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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學術圈】董崇民 推廣產學合作活用幾丁聚醣  
書香聊天室

 

文／曹雅涵、攝影／吳重毅

 

研究緣起

 

「很多研究都是機緣啊！你永遠不會想到這對人生會有什麼影響。」化材系教授兼系

主任董崇民笑著說與「幾丁聚醣」的不解之緣，是從20年前開始的。他以國科會（今

科技部）科技人員進修博士3年獎助，攻讀美國康乃狄克大學高分子博士學位，返臺

後，受國立海洋大學教授陳榮輝邀請，加入「幾丁聚醣」的整合性計畫，從此埋首專

研鮮少臺灣高分子界學者研究的「幾丁聚醣」。他發現「幾丁聚醣」具有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生物可分解性、凝血性、抗菌性等優點，董崇民便把這個天然、環保的高分

子，從原本無經濟價值的蝦蟹廢棄物，進而開發出高附加價值，再經由改質的方式衍

生出運用廣泛的生醫材料及民生用品。

 

另外，「生物可分解奈米複合材料」研究更與大同大學生工系教授陳志成合作，利用

耐鹽菌生產生物可分解聚酯塑膠的環保方式，以此替代現代人多用的石化裂解塑膠。

 

研究領域

 

董崇民的研究主題多是圍繞在「高分子材料」，歷年的科技部計畫則是著重在「幾丁

聚醣」的化學修飾及應用，以及「生物可分解奈米複合材料」這兩方面。

 

「幾丁聚醣」多用於食品、農業、醫藥、生物技術、化妝品等多種特殊用途上，董崇

民透過將「幾丁聚醣」進行化學修飾開發生醫材料。「生物可分解奈米複合材料」方

面，董崇民以生物可分解塑膠作為基材，添加一些奈米無機物以增強機械強度及耐熱

性。

 

研究歷程

 

董崇民埋首研究20餘年，從「幾丁聚醣」到「生物可分解奈米複合材料」皆秉持著突

破、創新精神。在「幾丁聚醣」的研究主要為三方面：一、快速裂解「幾丁聚醣」以

生產寡醣。二、近年，董崇民研究團隊與三軍總醫院合作，以幾丁聚醣和鈣磷酸鹽類

製備非對稱性牙周再生膜。三、近紅外線引導藥物釋放。

 



在「生物可分解塑膠」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利用細菌來發酵生產生

物可分解塑膠，與傳統的泛用塑膠相比，利用微生物發酵生產塑膠具有許多特點，包

括操作程序簡單、合成過程中幾乎沒有環境污染、具有生物可分解性和生物相容性、

可以製備出不同結構的聚酯高分子。第二個時期則是製備生物可分解奈米複材及其細

菌分解特性，由於一般生物可分解塑膠機械性質及耐熱性較不足，藉加入黏土以增強

這些性質，包括利用熔融混練方式將有機改質黏土添加到聚乳酸中，發現只要添加少

量黏土時，黏土可在聚乳酸基質中充分脫層，拉伸時可看到應力白化及頸伸的現象。

 

研究甘苦談　

 

董崇民的研究多是在機緣之下開啟的，凡事隨遇而安的他仍有困難與挑戰。董崇民說

：「研究除了需要好題目及創新想法外，外在方面需要經費、設備、空間及人力。」

每個系統都需要人力長期從事深入的研究實驗，尤其是同時進行多個不同的研究系統

，包括：生物可分解塑膠、幾丁聚醣的改質與應用、環氧樹脂封裝材及複材、活性自

由基聚合嵌段共聚物等，然而目前博士班招生困難，碩士班招生人數有限，實驗室的

研究人力明顯不足，部分研究無法繼續而中斷；此外，因為研究人力不足，有些廠商

尋求合作的產學計畫便躊躇不前。

 

董崇民在過程中不斷嘗試、找出克服方法，如與校內外學者合作，不僅克服人力問題

，且能共享資源、發表期刊論文，他表示：「剛來淡江時，都是和鄭廖平教授及林達

鎔教授一起和研究生共同開會討論，過程受益匪淺。」他鼓勵年輕老師切勿排斥外來

合作案，透過研討會的形式可拓展學術界人際關係，「彼此切磋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另外，加強與大學部學生的專題合作也是好方法。他指出，共同研究專題不僅提

升學生素質、強化學習，更能提升研究能量。

 

產學合作推廣

 

董崇民認為產學合作是一條值得推廣的道路，近15年來，他共進行9個產學計畫，一

半是開發產品配方，另一半是協助材料的分析檢驗。雖然經常因雙方對研究、合作方

式及開發時程的認知有所差距，需老師和業者多方面溝通，但能藉此讓老師了解業界

需求、增加研究經費補助，甚至是找到更好的研究題目，開發出產品，都是非常值得

期待的一件事情。

 

研究成果

 

董崇民20餘年的研究歷程嚐遍甘甜苦澀，由於他努力的埋首研究，在關於「高分子材



料」領域，至今已發表逾85篇期刊文獻。在「幾丁聚醣」、「生物可分解塑膠」皆有

數十篇收錄在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期刊論文，成績亮眼。除此之外

，董崇民的研究表現連續13年獲得本校逾50項研究獎勵，更獲得本校傑出研究教師肯

定。

 

對於董崇民而言，「好的研究成果是能回到學生身上的，相較於專研於學術研究所獲

得的檯面上的學術界名聲，得到檯面下學生們的好口碑更為重要。」曾於2005年獲得

國科會指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榮獲研究創作獎，可見對指導學生研究的重視

。

 

董崇民將研究來的部分數據及圖譜應用在課程教學上面，譬如在「高分子材料」或「

高分子化學」等相關課程。與業界互動除進行產學合作外，也對業界人士進行演講

，近年包含2014年開辦特用高分子材料技術研習班、2015年辦理生物可分解高分子專

業論壇等，另外他也協助審查產學計畫，包括科技部產學計畫、經濟部（地方型

）SBIR計畫、業界科專計畫等。

 

未來展望

 

未來董崇民仍然是以「生物可分解塑膠」以及「幾丁聚醣」材料為主，目前「生物可

分解塑膠」仍有價格較一般泛用塑膠高、耐熱性質以及韌性較低等缺點，因此如何改

善這些缺點仍是首要目標，希望能開發出具有附加價值高的生物可分解塑膠材料。

 

另一方面，董崇民評估「幾丁聚醣」天然高分子還是有一些特性待克服，期望之後得

到性質更好的材料，並開發出不同層面的應用。未來，將著重在利用「幾丁聚醣」作

為環境敏感性藥物釋放控制載體。

 

致力於生質高分子材料研究　董崇民

 

自從臺灣大學材料研究所高分子組取得碩士學位，到明志工專任教，也藉該校的工讀

訪問，走遍當時的台塑、台化及南亞各工廠。教學5年後，申請到國科會的科技人員

3年進修攻讀博士學位，因此至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材料所就讀(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繼續研究高分子材料，論文主題為環氧樹脂的增韌研究。4年後

(1996)取得博士學位返國，並思索是否延續博士論文研究或重新尋找新研究方向，這

時透過臺灣大學邱文英教授介紹，海洋大學食科系陳榮輝教授邀請我加入他的幾丁聚

醣的整合性計畫，從此一腳踏進幾丁聚醣研究領域。那時高分子界甚少有人研究幾丁

聚醣，大部分是食品科學及生命科學領域的學者，因此我後來10多年來的國科會計畫



都是在生物處，甚至擔任過生物處食品與農化學門的複審委員，我的研究領域仍屬於

工程處的纖維與高分子學門，審查的計畫也皆為高分子材料相關計畫。2002年2月

，時任主任的鄭廖平教授邀請我加入本校化材系，當年10月，化材系與化學系共同主

辦兩天議程的「幾丁質幾丁聚醣生物科技應用研討會」，由於議程精彩、全程免費吸

引多達3百多人參加。另外發起成立「台灣幾丁質幾丁聚醣學會」，在2009年舉辦第

八屆亞太幾丁質幾丁聚醣國際研討會(8th APCCS)以及第十一屆國際幾丁質研討會

(11th  ICCC)。

 

在明志任教最後一年時(2001)，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向永續會提了一個「生物可分解

聚酯材料PHA生產、應用與分解技術開發」整合型計畫，邀請我參加擔任計畫總主持

人，此為國內第一個從事有關微生物發酵生產生物可分解聚羥基烷酯類(PHA)的整合

計畫。在本校任職後，更進一步邀臺大、大同、宜蘭等大學教授以及化材系上老師共

同參與，結果第二年通過8個子計畫，3年期滿後，由於受永續會重視，又核准第二期

3年計畫(2004-2007)，由於此整合計畫已累積豐富成果，因此於2006年3月24日於本

校舉辦一場「生物可分解聚羥基烷酯高分子研討會」，超過2百人參加。2007年11月

15日更是在國科會科技記者會中發表「綠色材料-生物可分解PHA聚酯材料的開發」研

究成果，獲得不少報章雜誌報導。另外本系詹子欣同學也因進行生物可分解塑膠的研

究獲得「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由於我同時從事生醫高分子及生

物可分解塑膠研究，因此擔任過工程處高分子學門中有關綠色與生醫高分子領域的複

審委員。

 

返國後的兩個重要研究領域皆是偶然受邀參與整合型計畫開始的，雖與我博士論文研

究無關，但我抱持著把握當下，全力以赴的心情努力。迄今有些許研究成績，有賴長

輩與朋友關照，更重要的是歷年研究生與專題生的協助。

 

研究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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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 校教師歷程系統，以「董崇民」 查詢。 （網址：教師

歷程系統http://teacher.tku.edu.tw/）

 

科學小百科：

 

「幾丁聚醣」是由「幾丁質」經過去乙醯化而得到的一個天然多醣類高分子，又稱為

甲殼素，而幾丁質則是廣泛存在於無脊椎動物中，譬如蝦、螃蟹的外殼，昆蟲的硬殼

及各種真菌、藻類的細胞壁中。

 

「生物可分解奈米複合材料」，主要是以生物可分解塑膠作為基材，添加一些奈米無

機物以增強機械強度及耐熱性，必須在產品使用期間，提供足夠的性能；而在廢棄後

，會被微生物分解、消化，最後產生二氧化碳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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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學歷：美國康乃狄克大學高分子博士

經歷：

本校化材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明志工專（今明志科技大學）化學

工程系副教授

台灣幾丁質幾丁聚醣學會常務理事

國科會工程處高分子學門複審委員

（攝影／吳重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