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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博⼠出頭天 葉錫東獲選中研院院⼠

稿源：2018-7-5/中央社/張茗喧/台北 

40多年前台灣⽊瓜⾯臨「⽊瓜瘟」，中興⼤學植物病理學系國家講座教練葉錫東當時奉派到國外研究植物病毒
學，研究出⽊瓜疫苗、基改⽊瓜，做出極⼤貢獻，今天獲選中研院院⼠。 

中央研究院2⽇⾄5⽇舉辦第33次院⼠會議，今天選出第32屆新科院⼠，共21⼈當選，包括數理科學組5名、⼯程
科學組5名、⽣命科學組6名、⼈文及社會科學組5名。 

獲選為⽣命科學組院⼠的葉錫東，今年66歲，是中興⼤學植物病理學系的國家講座教授，研究⽊瓜超過30年，他
受訪時笑稱，⾝邊朋友⼀看到⽊瓜就會想到他，甚⾄暱稱他為「葉⽊瓜」。 

說起和⽊瓜的淵源，恐怕得追溯到40多年前。葉錫東說，記得⺠國64年台灣歷經了⼀次嚴重的颱風風災，農⺠辛
苦種了⼀年的文旦毀於⼀旦，但那年不僅沒有文旦，⽊瓜也因得了「⽊瓜瘟」，⼀瓜難求。 

當時政府⾼層要求教育部培育植物病毒專家，協助解決⽊瓜問題，「但那時的⼤學哪裡學得到植物病毒學」，只
好派⼈到國外研究⽊瓜，⽽葉錫東正好就是奉派出國的那⼀⼈，想不到⼀研究就是30多個年頭。 

葉錫東說，他到美國康乃爾⼤學研究⽊瓜以後，才發現⽊瓜的問題「很難搞」，⽽台灣⾯臨的⽊瓜瘟也是⽊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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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治之症」，因此他轉⽽研究⽊瓜疫苗，也利⽤基因改造⽅式讓⽊瓜產⽣能對抗病毒的抗體，並把這些技術
推廣到全世界，解決許多國家的⽊瓜危機。 

這些年來，他⼀直把研究⽊瓜視為「國家賦予的任務」，更笑稱當時派他出國的前總統蔣經國想要完成的「反攻
⼤陸」使命，他也透過⽊瓜達成，因為中國⼤陸早在17年前就⼤量種植台灣⼈研發的⽊瓜。 

努⼒了這麼久，總算獲選為中研院院⼠，葉錫東笑說「終於幫搞農業的出⼀⼝氣」，⼤⼒讚嘆⽊瓜的營養，話語
間透露出對⽊瓜滿滿的愛。 

⽽他研究的基改⽊瓜去年6⽉也已送進衛⽣福利部，由「食品審議⼩組委員」進⾏審查。他感嘆，基改⽊瓜早在美
國、中國⼤陸種了、吃了10多年，但台灣⼈對於基改作物的莫名恐懼，也讓台灣⼈⾃⼰研發出來的好⽊瓜，遲遲
無法在台灣上市，相當惋惜。 

新科院⼠外號「⽊瓜」 葉錫東⽤⽊瓜「反攻⼤陸」

稿源：2018-7-5/蘋果⽇報/唐鎮宇/台北 

中央研究院今公布第32屆院⼠名單，其中⼀⼈是研究⽊瓜30多年的中興⼤學植物病理學系國家講座教授葉錫東。
葉錫東說，台灣在⽊瓜抗病毒與組織培養上技術領先全球，中國⽊瓜出現問題，還得需要他的技術授權。但葉錫
東也說，基改⽊瓜並無問題台灣仍禁種，但採⽤網室種植產⽣的農業廢棄物，是塑膠吸管的幾千萬倍。 

中研院今公布的新任院⼠名單共有21⼈，包括數理科學組5名、⼯程科學組5名、⽣命科學組6名、⼈文及社會科學
組5名。 

獲選為中研院⽣命科學組院⼠的葉錫東說，當選院⼠讓他非常感動，笑說很多⼈叫他「葉⽊瓜」，看到⽊瓜就會
想到他。葉回憶，早年台灣本⼟種植的⽊瓜得到病毒，中秋節沒得吃，當時的⾏政院副院⻑要求教育部派⼈出國
進修、解決問題，隔年的公費留考就開了「植物病毒學⾨」，讓他得以到美國康乃爾⼤學深造。 

葉錫東指出，要解決⽊瓜病毒問題不容易，主要⽅法有活體疫苗或基因改造，疫苗在1984年已經可以使⽤，基改
則到了前年才向衛⽣福利部申請食品安全查驗登記，也向中國申請商業許可。葉說，在⽊瓜界他已經完成「反攻
⼤陸」，中國海南島種的都是他的⽊瓜品種，他認為我國應該要將技術申請智慧財產權。 

葉錫東說，現在中國使⽤他研發的第⼀代⽊瓜抗病毒技術產⽣問題，因為病毒會不斷變異，所以希望我⽅可以提
供第⼆、三代抗病毒的技術，但我⽅也開出條件，要求對⽅把第⼀代抗病毒技術合法化，並且將智慧財產權適當
回饋給我⽅，我⽅才會把第⼆、第三代技術傳授給對岸。 

葉錫東說，相較於香蕉、鳳梨這類技術⾨檻不⾼、易受天候影響讓價格波動的農產品，台灣在⽊瓜抗病毒跟組織
培養的技術領先全世界，未來應該在農業⽣技上努⼒，賣技術、收取智慧財產權權利⾦。 

葉錫東也談到，台灣在⽊瓜抗病毒的技術上領先全球，但⽬前台灣仍禁⽌種基因改造⽊瓜，「我們領先全世界技
術的東⻄，卻沒辦法在⾃⼰的⼟地上使⽤，很可惜」。葉說，基改⽊瓜美國夏威夷1998年引進，沒有⼈吃了之後
肚⼦痛；中國海南島引進也了17、18年，同樣沒有產⽣問題。他強調，基改⽊瓜就像是打預防針⼀樣，把病毒基
因放到⽊瓜裡去刺激它⽽已，國⼈對基改作物仍有誤解。 

葉錫東說，國內因無法使⽤基改⽊瓜抗病毒，農⺠多採在網室種植，把⽊瓜圍起來後昆蟲無法接近就不會被感
染，但這樣⽤塑膠材質圍起來，反⽽會產⽣⼤量農業廢棄物，「1公頃會產⽣1公噸以上的廢棄物，是塑膠吸管的
幾千萬倍」；⽽且蓋1公頃網室需要100萬元，抗颱風的更要200萬元，不是普通農⺠能夠負擔得起。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705/138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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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為中研院院⼠，葉錫東說，30多年來他從未想過放棄⽊瓜研究，「事情太多，每天都做不完」，他⾃⼰在家
中也種了⼗幾顆⽊瓜，「每天都在看」。他也對妻⼦表達感謝，並說太太押著他去學國際標準舞，如果中研院辦
舞蹈比賽，他⼀定拿冠軍。 

新科院⼠「⽊瓜先⽣」葉錫東 ⽤基改⽊瓜「反攻⼤陸」

稿源：2018-7-5/⾃由時報/吳欣恬/台北 

被稱為「⽊瓜先⽣」的葉錫東，⽬前是中興⼤學植物病理學系國家講座教授，專⻑是植物病毒學、植物遺傳⼯程
以及植物病理學。他研發的抗病毒基改⽊瓜在中國被廣泛種植，他笑說是「反攻⼤陸」。今獲選為中研院⽣命科
學組新科院⼠。 

下午的記者會上，葉錫東非常感動，他說，會踏入⽊瓜研究的領域，是因為1975年國內⽊瓜得了⽊瓜瘟全死光。
當時總統蔣經國下令教育部派⼈出去學習，那年公費留學新開⼀個學⾨，植物病毒學，葉錫東考取，赴美深造，
取得康乃爾⼤學植物病理學博⼠學位。 

他說，⽊瓜在全球市場很⼤，因為會感染病毒所以無法⼤規模種植，所以不能像香蕉⼀樣，攻略全球很多市場。
但是現在透過基改品種可以解決，⽊瓜可以像香蕉⼀樣，成為主要的⽔果，可以向全球銷售基改品種的智財權。 

他指出，現在解決⽊瓜染病有兩個⽅式，⼀是打活體疫苗，另⼀就是做基因改造，把病毒的基因放到⽊瓜裡⾯去
刺激產⽣免疫性，就可以抗病毒。活體疫苗1984年就可以⽤了，抗病毒的基改⽊瓜也問世25年。2016年，他已正
式向衛福部基因改造食品審議⼩組申請，隔⼀個⽉也跟中國農業部申請商業許可。 

葉錫東說，中國拿他的抗病毒基改⽊瓜去種已經17、18年，他笑說蔣總統說要反攻⼤陸，這個使命他早就給他完
成了，中國全海南島都是種葉錫東的基改⽊瓜，去中國吃⽊瓜都是他研發的基改品種，但是中國沒有⽀付⼀⽑
錢，沒有尊重智財權。隨著病毒演化，第⼀代基改⽊瓜不管⽤了，中國希望引進葉錫東研發的第⼆代、第三代抗
病毒基改⽊瓜，葉錫東就要求第⼀代產品要合法化，並給予智財權的回饋和保障。 

他指出，中國農業部的商業許可，已經過75個安全委員審查醫治通過，但現在兩岸關係不好，什麼時候宣布不知
道，未來申請成功，不管是活體疫苗或基改⽊瓜，中國都必須根據WTO的架構向我國⽀付智財權的費⽤。 

另⼀⽅⾯，他也感嘆基改品種在國內要申請通過並不容易，因為國⼈對基改作物，有⼀種莫名的恐懼。他解釋，
是把病毒放到⽊瓜裡⾯去刺激免疫反應，就跟打預防針⼀樣，本來是⼀個⾃然反應的過程，只是提早刺激它。葉
錫東說，這是領先全世界的科技，不能在⾃⼰的⼟地上⽤，這就是覺得可惜，希望未來兩岸都能通過，⼤家按照
政府相關規範去推動。 

葉錫東指出，現在台灣⽊瓜為了防病毒，也不能基改，⽤網室蓋起來，網室造起來，蚜蟲黴菌昆蟲⾶不進去，就
不會得病了，但他說網室種植每公頃會產⽣⼀公噸的塑膠廢棄物，因此他認為網室栽培不能⿎勵。 

葉錫東說，種⽊瓜是國家給他的任務，他非常感謝國家給他這個機會，讓他能夠學有所⻑，貢獻社會，解決農⺠
和農業⽣產的問題。他⼀輩⼦就是在做⽊瓜，把所有精神和努⼒放在⽊瓜上，回饋台灣這塊⼟地。他說像他這樣
純種的台灣⼟狗已經不多了，承蒙各位院⼠看得起，他內⼼非常感動。 

葉錫東也感謝他的妻⼦，帶著他去學國際標準舞，他誇⼝如果中研院辦⼀個舞蹈比賽，他⼀定能在院⼠裡得到冠
軍。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06000577-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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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反攻⼤陸」新科院⼠葉錫東：為搞農業的出⼝
氣

稿源：2018-7-5/聯合報/陳婕翎/台北 

中研院院⼠會議第32屆院⼠出爐，新科院⼠、中興⼤學植物病理學系講座教授葉錫東說，種⽊瓜是前總統蔣經國
給他的任務，甚⾄讓他有機會⽤⽊瓜「反攻⼤陸」，這次能當選院⼠就是為搞農業的出⼀⼝氣。 

回憶起當初是如何與⽊瓜結下不解之緣，⻑期致⼒於「基改⽊瓜」領域的葉錫東笑稱，在威權時代做事特別有效
率，時任總統的蔣經國⼀聲令下，要求公費留學⽣想辦法解決⽊瓜瘟問題，他才有緣踏入植物病毒學領域。海南
島16年前開始種植他的⽊瓜，⽬前中國⼤陸市場的⽊瓜幾乎都是他的作品，「我也算是幫蔣前總統完成反攻⼤陸
的⼼願。」 

不離不棄研究⽊瓜30年的葉錫東說，每天看到⾃家院⼦種植的10顆⽊瓜樹更健康更好吃就是他堅持下去的動⼒。
台灣⽊瓜潛⼒無窮，⽬前全球⽊瓜雜交種⼦其實是掌控在台農⼿中，未來將致⼒把⽊瓜發展的像香蕉般響徹國
際，並推動其他台灣農產品全球化經營，同時要以WTO相關規範改善台灣與中國⼤陸的基因改造農產品紛爭。 

此外，葉錫東認為，基因改造作物其實就只是幫農作物打預防針，但台灣⼈⺠卻對此⼗分恐懼，他說，台灣擁有
這項領先全球的技術，不能反⽽被⾃家⼈排斥。 

如今成為中研院⽣命科學組新科院⼠，葉錫東提及，在中研院清⼀⾊是海外院⼠的現狀中，感謝評委能看到本⼟
學者的努⼒，感謝中研院給「台灣⼟狗」的他⼀個機會，讓他有能幫助農⺠，同時感謝妻⼦的⽀持，讓他有機會
為台灣農⺠默默耕耘這麼多年。

↑ 【中央社】第32屆中央研究院院⼠5⽇晚間出爐，共21名學者專家當選中研院院⼠。圖為⽣命科學組新科院

⼠葉錫東。中央社記者王⾶華攝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236858
https://www.nchu.edu.tw/upfile/web/e8e6230fb315fadf882d18f68358fc17fdb15a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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