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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之 The 6th ASIA-OCEANIA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AND GREEN CHEMISTRY 會議，會議中有許多研究有機催

化與綠色化學的大師級學者，其中包含了諾貝爾獎得主 Ei-ichi Negishi 教

授…等，都是國際上知名的學者。本會主要的議題是在討論如何讓化學研

究更環保，其中包含如何挑選低毒性的溶劑、使用更好的催化劑、提升產

率的製程與製備可回收的材料…等等，目前國內只有少數的研究學者進行

相關的推廣，在未來是非常值得化學家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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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之目的 

本 次 參 加 在 香 港 舉 辦 之 The 6th ASIA-OCEANIA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AND GREEN CHEMISTRY 會議，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環保與綠色

化學的議題，這個議題在台灣目前已有少數學者如劉廣定教授與趙亦姼教授等人

在推動，但真正投入相關研究的人還是在少數，筆者此次就由參加此會議，可以

更了解到目前國際上相關議題的發展。 

 

二、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 The 6th ASIA-OCEANIA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AND GREEN 

CHEMISTRY 會議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會議中有許多研究有機催化與綠色化學

的大師級學者，其中包含了諾貝爾獎得主 Ei-ichi Negishi 教授、耶魯大學的 Paul 

Anastas 教授、東京大學的 Tadahisa Iwata 教授與香港大學的 Vivian W. W. Yam(任

詠華)教授等，大家都是在探討一個觀點，那就是如何能讓化學更環保。在會議

的過程中，筆者也聽到很多與金屬催化相關的研究，學者們都希望能夠開發出具

有高效能的催化劑，讓化學反應更有效率;也有一些學者在研究與改進目前常用

的催化反應條件，希望能夠使用更無毒的溶劑或反應條件，使其對環境更友善與

環保。會中的 Prof. Tadahisa Iwata 是研究環保高分子聚合物的，他們嘗試用木材

所分解出來的原料，去進行高分子聚合反應，且此高分子是具有生物分解性的。

還有 Prof. Kei Saito 是做光聚合高分子研究的，藉由光學能量使單體分子在固態

排列中進行聚合形成高分子，然後再使用不同波長的光去對高分子進行分解，期

回收效果達到 100%，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此外，還有些學者視作二氧化碳催化

的，他們希望能將二氧化碳經由還原反應變成燃料，這也是目前最被大家所注目

與期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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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會心得  

本次在會議中聆聽了許多知名學者的演講，讓筆者想到在台灣推動綠色化學的劉

廣定教授與趙亦姼教授等人。近十幾年來，綠色化學研究已被多數的化學家注

意，也有許多學者在討論與思考未來的綠色化學相關研究，但是台灣有在做相關

研究的人真的不多。目前比較相關的研究大多是太陽能、發光材料與化合物的分

解回收，但較少人去討論到化學反應過程中與反應後的廢棄物，對環境所帶來的

影響。其實在化學反應中的所使用的化學品、溶劑及能源都是對大自然的一種消

耗與汙染，該如何挑選對環境友善的溶劑，選擇低耗能的反應與提高化合物的產

率等，都是屬於綠色化學的一種，都是值得化學家們去思考研究的。在台灣常常

可以看到河川與土地被化學品汙染，很多對環境的污染與傷害都是不可挽救的，

這些都讓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降低化學對環境的傷害，更應該讓這個觀念在年

輕的學生扎根，讓大家對於綠色化學能夠有更深的了解。 

 

四、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論文摘要: A metal-organic framework, {[Mn2(2,6-ndc)2(bpda)2]·5DMF}n (1, 2,6-ndc = 

2,6-naphthalene dicarboxylate, bpda = N,N'-bis(4-pyridinyl)-1,4-benzene dicarboxamide) 

was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through a single-step self-assembly process. A single-crystal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ound 1 is comprised of a 2-fold 

interpenetrating network with a uniqu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amide groups in the 

channels. The flexibility of the 2-fold interpenetrating framework was verified by in-situ 

temperature-dependent PXRD studies. The regular arrangement of the amide groups 

provided rare amide-CO2 and amide-CO2-CO2 cooperative effects that enhanced the 

adsorption of CO2 molecules. Significantl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amide-CO2 

interactions induced gate-opening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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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  

本次會議屬於中小型會議，但是會議中來了許多大師級人物，會議過程中的討論

非常的熱烈。在午餐的用餐過程中，並無特別的安排用餐位置，讓所有的學者可

以隨意走動，相互交流聊天。讓學生也可以很輕易的與大師級學者認識交流，這

對學生的眼界與膽識是非常好的磨練。國內的化學年會可以參考這種模式，中午

用餐的時候不要把老師跟學生隔離，讓學生可以經由自己指導教授的介紹，可以

認識更多的其他教授，這將可以提升對於不同研究領域的認識與興趣，更可能提

高不同領域研究的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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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相關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