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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血液病年會是血液科全世界年度最大的會議，每年總是吸引超國兩萬名

來自世界各地的血液病臨床醫師，專家學者與會，此次會議在美國加州最南邊的

大城聖地牙哥舉行，一共是 3天半的議程，會議期間除了有機會聽聞目前全世界

在血液病最尖端的研究及進展外，更有機會見到該領域最頂尖的學者，並實際與

他們交換意見。此次很高興我有機會能參與這個年度大會，除了須感謝兩位辛勤

指導我做研究的田教授、周教授外，也很感謝美國血液病學會給我這個研究論文

口頭報告的機會，讓我也能藉由這個大會把我目前所研究探討的主題，與國外一

些頂尖學者專家做交流，以增加自己研究成果的價值與能見度。 

參加完此次會議，除了增長見聞外，更重要的是學習國外學者做研究的態度

跟精神，明瞭什麼是真正好的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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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美國血液病學會年會是全世界年度血液病最大的會議，每年都吸引全

世界超過兩萬個血液病相關的醫師、學者與會參加｡會議的主題包含了良性

及惡性血液病，會議期間除了有機會聽聞目前全世界在血液病最尖端的研

究及進展外，大會也針對幾個常見良性或惡性的血液病舉辦數場教育性質

的專題演講。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個血液病年度最大的會議，除了想要吸收新知

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發表這一年多來在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的研究成

果，藉此機會跟國外一些頂尖學者專家交流，以增加自己研究成果的價值

與能見度。 

 

二、 過程 

此次會議共 3天半的時間，地點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正式的大會是在

12 月 3日至 12 月 6日，但前一天 12月 2日有會前會，大多是一些美國大

學、教育機構及學術基金會所舉辦一系列的專題演講。 

(一) 12 月 2 日：會前會 

由於我研究所做的主題是有關骨髓退化性疾病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的致病機轉，所以早上就與我的老師們一同參加了由骨髓退

化性疾病基金會 (MDS Foundation) 所舉辦的一系列專題研討會 

(MDS symposium)，下午大會特別為我們這些研究所的研究生或仍在血

液病研修的醫師 (Fellow) 舉辦了半天的研習營 (trainee workshop)。當

中聽到很多傑出的美國血液病學者及醫師們分享他們背後的心路歷程，

讓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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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3 日至 6 日：美國血液病學會第 58 屆年會 

美國血液病學會第 58 屆年會 (ASH annual meeting) 正式舉行，而

我演講的時間被排在 12 月 3 日早上 7 點半。以下簡述我研究成果報告

的簡單摘要： 

骨髓造血不良症候群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是一群骨髓性

的惡性疾病，它包含了各式各樣的造血疾病，有多樣的臨床表現，並可

能衍生惡化成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cute myeloid leukemia)，早期便有

文獻指出，這種與正常人不同的變異選擇性剪接 (aberrant alternative 

splicing) 可能是造成癌症的一個重要機轉之一，然而這種變異選擇性剪

接是否也是造成骨髓造血不良症候群的一個重要致病機轉，目前仍是有

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因此我們假設這種與正常人不同的變異選擇性剪接的確是造成骨髓

造血不良症候群的一個重要制病機轉。此假說支持的證據來自於近幾年

有一群負責調控剪接體 (spliceosome) 功能的基因突變被發現，這些基

因突變導致剪接體的正常功能受到影響，或許因而導致變異選擇性剪接

的發生。然而這些調控剪接體功能的基因突變後如何確切影響下游變異

選擇性剪接整體形式 (global pattern of alternative splicing) 的改變，以

及這些變異選擇性剪接是否具備某種生物意義，例如是否會影響骨髓造

血不良症候群病患的預後，目前仍然是一個未知的議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使用了目前 Affymetrix 最新開發出來的微

陣列晶片的平台 (Affymetrix Human Transcriptome Array 2.0)，此種高

解析度的晶片上有超過 600 萬個不同的探針，這些探針涵蓋了蛋白質編

碼區域 (protein coding region) 及蛋白質非編碼區域 (protein 

noncoding region)，另外這些探針也包含了外顯子間的區域 (exon-e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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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 

最後我們共分析了 176 個骨髓造血不良症候群病患的骨髓檢體，另

外也收集了 20 個正常骨髓移植幹細胞捐贈者的骨髓檢體當對照組，經

由上述微陣列晶片的平台 (Affymetrix Human Transcriptome Array 2.0)

的平台，配合這 176 個骨髓造血不良症候群病患完整的臨床資訊，我們

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變異選擇性剪接 (aberrant alternative 

splicing) 在骨髓造血不良症候群病患上可能有預後上的臨床生物意

義。若病患帶有越複雜的變異選擇性剪接，那麼相對於較簡單的變異選

擇性剪接患者，他的整體預後會較差的。 

報告完後，現場有三位血液病學者提問，簡述問題如下： 

1. 你們所使用的骨髓幹細胞檢體有經過細胞純化的動作嗎 (cell 

sorting)？因為骨髓中有各式的幹細胞，不同細胞間的研究結果

或許會有差異。 

2. 你們使用的骨髓檢體對照組 (control group) 是否有考量年齡

配對 (age-matched)，因為根據文獻年紀 (age) 也會影響選

擇性剪接 (alternative splicing) 的結果。 

3. 你是否有進一步去探討不同骨髓退化性疾病基因突變 (MDS 

genetic mutation) 的次族群分析 (subgroup analysis) 呢 ? 

會後更有美國學者寫信給我的指導教授希望我們能再進一步

分析內質網壓力途徑及硫氧還原蛋白的結合蛋白基因突變  

(ER stress sensor transcripts and TXNIP) 與變異選擇性剪接

間的關係。 

以上的問題或建議都很重要，將成為我今後要想辦法克服解決的重

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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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我的研究論文口頭發表 

 

 

 

 

 

 

 

 

 

 

圖 2：李醫師的壁報論文 (poster)，左二是我們老師周文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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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在會場內很有趣的一面塗鴉牆，有很多當地學生的塗鴉，說明參

與這次會議後，在你的職業生涯上可能會有哪些重大影響 

三、心得及建議： 

這次能有機會到美國聖地牙哥參與全世界年度血液病最大的會議，除了

首先要先感謝兩位辛勤指導我做研究的田教授、周教授，另外也很感謝美國

血液病學會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藉由這個大會把我目前所研究探討的主

題，與國外一些頂尖學者專家交流，以增加自己研究成果的價值與能見度。

最後當然還是要感謝教育部在研習經費上的贊助。 

另外大會的其他學術演講，也讓我有機會聽聞目前全世界在某些血液病

最尖端的研究及進展，更重要的是學習國外學者做研究的態度跟精神，體悟

什麼才是真正好的科學 (good science)。 

以下針對此次會議提出幾點建議: 

1. CART細胞治療可用於治療一些頑固型的血液惡性疾病，在歐美已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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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臨床試驗證實有不錯的效果，今年在美國血液病年會也有一些不錯

的結果發表，期望台灣的政府能夠協助 cGMP實驗室的成立，且對於細胞治

療的法規能更有彈性(目前只適用於救急或救命用)，讓細胞治療有機會能

真正運用在台灣頑固型血液惡性疾病的治療上。 

2. ErythroMer 是一種人造的紅血球，目前已進入動物實驗，在今年美國血

液病年會上有不錯的結果被發表，但尚缺人體臨床試驗的報告，期待學界

或政府未來有機會將此生技產品引進台灣，或許就能舒緩偶爾會發生的缺

血荒。 

3. 參與這樣大型的學術會議可拓展主治醫師的視野及很多想法，建議教育

部應設立專款補助年輕主治醫師每1-2年至少有一次可以參與大型國際學術

會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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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會的議程) 

12 月 2 日 (會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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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 (大會第 1 天) 

 

 

 

 

 

 

 

 

 

 



9 
 

12 月 4 日 (大會第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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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 (大會第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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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 (大會第 4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