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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堂上所看的影片中，有不同的主題，其中提到大腦、視覺、癌症、感染

和心臟，在這些方面以影像的方式深入淺出的介紹。比起以文字來傳授，以圖像

的方式較易讓人理解，我覺得比起傳統的教材，以影片來呈現較能吸引聽眾。 

  在這些影片中，最令人印象深刻的是德國養出環狀心肌組織，那種長得像橡

皮筋，在充滿養分和氧氣的培養液中跳動的收縮舒張的畫面。也許在不久的未

來，隨這這項技術的進步，既使心臟遭疾病或外傷的不可逆的損害，也能夠用這

種素材提供心臟修復，即便現在只是在研究的階段。另外還提到以機器扶助心臟

手術，這讓我感覺到，機械是人類用以省力的道具之一，國家任何科技發展的強

弱和機械有絕對的相關性，在影片中的德國，最令人熟知的從二戰的坦克，現在

的賓士汽車等，都讓人感覺到，德國是一個在機械上相當發的的國家，醫學的發

展，機械手臂所進行的心臟手術，人工義肢等，都和機械的製作有關係，另外還

有現在的材料科學，很多在科技先端的產品都是因那些材料先做出來才產生的，

例如２０１０年諾貝爾物理獎得主研究的石墨烯，導致現今智慧型觸控手機的螢

幕的產生。 

  另外，腦的那一部分感覺很驚悚，也許是藥學系不用接受大體實驗的洗禮

吧！在影片中，腦被拿來切片那段真的是很令人反胃。人腦並非電腦，不是由數

字０與１組合的，而是由上億個神經元所組成的一個神經網路，有此可知，在藥

理學中抗精神病的章節中提到，人和的抗精神病藥都有很嚴重的副作用，因為腦

內神經的結構太過於複雜，當藥物在病人身上抑制某一部分，很容易就產生另一

個副作用。另外影片中也講到意識與反應、本能、新陳代謝的關係；還有阿茲還

默症神經斑塊是因基因造成；人類對大腦認知的８０％，是從對老鼠的研究來

的，這點真的是要感激這些小小的齧齒類動物為人類的貢獻，在毒理學的課上也

說，在做毒理試驗也要殺一堆老鼠才能做出NOAEL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在眼睛的部分，提到了雷射手術，之前我也曾打算動個利用雷射手術或是角

膜塑型來除掉這副煩人的眼鏡，不過，在告知角膜弧度不符（太扁，３－１０度

不適合）而罷休，因為平常休閒就是玩相機，對於光學影像的產生，攝影的技巧

和手法都很感興趣，不過最近在網路上看的一句話「鏡頭成像在好也沒眼睛好」

讓我領悟，有時把眼睛貼著觀景窗所看見的影像，不如睜開雙眼，好好用眼睛欣

賞，大腦紀錄來的實際，而不適一味地追求又大又粗的鏡頭，更利更鮮艷的影像。 

  在癌症的地方最令人深刻的是談到以各種不同的治療方式，如硫鉑可殺死癌

細胞，而對正常細胞無害；阻止癌細胞誘發周圍提供養分的血管產生；人工疫苗

辨識癌細胞，結合癌細胞和Ｔｃｅｌｌ，並活化Ｔｃｅｌｌ殺死癌細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