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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召集人胡哲銘表示，現在群組裡已有台灣大學、成

功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單位的專家，每天都會討論

疫情的最新進展。

經驗交換是合作平台的重要環節，胡哲銘解釋：

「疫苗研發需要非常多不同領域的專家互相討論，才能

有效率地做好研發工作。」例如胡哲銘的實驗室雖然有

製作疫苗的生物材料，可是對於動物模式的了解相對有

限。透過合作平台分享大家彼此的專業與經驗，才能即

時發現具有潛力的研究目標。

但廖俊智也表示，中央研究院有些特殊研究技術，

例如抗體或抗原合成，如果沒有妥善處理智慧財產權，

不但會損害研究人員的心血，也可能引發國際糾紛。特

別是許多研究人員從未接觸過智慧財產權的授權流程，

因此必須思考如何在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狀況下，把國家

危難時期所需要的技術以公益授權給其

他單位。所以合作平台中也設立了智慧

財產權平台，延請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

究所的研究技師葉雲卿等人，透過專利

法、智慧財產權法、技術授權等專業，

協助科學家處理繁複的法律程序。

另外，研究人員在處理病毒、檢體

上必須合乎法規，實驗室也需要具備完

善設備，以保障所有操作人員的安全，

這方面在平台內也有相關法律專家可供

諮詢。廖俊智強調，所有的做法都是要

加速推動病毒相關研究，「我們現在最

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在最短時間把東西

做出來。」不論是檢測試劑、疫苗研發

等，都希望逐步縮短開發時程。

合作平台成立不久後，中央研究院

的研究團隊已有初步成果，不但已合成

出病毒基因，並且能夠生產抗原，可望

加速後續藥物與疫苗研發的速度。過去

從合成基因到生產抗原的時程一般需要

六個星期，這次縮短至 10天就成功。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吳素幸認為，這次能如此快速達成目

標，歸功於中央研究院的提早行動以及

合作平台的成立。

對抗下一波疫情

然而，科學家想做的不只如此，「除了應付這一波疫

情，我們要思考，將來相同的事情再來一次，該怎麼

辦？」廖俊智接著預想，「當新一波疫情出現時，我們

是否又需要重新組成這樣的合作平台？」這個問題目前

還沒有答案。

許多科學家認為，新冠病毒可能會在明年捲土重

來。合作平台中許多具有研發抗原、抗體、血清、疫苗

等領域專業的團隊正在積極研發更新的相關技術，如何

把這些專業快速應用在新一波疫情上，可能是更大的挑

戰，但也是未來台灣面對變化多端的病毒時，重要的致

勝契機。

陳其暐是《科學人》採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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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春節期間,當台灣開始有零星新冠病毒
（SARS-CoV-2）確診病例出現時，緊急備戰的不只是

海關的防疫人員或是各大醫院的醫護人員，也包括國內

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

光是中央研究院，就有 20多個團隊具有對抗疫情

的相關專長，例如生醫轉譯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吳漢忠曾

發展治療登革病毒的單株抗體；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洪

上程曾發現人工合成的八醣體能阻擋皰疹病毒感染；生

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胡哲銘更曾把薄殼中空奈米

粒子製成「冠狀病毒奈米疫苗」，有效幫助小鼠抵禦中

東呼吸症候群（MERS）冠狀病毒。

為了凝聚這些研究團隊的力量，中央研究院院長

廖俊智在 1月 2 8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中央研究院對

抗新冠病毒的策略，迅速組成「新冠病毒任務工作小

組」，在血清抗體檢驗、病毒抗原檢驗、抗病毒藥物以

及疫苗等面向上組成合作網絡，讓眾多研究員能互相支

援。不過，除了建立中央研究院內部的合作關係外，廖

俊智更希望建立「開放科學平台」，讓其他單位的科學

團隊也能夠一同參與這場對抗新冠病毒的重要戰役。

推動開放科學

台灣至今在對抗疫情上已累積許多研究成果。1月 30日

台大醫院率先分離出新冠病毒，讓台灣成為全球第四個

成功分離病毒的國家；緊接著 2月 7日台大醫院又分離

出第二株新冠病毒，同時發現此次分離出的病毒型態和

前一株有所不同，顯示新冠病毒持續變異。此外，國家

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團隊與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副研究員陳榮傑團隊分別合成出具有對抗新冠病毒潛力

的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未來有望持續提高

合成產量，以備不時之需。

然而，如何讓這些重要成果與相關資訊彼此快速交

流，是許多專家所擔心的問題。國家衛生研究院副院長

司徒惠康指出，使用與分讓新冠病毒或抗體牽涉到許多

法令，需仰賴公權力協調，才能安全提供學界有用的研

究素材。因此如果有專責機構能調配研究資源並建立科

學平台，讓全台各地的科學家分享並整合迄今的研究成

果，才能加速對抗新冠病毒的研究進程。

在這樣的緊急時刻，開放科學無疑是解方之一。廖

俊智表示：「開放科學在國外已經推行了很多年，特別

是在電腦科學、巨量資料方面。」他認為，此時是讓台

灣的學研單位嘗試開放科學概念的好時機，透過實際演

練找出限制與可能性，「沒想到大家反應非常熱烈，我

們在三天內就邀集了 15個單位。」廖俊智本來想以小

規模的方式建立開放科學平台，沒想到邀請的單位全數

出席，包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台灣大學、清華大

學、國家衛生研究院等，而且都是單位主管前來參與會

議。於是在 2月 13日，中央研究院正式宣佈組成「國內

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

如此的行動力，出自於參與者認為現在是非常時

期，科學界應該要用新的做法面對新的病症。「過去在

科學研究上，每個人多多少少是競爭關係，大家都想發

表更好的論文。」但廖俊智指出，現在眾人的第一要務

是解決問題，而且每天疫情可能都有不同的發展，唯有

通力合作才能爭取時間。

平台加速研究發展

國內學研單位COVID-19合作平台設有 13項協作子平

台，包括病毒培養、分讓、檢測、抗體、疫苗等，涵蓋

所有對抗疫情的研究類別。中央研究院沒有限制平台的

運作模式，因此許多平台第一步便透過LINE群組密切

交換資訊，一方面節省查詢相關文獻的時間，也能即

時對資訊提出看法，篩選出真正重要的內容。「疫苗平

前瞻部署：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帶領中央研

究院設立開放科學平台，共同思考科學界的下

一步行動。

特 別 企 劃

開放科學平台加速病毒研究
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希望透過「開放科學」的精神，促進 
全台科學家攜手合作，以達成艱難的抗疫任務。

撰文／陳其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