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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登強 教授  醫學院/內科學科 
 

吳登強教授與幽門螺旋桿菌研究 

    吳登強教授是幽門螺旋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以其深

厚的專業知識與卓越的研究成就享譽學界。他的研究涵蓋從基礎機制到臨床應用的全

方位策略，專注於幽門螺旋桿菌感染與免疫及胃腸疾病之間的關聯性，致力於創新個

人化治療模式以改善患者預後。 

 

研究重點： 

1. 幽門螺旋桿菌與胃癌的關聯性 

胃癌是亞洲癌症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早期診斷與治療是降低其致死率的關鍵。吳登強

教授研究團隊深入探討幽門螺旋桿菌感染如何驅動胃癌前病變的形成，特別是在萎縮

性胃炎與腸化生等病理過程中的分子機制。並著重於分析菌株毒力因子（如 CagA、

VacA）在胃癌進程中的作用，探索潛在的干預靶點。此外，吳教授團隊全面綜述亞洲

地區胃癌篩檢的現有證據與實踐現況，為政府篩檢策略提供理論基礎（Lancet Oncol.，

IF 41.6）。 

2.抗生素抗藥性機制與治療策略 

針對幽門螺旋桿菌對常用抗生素（如克拉黴素、阿莫西林）的耐藥性挑戰，吳教授研

究團隊專注於解析耐藥性的基因與分子機制，深入探索其形成與傳播的關鍵因素。同

時，團隊致力於開發個人化治療新策略，針對不同耐藥性菌株量身打造精準的治療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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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此外，系統性評估四聯療法與含鉍療法在抗藥性菌株中的臨床療效，為制定治療

標準與指引提供科學依據，提升根除成功率。 

3. 免疫調控與微生物群落的影響 

⚫ 探討幽門螺旋桿菌如何調控宿主免疫反應，其誘導免疫耐受的特性與降低免疫介

導疾病（如自體免疫性疾病、發炎性腸道疾病）的風險有關。研究顯示，治療幽

門螺旋桿菌感染與自體免疫疾病(如 IBD等)風險顯著增加相關（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IF 11.6）。 

⚫ 分析幽門螺旋桿菌對胃腸微生物群平衡的影響，以及微生物群與心血管疾病的潛

在聯繫。吳教授團隊研究顯示，能產生β-羥基丁酸的腸道菌株顯著改善心肌梗塞

後的心臟功能（Nat Commun.，IF 14.7），揭示腸道代謝物在心肌修復中的新穎作

用。 

⚫ 研究聚焦於幽門螺旋桿菌如何改變胃部微生物群的平衡與交互作用，進而調控胃

腸道相關疾病的發生與進展。近年來，腸道微生物組及其代謝產物與多種心血管

疾病的關聯逐漸受到關注。我們在非人靈長類動物的缺血/再灌注模型及 HMGCS2

基因缺陷型小鼠中證實，能產生β-羥基丁酸的腸道菌株可顯著改善心肌梗塞後的

心臟功能。這項發現揭示了腸道丁酸生成物在心肌梗塞修復過程中的全新作用機

制，拓展了腸道微生物在心血管健康領域的應用潛力（Nat Commun.，IF 14.7）。 

4. 幽門螺旋桿菌快速診斷技術 

專注於開發與改良非侵入性診斷工具，如呼氣測試與糞便抗原檢測，提升診斷的準確

性與便利性，實現早期發現與治療。 

    吳登強教授的研究不僅深化了對幽門螺旋桿菌的理解，亦為相關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提供了創新路徑，對胃腸學與公共衛生領域具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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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果】 

1. 吳登強教授目前為國科會微生物相在精準健康之研發及應用專案計畫召集人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再生醫學諮議小組召集人及委員 

3. 7 個中華民國專利 

4. 2 個技轉 (臨床生物醫學資訊之收集、分析研究及臨床應用，間葉系幹細胞培養方

式) 

5. 2 個產學合作(俊質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瑞河再生醫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6. 7 本專書(吸菸與消化系統癌症、光和日照大同：老幼共學的大同福樂學堂、妙手

畫.話人生：大同福樂學堂家民生活素描、融新聚舊大醫者創新科技大未來、潰瘍

性結腸炎臨床治療指引 2024 version、克隆氏症臨床治療指引 2024 version、克隆

氏症台灣診療現況 2021 version) 

7. 國際合作對象  

I.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 Joseph Ching-Ming Wu) 

I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Joseph Jy Sung) 

II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John Y Kao) 

IV. Kei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Japan. (Takanori Kanai) 

V.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Yi-Hsiang Hsu) 

V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The Gastroenterology Group, Gleneagles 

Hospital, Singapore (Kok-Ann Gwee) 

 

【研究團隊】 

團隊成員：吳登強，郭昭宏，吳政毅，余方榮，謝清河，許秉毅，蔡成枝 

 

團隊簡介：特色與成就 

1. 聚焦幽門螺旋桿菌與消化道疾病的關聯性 

幽門螺旋桿菌感染是全球最常見的細菌感染之一，影響約 50%的人口，世界衛生組織

（WHO）更把它列為 I 類致癌因子，目前胃癌位居人類十大癌症第八名，主要成因與

幽門螺旋桿菌息息相關。這種細菌憑藉其獨特的構造與生理代謝機制，在胃部環境中

自由生存，並可改變胃內環境，導致胃炎、胃潰瘍，甚至胃癌等病症。高醫胃腸內科

吳登強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深入分析臺灣各地（北、中、南、東）病患的幽門螺旋桿

菌抗藥情況，成功提昇菌株培養率從 50%至 88%，使臨床醫學從傳統的治療模式轉向

精準醫療與個人化治療的方向，通過抗藥性分析與創新治療策略成功提升患者的治療

成功率。 

2. 潰瘍性結腸炎與克隆氏症患者探索新療法 

隨著現代生活壓力與免疫相關疾病的增加，潰瘍性結腸炎與克隆氏症患者人數不斷上

升。針對這類患者，本研究團隊與中研院及國衛院合作，致力於開發更高效的新型生

物製劑，以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 

3. 預防醫學與微生物群分析 

預防醫學研究也是團隊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尤其是以菌群分析為核心的非侵入性檢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5%90%B3%E7%99%BB%E5%BC%B7/area/mid/item/0010361976/page/1/idx/3/cat/001/pdf/1/spell/3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5%90%B3%E7%99%BB%E5%BC%B7/area/mid/item/0010770969/page/1/idx/2/cat/001/pdf/1/spell/3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5%90%B3%E7%99%BB%E5%BC%B7/area/mid/item/0010786453/page/1/idx/1/cat/001/pdf/1/spell/3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5%90%B3%E7%99%BB%E5%BC%B7/area/mid/item/0010786453/page/1/idx/1/cat/001/pdf/1/spel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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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技術。透過檢測口水、牙垢與糞便中的菌群組成，分析好菌與壞菌的平衡狀態，為

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建議，讓更多人得以維持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4. 跨界合作，啟迪未來 

團隊堅信，每一項研究都承載著改善患者生活、延續健康希望的使命。我們的初衷在

於透過不懈探索疾病本質，突破診療瓶頸，推動醫學進步，讓更多人因科學的力量而

受益。無分院別與國界，持續與國內外專家合作，致力於以科學創新造造福人群、啟

迪未來。 

研究聯繫 Email：gi@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