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專題講座 
主  題：幼年時期藥物影響斑馬魚的記憶與行為 

主講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呂國棟教授 

 

今年再度邀請到台灣師大生命科學系的呂國棟教授為我們辦講座，呂教授以幽默

風趣的口吻，讓再興中學直升班同學，以及高一愛班的同學，在愉快的氣氛下，

很踏實的學了一課動物生理學。 

     

首先，呂教授基於人道的立場，為大家說明了實驗動物的重要性。他告訴大家，

操作上，最簡單的研究對象其實是人，因為人類可以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感受，但

是實務上，沒有人願意擔任實驗動物的角色。因此，為了研究有利於人類未來生

活的科技，就必須使用一些實驗動物，模擬人類在使用藥物後的反應。當然，這

些實驗動物的特性越接近人類，其研究的結果，就越可能施用在人類身上。 

早期的科學家常會使用果蠅、蜜蜂當實驗動

物，因為這類生物繁殖力強，生活史短，相

當適合用於科學研究，不過，他們與人類之

間的親緣關係太遠，研究的結果，與最後人

類的應用，還有很大的距離。 

後來也有科學家使用比較

大型的軟體動物，例如海兔，

他們的神經系統比較複雜，

但是他們依舊屬於無脊椎

動物，與人類還是很不一樣。

這些生物只能進行早期的實驗，就算獲得成功的結果，也沒有人會相信相同的成

果可以發生在人類身上。於是科學家就進一步使用與人類相近的脊椎動物，甚至

是哺乳類動物，像是老鼠、天竺鼠、兔子，甚至猴子。 



 

 

 

 

 

 

 

 

 

雖然這些動物的親緣關係與人類相近，但是牠們昂貴的飼養費用，與高難度的飼

養技術，讓大部分科學家望之卻步，更令人沮喪的是牠們終究不是人類，實驗還

是不能完成。 

這些年來，新興的實驗動物就屬斑馬魚(Zebrafish)了，這是一種原產於印度恆河

上游支流的小魚，繁殖力強、生活史短，飼養所需的技術門檻與經費要求低，最

重要的是牠們屬於脊椎動物。雖然牠們與人類的親緣關係，比其他哺乳類要來得

遠，但是他們的低成本，卻比囓齒類動物好得多。

 

更特別的部分，則是牠們的卵徑大，且透明，非常適合用於從事胚胎學的研究，

這一點就是屬於胎生的哺乳動物所不及之處，因為哺乳類的胚胎實驗，必須侵入

體內，常可能造成傷害。



 

因為全球科學家的努力，斑馬魚的基因密碼已經完全解讀，各類基本生理運作都

有詳實的資料可供參考，目前以成為最熱門的實驗動物。

 



近年來熱門的基因轉殖技術，也因為斑馬魚的關係，有了長足的進步，最出名的

螢光斑馬魚，就是台灣廠商運用斑馬魚做出來的全球專利。 

接下來，呂教授就開始為我們介紹自己的研究室，以及研究室所從事的斑馬魚相

關研究，熱心的呂教授甚至為我們帶來一整套顯微注射所需要的設備，讓本校師

生大開眼界。 

一開始呂教授為我們介紹的顯微注射的儀器 

 

   



接下來，一邊聆聽教授說明的過程中，也請助理為我們示範顯微注射的操作

 

然後，也順便介紹了一些目前正在進行的行為學研究，包括了自發性探索行為、

主動趨避行為、空間記憶學習，以及被動逃避學習。

   

   

最後階段，就是進入學生親自操作的時間，由兩位目前就讀於博士班的學生擔

任。 



一開始由吳曜如助教現場展示斑馬魚的求偶與產卵行為，現場同學神情專注、驚

呼連連，氣氛相當高昂 

 

接下來，吳曜如助教開始示範徒手拉針，現場氣氛再度拉高，因為在他的示範之

後，同學終於有機會親手操作。 

 

因為人數太多，無法讓同學一一上前嘗試，因此為了爭取親手操作的機會，吳民

聰助教開始提問，而同學們也藉由搶答成功，取得親自嘗試機會 

   

   



最後階段是操作顯微注射的實驗，面對琳琅滿目的儀器設備，同學們自然的踴躍

搶答，吳民聰助教把答對的同學請到台前，悉心的一對一指導技術，讓學生有機

會親手把藥物注入 20 分鐘前才受精的卵中。 

   

   

   

最後，再興的學生秉持著優良的傳統，在離開會場之前，不忘與今天的主講者呂

國棟教授道謝後，才回教室繼續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