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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神經學疾病的基礎研究為近代臨床神經醫學的進展奠定重要的基石。美國維

吉尼亞大學(UVA)為全美排名第二的公立大學，其醫學院的研究成果亦在全美名

列前茅。職此次獲得良機前往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部（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管家義 [Chia-Yi (Alex) Kuan] 教授的實驗室進行為期一年半的進

修。管教授的研究主軸為新生兒缺血缺氧性腦損傷、成人腦中風、及外傷性腦損

傷，此次有幸參與成人腦中風的新一代動物模式的開發，改善傳統腦中風動物模

式對於血栓溶劑 tPA 的治療反應不佳的缺陷，除了參與研究工作外，研究成果在

2019 美國神經科學年會(Society of Neuroscience)張貼論文海報，亦完成論文撰寫投

稿於科學期刊，日前獲得刊登接受函。希望未來能將所學貢獻於本院之研究與臨

床醫療。 

 

關鍵字: 缺血性腦中風(ischemic stroke), 動物模式(animal model), 組織型蛋白酶原

活化因子(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 

 

二、 本文 

（1）目的 

職於 2011 年開始就讀博士班，進入實驗室接受基本細胞生物研究的相關訓

練；2015 年經由博士班指導教授陽明大學李怡萱教授的推薦下，曾至管家義 

[Chia-Yi (Alex) Kuan] 教授的實驗室學習腦中風動物模式。臺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長官相當注重年輕醫師的研究訓練，鼓勵醫師申請經費至國外進修、學習新知、

開拓視野、增進研究能量並提升基礎與臨床研究的成果。為了更精進科學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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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培養邏輯思考能力與豐富人生和體驗國外的研究環境，再度前往維吉尼亞

大學神經科學部管家義教授實驗室繼續關於神經科學的動物研究。 

在過去三十年來，全球投入無數研究經費探討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機轉與治療

藥物的開發，然而成功進入臨床並且展現效果的治療仍然屈指可數，其中的瓶頸

之一，為疾病研究的動物模式無法貼近臨床病人的真實情況。職在部內為神經麻

醉科的成員，且博士班的研究主題為腦神經疾病，因此在管家義教授實驗室加入

腦中風疾病以及神經退化性疾病的動物模式研究團隊，參與新一代動物模式的開

發，希望能夠帶回相關領域的新突破，為本院的醫學研究帶來更進一步的發展。 

 

（2）過程 

維吉尼亞大學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是由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

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於西元 1819 年所創建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最初校

董會成員最為知名的為三位美國總統傑佛遜、麥迪遜（James Madison Jr.）和門羅

（James Monroe）。 該校與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列為全美排名第二的公立大

學（2018 年排名第三），以法學、建築、哲學等人文學院著稱，然而在醫學院與

醫學研究領域亦有卓越的成就與師資，包括研發黃熱病疫苗的先驅Ｗalter Reed，

以及三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1994, 1998 和 2005 年），代表在基礎醫學研究

上有相當的貢獻。由 Dr. Kipnis 領導的神經科學部門，每年均有研究論文刊登在

Nature, Science 等排名卓越的科學期刊，並且成立 BIG (Brain, Immunology, Glia) 

center 致力於 brain immunology 的研究，對於退化性神經疾病的研究，亦有優異的

成果。 

職此次的進修是起源於 2015 年透過本人博士班指導教授，陽明大學生理所

李怡萱教授的引薦，至當時任職於美國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

的管家義教授的實驗室為期三個月的短期進修。爾後經管教授的推薦與協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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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到 其 目 前 任 職 的 維 吉 尼 亞 大 學 醫 學 院 的 神 經 科 學 部 （ 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Virginia）作為期一年半的缺血性腦中

風疾病的研究進修。 

此次在管教授的神經科學實驗室進行進修研究，不論是分子生物研究或是動

物模式研究的設備先進而齊全，任職於其實驗室的博士後研究員也各自領導自己

的研究計畫，方向涵蓋新生兒缺血缺氧性腦損傷、成人腦中風及外傷性腦損傷。

研究方法包括初代細胞培養、基因轉殖鼠繁殖、動物手術、藥物處理、動物組織

切片染色、動物組織分子生物分析、流式細胞分析、以及動物行為分析等方法學，

都有完整的介紹與學習。管教授的指派下，有資深的博士後研究員及助理教授擔

任我的研究計劃指導，從參與他們手上進行中的研究項目開始，到設計與領導自

己的研究計畫。在進修期間，亦經由管教授的安排與推薦，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Weill Cornell Medicine, Brain & Mind Research Institute）向 Dr. 

Laibaik Park 學習腦血流的測量技術。 

   （圖為 Weill Cornell Medicine Research Building） 

 

管教授的實驗室內部活動，每週有二到三次的實驗工作會議（Lab meeting）、

進度報告（Progress report）、期刊研讀（Journal club），另外還有與管教授的一對

一討論。在這過程當中除了了解實驗室每個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進度，也對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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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的新知作交流與更新，遇到研究瓶頸時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得到除誤或

是前進的方向。 

（圖為職在 Progress report 的報告簡報） 

 

（圖為職在 Journal Club 的報告簡報） 

 

神經科學部內常規的學術活動主要有二。一是每週一中午舉行的 BIG center 

research-in-progress seminar (並且幽默地簡稱為 RIP seminar)，由 program 內的博士班

學生到博士後研究員輪流報告自己的研究進度。由於與會提供貝果當午餐，因此

又被稱為貝果會議。在這樣的會議中，由（幾乎是）全部門的成員一起審視報告

人的研究成果，並不吝於發表意見及提問，就好比是投稿前的內部論文審查，參

與會議的有不同領域的部門成員，對於指出研究的盲點非常有幫助，亦增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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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的思考方向。另外每個月最後一週的週四下午會舉辦一次 Brain meeting，提

供輕食與酒精性飲料所營造的輕鬆氣氛之下，由部門成員對於自己的研究做 7 分

鐘短暫的介紹，儘管報告內容還是學術相關，發問和回饋的氣氛都很輕鬆，本質

上是鼓勵研究員們走出研究室，輕鬆一下的社交活動。 

   （圖為職在 Brain meeting 的報告） 

 

神經科學的研究在維吉尼亞大學不限於神經科學部門，而是醫學院內橫跨許

多部門，而且與醫院臨床的合作也相當緊密。因此在春天時會舉辦 Brain Symposium

讓校內的研究有所交流。此外維吉尼亞州的中部有數所學校聯合起來成立 Central 

Virginia Chapter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CVCSN)，每年輪流舉辦會議交流研究發

現。 

   （圖為Ｂrain Symposium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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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 CVCSN agenda） 

  

美國神經科學年會（Society of Neuroscience）是一年一度神經科學研究者重要

的交流會議，每年與會的人數約為二至三萬人。職的研究主題之一：成人腦中風

的新一代動物模式的開發，研究成果於 2019 年美國神經科學年會張貼論文海報，

有幸與世界各地從事相關主題的學者進行交流。尤其與同領域著名學者卡昂大學

（Université de Caen Normandie）的Ｄr. Denis Vivien 的討論更是獲益匪淺，得到大

師的讚許與鼓勵更是激勵繼續研究的動力。  

   （圖為於 2019 Society of Neuroscience 張貼論文海報） 

  

職將為期一年半的進修成果撰寫為原創學術論文，投稿於國際神經科學期

Blood Advance， 已通過論文審查獲得刊登接受涵，論文電子全文即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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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得 

職此次進修的成行，感謝臺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以及院方的支持，以及陽明大

學李怡萱教授三年前的牽線，得以認識管家義教授，當時短期進修的經驗，更促成這

次長期的再次進修與合作能順利推進，也迅速得到校方的同意與邀請函。後續在簽證

的申請更是得到校方的大力協助，因此我能夠從容不迫地準備出國事宜並且兼顧忙碌

的臨床工作，使得這趟進修有個順利的開端。 

維吉尼亞州是美國政治歷史發展的中心，維吉尼亞大學校園被列入聯合國教育

科學文化組織世界遺產名單校園。在這樣擁有豐富人文以及歷史感的的環境學習和做

研究，實在是難得的體驗。維吉尼亞大學所在的夏洛茨維爾為人口僅四萬的小城市，

其居民多數任職於維吉尼亞大學及其附屬醫院，由此可見學校與地方發展相當密不可

分。職於 2018 年秋天抵達，適逢第九任校長 James E. Ryan 的到任，新校長十分注重

學校與社區的互動，自到任第一年開始舉辦 5 公里社區路跑，除了促進社區的健康，

也落實與社區的連結。 

在醫學研究上，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雖然位處校園東區一隅，緊鄰附設醫院旁

有醫學研究大樓六棟（Medical Research Building 1~6），另外尚有數條街之外的 Fontaine 

Research Park，職所進修的神經科學部即位於 MR-4。醫學院每週的學術教學活動豐

富，除了部門內定期的 seminar，臨床神經科的 grand run、graduate school program 亦常

邀請美國國內知名學者的講座，經常是座無虛席，與會者不論是學生、研究員、或是

教授，都踴躍地針對演講內容或是自身研究遇上的狀況提出問題，而講者往往知無不

言，遇到目前尚未有結論的問題也很真誠地提出自己的經驗，比較近似於「經驗交流」

而非單方向的你問我答，整個過程相當紮實具有啟發性，結束時都能帶著滿滿的收穫

回到自己的研究室。維吉尼亞大學與同位屬維吉尼亞中區鄰近的維吉尼亞聯邦大學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詹姆斯麥迪遜大學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以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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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in Virginia）有密切的往來，除了研究計劃的

合作，每年三月至四月間會舉辦維吉尼亞中區神經科學會議（CVCSN），共享學術

資源並且交流研究成果，是州內的學術盛事。這讓我想到，台灣的年會易淪於大拜拜

形式，也連帶影響醫師們與會的意願。除了聽演講般吸收最新的知識技能，若能將去

「開會」的心態轉換成「分享」，勇敢地提問互相討論，這樣比較有參與感，收穫也

能更豐富，才是個真正的繼續教育活動。 

出國進修除了學習專業知識能力之外，更多的是在全然不同的環境中生活，常

常會與過往在國內累積的經驗相互比較。在國外研究資源豐富，管教授的實驗室能夠

擁有獨立於共同資源中心的動物手術室、正立/倒立雷射共軛焦顯微鏡、即時活體動

物影像攝影，這些都是在國內難以望其項背的硬體設備；過往覺得知名科學期刊上的

論文作者相當遙遠，但在這一年半中，他們也許就是擦肩而過或是一同把酒言歡的同

事。親眼見到在進度報告會議中所展現的數據、討論的問題，轉變為高 impact factor

期刊中所刊登的論文的過程，這種感覺很神奇但又很真實，而且很可能自己就參與其

中。然而外國的月亮並不總是比較圓，在宛如聯合國般的學術研究單位，如何克服語

言的隔閡以開放的心胸去學習、去解決所遇到的任何問題，這些都將化為日後研究的

能力與動力。十分感謝和珍惜行政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以及麻醉部給予這個機會，前

往孕育 Cell、Nature、或 Science 等級的研究機構去體驗以及學習，希冀在未來能持續

這段時間的研究，與所認識的學者保持合作的關係，將所學貢獻於本院，提升本院的

研究能量以及競爭力。 

 

（4）建議事項 

1.  鼓勵跨領域研究 

    基礎研究是臨床進展的基石，然基礎研究的結果要能應用在臨床治療往往還

有一段落差，這個落差需要熟悉基礎研究的臨床醫師來彌補。國內臨床醫師的工

時相當長，要兼顧臨床工作與研究往往是蠟燭兩頭燒，多半就近投入臨床病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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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願意投入基礎研究的臨床醫師相對比較少。透過行政院的經費補助，能有機

會到國外去吸收新知並且專心投入一個研究主題，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經驗。但是

要能將這樣的成效延續在歸國後，則需要現行體制上給予臨床醫師更多誘因與鼓

勵。  

2. 創造英語簡報的環境 

    雖然國人從小就學習英語，能夠公費進修也具有相當的外語能力，但是生活

英語與簡報英語是截然不同的。簡報英語能展現出思考的脈絡與邏輯，用詞需精

準，尤其在發問與回答的時候，更是考驗報告者的能力。一個好的研究主題和結

果，若無法清楚地表達，也會失去展現的舞台，因此除了鼓勵撰寫論文投稿之外，

也須在平時就有練習英語簡報的機會，以期在國際場合有良好的表達，增加能見

度以及促成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機會。 

3. 增加進修時間 

    初到進修所在地時，第一個月在找住處、辦保險、開戶、考駕照，安頓好基

本生活加上教育訓練中一轉眼就過完了。一個研究主題從發想到執行至初步的成

果，可能需要三至五年。所幸在這次的進修，除了先前有合作的經驗，在出發前

也有數個月的討論，加入一個已經成形的團隊幫助我很快地進入狀況，兩年的時

間對於研究的完成度會是比較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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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