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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非線性分析及優化研究中心 林錦宏助理教授、林建南

環顧全世界在神經、腦與心智科學研究之

趨勢，歐美日德各國皆不斷挹注大量研

究經費，企圖解開這個「內在宇宙」—「大

腦」的所有謎題。然而就像天文領域的巡天計

畫一樣，各國重要的觀測站（天文台）也僅能

就其專長的訊號（例如：特定波長的光波、無

線電等等）和空域（因為地球會自轉）進行巡

天的工作或特定目標的觀測（例如：星團），

即使有跨國的巡天計畫與跨域的合作，人類迄

今仍還未描繪出宇宙真實的全貌。研究「大

腦」這個「內在宇宙」的工作，似乎也面臨類

似的情況，並且處於起步階段 — 也就是即使

全球投入大量研究資源於此議題，大家對大腦

的瞭解，仍存在許多未知（如圖一）。

    

   

    有鑑於此，本校於2013年結合校內神經科

學、數學、與心理學之跨領域團隊，成立「非

線性分析及優化校級研究中心」，此中心將致

力於特定疾病之大腦與行為訊號整合分析。過

去三年來，中心在校方的各項支持下，已和他

校相關單位（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中國醫藥

大學神經網際計算研究中心…等單位）展開實

質且密切的合作，從建置整個大腦與行為訊號

的分析系統（類似天文望遠鏡的設置）到逐步

修正分析軟體，以期未來可以利用此系統主動

蒐尋與比對特定大腦疾患之退化與損傷跡象

（如：阿滋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AD），此系統之建置將有助於相關退化性疾病

之早期診斷、預防與治療。

    這三年多來，中心一步一腳印，經由有限

的資源與校內外的合作，逐步將此系統大部份

硬體架構建置完成，並已開始建立分析系統內

部之資料庫架構、演算法、使用者介面之設計

與佈建等工作。本系統初步先以磁振造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MRI）所得到擴

散張量影像（Diffusion Tensor Image, DTI）

和結構影像（T1）為基準，先以健康常人的

MRI資料進行分析模型的建置與系統的測試。如

圖二所示，本系統已經可以初步結合兩種影像

（DTI & T1）之資訊，並且可以在腦區之間執

行巡航之工作。之後將開始引入本團隊所獨立

發展之非線性分析演算法，以進行健康常人與

病患大腦（e.g. AD）之比較分析，期許不久的

將來，我們會有突破性的進展與發現。

本校醫學院於2016年6月24-25日舉辦「2016 

專業素養與醫學人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今年的主題針對醫學教育之跨文化能

力、醫學多元化與消弭健康不平等等議題，特

地 邀 請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醫 學 院 學 者 Prof. 

Alexander Green、澳洲Griffith大學醫學院學

者Prof. Scott Kitchener及Dr. Kwong Chan與世

界醫學教育聯盟副主席 Prof. Ducksun Ahn，國

內學者國健署署長王英偉醫師，並邀請醫學院

評鑑委員會（TMAC）前任主任委員賴其萬教授

擔任Prof. Ducksun Ahn之講題主持人。

與會學者近200人，包含自日本前來之學

者。由國健署署長王英偉醫師及本校醫學院蔡

哲嘉副院長等進行一系列工作坊，大會與會者

皆參與熱烈，為期兩天討論及分享不同國家的

醫學教育模範與跨文化能力觀點，並實際進行

課程設計，進一步匯集所有的經驗和專門知

識，為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時代的醫學教育奠定

更好的基礎，以期培養更多元文化能力的醫療

專業人才。

本校近年來積極致力於國際合作，與此次

與會的國際學者亦進行多項雙邊研究、醫療服

務合作。其中與哈佛醫學院進行醫學教育跨文

化能力研究，與澳洲Griffith 大學醫學院進行

雙聯學位合作計畫，並進一步有學者交換活

動，本校附設醫院並與澳洲Griffith 大學醫學

院計畫合作索羅門醫療服務。

國際學者並趁會議空檔，造訪旗津、本校

附院於那瑪夏之醫療服務點及南臺灣醫療史料

館。學者對於旗津為臺灣之西方醫學起源地相

當感興趣，一路從天后宮探訪至旗後教會，亦

即打狗醫館舊址，皆充滿文化驚艷。澳洲

Griffith大學有很成功的偏鄉醫療學程，Prof. 

Scott Kitchener對於我國在偏遠地區醫療資源

的投入與在地民眾投入醫療照護所產生強烈的

鄉土認同感，以及偏遠地區醫療在未來醫學研

究發展的可能性，都讓他印象深刻，認為是提

供學生多元文化學習最好的場域，也是實踐醫

療平等的最佳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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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專業素養與醫學人文教育
國際學術研討會
■醫學院醫學人文暨教育學科 呂佩穎主任

▲劉景寬校長與與會學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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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與優化-行為與腦

▲圖一：大腦巡天計畫之示意圖

  許多國家和研究單位所著重的研究重點有很多不同之

  處，  但即便如此，仍有許多未解之處需要腦科學家

  們，以不同方法探究其運作機制。

▲
  本系統已初步結合兩種3D結構與纖維影像，並且可以在
  腦區之間放大與縮小、執行巡航或潛航之動作。之後各
  種疾病資料庫建置完成，將有利於各式疾病之蒐尋比較。

圖二：結構與纖維影像之冠狀切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