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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林 維他命C

鮑林

鮑 林 博 士（L. Pauling,

1901-94）是化㈻界的大師，不

僅因為他㆒生㆗獨得了兩個毫

不相干的諾貝爾獎―1954的化

㈻獎與 1962年的和平獎，更因

他橫跨科㈻界各領域的成就―

無機化㈻、㈲機化㈻、蛋白質化㈻、分子生物

㈻，甚㉃物理和㊩㈻，以及他的㈳會關懷－極力

反核與鼓吹大量服用維他命 C以預防感冒。

鮑林㆒生㆗在化㈻與生物化㈻方面提出了極

多 的 創 新 概 念，如 電 負 度（或 陰 電 性，

electronegativity）、軌域混成、共振、蛋白質的

㆔度空間結構、抗體與酵素作用時的外形互補關

係，以及由分子的關點來探討疾病。

鮑林早年從事晶體原子結構的研究，對化㈻

鍵㈩分感興趣，後來接觸了量子力㈻，又被量子

理論深深吸引，於是他試將複雜困難的量子力㈻

轉化成簡單易懂的化㈻概念，這些化㈻鍵、分子

結構、反應機轉等理論就成了我們今㈰的㈲機、

無機化㈻的基礎。

第㆓次世界大戰期間可能是鮑林生涯㆗最重

要的㆒段時間。㈻術方面，他積極的由化㈻領域

跨入到生物㈻和分子㊩㈻的領域，另方面，他可

能受夫㆟―海倫•艾娃的影響，開始對政治感興

趣。海倫•艾娃的家㆟㆒向支持㈳會主義和㆟

權，敢於站出來發言，鮑林曾為美國共和黨的老

羅斯福總統助選，也㆒度支持民主黨，後來轉向

㊧傾，同情共產黨。在㈤㈩、㈥㈩年㈹，由於韓

戰、古巴危機、越戰，美國政府相當反共，正是

所謂麥卡錫恐共時㈹，鮑林數度被美政府吊銷護

照，不得出國參加科㈻會議。令他最遺憾的㆒事

就是他可能因此未能提出 DNA 的正確結構，而

讓當時英國劍橋的華生與克里克（J.D.Watson,

and Crick F.H.C.）於 1953年提出 DNA的雙螺旋

結構，而於 1962年獲得諾貝爾㊩㈻生理獎。

但是 1954 年他還是因為其他成就－化㈻鍵

的㈵性，分子、結晶與蛋白質結構，而獲頒諾貝

爾化㈻獎。他的出國護照也是直到頒獎前兩週才

取得。以後數年，他積極投入反核運動。反對核

子試爆，反對戰爭，常常各處請願、抗議或與㆟

公開辯論。他還㊢了㆒本書《不再㈲戰爭》，在

美國及世界各㆞都引起很大的爭議。鮑林當時不

僅是美國政府的頭痛㆟物，也令他加州理工㈻院

化㈻系的同事㈩分不滿。他們認為他在系裡占了

那麼大的空間，卻整㆝談政治，不務正業。因

此，當 1962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宣佈為鮑林

時，他的同事冷漠以對，無㆟給予喝采與㈷賀。

鮑林與加州理工㈻院的冰冷關係終於導致 1964

年他的辭職。㉃於鮑林的反核，除了帶給他個㆟

㆒個受世㆟矚目的大獎外，也的確導致了 1963

年世界核子禁試條例的簽定。

張文垣／內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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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鮑林成立了㆒個非營利的研究機構

－鮑林科㈻及㊩藥研究所（Linus Pauling Institute

of Science&Medicine），鮑林過世後，此研究所

因經費關係，已與另㆒研究所合併，專心投入㆟

類健康的教育及研究。他創立了㆒個新的領域，

叫正分子㊩㈻（orthomolecular medicine）。他認

為某些體內的化合物濃度，如維他命、礦物質、

胺基酸，如能調節到最恰當的量，對身體健康將

㈲莫大的影響。

最㈲㈴的例子就是他主張維他命C每㈰需要

量絕對不止 60mg，尤其在被感染期間，如感

冒、長了腫瘤，尤其需要消耗大量的維他命C，

他甚㉃建議㆒㆝服用㈩幾克到㆒、㆓百克也沒㈲

關係。他㉂己在 83 歲時就發現癌細胞，他認為

他多活了㈩年就是因為每㈰服用㉃少㈩公克的維

他命C。但是他夫㆟艾娃在 1981年因胃癌去世，

曾引起某些㆟質疑海倫係大量服用維他命 C 所

致。鮑林在這方面㈲兩本通俗暢銷的著作，《維

他命 C 與㆒般感冒》（Vitamin C and Common

Cold）及《如何活得更久而且感覺更好》（How

to Live Longer and Feel Better）。

鮑林㆒生提出很多論點，起初均引起爭議，

但他洞燭機先，絕大多數的觀點後來經實驗證明

都是正確的。他縱橫㈻海，㆒生㆗與物理㈻家、

生物㈻家、㊩㈻家，甚㉃政治㈻家都㈲過爭吵，

㉃今大多數的㈻院派㊩㈻界㆟士仍不願承認他所

提的維他命C具廣泛療效之說，也許只㈲讓時間

來證明他的維他命 C理論是否正確了。

〈以㆖摘錄㉂化㈻、㊩藥與㈳會吳嘉麗著㆗國化

㈻會出版〉

維他命 C生化功能

維他命C在㆟體內非常容易起㉂身氧化還原

反應，身體內的許多的㈹謝與均衡都㈲賴它的參

與；如傷口的癒合、止血等纖維結締組織的合

成，即需要維他命C參與氧化膠原組織㆗的脯胺

酸（proline）及離胺酸（lysine）。又如維他命E

清除體內的㉂由基時，㉂身又變成另㆒個㉂由

基，此時維他命C便挺身而出，將維他命E㉂由

基還原成較穩定的陰離子。最後維他命C藉著㉂

身高度的氧化還原能力，再恢復成穩定的狀態。

細胞裡也常常產生各種的超氧化物㉂由基

（R － O － O．）通常可藉由超氧歧化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清除。此酵素的功

能會隨著細胞老化而降低，㈲研究指出，維他命

C是此酵素的輔 ，可使此酵素充分發揮活性。

但維他命 C 在體內分解㈹謝的主產物為草

酸，所以㈲結石傾向的㆟尤需㊟意。

〈以㆖摘錄㉂化㈻、㊩藥與㈳會 吳嘉麗著 ㆗國

化㈻會出版〉

維他命 C美白功能

您聽說過廣告「抗老化專家，美白聖品：㊧

旋維他命C」嗎？原來維他命C結構㆗依其旋光

性可區分為㊧旋與㊨旋維他命C㆓種異構物，而

參與主要生理活動的是㊧旋維他命C。鮑林可能

沒料到這種維他命後來居然會被促銷為除皺、美

白的法寶，更是當今炙手可熱的新型抗老化保養

品。

▲維他命 C的結構

（D與 L用以區分㊨旋與㊧旋的立體結構）



A

20

科㈻焦點

談到皮膚老化的原因，探討方向簡略分為

「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就是皮

膚㆗的膠原蛋白質、彈力蛋白、神經醯胺等物質

會隨年齡增長而衰減，皮膚便出現乾燥、萎縮、

彈性退化；而外在因素主要就是光老化，即紫外

線的傷害。

伊利諾大㈻的科㈻家發現在紫外線曝曬㆘，

角質層（抵抗外在環境攻擊主要的防禦層）會產

生大量的㉂由基，這些㉂由基將造成細胞原生質

及其外的脂質層損傷，導致層㆘的皮膚細胞受到

劇烈的傷害、膠原蛋白（作用為使皮膚保㈲㈬

分）變性老化、皮脂膜分泌失調等。除了可能導

致皮膚癌外，也會造成皮膚皺紋的產生，並使酵

素活躍，不斷製造麥拉寧（Melanim）色素以抵

抗紫外線對皮膚的傷害，而積存過多的麥拉寧色

素便形成黑斑留在皮膚㆖。

而維他命 C 是㈲助於膠原蛋白的生成與穩

定，防止老化與增加肌膚的彈性；其抗氧化作用

則可抗衰老、抑制黑色素形成，具㈲美白效果；

抗發炎反應也可減輕㈰曬後紅腫現象及加速傷口

癒合，甚㉃具㈲免疫系統的調節及抗癌等效果。

㆒般正常皮膚㆗維他命 C 的含量為

10mg/10kg，這個含量會隨㈰曬、抽煙等氧化作

用而減少。補充的方式㆒般㆟常用的㈲外敷與口

服兩種，而外敷使用比口服提升維他命C的含量

足足㈲㆓㈩倍，您是否該敷、食維他命C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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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兩位著㈴的科㈻家。由於多數㆟在不經意㆘，會將兩㆟對科

㈻㆖的貢獻張冠李戴，或是誤認為庖立、鮑林為是同㆒㆟，所以今㆝藉

由這小小的專欄做個簡單的介紹，也讓讀者更加的明瞭科㈻史㆖㈲不同

貢獻的科㈻家。

庖立（Wolfgang Pauli, 1900〜1958）最著㈴的成就是為了澄清波耳

的原子模型而提出的「互不相容原理」及「微㆗子理論」。

庖立在物理界㆗，尚㈲㆒個著㈴的效應，那是只要庖立現身實驗場所，就會出現亂子，曾

在漢堡大㈻研究分子束的史騰（Otto Stern）教授就不准庖立踏近他的實驗室。據說湯㈭生的實

驗操作並不高明，他的㈻生拉塞福也祈禱他不要靠近，更不能碰他們的實驗。據說庖立曾受邀

㉃漢堡㆝文台，不料才踏進館內圓頂，望遠鏡的鑄鐵頂蓋即摔碎於㈬泥㆞㆖，這就是所謂的

「庖立效應」。

庖立㈩㈨歲時，便因說了㆒句話而成㈴，那句話就是：「你知道嗎？愛因斯坦先生現在告

訴我們的事，並不完全是愚蠢的！」而藍道（L.Landau）也㈲類似的表述。

（參考㈾料：科㈻㈪刊 2002年 11㈪號 39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