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許多腦及神經科學家來說，在後基因時期的

本世紀，一個重要課題是以巨觀（ macroscopic）的

方式去了解人腦如何來進行這許許多多的心智活

動，以及人類大腦在各種疾病之角色，甚至於是否

能在大腦中找到治療許多疾病的契機。謝仁俊所長

長期致力於人腦科學及腦功能造影之研究所領導的

研究團隊及研究室不但是國內最重要的全方位人腦

科學研究重鎮，在國際上更深受矚目。

成就歷程

民國八十四年，謝仁俊所長從瑞典 karolinska

Institute回國，於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建立整

合性腦功能研究小組及研究室，開國內各大學研究

機構及醫學中心之先河，踏出台灣現代腦科學及腦

功能造影研究歷史性的一步。在彭芳谷、程東照、

張茂松等歷任院長及現任李良雄院長、教學研究部

何橈通主任、與本校前校長曾志朗及現任校長吳妍

華兩位院士的通力支持下，結合台北榮民總醫院及

國立陽明大學的菁英，經數年的努力經營建立「榮

總－陽明人腦科學研究團隊」。從最起初與台北榮總

國家正子斷層掃描醫用迴旋加速器中心合作建立功

能性正子斷層掃描研究及方法學，目前於實驗室已

建制超高磁場磁 MRI、高解析度 EEG儀、全頭型

MEG及立體定位TMS等系統，更發展各種功能性腦

造影技術平台及人腦神經資訊視覺化之高科技及科

研計畫。

具體貢獻事蹟

有關之系列研究及技術研發，除提供無比珍貴

的腦神經功能之學理探討，並促進對人腦心智功能

的透視外，目前已進入臨床實用的研究。例如腦腫

瘤手術前正常功能區之定位有助於重要組織的保

護，避免手術傷害；藉助腦功能造影的技術定位痲?

之病兆位置，以提供手術切除及預後追蹤等：可藉

由語言腦激發實驗合併腦功能造影判斷語言優勢大

腦側，提供痲?病患顳葉切除術的重要判定參考。此

無侵襲性的診斷方式可取代目前在神經放射線學上

常用的必需借助經皮穿刺置放導管具有侵襲性的神

經心理學測驗。

重點基礎研究之一在於語言的中文之腦部表徵

及中樞處理機制。經由主動語文詞彙運作的激發研

究，來探討人腦字庫的存放位置，建立中文語系之

腦神經網路機轉之系統性研究，同時採取跨語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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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比對方式。大腦語言處理的跨語言研究可以幫

助區分語言特定及語言共通的神經處理機制。腦造

影研究結果指出，中文辨識過程中的字形、字音及

字義處理歷程是由廣佈於大腦左下額葉、左上顳

迴、左顳－頂葉聯合及左顳－枕聯合皮質等區域的

神經網路聯合完成。其中位於左大腦的顳－枕葉交

接處以及運動前區在中文字處理上似乎有語言特定

的處理性質。最後，透過正常人語言處理的腦造影

研究結果，將佐以腦傷者語言處理缺陷的臨床證

據，以瞭解不同語系各自的特異處理機制。研究團

隊也完成台灣手語之腦造影初步研究。

重點臨床研究之一是有關感覺及運動控制之腦

中樞機構。疾病所導致的運動障礙的研究上，致力

於中樞或週邊神經受傷後腦部的可塑性。深入腦部

運動之學習及控制，以複雜系統之理論，分析運動

神經系統之動態。發現人腦在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情

況下，處理許多複雜的運動控制機轉，並且因應神

經疾患的狀況而自動塑造其功能組態。透過這些研

究可以用最新的人腦研究高科技，尋求腦部的病生

理機制及直接從腦部治療的可能性，以提供醫療及

復健的策略。

其它重要的研究方向，例如：創傷後症後群的

腦部病理；解讀病人的腦損傷後的功能回復及可塑

性的形成，進而提供治療的策略；聽覺及視覺損傷

後之大腦功能組態之重整；研究精神分裂病患之症

狀以分析其病生理機轉；經由記憶激發實驗及神經

性藥物之調理，研究藥物之功用及作用機轉；使用

合適的感覺與運動激發實驗以探究運動機障病人的

中樞機轉；研究視障病人的中樞處理；了解急慢性

疼痛的腦中樞機轉，藉監測腦部活動之變化提供療

效之客觀指標；對人類意識及鮮為

人知的特異功能之探索等。由於

腦功能造影結合認知神經科學能

提供神經性藥物對人腦功能作用

機轉的了解，目前這項新科技及

領域即將成為新藥研發的一項重

要基礎與臨床的工具。

研究展望

在科學與醫學研究上，將進

行認知神經科學、功能性腦造

影、腦資訊科學、及神經精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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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醫學之整合研究及應用。以認知神經科學為理

論主軸、利用腦資訊、腦影像科學等工具，從語

言、專注力、記憶、學習、知覺、運動、推理等重

要認知因素來研究正常腦功能的機理，並且結合神

經精神及復健醫學，探討重要的腦部病理機轉，以

提供臨床診斷及治療的重要決策參考。同時研發新

的治療方式，開發人腦潛能。

在生醫科技研發上，結合放射醫學技術、醫學

工程、影像及訊號分析科技、電機工程、資訊科學

與工程、數學及物理，正積極開發各種腦資訊視覺

化之方法學及分析技術及模式理論，利用各種腦功

能造影之高科技深入研究人腦神經動態。其中包括

各種功能性腦資訊之分析技術平台、單一事件腦波

分、建構腦部神經網路之鍵結架構、類神經網路之

應用於腦資訊、物理複雜系統之應用於腦部訊號以

探討非線性之動力學向度、定量腦影像結構分析、

多模態的資料融合、不同神經生理及生物生理訊號

間之關聯分析、即時巨量腦功能造影資料分析等。

未來的技術發展重點方向之一是建立腦結構及功能

資料庫，以提供臨床研究及疾病比對診斷分析之

用。更將以腦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結合生醫光電與

奈米科技，開發相關神經工程高科技。

喜歡自己所做的事

當選為本校九十四年傑出校友，謝所長表示，

陽明校友中，傑出者眾多，自己能當選，是一種榮

譽，也感謝母校的厚愛，對自己及研究團隊而言，

更是一種肯定與鼓舞。他並認為，現在學校課程安

排與教育方式，持續改善與進步，是一件可喜的

事。而對於在校學弟妹，他期許道：「醫生訓練與

養成屬於專門學科，容易忽略周遭的脈動，因此，

要儘量放開心胸，多了解其他領域或周遭的事物。」

他更一進步表示，無論是研究或臨床，要「喜

歡自己所做的事，做自己喜歡的事」，因此，他建議

學弟妹，在臨床訓練前，多接觸其他類科，思考並

發覺自己喜歡的科別，如此方能堅持到底。

走向研究之路，雖是一條漫長之路，對謝仁俊

所長而言，這是一條自己喜愛之路，他秉持著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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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謝仁俊

現職：國立陽明大學衛生資訊與決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003∼迄今

學歷：Karolinska Institute Sweden Neuroscience博士 1995

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1983

經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教授 2003∼迄今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2003∼迄今

私立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2003∼迄今

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整合性腦功能研究室主持人 1999∼迄今

台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1991∼迄今

謝仁俊所長簡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