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情與事

◆學術類――王惠鈞先生

王
惠鈞院士畢業於本校化學系，1970年

取得化學碩士後，赴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檳分校進行結構生物學相關研究並於1974

年取得博士學位，隨後赴麻省理工學院投入

研究工作14年，並於1988年起任教於伊利諾

大學。2000年受延攬回國任中研院生化所所

長，在生化科技、農業、醫學、能源研究等

領域貢獻所長，且於本校及國內多所大學教授結構生物學，指導碩博士生，培育許多國內

外生化與生技領域的優秀研究人才。

王院士以研究結構生物學與蛋白質體學為專長，從事核酸與蛋白質結構相關研究逾四十

載。1978年解出世界上第一個抗癌藥與DNA複合物的結構，之後投入各類重要抗癌藥物與

DNA分子作用的結構研究，成為新一代抗癌藥物設計的重要依據。1979年首次發現左旋DNA

並解出其雙股螺旋結構，開創特殊DNA研究的新領域。返臺後仍延續DNA結構相關研究，

也投入重要新穎酵素蛋白的結構解析。解開致病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形成色素的關鍵酵素結構

及表皮葡萄球菌TcaR蛋白與不同抗生素的複合結構，提供抵禦超級細菌的契機。利用蛋白體

研究發現擬DNA蛋白ICP11，在臺灣開創DNA擬態蛋白研究新領域。開發利用冠狀醚與蛋白

質結合形成複合物的技術，使蛋白質分子較易形成規律鍵結與排列，克服蛋白質結構解析上

的結晶難題，帶領蛋白質結晶學進入新的里程碑。近年來更積極進行藥物發展，改造抗體大

幅提升藥物效能，並以引致阿茲海默症重要酵素QC分子結構，開發小分子藥物。

2006年任中研院副院長，五年任期內加速提昇院內生醫研究相關儀器設施，協助國

家生技園區的規劃，也關注藥物研發與創新，共同提出並執行國家型生技醫療科技計畫

（NRPB），積極推動產學研合作。

王院士為國際頂尖結構生物學家之一，發表許多學術論文於國際著名科學期刊，且有

十餘項國內外專利，其學術成就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曾獲選為發展中世界科學院院士、臺

美基金會科技工程人才成就獎、經濟部國家發明創作金牌獎、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大紐約

區分會傑出成就獎，以及生命科學組總統科學獎。另外，王院士創立的生化科技相關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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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如臺灣蛋白體學會、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及社團法人臺灣抗體協會，提供

產學研合作與交流的平台，對人才培育不遺餘力；2011年接任亞太生化暨分生科學家聯盟

（FAOBMB）會長，並於2018年接任國際生化暨分子生物學聯盟（IUBMB）會長，IUBMB

涵蓋歐、美、非洲及亞太大洋洲，是臺灣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科學家。

 傑出校友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U4Dl7JQg

代表傑出校友致辭
今天很榮幸代表今年八位傑

出校友來跟各位說幾句話。首先我

想我們幾位都要感謝母校對我們的

努力能夠肯定及認同，各學院的推

薦讓我們感到特別溫馨。這榮耀是

屬於大家的，屬於臺大的。

我從臺大化學系畢業已經超

過50年了，50多年前臺灣各方面資

源相對匱乏，但是母校仍然給我

們這些年輕學子最好的訓練。當時錢思亮校長對我們的鼓勵，校訓的「敦品勵學，愛國愛

人」八個字，無形烙印在我們大家的心中，我出國後能夠克服各種困難，臺大給我的培育

是最好的後盾及力量。

這裡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想法，我覺得成功的要素可以用（5+2）心來出發。

首先專業上要有五心，要有野心（ambition）及信心（confidence），沒有野心無法做大事，

沒有信心就不能成功。

再 來 ， 執 行 上 需 要 有 耐 心 （ p e r s i s t e n c e ） ， 要 專 心 （ f o c u s ） 及 要 有 決 心

（determination）。

另外2心就是，在人品上要有誠心和 心。誠就是誠實（honesty），在這個假消息流竄

的時代，大家都習以為常姑息的時候，這樣對於學術造假這些事如何有資格來批評？

最後，如果我們對彼此沒有包容心，心胸就無法寬廣，社會就會是常態性的對立。這

樣，我們會有偉大的大學，偉大的國家嗎？

我以這個理念和大家一起努力，希望臺大朝世界百大的前半班前進。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2019/11/15）

25臺大校友雙月刊／2019年3月號


	台大校友122期-全冊_部分26
	台大校友122期-全冊_部分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