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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亞洲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報告 

1. 出國目的 

亞洲生物無機化學會議是一個提供研究化學與生物相關領域的

研究學者互相討論分享的大型研討會，藉由參加該項會議進一步

了解國際上無機與生物化學間跨領域之最新發展趨勢，以利規劃

推展國內跨領域業務。 

2. 會議議程 

詳如附件 

3. 心得 

第七屆亞洲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於澳洲舉行，與會者來自於 23

個國家。雖然每個國家之研究取向有所不同，但都強調在無機金

屬化合物在醫藥上之應用、診斷用影像探針、MRI 之應用、金屬

離子之傳遞、金屬離子於神經退化之疾病、生物材料、金屬蛋白

質結構與功能、光譜分析、小分子催化及生化擬態化合物在能源

上之應用等。如 Dr. Double 及 Dr. Jones 之演講所敘述 Cu+/Cu2+金

屬離子在神經退化與腦神經退化所扮演之角色。Dr. Che 之研究說

明金屬化合物在抗腫瘤方面之進展。Dr. Sherry 說明 MRI 於過去

在醫學檢測上之應用及未來可能在對人體重要 Zn(II)離子之影像

檢測，而 Dr. Hambley 在設計以金屬為主之抗癌藥物上已能接上

目標靶，在此方面頗有進展。 Dr. Kamiya 對於產生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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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gen-evolving photosystem II) 之蛋白質結構中之 [MnCa] 活

化中心結構已有更進一步之了解。同時，Dr. Pace 利用 55Mn 

ENDOR 之技術對 photosystem II 之電子結構已證實。Dr. Nam 探

討小分子 O2之催化，對金屬化合物催化 O2所形成之各種鍵結形

式做一整理與回顧。Cis-platin 在抗癌上之應用持續受到很多研究

群在這方面之努力，成果亦逐漸顯現出來，如 Dr. Guo、Dr. Zou。

在小分子 CO2活化轉換成 formic acid 上，Dr. Amao 之研究有些進

展。Dr. Fuzukami 說明其研究群在 O2轉換成 H2O2及其後續轉換

成 H2與 O2之最新發展。Dr. Kitagawa 在利用 Resonance Raman

光譜證實 O2 鍵結到金屬上之鍵結方式有些進展。 [Ni-Fe] 

Hydrogenase 仍受到研究群 Dr. Zamble 之關注，不只是探討其電

子轉移與氫分子之活化，同時更探討其應用到產氫之技術及探討

生物合成方面。可以理解到各國研究單位在這些領域之投資，我

科技部過去幾年來也相當鼓勵在這些方面之研究，並獲得一些成

果，符合科技部推動學術與促進提升產業發展之目標。韓國在此

方面有作一整體性之規劃，其性質類似我國，針對上述特殊領域

擇一至三特殊研究領域發展，有別於日本或中國大陸企圖作全面

性的發展。在上述這些研究領域，亞洲國家中以日本、韓國與我

國較為領先。然而中國大陸挾大量之研究人員與經費之優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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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將後來居上。我國往後發展方向宜著重在目前佔優勢且有產業

應用之領域。亞洲生物無機協會之組成，我國為創始會員國之一，

占有一定之地位。我國已舉辦過第五屆亞洲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

期望將來有機會再爭取在台舉辦之機會。科技部往後宜繼續培養

優秀年青一輩接棒，年青一輩之研究學者相當團結且相互合作研

究，相信日後我國在生物無機領域之研究定能更上一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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