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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今年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的雙年會主題為 Bioscience for the 21
st
 century: 

Emerging Frontiers and Evolving Concepts。此次開會共計五天，內容以 symposium

和 poster display 為主，總計有 84 sessions，分 5-6 個會議室同時進行，另外有

12 個大會演講。我們很榮幸受邀演講，參加這次研討會。 

此次會議，以基礎科學為主，涵蓋所有生物醫學相關研究。會中與本局業務

相關之感染症研究，除了我們報告流感及結核病相關的題目外，場中穿插不少與

HIV, HBV, HCV, HPV 等病毒造成的感染、引發的癌症及疫苗研發的研究。此行

讓我們了解美國華人在研究上的努力與成就，也由開會知道一些尚未發表但正在

進行的研究。由於在中國大陸舉辦，會中了解對岸對研究大量的投入及進展，並

已開始注重應用與產業發展，這與台灣努力發展生技產業相類似，值得我們密切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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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參加 2011 年在中國廣州舉行之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的雙年會，台大黃立民教

授為這次年會 recent development in infectious diseases 與 important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s 兩個會議主持人，邀請我們參加這次在中國廣州，由當地中山

大學協辦的雙年會。與會目的，除分享台灣疾病管制局在流感病毒與結核病的研

究，並觀摩學習其他學者之研究成果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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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行程 

日期 工作日誌 地     點 行  程  內  容 

7/24 啟程、抵達 台北→廣州 路程 

7/25-29 開會 廣州 開會 

7/29 回程 廣州→台北 路程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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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與會過程 

 

美國華人生物科學學會（SCBA）(http://www.scbasociety.org/) 兩年前，在台北的

中研院開過第十二屆的雙年會，今年十三屆選在廣州開會。白雲國際會議中心是

一個很大的會議場所，離市區有些距離，七月 25、26 日，除了 SCBA，還有 ASBMB 

(American Society of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的會也在同一地點開會，

所以有些講者其實是兩邊都有演講。 

 

本局兩位同仁的報告是在會議第四天下午的 session，當天同場還有 University of 

Nebraska 的 Pro. Charles Wood 報告在 Zambia 追蹤的 HIV subtype C 的 

mother-infant pair cohort; 成功大學的王貞仁教授報告台灣南部的腸病毒 71 型別

從 1998 年到現今的演變 (C2-> B4 -> C4-> B5)，但過去一直存在的腸病毒為什麼

會在 1988 年突然造成大流行呢? 發現在容忍溫度和毒性 (VP2 149M 和 VP1 

145E) 都比原來的型別來得強，並討論不同亞型之間的 cross protection 的可能

性；台灣大學的王錦堂教授報告台灣北部社區的 Klebsiella pneumonia 亞型的流

行狀況，雖然以 K1 為主，但其實也只佔 7%而已，並介紹在小鼠的模式中，以

phage 來當作除了抗生素以外，治療多重抗藥性的 Klebsiella pneumonia 的輔助

方式。本局兩位同仁題目分別是 Emergence and Spread of Oseltamivir –Resistant 

Influenza A/H1N1 Viruses，及 Tuberculosis: The View from Asia。首先，自

2007-2008 年的流感季起，具 oseltamivir (Tamiflu)抗藥性之季節性流感 H1N1 病

毒 (seasonal H1N1 viruses)的數目於全世界開始顯著增多，這些病毒皆於其 NA

蛋白帶有 H275Y 的胺基酸突變。在台灣，此類抗藥性病毒株亦於 2008 年 9 月的

14.3%迅速擴增至同年 12 月的 100%。為暸解 oseltamivir-resistant seasonal H1N1

病毒快速散播的機制，本研究以台灣於 2005-2009 年的 25 株 HA 分別位於 clade 

1, 2A, 2B-1, 2B-2, 2C-1 以及 2C-2 之臨床分離株作為代表，分析其完整基因體全

長序列，探討各基因片段於此時期的演變情形。結果顯示，2007-2008 年流感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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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流 clade 2B-1 病毒，是藉由一個 4+4 的機轉，在 clade 1 與 clade 2 病毒之間

進行重組而來，並引起後續的大規模流行。此 2B-1 病毒亦持續產生其他胺基酸

突變，包括 HA 蛋白的 A206T；NA 的 H275Y、D354G；PB1-F2 的 L30R、H41P

以及 PB2 的 V411I 與 P453S 等，進而引發台灣於 2008-2009 年流感季之

oseltamivir-resistant seasonal H1N1 病毒大規模流行疫情。藉由本研究於季節性流

感各 clade 病毒株的綜合比較結果，可知無論基因重組或是突變對於流感病毒的

大流行皆為很重要的因素，而 oseltamivir 抗藥性相關的突變 H275Y，則是在病

毒演化過程中，以類似搭便車(hitch-hiking) 的方式取得，形成目前已知的

oseltamivir-resistant 季節性流感 H1N1 病毒株。再來簡短地利用 20 分鐘分享由亞

洲的角度來看結核病，包含介紹亞洲仍然是全球 55%結核病發生的地方，在治療

社區肺炎時不要忘記有一定比例的病人是結核病，而使用 Fluoroquinolone 藥物

給予社區肺炎經驗性用藥，在 meta-analysis 中，有延誤診斷和產生抗藥性的問

題。而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的研究，也讓我們更應該小心使用 Fluoroquinolone 藥

物的治療；對於含有 Gatifloxacin 的治療，是否真的能夠在九個月治癒 80%以上

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是另一個在 2013 年以前可以得到的答案。北京株有 35%

的越南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新病人，抗藥性才是造成治療失敗的主因，而非北京

株；而在已經接受過治療的病人，北京株是否會讓抗藥性的病人失敗比例更高，

就需要比較大規模的研究了。 

 

其他與本局業務相關的重要內容:  

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Kwok-Yung Yuen): 演講題目 emerging microbial agents in 

humans and animals in Hong Kong and Southern China，2003 年 SARS 後，香港對

新興病原體的研究特別注重，業已建立人類與動物疾病之監測與檢驗體系，這是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會中袁國勇教授提到 rhinovirus(HRV-C)與疾病的相關性，

人類與動物 coronavirus 的發現與研究，利用新的定序技術 ion Torrent 快速地將

德國 STEC O104 H4 與香港猩紅熱 Scarlet fever 等病原體定序的過程。還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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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病原體的發現與研究，如 Rhizopus microsporus 、paramyxoviruses 

(Tuhckovirus)、porcine hokovirus 等，他的研究，說明新興疾病很多為人畜共通，

動物病原體監測的重要。 

美國 Robert Webster ：演講題目 influenza, wild birds to human: A one world 

problem，Webster 博士全球有名研究流感病毒的學者，會中解說流感病毒如何從

感染鳥類到人類的過程，以及對可能成為大流行病毒之監測，從 2009 年新型流

感病毒 H1N1 從墨西哥、美國開始流行，他也承認當初他提出亞洲是流感病毒的

epicenter 的理論須修正。他特別強調除了鳥類外，豬流感病毒的監測，對大流行

病毒之監測也很重要。另外，對 H5N1 流感病毒的現狀亦有說明，他擔心 H5N1

流感病毒經與其它流感病毒 reassortmnet，得到在人類間之高傳染力，將引起另

一次的大流行。 

美國何大一(David Ho): 演講題目 passive antibody approaches to HIV prevention，

在 HIV 疫苗尚未研發成功，抗病毒藥物有抗藥性的問題，何大一博士利用人類

化之抗體(專一辨認 HIV 之受器 CD4)，有效地抑制 HIV，降低病毒量。Phase 

1(N=24) 正進行中，phase 2a (N=~100)將於 2012 年在美國進行，phase 2b 

(N=~1500)預計於 2013 年在南非與或中國進行。此抗體亦進一步最佳化，提高其

效果。若臨床試驗效果佳，則又多一對付 HIV 之利器。(在中國大陸進行臨床試

驗，阻力小，收案人數多)。 

 

EV-71 

台大的黃立民教授在第二天的會議中，是二位報告腸病毒的學者之一，他們的團

隊認為腸病毒 71 型之所以會在亞洲大流行但歐美卻少見，是因為亞洲人有

HLA33 的比例為 17~35%，但白人只有 1%不到。此外他們也在嘗試尋找與病毒

毒性增高相關的原因，其中非結構蛋白 2B可以減緩 Mcl-1 (是一種 PEST蛋白質)

在病毒的代謝，可能與毒性有關; 且 2B 可以透過 E3-ligase 減少細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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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 

Feng Li (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研究流感病毒 matrix 1(M1)對病毒複製

(replication)的影響，結果發現 M1 residue 115, 137 共同演化且突變後降低病毒的

產生。賴明昭教授(Michael MC Lai, 台灣)研究流感病毒蛋白質轉譯後修釋，如

ubiquitination, sumoylation 對病毒的影響，結果發現病毒 NP 蛋白質會被

ubiquitination，而病毒 M1 有 sumoylation 的情形。M1 的 sumoylation 與病毒 vRNP

被移往細胞核外以及產生病毒之外型有關，這些研究提供發展藥物對抗病毒新的

標的。Hualan Chen (中國大陸) 發展多種禽類使用之 H5N1 疫苗，例如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與 H5N1 雙價疫苗，利用 duck enteritis virus(a herpes virus)為載體病

毒之 H5N1 疫苗。Haroldo Toro (Auburn University, USA) 利用 adenovirus 為載體

病毒之流感疫苗，將含流感病毒 HA 之 adenovirus DNA 注射入雞胚蛋達到免疫

作用(in ovo vaccination)。De-chu C. Tang (Vaxin Inc, USA)報告利用 adenovirus 為

載體病毒之人用流感疫苗，結果發現單 adenovirus vector 本身就會引起對抗流感

病毒之免疫反應，令人意外的實驗結果，引起大家討論，尚待後續的使用與臨床

試驗的進行。 

 

Flavivirus 

陽明大學的謝世良教授報告他登在 Nature 2008: 453:672-676 有關透過 lectin 

CLEC5A 的調控 (Anti-CLEC5A mAb)，可以減少在小鼠的 pro-inflammatory 

signals，而且對 IFN-alpha 不會抑制，所以有選擇性而非全面打壓免疫力。同樣

的，在 Japanese encephalitis 的小鼠，也看到經過對 lectin CLEC5A 的調控，有類

似的結果。 

 

SFTS bunyavirus (SFTSV)  

這是今年中國 CDC 在 NEJM (2011/3/16)報告的醫院群聚事件的禍首，由 National 

Institute for Viral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 Mifang Liang 來報告。她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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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什麼是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然後再報告他們透

過驗証柯霍氏假說(Koch’s postulates)的每一步，從這個疾病的病人身上分離出病

毒，也在野外的 tick 分離出來(兩隻) 兩隻 ticks 分離出來的 SFTSv 和病人所分

離出來的基因型相似性達 96-98%  。此外，在有 SFTSv 病人的省份進行的動物

血清學研究，想知道動物被該病毒感染的狀況，發現羊 76%、牛 63%、狗 26%、 

貓 0%，可見在動物的傳播是很普遍的。而血清學上，在恢復期病人，可以証明

有 4 倍上升的 IgG；病毒傳染給老鼠會發病，發病的症狀和人類很像以外，病理

切片可以看到合理的病灶。她還介紹了某家醫院是怎麼在院內造成兩名醫師得

病，以及指標個案的孩子又怎麼在遺體上哭，以致於沾到血而感染發病。我有問

他們如何改善醫療沒有手套作防護的問題，因為這個病目前還是可以因為被叮咬

而傳染，不少農村都還是有這樣的 tick，隨時都還是會有出血的 SFTS 病人，除

了控制 vector, 其實做好感控應有的接觸隔離就能預防院內感染。不過講者似乎

以為我們要問 anaplasmosis (之前誤以為 SFTS 是由另一種 tick born disease)，所

以回答說，大概還是有一定比例的病人，其實不是 SFTSv 造成的，還是有可能

是 anaplasmosis。 

  

HIV 

陳宜民教授受邀報告台灣靜脈藥癮者的可能傳染來源，可以追到雲南，傳進台灣

南部，然後中部才到北部，有部份性工作者/MSM 也有這種菌株。用基因型去測

未治療過的病人的抗藥性，未發現抗藥性，但實際上，用表現型去看，CRF07_BC

對於 protease inhibitor 是有抗藥性的問題的。美國 NIH 和中國的 CDC 分別都有

報告疫苗發展的近況，Marjorie Robert Guroff 的 Jean Patterson 介紹他們在

preclinical 的動物試驗，以 adenovirus 為載體的 Ad5hr- SIV env/rev + Ad5hr-SIV 

gag + Ad5hr-GFP，在動物的免疫反應透過 prime- boost 的策略，都有免疫反應。

給的途徑不同，目前沒有看到差別。中國則由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 Yiming Shao 主任來報告，說已經完成 phase 1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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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vaccinia Taiantan (VTT) 當作載體的病毒疫苗。 vaccinia Taiantan 據說是中

國 20 歲以下的年輕人所接種的 HBV+HCV+MMR 的 combination vaccine 所使用

的 vector, 是中國自己發明的，是一個 attenuated 的 small pox ; 將HIV的 gag, pol, 

and env genes from CRF_07 strain (中國 20% 的 HIV-1 是這型的)。 Preclinical 

animal study 看起來有不錯的 immune response, 而 phase 1 已經完成 48個健康成

人，沒有造成感染，也沒有grade III及以上的副作用，故中國CDC正在等待 SFDA

的審核，希望能夠進行 phase 2 的 clinical trial。China AIDS Vaccine Initiative 

(CAVI)是 AIDS Vaccine Asia Network (AVAN)的一部份，結合學校, 研究單位和防

疫單位，拿的 grant 叫 Chinese National Hi-Teq Project。這個主任在最後給了一個

比喻: 40 年前，很多人爬不上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因為最後一段幾公尺很難爬

上去。中國人在那兒架了個梯子，從此只要能爬到那兒，就應該能登頂了。比喻

中國願意在 HIV vaccine 的發展上，擔任最後一里關鍵梯子的角色。此外澳洲

Burnet Institute 來的 Johnson Mak, Univerity of Melbourne 的 Domian FJ Purcell，

Uni. Amsterdam 的 Ben Berkout，都有關於 HIV，分子生物的研究分享，他們都

想透過藥物以外的方式，找到治療 HIV 的方法，也提醒 HIV 病毒其實是不斷地

在變異，還沒做完疫苗的 trial，可能就產生新的 mutation，必須找到 HIV 病毒非

它不可，要生存下去的元素，才有可能找到比藥物更好的，能夠 HIV 治癒的方

法。David Ho 也有受邀給一個 Plenary talk。他希望 HIV neutralizing mAbs 可以

成為新一代的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的方式，可能可以不需要天天使

用，與現在有的治療不重複。Ibalizumab 是一種會跟 CD4 的 gp41, gp120 的 

Domain 2 接合的 monoclonal antibodies，既安全，又可以讓 HIV 不活化，是目

前在多重抗藥病毒量很高的病人的 salvage clinical trial 中，表現不錯的藥。如果

要使用在 PrEP，則打法如下 : 800mg Q2W -> 2000MG Q4W。Phase 2a 會在今年

底前開始，而他希望能夠與中國衛生部合作，在中國(MSM)以及南非(heterosexual) 

進行 phase 2b，而這個部份希望在 2013 年進行。然而這個 monoclonal antiobodies 

需要在 potency and breadth 部份再進步，藥效才能顯現，尤其是半衰期 3.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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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藥動學上需要至少增加 3 倍，這方面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來改善。 

其他像 HPV, HBV 及 HCV 都有不少講者有精彩的演講，其中在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的 Dr. Doug Lowy 的 Current and future preventive HPV vaccines，非常精

彩，雖然不是防疫業務範圍，還是非常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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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心得及建議 

1. 北美華人的研究能量還是相當強，台灣早先出國的世代，目前都已經進入 50

歲，而年輕的學者出國的比例較低，或者出國再回國研究，也不一定有好的

實驗室可以讓他們回國做事，或安心工作，對於國內基礎研究，或者未來應

用基礎研究到臨床試驗或防疫作為，可能都有影響。近年來，國家經由教育

部或國科會有提供一些獎學金，鼓勵博士班學生出國進行短期的國外研究，

但長期地獎助還是比較有限。 

2. 中國因為人口眾多，競爭也很激烈，SCBA 有很多中國學生來參加 (主要是

中山大學為主，但也有從其他省份來的學生)，這可能也是許多國際會議會選

擇到中國大陸開會的原因。中國政策上用許多”計劃”來鼓勵學者，像包工程

一樣地進行著，並且計劃性地鼓勵海外的華人學者(包括台灣學者) 透過計劃

到中國講學或者設立合作機制。可以看到在學術會議中，這些種子慢慢地發

芽，但是中國跟台灣也有一樣的問題，例如，往往較優秀的學者留在美國，

可能到一直到退休才回國。 

3. 新興疾病、人畜共通疾病(含流感)的監測與研究，宜平時投入研究，培養專

責團隊，一旦有不明病原體出現，能即時準確地檢驗，並進行病原體之基因

體構造與序列分析。 

4. 會中介紹中國大陸之生物醫學之發展，提到大陸第 12 個 5 年規劃的建設之加

快醫療衛生改革發展提到之重點為”轉化醫學為核心，大力提昇醫學科技水

平，強化醫藥衛生重點學科建設”，尤其對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

之重視，生物醫學之研究，已開始注重應用與產業發展，這與台灣努力發展

生技產業相類似，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5. 本局的法定傳染疾病，只要能強而有力的執行已知的知識，可能就已經能讓

疾病的控制很好，但對於未知的知識，就必須要透過研究，才能讓台灣控制

疾病的上中下游，彼此合作，在國際上才會佔有一席之地。而這種上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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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工作，一直都不是做得很好，也沒有行政上有力的支持或配套，這實

在是衛生署、國科會和中研院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