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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毒物學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oxicology,簡稱 ICT)是毒物學

研究的盛會。今年由國際環境研討會組織(EOMICS)，以及南韓毒理學會(KSOT)

與南韓環境致癌物學會(KEMS)共同主辦。本次會議的主題是: 從基礎科學研究到

臨床與環境的結果，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根據此主題以及現今在毒物學研究所面

臨的挑戰進行討論。本次的會議中，有來自超過 100 個國家的 2,000 位以上與會

者，在高品質的首爾世貿會議中心(COEX)發表許多有教育意義的演講。本人很幸

運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經費補助，得以參與此次盛會，並且在第三天的會議

中，參加以內分泌干擾物為主題的海報論文展示，題目為「研究雙酚 A對胎盤

JEG-3 細胞在荷爾蒙生合成方面的調控機制」。在意見交流的過程得到許多正面

的回應與建言，對此研究題目的發展極有幫助。此外，本會議的各國學者亦提及

關於食物安全與環境藥品等相關議題，這也是台灣近年來多次發生危機的事件，

相關的科學進展與風險評估值得我們投注更多的資源來探討，這也是同時具有基

礎研究與臨床應用價值的未來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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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近年來各種金屬物質與人工合成化合物被廣泛的應用，但是卻造成環境與各

式動植物的毒害，因此毒物學的研究逐漸受到國際的重視。 國際毒物學會議(ICT)

讓全世界各地的研究人才集於一堂，並分為多種主題，包含:超基因調控、訊息

傳遞、致癌機轉、金屬汙染、食品科學、內分泌干擾物等。藉由專題演講、學術

的論文發表、海報展示等方式，讓與會者能廣泛地汲取新知、交換意見，甚至當

面向權威教授請益，以獲得新的靈感與啟發。由於本人成為獨立的研究人員，開

始建立實驗室僅兩年多，參與環境荷爾蒙的相關研究才起步，但有一些初步的研

究成果，因此期待經由此次機會與該領域的各國精英見習，並聆聽建言，交換觀

點，作為將來發展研究主題與指導學生的養分，對往後的研究進展幫助極大。 

 

 

過程 

    此國際性的毒物學研討會議(ICT) 每三年一次在世界不同的地區舉辦，因此

去年(2012 年)開始便以在網路上得知此會議的各項資訊。本人便於國科會研究

計畫申請案中，提出參與會議的需求與經費規畫，也十分幸運於去年底得以順利

通過獲得經費。因此，在今年的一月底完成會議的線上註冊與海報論文上傳，並

且在 2013 年 3 月 14 日收到大會的論文接受同意函。本人於 2013 年 6 月 29 日上

午搭乘中華航空 CI0160 班機由桃園中正機場起飛，在傍晚順利抵達首爾。隔天

再由首爾市區搭乘捷運系統抵達 COEX 世貿會議中心，完成會議報到手續，並順

利取得大會識別證與議程手冊等資料，而且也參與了毒物學會的開幕與歡迎儀

式，陸續見識了在這個領域中，各國學者的風采。第二天起，每天八點鐘起床梳

洗出門後，自住宿的 Hotel Revira 步行到達會場約九點鐘，便開始在各個會場

穿梭聽演講。由於此會議期間，每日早上九點到十點是共同的主題演講 (Keynote 

Lecture)，接著便是分為四到六個不同的研究主題，分別在區隔開的數個議場

中，進行不同的主題演講。為了盡一己所能去挖寶與學習，我必須在前一天先以

大會手冊瞭解各式主題，以便當天能正確選擇自己最有興趣的主題聆聽。 

    在第二天(7/1)，我選擇了關於＂食品化學的風險評估＂這項主題。主講人

當中分別來自德國、南韓與中國大陸，他們分別就自己國內的食品安全之風險評

估做了討論。結果我發現，一直以來食品與食品添加物的安全性在歐美國家均有

較嚴格的法令規範，但是在亞洲國家，由於文化與消費習慣的差異，食品製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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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的過程往往非常多元，也較難以管控，但近幾年來的多項食品危機事件的爆

發，讓中國與南韓也開始關注這項議題，並發展出較有系統的風險評估機制，但

我想如何正確有效地落實執行，或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此外，在此演講中，也

提及食品包裝原料可能汙染食品本身的問題，關於這些與食物直接接觸的化學原

料(通常為塑膠製品)是如何轉移或是轉移多少到食物上，也是各方面的學者們近

期關注到的議題。 

     在第三天(7/2)早上的主題演講中，來自美國的權威學者 Linda S. 

Birnbaum 給與會者一個非常好的研究信念與鼓勵，他提到了自己對於毒化物的

學術研究，也提到了這些毒化物對生物與人類的影響。但更重要的是，他認為我

們的身體是天生的，我們的基因無法改變，所以我們要努力改變的應當是環境。

人類目前身處在一個自行創造的環境許久，每天接觸許多自然界不會存在的化學

物質，這些物質的風險與影響就是這個領域的科學家面臨的課題。而接下來的個

別議題演講中，我選擇了＂化合物致癌過程中的超基因失控(epigenetic 

dysregulation)＂這個主題，此研究範圍是我較熟悉的細胞分生領域，主要探討

細胞在接受外在刺激之後，在基因修飾的層次發生了哪些變化，而使細胞逐漸癌

化。其中有來自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的教授與中國大陸的學者，分別都提到了特定

基因的 DNA 上，因化學藥品的刺激而出現了一些甲基化(methylation)的改變。

而這樣的改變將導致某些細胞分裂相關基因的大量活化，進而使原本正常的細胞

開始不正常的增生與分裂，也就是誘發癌症的機轉。此外，在這場講演中，還有

一位南韓檀國大學的學者提到關於癌細胞與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

之間的比較。他發現兩者之間有某些共通的特性與基因表現，因此針對這些癌化

的細胞加以改變其基因修飾，確實可以改變癌細胞的生長狀況。在這個演講主題

中，各位學者均對超基因(epigenetic)層級的調控進行闡述，這項研究觀點是近

年來的新興趨勢，他們的發現與分享十分新穎有趣。 

   接著在七月二日當天下午，也是我進行海報論文發表的問答時間，發表的題

目是「研究雙酚 A 對胎盤 JEG-3 細胞在荷爾蒙生合成方面的調控機制」。內容

主要在探討環境汙染物質雙酚 A (BPA)對於胎盤細胞 (JEG-3 cells)的影響，以

及如何影響的分子機制。我們的研究成果顯示，即使在人體血清中就可以測得的

低濃度雙酚 A影響下，胎盤細胞雖然正常生長不會死亡，但其荷爾蒙基因的表現

已被改變，荷爾蒙分泌量也受到了影響，此研究提供了內分泌干擾物質導致懷孕

失敗或流產的可能原因。在這段期間，我與來自各國的學生、教授、研究人員等，



5 
 

進行許多的成果分享與意見交換。包括來自中國大陸、日本、德國、泰國等各地

的學者，對我的研究主題感到有興趣。在我逐步介紹我們的發現時，他們也顯出

驚喜與讚賞，因為關於雙酚 A 對訊息路徑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所知確實不多，

而我們的初步成果提供了一些新的知識，多位教授紛紛表示十分有趣。而在此過

程中，我也有幸與數位來自台灣的權威學者相遇，包括台大林榮耀教授。另外我

還抽空與附近同是以＂內分泌干擾物質＂為主題的海報主講人交換心得。其中一

位來自日本東京大學的博士班學生的海報，研究關於農藥內含戴奧辛類化合物

TCDD 對乳癌細胞的影響，其中也討論到關於雌性激素受體 (ER)的作用機制。另

外，我也在重金屬汙染議題的海報中，看到關於鎘對腎臟細胞的毒性，而作用機

制可能與非常著名的細胞週期基因 P53 有關，還可能進一步誘發細胞凋亡的路

徑。這幾天在海報論文的展示會場，一直可見各方學者互相討論、論述已見、分

享心得，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近距離的面談中，認識原本只在論文 paper

中存在的學者，拓展了自己在該領域的視野與人脈。 

   在第四天(7/3)的議程中，我參加的是自己很有興趣的主題，關於草藥與營養

補充品的功效及毒性研究，在這個主題中，可想而知，有來自亞洲的台灣榮總鄧

昭芳醫師(Jou-Fang Deng)與香港學者發表了演講。但非常有趣的是，還有一位

來自南非的 Vanessa Steenkamp 教授，講述了關於南非傳統藥草的疾病預防能

力，這是我從未接觸過的新知識，果然關於藥草或是食補，各個地區都有自己獨

特的傳統與典故。但是這位南非學者也提到與中草藥同樣的觀點，那就是-藥也

就是毒，以草藥治病其實就是以毒攻毒，所以以草藥為研究主題，為的是透徹地

了解它們可以解的毒以及可能產生的毒。此外，還有一位來自美國哈佛醫學院的

學者，則是關注於某些藥草與藥草製品所含有的重金屬或農藥污染，由於現今許

多藥草可以人工栽培而非野生，因此栽種過程的農藥、殺蟲劑、或土地汙染，便

連帶影響了這些藥草作物，但偏偏許多藥草在萃取以及製成藥方的過程中，都將

這些汙染物質更加濃縮了，這樣的情況對中草藥製品的愛好者來說，確實需要更

加的謹慎注意。此外，這一天的海報論文也有一些有趣的主題，像是關於神經與

學習記憶方面的毒性研究。眾所周知，神經細胞是非常脆弱且難以修復的，它可

以因為自由基離子的攻擊、氧化壓力的增加而死亡，所以凡是可能誘發細胞如上

述過程的藥物，就可能造成神經毒性，因此這個主題的研究非常多元又有趣。有

中國學者研究金屬錳對大鼠學習與記憶的影響，有日本與美國學者研究軟骨藻酸

(domoic acid)對老鼠神經行為的改變，有中國學者發現長期暴露於鉛將導致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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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出現類似阿茲海默症的神經退化疾病，更有南韓學者發現給予小鼠高脂肪飲食

可能導致神經細胞發炎反應並出現蛋白質斑塊累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所

研究的環境荷爾蒙毒物，雙酚 A (BPA)也被日本東大的教授研究發現，將會誘發

大鼠的海馬迴神經改變，甚至還有刺激動物出現躁動行為的傾向。在同一時間，

還有關於放射線與自由基毒性的海報，以及與發炎反應相關的各種毒物研究。 

   在第五天 (7/4)的議程中，主要討論一些環境風險的評估以及新藥開發的過

程，相關的研究涉及較多的環境工程與藥物動力評估，是我非常不擅長的領域，

加上預定班機時間緊迫的關係，僅能稍微在議場逗留一小時後，便出發前往金浦

機場，於中午時間搭乘華航 CI0261 的班機返回台北松山機場。所幸，這天也是

本次會議的最後一天，許多學者已紛紛返國離開，與會人數較以往幾天數量較

少，且所有議程在中午十二點結束，畫下句點，所以我應該也沒有錯過太多重要

的訊息。在返台的班機上，仔細閱讀會議手冊並整理這幾天所獲得的知識，感覺

非常充實而滿足。 

 

心得 

此行前往南韓首爾，過程中遇到許多人事物，僅擷取部分心有所感的幾項事件，

分述於下: 

1.語言與學習態度的重要性：一般認為現今南韓與日本的發展，應該在台灣之

上。在首爾參與會議的這幾天，發現除了在議場與專業人士進行學術交流以外，

其他時間在首爾生活時(餐飲、超商購物等)，發現南韓人的英語聽說能力並不特

別出色。此外我在議場中，嘗試與南韓或是日本學生討論海報論文時，也發現他

們的英語表達能力比較有限。我在台灣指導研究生僅兩年，也曾抱怨學生的英文

程度不佳，在科學研究與吸收新知方面，會增加很多的阻力。但是此行的經驗，

讓我改變了想法，其實許多亞洲國家學生的英文程度都差不多，台灣的學生其實

也沒有特別差，不需要認為語言基礎就一定是阻礙。反而在求知與學習的態度

上，幾位日本與南韓學生讓我印象深刻，他們雖然英語能力有限，但仍勇敢表達，

並且利用各種方式，例如肢體語言或是額外的書面資料輔助說明，不會因為害怕

就畫地自限。反觀與會的台灣或大陸學生，明顯數量較少，對於交流與討論的機

會也較不積極。我想，雖然在現今的學術環境下，非英語國家的研究人員還是必

須努力熟練這個共通的語言文字，但是只要有追求知識與科學的熱忱，便足以支

持這些亞洲學生花更多的精神與時間來鑽研發現。一旦他對這件事情懷有熱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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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再困難艱深的隔閡，他自己都會設法打破，如同喜歡電腦遊戲，就一定會

想辦法尋找出破關的秘技一樣！所以身為指導老師，也許我們應該更努力的，不

光是強迫學生念英文 paper，而是設法啟發他對科學研究的熱情與動力吧?!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南韓當地的店員與學生都對學習中文抱有高度的興趣。

當知道我說中文時，都非常高興熱切地一直跟我說他們會的中文。其中，有許多

當然是中國大陸的留學生或移民，但另外也有很多是道地的韓國人，且已學習中

文多年，或是曾到中國工作，國語說得非常流利標準，令人讚嘆。我想近年來中

國大陸的快速發展與經濟開放，大概是最大的誘因，所以不只是韓國在一窩蜂地

學中文，而是全亞洲都在學中文，甚至是全世界都在這股中國化的浪潮中了！ 

 

2.中草藥的相關研究:在我的刻板印象當中，藥草的研究幾乎是亞洲國家的專

利，而且是較為小眾的一個研究領域，但這次的會議使我完全改觀，事實上全世

界各地都有自己獨特的植物與傳統，都有一套長久以來的治病秘方，只是時間長

或短、藥草數目多或少而已。其實在古早的歐洲也有女巫以藥草替人治病，甚至

到今日都還有各種植物精油，或是花草茶堪稱療效，所以或許我們不該畫地自

限，或是將之歸類於迷信不夠科學。事實上，科學這一件事是所有研究者追尋的

真理，而許多傳統的東西，並非直接等於不科學，只是還沒有人用科學的方法仔

細地去驗證或鑽研罷了。在這次的研討會中，我就聽到幾個非常有趣的研究，將

一些古老傳統的藥物，進行創新科學的研究。所以，雖然身為科學家，仍然要永

遠保有開放的胸襟，對任何的領域、任何的未知都保有好奇心與興趣，才是最合

宜的態度。另外，在草藥類製品的評估方面，這也是台灣近期熱門的話題，各種

中藥或植物的萃取物，從綠藻、酵母菌、冬蟲夏草，到綠茶、大蒜、人蔘、靈芝

等，都可以是健康保健食品的材料。雖然天然原料萃取物看似比人工合成維他命

來得自然健康，但是這些天然原料絕大部分也是人工栽培出來的，也可能有農

藥、殺蟲劑等汙染，更糟糕的是在它們萃取純化的過程，到底能大量保留的是有

益身體但結構不穩定容易流失分解的健康元素，還是製造過程中的有害汙染物呢? 

當然，今日的社會環境不可能讓我們自己種菜、自己種米、不可能凡事親力親為，

自給自足，所以我們總是難以避免要接觸到一些可能的毒化物。但是關於這個議

題的討論，讓我得到的感想就是，與其去吃一些製作過程不明的萃取膠囊或製

錠，也許直接去喝綠茶、優酪乳，或是直接吃大蒜、各式蔬果還比較新鮮又安心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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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毒化物的多樣性與廣泛性:在本次會議中，光是毒化物就分為許多種類與效

用，像是重金屬毒化物、環境農藥汙染物、食品添加物、放射線、致癌物、神經

性毒物……等，數量非常多之外，範圍也非常多元，甚至是高油脂飲食，或是原

本認為有益身體的中草藥，也潛藏某些對人體的不良影響。誇張一點來說，幾乎

是食衣住行，任何日常生活的活動中，都可能使自己暴露於毒物的風險中，也難

怪有許多從事毒物研究的專家學者，生活非常小心謹慎，絕少外食盡量自己帶便

當。而且，綜合這些研究的發現，我的感想是，似乎一個毒化物也經常具有多重

的傷害能力。以我目前所研究的雙酚 A來說，它被認為是一個環境荷爾蒙，具有

生殖方面的毒性，但是越來越多的研究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這個化合物

進入體內之後，除了干擾內分泌與生殖系統之外，甚至還影響了神經系統，使動

物的大腦和行為也發生了變化。再以重金屬鎘來說，原先認為它是個難以代謝排

出的物質，會累積於肝臟與骨頭中，造成疼痛與細胞壞死，但是近年來的研究更

發現，它還具有致癌的風險，更容易造成腎臟細胞的病變。根據這些資訊的揭露，

我想人們對於毒化物確實應該更加謹慎小心，對於明確已知是具有毒性的物質，

盡可能不要接觸，因為它可能危害你身體的多重器官；對於未知毒性的物質，也

要避免長時間大量的暴露機會，因為不管任何物質，只要過量都是危險的。或許

有很多人覺得，如此神經質的生活著太過辛苦了，也可能覺得毒化物學者過於危

言聳聽，但是，知識是逐漸累積的成果，當我們真的知道越多，就更有機會選擇

避免。其實也就在幾十年前，人們都還普遍相信 DDT 是非常棒，人畜無害的殺蟲

劑呢!所以與其說毒化物研究專家是危言聳聽的一群人，我更寧願相信，其實，

這些用心進行毒物研究的科學家們，許多都是這個世界上願意對抗商業利益，選

擇比較孤獨的先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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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希望在出國參加研討會的經費補助上，能給新進的研究人員，或是研究生 

(無論是碩士或博士)更多一些機會。對年輕的研究者來說，發現研究的樂趣，找

到研究的靈感與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些剛起步的新進人員或是研究生，相

較於資深的學者而言，通常又是經濟狀況較不充裕的一群。因此，希望相關機構

能盡量增加這方面的經費補助，相信對台灣的科學研究，會有正面的影響。 

 

2.對於食品添加物或保健食品的監督制度，應強制建立自我檢查制度，政府也應

該更公正透明並加入學術單位參與檢驗。雖然食品產業的商業利益龐大，但食品

是人民的生存與健康之本，無論如何不容妥協。既然政府重視人民健康，推廣休

閒運動且廣設運動中心，接下來應在食品與藥品安全方面更加關注，除了建立完

整制度加強稽查之外，也應投注更多資源在此領域中，一旦有政府資源與相關檢

驗產業的加入，便能吸引更多的人力投入該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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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照片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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