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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早期，在人們還不了解臍帶血的寶貴價值時，臍帶和胎盤在母親生產後都被當成

醫療廢棄物，直接丟棄焚毀。但近幾年來，隨著發現臍帶血幹細胞及相關研究論

文問世之後，幹細胞變成炙手可熱的寶貝，臍帶血的價值也開始受到注意，被運

用於治療各種血液、免疫、遺傳、代謝等方面的疾病，其效果甚至更優於骨髓，

因而成為許多歐美人士口中的「The First Gift」，目前它已成為當今熱門的醫學研

究主題。抱著一窺這新興醫學技術－－臍帶血奧秘的好奇心，並期望能對它的功

用及最新的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我查閱了臍帶血的相關新聞與網站資料，以下

將它的性質、應用及和骨髓移植的比較作分析與整理。 

 

貳、正文 

 

一.臍帶血的性質介紹 

 

臍帶血是臍帶和胎盤血的簡稱，也就是存在臍帶和胎盤中的胎兒血液。在懷孕期

間，胎兒透過臍帶和胎盤吸

收母體的養分及氧氣，並將

廢物及二氧化碳送至母體

排出。然而胎兒的血管不與

母體的血管直接「接合」，

兩者的血流是不流通的；無

論養分、廢物或者氣體分

子，都是以擴散作用的方

式，在胎兒臍帶血管末梢與

母體子宮內膜組織之間來

回地移動著。所以，臍帶血

只屬於胎兒本身血液循環

的一部分。 

 

二.臍帶血的秘密武器－－

幹細胞 

 

幹細胞是人體內原始、未分

化，且具有分裂能力的萬能

細胞，在適宜的生長條件

下，能夠複製與分化成為心

臟、血液、肌肉、骨骼、神

經細胞等不同類型的成熟



細胞。臍帶血含有豐富的幹細胞，是胎兒製造本身血液及免疫系統的主要來源；

一般人只有在骨髓中才有豐富的幹細胞。幹細胞可分為「多潛能幹細胞」及「單

潛能幹細胞」兩大類，前者可分化成為多種類型相異的細胞，分別執行不同的功

能；後者則只能分化成單一類型的細胞，在特定的組織發揮作用。目前最被廣為

研究的，是屬於多潛能幹細胞的「血液幹細胞（造血幹細胞）」，即紅血球、白血

球（含淋巴球）等血液細胞的原始前趨細胞，其來源有三：骨髓、臍帶血和周邊

血液（微量）。 

（註一） 

三.臍帶血幹細胞的運用 

 

由於幹細胞是人體所有細胞分化過程的源頭，利用適合的臍帶血幹細胞，植入病

患體內製造健康的血液細胞，以恢復其造血與免疫功能。全世界臍帶血幹細胞移

植的首例，是一位患有范康氏貧血症的法國小男孩，1988年十月六日，他成功

移植了妹妹的臍帶血幹細胞，且沒有排斥作用產生。至今十幾年，全世界親屬間

的臍帶血移植個案已累積數百例之多，非親屬間的移植則已達數千例。 

 

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臍帶血幹細胞已可取代傳統骨髓移植方式，治療三十多種

血液、代謝等方面的疾病（表一）；非惡性疾病方面，有些臍帶血移植的成效甚

至凌駕了骨髓移植，尤其以海洋性貧血症的治療效果特別好。至於對於癌症患者

在接受化學或放射線治療時受破壞的造血與免疫系統，也可以藉由臍帶血幹細胞

的植入來恢復其功能。 

表一：目前可用臍帶血移植治療的疾病舉例 

骨髓疾病 多發性骨髓瘤、急性骨髓硬化症、骨髓發育不良症候群等。 

白血球異常 急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淋巴增殖病變等。 

貧血 海洋性貧血症、鐮形細胞貧血、再生不良性貧血等。 

其他血液疾病 遺傳性血小板異常、血漿細胞異常等。 

代謝疾病 黏多醣症、脂肪儲積症、腎上腺蛋白質營養不良證等。 

其他遺傳疾病 骨質石化症、軟骨毛髮發育不全等。 

惡性疾病 乳癌、腎細胞癌、神經母細胞瘤等。 

免疫功能缺陷 慢性肉芽腫、吞噬細胞疾病、先天性免疫不良疾病等。 



四.臍帶血較骨髓優勢之處 

 

01.幹細胞品質佳 

 

研究指出，胎兒臍帶血中幹細胞含量的高峰期約在胎齡三十二至四十一週。出生

時蒐集到的「零歲」幹細胞，幾乎未曾受過藥物、病毒或放射線的汙染，較骨髓

幹細胞來得純淨、數量多。此外，臍帶血中所含幹細胞的活性、生命力及分化能

力也較骨髓幹細胞強。 

 

02.來源較容易 

 

臍帶血是在胎兒已產下，夾住臍夾、剪斷臍帶的時候，由醫師或專業人士採集，

時間只需五到十分鐘，過程安全、簡單，不會傷及胎兒或母體。蒐集到的血量約

在 50～150cc間，取到的量愈多，表示幹細胞的含量可能也愈多。相對於臍帶血

的安全方便，骨髓則必須住院以手術方式從捐贈者身上抽取，前置作業較複雜且

花費時間長，有些捐贈者甚至因害怕動手術或疼痛而臨陣退縮。 

 

03. 可長期保存 

 

透過精準技術分離後，臍帶血即可長期冷凍保存。雖然其細胞活性和功能會隨著

時間的增加而逐漸衰退，但研究顯示保存十五年之後的臍帶血，其幹細胞活性依

然足以使用，至於確切的「過期」時間，目前則尚未有明確的研究結果。除了可

長期保存，將來若真的需要使用自己出生時保留下來的臍帶血，只要解凍就可以

直接進行移植手術，即時性亦強，自己和家人都能受惠。 

 

04. 組織相容性較大 

 

由於臍帶血幹細胞尚未接受過外在環境刺激，其 HLA表現型還沒有完全分化成

熟，故移植時 HLA配對的要求比骨髓或周邊血液幹細胞來得低，等於提高了找

到合適來源的機會，若再建構起極大數量的臍帶血庫，配對適合率便可達到極

高，對於苦苦等待可用骨髓的病患真的是一大福音。再者，比起骨髓移植，臍帶

血幹細胞因為較不易受到免疫系統的攻擊，降低了排斥反應產生的機率。然而即

使臍帶血移植的 HLA配對相容性要求不高，且立即的排斥反應較骨髓移植少，

但還是可能會發生慢性的移植物抗宿主疾病，故病患後續的檢查仍不可輕忽。（註

二） 

 

HLA 乃指人類白血球抗原，人類個體間有著基因差異性，在器官移植上，供者

與受者 HLA相容，則移植物一般不會被排斥，臍帶血幹細胞因尚未受外在刺激，

辨識能力較低，異體移植時可容許供者與受者間的 HLA有某種程度上的差異。



移植物抗宿主疾病的發生是因被植入的細胞視受者的細胞為異物，而對受者的器

官與組織產生排斥作用。它是骨髓移植時最常見，對生命有威脅的副作用，由於

臍帶血內的幹細胞較不成熟，尚未被訓練促使免疫系統反應，因此發生移植物抗

宿主疾病機會少，程度也較輕。（註三） 

 

五.臍帶血捐贈與自體儲存 

 

臍帶血依取得來源，可分為「他人捐贈」或「自體儲存」兩種，目前臺灣的公益

捐贈臍帶血庫包括有中華血液基金會、慈濟骨髓中心等處。捐贈臍帶血和捐血一

樣，都有救人一命的效用，但因是提供醫療之用，故有安全上的考量。若產婦要

將小孩出生時的臍帶血捐出來，就必須先通過嚴格的產前篩檢（包括 HLA配對

檢驗），確定沒有任何遺傳性或感染性的疾病才可以採集捐出。而所謂自體儲存，

就是將小孩出生時的臍帶血以付費的方式，委託給業者（即臍帶血銀行）儲存，

等將來個人或家人有需要的時候，便可立即使用。 

 

不過，新鮮的臍帶血一離開人體之後，其細胞活性和功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

下降，且業者所使用的集血袋、運送過程的溫度、分離單核球層（含幹細胞）的

過程、添加的抗冷凍劑……等，都會影響臍帶血幹細胞的品質，故應慎選值得信

賴的臍帶血銀行。 

 

六.台灣臍帶血移植現況及未來展望 

 

雖然臍帶血移植在國外已納入正規醫療項目，但目前臍帶血在臺灣仍屬新的醫療

技術，尚在人體試驗階段（僅有臺大醫院、臺北榮總、林口長庚醫院獲准可實施），

無健保給付；醫院本身要自行承擔高額的移植費用以及移植失敗的風險，使得整

體手術發展和臨床經驗累積都受到極大的限制。非親屬臍帶血的醫療在臺灣已施

行六年，但自醫界完成第一次臍帶血移植至今，僅有兩個成功治癒疾病且仍存活

的病例。 

 

第一個是 2003 年十月林口長庚醫院治療的重度海洋性貧血病例。當時三歲半的

小病人阿慈，在移植後二十五天就已能成功製造足夠的新白血球。兩個半月後，

阿慈體內原本有缺陷的骨髓血液幹細胞完全被取代，將可擺脫定期輸血、注射排

鐵針的夢魘，成為臺灣成功依靠非親屬臍帶血移植治癒疾病的首例。 

 

第二個案例是 2004 年二月臺北榮總一名罹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林小弟弟，在

找不到適當 HLA配對之骨髓捐贈者情形下，由臍帶血銀行安排選出兩個相合度

較高的臍帶血捐贈者，進行了移植手術。不到兩個月，他的病情逐漸穩定並得以

出院，此後只需按時服用抗排斥藥物和定期回門診追蹤即可。（註四） 

 



這二個案例的確為所有必須接受幹細胞移植治療的病患，帶來了更大的希望，也

顯示國內相關醫療技術和經驗正日趨成熟。但移植成功和順利存活是不同的，所

謂臍帶血「移植成功」，指的是病患在接受移植後三十五天內，體內有新生造血

細胞；但接下來三個月是否有併發症及排斥反應等問題，才是病患存活的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衛生署遲遲未解除臍帶血移植人體試驗禁令的原因。 

 

目前各大醫院正積極向衛生署爭取解除禁令，使國內臍帶血移植的臨床應用更加

多元化，進而救治更多身陷絕境的病患。不過，解除人體試驗的限制，雖然的確

會使更廣大的病患因此受惠，臍帶血捐贈者的愛心也不致於浪費，但高昂的移植

手術費用，仍可能會使許多人望之卻步。再者，相關法律的制定也很重要，若國

內衛生主管機構管理臍帶血儲存及使用的法規制度不夠嚴密周全，日後想必會有

不少醫療方面，甚至消費方面的糾紛出現。 

  

現在有許多醫界人士想讓臺灣臍帶血移植登錄網（Taiwancord）早日成立，然後

再加入目前正由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籌組中的亞洲臍血網（Asiacord），並與國際

臍血網（Netcord）互相交流，以造福廣大的亞裔病人。 

 

參、結論 

 

目前醫療科技的日益創新，不但持續發現更多造福病患的新技術，也顯示出人類

知識的向前邁進；能夠在以往都直接丟棄的臍帶血中發掘那麼大的價值，確實是

一重大突破。然而臍帶血雖然較骨髓有許多優點，移植時還是有各方面的問題待

解決，要使病患體內不會有併發症或排斥作用，才是算真正成功的移植。然而這

些較為專業的部分，身為一般民眾的我們雖然無法實際幫忙，但可以主動去了解

臍帶血幹細胞、臍帶血移植的新知，並多支持、也多給那些努力研究的專家及願

意將小孩臍帶血捐出的熱心父母一些掌聲。畢竟，那是上天賜與我們第一份最珍

貴的禮物，現在將一生一次臍帶血保存下來，也許在未來 40、50 年後，能運用

它幫助自己甚至別人，讓生命變得更健康也說不定。我期待在未來的科技能將臍

帶血的功能發揮到極致，並能有效幫助更多病患，拯救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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