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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與醫療　打造新希望

2016-12-29  記者 王韋翔 報導

仿生學藉由觀察與研究自然界生物，進而透過模仿將其特點加以運用，涵蓋範圍包括生物的行

為、構造等。生活中有許多事物都應用到了仿生學，從球鞋上的魔鬼氈到旅行所搭乘的飛機，皆

運用了此種技術。

仿生學與醫療科技的結合是目前人類研究的重點，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相關產品出現，包含仿生人

眼、仿生耳、仿生義肢等，不僅為人類生活帶來改善，也讓醫學領域有了新發展。

仿生義肢將是未來發展重點。（圖片來源／Popular Science）

 

結合仿生學　醫療新境界結合仿生學　醫療新境界

醫療技術的進步幫助人類克服許多生理上的困難，因此，醫療科技結合仿生學是研究的一大熱

門，越來越多醫療器材運用了仿生技術，從人工關節到人體器官，幫助病患再次擁有健全的身

體。

仿生醫療的終極目標是希望能完全仿造人體，從各個器官功能的複製開始，一直到器官隨年齡老

化，期望能夠將擬真的程度越來越提高。「要做出百分之百的仿生那就是在做上帝的事情。」工

業研究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複合醫材與骨科技術中心副營運長沈欣欣說道，要做到完全仿造人體

的困難度相當高，目前的技術還未達到那樣的水準，而這也是全球相關領域研究者所努力的方

向。

 

仿生人眼　重見光明仿生人眼　重見光明

眼睛一直以來都是人類非常倚賴的器官之一，目前已有越來越多技術可以幫助近視患者找回正常

視力，但對於完全失明的患者來說，這些技術仍然難以幫助他們重見光明。

近期興起不少關於仿生眼的研究，給了視障人士一個重見光明的希望。一名英國婦人路易絲

（Rhian Lewis）患有遺傳性疾病「網膜色素變性（Retinitis P igmentosa）」右眼全盲、左

眼也幾近全盲的她長達六年沒有辦法看見時鐘上的時間。她接受了英國牛津大學約翰拉德克利夫

醫院（John Radcliffe Hospital）的仿生眼手術，經過長達八個小時的手術過程，路易絲在接

受測試時成功辨認出指針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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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絲置入仿生眼後，能夠看見時鐘上的時間。（圖片來源／BBC）

這項技術透過在患者的視網膜後方植入電子晶片，並藉由附有攝影機的特殊眼鏡將影像轉換成電

子訊號直接傳送至大腦，不須經過眼睛。患者在手術過後需要經過一定的練習，才能藉由閃光程

度的不同來辨認物體的輪廓。這項技術發展以來有越來越多成功的案例，雖然不能幫助患者完全

恢復視力，也只對特定的視障人士有效果，但這無疑是仿生眼研究上的一大進步，視障人士在未

來要重見光明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

 

皮膚與骨釘　台灣新技術皮膚與骨釘　台灣新技術

在台灣，仿生醫療也是研究的一大方向，工業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所開發「EPiTRI」醫美

級仿生皮膚，打造出專屬華人的仿生皮膚組織。工研院所發布的簡報裡提到，有鑑於華人的皮膚

組織與西方白種人不同，工研院在這次的研究中成功掌握華人皮膚的特性，打造出擁有正確的表

皮組織多層分化型態，包含基底層、棘層、顆粒層及角質層，還有屏障功能與脂質組成，這次的

突破對於全球華人來說是一大福音。另外，相較於以往的人工皮膚使用膠原蛋白所製作，

「EPiTRI」使用了嬰兒包皮皮膚角質細胞，進行細胞分化製作而成，材質上更加接近人體，擬真

程度也提高了許多。

工研院開發出專屬華人的仿生皮膚。（圖片來源／工研院提供）

目前這項技術已經同步在台灣與日本測試，將先應用在化妝品檢測上，提供華人化妝品市場在產

品試驗上的新選擇。未來將可進一步開發成燒燙傷的人工皮膚，讓傷者可以重建皮膚組織，不因

傷疤而造成心理二度傷害。沈欣欣表示目前礙於技術的不足，還沒有辦法完全仿造人體，人工皮

膚最終目標是具備汗腺或是毛髮的生長，讓「EPiTRI」完全符合人體皮膚組織結構與功能。

同樣由工研院開發，將仿生醫療與雷射積層製造技術（3D列印）結合，製造出全球首創3D列印

中空骨釘。骨釘的中空設計讓骨頭在生長時可以長進骨釘中，幫助骨頭與骨釘更加緊密結合，未

來也可能做到在骨釘裡添加相關藥物，幫助骨頭的癒合，這些都是以往實心骨釘所無法做到的。

利用3D列印技術，可以做到以往人工代工無法做到的多孔中空設計，也可以因醫療需求做客製化

的服務，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包括骨科、牙科、整形重建外科等方面。此外，骨釘所使用的材料

為鈦金屬，是目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可材料中最適合人體的金屬材質，沈欣欣表示未

來目標是發展生醫陶瓷與可降解金屬，讓骨釘更符合臨床與人體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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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酒駕　停看聽臺灣酒駕　停看聽

探討臺灣酒駕議題，除了法律之外我們還能有
什麼改變。

替代役　役難忘替代役　役難忘

替代役比常備役更加自由，但也存在許多爭
議。

3D列印中空骨釘可應用於骨質疏鬆患者或老年人，進行內部固定。（圖片來源／工研院）

 

價格並非唯一　台灣須更開放價格並非唯一　台灣須更開放

仿生骨釘與仿生皮膚這兩項產品，比起其他仿生器官研究起來較容易，且更易產品化，因此成為

工研院在仿生醫療方面產品研發推動的主要方向。這兩項產品分別在2015、2016年發表，出現

的時間並不久，因此在價格上偏高，但沈欣欣認為：「當我們開發出新技術或產品時，我覺得先

不要討論價格的問題，我們更應該呈現新技術的價值。」她談到壓低價格、降低成本的競爭方式

一直是台灣產業所使用的策略，但是在生技與醫療產業，我們更應重視安全性與功效，以新技術

的發展來創造價值。

「其實台灣這塊的技術和全球技術是同步的。」沈欣欣說道，台灣在仿生醫療上的研究與技術並

不會輸給其他國家，也有不少傑出的研究成果，但是受到法規的限制，導致台灣在產品的開發上

比起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來得保守。

 

結合不同領域　未來新視野結合不同領域　未來新視野

目前全球在仿生科技與醫療的研究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技術的不足使得研究碰到多重阻礙；

另外，生物系統的複雜性也會減緩仿生科技的研究。沈欣欣表示未來跨領域技術整合，像是材料

科學、生物力學、基因體大數據的分析比對之整合，將加速仿生科技的發展，讓未來的仿生醫療

產品在材質、功能、生物相容性都能有新的突破，打造出百分之百擬真的仿生器官，給予生理上

有殘缺的人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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