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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數榮耀中，對伍焜玉而言，

「Houston K K Wu Day」這一天，

絕對不只是個驚奇，它意義非凡值得註記。

投注終生心血  獲得華人驕傲

十二月九日伍焜玉醫師日的頒訂，是德州休士頓

市政府第二個為個人頒訂的紀念日。若非不凡的表

現，若非卓著的貢獻，一個黃種人醫生，何以讓美

國德州休士頓政府以如此榮耀的方式表揚。這雋刻

入德州歷史的紀念，這榮耀的一頁，深具意義。

謙虛低調的伍焜玉對這樣一個日子著墨不多。但

是翻看德州政府推動世界最大的德州醫學中心的雄

心氣魄，在這個專家匯聚、競爭激烈的醫學中心，

要如何在眾多菁英之中出類拔萃、要如何在以美國

人為中心的醫學領域引領風騷，這個紀念日的頒訂，

不僅代表他在醫學領域的成就居於國際翹楚的地

位，更是他推升德州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卓著貢

獻的最佳明證。

因著能源的優勢，位居美國南方的德州是一個富

裕的國際都市，它是財富雜誌五百大公司的第三大

聚集地，擁有世界第六大的機場系統與港口，經濟

創新醫學
集結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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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發展，更讓它同時建造了世界第

二大劇院及第四大博物館。

而美國太空總署在德州休士頓建立詹

森太空中心，從早期的阿波羅登月計畫

到現在太空梭的任務都是由詹森太空中

心負責指揮控制，所以休士頓市政府自

豪的說，人類從月球上呼叫的第一個聲

音就是「休士頓」。

自視甚高的德州政府，在能源與太

空產業之外，五十年前就積極推動德州

醫學中心，他們在休士頓南方十哩處規

畫占地廣達六百七十平方英畝的醫學專

區，所有重要的醫學機構全部集中於

此，世界聞名的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就

位在這裡，吸引世界各地患者前來就

醫，尖端醫療獲得高度肯定。目前建物

多達一百多棟，有將近五十所的醫學研

究機構林立其中，醫學資源的集中與整

合當屬世界之最。

這個醫學中心不僅是德州重要的醫療

與醫學研究重鎮，也是德州最重要的醫

學教育中心。三十年前德州政府為培養

更多優秀醫療人才以支援龐大的醫學中

心，極力推動德州大學及四家醫學中心

成為國際級的世界名校。因此不惜重金

網羅世界人才，伍焜玉也是當時德州政

府禮聘的重要專家之一。

來 到 德 州 之 後， 他 投 注 了 生 命 中

二十三年的菁華歲月。先後擔任德州大

學休士頓醫學院血液腫瘤科主任、德州

一九九四年美國休士頓市頒訂十二月九日為伍焜玉醫師日，友人上前道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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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大學生物醫學研究實驗室兼任教

授、德州大學安德森醫學院癌症血液及

骨髓移植部教授、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

科學中心講座教授、德州大學休士頓布

朗預防分子醫學研究所副所長，並榮獲

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科學中心院長學者

獎及榮任德州大學榮譽終身教授。德州

醫學中心最專業的醫療研究與教學領域

都有他的身影與貢獻。

在加入德州大學的八○年代初期，全

美各地菁英齊聚在此，他以心臟血液研

究權威為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院申請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社區性血管硬化流

行病學研究計畫」，在美國各地進行大

規模的研究，這個計畫相當知名也非常

複雜艱困，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因此

推升德州大學成為引領美國心臟血液研

究的一流學府。

而長達二十年的前列腺素整合計畫，

他帶領團隊專攻血管壁及血液細胞前列

腺素之新陳代謝及製造調控的研究，也

讓德州大學成為前列腺素酶之生化及分

生機制研究的國際名校。

始終無法建置完成的臨床試驗中心，

更在他的帶領下，突破多年申請失利的

困境。對德州大學躋身身世界一流大學

有非常顯著的貢獻。

伍焜玉感懷能身處世界頂尖醫學中

心，讓他有豐富資源可以盡情揮灑熱血

奉獻心力，終而創造德州大學及自己生

命的顛峰，是努力、是機遇、是一切的

和合，在埋頭苦幹的歲月中，他不斷被

驚奇的榮耀感動，在不可知的異域，他

以傲人的成就與驚奇相逢。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頒發這項訊息

當天，伍焜玉與石隆津一起上臺接受休

士頓政府的表揚，心中滿是喜悅。他突

破人種的分別、衝破激烈的競爭，在美

國德州醫學的發展史中，留下臺灣人留

美奮鬥驕傲的一頁。

無論是追尋自我的人生或是為國家效

力，伍焜玉都以其低調踏實的人生態度

默默埋頭前進，猶如他每個清晨獨自在

院區步道疾行，這條人生的道路他快速

疾走，這條國家生物科技奠基的道路他

快速耕耘，默默努力的身影最終散發的

必是亮眼的光芒。

整合國內外經驗

推動中老年健康調查

帶著國際的經驗大力整合國內外資源

之外，伍焜玉以其參與美國社區性血管

硬化流行病學研究計畫的經驗，提出運

用大規模的社區流行病學調查研究進行

國人日益重要的健康老化議題探討，根

據此一提議，國衛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

所從二○○八年開始，投入大批人力啟

動高達五千人的臺灣社區中老年健康調

查。

這項調查總共結合全臺七所醫院進

行，包括苗栗弘大醫院、嘉義朴子醫

院、楊梅怡仁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

花蓮門諾醫院、高雄阮綜合醫院及臺北

新光醫院，許多重要的議題正在進行，

希望藉由在地的深入調查，對臺灣年長

者能活躍老化的公共衛生政策提供重要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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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實證基礎。「熊昭所長相當不容

易，自己默默努力與各醫院交涉，完成

臺灣科學實證上最重要的公共衛生議

題，對臺灣日漸重要的老化問題將會是

非常重要的論證基礎。」伍焜玉欣慰的

說。

身兼醫師與科學家的經驗，讓伍焜玉

在醫學研究上特別重視臨床的運用，回

到臺灣他積極推動近年歐洲相當熱門的

轉譯醫學，強調要將實驗室研究成果轉

譯成臨床診斷、治療可用的結果。因而

與國民健康局共同推動健康政策轉譯，

選定臺灣普及率極高的腎臟健康議題共

同進行以科學實證為基礎的整合性防治

策略，成效卓著。

而在臺灣日益嚴重的藥物成癮問題，

國衛院團隊針對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開辦

的美沙冬替代療法及其他成癮藥物進行

針對國人體質有效治療的基礎與臨床研

究，希望提出最佳的公衛政策建言。並

伍焜玉與霍克教授

發明的「伍氏方法」

備受重視，登上芝

加哥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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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一○年開辦第一屆成癮次專科醫

師臨床與研究訓練計畫，培養成癮醫學

專業人才，將藥物成癮的治療導引上專

業的道路。

投注在國內重大公共衛生議題之外，

促進臺灣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是國衛院

肩負的重要使命。生技製藥是一條需要

國家長期支持的高科技研發，國衛院擁

有臺灣生技製藥最傑出的研發團隊，在

當時院長伍焜玉尊重專業、完全授權的

支持中，二○一二年國衛院生技與藥物

研究所宣布成功締造第一個行政院促成

生技成功案例。

這個由國衛院研究團隊自行研發並

帶領國內六家製藥產業聯盟共同開發的

糖尿病新藥，獲得臺灣及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通過執行第一期臨床試驗，開創

國內產官學界第一個成功合作的案例。

除了展現國家衛生研究院在新藥研發的

實力已達國際水準，藉由國內藥廠的參

與，也提升了國內整體生技製藥產業的

競爭優勢，創立國內生技及新藥研發的

新里程。

領導國衛院  傑出成就新里程

此外，在基礎科學的研究領域，更

是不斷有登上世界權威雜誌如《細胞

（Cell）》、《美國科學月刊（PNSA）》、

伍焜玉指導學生嚴謹而嚴格。



人醫心傳2014.761

《自然遺傳（Nature Genetics）》等專

業領域期刊的突破性成果。國家衛生研

究院也展開一連串的傑出成績。由伍焜

玉從美國延攬回臺擔任分子基因醫學研

究所的王陸海所長領導的團隊，揭開了

腸道與其他器官之間免疫溝通的密碼，

確認腸道健康與身體其他臟器健康密切

相關的古老智慧。由伍焜玉兼任所長的

細胞與系統醫學研究所，在早衰細胞的

老化機制上有突破性的進展，發現了造

成老化的關鍵因子，透過該機制的控制

可以延長早衰小鼠壽命達二點五倍，這

是繼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研究所在二○○

三年針對衰老問題提出重大發現後又一

全新的突破。

此外，在國際幹細胞領域研究如火如

荼的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 iPS（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研究也有新穎

發現，利用胎兒臍帶血管裡的人類臍靜

脈內皮細胞，突破地僅需要利用二個非

致癌性的基因，就可以將內皮細胞轉變

成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這是臺灣在此

一領域第一個傑出的成就。

在醫療與高科技工程結合的研究上，

奈米醫學中心於二○一二年發表一項不

需使用具有放射性之前驅物即能製備具

有放射性奈米金粒子之新發現，可應用

於體內進行放射治療。醫學工程研究組

則研發出可取代目前人工玻璃體，具商

品化及市場潛力之可注射式水膠作為人

工玻璃體之應用，獲得二○○九年第七

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血管分子生物工

程研究團隊對於血流力學如何調控動脈

硬化症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榮獲世界知

名雜誌刊登。

同樣由伍焜玉自美國延攬回臺擔任免

疫醫學中心主任的譚澤華研究團隊，也

領先全球首揭調控自體免疫疾病反應的

重要機制，開發治療用之標靶藥物，為

未來在治療自體免疫疾病、癌症及肥胖

引起的相關疾病提供了一種深具潛力的

藥物發展新方向。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則利用猴腎細胞

研發腸病毒 71 疫苗，於二○一○年底

通過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第一期臨床

人體試驗許可，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

目前已技術轉移生技公司，是國內疫苗

產業的重大進展。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

研究計畫，則由生策會與生物科技公司

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一起合作疫苗製

造與製程開發，為疫苗研發及生技產業

注入更多動能。

而癌症研究所研究團隊在臺灣癌症臨

床研究合作組織年會上發表十四個基因

標誌檢測胰臟癌的創新方法，是胰臟癌

患者的一大福音。由群體健康研究所熊

昭所長帶領臺灣團隊與美國國家衛生研

究院合作長達十年發現的亞洲不吸菸女

性肺癌易感基因位點，則為不吸菸肺癌

找到突破性的防治契機。伍焜玉自己則

帶隊攻克十年困境，找到人類自體抗癌

護衛因子 5-MTP。

伍焜玉的領導，不僅帶領國衛院不斷

綻放頂尖的研究成果，對於人才的培養

看到成長與茁壯的喜悅，生技產業的發

展正一步步邁向嶄新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