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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林明宏助理教授

財團法人健康科學文教基金會醫學系
學生暑期研究計畫參賽得獎心得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分享我得獎的喜

悅以及製作專題的心路歷程，這次能夠

在「財團法人健康科學文教基金會醫學系學

生暑期研究計畫」奪得冠軍我想先感謝這一

路走來給予我許多指教與提點的指導老師

們：邱士華主任、林明宏教授以及張高榮學

長，謝謝你們在我對研究還不甚熟悉的時候

耐心引導我進入軌道，並開啟了我對研究的

熱誠與使命感。

一份成功的研究，是由數不清的辛酸與

失敗推疊而成，但是何其有幸，我在與

sample帶給我的種種難題糾纏時，導師們時

常在我身旁陪我一起trouble shoot。在投入專

題前半年才拿起pipete 的我對於研究邏輯、

tight control及 replicable data的概念非常陌

生，但同時也深深的震懾於excellence--研究

這個藝術所著重的至美。研究不像共筆也不

像考試，它是活生生的、多樣化的工具，擁

有無限被應用發展的價值。身為一個大學

生，在高醫、北榮豐沛的資源滋養下我怎麼

能夠不為研究著迷，而把時間與精力耗費在

應付考試上？

實驗做著做著，我發現熱情使自己面對

任何困難都能保持愉悅，而夢想是在靈感與

熱情幾近枯竭時，督促著自己爬回來面對現

◎插播一則小笑話：

    為什麼我看的內皮細胞，該跑的protein跟rna analysis都做了，protein standard 也都測出

足夠的蛋白質，但是卻重複性的一個data，連GADPH 都沒有？

【暗示】：內皮細胞培養需要下在一個gel coating 上來culture

【答案】：這個 gel coating 在定量上都會干擾，他在 protein dye 裡也會呈現藍色，這代表我

          sample裡很多蛋白都是從gel 來，我的內皮細胞反而非常稀釋。

【方法】：收集sample 內皮細胞不能用刮的，可以改從gel上trypsin 下來細胞。

    說不定這些不算知識的資訊對於生科出來的研究員會覺得理所當然，但是很多理所當然對

讀醫的人未必如此，這些沒寫在protocol上的常識反而對我一個無知沒經驗的入門者很寶貴。

實，賦予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嘗試突破瓶頸的

堅持。歷經幾番被細胞跟最基礎的流程錘打

鍛鍊體力跟心態之後，我更了解自己的缺乏

跟微小。研究總是一個無底洞，以為快落地

了，可以開始發芽成熟了，才發現這只是幻

覺。至今還沒落地，如同種子的我，對自己

的不足感到無力，同時讚嘆著研究這門學問

的博大精深。

這短短的一個暑假開啟了無數的機會，

同時這項專題仍有許多需要更深入探討的地

方，還有好多事情待完成，對我來說，振奮

人心的探索才正要開始。一邊完成醫學院的

課程，一邊try my best實踐作為研究者的夢

想，我像一根蠟燭兩頭燒，決心要繼續像個

小朋友帶著無限的好奇心與求知慾在這份夢

想裡胡搞、胡試、胡想。

最後跟一路上交流指教過的導師們再次

致謝。

這個恩，人生難忘。

▲第十三屆醫學系學生暑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合影

醫學生暑期研究冠軍，
高醫大二連霸！

高醫大醫學生林庭意勇奪由財團法人健康

科學文教基金會暨國家衛生研究院主辦

第十三屆醫學系學生暑期研究成果發表會冠

軍，擊退其他來自台大、陽明、長庚、中國

醫大、中山醫大醫學院的醫學生！繼106學年

本校後醫學系學生王育婍（指導教授郭耀仁

教授）榮獲第十二屆發表會冠軍的殊榮，在

107學年由醫學系林庭意接棒繼續在第十三屆

的醫學生暑期研究成果發表會大放異彩，也

榮獲冠軍！筆者擔任庭意的醫學生暑期研究

的共同指導教授，深感十二萬分與有榮焉！

此屆發表會主辦單位適逢邀請鐘育志校長擔

任評審委員之一，鐘校長在發表會現場給予

庭意和筆者許多的嘉勉，在此感謝鐘校長的

勉勵，也謝謝高醫校方對於庭意後續研究規

劃的支持。

林庭意同學是位天資聰穎的醫學生，對

於自己所追求的目標很清楚也很明確，對於

研究範疇保持著極高熱枕，本次研究主題是

由庭意自己獨立擬定，是位相當勇敢果斷和

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醫學生，唯獨她欠缺的

是一個研究平台，因緣際會得到陽明大學的

邱世華老師指導，提供庭意一個研究的平

台，而筆者在高醫則主要輔助庭意計畫申

請、研究報告的撰寫和扮演研究規劃諮詢的

角色，這應是一個跨校間合作協助醫學生完

成暑期研究的成功例子之一。

筆者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聽著庭意分享她

的計畫內容構想，在與庭意討論的過程中，

比較有趣的是，筆者常常做的事情，是提醒

庭意別衝太快，協助庭意踩踩煞車，試著拉

回研究的主軸或先後次序。回顧整個指導的

過程，對於指導醫學生從事暑期研究，有著

被醫學生推著跑的感覺，深深覺得學生汲汲

追求新知的動機之強烈，但筆者對於醫學生

卻有著更深刻的初生之犢不懼虎的感受，從

他們言談與眼神裡看到醫學生渴望一次全部

梭哈，過程中較欠缺風險的評估，以及對於

風險承受度的斟酌，乃至於對於預期結果太

過度樂觀，實際上研究人員最常說的話往往

不是「我成功了」，多半是「又失敗了」，

但做中學，失敗總是讓自己的研究往成功彼

岸更靠近一點了。而對於預計申請醫學生暑

期研究的同學，筆者建議同學應深刻抱持對

學術研究無比的好奇心、極大的興趣和用不

完的熱情，而非單純只想拿個參賽或得獎紀

錄而已。此外醫學生要有正確的認知，實驗

技術需要反覆練習的累積，才能得到真實的

科學佐證又可再現的實驗數據。在實驗過程

中，當發現結果與假設不符，若非技術性的

問題，不是反覆重做相同參數的實驗內容，

一直做出自己預期的結果才肯罷休，而是根

本必須從源頭修正實驗的假設，才是解決問

題的正途！

筆者免疫實驗室在高醫大剛開張屆滿

3年，能與高醫優秀的醫學生一起完成醫學生

暑期研究，最後學生還能在成果發表會榮獲

冠軍頭銜，讓筆者在2018年終有個快樂的收

尾！謹以此心得文稿作為紀念充實的2018，

繼續邁向極具挑戰的2019！

▲

  教授林明宏助理教授

林庭意同學(中)榮獲醫學生暑期研究冠軍，左為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