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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宗旨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培育具有基礎醫學、生物醫學及生物技術核
心知識與能力的生命科學人才欲加強基礎醫學研究人才之培養
並結合其在生物科技產業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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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人的核心能力
(1)具備一般基礎科學與通識知識

(2)熟悉兼具廣度及深度之生物醫學專業知識

(3)具備基本邏輯推理、統計分析及清晰的思辨能力

(4)能針對主題收集相關資料，統整歸納出重點，有條理的

表達個人的想法，並有效的溝通

(5)具備生物醫學相關實驗技術及使用儀器之操作技巧





基礎課程與實驗

1.普通化學

2.普通生物學

3.普通物理學

4.有機化學

5.普通生物學實驗

6.普通化學實驗

7.有機化學實驗



必修專業科目

1. 細胞生物學

2. 遺傳學

3. 生理學

4. 生物化學

5. 蛋白化學

6. 人類遺傳學

7. 神經生物學

8. 發育生物學

9. 微生物暨免疫學

10. 分子生物學

11. 生態學

12. 生物技術學

13. 分子遺傳學

14. 生物資訊學



必修專業實驗課程

1.細胞生物學實驗

2.分子生物學實驗

3.生物化學實驗



細胞生物學實驗

內容著重哺乳動物細胞培養、倒立顯微鏡和螢光顯微鏡觀察應用及

細胞內總蛋白質分析等技術實作，在細胞生物學門中加設實驗課程為國

內各生科相關科系之首例，對學生未來研究能力及就業競爭力之提升幫

助很大。

考慮細胞生物學在生物醫學之重要性及範圍的廣泛性，因此在細胞

生物學必修課之後，再加開「細胞生物學特論」課程以滿足對細胞生物

學有濃厚興趣學生之學習需要。



分子生物學實驗

本實驗課程分成五大部份：一般分生實驗常用溶液、培養基之配

製及簡易儀器之使用；核酸膠體電泳；限制酶之介紹及使用；核酸純

化及濃度定量分析以及DNA轉型原理介紹及實作。

實驗理念在於先打好基礎，從簡單實驗中去思考背後的原理，才

能訓練出有獨自操作和思考能力的學生。同時也設計了一些實驗室中

常發生的錯誤讓同學們操作，希望經過這樣的安排能讓同學將來進入

實驗室後，減少發生錯誤的機率或是能進一步判斷實驗失敗的原因。



生物化學實驗

生物化學是一門實驗生物學，需要學生在生化課堂之外親自動手

做實驗以應證並深入瞭解各種生化反應的原理，同時熟悉各種生化研

究方法與技術，培養獨立進行研究的能力。現代科技的發展極為迅速,

許多的技術均建立於生化基礎上，若想探究現代科技之原理須要對生

物化學有絕對的認識之後，才能更深層的探討科技發展。



特殊課程

1.書報討論

2.專題研究



書報討論

文獻閱讀、報告及撰寫是科學研究工作者必備之能力，本系目標

之一為培育生命醫學研究人才，希望藉由此課程之訓練，能讓學生

有吸收最新科學研究成果以及清楚表達研究結果之能力。本系以小

組教學的模式將此課程列為大一至大四各年級必修課目。



書報討論

大一
由一名老師指導6至8
位同學的方式來有效
增強原文教科書的閱
讀能力，配合生物學
科教學進度，以國外
知名生命科學期刊，
如Scientific 
American等內容為材
料，使學生對生命科
學的知識透過小組討
論有更深入之瞭解，
並培養其對生命現象
之興趣。

大二
著重於資料收集、
分析、組織能力之
培養，包括圖書館
資源之認識、電腦
網際網路之利用、
相關資訊之分析、
及文獻報告等。

大三
由學生自國外生醫
相關期刊選擇有興
趣之題目進行書面
及口頭報告。

大四
配合學生之研究興
趣或專長，擇一題
目作深入詳細之報
告，並予公開討論
能力之訓練。

好好學，除了訓練口條，加強英文
閱讀能力，也能學習許多的研究



專題研究

為了讓對研究有興趣的同學有機會實際接觸研究計畫之執行過程，

從中養成科學研究之嚴謹態度並且經由實際操作來學習基本生醫實驗技

術，本系於大學部二、三、四年級開設有 「專題研究」之課程，其專

題範圍涵蓋分子及細胞遺傳、細胞生物、生物資訊、蛋白質體學、發育

生物學、生物技術以及神經生物學等不同領域，課餘時間學生進入所選

擇之專題實驗室參與指導老師之研究計劃並接受指導。不只使學生能順

利銜接研究所教育，亦可以大幅度提升學生就業於生醫相關產業的競爭

力。



系所發展研究(依據專任教師專長分為五大領域)

1.遺傳疾病與染色體結構功能的致病機轉

2.癌症研究:預防與訊息傳遞

3.蛋白質研究:結構、功能、蛋白質體學與生物資訊學

4.環境與食物毒理學研究

5.利用模式生物譯解人類疾病的分子機制

NO:
DATE:



1.遺傳疾病與染色體結構功能的致病機轉

人類非症候群遺傳性聽損疾病致病成因和疾病機轉

楊建洲 老師



2.癌症研究: 預防與訊息傳遞

探討腎臟及癌細胞內

表觀遺傳因子之表現

與訊息傳遞

癌症幹細胞訊息傳遞研

究及藥物開發及癌症化

學預防學研究

張文瑋 老師

陳威仁 老師

林庭慧 老師



3.蛋白質研究: 結構、功能、蛋白質體學與
生物資訊學

探討蛋白質精胺酸甲基

化與研究酵素與DNA複製

相關蛋白質的結構與功

能、分子演化研究

應用電腦輔助工具及資

料庫的應用，建立一個

以結構生物資訊學為基

礎的分析策略

李娟 老師

黃晟洋 老師

劉玉凡 老師

王怡鈞 老師



教授研究
4.環境與食物毒理學研究

DNA損傷及蛋白質修

飾的分子機制與篩

選具促進健康之中

草藥研究

抗體生產並應用於食品

毒理及免疫化學快速檢

測分析方面的研究

王祖興 老師

余豐益 老師



教授研究

5.利用模式生物譯解人類疾病的分子機制

研究三聯核酸重複序列
擴增疾病的致病機轉並
開發治療策略

研究藍斑核局部區域之
中間神經元如何調控藍
斑核神經元的放電

建立斑馬魚為模式動物探討人類非症候群遺傳性聽
損疾病的致病機轉並開發保護和治療策略

建立人類伺機性白色念珠菌作為真菌模型來研究形
態發生和相關的致病力性狀

利用小鼠模式進行新穎基因在肌肉發育、生殖、神
經發育與疾病形成的功能性探討

楊琇雯 老師

楊建洲 老師

謝家慶 老師

王淑紅 老師



學程、微學程

1.生技醫藥產業人才培育微學程

2.生醫大數據分析學程

3.保健生技學程

4.分子醫學應用學程



使學生能獲得醫藥生技產業人才所需具備的能力，從教育面

搭起學生與產業的中間橋樑，強化與產業界單位密切合作推動醫

藥生技產業鏈中相關人才的培訓，落實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目標，

推動醫藥品及醫療器材成為生技產業中的重要經濟支柱。

生醫大數據分析學程

因應未來生醫大數據分析領域發展之需要，培育具備

生命科學與電腦資訊背景之跨領域專業人才，本學程以提

供相關領域的課程學習為主要目標。

生技醫藥產業人才培育微學程



保健生技學程

因應未來生物技術在保健食品研發之需要，培育具備

保健食品研發與生物技術之跨領域專業人才，本學程以提

供相關領域的課程學習為主要目標。

分子醫學應用學程

因應未來生物技術與生物醫學領域發展之需要，培育具

備分子醫學技術背景之跨領域專業人才，本學程以提供相關

領域的課程學習為主要目標。



生醫技能檢定
1.重組蛋白純化

2.免疫化學技術

3.組織切片染色

4.基因選殖

5.細胞基因轉殖

6.細胞培養、蛋白質表現分析

7.細胞影像分析

8.生物資料庫查詢與軟體使用

9.人類染色體核型鑑定及分析

生技實習
1.暑期實習

有了這些檢定實習資
源，未來的道路上更
有保障了呢!!!!!!



生物相關科系好多啊!
到底要怎麼知道他們之間的差異呢?

生命科學系、生物科技系、生物醫學工程系和生物醫
學系好多人都分不清楚,讓我來告訴你之間的區別吧!

先談談生物醫學系吧!

生物醫學系主要從事基因、疫苗、生技新藥的研究，
重要課程包含生物化學、細胞分子生物學、動物生
理、遺傳學、微生物學等，可分為四大學群（生化
分子生物學、生理藥理學、微生物免疫學、及發育
細胞學）的多元化的選修課程

原來如此!那生命科學系主要的學系內容是甚麼呢?



生命科學系大多為原來的生物系、植物系、動物系改
名，課程主要為動、植物學、生態學，偏向傳統的生
物系

了解!那麼生物科技系的學習重點是甚麼呢?

生物科技系除了生命科學基本學科，還包含應用
科技，必修有非常多的實驗課程，歐美日為全球
生技領導者，因此生物科技很重視英文

好的!那醫學工程學系又與前面三者有甚麼區
別呢?



生物醫學工程系旨在培養具備「生物醫學」與
「工程技術」的生物醫學工程師。所涵蓋五大領
域，包括：醫學電子、醫學資訊、醫學影像、生
物力學、生醫材料等。應用的範圍則從醫學診斷
與治療的軟硬體工具設計、製造及維修，到各種
人體軟硬組織替代的開發、製造、測試。

哇賽!原來這些科系的差異那麼大!謝謝你替我解
答，讓我能夠更清楚的理解這些科系

不客氣!中山醫生醫系歡迎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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