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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主旨是為促進「神經科學」、「心理學」、「教育學」及「精神醫學」於

跨領域之間交流及互動，故成立此「認知功能、情緒發展與神經科學研究群」，

透過定期舉辦研究群工作聚會，討論於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相關研

究文獻，並報告研究進度與實踐策略，以發展具潛力之研究計畫。 

承蒙科技部人社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計畫之補助，本研究群固定每月集會一

次，已於執行一年的期間完成了三場大師演講，三位資深教授皆是長期耕耘於「神

經科學」、「心理學」及「精神醫學」之頂尖學者，藉由研究先進傳遞知識及經驗，

使本研究群能了解最新發展的趨勢，也激發起後輩學者及學生們不同創新的想法

及議題。同時，本研究群也舉辦了三場跨領域 Brainstorm討論，由於每次研究群

成員們的報告內容都太豐富，故從第二次起，我們將議程調整為每次一位成員分

享及討論兩小時，以使研究群成員能透過討論建立彼此間的合作關係。此外，本

研究群辦理了一場專家分享，邀請了蔡佳叡醫師與我們針對 ADHD 情緒上的困

擾及問題，以及在大腦皮質上看到的影響，做一系列的分析及分享。 

由於今年受到 COVID-19疫情之影響，故本研究群原定舉辦的場次受到了一

些影響，特別是專家分享的場次較難臨時改以線上會議方式進行，故研究群原定

議程也做了調整；此外，國內外研討會也因疫情也受到了影響，即便如此，本團

隊仍在國內外研討會繳交出亮眼表現，一共 21 篇國內研討會論文，7 篇國際研

討會論文。本研究群藉由參與國內外研討會以加深群內跨領域學科之合作關係，

提升台灣學者在國際學術界之影響力，並進一步促使本研究群與國際學術界接軌。 

本群透過不同領域的專家合作，期盼能於教學相長之中，建立研究生、師資

生及臨床精神科醫師相互合作之機會，擁有更多的交互作用，以團隊合作的角度，

期望能使基礎科學延伸至臨床及教育實踐，並且冀望未來能以雙管齊下的方式，

於實質臨床上及教學實踐場域上有更多的改變及突破。同時，藉由資深教授們協

助指導幫助研究群成員鑽研相關領域，繼續研究熱門前瞻議題，並引導成員們在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與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以提升台灣學術地位。 

 

關鍵詞(keywords)：跨領域、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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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講題目與內容摘要 

 

 

會議時間 民國 108年 7月 8日星期一 18:00-20:00 

會議地點 臺大醫院精神部 601會議室 

討論題目 大師演講之一:「臨床於 ASD及 ADHD相關主題」 

主講人 高淑芬教授 

參加人員 

高淑芬、曾文毅、商志雍、簡意玲、倪信章、范利霙、劉敏、陳

端慶、李翊瑞、余季霖、秦伃萱、陳昱潔、劉怡君、柯瑋婷、蔡

佳叡、鄭中遠、陳長樂 

內容摘要 

由於此次是本研究群首次會議，故老師於本次演講之中分享了目前 ASD 及

ADHD 收案情形及累積的資料人數，以及分別是哪些不同的 project。同時，與

我們分享目前各 project 已發表的論文有哪些?並進一步的跟我們討論有哪些議

題是可以繼續深掘下去的，或是如何相互合作開發新的議題及想法，包括:大腦

灰質體積的計算、白質纖維的計算、resting fMRI的分析及 task fMRI的分析等。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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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民國 108年 9月 16日星期一 18:00-20:00 

會議地點 臺大醫院精神部 601會議室 

討論題目 校外專家分享:「ADHD與情緒處理於大腦發展變化」 

主講人 蔡佳叡醫師 

參加人員 

高淑芬、曾文毅、商志雍、簡意玲、倪信章、范利霙、劉敏、

陳端慶、林昰樺、張鎔麒、諶冠潔、秦伃萱、柯瑋婷、蔡佳

叡、鄭中遠、戴月明 

內容摘要 

蔡醫師在這場演講之中，分享了 ADHD個案常有 Emotion dysregulation的問題，

而過去與情緒相關的文章，常使用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fNIRS, Functional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做研究，故此次分享中，蔡醫師除了對於 ADHD個案情緒調

節困難做了介紹之外，也針對 fNIRS相關研究做了分享。 

 過去多數研究仍在探討 ADHD注意力或執行功能的情形，最常看到 ADHD

個案在前額葉活化的異常，但卻少有研究針對 ADHD情緒做深入的研究。 

 40%的 ADHD 個案有情緒障礙，但臨床上其實並沒有針對 ADHD 情緒症

狀做進一步的診斷，而過去研究認為 ADHD的情緒障礙可能和他們兩側顳

葉的活化情形有關。 

 而過去和 emotion recognition的作業，常使用 fNIRS探討憂鬱症或焦慮症

患者的表現情形。 

 fNIRS的原理和磁振造影類似，主要是利用近紅外光偵測血氧濃度的改變，

根據訊號的改變，計算出神經活化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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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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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民國 108年 10月 21日星期一 18:00-20:00 

會議地點 臺大醫院精神部 601會議室 

討論題目 跨領域 Brainstorm討論:「ADHD相關主題」 

主講人 商志雍教授、范利霙教授 

參加人員 

高淑芬、曾文毅、周泰立、商志雍、倪信章、江惠綾、范利

霙、劉敏、陳端慶、林昰樺、陳昱潔、諶冠潔、秦伃萱、洪宜

安、林建亨、蔡佳叡、鄭中遠、李俊毅 

內容摘要 

今天主講內容主要是有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孩童於基因及大腦功能之表現差異情形，同時探討與神經心理

測驗之間的關係。 

 過去文獻顯示隨著 ADHD孩童發展成為青少年時，其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的行為表現似乎會有顯著的進步。 

 根據 counting Stroop task功能性腦造影結果發現 ADHD組在背側前扣帶

迴皮質（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與右側額下迴（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rIFG）有顯著的活化表現。 

 除此之外，我們的研究結果亦發現 SLC6A2基因，似乎在 ADHD身上扮

演重要角色，可能會影響到其 inhibitory control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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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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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民國 108年 11月 18日星期一 18:00-20:00 

會議地點 臺大醫院精神部 601會議室 

討論題目 跨領域 Brainstorm討論:「ASD相關主題」 

主講人 簡意玲教授 

參加人員 
高淑芬、曾文毅、周泰立、商志雍、簡意玲、倪信章、范利霙、劉

敏、陳端慶、林昰樺、諶冠潔、秦伃萱、蔡佳叡、林鈺倫 

內容摘要 

縱貫式研究向來是難度相當高的研究方式，故所收集的資料除了相當珍貴之外，

亦能呈現出完整的故事。 

 探討 ASD 青少年經過大概 4.5 年後，發展的變化。目前有 75 位的 ASD

資料及 84位健康控制組的資料。 

 與第一個時間點相比，在 ASD組發現 Fornix、corpus callosum及 anterior 

cingulum 有較顯著的變化；而健康控制組則在前額葉皮質有較顯著的改

變。 

 故之後將加入臨床神經心理測驗之分數檢驗及確認發展的改變情形。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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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民國 108年 12月 16日星期一 18:00-20:00 

會議地點 臺大醫院精神部 601會議室 

討論題目 跨領域 Brainstorm討論:「ASD相關主題」 

主講人 倪信章教授 

參加人員 
高淑芬、曾文毅、周泰立、商志雍、簡意玲、倪信章、范利霙、

劉敏、陳端慶、林昰樺、諶冠潔、秦伃萱、蔡佳叡、鄭中遠 

內容摘要 

與上次簡教授的類似，倪教授也是使用縱貫式研究資料，但著重在 ASD大腦皮

質體積的變化。 

 研究目的是用 Time1大腦灰質體積預測 Time2行為。 

 目前有 102位 ASD資料，117位健康受試者資料。Time1年紀範圍:7歲到

32歲，Time2年齡範圍是 10歲到 39歲。間隔時間約為 4.8年。 

 目前研究結果發現左邊的上額葉(superior frontal gyrus)和中額葉(middle 

frontal gyrus)與 Time2的行為測驗有正相關。 

 而左側的下頂葉(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則與 Time2的行為測驗有負相關。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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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民國 108年 2月 24日星期一 18:00-20:00 

會議地點 臺大醫院精神部 601會議室 

討論題目 大師演講之二:「ASD及 ADHD於白質神經纖維影像之應用」 

主講人 曾文毅教授 

參加人員 

高淑芬、曾文毅、周泰立、商志雍、倪信章、范利霙、劉敏、陳

端慶、柯瑋婷、林昰樺、謝承佑、諶冠潔、秦伃萱、蔡佳叡、張

鎔麒、陳昱潔 

內容摘要 

在這場演講之中，老師分享了目前根據 1023 位健康受試者的擴散頻譜影像

(Diffusion Spectrum Imaging, DSI)所建立的大腦影像常模，根據此常模檢驗

ADHD及 ASD的白質神經纖維分布情形。 

 介紹 Dimensional分析及 Normative model的建立。 

與健康控制組比較，目前發現如下: 

 ASD小孩似乎在 uncinate fasciculus有較高的損傷 

 ASD大人則是在 corpus callosum有較高的損傷 

 而相較健康控制組及 ASD，ADHD 的大人和小孩則無較顯著的白質纖維

改變。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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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線上會議 

會議時間 民國 108年 4月 20日星期一 18:00-20:00 

會議地點 臺大醫院精神部 601會議室 

討論題目 大師演講之三:「ASD與語言發展相關主題」 

主講人 周泰立教授 

參加人員 
高淑芬、曾文毅、周泰立、商志雍、倪信章、范利霙、陳端慶、

柯瑋婷、林昰樺、謝承佑、諶冠潔、陳昱潔、李岱珊、戴月明 

內容摘要 

在這場演講之中，老師分享了過去在 ASD相關的語言研究，同時也分享了 ASD

個案們與正常孩童相比，在 Theory of mind相關的神經連結網絡的缺陷。 

 過去的研究已經發現 ASD 的個案在額葉及顳葉的功能性連結(functional 

connectivity)及活化，與正常人相比通常有較低的活化情形。 

 介紹 Dual network理論，其中包含 mirror neuron experience sharing system

及 mentalizing system。 

 以 multivariate (或有時稱 multivoxel ) pattern analysis (MVPA)分析及驗證

上述兩種 system於 ASD的影響。 

 根據目前結果及過去研究看起來 precuneus及 MPFC在 social information 

network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線上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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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執行之心得或收穫 

本研究群成立已滿 10年，這 10年來在三位老師們的努力不懈經營之下，我

們通常都固定於每月第三週的星期一晚上 6:00-8:00 舉行，除了研究助理會定期

報告收案進度之外，也會安排研究生們報告文獻回顧或論文進度。在獲得科技部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計畫經費補助前，我們是靠著學習的熱情和毅力在撐著，

故我們非常感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支持，透過本計畫之經費，讓我

們能更有效的提升研究群成員及學生們的與會動機，亦同時提升了我們研究群成

員間的情誼及研究視野。此外，透過計畫的安排，我們更有組織及效率的將三大

學術活動安排在其中。此次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受到 COVID-19疫情影響，原定專

家分享的場次受到大幅度的影響，改成線上會議也是本研究群之前未思考到的地

方，即便如此，本團隊仍努力在國內外研討會繳交出亮眼表現，一共 21篇國內

研討會論文，7篇國際研討會論文。 

再次感謝中心的支持，也感謝資深教授辛勤的付出，讓我們能有機會藉由資

深教授帶領年輕研究學者瞭解 ASD 和 ADHD 於神經科學相關領域的議題與發

展，協助年輕學者能於跨領域之加速理解及內化相關知能，同時亦增進跨領域成

員互動與建立合作之關係。此外，本群藉由資深教授們不斷地激勵之下，持續產

出具原創性與前瞻性之研究議題，並公開發表相關研究論文於國際研討會及國際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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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一 

 

 

 

認知功能、情緒發展與神經科學研究群進度 

編號 舉辦日期 
起迄時

間 
演講或研讀主題 講員 

開會地

點 

1 108/7/15 
1800-

2000 

大師演講之一 

「 臨床於 ASD及 ADHD相

關主題」 

高淑芬 

臺大醫

院精神

部 

2 108/9/16 
1800-

2000 

校外專家分享 

「ADHD與情緒處理於大

腦」 

蔡佳叡 

臺大醫

院精神

部 

3 108/10/21 
1800-

2000 

跨領域 Brainstorm討論 

「ADHD相關主題」 

商志雍 

范利霙 

臺大醫

院精神

部 

4 108/11/18 
1800-

2000 

跨領域 Brainstorm討論 

「ASD相關主題」 
簡意玲 

臺大醫

院精神

部 

5 108/12/16 
1800-

2000 

跨領域 Brainstorm討論 

「ASD相關主題」 
倪信章 

臺大醫

院精神

部 

6 109/2/24 
1800-

2000 

大師演講之二 

「神經影像於 ASD及

ADHD相關主題應用」 

曾文毅 

臺大醫

院精神

部 

7 109/4/20 
1800-

2000 

大師演講之三 

「ASD與語言發展相關主

題」 

周泰立 
線上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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