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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癌症已經二十多年蟬連國人死因的第一位。其中男性生殖泌尿系統的癌症，

包括攝護腺癌、膀胱癌、腎癌等，分別高居男性炎症死因的第七、第十二與第十

四位。這些癌症的共同特色是好發於男性，就算是把已知危險因子的干擾排除也

會看到相似的結果。 

 

    另一方面，實驗室的研究結果已經初步證實，雄性素與雄性素受體的作用，

會促進腫瘤細胞在這些癌症的生長與侵犯，可以解釋這些癌症何以好發在男性。

若能對其作用機轉有更深的認識，有機會利用這些發現來治療癌症。 

 

    本人於進修期間致力於研習雄性素與雄性素受體在這些腫瘤的作用，並將在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實驗室中所學之實驗技巧及精神、概念帶回台灣，期待能將過

去兩年在美所學應用在台灣的實驗科學團隊中，且在不久的將來能將這些發現應

用在治療癌症病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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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筆者臨床工作著重在泌尿生殖系統癌症(攝護腺癌、腎癌、膀胱癌及睪丸癌)

的診斷與治療。本院照顧泌尿生殖系統癌症各科醫師團隊陣容極為堅強，而眾所

皆知癌症一直是國人二十多年來死因的第一位，且泌尿系統之癌症更分別高居男

性癌症死因的第七、第十二與第十四位。因此誘發筆者想更進一步研究跟泌尿系

統相關得基礎醫學領域。再加以從實驗室的研究結果已經初步證實，雄性素與雄

性素受體的作用，會促進腫瘤細胞在這些癌症的生長與侵犯，因此，更進一步的

研究雄性素與雄性素受體在這些腫瘤的作用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對腫瘤醫學有

更深遠長久的影響；此外若能釐清雄性素與雄性素受體的作用機轉，將來更有機

會利用這些發現來治療癌症並將所學應用在臨床教學及照護病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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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筆者於民國 96 年 12 月 31 日奉派至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進行雄性素受

體在生殖泌尿系統癌症的研究，所進修之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建校迄今已超

過 150 年，其醫學院與醫院享有盛譽，長期與本校有交換學生的傳統。病理科的

張傳祥教授是 George H. Whipple Laboratory for Cancer Research 的負責人，畢業於

台灣大學，為國際知名關於雄性素受體的學者，其研究主題即為攝護腺癌。近來

又將其範圍擴展到膀胱癌等領域，亦獲得非常豐碩的成果 

     

有鑑於張教授與台大醫學院和醫院有良好的合作關係，遂經由台大醫院鄭安

理教授的推薦下遠赴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進行雄性素受體在生殖泌尿系統

癌症的研究，而在進修的過程中張傳祥教授亦提供豐富的實驗室資源與指導，對

於本人的進修研究有很大幫助。 

 

而本人在研究期間，大多數時間均埋首於實驗室中，並與張教授實驗室的兩

位研究員組成一個團隊，致力於雄性素受體在生殖泌尿系統癌症的研究，除了基

礎的實驗之外，也負責動物實驗之部分。我們使用具有不同程度雄性素受體表現

的人類膀胱癌細胞株，看看二氫睪固酮(DHT)是否會對腫瘤細胞的生長和侵犯有

促進的效果。同時我們也建立 N-丁基-N-(4-羥丁基)亞硝胺(BBN)誘發老鼠膀胱癌

的動物模式，看看雄性素受體的基因剔除鼠與正常基因的老鼠，產生膀胱的機會

http://www.urmc.rochester.edu/ChangAR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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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不同。 

      

目前研究的結果，證實了雄性素和雄性素受體對膀胱癌的促進效果。對於帶

有雄性素受體的膀胱癌細胞株給予二氫睪固酮(DHT)刺激,可以促進腫瘤生長;而

給予雄性素和雄性素受體的抑制劑則能拮抗這種反應。在老鼠實驗中,給予雄性

老鼠去勢可以減少 BBN 誘發的膀胱癌產生,而雄性素受體的基因剔除鼠則到 40

周為止都還未發現膀胱癌。有趣的是,在雄性素受體的基因剔除鼠體內打入二氫

睪固酮(相較於未打藥的)也會增加 BBN 誘發的膀胱癌產生。 

  

此研究費時耗日，截至筆者返國之前仍在進行，唯因公務人員出國進修的時

間有限，因此筆者無法繼續留在美國進行接下來的實驗，盼能在台灣持續跟美國

頂尖團隊共同合作以完成此研究，並將此研究結果應用於臨床中以造福更多癌症

病患。 

 

除此之外，本人於進修期間也有幸參與 James P. Wilmot Cancer Center 的

癌症病例討論會，大致上來說，美國與台灣的病例討論會在專業方面並無很顯著

的差異，只是感覺起來美國的演講者在表達上較台灣的有自信，且整體氣氛較為

輕鬆、熱烈，也許這跟美國的教學環境有關，他們鼓勵大家多方發表自己的想法

及意見，所以相較起來似乎能激碰出更多的火花與創新的點子。此外，筆者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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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實際參觀及了解 James P. Wilmot Cancer Center 的軟硬體設施，在硬體設

施上，台灣的設備一點也不比美國遜色，但是在醫療照護品質上，美國醫師一般

約診的病患人數有限，一個早上大約在 10 位病人左右，而每位病人能獲得的門

診諮詢時間平均約 20-30 分鐘，當然也是視病患嚴重程度而定。相較來說，台灣

的醫師一個早上可能必須看到更多的病人，因此分配給每個病人就比較少了。筆

者深深的覺的感觸良多，如何兼顧高品質與高效率，的確是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

問題。 

 

從參與這些病例討論會或臨床參觀似乎能讓鎮日埋首於實驗室中的日子，與

臨床有短暫的接軌。雖然沒有實際參與醫療照護，但是這些經驗也提供了筆者日

後在臨床行醫中的新思維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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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首先非常感謝教育部及院方能夠提供這樣的機會讓筆者到美國紐約州羅徹

斯特大學病理研究室進行與泌尿系統相關的研究，一圓出國進修的夢想。在這兩

年中筆者跳脫在台灣擔任臨床醫師多年的思維及做事的方法，像個嗷嗷待哺的新

生兒努力吸取和自己多年來領域不同的基礎實驗所應具備的想法、技巧及學理；

且有幸在進修的兩年中遇到不少貴人伸出援手相助，不論是在生活的食衣住行上

或是在基礎醫學的實驗領域中，都帶給筆者無限的幫忙和收獲，從初來乍到的生

澀到兩年後能有一番獨立的做為，筆者在此深深的感謝曾經幫助過筆者成就夢想

的所有人。 

  

  再者，雖研究尚在進行，但筆者在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病理實驗室中所學的研

究方法及實驗技巧深感一生受用無窮，對此仍心存感激並覺得所獲良多。筆者於

出國進修之兩年中，深刻領悟到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專一性，回國後願竭盡所

能的將所學應用在泌尿系統腫瘤上，期盼自己不論在臨床、教學或研究方面都能

有所貢獻，並致力於基礎醫學研究以期能有更好的表現回饋社稷。 

  



 

6 

 

建議事項 

 筆者於這兩年進修中深刻體會基礎醫學研究和臨床研究是相輔相成的，但相

較之下，基礎醫學研究較臨床研究更需花費較多時間及金錢；而以台灣現有的教

學環境及資源，臨床醫師根本無力也無心主持一個大型的基礎醫學研究；但眾所

皆知，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本就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唯有將基礎醫學研究結果

應用於臨床醫學中，以提升醫療照護以及的品質。因此希望政府若能提供較優渥

的條件予臨床的醫師進行基礎醫學研究，相信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在這進修的兩年中，最讓筆者感觸良多的是美國政府和學校支持研究的動

力有多積極及支持，一個完善的研究計畫往往可以申請到數百萬美金的補助，這

對維持一個頂尖的研究室實在是有其強烈的必要性，相對來說，台灣的研究經費

則少的多，該如何利用少量的經費和美國積極的態度競爭，的確是台灣研究環境

中所遇到的最大難題；也許政府在加強專業人員的培訓之外，提供一個好的，有

前景、頂尖的實驗室，才能跟得上世界的腳步與脈動。放眼望去這許許多多優秀

的人才，每位都想為台灣揚名國際盡出心力，但是往往被環境的現實及經費的打

壓而做不出頂尖的研究，因此如果政府能提供更好的研究環境跟更充足的研究經

費，台灣的醫學研究要跟世界頂尖的實驗室接軌是指日可待的!   

 

此外，筆者發現目前先進國家多積極的培養及號招專業人才進行基礎醫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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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達到全民健康的目的，而筆者所待的羅徹斯特大學更是有多位台灣的精英被

其他國家或美國頂尖大學延攬成專業研究人員，因此筆者建議政府或相關部門應

多方延攬學成歸國的人才從事基礎醫學研究，加強台灣基礎醫學研究的實力以期

能揚名國際，將醫學教育推廣至更高的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