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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增老師創作
建於日治時代1907年的醫學專門

學校舊址建築，只留下行政中心

二號館。100多年來成為所有臺

大醫學院校友的精神象徵，2008

年經整修成為臺大醫學人文博物

館。



回憶30多年來，在美國產業公司研發工作及臺

灣學術研究生涯中，一些片段的記憶皆有其

意義。

Serendipity的發現總是快樂的。所謂「眾裏

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

處」。這句辛棄疾的詞，也可以用來描述一位科

學研究者經過潛心思考後、柳暗花明的心情。但

個人對研究工作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是早年得自

臺大學生時期。回想在臺大農化系及化學研究所

時，常常是通宵達旦地做實驗。當年受教於化學

系劉盛烈教授，接受日本式傳統的嚴格學術訓

練。在每週六繳交週報的壓力下，反而做出興趣

來。劉教授的每一位研究生皆被指定個別目標，

我們的研究主題是合成新的有機矽化合物，很

有挑戰性。每當夜深人靜時，獨自走出化學館，

頗有“眾人皆睡，我獨醒＂的自負感。後來我發

現，經過這兩年碩士“苦日子＂的訓練後，不再

認為做研究是件苦事了，反倒有說不完的樂趣。

轉眼間，研發生涯已過了30幾年。讓我深深體會

到，當年在校園6年的行走，未曾介意的臺大校訓

“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卻是有它的內涵，淺

移默化青年學子“貢獻社會＂的抱負及理想。

畢業後，跟著當時出國潮，到Georgia Tech攻

讀化學博士學位，在Cornell及Princeton博士後研究

期間，深入學習科學精神及技巧。指導教授E. C. 

Ashby，放任我自由思考及歡迎隨時口頭討論。更

在Semmelhack研究室延伸此美式的教育方式，也

讓我體會到化學領域的深｢奧與遼闊。當時甚至認

為化學結構式是所有科學的基礎，上帝是個化學

家。

自己的黃金研究生涯是貢獻在美國工業界

Texaco及Shell Chemical Co. ，在此兩家石油與化學

公司總共渡過了16年。期間申請超過100篇以上的

美國專利。在每篇專利申請過程中均思考過，該

技術為公司創造短期或長期利潤的可能性，在改

良公司製程與觸媒及開發新產品上，成功地做出

具體貢獻。後來自己研發能力更成熟，在Shell公

司短短7年間，駕輕就熟地開發出商業化新型汽油

添加劑特用化學品，及一新高分子單體。兩項成

果均長期影響公司研發的方向，貢獻於無形。至

此，我深刻瞭解到，真正有貢獻的產業創新研發

必須結合idea的原創、可行製程、實際應用及經濟

性等綜合性之判斷。這不能只靠個人的力量，需

團隊合作才能達成。

1995年抱著回饋及教育人才的理想回到臺

灣。研究工作從零開始。在國科會補助下建立新

實驗室，選擇高分子合成領域，在毫無設備下，

以一些小玻璃反應器進行實驗。研究方向要兼顧

學術界的“研究＂及應用上的“開發＂，以“滿

足＂國科會的標準及審查教授們主見很深的Peer 

Review。還好，當時新成立的中興化工系處於成

長茁壯期，學生踏實認真。10年下來，讓我有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得意。只是個人的工業

界背景，極其盼望所研發的成果可有實際上之應

用。當時，臺灣工業界正值快速轉型，面對市場

強力競爭，開始體認到R&D的重要性。所以我們

的實驗室很快地得到中油公司、工研院及多家私

人公司之經費支持，在3~5年間充實成為頗具規模

的實驗室，而不必完全仰賴國科會齊頭式平等的

補助。

2000年，奈米技術與材料研究已蔚為主流。

工業技術發展愈趨精緻，人類瞭解到自然界運作

奈米世界的大抱負～
「奈米矽片」和「奈米銀粒子」的發明

文•圖／林江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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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發明家

之尺寸常在1~100 nm範圍，

奈米尺寸材料的發明與應用

將是必然趨勢。實驗室自然

地利用過去的經驗合成雙性

高分子，作為新的界面分

散劑，應用於各種材料如

水泥分散減水劑等，也進

行了天然黏土層間的化學反

應研究。我們合成Polyamine

（Jeffamine｢ Amine）衍生之

分子以為黏土層間變化及

有機改質，並提出“奈米

容器＂構想。（生命的原

始論即是有機胺基酸在層

間Clay下，聚集濃度後製造

出來的！）。這些題目均

兼顧了學術的新穎性及實

用的前瞻性。在2003年我們

創新製造出奈米矽片（Nano 

Silicate Platelet, NSP）（參考

圖1）。一般而言，天然黏

土之層間結構因為正負離子

相吸引，力量很大，脫層困

難。而我們發現此新物質可

具有多種性能，奈米矽片具

有高表面積及奈米尺寸，可

強烈吸附重金屬離子，以及

自排（Self-Assembly）具蓮

花自潔機能及降低熱脹係數

等特性。又其抗菌功能有別

於醫藥或抗生素，此材料之

抗菌功能源自於其幾何形狀

和片狀離子表達之“物理捕

捉＂（Physical Trapping）或

透過捕捉菌體間有機極性小

分子。電子顯微鏡也可直接

觀察到“奈米矽片＂與微生

物的互動過程（參考圖2），故而大膽提出抗菌機制是屬於“物理性＂，

奈米尺寸之材料直接中斷Bacterial Quorum Sensing對話的進行。此論點與假

設期待基礎醫學研究者的進一步驗證。

科學研究的瓶頸常在於研究者陷入個人過去學習的“框框＂，英文字

為Paradigm。跳脫個人固定的Paradigm需要跨領域合作。無可否認，臺灣

的學術研究及工業研發能力，雖有進步，但仍不習慣合作，而是急於追求

短期利益，及個人「成就」。直到2005年轉來臺大，才慢慢建立整合不同

專長的團隊，而有機會跨入自己生疏卻喜歡的領域。在奈米材料的合成研

究、太陽能電池的應用、奈米材料毒理的基礎研究及奈米銀粒子皮膚癒

合…等研究，均能找到優秀的同事進行合作與挑戰性的討論，且陸續作出

長遠之影響。其中之一，本實驗室利用矽片之片狀結構和銀粒子之球狀結

構而達到幾何分散，製成“奈米矽片＂與“奈米銀粒子＂之複合型抑菌材

料－「銀彈900」。跨領域研究實驗證實此一材料具有雙效功能性－捕捉

及撲殺細菌，對被燒燙傷且已感染之老鼠具有療效，並有「促進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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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尤其對抗銀離子性之細菌和

MRSA，即使是真菌亦有抑制效果（參

考圖3）。

在近年兩次嚴重流感期間，我們實

驗室曾公開研究成果，在2003年SARS

期間發表「奈米矽片」抑菌功效，又在

2009年H1N1流行時再對外發表「銀彈

900」的研究成果。在心中仍沒有忘記要

對社會做出貢獻的抱負及理想。 （本期

本專欄策畫／材料系莊東漢教授）

林江珍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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