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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在馬來西亞古晉所舉辦的第 17 屆全球中草藥聯盟(CGCM)會議，於 8 月 8 日開始舉行

至 10 日結束。當天由馬來西亞「能源科技環境氣候變遷部」之副秘書長、CGCM 主席、沙

勞越教育與科技部永久秘書等陸續開幕致詞，之後由各個國家分會報告近況與發展。接著討

論馬來西亞植物藥的研究與工業的發展、以及學界、政府、業界之間的交互運作關係。期間

則有海報論文之展出。9 日則有不同的議程舉行，包括天然物之活性、抗癌、抗病毒、抗發

炎等；多化合物活性與機轉之於癌症、免疫、代謝、神經疾病、老化等；植物基源；臨床探

討。10 日之議程則有針灸；生物資訊之質體學與資料分析；預防醫學與傳統中醫之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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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本次主要在參加第 17 屆全球中草藥聯盟(Consortium for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GCM)會議。於 2018 年 8 月 8 日在馬來西亞古晉之 Borneo Convention Centre 舉辦，並於 8

月 10 日結束。 

 

2018 年 8 月 8 日於馬來西亞古晉之 Borneo Convention Centre 辦理註冊 

 

本所鄭靜枝副研究員於會場前留影  本所郭曜豪研究員與 Azman Seeni 於會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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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8 月 8 日開幕當天先後由馬來西亞「能源科技環境氣候變遷部」之副秘書長 Dr. Ramzah 

Dambul，同濟大學裴鋼院士，香港大學高為元教授致詞歡迎與會來賓並預祝會議順利。接著

由 CGCM 主席鄭永齊院士暢談中西醫發展之瓶頸，也說明中醫逐步為全世界所接受，並期

待兩者間之整合俾使人類之醫療能更上層樓。接著由沙勞越教育與科技部永久秘書 Datu Haji 

Sudarsono Osman 介紹馬來西亞之生態資源並希望皆由此次之會議交流能增加對中醫藥研究

的認識並提昇馬來西亞對傳統草藥的研究能量。然後香港浸會大學趙中振教授則以紀念李時

珍 500 週年為題，闡訴李時珍及其編撰之本草綱目對後世乃致現代之影響，期間並撥放製作

之影片以為紀念。之後由各個國家分會報告中草藥發展之近況與交流，包括：北京中日友好

醫院之 Ping Li、加拿大 Western Ontario 大學之 Edmund Lui、重慶西南大學 Hong-Yi Qi、歐

洲 Graze 大學之 Rudolf Bauer、廣東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之 Yu-Bu Lu、香

港大學之 Vivian Taam Wong、上海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之

Zheng-Tao Wang、臺灣台北醫學大學之 Shu-Shan Huang、澳洲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之

Josiah Poon 與英國倫敦 King's College 之 Qihe Xu。 

 

下午由馬來西亞國家科技學院 Malaysia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s and Nutraceuticals 之

Azman Seeni 為主席，另有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之 Zhari Ismall 與 Sarawak Biodiversity 

Centre 之 Tiong Chia Yeo 為小組成員共同討論馬來西亞植物藥的研究與工業的發展，並以

東革阿里（Tongkat Ali）為例來說明。東革阿里是生長於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的雌雄

異株長綠樹，有「馬來西亞人蔘」的美名。它傳統用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前列腺腫脹

 

Borneo Convention Centre 內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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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功能障礙方面。東革阿里根部包含許多植物化學藥物，它能增進睪酮的產量,睪酮是男

性性功能所需的荷爾蒙，也是生殖器官和腦部發育所需的激素。目前東革阿里已有相當多的

保健食品上市，所以算是一種成功且極具商業價值相的經濟作物。期間則有海報論文之展出。 

 

郭曜豪(Yao-Haur Kuo)出席證明並與個人發表之海報合影 

 

 

黃乃瑰(Nai-Kuei Huang)出席證明並與個人發表之海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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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的陳凱先院士、衛

福部黃怡超司長與 PhytoCeutica, Inc. 的 Peikwen Cheng 共同主持當日最後一場會議，其間一

同討論之小組成員有 University of Toyama 的  Naotoshi Shibahara、 Purapharm Japan 

Corporation 的 Hisayoshi Norimoto、PuraPharm Corporation Limited 的 Abraham Chan、

Malaysia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s and Nutraceuticals 之 Azman Seeni、順天堂藥廠股份有

限公司的 Wu-Chang Chuang、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的 Lu-Hai Wang、University of Cagliari 

的 Enzo Tramontano 與 University of Macau 的 Ying Bian 就學界、政府、業界之間的調控與

交互運作關係為題進行討論。 

 

 

鄭靜枝(Jing-Jy Cheng)出席證明並與個人發表之海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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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 17:30 則有大會舉辦的晚宴，並有馬來西亞傳統的民族舞蹈表演。 

 

8 月 9 日則有不同的議程舉行，基本上分為三大主軸進行，主要包括天然物 I （Natural 

Products I﹚、多化合物活性與機轉研討（Polychemical Activities and Mechanism Study I﹚以及

植物資源（Herbal Resources﹚。 

 

在天然物 I 的討論會上，主席為上海中醫藥大學的徐宏喜，副主席為中研院之楊文欽與徐麗

芬。講者包含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的 Yuqing Zhao、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 Yin Xiong、Universiti Malaysia Terengganu 的 Kamariah Bakar、

Malaysia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s & Nutraceuticals 的 Wai Kwan Lau、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的 Pang-Chui Shaw 與 RMIT University 的 Edwin Pang。在天然物 II

的討論會上，主席為 University of Graz 的 Rudolf Bauer，副主席為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的 Ding Qu、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的 Fang-Rong Chang、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的 Clara Bik-San Lau、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的 Zhengtao Wang。講者有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的 Hongxi Xu、King Saud University 的 Sarita Saraswati。會議主要在天然

物之成分或是其新純化物所具有之抗發炎、抗病毒、抗癌等功能。以天然物 II 為例，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的 Ding Qu 報導有關 tanshinone IIA 

sulfonate 加以微脂粒包埋的方式，可以達到緩釋與降低毒性的效果，並對抗癌具有更好的療

效。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的 Fang-Rong Chang 則發表由 Cordyceps 

 

馬來西亞傳統的民族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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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is. 所發現的 3 種 cerebrosides 與 6 種 fatty acids。這些 cerebrosides 具有抗氧化與抗

發炎之效果。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的 Clara Bik-San Lau 則發表從 Isodon eriocalyx var. 

laxiflora 所萃取而得的 Eriocalyxin B (EriB)具有抗癌予抗發炎的作用。另外該藥物並可誘發

細胞凋亡與自噬作用。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的 Hongxi Xu 則

探討從 Andrographis paniculata (Burm. f.) Nees. 所萃得之 Andrographolide 具有抗發炎的作

 

中醫所所長張芳榮博士 (左一) 於天然物 II 會議中發表演說 

 

 

天然物 II 會議主席與副主席及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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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該機轉與降低 TLR4-triggered MyD88-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s 有關。陽明傳醫

所的 Shu-Ling Fu 則發表 Andrographolide 與 per-acetylated derivative NCTU-322 之抗癌效

果與抑致 Bcr-Abl 的表現有關。由於有部分預定人員未到，所以以綜合討論的方式討論：為

何藥物開發從天然物而來的成功並不太。 

 

在多樣化學活性與機轉探討（Polychemical Activities and Mechanism Study）I 中，主席為中

研院的楊寧蓀與陽明大學之林滿玉，副主席為西南大學的 Hongyi Qi 與 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的 XiaoJuan He 與

Yale University 的 Wing Lam。講者包括中國醫藥大學之黃升騰與郭明村以及復旦大學上海

癌症中心之 Zhen Chen。第二場次（II）之主席為西南大學之 Xiao-Yu Xu，副主席為香港大

學之 Jiangang Shen。講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的 Yifan Han、Institute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的

Tengku Sifzizui Tengku Muhammad、澳門大學的 Defang Ouyang、Malaysia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s and Nutraceuticals-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Malaysis 的 Zulkhurnain 

Utar。席間與會之講者主要在發表有關植物之萃取物、純化物、或衍生物用於治療如癌症、

免疫、代謝、神經疾病、老化等之應用與機轉探討。 

 

在植物資源方面的討論會議，主席為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的 Wei-Wei Su，副

主席為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的Yi-Xuan Zhang。講者有中醫所之Yao Haur Kuo、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的 Chang Liu、中國醫藥大學的 Yun-Lian Lin、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的 Li Yang 與 Nianping Feng、I Shou University 的

Keng-Shiang Huang。而臨床研究方面的討論會議，主席為 PhytoCeutica Inc. 的 Shwu-Huey 

Liu，副主席為 Longhua Hospital，Shanghai University 的 Yong-Jun Wang 與中醫所的譚家惠。

講員有 Longhua Hospital，Shanghai University 的 Yong Qing Cao、香港大學之 Kwai Ching Lo、

長庚大學的 Hsing-Yu Chen 與 Shu-Ling Chang。席間與會之講者讓人印象較深刻的是植物幹

細胞的發展，對於植物的保存與復育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則有在醫美方面的應用，顯然亦

具有龐大的商機。 

 

10 日之議程則有針灸、生物資訊之質體學與資料分析、預防醫學與傳統中醫之診斷。在生

物資訊方面之主席香港科技大學之 Nevin Lianwen Zhang，副主席為澳門大學之 Defang 

Ouyang、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的 Jingyuan Song。講者有香港大學的 Mingxiao 

Yang、昆明醫科大學之 Zhengan She、倫敦國王學院之 Qihe Xu、雪梨大學之 ZeYuan Wang。 

 

而預防醫學與傳統中醫之診斷的研討會的主席為中醫大的 Hen-Hong Chang，副主席香港中

文大學的 Wendy Wong、耶魯大學之 Wing Lam、臺灣大學之沈立言。講者有 Korea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之 Kwang-ho Bae、中醫大之 Jung Chao、臺北醫學大學之 Yu Cheng Kuo、

中研院之 Ning-Sun Yang。 

 

其中針灸議程的主持人為香港大學的 Lixing Lao，副主席為成都中醫藥大學的 Fanrong Liang

與中醫大的林昭庚。講者有香港大學之 Zhang-Jing Zhang、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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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的 Peijing-Jin Zhang 與 Jiliang Fang、中醫大的 Yi-Hung Chen。會中發表有關針灸

用於失眠的臨床研究、針灸刺激 cingulate cortex 導致 GABA 與 glutamate 的變動、針灸與

氣及經絡的關係。另外也有報導用電灸的方適用於止痛、抗憂鬱，或是用熱敷與按摩可以增

強電灸的止痛功能。 

 

 

針灸討論會場與主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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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行程 

 

本所郭曜豪研究員參加大會所安排的參訪行程。參觀的地方為沙勞越生物多

樣性中心，該中心有點類似國內之特生中心。另外該中心的隔壁為紅毛猩猩

的保育區，每年有相當多的遊客造訪。 

 

沙勞越生物多樣性中心（Sarawak Biodiversity Centre）於 1997 年由沙勞越州政

府頒布成立，隔年並頒布沙勞越生物多樣性法規。初期之目的主要著重在物種

之保存、應用、保護以及永續之發展。不久，其豐富的生物資源之於生物科技

的運用逐漸的受到重視，於是於 2004 年增訂其法定權責擴及研究與生物多樣

性之發展。所以目前該機構被賦予加強以生物科技為基礎運用於州內生物資源

之研究與發展–特別是那些曾被原住民所使用的植物以及編撰一些快要消失且

曾被原住民所使用之傳統生物知識。2014 則繼續增訂相關生物取用以及利益分

 

本所同仁郭曜豪研究員(右)於沙勞越之生物多樣性中心進行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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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之法規。所以該中心的願景是：Enriching Lives with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in Biodiversity。而任務則是：To Decode Biodiversity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這一系列的發展讓人覺得該中心有朝著與自然界互利共生，永續發展之努力與

可能。 

 

以下所附為沙勞越生物多樣性中心之組織架構圖。顯示該中心最高設有一委員

會賦與執行長權責，之下設有行政、研究與發展、產品開發等三大部門。其中

與我門比較有關的是研究與發展部門。他們由一個主要研究人員負責，下轄化

學分析、植物培養、生物資訊、樣品萃取與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

等小組。儼然是一小型的研究機構。 

 

  

 

沙勞越生物多樣性中心之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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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事項 

 

在此短暫的研討會中相當驚艷於多個地方或國家很踴躍的將各自研究的成果、發現或發明呈

現在會議中。除增加並拓寬自己的視野外亦可瞭解世界的研究趨勢與認識不同的人，所以是

相當有意義的會議。另一方面，從會議與一些發表的成果中也可一窺生物製藥的發展重點。

馬來西亞也許在我們的印象中生物科技並非先進的，但此次由該國之科技部門與相關部會主

辦此次會議，顯見該國意欲發展生物科技之態度頗為積極。以該國之地大物博，人才濟濟，

以及政府的支持，假以時日當有可為。反觀台灣，我們地狹人稠，天然資源遠不及馬來西亞，

唯有發展高端含智財的生技製藥與先近的科技產品等，才是上策。近年來，大陸的崛起在各

個層面如鋪天蓋般的近逼，無不擠壓台灣生存的空間，然而這在十幾年前是無法想像的。而

今威脅立現，是我們蹉跎了什麼？又或是做錯了什麼？以致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整個局勢異

位而處。若不痛定思痛，急起直追，我們肯定仍將再失落十年，而以後應該也不再會有機會

可以扳回了！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的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呈幾何級數的變動。剛開

始差一點，最後卻差好幾倍。現在的感覺也許像是初期的水煮青蛙，不甚強烈，然而我們應

該要為下一代的未來與永續著想，否則他們將面臨更惡烈的局勢，即出生後可能馬上面臨水

生火熱的環境，這是我們現在責無旁貸的承擔與極力要避免的趨勢。另外，以最近台積電、

三星、英特爾在 7 奈米晶圓製程商品化的競賽，最後總算是台積電大獲全勝！然而這是每

年幾好幾百億的研發經費與龐大的人力長期投入所創造的結果。同樣的，大陸在科研上的研

發經費絕不會少只會更多，而臺灣如果不重視或是減少相關研發之經費，則不啻自動繳械。

那我們下一代的未來真的是如煮熟的青蛙！要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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