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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英國皇家植物園暨西敏大學中草藥實習

◎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系 張文德 2012-08-31 

前言

承蒙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讓本系的學生有機會到英國倫敦進行海外實習二個月。在此衷心感謝教育部、學校及相關人員的協助與支持。

本系於今年(2012)年，開始建立並推廣海外實習。希望透過海外實習，讓學生走出去，去見見世界各國對中藥的重視與應用，並讓台灣的中醫藥能夠提高在國際的

能見度，讓大家知道台灣中醫藥教育的優點與長處。進而吸引國際學生來台研習中醫藥相關課程。當初規劃時，希望針對本系特色之中草藥的專業背景，以及近

幾年本系與英國中醫藥機構之交流經驗，選擇英國倫敦西敏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針灸暨中醫學系（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與皇

家植物園Kew Gardens（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為實習場所。

對學生而言，本海外實習將有助於學生本身的國際視野與經驗的建立，並藉由實習過程了解英國中醫藥現況與發展。同時，學習以英文解釋說明中藥相關研究與

事務，將有助於學生未來在國際上的發展。

西敏大學針灸暨中醫學系

倫敦實際上並不是單一城市，而是由商業及金融中心的倫敦市（City of London）與政治與文化中心的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及週邊三十一個區域聯合而成的

『大倫敦』（Greater London）。位於西敏市中心的西敏大學創建於1838年，前身為皇家理工學院 (Royal Polytechnical Institute)，是英國第一所針對勞工階級提供成人

教育的機構。1992由於《1992年高等教育法》的通過，變更為現今的西敏大學，包含生物科學、商學、傳播、設計、媒體、健康、電腦、理工、環境、語言、法

律、社會政策與科學等學群。是英國最大的大學之一，也是英國前15個最受歡迎的大學。其中以傳播多媒體商管科系最為突出，名列全英排行前五位。西敏大學

在生命科學院（School of Life Sciences）成立針灸暨中醫學系和東方醫學中心（EASTmedicine Research Centre），致力於針灸與中醫教學、以及亞洲與東方醫學之科

學研究。1998年西敏大學於市中心的New Cavendish校區成立Polyclinic，提供針灸、芳香療法、中醫藥、草藥、營養療法及氣功推拿等補充治療（Complementary 

therapies）。為一教學與研究之臨床門診，頗受倫敦居民的歡迎。

本校與西敏大學從2009年九月份開始，兩校密集地進行中醫藥學術交流。2009年九月本校中醫學院院長高尚德教授率團訪問倫敦，並與西敏大學簽訂合作備忘錄。

十一月西敏大學東方醫學中心主任Dr. Volker Scheid應中藥所張永勳教授之邀請來校演講授課。同期間西敏大學行銷、溝通與發展部（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 

Development Department）的Sarah Carthew主任親自訪問本校，並開始籌備2010暑期中醫藥交流課程。2010年五月，校長黃榮村教授也親自率領林昭庚、高尚德、蘇

奕彰教授等訪問西敏大學，並與該校校長討論兩校中醫藥學術的合作事項。同年八月一日開始，為期三個星期（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國醫藥大學/西敏

大學中醫藥暨英語文化交流訪問團正式展開。這是台灣第一次與英國大學以中醫藥為主題的學生交流訪問活動，同學反應非常熱烈。今年（2012）是第三次舉

辦，盛況一樣熱烈。

西敏大學Polyclinic實習門診中醫部，每星期一、三、是中醫內科與中藥門診，星期二、五是針灸門診，星期四是氣功推拿門診。在西方社會就診都是採預約制，

每位患者有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的門診治療時間。在2011年5月1日以前，Polyclinic的中醫執業人員是開立科學中藥給患者，而且是採用台灣的順天堂科學中藥為

主，打破西方人不吃科學中藥粉末的窘境。但是在新法規開始執行之後，中醫執業人員必須親自調配中藥給病患。因此，Polyclinic中醫部門引進傳統中藥飲片，

來訓練學生相關之中藥調劑業務。

所謂實習門診，就是病患診斷治療由學生為主導，老師在旁監督與指導。以星期三為例，一個病患診斷治療時間為一個小時，一天最多有6個病患，兩診同時進行

共有12個病患可以學習。學生會兩人或三人一組，由一位學生為主治人員，其餘同學在旁觀察並參與診斷，詢問、觸診完畢後，老師會過來聽取學生的報告，並

再次診斷病患的狀況。隨後，請病人至等候區，學生與老師在討論是討論病患的症狀、診斷結果與處方開立的決定。老師會以學生為主體，聽取學生的意見後，

如果不是差太多，都會以學生的判斷與決定為主。當然老師必須要負責病患的治療，但是這樣的訓練會讓學生直接接觸診斷治療，進而訓練出獨立作業與獨立思

考的專業人員，雖然會有風險，但是在西方學生熱中中醫的學習及態度的執著，這樣的訓練方法的確能夠使學生在畢業後即可獨立上手，成效不差。

診斷完畢後，學生開立處方並估算出費用，告知病患後，立刻進中藥局開始調配中藥藥材給病患。比較台灣或傳統中藥的調劑方法，西方中藥調劑必須要一項藥

材，每一份以電子秤秤出精確之劑量後、裝袋，再繼續秤下一袋所需的藥材。而不像傳統中藥調劑，先稱出總重量藥材，再依照袋數平均以手感或經驗分配。西

方中醫的要求真是一板一眼，精確要求劑量。由於診次少、病患有時是遠程就診，每次大約都開立兩到三星期，甚至一個月的份量，所以在中藥局調劑是有病患

等候時間的壓力，不然就請病患隨後再領或郵寄到家。

英國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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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倫敦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是被列為世界遺產之一個植物園，致力於保存育種和各種科學研究，屬於半官方機構，並保有全世界最古老的

植物紙本標本。植物園坐落在倫敦西南郊外泰晤士河畔，已有252年的歷史，原本是英皇喬治三世的皇太后奧古斯塔公主( Augusta) 一所私人皇家植物園。起初只有

3.6 平方公頃，經過逐年的發展，擴建成為有120 平方公頃的規模宏大國家植物園，加上距Kew Gardens 50公里位於Sussex的Wakehurst植物園（占地200平方公頃，於

1965 年合併入Kew），兩園共有約320平方公頃。

18世紀，工業革命後的大英帝國，經濟急速發展，以紡織業為主，透過貿易等使英國獲得了巨額財富，一時間財源滾滾而來。作為首都的倫敦更顯活力四射、獨

領世界文化、經濟的潮流。興建於這一時期的博物館、植物園正是其國力、視野的展現。1753年大英博物館開館、1759年皇家植物園建園，二者前後僅相差六年。

1937年後經過維多利亞女王的鼎盛時期，英國以殖民地獲得的巨大利益為基礎，收集了世界各地古往今來的遺產文物、奇花異草，填充或移植到博物館與植物園

當中，逐漸佔據了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

皇家植物園的植物標本館有750萬份乾燥壓制的植物標本，品種涵蓋世界植物種的百分之九十。其中模式、同號模式超過百萬。世界任何一家植物園都無法與之相

比。每天都有2000-3000份標本向這裡匯聚，保存空間也在不斷擴展。

這裡栽培有世界上近十分之一的鮮活植物，Kew Gardens在各個植物領域與世界有廣泛的合作，如標本、種子交換，與74個國家的306 家研究所均有聯繫。2000年，

Kew Gardens在Wakehurst公園內建成千禧種子銀行（Millennium Seed Bank），是當今世上藏量最豐富的種子庫；收集的種子經過低溫處理、密封保存於此，是世界

上最宏偉的植物保護項目。並在歐洲、非洲和澳洲等地，都設有分行。從2000年開始，便陸續募集了約50億新臺幣的資金，進行一項前無古人的10年計畫：保存

25000種植物種子。2009年年底目標順利完成。另一個終極目標是將英國所有原生植物完全收藏。而總目標是在2020年，收藏世界四分之一的種子。

除了植物的保存外，Kew Gardens在研究上的成就也非常卓越。他們致力於鑑別植物組織結構及植物學分類、了解其化學成分與基因型、採集及保育瀕臨絕種的物

種。Jodrell Laboratory（Biochemistry Interaction department）就是一個致力於分析植物化學成分的實驗室。以收藏中草藥標本為主的中草藥鑑別及保存中心CMPACC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Authentication & Conservation Centre），是Kew Gardens與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聯合成立中國藥用植物鑑定與保護中心。鑑定中心

的目的是透過共同參與、共用專業知識，深入中國內地，與科研人員一起，從原植物採集，到藥材收集，建立了藥材鑑定、成分檢測系統。現已收集有《中國藥

典》常用中藥70%的對照標本。(趙中振-訪丘園)

前置作業

今年本系選擇西敏大學及皇家植物園為海外實習對象。由於這兩個單位都有中藥相關實務單位及研究機構，因此在出國前，替系上兩位同學楊博丞、謝侑君同學

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很幸運地，我們得到學海築夢的獎助金，讓這兩位同學能夠無後顧之憂，完成英國實習之夢想。實習時間是從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止，為期兩個月。

一開始的聯絡並不是很順利，雖然原則上皇家植物園副園長Monique Simmonds教授同意我們學生前往實習，但是一直無法得到確定的答案與同意書。四月份在荷蘭

召開的歐盟框架7計畫的GP-TCM會議中，我把握見面的機會，當面向Simmonds教授請教詢問，立刻得到她的允許。而西敏大學部分因為剛好我在那邊當任交換教

師，她們同意也歡迎。只是後來我決定讓我們的學生全部以皇家植物園實驗室實習為主，因為西敏大學的中藥實習元素比較少了，故只安排一個星期的中藥調劑

實習與參訪。

實習一：Jodrell Lab

學生在六月底時抵達倫敦，所有住宿問題在出發前都已經安排好。實習的單位便是Kew Gardens內專門為植物研究開設的Jodrell實驗室中的植物化學組。在那邊工作

內容包括了採集、文獻整理、分類歸檔、標本製作、萃取、分離、液-液分配、點TLC片、利用Tyrosine來測活性、參觀各大部門的運作以及整理標本。這些工作內

容和學校所學的化學實驗課程、有機化學及生物化學息息相關，剛好結合學生所學並教學相長。Simmonds教授請實驗室的Ellen博士帶領並指導她們。Simmonds教

授是知名的天然物化學專家，最近專研在植物天然化妝品相關成分之活性測試與分離研究。我們學生一開始依照她們的安排，跟著做一些實驗，慢慢地再負責一

些樣品的研究。

根據學生的描述，實習的詳細情況如下：在Kew Gardens園區內採集有鑑定過的植株為主。採集後要上網登錄所採取的植物、登錄採集人及隸屬部門……等等詳細

資料，一來方便人們了解園區內植株的狀況，也方便以後要做相同研究或是延續作業的人們容易去找尋原植株。採集過後便拿去冷凍乾燥，或是陰乾，並且要製

作一個紙本標本供對照或是日後研究使用。待乾燥後，取出磨碎約500mg的量，放入約10ml的樣本瓶中，秤重紀錄，再加入一比一的溶媒浸泡萃取24小時，接著取

澄清液做LC-MS，剩下的部份便可以取出來做Tyrosine活性測定等更深入的實驗。

皇家植物園是世界屬一屬二的植物研究中心，不單是天然物化學研究，其他如樹木學、植物生理、植物鑑定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其中的標本館更是研究植物學必

須要拜訪的地方，已經有253年的歷史，保存地球70%的植物標本。我們學生也知道皇家植物園有這麼多的資源，因此也要求到不同部門去見習。比較可惜的是中

藥材鑑定暨保存中心主任Christine Leon在這段期間有其他的任務，無法讓我們的學生參與中心中藥的業務，但是她對我們的學生還是非常的照顧。而我們學生也非

常的獨立與積極，表現非常優秀，奠定我們學生以後能夠繼續來皇家植物園實習的機會。為了彌補不能參與中藥材鑑定暨保存中心的工作，我親自帶領她們到中

藥材鑑定暨保存中心參觀並解說。同一時間，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林雲蓮教授也到皇家植物園做訪問學者三個月，林教授也協助照顧我們的學生，而我也到皇家

植物園探視訪問三次，大家對這樣的安排都非常滿意。

實習二：Polyclinic 

除了英國皇家植物園外，安排西敏大學Polyclinic門診藥局見習與相關參訪。在門診藥局中，英國中醫專業人員會使用西方草藥茶、酊劑與中藥飲片、科學濃縮中

藥為主。並製作相關治療所需之劑型藥物，如栓劑或藥膏等。學生在此實習將能了解東方與西方在中草藥使用上的差異與特性。在西敏大學西草藥師及本人的帶

領下，學生在門診藥局了解並協助操作調劑工作。同時，西草藥師也介紹西方草藥，讓學生了解不同國家草藥之利用。

實習三：藥廠參觀

另外，我們也安排參觀英國歷史最優久的中藥商美威行（Mayway），看看如何中藥調劑與管理。並與其專業人員開會討論有關中藥「煮散」的概念。美威行目前

在推行中藥粉末取代中藥飲片，因為英國人不善煎藥，改以粉末藥材可以解省相當多的時間，病患會比較喜歡使用。然而其使用量的控制還需要做更多的科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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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像是重金屬殘留的問題，當直接使用生藥粉末時，接觸到含有不良物質的比率高，也因為磨成細粉，隨著粉末更輕易的進入人體內，不知道對健康是否有危

害？但是這樣的方式，也開啟傳統中藥材使用的新契機，學生都覺得非常有趣，而且大開眼界，收穫良多。

在英國有許多藥材是受到限制，如：麻黃，其原因為麻黃鹼經過萃取加工後可成為毒品，甚至有些是禁止使用的，如：木通、附子…等，其原因為藥材具有毒

性。藥廠的首席顧問Ken提到，以木通為例，木通有分關木通、川木通，一個含有馬兜鈴酸，一個則無，但英國政府不論是哪種皆禁止，在這方面他們仍然努力爭

取著，畢竟這並不合理。但是病還還是得醫，他們利用藥材的特性及所入的經絡來尋找可以作為替代的藥材。所以美威就自行設立一套新的替代方案：首先先將

不能使用的藥物歸經按照五行標出其類別，再從政府合法的藥材中找出符合其五行的中藥材，因此便能找出許多藥材來代替原本被禁用的藥材。舉例來說像是龍

膽瀉肝湯中的白木通不能使用，於是就先找出白木通多用在利尿、歸於心經、味苦，性涼，因此找了麴麥來取代；另外像是附子會用密蒙花代用。這樣的代用法

是打破傳統方劑和古典書籍的方式，但是他們別無選擇，才發展出這套方式。

感言與建議

關於本次海外實習之相關建議，有幾點值得討論並供以後同學參考。

一、經費問題：本次海外實習承蒙教育部的青睞，得到學海築夢的補助，而且也是本校唯一個補助案件。除了中藥海外實習是第一次外，對於實習單位的國際評

價也是非常重要。學生會因為經費問題而裹足不前，影響推廣海外實習的意願。幸虧有學校教卓計畫與學海築夢補助，兩位同學得以較輕鬆的心情前往實習。倫

敦是全世界屬一屬二的最貴的消費城市，如果沒有補助，學生不可能有意願前往。但是透過這一次的實習活動，不僅老師有申請學海築夢計畫的經驗外，學生也

有真槍實彈的倫敦生活經驗，知道如何省錢但又不影響正常生活，非常有幫助。

二、實習課程安排問題：本次的海外實習雖然早在一年前即開始聯繫，但是最後在今年四月份才整個敲定，而且重心全部放在皇家植物園的實驗室，因此對整個

實習課程的安排完全依照Simmonds教授實驗室目前現有的題目作安排。但是實驗室的研究題目有時都很大，或是具有機密性，因此學生所參與的實驗就非常的瑣

碎與片段。在訪視過程中與Simmonds教授討論時提到這一點，Simmonds教授建議雙方最好能夠提出合作計畫，才能讓學生做的有主題。因此建議明年的實習主題

現在就要開始準備了。

海外實習真的對學生的國際視野非常有幫助。同學在出發前的英文還是很腆緬，但是經過半個月之後，英文就能侃侃而談。加上今年本人也在倫敦做交換老師，

因此偶而也有一些活動一起參加，學生也能嘗試不同的經歷，非常值得。希望教育部能夠持續學海築夢的計畫，讓更多的學子能夠在無後顧之憂，前往世界各地

開拓視野。

Mayway美威行英國分公司

【相關圖片】

 

Polyclinic中醫門診診間

 

中藥藥材調劑

 

西草藥藥材調劑

 

西草藥師介紹西草藥栓劑和

藥膏

 

英國倫敦皇家植物園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中草藥鑑別及保存中心

CMPACC（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Authentication & 

Conservation Centre）

 

與皇家植物園Simmonds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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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皇家植物園進行實驗

研究

 

與美威行總經理與專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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