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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免疫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mmunology,簡稱 ICI)是免疫學研究的盛

會。今年由國際免疫學會聯盟(IUIS)，以及澳洲免疫學會(ASI)共同主辦。此會議

是免疫學界最大的學術研討會議，每三年才舉辦一次，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在此

大會中針對現今在免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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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位以上與會者，在墨爾本的會議中心發表許多有教育意義

的演講。在這第六天的會議中，參加以免疫抵制及耐受性療法為主題的海報論文

展示，題目為「以丙戊酸抵制胰島移殖治療第一型糖尿病時發生的自體免疫復發

以及異體移殖排斥反應」。在意見交流的過程得到許多正面的回應與建議，對往

後研究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幫助。此外，本會議的各國學者亦提出了許多免疫學研

究的最新發展方向以及相關的科學進展，這些資訊提供了將來在免疫學的基礎研

究與臨床應用價值的未來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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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近年來免疫學在各種生物醫學相關領域皆被發現有其重要性及關聯，如癌症

等，因此免疫學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各領域的研究學者所重視。國際免疫學大會(ICI)

讓全世界各地的免疫研究學者及學生集於一堂，並分為多種主題，包含:感染性

疾病、自體免疫疾病、發炎性疾病、淋巴細胞之分化、細胞激素在疾病之調控、

過敏性疾病、免疫抵制及耐受性療法、腫瘤免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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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人之研究主題為自體免疫疾病之致

病機轉及治療，現在更延伸到流行性感冒病毒之治療上，因此期待經由參加此次

大會之機會與該領域的各國精英見習，並聆聽建言，交換不同的研究觀點，作為

將來發展研究主題與指導學生的養分，對往後的研究進展提供幫助。 

 

 

過程 

    此國際性的免疫學研討會議(ICI) 每三年一次在世界不同的地區舉辦，因此

在上一屆會議(2013 年)便得知此次會議將於今年在澳洲墨爾本舉辦。本人便提出

參與會議的需求與經費規畫，也十分幸運於今年得以獲得經費補助。因此，在今

年的二月份完成海報論文上傳，在 2016 年 1 月 30 日收到大會的論文接受同意函，

並且四月底完成會議的線上註冊。 

在大會的第一天(8/21)上午至墨爾本的國際會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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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參與了此次大會的開幕與歡迎

儀式，因此有機會見到了在這個領域中，許多知名的學者。第二天起(8/22)，開

始在各個會場穿梭聽演講。由於此會議期間，每日早上八點五十分到十點十五分

是共有兩個時段的主題演講 (Main Lecture)，接著便是分為六個不同的研究主

題，分別在區隔開的數個議場中，進行不同的專題演講。而在每天的下午 13:30

至 15:00 是壁報論文展示的時段，接著在 15:10 至 18:15，則是在各個不同的議場

中，就不同的研究主題進行口頭論文報告。 

    在第三天(8/23)，在主題演講中，我先選擇參與了知名學者 Peter Van Endert

之演講。而在專題演講中，我參與的主題是”自體免疫疾病”。主講人當中分別

來自美國、德國與澳洲，他們分別就自己的研究結果做了討論。提供了許多在自

體免疫疾病治療上研究的新發展。而在下午的口頭論文報告中，我則參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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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lymphocyte differentiation”這一個主題的討論。 

     在第四天(8/24)早上的主題演講中，我先聽了來自美國的權威學者 Alexander 

Rudensky 的演講，討論關於 Cell Trafficking 的主題，接著再聽了 Stefan Kaufmann

關於結核病疫苗的演講。而接下來的個別議題演講中，我選擇了”病毒感染”的

這個主題，也得到了許多的研究上的新知。而在下午的口頭論文報告中，我挑了”

癌症免疫治療和抗腫瘤疫苗”這一個組別。 

在第五天(8/25)的議程中，早上的主題演講我先參加的是 Peter C. Doherty 關

於毒殺性 T 細胞的演講，然後再聽了知名日本研究學者 Shimon Sakaguchi 關於調

節性 T 細胞的演講。而接下來的個別議題演講中，我選擇了”自體免疫致病機

轉”的這個主題，也同樣得到了許多關於自體免疫疾病研究上的新知。而在下午

的口頭論文報告中，我挑了”調節性 T 細胞”這一個組別。 

而在這一天的下午，也是我進行海報論文發表的問答時間，我此次所發表的

題目是「以丙戊酸抵制胰島移殖治療第一型糖尿病時發生的自體免疫復發以及異

體移殖排斥反應」。內容主要在於探討丙戊酸(valproic acid)這一個精神科治療癲

癇(epilepsy)的臨床用藥在自體以及異體胰島移殖治療第一型糖尿病的應用價

值。第一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T1D)是由於胰臟中的胰島素生產細胞(β 細胞)

被效應性 T 細胞(effector T cell)破壞所造成。而目前在臨床上，胰島移殖已被作為

治療第一型糖尿病的方法之一。丙戊酸已被發現具有免疫調節的效果，故具有應

用在抵制自體免疫反應以及異體移殖的免疫排斥的潛力。在此次發表的壁報論文

之研究中，我們探討了丙戊酸之治療，是否可改善發病的非肥胖型糖尿病(NOD)

小鼠之胰島移殖治療中延長體內自體或是異體胰島移殖物的存活時間。我們由

NOD 或是 Balb/c 小鼠體內分離出胰島，並將分離出之胰島移殖入已發病之 NOD

小鼠體內，並給予丙戊酸之治療，評估其延長體內胰島移殖物的存活時間之效

果。此部份的研究結果發現給予丙戊酸之治療後，不論是自體或是異體的胰島移

殖物的存活時間都明顯增長。我們的實驗結果發現，在小鼠的免疫細胞中，其分

泌調節性細胞激素 TGF-β明顯增加，我們再以流式細胞儀分析在小鼠體內的脾

臟及胰島移殖物內的 T 細胞亞群，發現 Th2 細胞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最後在體

外實驗中，我們發現丙戊酸可以誘發調節性 T 細胞的產生。我們的研究結果顯

示，在給予丙戊酸的小鼠體內的 T 細胞的亞群有改變的情況。我們的研究結果顯

示丙戊酸之治療可以在發病小鼠之胰島移殖治療中，延長體內自體或是異體胰島

移殖物的存活時間。而在壁報論文發表的這個過程中，我與來自各國的學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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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研究人員等，進行許多的成果分享與意見交換。包括有人對此藥物的保護機

轉很有興趣，亦有人詢問此藥物是否已用於臨床試驗等問題。 

   在第六天  (8/26)的議程中，早上的主題演講我先參加的是 Dr. Mills 關

於”IL-17 分泌細胞在發炎性自體免疫疾病之角色”的演講，然後再聽了美國研

究學者 Dr. Chatziandreou 關於流感病毒疫苗誘發 macrophage 死亡後造成 dendritic 

cell 活化的演講。而接下來的個別議題演講中，我選擇了”調節性 T 細胞”的這

個主題，瞭解到了許多關於這種免疫細胞研究上的最新進展。而在下午的口頭論

文報告中，我挑了”樹突細胞的分化及功能”這一個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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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此行前往澳洲墨爾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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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學生學習態度的差異：在求知與學習的態度上，許多位日本與大陸學生讓

我印象深刻，他們或許英語能力有限，但仍勇於表達，並且輔助以各種方式，例

如肢體語言或是額外的書面資料加以說明，不會因為害怕就退縮而畫地自限。反

觀此次與會的台灣學生，數量明顯較少，對於交流與討論的狀況也較不積極。研

究生參與會議人數較少可能一方面也是由於路程較遠，另一方面可能也由於在澳

洲所需的費用較高所致。或許如果會議是在亞洲國家舉行，台灣參與的研究生人

數就會多一些，例如 2010 年在日本所舉辦的第 14 屆 ICI，台灣參與的研究生人

數就不少。如能鼓勵研究生多參加此類國際學術會議，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

切磋觀摩，我想對於激發研究生對於學術的熱情是非常有正面助益的。 

 

2.腫瘤免疫的相關研究:在這一次的會議當中，發現腫瘤免疫的研究已經不只是局

限於動物實驗了，許多的歐美國家也開始有許多的學者以臨床病患來進行對於癌

症的治療效果。目前的主流是以 anti-PDL1 的抗體，來誘發針對腫瘤的免疫反應，

進而造成腫瘤的死亡。 

 

3.英語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英語已經是全球通用的共通的語言了。而

在現今的學術領域亦然，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之研究人員還是必須努力熟練這

個共通的語言和文字，如此一來，在追求知識與研究科學的工作中，才足以與世

界各地的學者和研究單位溝通，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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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對年輕的研究者，不論是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或是新進的助理教授來說，

通常是經濟狀況較不寬裕的一群研究人員。而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對於發現研究

的樂趣，找到研究的靈感與方向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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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望相關機構能盡量增加這方面的經費補助，相信對於國內的生物及

醫學科學相關研究，會有相當正面的幫助。 

 

2. 此次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就發現國內的研究生的英語能力普遍不足，在表達

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與其他研究人員溝通時，無法非常的順利。故若能增加對於

英語學習的資源和環境，相信對於將來研究生在國際會議中發表論文，或是增加

我國學術領域的能見度，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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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照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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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發表之壁報論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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