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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學暑期海外研習 

報告撰寫人: 張格東，陳佳玲，張育郡 

 

 實習活動日程表 

 實習目的 

 帶領實習過程-張格東 

 實習過程-陳佳玲 

 7月 20日(五) 使用 BD FACSAria II 操作細胞分選 

 7月 23日(一) 參觀動物房、抽小鼠骨髓細胞 

 7月 24日(二) 血液幹細胞移植 

 7月 25日(三) 準備隔天的演講 

 7月 26日(四) 演講 

 7月 27日(五) 練習血液幹細胞移植實驗 

 7月 30日(一) 討論在台灣所做關於環磷氮芥(Cyclophosphamide)的實驗結果 

 7月 31日(二) 利用不同的抗體去標的不同的血液細胞，以應證期刊文獻

Accuri Fixed Voltage PMTs and Expanded Dynamic Range 的參考性 

 8月 01日(三) 講解鈷-60 γ射線照射儀原理，及操作說明示範利用 FACS 

Canto II 分析血液幹細胞細胞週期 

 8月 03日(五) 示範眼窩採血及練習骨髓與脾臟細胞抽取 

 8月 07日(二) 練習利用 FACS Canto II 來分析血液幹細胞群 

 8月 08日(三) 練習 SDS-PAGE分析蛋白質電泳 

 8月 09日(四) 講解西方墨點(Western blot)的技巧 

 8月 13日(一)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Petr 

 實習過程-張育郡 

 7月 23日－小鼠骨髓抽取技術 

 7月 24日－小鼠血液幹細胞的移植 

 7月 25日－準備明天的演講 

 7月 26日－學術交流報告與參觀鼠房儀器與操作流程 

 7月 27日－血液幹細胞的移植技術(以生理食鹽水代為血液做練習) 

 7月 30日－實驗結果討論 

 7月 31日－利用各種抗體去標的血液細胞，使用流式細胞儀分析 

 8月 01日－細胞計數、γ放射線的利用、利用 EdU上 FACS分析細胞週期 

 8月 03日－脾臟摘除並使其變成細胞、眼窩採血 

 8月 07日－Flow cytometry (骨髓)，如何界定細胞群 

 8月 08日－SDS-PAGE分析蛋白質電泳 

 8月 09日－學術進度報告 

 8月 13日－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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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心得-張格東 

 實習心得-陳佳玲 

 實習心得-張育郡 

 建議 

 實習照片 

 實驗動物房 

 實驗室儀器設備 

 實驗室實驗器材 

 實驗操作 

 文化交流 

 附錄 

 查理士大學學生證 

 實習邀請函 

 查理士大學註冊單 

 實習成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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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 

 

 

 

 

 

 日期 內容 指導者 

第 

一 

周 

07.17 三 出發 Ko-Tung Chang,Ph.D 

07.20 四 抵達捷克布拉格 Ko-Tung Chang,Ph.D 

07.20 五 使用 BD FACSAria II 操作細胞分選 Filipp Savvulidi, B.Sc 

第 

二 

周 

07.23 一 
參觀動物房 

抽取小鼠骨髓細胞 

Emanuel Nečas, M.D., Ph.D 

Katarina Forgacova, M.Sc 

07.24 二 血液幹細胞移植實驗 Katarina Forgacova, M.Sc 

07.25 三 雙邊計畫主持人與學員學習經驗分享 Ko-Tung Chang,Ph.D 

07.26 四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陳佳玲 Emanuel Nečas, M.D., Ph.D 

07.27 五 練習血液幹細胞移植實驗 Katarina Forgacova, M.Sc 

第 

三 

周 

07.30 一 實驗結果討論 Emanuel Nečas, M.D., Ph.D 

07.31 二 

利用不同的抗體去標的不同的血液細胞，以

應證此篇期刊(Accuri Fixed Voltage PMTs 

and Expanded Dynamic Range)的正確性 

Ludek Sefc, Ph.D 

08.01 三 

講解鈷-60 γ射線照射儀原理，及操作說明 

示範利用 FACS Canto II 分析血液幹細胞細

胞週期 

Petr Páral, M.Sc. 

08.03 五 示範眼窩採血及練習骨髓與脾臟細胞抽取 Martin Molik, B.Sc 

第 

四 

周 

08.07 二 
練習利用 FACS Canto II 來分析血液幹細胞

支系 
Ludek Sefc, Ph.D 

08.08 三 
練習 SDS-PAGE分析蛋白質電泳 

Emanuel Nečas, M.D., Ph.D的生日香檳慶祝 
Yuzo Fujikura, Ph.D 

08.09 四 
講解西方墨點的技巧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張育郡 

Yuzo Fujikura, Ph.D 

Emanuel Nečas, M.D., Ph.D 

第 

五 

周 

08.13 一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Petr Páral, M.S. Emanuel Nečas, M.D., Ph.D 

08.14 二 返家 Ko-Tung Chang,Ph.D 

08.15 三 抵達台北 Ko-Tung Chang,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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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張格東 

 捷克查理士大學(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2, ranking 301)第一醫學院人類

病理生理學研究所設有實驗血液學中心(Center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為

全捷克共和國臨床血液學與幹細胞移植之實驗動物研究試驗中心，擁有完整的試

驗室設備及專業研究環境，如 SPF無菌試驗鼠房、獨立 P2負壓實驗動物鼠飼養

系統、鈷-60 γ射線照射儀、BD Aria II 流式細胞分選系統(FACS)、Eppendorf 全

自動核酸萃取系統、Autoflex II mass spectrometer 蛋白質分析儀等，及專業的臨

床醫師與來自其他國家的研究學者。前所長 Emanuel Nečas, M.D., Ph.D 教授 

(2012.10退休)，是我就讀博士班的指導教授，從 2003至今期間也與我們共同發

表過許多研究報告。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帶領學生在學術研究上實地參與國際交

流，透過雙邊研究經驗的分享，相互交換實驗技術上的心得，並且有機會實際操

作在屏科大並未設置的專業儀器，讓我們的學生更充分具備實務方面上的專業能

力。另外，也利用此行的機會，將屏科大在國際事務與合作的成果簡介資料提供

予查理士大學相關單位參考，讓查理士大學醫學院了解到可以與屏科大既有的華

語文中心，生物科技研究所，生物資源所，及生物機電系等進行更多可能的校際

合作。 

 

 陳佳玲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國科會生物處再生醫學的研究計畫，其計畫的階段性任務

需要執行動物血液幹細胞的移植試驗，但在目前所處的機構還未有較適切的設備

及技術可以學習。我們此趟前往捷克查理士大學，除了學習該實驗室專業的流式

細胞分選技術及實驗技巧外，我們還另外安排三場實驗進度交流的會議，分別為

在 7月 26日、8月 09日、8月 13日舉行，藉由每一次相互的討論，修正自己的

實驗設計，並且更正自己的實驗方法。 

除了學習上的交流外，也希望藉由此次的海外實習機會，接觸不同國家的文

化，能夠就生活與專業領域得到更具國際觀的教育。 

 

 張育郡 

藉由此次的海外專業實習至捷克的查理士大學第一醫學院設有的實驗動物

血液學研究中心，學習有關 BD Aria II 最高等級的流式細胞分選系統(FACS)操作，

以及學習骨髓抽取技術、血液幹細胞移植技術、鈷-60γ射線照射儀之使用原理

與應用、練習 SDS-PAGE和 Western blot 的蛋白質分析技術。除了專業技術的學

習外，也希望藉由此次的海外實習來增強自己的語文能力，並能針對國際化的語

言與價值觀念，來提醒自己必須更加勤學以跟上世界的腳步，面對知識與技術不

斷的更新，唯有不斷充實自我，挑戰自我，才得以有所進步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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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張格東 

 

 

 

這次實習的課程內容主要是由 Prof. Nečas所設計，他為我們三人各安排一

個場次的演講，帶領我們參觀該研究所核心單位-實驗動物飼養室，並讓學員參

與分子生物研究室與細胞生物研究室的實際操作，其中包括幹細胞的採集與移植

試驗，幹細胞的標定與分離，流式細胞儀的操作分析，與蛋白質的分析。在出國

前我們就接獲所長的通知實習過程會有雙邊研究報告的交流，這讓我們兩位參與

的學員陳佳玲同學與張育郡同學非常緊張，不擅使用英語交流的她們，對於突然

要站在講堂上演講專題研究確實具有相當難度與挑戰，對於身為指導教授的我，

也非常擔心她們是否能夠把實驗的進度內容完整清楚的表達給在場與會的研究

人員，畢竟這是國際交流，榮譽感使然讓我也不得不戰戰競競去準備。由於出國

在即，只有一個星期可以在國內準備，因此我們攜帶了許多紙本的參考文獻，學

生也向校方籌借到筆記型電腦，因此我們一到達捷克的實驗室後，我向 Prof. 

Nečas表明需要再一個星期的時間做演講的準備，所以我們的演講被安排在實習

的第二周與第三周。我與學員們白天在研究單位開始忙於進行實習，中間若有休

息時間就趕緊到該單位的圖書室裡與學員討論演講的簡報，晚上用過晚餐後回到

住的地方也是繼續跟學員修正簡報內容，由於是英語演說，學員也很認真的把演

說要講的內容逐字抄寫在講稿裡，然後看著她們每天很認真地背誦講稿，我也需

要不斷地為她們的發音進行糾正，直到 7月 26日陳佳玲同學和我與 8 月 9日張

育郡同學的演講結束為止，我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所幸同學們都非常努力，雖

然演講後有許多的問題提問，礙於學員的英語能力無法做即興流暢的回答，所以

大部分問題都由我代為回答，不過演講內容可以得到大多數與會人員的了解與得

到許多的會後討論，實屬不易，這次的實習經驗，也讓學員切身的了解到英語能

力的重要性，比起平日我不斷的再三叮嚀，這樣的衝擊帶給她們更多的警惕也是

令人相當深刻的一種教學經驗。 

對於學員們平日的實習課程，我也是全程參與在旁，雖然大部分的課程內容

我都相當熟悉，但是為了學員能夠充分了解研究人員熱心詳細的解說，尤其是儀

器的操作說明與結果分析的部分，我都會適時地為她們用中文講解一遍，扮演好

我身為指導教授的責任，並且我會盡量提問國外研究人員一些比較深入的問題，

幫助我們學員針對課程的內容能夠與研究人員有互動討論的契機。隨著實習待在

國外的時間較長了，我也慢慢地了解到學員們開始能夠開口問一些問題了，對於

英語環境的適應也在發酵。Prof. Nečas之後也邀請我們參與他們研究單位的晨間

會報，共計兩次，我們可以聆聽到他們實驗進度的報告與討論，他們也請求我與

學員們能夠給予意見，會後也會討論我們的實習進度與結果，讓我們深切感受到

好像也融入為國外研究團隊的一員。整體而言，這一個月的帶領實習，讓我在教

學經驗上收穫良多，得到許多很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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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陳佳玲 

 

 

 

 7月 20日(五) 使用 BD FACSAria II 操作細胞分選 

 

 如何操作流式細胞儀進行細胞分選是我們這次來布拉格的一大學習重點，這

裡有專業的操作技師專門進行相關實驗操作，而今天帶領我們的技師是 Filipp 

Savvulidi, B.Sc，專門為我們講解 BD FACSAria II 這台機器。從機器特色，到各

參數的控制以及參數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如何取捨參數的設定，到最後結果如何

分析以得到我們所要的資訊…等。如：三支雷射管(488nm, 635nm, and UV)最多

可以解析十三色螢光訊號，細胞解析能力很高，此次所使用的樣品為小鼠骨髓標

的 LSK SLAM 細胞群，就有五種不同的抗體(Lineage
-/low

 Sca1
+
 cKit

+
 CD48

-/low 

CD150
+
)需要去解析；自動液滴調控機能，可以藉由介面調控液滴震盪頻率，達

到精確的細胞分選功能，一秒間可以震盪形成九萬顆液滴；細胞分選一次可以處

理兩群到四群不同特性的細胞群。  

一開始是由實驗助理 Yana Michalova, Ph.D準備樣品，先把老鼠用乙醚迷昏

後斷頸、再用器械剃除大腿骨周邊肌肉組織，取得完整的大腿骨髓部位、再用生

理食鹽水(PBS)沖洗骨髓細胞、標抗體 LSK SLAM後交由技師 Filipp來操控流式

細胞儀進行細胞分選的動作。Filipp一邊操作實驗一邊為我們講解，分選完畢後

Fillip 再把結果跟細胞交還給 Yana進行下一個 RNA萃取的步驟。 

經由今天的實驗，可以看出整個血液學研究團隊分工之精細，每個人皆有自

己專門負責的專業工作，如技師 Filipp專門負責流式細胞儀 BD FACSAria II、研

究助理 Yana 專門負責後續的活體及分生實驗，還有另外一個技師 Martin Molik

負責上流式細胞儀前樣品的準備，如抽骨髓，和整個實驗室儀器的維護。 

在進行骨髓抽取時，Yana 在骨髓完整取出後，藉由衛生紙擦拭把骨髓上的

肌肉跟脂肪擦掉，對我們來說這樣很容易造成汙染，可能因為實驗應用的不同，

對於她們要進行的移植實驗，小鼠的免疫系統很強，所以在一般環境下取出的骨

髓幹細胞再移植進接受者(recipient)時，接受者的免疫系統可以把經由移植而進

入到活體內的可能汙染病原清除掉。 

在進行斷頸前，他們會先將小鼠用乙醚麻醉後再進行斷頸，一來可以免去小

鼠臨死前的痛苦知覺，二來可以減少新手在斷頸因失誤，而造成小鼠掙扎對操作

者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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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3日(一) 參觀動物房、抽小鼠骨髓(Bone marrow)細胞 

 

今天是和博班的學生 Katarina Forgacova, M.Sc學習上流式細胞儀前，小鼠骨

髓細胞的備置及抗體的標的，並且和我們的方法做比較，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改進。

例如：我們在用生理食鹽水沖洗骨髓時，會因為針頭壓力過大而使得生理食鹽水

噴出試管(eppendrof tube)，但是 Katarina在操作時，會把蓋子掩蓋起來，防止生

理食鹽水噴出來而損失骨髓細胞。 

今天也是第一次進去參觀他們的鼠房，規模和系上動物房相比，有十倍大以

上。所有人員進出遵循單一方向出入口，在剛進入動物房的入口會有一個簡易的

腳底清潔，先將鞋底踩在有消毒水的抹布上消毒鞋底後，在套上鞋套。 

進去後穿著實驗衣再由唯一入口進入，首先就會看到進行一般實驗用的鼠房，

不同品系的老鼠就不同房間分開飼養放置，每一間鼠房備有一套實驗耗材，如針

頭、手套、衛生紙…等，每個鼠房墊料飼料的清理也是分開在各房間完成，以避

免老鼠的排泄物交互汙染。每個房間也備有洗手台，讓操作人員在結束實驗或是

清潔完墊料飼料後，可以馬上洗手。在每間鼠房的門口還會擺放一塊塑膠板防止

老鼠逃出。 

整個動物房的設計相當複雜，越深入動物房內部的動物，越需要相對的乾淨，

所以剛進去是一般實驗鼠房，一般鼠房後轉個彎就是無菌(SPF)鼠房，這裡的老

鼠需要獨力飼養在隔離箱(IVC)中，並有專門的無菌操作隔離台(Isolator)來清理

鼠籠及操作實驗，整個過程中人是不會和老鼠接觸的，送進去使用的器械及墊料

飼料也要經過紫外線(UV)或高壓滅菌釜滅菌後，才能送進隔離箱系統使用。 

在鼠房的最深處，還有一間 P2動物房(breeding room)，需要比隔離箱系統更

乾淨的空間及設備，一般動物房跟隔離箱系統中的老鼠是只要確保老鼠乾淨即可，

而操作員本身只要簡單的清潔，及著實驗衣就可進行操作。但是在 P2動物房中，

連操作人員都需要完整的清潔，P2 鼠房內屬於另外一個獨立系統空間，防止飼

養室裡的小鼠受到實驗用鼠房的交叉感染。 

P2飼養室(breeding room)與一間準備室相隔後，就是其他動物的飼養房，如

大鼠、兔子…等，利用準備試做緩衝的空間，可以避免不同動物的氣味互相傳遞，

影響動物彼此之間的情緒，如小鼠的天敵是大鼠…等。 

查理士大學的實驗動物房，從老鼠的照養、廢棄物的處理、到人員的管理…

等，都遵照一定的 SOP來進行， 由此可知他們對於動物實驗上的嚴謹。 

參觀完查理士大學的實驗動物房後，我想對於我後續的活體實驗，在安全上

也需要隔離箱系統以及隔離台，才能確保操作員的安全。 

我們生物科技系的動物房雖然不比人家的規模，但是仍有值得學習的優點，

如：操作人員進入動物房一律穿專用拖鞋及實驗衣進入，並且著手套、口罩及頭

套，進入飼養房的空間時還得經過噴氣，吹淨身上的落塵及外來的髒東西才能進

入，並且使用正壓系統維持鼠房空氣清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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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4日(二) 血液幹細胞移植 

 

這個實驗由 Katarina帶領我們操作，先利用生理食鹽水跟針頭將骨髓沖洗出

來，這個步驟和上流式細胞儀前的樣品備置是一樣的步驟。再利用 Nexcelom 

Cellometer AutoT4進行自動細胞計數，計數完的細胞，取 2*10
6顆細胞，溶於 0.5 

cc.的生理食鹽水中，用 29G*1/2’’,0.3*13mm的針頭注射到小鼠眼窩下方。 

Katarina說除了從小鼠眼窩下方進行幹細胞移植外，也可經由老鼠尾巴移植，

但是老鼠尾巴相較於小鼠眼窩下方的皮膚會比較厚，針頭較不易準確插入，但是

此方法新手較易成功。而從眼窩下方移植，雖然針頭較易插入，但是失敗率頗高，

新手在操作時不容易找到正確的位置，錯誤的移植位置易導致小鼠受傷，如：小

鼠眼球充血和注射後的不適感。 

 

 

 7月 25日(三) 準備隔天的演講 

 

再和 Professor Načas接洽時，Professor Načas有幫我們安排一場會議，是關

於我們現在在做的Notch國科會計畫(NSC 99-2314-8-020-001-MY3)的實驗分享。

但在行程確認後，到距離出發只剩不到一周，沒辦法準備完善，我也怕因為自己

英文文法不好，當在報告時會讓聽眾聽不清楚我想表達的東西。所以今天整天都

在練習用英文演講，和修改簡報的內容，在我們介紹的內容中，我們加上屏科大

美麗的校景跟簡單的系所介紹，希望可以藉由美麗的校園吸引查理士大學的老師

前來交流的意願。 

在今天自修的的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Katarina昨天移植的老鼠血液細

胞是從綠色螢光基因鼠分離而來，可能因為綠色螢光蛋白的啟動子表現太強，而

出現了綠色肌肉。 

 

 

 7月 26日(四) 演講 

 

早上起來就很忐忑不安，今天是我要報告的日子，我很怕因為我的發音不標

準，或者是文法錯誤，使得聽眾聽不懂我的報告。所以我花了整個早上在練習念

稿上的單字和英文句子，我發現我會習慣在不該加字的地方加上冠詞，或者是過

去分詞和過去式搞不清楚。 

報告的順序分別由老師先和大家介紹我們台灣，然後從台灣帶到屏東，再從

屏東帶到屏科大。大家對於我們學校有條媲美高速公路的大馬路很有興趣(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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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以及後面北大武山的美景。期待可以勾起在座的各位老師們想要來台灣走

走的想法，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邀請他們來我們系上演講。 

介紹完學校後，就是換我報告我的主題了，我先用一張簡報介紹整個實驗架

構，之後介紹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實驗，以及目前國際學術論文研究到哪個地步

了。再來就是連接到我們每個階段性的實驗，秀出我們研究至今有的結果，並且

邀請在座的各位老師一起討論。 

結束後也有老師提出疑問。這些問題都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到我們平常不會想

到的實驗盲點。以下為查理士大學的老師所提出的問題： 

 問題一：如何證明誘導多潛能幹細胞(iPSC)和胚胎幹細胞(ESC)的相似

性？ 

 問題二：HoxB4和 Notch的關係？為何不直接用 HoxB4？ 

 

 

 7月 27日(五) 練習血液幹細胞移植實驗 

 

今天我們請 Katarina幫我們準備材料，讓我們用生理食鹽水練習移植實驗，

我們請她先示範一次，之後就交由我們來操作。同行的學妹張育郡，可能比較常

做動物實驗，在老鼠保定跟注射細胞時成功率較高。而我在試了第一次時失敗了，

因為生理食鹽水從眼窩溢出來，還引起老鼠不適發出唾棄聲。後來試了幾次後還

有讓老鼠眼睛流血的，只有成功一次而已，我想回到台灣後我還仍需多次練習。 

 

 

 7月 30日(一) 討論在台灣所做關於環磷氮芥的實驗結果 

 

  今天和 Professor Načas 討論到之前同行學妹張育郡做的關於環磷氮芥的實

驗，在台灣因為我們所使用的流式細胞儀是 BD FACScan™，只有一支雷射管三

個通道，第三個通道固定用來測量細胞存活的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 PI)染劑，

所以我們只能再用兩種抗體。我們提出只單用 CD34
+抗體去標的血液細胞，但是

Professor Načas 說 CD34
+在某些細胞中是呈現 CD34

-/low，所以他建議我們選

CD45
+來當篩選血液幹細胞與前驅細胞的標記會更為適合。 

 

 

 7月 31日(二) 利用不同的抗體去標的不同的血液細胞，以應證此篇期刊

(Accuri Fixed Voltage PMTs and Expanded Dynamic Range)的參考性 

 

  老師拿了一篇 Accuri Fixed Voltage PMTs and Expanded Dynamic Range 請大

師兄 Ludek Sefc, Ph.D利用不同的抗體去界定(gating)，來比對此篇期刊所使用方

法的參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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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ek教我們先用 FSC、FSC分離非單一細胞，再用 SSC、SSC一樣的原理

進行篩選掉凝集的細胞群。此時圖形會呈現線性，圈選中間線性的區域，用 SSC

和 FSC 分離細胞碎片，就可以用血液細胞相關的抗體去一層一層的分離我們要

的血球細胞了。例如：Lineage、Sca-1、c-Kit、 CD48、CD150、Ter119、CD45、

CD34…等。等到最後分離出來的純細胞群後，Ludek 會在把純的細胞群再往回

推做為 double check，推回一開始第一階層的 FSC、SSC。 

 結果證明，此文獻只用單一抗體 CD45來分離細胞群是不足的，因為在不同

的細胞群中還是會有少數例外表達多種抗原的細胞。但是假如局限於價錢跟機器

的雷射管的顏色數目的話，分離造血幹細胞 CD45是最為恰當的選擇。 

 

 

 8月 1日(三) 講解鈷-60 γ射線照射儀原理， 

及操作說明示範利用 FACS Canto II 分析血液幹細胞細胞週期 

  

今天要操作實驗的是 Ludek的博士班學生 Petr Páral和碩士班學生 Nico，他

們主要的實驗架構是，小鼠經環磷氮芥注射後，馬上將小鼠照射 γ放射線以破壞

小鼠骨髓血液細胞，之後分別取不同天數，利用流式細胞儀跟抗體標的，來觀察

血液幹細胞增生的情形。 

Nico 很有耐心地邊操作自己的實驗，邊跟我解釋 γ 放射線的半衰期表格要

怎樣看，以及如何計算使用劑量。因為鈷 60 稀有放射元素會有半衰期，時間越

久效力越弱，所以他們有建立一個表格，針對不同周後的放射線元素，依照他衰

退的程度延長照射的時間。 

此次的實驗組是 CY注射後 2天和 4天，再照射 γ放射線破壞小鼠骨髓後馬

上、1天、3天、5天後，分別取骨髓和脾臟的細胞來分析。 

分離脾臟細胞是用一個很特殊的玻璃研磨器，類似像試管型狀的杵跟臼，只

要加入 1毫升的生理食鹽水，在把研磨的玻璃棍沿著玻璃試管周邊旋轉幾下即可。

而研磨棍跟玻璃試管之間有很大的空隙，可以確保被物理切解下來的細胞不會因

為管壁太緊壓迫死亡。 

把抽取出來的骨髓細胞跟研磨完畢的脾臟單一細胞，利用 Nexcelom 

Cellometer AutoT4進行自動細胞計數，在遵照 Invitrogen的 Click-iT
®
 EdU Flow 

Cytometry Assay Kits的操作手冊指示，把固定量的骨髓細胞種在 6孔盤中，培養

30分鐘。30分鐘後，依照操作手冊指示，繼續處理後續的步驟。 

EdU 的操作手冊每個反應時間都很壟長，Nico 會趁這個空檔，留剩下的骨

髓細胞去做另外一組小鼠活體移植的實驗。Nico 說因為移植實驗需要 γ 放射線

照射後至少 2小時才能做，所以我們早上九點取的樣品，到中午一點多差不多就

可以移植了。  

處理完 EdU的骨髓細胞跟脾臟細胞，Nico 將樣品轉交給 Petr分析。Petr利

用 FACS Canto II 流式細胞儀來分析，一樣先標的 LSK SLAM (Lineage
-/low

 Sc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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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it
+
 CD48

-/low 
CD150

+
)等抗體分離出純的細胞群後，再利用 EdU、PI及 Hoechst 

33342看細胞增生及細胞凋亡的比例。 

 

 8月 3日(五) 示範眼窩採血及練習骨髓與脾臟細胞抽取 

  

今天由技師Martin Molik 為我們示範眼窩採血。他將老鼠用乙醚迷昏，在老

鼠活著昏睡時，取一根毛細管插入眼球四周，此位置是和移植實驗一樣的位置，

眼窩的前後都可以。插入後旋轉，藉由毛細管的口徑壓力穿透眼窩的皮膚，讓血

液順著毛細管留下來。 

採血完的老鼠馬上斷頸後，從腳踝的地方剪開一個洞，用手大力的把皮往大

腿骨撥開，取出大腿骨髓用生理食鹽水沖出骨髓細胞。之後把老鼠右腹側的部分

用去離子水浸濕，剪開毛皮跟皮膚後，藉由鑷子的輔助小心地把脾臟取出，放入

研磨器磨成單一細胞。蒐集完的骨髓細胞跟脾臟細胞，做為 Petr練習利用 FACS 

Canto II 分離 LSK SLAM細胞跟分析細胞週期用。 

 

 

 8月 7日(二) 練習利用 FACS Canto II來分析血液幹細胞群 

 

 今天由 Ludek親自教我們怎樣界定細胞，以及如何判斷數據，而今天的樣品

和 12.08.01的實驗設計一樣，。 

Ludek 還教我們如何利用 BD Biosciences 官方網站的工具(BD Fluorescence 

Spectrum Viewer A Multicolor Tool)，設計不同的抗體其所帶的螢光要怎樣選，才

不會因此有衝突，或者是重疊而導致訊號干擾。波峰重疊越少越好，所以當我們

在挑選抗體的同時，也還要考慮到機器本身以及抗體所帶的螢光訊號來設計。

http://www.bdbiosciences.com/research/multicolor/spectrum_viewer/index.jsp 

 

 

 8月 8日(三) 練習 SDS-PAGE 分析蛋白質電泳 

     8月 9日(四) 講解西方墨點(Western blot)的技巧 

 

今天和 Yuzo Fujikura, Ph.D學習 SDS，因為 Yuzo 都很早就來實驗室了，所

以當我們到的時候，他已經幫我們把 SDS 的膠備製好了，簡單的講解一下原理

後，Yuzo 就要我們一人做一個樣品-白蛋白(BSA)，練習注入 SDS的膠。 

Yuzo邊做邊跟我講一些做SDS的小技巧，像是固定蛋白質他都用脫脂牛奶，

他還秀出他的獨門保存膠膜的東西-食物保存封膜機。 

看 Yuzo 做實驗，不同於 Petr或者是 Yana他們，感覺東方人比較會去找其

他的小撇步來讓實驗更順利或更方便，但是西方人可能會比較遵守實驗手冊的操

http://www.bdbiosciences.com/research/multicolor/spectrum_viewer/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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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示，或者是已經設定好的程式來做。不過不管是哪一種人，他們對實驗的嚴

謹跟慎重都是值得學習的 

 

 

 8月 13日(一)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Petr Páral 

 

Petr目前正在進行抗癌藥物環磷氮芥治療後的血液細胞動態分析，也就是從

8月 01日開始做的實驗結果報告，題目為 「Oscillatory and complex reaction of 

hematopoietic system after CY injury」。由初步實驗結果顯示，LSK SLAM 和 SK 

SLAM的細胞群，經由流式細胞儀分離後，其在骨髓細胞所佔的百分比是一樣的。

所以之後 Petr的實驗可以直接用 SK SLAM標記即可。由實驗的結果，我們考慮

在台灣可以藉由加入中國草本藥物的實驗設計，來研究作為改善病人的預後效果。

然而，還需要今後兩個團隊的國際合作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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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張育郡 

 

 

 

 7月 23日(一)－小鼠骨髓抽取技術 

 

 過程：今天主要是跟在博士班生 Katarina Forgacova, M.Sc身邊學習，以乙醚

暫時迷昏老鼠後，在以斷頸方式做犧牲，由老鼠腳的末端剪一刀，並撕開其

外皮後，去除包覆大腿骨(femur)外的周邊肌肉組織，並以扭轉方式 取下大

腿骨後，將其周邊肌肉組織剔除乾淨，於一端剪一點開口， 在以針吸生理

食鹽水插入開口，並沖出骨髓，若怕濺出，可稍以試管蓋口壓住反覆吸沖，

直到大腿骨變為乳白色即可。看似簡單步驟卻涵蓋其學問與熟練技巧，例如

周邊肌肉組織剔除不太乾淨,或是在扭轉大腿骨時，不小心將大腿骨扭斷，

且要靈活運用手術器械，此技巧也是必須充分練習。看著操作員做的如此迅

速，但上陣操作的我們卻花不少時間在剔除周邊肌肉組織上，還有如何夾緊

大腿骨做沖骨髓動作。 

＊Katarina Forgacov, M.Sc告訴我們抽完 A老鼠的骨髓後， 將打入 B老鼠

體內，並且依天數觀察。 

 

 

 7月 24日(二)－小鼠血液幹細胞的移植 

 

 過程：今天與 Katarina Forgacov, M.Sc學習移植(transplantation)，先將Ａ老

鼠的骨髓取出後，計數完細胞後，取 2*106 顆細胞溶於 0.5 毫升.的生理食

鹽水中，再用 29G*1/2’’,0.3*13mm 的針頭注射到小鼠眼球之中下方。注射

時，需注意老鼠的狀況，若快甦醒時，就再用乙醚使其短暫昏迷，不然注射

速度就得加快，避免增加老鼠的不舒服感。實驗過程中，皆須專注，避免傷

害到老鼠，進而使免疫作用發生，造成數據的誤差。 

 

 

 7月 25日(三)－準備明天的演講 

 

 過程：經過張格東老師指導，一對一的教學，反覆練習與修飾詞彙。另外，

又去觀察打入骨髓之老鼠，其解剖後所觀察到的結果。不斷重複練習雖然可

以增進基本專業術語，但還是會怕臨場反應無法對答如流。為了避免自己對

於佳玲學姊所研究的 Notch不夠熟悉，所以稍微將手頭現有可消化的資料稍

加複習一下。再來我也針對自己即將報告的內容：關於中藥對於造血的效能

是否能與環磷氮芥的效能一樣。（例如：當歸、雞血藤、枸杞等），等資料，

著手分析，並盡可能選取較符合的中草藥著手，作為下一個研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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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rina Forgacov, M.Sc告訴我們，這是之前 B老鼠藉由眼窩注射方式，

打入 A 老鼠的骨髓後，所呈現的結果。可以明顯看到帶有螢光蛋白的 A 老

鼠骨髓在 B 老鼠體內的分部，其因是啟動子表現過強的緣故，也可以證實

幹細胞移動至骨髓。 

 

 

 7月 26日(四)－學術交流報告與參觀鼠房儀器與操作流程 

 

 過程：(1)相互討論學術研究，傾聽建議並加以改善或是加以查詢其他論點。 

(2)介紹鼠房專業級設備與作業流程，此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在飼養

實驗老鼠上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首先，張格東老師先以地球→台灣→屏東科技大學的方式，講解學校位於台

灣的位置，進而將屏東科技大學的學習環境加以介紹，並誠心邀請在座的學

者有機會也可以來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上演講，再來輪到佳玲學姊報告

「Making A Transplantable HSCs That Are Customized for Patients By Ectopic 

Induction Of Notch Signaling」，學者們提問，這些寶貴的問題皆幫助我們朝

實驗更細微的方面做思考。待報告結束後，我們隨即參觀查理士大學的鼠房，

進入鼠房需注意的事項（例如：需著實驗衣、穿戴鞋套），以及一間間鼠房

介紹，例如：不同品系的老鼠皆放於不同鼠房區分開（P2的飼養室），且每

一鼠房皆備有針頭、手套、酒精等耗材，以及老鼠都養在隔離箱中，並有專

門的無菌操作隔離台用以清理鼠籠及操作實驗，送進去使用的器械與墊料飼

料皆須要先滅菌後，再送進隔離箱系統中使用等），清洗室流程介紹，滅菌

室介紹等。查理士大學的鼠房非常專業，皆由獨立操作流程與注意事項且完

全遵照所定的 SOP進行。 

 

 

 7月 27日(五)－血液幹細胞的移植技術(以生理食鹽水代為血液做練習) 

 

 過程：(1)學習移植可以幫助我們在進行相關實驗時，可以有另一 

個操作技術的選擇機會。 

(2) 準備第二次學術交流進度報告，以助於對方瞭解我們在台灣的實

驗進度狀況（環磷氮芥誘導髓外造血對周邊血液與脾臟、骨髓的血液

組成的影響），並提供些意見與思維，有助於我們未來實驗的進行。 

先進行前幾天操作的抽骨髓，將 A老鼠的骨髓抽出後，再以眼窩注射的方

式，打入 B老鼠裡，觀察第 1、2、3、4…等天的生理變化狀況。學習移植

的過程，難免會不小心讓老鼠眼睛流血，或不小心戳瞎的牠眼睛，所以要謹

慎小心操作，盡可能在其短暫昏迷時，找對其位置並且快速準確的注入取代

練習品生理食鹽水。最後抓住手趕後發現，其實這技術並不難，但需克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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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恐懼，並且要非常專注在操作實驗鼠上，切勿在老鼠醒過來時，還硬要注

入，這樣對老鼠的傷害會更大。 

 

 

 7月 30日(一)－實驗結果討論 

 

 過程：今天與Professor Načas報告關於利用環磷氮芥誘導髓外造血對周邊血

液與脾臟、骨髓的血液組成的影響。並針對此篇文獻(Role of the Spleen in 

Cyclophosphamide-induced Hematosuppression and Extramedullary 

Hematopoiesis in Mice) (Yuli Wang et.al.,2009, Archives of Medical Research)

所使用的抗體CD34
+與CD117

+去標的血液細胞，但Professor Načas建議我們

使用CD45
+做標的來篩選出血液幹細胞。 

 

 

 7月 31日(二)－利用各種抗體去標的血液細胞，使用流式細胞儀分析 

 

 過程：此實驗協助我們認識流式細胞分析儀(Flow cytometry)內部構造，並瞭

解其原理，最重要的是BD FACS Canto II與 FACScan Becton Dickinson差異，

一面操作一面解說流式細胞特性與其調整注意事項，再以實際樣本（小鼠血

液），解說其正確調控方式。例如：先根據 Accuri Fixed Voltage PMTs and 

Expanded Dynamic Range範本，調整 X軸(FSC)與 Y軸(FSC)的方式使其為

線性，再以 X 軸(FSC)與 Y 軸(SSC)的方式呈現完整的圖，再分別去選取抗

體 CD45
+位於圖上的哪一區，在將染上碘化丙啶的細胞界定去除後，最後得

到的細胞群就是我們所要的細胞。但因其細胞群中還含有其他的細胞，例如

單核球細胞群中含有少數淋巴球細胞或是顆粒球細胞，所以此篇範本僅能大

約得知各細胞群位於分析圖中的哪個位置。所以 Ludek Sefc, Ph.D建議我們

多染些別的抗體以輔助我們正確區分各個細胞群，例如：單核球細胞群

(CD33、CD13、CD14、CD15等)、淋巴球細胞群(CD3、CD4、CD8、CD16、

CD19、CD56等)、顆粒球細胞群(CD11α、CDw12、CD24、CD32)，細胞碎

片等。因為過程中皆以英文做解說，對於英文不是很流利的我，在聽力部分

有些吃力與跟不上腳步，只能擷取自己聽的懂的部分去拼湊大概意思。 

 

 8月 1日－細胞計數、γ放射線的利用、利用 EdU上 FACS分析細胞週期 

 

 過程：跟著 Petr Páral 與 Nico 學習如何操作注射環磷氮芥後，再以鈷 60-γ

放射線破壞小鼠骨髓，經由不同的天數，以流式細胞儀跟抗體標定，來觀察

血液幹細胞增生的情形。從中實驗過程中瞭解他們所使用的抗體之用意。其

實這兩位學者 Petr 與 Nico 講解很仔細，也很有耐心教導我們，如果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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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位算一算，也沒差我多少歲，但他們所做的實驗確讓人很放心，未來我

能獨當一面嗎？也能讓老師認同我所做的實驗具有意義嗎？其實我不是很

確定，但目前我所知道的，就是有非常大的空間需做努力，努力填滿基本知

識，努力地將整個實驗操作邏輯與所得的數據加以分析與思考其數據所告訴

我們的結論為何！ 

 

 

 8月 3日(五)－脾臟摘除並使其變成單一細胞、眼窩採血 

 

 過程：使用研磨儀器，將解剖出的脾臟取出丟入特殊玻璃搗碎器材內，並加   

入白蛋白與生理食鹽水混合液，使其細胞容易存活。此器械於台灣買不到，

所要以撥片仿效，難達此效果，坊間的細胞搗碎機又不便宜，所以此方式我

們還需回國後再想辦法解決，或是在國外訂製一個之類的方式取代，其器具

研磨出的細胞，細胞死亡率低，且可以達至任何臟器變為細胞，很方便使用，

且花費少。另外，Martin示範如何以毛細管做眼窩採血技術，先將老鼠以乙

醚迷昏後，將毛細管壓於老鼠眼睛周圍，並稍微旋轉，此時血液和管壁之間

的附著力大於血液本身內聚力時，就會產生毛細現象，進而將血液由老鼠眼

窩中吸出來。 

 

 

 8月 7日(二)－流式細胞分析 (骨髓)，如何界定細胞群 

 

 過程：透過腹腔注射環磷氮芥此抗癌藥物，用流式細胞分析儀（BD FACS 

Canto II）來檢測第 1、3、7等天此老鼠體內的生理變化，以眼窩採血方式，

收集周邊血液並去除紅血球做分析，再犧牲老鼠取出大腿骨抽出骨髓與取出

脾臟並磨碎，各染上抗體做分析。這次實驗是做大約 7天後的觀察，方法皆

是我們在這其間所學的，如抽骨髓、數細胞、眼窩採血、染抗體等。一步步

的複習，讓我們對此技術更加熟練一些，也對實驗流程比較熟悉，雖然結論

跟前七天一樣，建議我們多使用一些抗體，例如：c-kit
+、Sca1

+、CD150
+、

PE、CD48
+等，來幫助自己所圈出的資料能更加正確。 

 

 

 8月 8日(三)－SDS-PAGE 分析蛋白質電泳 

 

 過程：今天跟在 Yuzo Fujikura身旁學習操作 SDS-PAGE，SDS-PAGE（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為變性（denature）的蛋

白質電泳，可依分子量分離出不同大小的蛋白質成分，其後以 CBR 染色或

銀染判讀結果。電泳操作－架設電泳裝置套組，將緩衝溶液倒入電泳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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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孔梳，分別將處理好的樣品白蛋白各 12μl 注入膠內。蓋上電泳槽，連

接電極線於電源供應器，調整電壓至 80 V開始跑電泳約 30 mins，至上下膠

體間集膠，後電壓調至 120 V，由追蹤染劑觀察蛋白質泳動情形，接近膠體

底部時停止電泳。過程中 Yuzo 與我們分享很多小撇步，例如：固定蛋白質

都使用脫脂牛奶、使用封膜機來保存其膠膜等。 

 

 

 8月 9日(四)－學術進度報告 

 

 過程：今天與 Professor Načas報告關於利用環磷氮芥誘導髓外造血對周邊血

液與脾臟、骨髓的血液組成的影響。盡量以流利英文表達實驗進度，並且能

與對方討論出未來方向。逐一地解說，我們實驗室對於環磷氮芥誘導髓外造

血的研究，另外，我們也將我們希望加入中草藥（雞血藤、當歸、阿膠、枸

杞等）來與環磷氮芥的化療藥物做比較，是否一樣也能誘發髓外造血作用。

我發現，如果英文不是很流利，但事先把要把達的句子背好，再搭配投影片

製作的陳訴，其實整個學術進度報告很順利，並沒有想像中可怕與嚴厲。因

為教授聽得懂，所以給了我們很多建議，並且也期待我們未來的研究結果。 

 

 

 8月 13日(一)－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過程：今天是由 Petr Páral, M.S.來報告他的實驗研究內容，題目為 Oscillatory 

and complex reaction of hematopoietic system after CY injury，我們可以藉由他

所做的實驗架構與數據，作為我們將以中草藥來研究造血幹細胞的實驗中的

有效參考數據，例如：環磷氮芥對於骨髓的影響結果，並根據這些數據加以

衍生到標定抗體的使用模式，例如： Sca1
+（幹胞表面抗原）、c-Kit

+（細胞

素受體）、CD48（淋巴細胞活化因子）、CD150
+（淋巴細胞活化因子）等抗

體使用的先後順序，與其所代表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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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張格東 

此行所規劃的目的都非常圓滿的達成，學員們充分地在查理士大學第一醫學

院進行他們在專業領域上的學習，也很認真地將學習成果紀錄在實驗紀錄簿上，

在語言溝通上學員們也都下定決心未來在英語上要再加強，我非常樂意見到學員

在海外實際受到衝擊後對於外語學習的覺悟。我也透過此行將屏科大的國際文宣

轉交給查理士大學醫學院的國際事務處，轉達了我們願意在雙方相關系所上未來

可以進行更多的實質合作，透過交流得知查理士大學每年固定會與台灣進行交換

學生，我則是建議屏科大華語文中心可以提供捷克中文系學生來台學習，成為雙

方邁向交流的第一步。回國後目前我們也正在著手進行雙方的聯絡事宜。 

在此感謝教育部與屏科大國際事務處提供我們可以到國外與研究學者進行

交流的機會，也感謝查理士大學 Dr. Emanuel Nečas 教授能夠提供我們學員優質

教學的課程安排以及妥善的生活照顧。 

 

 陳佳玲 

在布拉格的一個月，要是沒有查理士大學第一醫學院人類病理生理學研究所

前所長 Emanuel Nečas, M.D., Ph.D 教授的熱情邀約，我想我們這趟旅程也不會

那麼充實豐富。也因為 Nečas教授的安排，讓我們很有進度地跟隨他們的實驗血

液學中心團隊的成員學習，如流式細胞儀的原理及操作應用、造血幹細胞的萃取

分選及移植、抗體標的及分析、蛋白質電泳操作與蛋白質抗體標的技巧…等。甚

至替我們安排團隊成員都有空的時間，讓我們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研究計畫及成

果。也很感謝實驗血液學中心團隊的成員，從教師 Ludek 和 Yuzo，到碩博士班

的學生 Katarina、Petr、Nico，技術員Martin、Filipp，還有博士後研究助理 Yana…

等，雖然我們的英文不好，但是他(她)們每個人都很耐心的教導我們，不厭其煩

的重複講解到我們懂為止。 

除了實驗上的幫助，在生活上他們也樂於分享他們所知道的訊息，介紹一些

好玩的景點給我們參考，還有帶我們一起體驗他們的香檳生日派對，及品嘗道地

的捷克美食…等。這些美好的體驗及感動，都將成為我這趟旅程中，最重要的回

憶。 

除了學習外，在這段期間獨自走晃異國城市的經驗，也是一個重要的回憶。

漫步在異國街頭上的悠閒及從容，市集中人與人誠信的交易，搭乘運輸工具時對

陌生人慷慨的幫助…等，都是有別於台灣的另一種文化，暫且不論對與錯，但是

在布拉格城市生活，給了我在台灣自己獨立旅行時，都沒有過的感受，很熱鬧但

又不擁擠，很從容但又很充實。 

這段旅程給了我一個很正面的衝擊，第一次這麼深切的體會到學習語言的重

要性。在學校，教材或課堂成績的打擊都遠不及實際經驗的衝擊，語言不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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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產生不同文化上錯誤的見解，造成溝通的障礙。我想回到台灣，我得趁還沒出

社會前，多利用學校提供的資源增進自己的國際語言才行。也因為這次的經驗，

讓我體驗到未來還有更多的選擇性，而不再那麼狹隘。 

也很感謝教育部跟國事處的幫助，讓我們才得以有這個機會，可以出去增長

自己的見聞。也感謝指導老師張格東老師的帶領，讓我們這趟旅程中才得以平安

順利。 

 

 張育郡 

非常感謝查理士大學醫學院人類病理生理學研究所前所長 Professor Načas

教授熱情的幫助與指導，以及我的指導教授張格東老師，為我爭取的難得機會，

還有與我同行的學姊陳佳玲，因為他們的幫忙與協助我才得以出國至捷克，並順

利進入該研究所設有的實驗動物血液學研究試驗中心實習。此血液學研究試驗中

心擁有最先進的實驗設備以及專業的技術人員，因各個分析的面向不同，所以中

心內的專業實驗室與負責的技術員也有所差異，例如：流式細胞儀的研究室、分

析蛋白質表現的實驗室、實驗輔助技術人員等。 

  在這不到一個月的實習過程中，從跟隨幾位博碩生 Katarina、Yana、Petr、

Nico 與技術員 Martin、Filipp 等，學習一些經驗與技術，例如血液幹細胞移植、

眼窩採血、抽骨髓等；Ludek 教授特別指導我們如何 Gating 細胞群；Yuzo 博士

也特別指導我們 SDS-PAGE 等，這些都是經驗之談與分享，而我從中感受到人

情的溫暖，每個人都非常耐心地指導，並且也都非常樂意解答我們任何問題，以

及與我們一起同桌慶祝特別的節日，例如：Professor Načas生日、歡送會等，還

有帶領我們在當地享用最平價的在地美食，這些種種都成為我最美好的回憶。 

在這的各種研究數據，因有了這些專業技術人員，得以順利進行並發表，雖然在

台灣的實驗室裡我們沒有專業的技術操作人員，但我們會將在此學習到的技術，

應用到未來的實驗中，並期許能夠如期發表我們的專題內容。 

學習過程中有受挫也有歡樂之時，這些受挫的經驗將會成為下一步的規劃目標，

另外語言的選修也相當重要，處處都是國際語言，每個大學畢業生，至少都會三

種語言，這也警惕我還有許多學習的地方需要再做加強，未來是國際化，講就專

業化以及語言上的溝通，如果不多加強，就算有再好的技術，也很難與對方交流；

反之，就算語言再好，技術與學術不足，也很難在這領域有所成就。在這，我也

期許自己，眼光要放遠一些，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以及未來所需要的專業

技術人才。 

特別在此感謝教育部所提供的幫助，讓我的實習能更加圓滿成功、屏科大國

際事務處所提供的寶貴資訊，也感謝這趟旅途所遇到的任何一人，因為有你們，

使我的學習旅程更加地豐富，也使我面對任何的問題時，能夠轉換思考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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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國外實驗室雖然都有電腦可查詢資料，但會因當地語言不同(例如:捷克-捷

語)，而電腦內件具備的語言也有所不同，在操作編輯上常遇到障礙。所以誠心

希望學校可以提供一台具備圖片編輯與檔案資料編輯等多功能，且使用性佳的筆

記型電腦，借予想申請出借筆記型電腦的同學方便使用。 

 

(2) 國外給予各實驗室的補助非常優渥，希望學校也能多撥些預算在實驗室的研

究經費上。不管有無國科會的津貼，學校的補助多少對每間實驗室皆有不小的貢

獻，甚至能幫忙很多計畫快速進行且順利完成。 

 

(3) 此次出國決定倉促，希望在訂定計畫案結果公布的時間，可以再提前兩個月，

因為此次是五月底公告，但是我們預定七月初就要出國。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剛好又卡一個期末考，其實準備時間非常緊促。假如在提前一個月公告，我們就

可以多一個月的時間去準備必要的證明文件，以及更多的時間可以思考我們去國

外時，可以向對方怎麼介紹台灣。對於國際文化的交流有更正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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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 s 

 

 

 

 實驗動物房 

  

用來關準備照射鈷-60 老鼠的盒子 鈷-60 γ射線照射儀 

  

鈷-60 γ射線照射儀操作面板 SPF鼠房中的無菌操作隔離台 

  

無菌鼠房中的無菌操作隔離台，裡面為

獨立飼養隔離箱系統 
P2負壓動物飼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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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房門口的塑膠板，防止老鼠逃出 實驗動物房中操作環磷氮芥注射實驗 

 

 實驗室儀器設備 

  

BD Aria II 流式細胞分選系統(FACS) 
Bayer ADVIA60 全自動三分類血球細

胞分類計數儀 

  

Eppendorf 5804多功能高速離心機 滅菌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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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pendorf化學抽氣櫃 Eppendorf RNA核酸自動萃取系統 

  

Nexcelom Cellometer AutoT4進行自動

細胞計數 

Autoflex II mass spectrometer蛋白質分

析儀 

  

Autoflex II mass spectrometer 蛋白質分

析儀專用降溫壓縮機 
Labnet 乾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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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實驗動物隔離操作台 

  

左：Biometra WT 16震盪板 

右：BIO-RED iCycle real-time PCR 
NanoDrop ND-1000 分光光度計 

  

BD FACS Canto II BD FACS Canto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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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萃取管柱 Unicam SP 1700 UV分光光度計 

  

蛋白質膠片密封機 Stuart 控溫搖晃培養箱 

  

Tecan HydroFlex microplate washer Sterilab 蒸氣滅菌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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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實驗器材 

  

拋棄式細胞計數玻片 組織研磨器 

  

組織研磨器 毛細管 

  

毛細管 毛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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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醚 Eppendorf pipetman 

  

紅外線感溫自動震盪儀 大型蛋白質電泳槽 

  

小型蛋白質電泳槽 血液細胞抗體，依不同顏色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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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pendorf自動定量吸取 pipette Eppendorf八爪電動 pipette 

  

多功能轉子 QIAGEN 小量 RNA萃取試劑套組 

  

實驗動物的手術器械 固定動物的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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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操作 

  

Filipp Savvulidi, BSc 為我們講解 BD FACSAria II 

 

BD FACSAria II 的操作介面 

  

Professor Nečas要團隊人員預讀有關

Notch的文獻 

利用不同的抗體去標的不同的血液細

胞，以應證此篇期刊 (Accuri Fixed 

Voltage PMTs and Expanded Dynamic 

Range)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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鈷-60  γ射線照射 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 移植結果圖，GFP基因強烈表現在肌肉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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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研究交流會議-介紹屏科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介紹張老師實驗室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計畫題目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未來工作 

  

腹腔注射環磷氮芥 抽大腿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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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細胞計數器操作介面 流式細胞儀界定結果圖 

  

操作 FACS Canto II 來分析血液幹細胞

群與 Dr. L. Šefc合影 
操作 SDS-PAGE 

  

操作 SDS-PAGE 操作 SD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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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SDS-PAGE 取膠 操作 SDS-PAGE 封膜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Petr的演講題目 實驗研究交流會議 Petr未來工作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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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 Dr. Sefc, 張老師與 Dana (助佐) 右起 Prof Nečas, 張老師與 Dana (助佐) 

  

在 Prof. Nečas辦公室進行會報後留影 與 Prof. Nečas家人聚餐合影 

  

Dr. Y. Fujikura 與張老師合影 
Porf. E. Nečas, MD.Ph.D 與張老師在辦

公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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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Dr. J.Krijt, Dr. Y. Fujikura and Dr. Petr 

Přikryl合影  

由左至右分別為陳佳玲，Katarina, Petr, 

Jana 與張育郡 

 

 

Jan Jivny, M.D. Ph.D與張老師合影 與 Prof. Nečas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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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查理士大學學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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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格東老師帶領陳佳玲與張育郡同學出國研習的國外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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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玲與張育郡同學在捷克查理士大學的教務處註冊單(暑期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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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玲與張育郡同學的暑期研習成績單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