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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斯‧皮爾絲（Louise Pearce）是研究非洲昏睡
病並找出解方的傑出女科學家，曾親自到該病盛行的剛

果，測試由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1953年更名為洛克菲
勒大學）發展出來的一種藥物。這藥物不但治癒了動物

的感染，也證明在人體上的療效，因此榮獲「治癒非洲

昏睡病的魔術子彈」美名。她對梅毒的防治也有重大貢

獻，曾發展出梅毒的模式動物供研究使用。此外，還發

明了一種在兔子身上可以移植的布－皮二氏瘤，是全世

界在研究癌症上經常使用的重要工具。

求學經過

皮爾絲於 1885年 3月 5日出生在美國麻州的溫切
斯特，1900∼ 1903年間就讀洛杉磯市的一所女子學院，
之後進入史丹佛大學主修生理學與組織學。她在 1907
年獲得學士學位，這在當年女性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是

難能可貴的。

傑出的女病理學家─
露易斯‧皮爾絲
1965年，洛克菲勒大學的歷史學者寇納博士為文盛讚皮爾絲的成就：
「開發出治療非洲昏睡病的藥物，是本校在醫學上兩項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這讚譽之詞蓋棺論定了皮爾絲在人類感染疾病上的重要貢獻與地位。

■ 劉仲康、鍾金湯

皮爾絲發明了一種在兔子身上可以移植的布－皮二氏瘤，

是全世界在研究癌症上經常使用的重要工具。

露易斯‧皮爾絲。（圖片來源：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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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絲畢業後回到麻州，在波士頓大

學醫學院擔任組織學的助理工作，並兼任

胚胎學的講師。1908年，她獲得賓州女子
醫學院的獎學金，卻婉拒了，因為她一心

想進入聲望卓著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

院就讀。她先在波士頓大學進修了 2年，
之後才得償夙願。在學期間，皮爾絲主要

跟隨著名的解剖學教授沙賓博士學習，

1912年以全班第 3名的成績獲得醫學士學
位，並在原校醫院擔任實習醫生。

研究生涯

1913年，皮爾絲開始擔任約翰霍普金
斯醫院附設的菲利浦精神科診所的住院醫

師。雖然當時這是人人稱羨的職位，尤其

是對一位女性而言，但皮爾絲並不快樂，

她心中一直渴望能夠從事研究工作。

後來，她寫了一封信給紐約市洛克菲

勒醫學研究院的院長弗來克斯納博士，弗

來克斯納對於皮爾絲的學經歷印象深刻，

正好該院也想延攬一位女性研究人員，皮

爾絲便順利成為助理研究員。

該院當時有一位著名的感染學家布朗

博士，一輩子都在研究宿主對病原微生物

的抵抗性與感受性。皮爾絲對布朗的研究

很感興趣，因此決定與他密切合作。他們

計劃用兔子建立研究梅毒和非洲昏睡病的

模式動物，因此皮爾絲便先以非洲昏睡病

為研究主題。

一鳴驚人

當時，非洲昏睡病是威脅人類生命極

大的一種傳染病，肆虐許多非洲國家，洛

克菲勒醫學研究院也致力於這疾病的研究。

而就在不久之前的 1910年，埃爾利希才剛
發現一種稱為撒爾佛散的含砷化學藥物能

夠治療梅毒，因此激發了許多研究人員致

力於找出各種治療人類疾病的化學藥物。

皮爾絲接受弗來克斯納的委託，開始尋找

能夠治療非洲昏睡病的藥物。

1965年，洛克菲勒大學的歷史學者寇納博士為文盛讚皮爾絲的成就：
「開發出治療非洲昏睡病的藥物，是本校在醫學上兩項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這讚譽之詞蓋棺論定了皮爾絲在人類感染疾病上的重要貢獻與地位。

■ 劉仲康、鍾金湯

皮爾絲發明了一種在兔子身上可以移植的布－皮二氏瘤，

是全世界在研究癌症上經常使用的重要工具。

從事梅毒研究時，皮爾絲決定

利用兔子發展出一個模式動物。

（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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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賈克伯和海德伯格發現了一種
稱為錐蟲砷胺的化合物，經由皮爾絲與布朗

在動物身上測試後，證實可以有效摧毀昏睡

病的錐蟲。接下來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人類

身上測試。剛巧次年當時是比利時殖民地的

剛果爆發了非洲昏睡病大流行，洛克菲勒醫

學研究院原先打算派布朗前往剛果測試這新

藥物的療效，但他因家庭因素無法成行。皮

爾絲對於到非洲現場測試藥物療效有高度的

興趣，自願隻身前往，並在 1920年 5月抵達
剛果的雷保市（現今的首都金夏沙市）。

皮爾絲挑選了 77位在不同階段罹病的病
患進行錐蟲砷胺療效的測試，詳細記錄每一

劑量的療效，並親自觀察與記錄病患數個星

期內血液和神經系統中錐蟲數目的變化。結

果顯示：血液與淋巴結中的錐蟲數目顯著下

降、重症病人的腦脊髓液顯著改善並逐漸恢

復正常、病患無論身體或精神上都有顯著改

善。這些結果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後，她

立刻聲名遠播成為國際知名人士。皮爾絲的

研究也受到比利時政府的重視，除了在 1921
年獲頒比利時古皇冠勳章外，還被選為比利

時熱帶醫學院會員。

深入研究非洲昏睡病

在非洲獲得成功後，皮爾絲返回美國，

並被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升為副研究員。事

實上，她的成果足以成為研究員，但因美國

正逢經濟大蕭條，該院也由於經費拮据僅能

給她副研究員的職位。這使得她在研究的自

由度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無法獨立於布朗之

外擁有自己的研究領域。更不幸的是，直到

她 1951年退休時還是一位副研究員。但皮爾
絲並未因此而沮喪，仍鬥志高昂地持續探討

錐蟲砷胺如何傳達到中樞神經系統並發揮功

用，以及與梅毒相關的研究主題。

皮爾絲寫給合成錐蟲砷胺藥物的海德伯格的信，敘

述了她如何到達非洲以及當地的研究環境。

1924年，皮爾絲重返非洲進行大規模
的藥物人體臨床實驗，再次證實了錐蟲砷

胺在人體上的療效，但也發現當治療嚴重

病患而使用超高劑量藥物時，會造成視力

受損甚至全盲。因此，她向弗來克斯納請

求終止這項冒險的高劑量藥物實驗，並開

始治療那些因此受害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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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她出版了一本書《以錐蟲砷

胺治療非洲昏睡病：回顧與評論》，總結她

所有在非洲進行研究的結果。

研究梅毒的成就

從非洲回來後，皮爾絲接著與布朗合作

研究梅毒。由於梅毒的病原菌會侵襲神經系

統，在當時還不明瞭其原因，因此是一項極

具挑戰性的研究。他們首先決定利用兔子發

展出一個模式動物，然後才能在動物身上進

行各項實驗與藥物測試。此外，也由於錐蟲

砷胺能夠穿透脊髓與腦部，因此或許可以用

來治療梅毒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感染。

他們首先證實錐蟲砷胺在動物身上有

效，接著便對許多病人進行測試，發現這藥

物確實可以殺死人類神經系統中的梅毒病原

菌，如果再配合提高病人的體溫，效果更為

顯著。這種療法是當時公認治療梅毒的有效

療法，直到佛萊明在 1928年發現人類史上
第一種抗生素－青黴素，並在 1943年商業
化生產後，才改變了梅毒的治療方式。

發展布－皮二氏瘤

1922年，當布朗與皮爾絲觀察一隻感
染梅毒的兔子時，發現這隻兔子的陰囊上

長了一種惡性腫瘤，這腫瘤可以移植到其

他兔子身上生長並迅速蔓延惡化。於是皮

爾絲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試圖找出為何

這種腫瘤細胞可以移植與繁衍。她還懷疑

這種腫瘤可能與病毒有關，因此與瑞佛斯

博士合作，要找出腫瘤中是否含有病毒。

經過一系列仔細設計的實驗，皮爾絲

終於證實因為兔子細胞感染了牛痘病毒而

造成這腫瘤。這種腫瘤也因為能夠移植到

其他兔子身上繁殖，而成為研究癌症的一

皮爾絲發表在《科學》雜誌上有

關非洲昏睡病文章的部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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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力又方便的工具，廣為世界各地研

究人員所使用。為了紀念布朗與皮爾絲

的貢獻，後人把它稱為布－皮二氏瘤。

在中國的短暫研究

1931年 11月，皮爾絲接受北京協
和醫學院一位研究梅毒的訪問教授的邀

請，攜帶了 125隻兔子到中國，進行一
項比較東方與西方梅毒螺旋體菌株感染

的研究。她成功地證實了一般人認為東

方與西方的 2種梅毒菌株，其實是同一
種梅毒菌株在 2種兔子身上所造成的不
同效應。

這期間正值日本入侵中國的滿州，

許多外國訪問學者都被送到上海躲避戰

禍，皮爾絲的研究也受到阻礙，不得不

提前在 1932年 5月返回美國。

建立兔子模式

從中國回來後，皮爾絲實驗室所飼

養的兔子突然發生了嚴重的感染，許多

兔子死於一種類似牛痘的疾病，於是她

與其他科學家合作企圖找出原因。他們

很快便證實這是一種類似牛痘病毒所造

成的疾病，這批兔子也成為研究牛痘的

最佳模式動物。

他們還仔細研究有關牛痘在兔子身

上造成的傳染病和免疫反應，以及對其

他疾病的感受性。這些傑出的研究結果

於 1933年發表在當時頗負盛名的《實驗
生物學與醫學學會彙刊》上，成為重要

的醫學文獻。

研究後期

1935年，洛克斐勒醫學研究院在紐澤西
州的普林斯頓建立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布朗

與其研究群把原先位在紐約市的實驗室搬到

該中心，以便在更好的設施下照顧他們的兔

子族群。

布朗的主要興趣在於探討動物的遺傳缺

陷如何影響牠們罹患疾病，而他們實驗室擁

有的這批兔子具有一些遺傳上的特徵，包括

痀僂狀的前掌、軟骨發育不全、超高的骨質

密度，以及早期衰老與死亡等。然而不巧，

布朗就在這時突然罹患疾病，不得不縮減研

究活動。這也影響到皮爾絲的後續研究計畫，

使得她不得不提前結束兔子的相關研究。

1947年，皮爾絲獲得一筆寫作經費，支
付她 3年的全額薪水以及直到退休的半薪，
使她無後顧之憂地盡情把一生重要的研究成

果與心得寫成學術論文發表。她從此寫作不

斷，直到 1959年去世為止。去世之後，她的
助理瑪格莉特．當翰女士還替她完成了最後

的 2篇學術論文。

社會服務

皮爾絲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尤其是有關

婦女與兒童的權益方面。她是女權運動的堅強

支持者，並全力倡導女性接受教育。

1921∼ 1928年間，她擔任紐約市婦女
與兒童醫務學院的理事，這個學院是美國第

一位女性醫師布萊克威爾所創立的全美國第

一座專收女性的醫學院。她也是美國醫學女

性學會 1935∼ 1936年的執行委員，並兼任
該學會期刊的榮譽編輯委員。1938∼ 1946年
間，皮爾絲擔任了國際大學女性聯盟獎助金

皮爾絲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尤其是有關婦女與兒童的權益方面。

她是女權運動的堅強支持者，並全力倡導女性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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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委員，並榮任該聯盟的第 2屆會長。
1941∼ 1959年間，她也擔任賓州女子醫學院
的董事會委員。

1940∼ 1944年，皮爾絲接受普林斯頓醫
學院的邀請擔任該學院的理事，並於 1946年
起接掌該醫學院的院長一職，直到 1951年退
休為止。1945∼ 1951年間，她還擔任美國大
學女性聯盟的會長，積極提升女性在學術界的

地位以及倡導女子接受教育。

私人生活

皮爾絲終生未婚，把一切心力完全灌注

在她心愛的研究與社會關懷上。但是她並不

孤單，她結交了幾位非常密切的同性好友，

與她們共同生活，並同為女性的權益奮鬥。

1935年，她搬到紐澤西州的斯克曼市與
兩位密友威麗和貝克醫師共同生活。威麗是

一位來自英國的知名女作家，貝克是美國公

共衛生學的先驅，3人共同居住在威麗購置的
一座稱為崔維納的農莊中。貝克在 1923年退
休後專職主持家務，讓威麗與皮爾絲能心無

旁騖地在事業上奮鬥。但她們常一同出遊與

參加宴會，享受美好的人生。貝克於 1945 年
去世，皮爾絲和威麗則相繼在 1959年過世，
她們遺留的大部分產業以紀念皮爾絲醫師的

名義捐贈給賓州女子醫學院。

榮耀等身

皮爾絲一生所獲得的榮耀很多，除了

前述的比利時古皇冠勳章外，還曾獲頒獎

金 1萬元的比利時國王李奧波德二世獎章、
皇家獅子勳章，以及紐約市婦女與兒童醫

務學院的布萊克威爾獎等。另外，她被選

為許多重要學會的會員，也獲得許多學院

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洛克菲勒大學也一直以皮爾絲的研究

成果為榮，1959年出刊的新聞報表示：「自
從皮爾絲醫師首先施用錐蟲砷胺治療非洲昏

睡病以來至今 20年，已經有超過 50萬的非
洲病患接受過這項治療。」1965年，該校
的歷史學者寇納博士也為文盛讚皮爾絲的成

就：「開發出治療非洲昏睡病的藥物，是本

校在醫學上兩項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這項

實至名歸的讚譽之詞，蓋棺論定了皮爾絲在

人類感染疾病上的重要貢獻與地位。

皮爾絲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尤其是有關婦女與兒童的權益方面。

她是女權運動的堅強支持者，並全力倡導女性接受教育。

皮爾絲在美國大學女性聯盟會議上發表演說（圖片

來源：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1953年，皮爾絲因研究非洲昏睡病有重要貢獻
而榮獲比利時國王頒授獎章。（圖片來源：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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