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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即時新聞》（2011/04/13）台灣在醫學研究上一日千里，由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教授謝達斌帶領的研究團
隊與加拿大國家研究院費經6年的合作，創下佳績，其中由駱馬身上分析出來的單域抗體，結合多功能奈米分子顯影
劑，運用在癌症治療上，可以有效的快速診斷，並且達到標靶治療，治療上有極高的臨床價值，目前已經開始進行技
術轉移，有利後續醫療產業開發。

謝達斌教授日前帶領台灣研究團隊訪問加拿大國家研究院，12日加拿大國家研究華裔籍于葵教授也到成大訪問，雙
方進行密切的交流，可望達成更高效率的合作關係，創造更多的醫學研究成果。台灣與加拿大跨國合作團隊包括台大
、台師大、交大、成大共七位教授，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則有4位教授參與，都是相關領域的佼佼者，合作實力相當可
觀。

謝達斌教授指出，台灣和加拿大雙邊合作，源於最早奈米材料的運用，雙方合作研究題材極為類似，台灣團隊在200
5年研發出第一代的奈米顯影劑，6個奈米大的顯影劑，用在肝臟與腎臟的檢查診斷，引起國際高度重視；後來第四
代的顯影劑可以同時在核磁共振和電腦斷層掃瞄中標定癌細胞，並顯示癌細胞內部致癌分子的表現，比起傳統顯影劑
僅能概略顯示腫瘤位置，此項突破不僅更敏銳地在兩種最重要的臨床斷層掃描模式中找出腫瘤立體位置，更能解析出
細胞內基因表現的特質。

具有多功能的奈米顯影劑，不僅降低成本，最重要也可以降低病患使用傳統高劑量顯影劑的副作用和後遺症，當時該
論文引發國際高度矚目，更獲得化學界高度重視，去（2010）年被《美國化學會會刊（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選為封面故事。

另外，台灣和加拿大研究團隊從安地斯山無峰駱馬分析出單域抗體，結合多功能顯影劑，更具診斷與治療價值。謝達
斌教授指出，單域抗體僅有一般抗體十分之一、結構穩定、成本低、不容易變形，而且可以對抗外在物理化學環境的
變化；利用單域抗體結合噬菌體，可以快速篩選出多功能奈米粒子的標靶分子；此一標靶分子能有效的抑制癌細胞分
裂、轉移及癌病灶微環境的惡化，效果極為可觀，目前業已正針對此一發現進行專利申請與論文發表中。

謝達斌教授解釋，單域抗體和多功能顯影劑結合的概念，就如同飛彈的雷達導彈裝置和飛彈結合，不同的導彈裝置結
合不同的飛彈，就能將飛彈準確的帶往目標地，因為不同的癌症有不同的藥物治療，將藥物連接上標靶蛋白分子，也
可以直達目標做有效快速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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