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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新藥及製程 化學系陳銘凱、潘伯申副教授分別獲日本、美國專利

學習新視界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專任副教授陳銘凱、潘伯申鑽研學術成果大放異彩

！日前分獲日本、臺灣及美國專利。陳銘凱研發之「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

的製造方法」於7月11日獲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潘伯申則研發「四硼酸化合物的製

備方法及四硼酸化合物」，已於6月23日獲得美國發明專利，其專利將在9月24至26日

於「2020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上公開展示。 

陳銘凱說明，一般在醫療運用上，治療方式常是將藥物從靜脈注射進人體內，此項專

利是關於微小針形陣列的客製化及量產，在藥物注射時不經由靜脈或皮下注射，改變

成為「微針注射」，也就是只注射到表皮層，不到真皮層，減少患者的痛苦，也避開

身體的代謝。 

這項微針技術在應用上，尤其可以將藥物塗布在微針表面或混合可分解的相容材質所

製作的微針上，將針及藥物注入體內後直接融化吸收，使治療更為有效。陳銘凱表示

：「這項發明的好處是在製程中可以量身訂做並且方便量產，能更快速解決病癥，如

乾癬症用藥，可客製化其份量及使用範圍和部位，使用藥更有效。更可應用於胰島素

或抗癌藥物注射，以減輕病患疼痛感。」 

陳銘凱也計畫將在實驗室所創造的獨特微針技術與潘伯申實驗室所開發之新型含硼化

合物加以結合，希望能夠開發出適用於治療皮膚癌的硼中子捕獲治療貼片。 

潘伯申表示：「會申請這項專利的原因除了我們長期投入含硼化合物的合成之外，含

硼分子近年來也深受各大藥廠的青睞。從 2003 年起，陸續共有6個含硼藥物於全世

界上市。這些藥物可用於治療多發性骨髓癌、甲癬、異位性皮膚炎、細菌感染、皮膚

癌、腦癌等疾病。」 

因一般藥物的合成需要經過多步驟的操作方可成功，人力投入相對成本高昂。潘伯申

說明，對含硼藥物而言，其合成的方式更加困難，因此開發的困難與成本也更為提高

。這項四硼酸化合物的發明所開發之技術，僅需將所有起始物一次性地加入玻璃反應

瓶中，使用微波加熱條件，即可在單一步驟操作情況下在一個小時內得到含硼衍生物

，具有操作簡單、反應時間短、合成效率高之特性。對於想要投入含硼藥物發展的公

司而言是一個值得考慮使用的開發模式。 

潘伯申特別感謝研發處王寒柏經理及其所領導的團隊，他說：「此次申請美國專利能

夠如此順利，最主要感謝幕後大功臣研發處，讓我在整個專利申請的過程中獲得了充

分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