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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藥在古代稱為「本草」，近代為了與

西藥區別，因此把傳統的用藥稱為中

藥。長久以來，中、西醫對人類疾病的治療

方式有著明顯的差異，西方醫學認為，疾病

是一些外來的病源所造成，所以治療著重在

找出病源、消滅病源，因應這種觀念，在藥

物的使用及設計上，也是針對特定病因與特

定病源，雖然確實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看到

療效，儘快減輕急重症患者的痛苦，但是有

些疾病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壓等，形成原

因相當複雜，與環境、飲食、遺傳等都有關

係，這對西方醫學產生相當大的衝擊，醫師

企圖找出致病原因與新的藥物，卻只能控制

病情，降低痛苦和改善生活，而難以治癒患

者。

中醫的觀念和西醫有很大的不同，在

中醫的觀點，疾病的發生要反求諸己，是

不是最近太過勞累才導致免疫力下降？是不

是外在環境氣候改變太大，身體還沒適應過

來？中醫的療法偏重在改善體質，增強免疫

力，認為人體和自然一樣也有四季變化，必

須講求平衡，人所以會生病就是因為內在的

平衡被破壞了，因此要用藥物的偏性來導正

機體的偏差，所謂「寒病用熱藥，熱病用寒

藥」，就是通過「以偏糾偏」使人體機能達

到新的平衡。

針對癌細胞特性，尋找抗癌中藥

中國人使用中藥的歷史長遠，古代有神

農嘗百草的傳說，現存最早的中藥著作是漢

代（西元25年）的《神農本草經》。中藥藥

材的來源，主要包括動物、植物、礦物3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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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民間藥物通常只用單味藥材，用法非常單純，一種症狀或疾病，就用一種藥材來處理。但

中藥很少使用單味藥材，絕大部分需經中醫師四診辨證論治（望、聞、問、切），然後處方，

由數種藥材組合成所謂的方劑，由此不難體會出中藥在使用上的嚴謹。

然而，採集、貯藏、炮製、煎煮過程的繁複，造成中藥使用不便，並且中藥藥材沒有一套

完整的藥理研究，因此在使用上多半侷限於亞洲華人社會。近年來有不少的研究報告顯示，中

草藥的萃取物具有抑制癌症的功效，但中藥材往往因為生長條件或萃取過程不同，取得的有效

成分有所差異，導致療效不穩定，這是將中草藥研發為抗癌藥物所急需解決的問題。

科學中藥是將藥材經過溶媒萃取有效成分後，乾燥加工製成，若能針對癌症細胞的特性設

計出一套藥物篩選系統，相信可以藉此大量分析目前所使用的中藥材是否具有抗腫瘤的成分，

接著將此成分分離出來作為抗癌藥物，這對癌症患者而言將是一大福音。

抑制端粒 活性，使癌細胞凋亡

癌細胞相對於正常組織而言，有更高

的細胞增生比例，早期的抗癌藥物便是鎖

定這個特性，開發出能殺死分裂中細胞的藥

物，但是這個作法無疑是「殺敵一萬，損己

八千」，病患在用藥之後往往產生相當大的

副作用，因此新一代的抗癌藥物是針對癌細

胞不同於正常細胞的「標靶」來設計。

當細胞分裂複製時，常會造成染色體末

端DNA的損耗，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染色

體末端便形成一大段重複的序列，稱為「端

粒」（telomer），其功用就是透過犧牲自

己來保護染色體上的遺傳訊息。隨著年紀增

長，細胞分裂次數增加，端粒愈來愈短，當

端粒的長度縮短到一定的程度，無法再擔任

守護神的角色，細胞便會啟動一系列的死亡

訊號，由此進入衰老或是凋亡，這是正常細

胞的必經之路。

但是有些細胞受到某些因素影響，基因

調控失常，可以無限制地快速分裂，這種細

胞就是人人聞之色變的癌細胞。癌細胞之所

以能無止境的快速分裂，是因為它啟動了端

粒 修復細胞分裂中逐漸縮短的端粒。端粒

是一種本身攜有模板的DNA聚合 ，只會

在骨髓、消化道、睪丸等分裂旺盛的組織或

幹細胞中表現活性。研究指出，癌症90%以

上都有表現端粒 的活性，我們若能抑制端

粒 活性，就能使癌細胞失去無限分裂的能

力，因而進行細胞凋亡。

設計藥物篩選平台，進行科學試驗

至今許多證據顯示TERT基因控制端粒

活性，我們利用癌細胞具有端粒 活性的

特質，設計一個藥物篩選系統，預期找出抑

制端粒 的中藥活性成分。首先把調控端粒

活性的基因序列與水母螢光綠基因一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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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癌細胞中表現，這時可在顯微鏡下觀察到有綠

螢光的癌細胞，再將這些帶有螢光的癌細胞收集起

來培養，作為之後篩選的平台。接著，將來自不

同中藥初步分離得到的中藥粗萃取層（如：水、

乙醇或丙酮層），加入帶有螢光的癌細胞平台

中，在螢光顯微鏡下觀察中藥粗萃物是否能抑

制綠螢光的產生，若能抑制，則代表其中具

有抑制端粒 的成分。我們進一步再將中藥

粗萃物中的單一成分個別分離出來，進行癌細

胞的毒殺試驗，選擇能有效毒殺癌細胞的成分

來開發對抗癌症的藥物。

重新檢視中藥材，開創醫學新視野

利用端粒 平台開發出來的抗癌藥物，能夠有效減緩癌細胞的分裂能力，

正常細胞幾乎不受影響。因此，尋求抑制端粒 活性的藥物，已成為治療癌症

的新方向之一。

中藥是中國古代先人心血與智慧的結晶，使用中藥的治療概念，重新檢視

中藥材治療疾病的成分，相信可以為往後的醫學開創新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