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975 期

葉炳宏 科技發展與生活結合 活用奈米材料

淡江學術圈

「我的研究主軸從半導體物理、奈米材料、奈米元件、奈米檢測到最近的奈米環境汙

染處理，都秉持科技發展與生活結合的目標，物理是有趣的一門學問，不僅是算式、

符號……」 

葉炳宏小檔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博士 

經歷：本校物理系副教授、美國喬治亞理工材料所博士後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材料

所博士後研究員 

 

文／蔡晉宇、攝影／吳國禎 

研究緣起 

自大學時期，就和物理研究結下不解之緣的物理系副教授葉炳宏，在國立中山大學攻

讀物理碩士時，研究範疇主要是半導體，博士畢業之後則將重心轉至研究材料領域

，葉炳宏表示，半導體較偏向物理理論的末端實際應用，面對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

，還有賴從材料的根本解決。這樣科學的邏輯，引領葉炳宏研究團隊前進方向。「如

同沒有水喝的時候，不會再去找新杯子，而是會去尋找水源一樣。」 

研究領域 

葉炳宏的研究領域廣泛，橫跨材料、電子元件、感測器、散熱技術、生物毒性、抑菌

等，近期在材料領域中，以奈米材料、金屬氧化物的應用著墨較深，其中大部分的研

究，是取決於學生給的靈感。「很多學生做為家中事業的第二代，從紡織業到處理環

境汙染的都有。我想要給學生的概念是，如何讓他們的既有產業價值加倍。」這樣的

合作，好比果農之於產銷班。對銷售一竅不通的果農，種出飽滿水果後，就有賴與產

銷班的合作；同樣道理，葉炳宏團隊有能力研發奈米材料的技術，卻也需要與布料工

廠進行產學合作，才能讓技術有實踐機會。 

研究歷程 

談起研究過程中，有無遇到瓶頸的「卡關」階段？善於比喻的葉炳宏又有一番見解

：「我喜歡你用『卡關』這個詞。的確，我和學生一起做研究，如同玩遊戲破關，過

程中難免遇到瓶頸，這都是研究必經過程。」一時的實驗結果不如想像目標的挫敗

，澆不熄葉炳宏對物理研究的熱誠，「你不會因為暫時過不了關就放棄玩遊戲，研究

也一樣。」他坦承過去曾有段喜歡打電玩的日子，但後來就很少有遊戲比研究更能激



發葉炳宏興趣。因為對他而言，做實驗就像是一場遊戲，每天找出問題點，離破關就

又更進了一步，其中樂趣自是無窮。 

葉炳宏喜歡玩科學，如果可以，他希望能帶著學生一起玩。雖然有著正向面對瓶頸的

樂觀，但在實驗研究中，一絲不苟的求真態度、敏銳的觀察力亦是不可缺少的。他說

：「培養優異的觀察力及對未知現象有探索的能力，非常重要。需要觀察到相對應的

現象，提出可能的機制，找出方式來證明它，最終找個地方來應用。」舉例說明

，6年前實驗室某次實驗未達到預期的成果，一般人將它視為失敗結果，但葉炳宏團

隊對此持續研究3年，發現其中不僅有有趣的科學，也得到不錯的成果。他肯定地說

：「這些能力是帶領團隊走到如此規模的主要動力。」 

重視研究的實際應用層面，這不僅是葉炳宏對物理科學的一番見解，更因此加深學術

與產業界的交流，「你要稱它為產學合作也可以！但我就是喜歡研究的成果能夠落實

。」從他爽朗的笑聲中，對物理單純的喜愛展露無疑。 

研究甘苦談 

視研究為一場遊戲的葉炳宏，在過程中仍然面臨有困難處，人力的調度上正是目前的

問題之一。他表示，「比起一流國立大學，我們同學的積極性較為不足。」但葉炳宏

同時也提到，本校學生的優點是能精確地執行研究方案，只要有充足的時間，幾乎都

有很好表現。 

跟時間賽跑則是另一個難處，有時一個研究案預計歷時兩年的時間能完成，但研究到

一年時，可能就被別人搶先發表。對此，葉炳宏強調若研究純粹只為了發表，是本末

倒置的錯誤觀念，卻也不否定發表成果之餘研究的重要性。「我認為研究和發表是相

輔相成的，要有發表才能拿到國科會的計畫，也才有持續的經費能繼續研究。」 

人力、時間的問題，雖有壓力但尚可解決，真正讓葉炳宏煩惱到白了頭髮的，是經費

的不足。儘管面對棘手的經費問題，葉炳宏的實驗研究仍然堅持下去，他說：「如果

你很想出去玩，再沒錢也會想辦法省錢；對於自己喜歡的研究，是不管如何面對限制

，都會去完成的。」 

研究成果 

研究取決於學生的大方向，近年有不錯的成果，因學生家裡從事紡織業而投入研究的

奈米布料技術，已在產學合作的進行階段。 

另外，有學生家中從事環境汙染處理產業，葉炳宏也發揮研究奈米鐵的成果，運用奈

米鐵強大的氧化能力，對污染物進行還原作用，進而達到整治汙染的效果。葉炳宏表

示：「這是一個已經被開發出來且相當不錯的技術，我們只是需要一個真實的環境去

運用它，另一方面也讓這位學生能注入一股新思維，將來有更大的本錢面對競爭。」 

奈米運用在生物抑菌上的研究亦取得相當的進展，在以往的技術，是透過紫外線來殺



菌，但紫外線對人體有害，現在融入奈米技術，在一般日光燈等可見光就可以用來殺

菌，是相當大的突破，相關研究也正在申請專利當中。 

未來展望 

未來，葉炳宏希望能將更多技術透過實務運用，將其商品化。除了紡織、生物抑菌、

環境汙染處理等進行中的項目之外，一直在研究中的奈米感測是接下來一個重點，感

測的層面相當廣，他希望能做到穿戴式的設計，並與手機等3C產品做連結，如此方便

的結合市場效益才能擴大。例如：透過一個穿戴式手環，夏天可以感測紫外線強度

，隨時提醒該補強防曬用品；冬天則可感測室內一氧化碳濃度，避免中毒情況發生。

另外，還可感測血液裡的pH值，提醒隨時關心健康。這些資訊皆能透過app程式傳送

到手機供使用者查閱。 

這是葉炳宏未來研究的方向，也是他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期望，那就是科學能與生活有

更緊密的結合。 

何謂奈米材料： 

材料的尺寸屬於奈米（1米的10億分之1），在相同的體積下，奈米擁有相較於其他材

料更高的表面積，造就了奈米材料跟以前材料不同的地方。目前運用較廣領域有奈米

銀的抑菌、化妝品的分子，奈米塗料因為高表面積效應（蓮葉效應）可以讓髒汙無法

附著等。 

 

研究心得分享 

葉炳宏：來玩科學囉！！ 

我並非一個專業的物理教授，我玩材料、電子元件、感測器、散熱技術、生物毒性、

抑菌等等，只要有趣的東西我都想接觸。但研究還是必須考量到儀器設備、能力所及

，例如：我對天文也相當感興趣，可是這個領域就超出我的研究能力範圍。研究到了

一個階段後，就該好好思考「什麼是我想要的？」套用一句前理學院院長錢凡之講過

的話：「口渴嗎？淡水河的水那麼多，喝呀！能全部喝完嗎？」。目前所做的研究是

我的能力範圍，也是目前理學院環境可以進行的項目。學生的興趣也開發了我一些相

關的研究，像奈米生物毒性與奈米結構的散熱特性，這兩個皆因學生興趣而衍生出的

題目。 

現今臺灣社會在理工學生的出路，過度集中於高科技產業上，雖然我也認為，科技的

繼續開發，讓大眾的日常生活以及電子產品上越來越舒適，但科學應該是要往不同領

域去廣泛地發展。因此，我希望透過帶領學生一起做研究的過程中，讓他們有不同的

切入點，了解到臺灣還有許多領域在國際上是相當具有競爭力的，例如：雲林有專門

生產高級汽車的鋼圈工廠，四個輪圈就要價至少一百萬新臺幣，相當於一台國產休旅



車的價格。這些產業的待遇、需要人才的程度，不會遜於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的

利潤已不再如往前，臺灣高性能紡織技術在國際上擁有非凡的成果，這可以給同學將

來不同的思考方向。 

在自我的研究旅程上，實驗的設置、研究的證明或是人員的訓練這些雖然都有問題

，但都很好解決。若說最大的困難還是所有研究人員宿命「研究經費的拮据」，幾千

萬的設備卻僅有幾萬塊維護費用，這應該是最大的困難之處吧！而克服方法只能盡人

事而為之，代價就是半頭白髮。 

若談及產業趨勢，目前個人比較傾向功能性的紡織技術，臺灣紡織技術已享譽國際

，可以量產許多高級布料（防水係數高、透氣性高、極輕等），若是可以結合奈米材

料特性，開發新的奈米布料以供醫療或是緊急燒燙傷的敷料使用，這會是個很有趣的

應用。 

帶學生研究心得 

未來大環境的趨勢我不敢說，因為現在的世代變化太大，15年前誰可以預料到

Nokia會沒落呢？但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我只能努力地提高學生的內能，希望能讓

他們日後對於新知可以迅速學習並擁有敏銳且獨到的觀察力，更希望他們可將之融會

貫通成為屬於自己的一套方法，就像金庸小說主角張無忌擁有九陽神功內力，可以快

速地學習不同武功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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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校教師歷程系統，以「葉炳宏」查詢。（網址：教師歷程

系統http://teach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