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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藻類研討會(AICA)致力於藻類的開發和利用並且此會議在該領域中占有領先

的地位，而此次在中國杭州舉行。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針對「藻類開發研究及培養

技術」議題深入討論。會議邀請來自世界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藻類領域具有影響力的

各研究機構專家及學者，將在藻類生物燃料，藥物開發，環境及其他工業應用，水產

養殖業和農業等研究領域的發表最新的研究進展及科技成果，引領國際藻類領域的發

展趨勢和動向。會議同期也舉辦世界海洋大會、海水養殖和漁業大會及海洋生物科技

大會，促使各界的產業合作及經驗交流。研討會中邀請來自世界各地專業的研究人員，

提出與藻類中相關研究，以案例的方式討論及提供目前最新的研究進展及解決問題的

方法。本人也在「藻類細胞及分子生物學」會議中發表有關於與珊瑚共生下共生藻油

體「Isolation of Oil Body Proteins from the Endosymbiotic Symbiodinium」的最新進展，藉由

此次的研討會增進國際學術合作及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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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之背景及目的 

 會議的背景：由大陸中國國家「中國藻業協會」、「外國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中

國船東協會」、「中國漁業協會」、「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中國休閒垂釣協會」主

辦，百奧泰國際會議有限公司承辦的 2013 中國杭州第二屆國際藻類大會『Algae-2013』。 

原定計畫目標：為透過邀請來自世界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藻類領域最具影響力的

300 多位研究學者及專家與會進行演講，將向世界傳遞藻類領域的最新技術及科技成

果。 

本研討會的主題為「藻類研究的願景」。會議中共設置了四十多場研討會，涵蓋了

藻類領域研究各方面內容，主要有：藻類的開創性研究、藻類培養技術、藻類生物燃

料、藻類藥物開發、藻類在工業及水產養殖的應用、藻類與環境、藻類高附加值產品、

有害藻華的控制及藻類經濟等。 

緣起：中國藻業協會（原中國海藻工業協會，1989 年 3 月 31 日成立），是由藻類

養殖、加工、流通和綜合利用企業，相關科技等。其協會的宗旨為－推動藻類產業組

織建設，提高產業市場化運作能力；並加強各協會間的溝通與協高，促進產業資源合

理配置；建設產業技術創新平台，提高產業科技水平，增加產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及生態效益。 

研討會預期效益：會議同期並舉辦中國第二屆世界海洋大會、世界海水養殖和漁

業大會及第三屆海洋生物技術大會，並同時展覽有海洋漁業、海產、海洋生物技術、

造船、航海、藻類、海洋能源、環保等公司機構。藉由此研討會擴展產學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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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會議之經過及內容 

 筆者於 9 月 22 日由臺北松山機場搭機前往大陸杭州-蕭山機場，隨後前往本次會議

中心(杭州寶盛水博園大酒店)報到註冊並住宿旅館。 

 9 月 23 日會議開始，全體研究人員於會議場外，拍攝團體照（圖一），於早上 9 點

整於會議大廳進行開幕儀式。隨後由加拿大海洋生物技術協會的 Dr. John P. van der 

Meer、中國科學院的潘剛博士、美國生物燃料科學會的 Mr. Paul Laur 及美國克雷頓大

學醫學院的 Dr.Thomas F. Murray 等人分別發表大會專題報告(keynote address)演說，演說

的專題的主題如下表： 

 

Plenary Lectures (WCMB & AICA) 

Time: 09:15-11:20, September 25, 2013 (Wednesday); Place: Yixiangju, 1st Floor, BWMH 

    

Moderator 
Dr. Lijuan Zhang, Zhufeg Professor o Translational Medicin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09:15-09:20 Chair's Introduction 

09:20-09:50 

 

Title: Recent Advances in Red Algal Genomics and Biotechnology 

Dr. John P. van der Meer, President, Pan-American Marin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Canada 

09:50-10:20  

 

Title: In Situ Technology for Harmful Algal Bloom and Eutrophication Control in 

Shallow Waters: Removing, Converting and Reusing Nutrients for Sustainable 

Food Web 

Dr. Gang Pan, Professor,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10:20-10:50  

 

Title: Cliffs, Roadblocks and Detours to Profitable Cultivation of Algae for 

Biofuels and Bioproducts 

Mr. Paul Laur, CEO & President, Eldorado Biofuels, USA 

10:50-11:20 
Title: Discover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arine Natural Products that Target 

Neuronal 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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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homas F. Murray,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Creigh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USA 

 

 

 

 

圖一：全體與會研究人員團體照 

 

 經大會的專題發表演說後，隨後開始分組報告。 

會議主要包括各主題： 

1. 藻類系統發育、遺傳學、分類學、系統學及藻類光合系統 

2. 藻類細胞分子生物學 

3. 藻類生態學、演變、發展及共生藻類 

4. 藻類生物化學和生理學 

5. 藻類生物地理學和生物多樣性 

6. 藻類生物燃料 

7. 藻類與氣候環境變化 

8. 藻類污水淨化，碳捕捉和回收作用 

9. 有害藻華及控制 

10. 有害藻類毒性 

11. 藻類藥物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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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議題： 

專題一：大型海藻的食物生產功能與生態調控作用。演講者為中國黃海水產研究所方

建光研究員：大型藻類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養殖的大型藻類不僅可以作

為各類海洋生物的餌料，將低價值的產品轉化為營養價值較高的產品，另外也是重要

的海藻化工原料和人類食品。大型海藻也是具有潛力的生物淨化器，通過光合作用利

用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同時吸收利用水體中的溶解性無機氮和磷，進行淨化水質的

作用。與其他浮游植物相比，大型藻類較容易收獲，透過收集可以進一步移除海水中

過剩的碳、氮、磷等營養物質。 

專題二：藻類食品－人類全營養食品。演講為中國保建協會的孫會長。演講中提到藻

類應用是屬於維持生態系統的一環，並改善地球環境。藻類是屬於營養均衡及易被人

體所吸收，有所謂「微型營養庫」之稱。 

專題三：海洋紅藻資源及其產業化利用。演講者為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講

述海洋中的紅藻富含有豐富的多糖、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及礦物質等，可作為食品

飼料、藥物和化工原料，並且一些特有的紅藻如凹藻等被研究富含有抗腫瘤和抗老的

物質，具有開發的研究價值。 

舉凡各類與藻類開發及應用的相關議題都包含在討論議程中，筆者於「藻類細胞

及分子生物學」會議中發表有關於與珊瑚共生下共生藻油體「Isolation of Oil Body 

Proteins from the Endosymbiotic Symbiodinium」之初步成果：研究中主要探討與珊瑚共生

的共生藻(Symbiodinium)其內部富含有油體(oil body)，藉由特殊的化學藥劑，可以成功

分離動物及藻類細胞，進而純化藻類細胞。經純化及蛋白質分析鑑定出共生藻油體上

特有的油體蛋白質，並推測這些油體蛋白質與油脂的儲存，能量的傳遞上扮演重要的

角色。經口頭報告及與其他專家學者交換研究心得，探討其內部共生藻油體的組成及

油體蛋白質的種類，進一步推測其油體蛋白質在與珊瑚進行內共生下的主要功能，及

傳遞光合作用產物在宿主珊瑚及共生藻之間。 

 筆者多年來致力於植物油體的研究及主要蛋白質的功能性分析，於 23 日透過發表

演說的方式，引起與會專家熱烈討論，提供各種經驗及看法受益良多，此研討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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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在規劃研究主題進展、促進腦力激盪與強化研究成果分享溝通討論的用心與

多樣化。 

 24 日早上的會議主要是探討有關於藻類生理學及藻類細胞發育及演化上的課題。

首先來自韓國海洋大學的 Dr. Yongsik Sin 教授開始針對水庫浮游植物長期變化來探索

其環境對藻類生物的長期性影響。緊接著，則陸續有來自各國的專家學者，探討遠古

藻類及現生藻類的演化過程。藉由，聆聽各個領域的學者對研究上的成果的演說，讓

與會的各位參加者對於藻類的各項研究進展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25 日筆者則由台北松山國際機場返回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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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會議之心得與感想 

整個會議過程中探討了許多跟藻類生理生態，脂質代謝相關的新知和研究，在整

個會議的過程中，向相關領域的學者討論各自的研究成果，讓彼此之間的學術交流。

本次會議也在藻類分子生物學議題中發表目前所進展的研究成果，也由於研討會中屬

於相關領域的學者，藉由他們的踴躍提出各項問題而相互討論，激發出自己更多的創

新研究方向及想法。整個參與會議的過程也讓我對於此相關研究，目前的進展有更深

入的了解及認識。更進一步也因為參加此國際會議增加了與國際之間其他相關研究交

流的機會，也增長了許多見聞，獲益良多。 

 

四、建議事項： 

1. 建議國內各領域學門應多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促使臺灣的科學研究發展多邀

請國際間重量級研究學者來訪並讓臺灣的研究與人文推廣至國際間。 

2. 在國際的研討會中，也希望國內的相關單位能提供更多的資源，促進國內的學術

品質及各種知識的經驗分享。 

 

五、攜回資料： 

The 2
n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lgae-2013 研習會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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