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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凱研發微針模具 獲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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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美國羅格斯大學博士

 

研究領域：酵素學、蛋白質工程、蛋白質體學、基因工程、 酵母菌細胞功能與遺傳

 

文、攝影／鄭少玲

 

 

 

研究緣起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

及臺灣發明專利，此項專利是關於微小針行陣列的客製化，先以OCT儀器檢測表面皮

膚狀況，使用３Ｄ建模軟體建模、以３Ｄ列印機將範本列印出來後，再從醣類實驗室

材料數據資料庫中，挑選出符合測量者的醣類基材配方，將醣類基材灌入該範本中

，然後於醣類基材中嵌入孔洞，填入活性物質，再將含有活性物質的醣類基材微針脫

模後得到微針。陳銘凱說明：「這項發明的好處是在製程中可以量身訂做，能更快速

解決病癥和減緩病患的不適感，例如乾癬症用藥可為病患客製化藥物的份量及使用範

圍和部位，使用藥能更有成效；還可應用於胰島素或抗癌藥物注射，以減輕病患疼痛

感。」

 

陳銘凱專攻酵素學、蛋白質工程、蛋白質體學、基因工程、酵母菌細胞功能與遺傳等

研究領域，在因緣際會下，協助本校研發處轉介廠商的微針問題，他發揮自身專業和

廠商提供的３Ｄ設備，因而發展這項專利。他分享，曾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英國學者

之Sir Nevill Francis Mott自傳的啟發，該學者會主動為業界解決實務問題，因此

當從研發處轉介廠商的需求時，便義無反顧地承接下來，將理念化為實際行動，共同

為人類生活謀福利。

 

 

 

研究歷程與特色

 



微針，顧名思義即其尺度在微米等級的針，1微米相當於1米的一百萬分之一，也就是

10的負6次方等級；與傳統注射的針頭不同，傳統施針雖能有效地輸送藥物，但卻容

易引起感染和疼痛感，隨著科技發展，醫療技術也不斷地進行提升和改良，在治療上

以增進治療療效和減緩病患的痛苦，因此，微針科技技術可用於皮下注射，成為新一

代的輸藥系統，由於微針進入皮膚時僅會進入表皮層，多半不會直接接觸到痛覺神經

，透過這種幾乎無痛感的方式來施打藥物或疫苗，達到無痛施針的目的。

 

陳銘凱介紹，為有效達到治療或者疫苗的效果，微針通常被做成陣列的形式，即「微

針陣列」，這樣的排列能增加針的表面面積，進而提高輸送量達到治療的最大效益

，他提及，儘管微針發展已有20年歷史，市面上也有許多相關的材料、製程和應用

，醫美界使用「微針療法」就是以相同原理進行，稱為「類微針」，本項研發專利的

特色就是以3D列印技術印製模具，以客製化方式量身訂做，現在將有系列相關研究

，希望能達到量產的目標。他進一步指出，本項專利是結合光學同調斷層掃描技術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及3D列印技術，也就是將掃描後的影像以

3D建模軟體建模後，進行3D列印印製出微針模具，特別感謝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解剖病

理科主治醫師林賜恩分享此項技術及化學系校友周文祺無私地提供3D列印機，讓研發

得以順利完成。

 

3D列印是號稱「無所不印」的印刷技術，具精密度高、製造週期短、流程簡單、可實

現客製化及製造材料的多樣性，從而滿足不同領域的需要等，以及減少原料浪費並創

造顯著的經濟效益等優點，因而廣泛被應用於各層面，包括模具、配件、建築甚至醫

療輔具，陳銘凱以3D列印的特色來印製模具，這是該專利的一大創新突破，陳銘凱表

示，過去在新加坡曾以3D列印直接印製微針器材，但受限於每次只能製作一個，但印

製模具時就能配合病症及材料的不同製作出不同功能性的微針，既保留了3D列印的優

點，在製作上更具彈性，並可且針對針頭形狀、陣列密度、治療目的等需求不同，進

行客製化。

 

光學同調斷層掃描技術，是種光學成像技術，可提供小範圍淺層但高解析的影像，並

能分析樣品表面以下1至2毫米深度的高解析3D影像，其解析度可以達到微米精度範圍

，由於具對組織型態迅速、直接的成像，以及不會對組織造成傷害等優點，成為醫學

界最具吸引力的一項技術，目前用於眼科最為大宗，因此，陳銘凱藉此項掃像技術擷

取皮膚組織表面及深度兩項影像，精準地分析皮下組織進而使用3D列印繪出微針陣列

每一個根長短，避免刺入真皮層，減少病患的疼痛和過敏。

 

問及這是否會有相關的副作用，陳銘凱解釋，施針的副作用可能是針頭的材質在侵入

人體時刺激免疫系統所引發過敏、發炎等反應，人體也會有藥物過敏的情形；微針本



身並無副作用，只要謹慎地在材質選用、避免使用引發過敏活性藥物即可達到無副作

用情形；他提到，目前都是以生物可降解性或水溶性高分子材料為製備微針，這與人

體相容性極高，能完全地於皮膚中降解或溶解，使用者不必擔心微針斷裂後永久殘留

或是重覆使用的衛生安全，也不會有廢棄針頭處理上的問題。

 

研究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瓶頸，陳銘凱表示有二，一是3D列印的解析度，由於3D列印的

解析度決定微針針頭的細緻度，故需要較高的解析度方能製作出符合需求、且外觀漂

亮的模具，而越高解析度的3D列印機，成本愈高，故而在有限的條件下嘗試不同參數

找出最佳化的列印條件，他說，現今微針製作材料易於取得，而成本主要在於3D列印

機；另一個是灌注方法的限制，微針一般常用的灌注方法是利用離心法將藥物灌注針

體上，但卻侷限於難以量產，因此與本校化材系董崇民教授合作研發出新興技術以解

決灌注困難，達到量產之目的，他表示灌注問題現已解決，並計畫提出新的專利申請

。

 

 

 

研究展望

 

此項專利的延伸是目前與董崇民教授和孟鄉生化科技公司合作的一項科技部產學合作

計畫，是有關美容微針（類微針）客製化製程。另外與化學系潘伯申副教授和陳志欣

教授共同申請歐盟奈米醫學計畫，是將此項專利所研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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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出硼中子捕獲治療貼片。中子捕獲治療

（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BNCT）是一門癌症治療技術，陳銘凱說明一般

硼中子注射是靜脈注射，藥物注入人體進行全身輸送，但過程中卻會因為排尿、流汗

等排掉許多藥物，不僅注射量大，藥物價格亦高昂，而無法使治療達到最佳效益。而

與潘老師合作研發出硼中子捕獲治療貼片，便是針對表面性的腫瘤達到治療的效果

，透過皮膚免疫系統引發全身性反應，即可在省時、省力、省成本的條件下達到最佳

治療效果，為一項非常新穎的腫瘤標靶性治療。他並表示研發順利，已於今年2月

25日提出申請，近期只需要把製備好的微針寄到捷克做硼中子捕獲治療的動物實驗

，期望能從醫美拓展至醫學領域。

 

未來的研究方向還有高效率產酒精酵母菌的篩選，是應用於生質能源，與潘伯申副教

授及林志興教授合作研發前列腺癌蛋白酶抑制劑，另外還有山葵萃取液對腫瘤細胞遷

移的抑制以及粒線體純化，是應用於粒線體置換療法等。陳銘凱以「發明」和「發現

」持續深入和擴展研究領域，「科技發展的通性是，不同科技的重新組合成為新的科

技，因此眼光不能只在熟知的科技，平常還要多學習新的科技；而發現則是勇於嘗試



並且保持『原創』的態度，也就是在實驗過程中辨識新的現象，並且思考此新的現象

所帶來的意義。英文單字serendipity代表一種意外的發現，我把它翻譯成『緣創力

』。『緣創力』不會發生在你身上，但它會因為你而發生。也就是要主動抱著『緣創

』的態度，尤其是在實驗室裡。」

 

陳銘凱感謝，學校持續提供研究獎勵，如組跨院系所研究團隊補助和特色中心補助等

，對於扶植或是啟動新的研究方向都極具幫助。另外，研發處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無

論是媒合機會或是廠商參訪，以及專利申請，都提供老師們許多發揮的機會。

 

 

 

研究聚焦

 

。近期參與研究計畫

 

1. 2020/06/01, 109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客製化美容微針製程】共同主持人

 

2.2019/08/01, 欣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測試計畫

 

3.2018/09/01, 無網布生物可分解水凝膜及水溶性生物可分解奈米纖維抗菌敷材研發

產學合作計畫

 

4. 2018/08/01, 無網布生物可分解水凝膜及水溶性生物可分解奈米纖維抗菌敷材研

發產學合作計畫

 

5. 2016/11/01, 水溶性卵殼膜之製備條件與量產研究計畫

 

 

 

。近期專利

 

1.蛋白質純化方法（Method for Purifying Protein）,美國/第8354511號, Oct.

2012.

 

2.蛋白質純化方法,中華民國/第I 400128號, Ju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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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校教師歷程系統（http：//teacher.tku.edu.tw/) 以「陳

銘凱」查詢。

 

（本專題連結SDG4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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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凱研發微針模具 獲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攝影／鄭少玲

）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攝影／鄭少玲

）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圖為微小針行陣

列。（攝影／鄭少玲）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圖為3Ｄ列印機

。（攝影／鄭少玲）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圖為微小針行陣

列。（攝影／鄭少玲）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圖為微針模具。

（攝影／鄭少玲）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以「微針元件的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法」獲得日本及臺灣發明專利，與微小針行陣列

合影。（攝影／鄭少玲）。（攝影／鄭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