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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質子跨領域
與國研院太空中心結盟　
發展太空計畫合作新夥伴
◎林口長庚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副主任　林倩伃

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放射醫學研究

所、長庚大學放射醫學研究院於

7月 23日與國研院太空中心簽署合作

協議書（MOA），正式結盟成為台灣

發展太空計畫的合作新夥伴。團隊將透

過高能質子實驗室模擬太空環境，協助

國研院太空中心執行太空電子元件之抗

輻射測試，進一步提升台灣電子產業邁

向航太電子產業發展。

簽約儀式由長庚決策委員會主任委

員暨林口長庚醫院院長程文俊、長庚大

學校長包家駒及國家實驗研究院長王永

和主持和見證，並由代表共同簽署。程

文俊主委表示，質子治療為目前全世界

最先進的腫瘤放射治療技術之一，林

口長庚引進台灣並於 2015年 11月開

始治療病人，寫下台灣癌症治療的里程

碑。長庚質子治療中心除了追求「尖端

醫學」，也重視「跨領域研究」，因此

建置時除規劃 4間治療室供臨床使用

外，還配置第 5間照射實驗室作為研究

用途。今跨領域協助國研院太空中心進

行相關測試，提升台灣航太電子產業發

展，長庚醫療體系感到相當榮幸。

長庚醫療體系質子暨放射醫療中心

召集人洪志宏副院長表示，質子治療可

以在特定深度釋出大量能量，而在穿越

的路徑上只釋放出較少能量，並在腫瘤

之後的區域完全沒有輻射量，經由這些

特性精準打擊癌細胞，並降低正常組

織輻射劑量及副作用。目前包括林口長

庚及高雄長庚都設有質子暨放射治療中

心，服務病人。林口放射腫瘤科張東杰

主任指出，目前林口長庚質子暨放射治

療中心已收治超過 2,000位病人，成

效良好，涵蓋肝癌、肺癌、腦癌、食道

癌、頭頸癌等多種癌症。

而為積極拓展質子相關研究，林口

長庚紀念醫院與長庚大學共同成立放射

340卷 9期 

焦
點
話
題

275



醫學研究所（院），由洪志宏副院長與

長庚大學董傳中教授擔任共同院長，並

委託國立清華大學加速器實驗室牛寰博

士設計及建置第 5間照射實驗室，即

「粒子物理暨照射核心實驗室」，這座

高能質子實驗室作為多功能研究用質子

照射平台，可提供國內外學者研究使

用。

長庚大學放射醫學研究院長董傳中

教授指出，本實驗室之設置，在於研發

高能粒子在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之應

用。一方面結合質子治療與標靶治療之

優勢，尋求奈米粒子提升質子治療之功

效。另一方面開發半導體元件抗輻射效

應之關鍵技術與測試平台，以協助台灣

產業界設計半導體元件，克服奈米製程

抗輻射能力之挑戰。

長庚大學包家駒校長指出，高能質

子照射除應用於醫學研究外，還可應用

於電子業、太空產業、國防及通訊業

等，主要原因是商用或軍規使用之微晶

片、電子產品，皆需要經過嚴格的抗輻

射測試，目的是讓產品不受高能粒子影

響造成訊號錯誤，而能保持正常運作。

國研院太空中心林俊良主任表示，

行政院今（2019）年 1月 15日核定第

三期「太空科技長程發展計畫」，這項

計畫由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研院

太空中心執行，自 2019年起至 2028

年止共 10年。為促使台灣廠商產業升

級，共同研發國內太空關鍵元件，可

望在 10年內扶植台灣的太空產業供應

鏈，而國研院太空中心為扮演整合太空

電子元件設備與產業升級的重要角色。

然而，太空電子元件多項測試均可在衛

星整測廠房內完成，唯獨缺乏模擬太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放射醫學研究所、長庚大學放射醫學研究院於 7月 23日與國研
院太空中心簽署合作協議書。簽約儀式由長庚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暨林口長庚醫院
院長程文俊（右3），長庚大學校長包家駒（右2）及國家實驗研究院長王永和（左3）
主持和見證，並由長庚醫療體系質子暨放射醫療中心召集人洪志宏副院長（左 1）、
長庚大學放射醫學研究院長董傳中教授（右1）、國研院太空中心主任林俊良（左2）
代表共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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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環境中高能粒子照射的設

備，需前往歐美等先進國家

進行測試。

太空電子元件的抗輻射

程度，一直是太空相關系統

及實驗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課

題。「福衛八號衛星總計畫

主持人」陳嘉瑞指出，太空

環境十分險峻，各種天體會

向外輻射電磁波，甚至是輻

射高能粒子，這些高能粒子

照射在矽晶片上會形成不可

預測的電流，進而改變電子

元件的信號而造成系統功能

失常，需重新開機以恢復正

常運作，嚴重情況則可能造

成電子零件損壞，衛星最終

因而無法執行任務。雖然電

子元件都有降低輻射影響的保護設計，

但最好的策略為模擬類似太空的險峻環

境先行測試，挑選出具抗輻射的電子元

件，才能保證衛星在太空中正確可靠的

執行太空任務。目前規劃在地面利用高

能質子束進行模擬電子元件的抗輻射測

試，是一項很好的驗證方式。

這座實驗室在長庚醫院及長庚大學

團隊的全力支持下，能提供更好的設

備、更穩定的射束以及更具彈性的照射

條件進行抗輻射測試，突破台灣太空

科技計畫的困境。而由台灣本土自力進

行測試後，將可降低抗輻射測試所需預

算，減少人員儀器運輸之不便，及增加

測試排程與項目的彈性。此座實驗室做

為多功能的照射平台，不僅僅提供電子

元件的照射平台，也會與本院「輻射生

物核心實驗室」共同建立動物用的照射

平台，作為基礎生物醫學的研究，及醫

學物理照射平台，進一步理論驗證及醫

療質子量測儀器的開發等。

長庚大學醫學物理研究中心趙自強

主任表示，團隊未來透過高能質子模擬

太空環境協助國研院太空中心執行太空

電子元件之抗輻射測試，在未來 3年執

行超過 135小時的測試。他強調，「粒

子物理暨照射核心實驗室」亦可提供地

面、高山、飛行高度之微電子抗輻射測

試，在物聯網、車用裝置、醫療電子之

可靠度提升也有很大助益。

林口長庚粒子物理暨照射核心實驗室模擬太空環境，協助
國研院太空中心執行太空電子元件之抗輻射測試，進一步
提升台灣電子產業邁向航太電子產業發展

林口長庚質子治療機不只能治癌，現在更跨領域協助國研
院太空中心執行抗輻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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