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學系和其相關學系的異同 

◼ 化學工程系（Chemical Engineering） 

• 差異：化學系主要研究物質的性質、結構、反應機制與理論，而化學工

程則偏向將化學原理應用於工業生產，關注大規模化學製程、材料合

成、反應器設計與製造流程優化。 

• 舉例：化學系研究有機合成的反應機制，而化工系則研究如何將該合成

反應應用於工業量產。 

◼ 應用化學系（Applied Chemistry） 

• 差異：應用化學與化學系相似，但應化系更強調實際應用，例如新材料

開發、製藥、環境分析等，可能會融合工程或技術導向的課程。 

• 舉例：化學系可能專注於光觸媒的反應機制，而應化系則研究如何將光

觸媒應用於空氣淨化裝置。 

◼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SE） 

• 差異：材料系關注不同材料（如金屬、陶瓷、聚合物、半導體等）的設

計、製造和應用，而化學系則關心這些材料的化學性質與反應機制。 

• 舉例：化學系可能研究聚合物的聚合機制，而材料系則研究如何提高該

聚合物的機械強度或導電性。 

◼ 環境科學或環境工程系（Environmental Science/Engineering） 

• 差異：環境相關學系主要關注污染防治、環境監測、資源回收等應用領

域，而化學系則專注於化學反應本身的機制與理論。 

• 舉例：化學系可能研究光催化降解有機污染物的機制，而環境系則評估

如何將此技術應用於廢水處理。 

◼ 生物化學系（Biochemistry） 



• 差異：生化系專注於生命科學領域，研究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如酵素

作用、代謝途徑、蛋白質與基因的相互作用，而化學系則涵蓋更廣泛的

物質範圍，包括無機、有機、分析與物理化學等。 

• 舉例：化學系研究蛋白質結構的合成方法，而生化系則關心蛋白質在細

胞內如何發揮功能。 

◼ 藥學系（Pharmacy） 

• 差異：藥學系專注於藥物的開發、製造、作用機制與臨床應用，而化學

系則關心藥物的分子結構、合成方法與物理化學性質。 

• 舉例：化學系研究如何最佳化某種藥物的合成步驟，而藥學系則關心該

藥物在人體內的吸收與代謝。 

◼ 奈米科學與技術系（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 差異：奈米科學與技術專注於奈米尺度的材料、裝置與應用，涉及物

理、化學、生物等領域，而化學系則更偏重奈米材料的化學性質與合成

技術。 

• 舉例：化學系研究奈米金屬催化劑的合成與機制，而奈米科技系則開發

該催化劑於感測器或能源應用的技術。 

 

化學系與許多學科有密切關聯，研究領域亦存在重疊之處。與化學工程系類

似，化學系探討化學反應與物質變化的原理，特別在催化、合成與熱力學方面

具有共同基礎。與應用化學系相似，化學系也涉及新材料開發、環境分析及工

業應用，僅研究深度有所不同。此外，材料科學與工程系與化學系在高分子、

奈米材料與能源材料等領域交集甚廣，皆關注材料的結構與性質調控。生物化

學系與化學系則在蛋白質、酵素、藥物設計等方面共享研究方法，如光譜分析

與有機合成。藥學系與化學系皆研究藥物分子，但前者更偏向臨床應用。至於

環境科學與環境工程，其核心研究如污染物降解、環境監測亦高度依賴化學分

析與反應機制。因此，化學系在多學科中皆扮演關鍵角色，奠定科學與技術發

展的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