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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目前於三軍總醫院小兒部服務，並從事黏膜免疫學相關研究工作，此次

赴美國參加第十四屆國際黏膜免疫醫學會，地點位於波士頓，會議是由七月四

日至十一日。全球與會人員共計近千人，包含從事黏膜免疫學相關研究人員。

職此次被大會邀請以海報展示形式，報告所從事之研究成果，獲得極大迴響。 

 職於大會期間聽取多位兒科黏膜免疫學界世界級大師之專題演講，對許免

疫反應最新之機轉研究、訊息傳遞路徑與相關動物實驗都有深刻之印象，對日

後從事黏膜免疫研究工作有重大之幫助。於研究成果、口頭報告與海報展示的

會場，職也獲得許多心得，啟發許多研究概念，有助於研究水準與能力之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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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目的 

 

 黏膜免疫學為免疫學中的一個分支。它與一般全身免疫反應最大的不

同點是會產生分泌性A型免疫球蛋白抗體與容易產生免疫耐受性。由於這

些免疫學上的特色，於一九八五年美洲免疫學者聯合會議中，從事黏膜免

疫學研究的學者，便商討成立黏膜免疫醫學會，經過多方學者的努力，於

一九八七年正式成立黏膜免疫醫學會。之後，每兩年舉辦一次國際黏膜免

疫醫學會議。此次於美國波士頓舉行第十四次年會，參與學者近千人，唯

一高度專業之醫學會議。 

參加目的如下 

一、啟發研究概念、吸取大師經驗，以提升兒科醫療及研究能力  

黏膜免疫醫學會全球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ucosal 

Immunity)自 1987 年舉辦第一屆年會，爾後每兩年於舉辦一次年會，

今年於波士頓市舉辦。這二十二年來，此會之規模日漸擴大，許多該

領域知名學者得以交流。不同於一般免疫性醫學會領域廣大卻不易專

精，此專一性之醫學會，學界大師級學者發表的專題演講與學術討論

會，都是黏膜免疫相關深入性研究，具有高度之專業性。這是國內相

關醫學會議無法提供的。職參與此會議最重要之目的便是吸取各大師

對許黏膜免疫最新之研究與經驗，也可透過聽取研究口頭報告與海報

展示，啟發許多研究概念，有助於研究水準與能力之提升。 

二、發表研究論文 

 職今年投稿於大會，有幸為大會接受並以海報方式發表論文。因此，

參與此會議的第二項目的便是將研究成果於大會發表，並與相關領域

之學者進行交流，藉由與其他學者討論，聽取對本研究相關建議，除

可改進相關不足處，更可啟發更多研究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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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大會於七月五日正式開始，學術討論會分為三種方式進行：一、專家

學者專題講演，二、研究人員口頭論文發表，三、學術論文壁報展示及

討論。這些題目皆與黏膜免疫學有關，包括基礎研究，臨床研究與結合

性研究。 

一、 專家學者專題講演 

 演獎者皆為是世界各國從事黏膜免疫學研究工作著名之學者，重點在

於黏膜免疫反應機轉探討、訊息傳遞路徑、黏膜免疫調控之新趨勢等

。每場均吸引來自各國與會人員之熱烈參與和討論，經常五百人以上

的會議廳都是爆滿，職於此部分之演講獲益良多，直接獲取各研究領

域大師，多年之研究成果與心得。 

二、 口頭學術論文發表 

 此類題目由世界各地學者提出相關研究成果口頭報告，並藉由發問與

所有與會人員作意見交換。依各領域分組報告，包含細胞訊息傳導、

上皮細胞、感染症、口服免疫耐受性、人類免疫不全病毒及其黏膜免

疫學、黏膜疫苗、吞噬性巨細胞、樹突狀細胞、燥腸症、眼睛免疫學

、中耳口腔免疫學、泌尿道免疫學與調控性細胞等。發表的文章，都

是與會學者近期之研究，極具創新性，許多成果甚至尚未正式發表於

醫學期刊。除了可運用其研究成果外，甚至其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皆

能對日後的研究工作，有所幫助。每場與會人員約在百人之間，參與

人員相當踴躍，會場通常座無虛席。因同時三個場地同時在發表論文

，個人無法一一聆聽，導致有所遺憾。 

三、論文展示與說明 

因口頭報告較花費時間，所能發表的研究篇數有限，因此絕大多數論

文皆以論文壁報展示與說明。每日展示約兩百餘篇學術論文，共三天

，計有五至六百篇論文作壁報展示。除了壁報文字展示外，發表論文

之作者，需於指定時間於壁報前與聽眾作面對面溝通，聽眾可挑選有

興趣的論文深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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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 

 

一、專家學者專題講演 

首先針對專家學者之專題講演作一心得整理 

美國學者Maria指出， 過敏性疾病會對常見環境或食物抗原特別增

加第二型輔助性T細胞與E型免疫球蛋白抗體的反應。在體內反應，E型

免疫球蛋白抗體取決於抗原專一性B淋巴球與第二型輔助性T淋巴球的

交互作用。E型免疫球蛋白抗體在正常的生物體中極低，代表E型免疫球

蛋白抗體受到強烈的抑制。原因在於健康生物體有完整的調控性T細胞

作用，可用以預防原始輔助性T細胞分化為第二型輔助性T淋巴球。此外

、經黏膜刺激自然產生的調控性T細胞可透過抗原專一性調控細胞預防

過敏性疾病。也透過抑制Iε無菌轉譯產物作用於活化的B淋巴球。 

美國學者Mucida報告，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能

預防第一型與第二型輔助性T細胞免疫反應，並將原始CD4細胞轉化為表

現Foxyp3的調控性T細胞。相反的，在前發炎細胞激素如IL-6存在的情

況之下，TGF-β不指抑制Foxyp3的表現，也促進原始CD4細胞轉化為前

發炎IL-17產生之CD4作用T細胞。 

美國學者Maynard指出，免疫抑制細胞激素IL-10參予 T 細胞反應

維持免疫恒定性。作用於作用性T細胞與調控性T細胞。 

 

二、口頭學術論文發表心得 

以下再對參加的口頭論文發表部份，作一心得報告。 

荷蘭J. Smit學者指出，食物過敏影響全球約百分之五的兒童而且

是西方國家兒童因為過敏性休克住院最常見的原因。活化樹突狀細胞導

致第二型輔助性T細胞的免疫反應是主要原因。該學者利用C57B6老鼠，

以Flt3L處理9天，之後與連續七週餵食花生過敏原萃取物與霍亂毒素。

另一組實驗當Flt3L處理時，同時以120G8處理，一種plasmacytoid 樹突

狀細胞去除抗體或抗CD11b抗體。在花生過敏原萃取物處理前，Flt3L處

理明顯增加腸道淋巴結細胞與peyer＇s patch中傳統樹突狀細胞與

plasmacytoid 樹突狀細胞，這會抑制老鼠的過敏反應，包含花生過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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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物專一性E型免疫球蛋白抗體與mast的破壞。去除plasmacytoid 樹

突狀細胞會逆轉Flt3L處理後，所產生的抑制花生過敏原萃取物專一性E

型免疫球蛋白抗體與mast的破壞。相反的以抗CD11b抗體處理的老鼠，並

不影響其抑制過敏之反應。結果顯示，以Flt3L處理的所增加的樹突狀細

胞會抑制腸道的過敏反應，而且是透過增加plasmacytoid 樹突狀細胞。 

法國學者E.Mosconi指出，過敏性氣喘為一種慢性疾病。，當遭遇過

敏原時會導致氣道阻塞，導因於對環境空氣中過敏原產生不適當的第二

型輔助性T細胞的免疫反應。近來其它研究也顯示，空氣中過抗原會透過

孕婦的口腔攝入經乳汁傳遞至新生兒。這種傳遞會導致口服免疫耐受性

，並使新生兒產生抗原專一性的保護作用，免於氣道的疾病。母乳哺餵

誘發的免疫耐受性有賴於乳汁傳遞之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

，其經由誘發調控性CD4 T淋巴球。近來新的研究也顯示若母鼠為具有明

顯過敏體質，新生鼠哺餵其母乳，此新生鼠成長後較能對抗過敏性氣道

反應。此為因為母乳中具有過敏母親的抗原專一性免疫球蛋白，此球蛋

白會穿過新生兒腸道並保護新生兒。 

日本學者 Moriuchi 報告，母奶含有許多物質含有抗微生物功用，能

抑制病菌附著並進入黏膜表面，但母奶成分是否在病菌進入生物體後仍

有抑制病菌的功用仍不清楚。而研究顯示，已母乳乳清蛋白治療後，可

抑制流行性感冒病毒滋生，且母乳乳清蛋白濃度越高，效果越明顯。而

流行性感冒病毒感染率降低至 15%以下。既使移除免疫球蛋白後，此對

抗流行性感冒病毒的效果依然存在。將乳清蛋白以蛋白質酵素處理或煮

沸後，此預防流行性感冒病毒滋生的效果便會消失。所以哺餵母乳是嬰

幼兒預防流行性感冒的有效方法。 

加拿大學者D.Snider指出，經由黏膜組織給予的疫苗能產生黏膜A

型免疫球抗體並得以對抗感染性病菌。然而，人類是否須追加給予疫苗

或產生長效記憶性A型免疫球蛋白抗體，目前仍是一大疑問。非腸道給予

疫苗能提供抗原專一性與旁觀者追加疫苗效應，因此提供較強長效性記

憶黏膜A型免疫球蛋白抗體免疫反應。旁觀者G型免疫球蛋白抗體回覆反

應已被證實可用於非腸道免疫反應。研究已證實，人類非腸道接種內含

破傷風與百日咳毒素疫苗，其血液中會產生A型免疫球蛋白抗體。接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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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天，無論抗百日咳、疱診病毒與破傷風毒素之A型或G型免疫球蛋白產

生細胞都有所增加。G型免疫球蛋白主要來自破傷風毒素之回覆反應。大

部分A型免疫球蛋白前漿細胞表現CCR10，此些細胞產生的A型免疫球蛋白

主要都是多元性的。結論證實由非腸道提供追加疫苗產生的旁觀者效應

，將會產生前漿細胞並分佈至黏膜組織並分化為多元性A型免疫球蛋白分

泌細胞，並有效對抗黏膜病菌。 

 

三、論文展示與說明心得 

最後一部份為壁報展示部分，此次壁報展示特別要求展示者，於一

特定一個半小時時間必須位於壁報前，接受與會人員的發問與討論。以

下就閱讀壁報的心得列舉如下： 

日本學者 H.Hiraga 學者研究發現，維他命 A 與其代謝活性產物

Retinoid 會參與一連串生物反應用以維持正常組織生理功能。該學者研

究維他命 A 缺乏於葡萄聚糖硫化鈉誘發誘發大腸炎之影響。維他命 A 充

足與維他命 A 缺乏之母 C57B6 老鼠，餵食 4%葡萄聚糖硫化鈉四天，並再

追蹤六天。維他命 A 缺乏的老鼠在 10 天之內全部死亡，而維他命 A 充足

的老鼠在 10 天之內全部存活。相同的實驗於 SCID 的老鼠進行，也會見

到相同的結果。為了研究維他命 A 於黏膜屏障功能的角色，於 SCID 免疫

缺乏老鼠，在維他命 A 缺乏之情況下，經口灌食 S.typhimurium。結果

顯示維他命 A缺乏的 SCID 老鼠其脾臟與肝臟細胞較維他命 A充足的老鼠

有較多的細菌數。結果顯示維他命 A 於維持黏膜免疫屏障功能與腸胃道

恆定扮演了重要的角色。 

 Heme oxygenase-1 (HO-1)已經被證實有抗氧化、抗發炎與細胞刁

亡之功能，並有維持血管張力之能力。該學者針對HO-1對葡萄聚糖硫化

鈉誘發誘發大腸黏膜傷害之影響作一系列之研究。於葡萄聚糖硫化鈉誘

發誘發大腸BALB/c老鼠每日紀錄其疾病指數、體重變化、糞便組成與腸

道出血情況。大腸HO-1 mRNA表現、細胞激素IFN-γ、IL-4、IL10以即時

PCR反應偵測，t-bet與GATA3也以即時PCR反應與西方點墨法偵測。其次

，並利用HO-1抑制劑、ZnPP研究對老鼠之影響。在投與葡萄聚糖硫化鈉

後，疾病指數、HO-1 mRNA表現隨時間而逐漸增加。IFN-γ、IL-4、IL10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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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所增加。投與ZnPP後疾病指數與IFN-γ亦有所增加，但IL-10卻有所

降低。進一步投與ZnPP後，會減少GATA3表現，但卻不影響t-bet的表現

。該研究結果顯示HO-1在葡萄聚糖硫化鈉誘發之黏膜傷害扮演了保護的

效果，而且是透過調控腸組織第一型與第二型輔助性T細胞免疫反應來達

成。 

日本Ohkawa學者研究了乳鐵蛋白對早產兒糞便細菌之影響。母乳中

內含高濃度之乳鐵蛋白。乳鐵蛋白已被證實含有免疫刺激與抗菌功效。

乳鐵蛋白也被認為是哺餵母乳的嬰兒其糞便中之細菌以Bifidobacteria

為主的主要原因。本研究評估早產兒給予乳鐵蛋白對預防腸胃道感染之

效果。而研究結果顯示，早產兒給予乳鐵蛋白並沒有副作用，而初步結

果顯示對預防腸胃道感染有一定之效果。 

挪威學者A. Erofeev報告發炎性腸道疾病為一複雜之疾病，牽涉到

上皮整合性、腸道菌叢與宿主之免疫力。為了研究分泌性抗體在發炎性

腸道疾病的角色，作者利用了多發性免疫球蛋白受體缺乏之老鼠與正常

老鼠投與葡萄聚糖硫化鈉。老鼠每日紀錄其重量、直腸出血、腹瀉與整

體狀況。在葡萄聚糖硫化鈉處理之多發性免疫球蛋白受體缺乏之老鼠較

一般老鼠，體重降低較多且臨床疾病度較嚴重。為了研究腸道菌叢的影

響，老鼠在投與葡萄聚糖硫化鈉前十天，每日給予廣效性抗生素，並持

續投與至實驗結束。結果顯示腸道菌叢減少的效應因投與葡萄聚糖硫化

鈉劑量不同而有所影響。低劑量時(1.5%)，疾病會減緩；中計量(2%)有

不同之疾病表現。多發性免疫球蛋白受體與分泌性抗體都表現出保護老

鼠腸道黏膜對抗葡萄聚糖硫化鈉誘發之上皮傷害。腸道菌叢對低劑量的

葡萄聚糖硫化鈉具有傷害的角色，但在較高葡萄聚糖硫化鈉劑量時卻有

保護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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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由於時代改變，醫學中心的醫師不應只做疾病之診斷與照顧，由於醫師

是對臨床疾病最有認識的人員，也就是最適合針對各類疾病進行醫學研究的

人員。也唯有如此，新的醫學研究對疾病之病因、機轉、診斷與治療有更進

一步的認識，才能提供更好的醫療品質。近年來，國內各醫學中心於在這一

方面研究工作也有相當之進步，為提昇相關研究品質，有兩件工作可加強推

動：一、鼓勵相關研究工作：因人種的差異，許多治療的差異是未進行研究

之前，無法得知是否適用於國人。針對有意研究的研究人員，儘量予以補助

。而研究有成之人員，更應給予獎勵，並鼓勵其作進一步深入之研究。這次

參加兒黏膜免疫醫學會年度會議，發現世界各國都提出了許多相當深入的研

究，可以想像某些研究是耗費多年與龐大經費所完成的，足見世界各國對醫

學研究之重視。我們除自我要求外，也希望大環境能多鼓勵研究工作，予以

適度之經費補助。 

二、鼓勵相關學者多參予國際學術會議：與國際間相關研究學者齊聚一堂，

可於短時間內大量吸取他人長期研究經驗，相對於個人耗費金錢與時間的獨

自努力，此種方式不失為簡單、快速之進步方式。也唯有全世界學者皆共同

努力，整體醫療品質方能日益提昇，國內學者亦應有此責任感，政府亦應予

以支持協助。 

三、因國際油價日益高漲，當年制定之機票補助標準，已不足以支應參與國

際會議所需機票，建議機票補助標準也應視現實情況調整。 

四、對本部研究工作也提出相關建議方向：參加此會議後，也啟發了許多研

究概念，與部內相關人員也設計了數個實驗，準備立即著手進行。老鼠在投

與葡萄聚糖硫化鈉後，由腹腔投予週邊幹細胞，研究週邊幹細胞在受損腸胃

黏膜進行修復之能力。其次、老鼠先投與會誘發免疫耐受性的益生菌，再給

予葡萄聚糖硫化鈉，以了解益生菌在發炎性腸炎所扮演的角色。最後、將 HO-1

由腸胃道餵食，在投與葡萄聚糖硫化鈉，用以了解 HO-1 是否有黏膜免疫調控

功能。 

因此，參與本會議後啟發之研究靈感，可立即化為行動，提升單位內研究能

力。 



附件資料 

 

出國參加會議日程表及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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