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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年末，新冠肺炎首例於中國武漢河北被發現，正當世人想

對這疾病一探究竟時，此病毒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傳播至世

界各地，造成嚴重的損害，此次疫情不只限制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各

種交流活動而造成經濟上巨大的損失，也嚴重影響到全球人的生命

健康。截至目前為止（2021年八月）全球已有一億九千萬人確診，

超過四百二十萬人死亡。而世界各大藥廠及各國政府也卯足全力投

入大量資源研發新藥希望戰勝新冠肺炎。 

  對抗傳染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大規模的疫苗接種，來降低

疾病的傳播並減少住院和重症發生。 

二、現有疫苗機轉: 

  而疫苗作用基本原理就是讓致病原以沒有害的形式進入到人體

去刺激免疫系統，免疫系統被刺激後產生抵抗並記憶致病原的特

徵。當相同的致病原再次入侵時，免疫系統能快速徵招部隊（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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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攻打被感染的細胞並製造巡弋飛彈（抗體）將還沒入侵細胞

的致病原擊落。 

  目前新冠肺炎疫苗大致可分為以下大類： 

1. 減毒去活疫苗 

2. 蛋白質次單元疫苗 

3. 核糖核酸疫苗（腺病毒載體、mRNA） 

A. 全病毒疫苗：為傳統疫苗製法，用化學、熱或輻射的方式讓

病毒死掉或降低病毒活性，讓病毒本身不對人體構成威脅後

注射至人體，換句話說就是讓病毒屍體直接給免疫系統辨別

並記憶，但如果在製造過程中沒有完全把活性滅掉或是降低

到一定標準，注射完疫苗可能反而被感染。中國國藥與中國

科興生物科技皆是採用此種方法製造。 

B. 蛋白質次單元疫苗：由於免疫系統識別具有特異性，只與冠

狀病毒表面的棘蛋白（spike protein)做結合，基於此特性，

藥廠直接針對這種特定蛋白進行製造，能有效率且直接的刺

激免疫系統。但由於“開模製造”曠日費時，還有良率、產能

不足的問題，雖然多家藥廠投入研發如美國 Novavax藥廠、

臺灣聯亞、高端，但與其他製程法的疫苗比起來，單白質次

單元疫苗從研發到上市確實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C. 核糖核酸疫苗：不同於上述兩類型疫苗本身就有具體實際的

蛋白質刺激免疫系統，核糖核酸疫苗只負責供給蛋白質抗原

的“製造訊息”，人體細胞接收到“訊息”後再製造出蛋白質抗

原引起後續的免疫反應，相較於單白質次單元疫苗是在藥廠

提煉、純化，核糖核酸疫苗則是將整個“製造工廠”移至人

體，讓人體自行製造表現蛋白，可以降低蛋白分子在體外培

養的成本，也比較不用擔心疫苗污染、純化的問題。 

（1） 腺病毒載體疫苗：目前市面上採用腺病毒載體製程的疫

苗有台灣目前的主流 AstraZeneca/Oxford 、美國

Johnson & Johnson 、俄國 Sputnik V。 

腺病毒是一種未被包覆的 DNA病毒，因具有感染細胞

的能力且容易改變其基因的特性，讓腺病毒成為理想疫

苗的載體。前面已有提到，疫苗本身必須對人體無害，

所以利用基因置換技術消除病毒本身的複製能力，再把

製造棘狀蛋白的 DNA嵌入腺病毒的基因序列。當腺病

毒疫苗注射至人體後，腺病毒 DNA就會釋放到細胞核

中，再轉錄成 mRNA，mRNA會在細胞質的核糖體裡

轉譯產生病毒的棘蛋白，最後送至細胞外去刺激免疫系

統。 



（2） mRNA疫苗： 此製程是近年來新的製造技術，它能

在這次的疫苗競賽中脫穎而出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快速

合成，只要知道想要表達蛋白質的基因序列，將這些

訊息（mRNA)以奈米顆粒包覆，再送進細胞質由核糖

體製造，就能產生表現蛋白讓免疫系統去反應，其實

作用原理後半段相似前述的腺病毒疫苗。而 mRAN疫

苗除了可以快速合成以應變疫情快速變化的疫情外，

它也有另外一些優勢： 

i. mRAN只會短暫存在於細胞，比較不會嵌入

DNA，目前認為應該不會有改變 DNA遺傳訊息的

問題。 

ii. mRAN因為分子小，採用奈米顆粒方式運送，未

來可能發展出非血液系統的給藥途徑如吸入給

藥，可以將低施打給藥的不便。 

但此新技術目前最大的缺點為 mRNA是一種極不

穩定的分子，必須在極低溫的狀態下儲存，如

Pfizer-BioNTech只能在零下負 60度至負 80度儲

存六個月，移至 2-8度冰箱後只剩一個月效期，如

果運送過程中冷鏈設備不足，送至偏遠低區施打



可能會有必需在剩餘的短效期內使用完畢的時間

壓力。 

目前採用 mRAN技術製造的有美國Ｍoderan及

Pfizer-BioNTech。 

三、未來可能的發展: 

  目前台灣採用的疫苗主要是腺病毒疫苗、mRNA疫苗、蛋白質

次單元疫苗。其中蛋白質次單元疫苗為我國自主研發生產，其餘皆

向國外採購。雖然蛋白質次單元生產技術已經成熟，但面對此次新

興病毒的快速變化，蛋白質次單元疫苗從研發到真正上市後可能已

經無法應付當下主流的病毒株。   所以筆者主觀認為政府應該協助

本國藥廠向國外取經，學習能快速應對變異病毒株的疫苗製備方

法，如 mRNA、DNA疫苗製備技術。而面對多變的新冠病毒，目前

只有單價的疫苗未來可能會朝多價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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