不

同機轉可提供不同程度特性而具發展潛力。 

 
（四）約旦河生物多樣性的研究 

位於 RTI 的天然物實驗室在抗癌藥物的發現有個漫長的歷史。近來的努力拓展擴

展這個研究計畫以一系列生物檢驗來分析不同來源，以得到藥物及農用上的應

用。這個合作的計畫焦點是其研究來源有兩個，植物及 hunter bacteria 

(http://icbg.rti.org/about_research.cfm)。約旦的植物群很特別，他的 4 個生物地理地

區允許相互共存種類，有別於其它地區如歐洲、亞西亞、非洲。再者，因為在非

常有限資源下，在那裡差不多有 2500 種類的植物卻很少有系統性的調查。還有

hunter bacteria 是一個在土壤裡發現的非常新興的生物，當正常的條件下，他們

取其他微生物和平共存，但是當土質變硬變乾比如缺水、高溫、高鹽度時他們變

成了食物鏈上的高者，變成尋食者，殺害其他微生物，所以叫做 hunter (獵人) 細

菌。這個細菌的能耐殺害其他微生物顯然地是涉及到抗微生物藥物的研究及發

現。約旦粗糙及特殊的地理及氣候環境，包括沙漠高原，熱帶平地，及死海，在

有限的狀況下，廣大區域只有少地方可供成熟的研究用。 

 

（五）使用於天然物的藥物探索的進階分析技術 
天然產物化學藥物探索在傳統上是個費時的過程。在現今大藥物公司從萃取、分

離、純化、活躍有效份子的識別至分子層次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 HTS 程序。

紅杉已發展到嚴格的 HPLC 萃取及分離法於純化天然產物色析法部分適合現今

的 HTS 篩選平臺。紅杉也克服了在結構分析上的即時量如天然物分子的百萬分

之一公克量，一個必須要的滿足 “H” 標準在高輸出的篩選平台。一個現今成功

的天然產物探索程序需這些快速分離過程且有效的快速結構分析。這些在傳統上

需大規模的篩選。 

因 CapNMR® 探子的引入，新的機會讓試品需求降低至百萬分之一公克尺寸。

紅杉在不久前有報告它的完整過程及許多 CapNMR 探子作用於有限的試品。為

完整 NMR 資料庫合成物的取得，挑戰 HPLC 在百萬分之一公克下的分析，善用

最小 NMR 資料於高解析 MS 資料，紅杉可以加快活性及新合成物的發現。 

紅杉的萃取及純化過程會特別指出，展示如何使用這新技術來製造天然產物試品

的健全管道，標準化 HTS 規則。資料也將展示質子和 COSY 在 1-10 百萬分之

一公克的天然物於 HPLC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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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位於澳大利亞大學海洋科學天然物研究 
澳大利亞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國家其中之一，而且在海洋生態系統中擁有龐大     
的海洋天然物資源， 

澳大利亞海洋科技大學 

採集來自熱帶至南、北極的大小微生物樣品，來研究探討天然物的各種學問， 

我們有專門的技術及設備能夠在化學、分離、生物活性代謝物的結構鑑定。 

現在的焦距放在研發新抗癌、抗傳染、抗真菌藥物上，也包括農化物方面，特定

除草劑 、除蟲劑等。 

參、心得與建議 

此次論文成果發表會可以發現，中國大陸代表團之勢力與積極參與國際相關

會議之旺盛企圖心，甚至可以看到被遴選參加口頭報告之研究者都相當年輕，反

觀國內，包含本人在內的 8 人，遴選參與口頭報告者 1 人（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

物研究所張教授芳榮），海報張貼有台灣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等數篇，可以看出

國內仍有其成長的空間。 
此次行程係屬於相當學術性之研究論文發表會，論文發表方式除了大會特別

演講（Plenary Lectures）及邀請演講（Invite Lectures）外，另有口頭報告論文及

壁報論文。來自各國之學者無不藉此機會，互相觀摩也互通有無，蒐集資料及認

識各個領域之專家，以便未來在研究上得以尋求支援或協助。 
報告人此次有幸參加美國生藥學年會，得以增廣見聞，惟由於報告人並非研

究領域之專家或學者，尚無法將相關研討內容詳實紀錄，僅能就國外研究方向蒐

集相關訊息以作為制定相關政策之參考。報告人也藉由參加該學術性之會議，反

觀目前國內中草藥生物科技推動情形，略以幾個方向提出心得分享： 
一、國外中草藥科技研究發展與開發方向： 

報告人所參加的年會是一個類似於國內天然藥物研究成果論文發表會，其中

發表範圍之廣，涉及以分子模擬輔助藥物設計為新藥開發之趨勢，新的分子標靶

包括酵素、DNA、RNA 等之功能和結構被解析出來，此一領域更可朝結合有機

合成與生合成之方式，發展量產之模式，可以將所開發之新天然藥物及其衍生物

進行大量之生物活性之篩選，達成新藥開發運用之目的。另還包括微生物基因組

開發、天然物活性成分的篩選及藥理作用的探討等，活性成分之篩選不外乎著重

於癌症方面之研究與開發，希望繼 Taxol 之後，能自天然物中再成功找出新活性

成分順利進入臨床試驗，造福癌症患者。此外，也有利用 Taxol 二次代謝產物來

合成大量生產之技術探討。另外，因為地球四分之三都是海洋，且在陸地上天然

物，尤其是植物活性成分或新成分結構幾乎已被篩選殆盡的現在，由此次會議也

發現，愈來愈多研究方向朝向海洋資源生物活性成分之篩選並運用於癌症藥物上

的研究與開發。 
由於天然物篩選活性成分進而開發成為新藥，須耗費至少十年以上與上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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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在如此漫長的過程中，准許經過安全性評估，於人體臨床試驗階段同時，得

以膳食補充品方式問世，並於全球佔有很大的市場。 
二、國內中草藥生物科技產業推動概況： 

近年來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澳洲及中國大陸等國皆開始關注中草藥製

藥產業。而世界衛生組織（WHO）也陸續發表相關傳統醫學/另類醫學的文章中，

不難發現中草藥正風行於全球；據其資料更顯示全球有八成之人口使用中草藥，

故發展中草藥製藥產業將是 21 世紀最具潛力的新興產業。也由於常見疾病、多

發病、難治病、甚至一些慢性病尚未有滿意的治療藥物，同時化學藥品長期使用

後，發現有各種毒副作用，使得世界各國開始流行的回歸自然，崇尚天然藥物。

目前全世界天然藥物市場，每年以 10-20%的速度大幅成長，美國在 1992 年在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成立傳統醫學辦公室 OAM，1998 年更擴大為國立互

補替代醫學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1994 年美國國會通過營養補充品（Dietary Supplement）立法，引起

全世界對天然為極大的興趣。2000 年由 FDA 公佈植物性產品的規範“Guidance 
on Botanical Products“鼓勵各廠家對於植物性產品進行研究，以提供安全、有效

的植物性產品。 
我國行政院科技技術處認為 21 世紀要有新的產業推動，在民國 84 年 8 月

30 日行政院通過「加強生物科技產業推動方案」，當時列舉優先發展產業中及包

括科學化中藥。86 年 4 月行政院召開首次「生物技術產業策略會議（SRB）」86
年 8 月之「加強生物科技產業推動方案」發展策略中，明定中藥科學化為重點發

展項目之一。以「中藥發展策略」為主要議題，達成加速中藥研究與篩選，結合

學術研究單位及產業界力量針對特定疾病進行研發新藥並嘗試在國內進行臨床

試驗，以創造一個成功的模式之共識。87 年第二次 SRB 將中草藥產業列為國家

重大發展目標之一，88 年 5 月第三次 SRB 會議，更進一步闡示如何讓「台灣製

造」的品質得到世界認可，包括原料到最終產品。 
現階段除了其他相關單位分工於中草藥新藥研發、品管、炮製技術研發等，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在配合國家中藥發展策略的同時，希望能藉由全世界回歸自然

風潮且台灣佔有中國幾千年來人類使用中藥的歷史，在安全性較高的的優勢下，

中藥新藥臨床試驗可以縮短期程，讓中藥產業再現契機，所負責的「中藥新藥查

驗登記須知」及「中藥臨床試驗法規」也已完成就緒。經過幾年的努力，於 2005
年 3 月誕生國內第一件遵循中藥 GCP 規範通過 IND & NDA 之新藥-「紅麴」用於

治療高膽固醇血症及高三酸甘油脂血症。代表國內生技產業具有研發新藥（中藥）

之能力，更顯示我國中藥之審查品質，已能依照現代化及科學化方式進行，有助

於激勵國內業者，進一步依國際審查慣例開發產品，並進軍國際巿場，開創中草

藥新紀元。嗣後有機會亦應積極的參予該類國際性的學術研究成果發表，甚至可

將國內中藥科學化的臨床開發研究經驗，帶到國際場合中，讓先進國家瞭解我們

為中藥現代、化科學化所做的努力與成果。 
另在國內推動中草藥生物科技發展的範疇中，就天然物中屬於植物化學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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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新結構的開發部份，國內專門研究天然物之學術單位於民國 75 年成立起，

每年舉辦研討會，今年（2005）已邁入第二十年（屆），在天然物的研究開發上，

國內透過每年的「天然藥物研討會」，提供國內天然物領域的研究學者們一個相

互研究討論的平台與機會，並邀請國外學者專家來演講，並藉此機會讓國內外相

關研究學者有所接交流，在天然物活性成分及新研究技術的開發方面，已能與國

際接軌。現在已進入後基因體時代，中醫藥相關的研究開發，也慢慢借重該方面

的尖端科技，希望由此來得到一些科學性的研究數據作為佐證，本署中醫藥委員

會近幾年也已經積極投入基因體的研究發展計畫，繼續朝中醫藥現代化、科學化

的目標邁進。 
另外也屬於中草藥生物科技發展推動中的一環的，應繼續開放「可同時提供

食品使用之中藥材」部分，國內業者搭上行政院科技技術處對中草藥生物科技產

業的推動計畫的這股回歸自然風潮，一直希望本署中醫藥委員會繼續開放「可同

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平心而論，目前本署中醫藥委員會所管理的中藥，

均係收載在我國歷代藥書典籍（如：本草綱目，本草拾遺…）中之單、複方藥品，

依其醫療經驗為背景，非「救荒本草、食用本草」類民眾可當作食物使用之品項。

縱使已有不少品項早就融入民眾日常養生中，但卻忽略了它的本質還是藥，「藥」

即是「毒」。不能因為使用的頻繁，在沒有科學數據支持其長期大量使用之安全

性的情形下，即可輕易開放為藥食兩用。同時也忽略了開放當作食用，業者對中

藥材可能僅依據藥書中之記載，自行組成配方，於未經臨床毒理藥理方面安全性

科學數據當作背景之情形下，直接宣稱特定功效，甚至遊走於法規邊緣。另還可

能取中藥材為原料，卻用別於典籍中所記載之調製方式，甚至改以有機溶媒來萃

取，其萃取所得的成分可能已不相同，在只有藥材名稱相同製程不同的情況下，

衍生出來的所謂的生技產品，在不進行相關安全性試驗的情形下，又怎能得到國

際上之認同。 
各界積極督促本署中醫藥委員會在沒有安全性背景值，或未與本署食品衛生

處等相關管理單位取得共識與配套的情況下，以開放品項來作為可推動生技產業

的重點政策，沒有配套的情況下陸續開放品項，未來市場上的產品，恐會出現以

藥材的功效背景行所謂保健食品之宣稱。建議未來在此議題上，應該先彙整相關

管理單位之管理規定及意見，回到源頭認清其本質，開放品項同時應擬訂一套長

期大量使用安全性無虞為前提的方案，使生技產業能真正提昇，讓民眾能使用到

安全之產品。 

肆、致謝 
此次有機會代表本署中醫藥委員會參加美國生藥學會第四十六屆年會，要感

謝許多的長官及同仁的鼓勵與支持。感謝本會林主任委員宜信給予這個增廣見聞

的機會，並於行前給予應對上的指導，還有研究發展組謝組長伯舟提撥該名額且

由該組予以經費補助，更要感謝陳組長崇哲在組內業務繁重之際，仍鼓勵珍惜這

樣的學習經驗，另有羅主任秘書淑慧、高級研究員育娟及游技正婉如等在行前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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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關心與協助聯繫國內可能參加該年會之學者專家。此行幸有高雄醫學大學天然

藥物研究所吳所長永昌與張教授芳榮之同行與協助，使我在這次的行程中不致孤

單與無助，順利完成這次任務，報告人從參與本次國際會議中亦學習到不少寶貴

的經驗。 

 

伍、參考資料 
行政院「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五年計畫」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執行總成果報告 

第 20 屆天然藥物研討會會議資料 

 

陸、附錄 
附錄一  美國參加「美國生藥學會第四十六屆年會（American Society of 

Pharmacognosy 46th Annual Meeting）」內容摘要影印資料 

附錄二  會議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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