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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葵研究中尋寶

專訪鄭源斌教授

研究室的秘境 

4/22⽇下午，當我們走進⼀間隱密的辦公室時，發現了⼀個擺放著許多分⼦模型的櫥窗和⼀個⼗分

顯眼的⼤⽔族箱，裡⾯充滿各式各樣的海葵，散發出了五顏六⾊，令⼈驚艷的螢光「這些螢光⾊的

海葵……」教授侃侃⽽談地對我們介紹，⽽為我們介紹著這些的正是我們今天要採訪的對象—107

年獲得吳⼤猷先⽣紀念獎的鄭源斌教授。在採訪前，「教授」這個詞總被貼上嚴肅的標籤，讓⼈⼼

⽣⼀種無法隨意親近的距離感，剛開始我們戰戰兢兢地踏入辦公室，直到他⾃信地為我們解說他的

研究時，才讓我們感受到更多的是對研究的專業及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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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天然物就如同尋寶


傑出系友鄭源斌教授，於⾼醫化學系畢業後到中⼭⼤學

就讀海洋⽣物科技暨資源研究所，曾⾄台灣⼤學藥學

系、加州⼤學海洋學研究所進⾏博⼠後研究，現任⾼雄

醫學⼤學天然藥物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海洋天然物跟台

灣特有陸地植物，是國內⾸位研究海葵中天然物的學

者，他從海葵中分離出相當具有醫藥潛⼒的蛻⽪激素，

此研究更是讓他獲得科技部107年吳⼤猷先⽣紀念獎。


在廣⼤的未知領域中尋找具有價值的物質，將其應⽤於

醫藥⽤途，由於許多天然動植物本⾝具有毒性，主要⽤來保護⾃⼰，因此若從它們⾝上分離出這些

具有毒性的成份應⽤作為標靶藥物，⽤以殺死⼀些對⼈類有害的病毒，例如從海葵裡分離出的蛻⽪

激素，具有抗癌、抗登⾰熱病毒及抗發炎的效果，可抑制癌症腫瘤

的轉移。教授表⽰，天然物化學屬於有機化學及分析化學的綜合

體，在百年前天然物化學曾是諾⾙爾的熱⾨研究領域，然⽽後來經

過⼀段時間的沒落，直到抗瘧疾藥物青蒿素的研究於2015年獲得諾

⾙爾⽣醫獎，此領域才⼜重新被重視。


教授⿎勵學弟妹，若具備分析化學及有機化學的相關知識，可以來從事天然物化學這⽅⾯的研究，

由於化學系學⽣具有良好的背景知識，無論是學術界或是進入藥廠、⽣技廠都非常具有優勢。近年

來天然藥物研究蓬勃發展，政府也⿎勵這⽅⾯的研究，可說相當具有發展的潛⼒，若同學們對天然

物化學有興趣，未來想往此領域發展，⼤學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將有機化學及分析化學學好，此外，

「群論」這⾨課也和天然物化學⼗分相關，群論注重化合物的立體空間關係，算是相當重要的課

程。


擇其所愛


教授認為從事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興趣」，持續地保有對研究的熱忱，並朝著⾃⼰有興趣的領域，

如此才可以愉快地⼀直研究下去。從事研究和投入職場就業的差別在於學術是⾯對學⽣，⽽學⽣是

可被允許犯錯的，因此當老師也必須擁有偌⼤的耐⼼。⼜談起曾

經在加州⼤學從事博⼠後研究的經歷，教授說：「國內和美國的

研究環境其實沒有很⼤的差異，台灣的設備也不比美國差，最⼤

的不同就是『語⾔』，因為所有最新的知識都是⽤英⽂發表，所

以在美國做研究會進步很快，競爭也更加激烈，假如家庭環境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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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研究最重要
的就是「興趣」』

『在廣⼤的未知領
域中尋找具有價值
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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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議⼤家可以出國研究。」


在談論專業領域之餘，教授也跟我們分享⼀些當年在化學系就讀時的事情。在⼤學四年學習過程

中，多少會碰上⼀些阻礙，教授說當年他也跟⼤家⼀樣遇上了差點被當的難關，他覺得物理化學⼤

概是最難的科⽬之⼀了。教授還分享了他覺得相較於乏味的物化和化數，以及較有趣的科⽬——前

⾯說過的群論，教授⼀邊講解，⼀邊興致勃勃地拿出分⼦模型跟我們分享，由於群論與空間概念有

很⼤的關聯，因此在學習時就覺得比其他科⽬有趣很多。

跌倒不可怕，重要的是爬起來


校園⽣活如同⽩紙，要擁有什麼樣的⾊彩是由⾃⼰決定，畫筆就握在⾃⼰⼿中，除了學習之外，還

有許多有趣的事物等著我們，⽽教授在⼤學期間，當然不是只有讀書⽽已，還參加了柔道社，「跌

倒了要趕快爬起來」教授說這是他在柔道社所學到的，⼤家眼中的柔道就是摔來摔去，卻都忽略了

爬起來是最重要的。⽽教授也分享了許多參加社團的優點，除了可以運動，也能在社團中認識許多

不同科系的學長姐及同學，還能擴展⾃⼰的視野，「應該選⼀個社團參加，這對⾃⼰的⼤學⽣涯是

有幫助的。」教授給學⽣們的建議，社團也是⼤學⽣涯中所不可或缺的⼀道⾊彩。


不要為過去的事後悔


⼈⽣如此漫長，即便是成功的⼈多少也都會有⼀絲後悔的事吧?我以前⼀直這麼認為，可是當我們

向教授問起「會不會後悔」，得到的回覆並不是他曾經後悔的故事，⽽是⼀句「不要對過去的事後

悔,對做過的事情要去⾯對和承擔」，當下也許會不解怎麼能都不後悔。但其實後來想想，教授說

的沒有錯，如果要後悔，那其實有太多太多的事會讓⼈後悔，可是⼈⽣是向前走並不是向後退，與

其⼀味地後悔，不如好好⾯對及承擔⾃⼰曾經所做的事情，在⾃⼰覺得不佳的部分予以改進，這樣

其實對往後的⼈⽣才是真正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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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對過去的事後悔,對做
過的事情要去⾯對和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