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名稱：第六屆國際華人無機及第九屆國際華人有機會議

會議日期：2006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

會議地點：新加坡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會議參予過程及心得：

此次會議乃第六屆國際華人無機會議以及第九屆國際華人有機會議同時進

行，這是一個集合在世界各地華人一同了解分享化學科學的發展的重要會議。而

此次共有三百多位華人化學家參予，可說是一個大型的化學會議。整體來說，研

究取向大部分偏向材料化學與奈米孔洞材料化學，而相對的在生物有機及生物無

機或傳統有機合成方面明顯的減少非常多，而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向為

Catalomics，這是繼 genomics 及 protenomics 後較為化學家所重視的一個次領

域研究。

而除了華人以外，也有邀請許多知名的國外教授，如來自荷蘭的Jan Reedijk

教授，日本的Kazuyuki Tatsumi教授，德國的Ekkehardt Hahn等等。在演講內

容中，有機金屬、固態化學、生物無機、超分子化學等等都有概括到，可說是獲

益良多。

而印象最深的演講便是第一天Plenary 2的Jan Reedijk教授的演講，演講題

目為METAL-DNA INTERACTIONS RELATED TO ANTICANCER

CHEMISTRY，內容主要介紹能與DNA鍵結的無機化合物。如今能達到此種作

用的無機化合物主要有兩類：

一種是有名的cis-Platin，中心金屬為Pt；另一種則是中心金屬為Ru的無機化合

物。此兩種無機化合物都可以使雙股螺旋的DNA分開成單股而達到細胞死亡的

效果，而cis-Platin更是已經被廣泛的使用在癌症的化療上。在其演講中，他先

概略的介紹了如何去選擇金屬達到鍵結DNA，接著金屬將如何的與DNA的鹼基

對鍵結。第一要素是要有無氫鍵作用的sp2的氮，故只有guanine；第二要素則是

要無立體障礙，因此此二種鹼基對都會以七號位置的氮對金屬作配位。

另外在第三天Invited 5G的這個section中，同樣的其主要為從事生物無機



方面研究的教授們所給予的演講，獲益良多。從第一位Michael Chan教授，從他

的演講中對CODH這個酵素有了基本的認識，CODH主要是能夠將CO與水反應

生成二氧化碳，他從新得到的晶體結構，與過去不同工作團隊所得到的結果去做

比較，進而推出催化的反應途徑。第二位的Heinrich Vahrenkamp教授介紹了生

物體為何利用Zn這個金屬，從化學上的觀念去做解釋。並且研究配位數的不同

對Zn-OH2(OH)此種化合物pKa的影響進而推論其OH作為親核攻擊基的可能，

去模擬生物體內反應的現象。第三位Kazuyuki Tatsumi教授介紹了Hydrogenase

這個酵素，此酵素可將氫氣轉為質子或可逆的將質子轉為氫氣，此對能源便是相

當重要的研究。在他的演講中，主要是報告他在Ni-Fe此種類型的Hydrogenase

模型化合物的合成，已經達到於酵素相當類似的環境。在最後一位Yi Lu教授，

其主要是將過去具催化活性的金屬化合物，置入Protein中，期望達到綠色化學

的效用甚至進而使催化效率變高、使催化反應具有選擇性，真令人大開眼界。

除了聽許多教授的演講以外，此會議有一特別的section稱之為Young

Researchers’Forum，主要是年輕的研究學生給予一個十五分鐘的演講，並且

與聽眾交換意見。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了整理，並且給予年輕的研究學生作了英

文報告的練習，再次充實年輕的研究學生的專業知識。而在報告過程中，是在一

間容納五十人左右的演講廳，為年輕的研究學生添加了一個在國際會議場合報告

的經驗，實屬難得。而在報告完之後的即席問答中，更是一個難得的經驗，能有

進一步的討論，年輕的研究學生獲益良多。

雖然此次會議只有三天，但在這之中又得到許多新的資訊而了解無機化學的

進展，且體認到在世界上是有許多華人同時在做研究的，能夠同時招集到如此多

的華人一同進行此研討會，而本身又能參與此盛會，可說從中獲得許多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