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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根究柢　胎盤幹細胞
汪彥彤 報導  

透過眼、⽿、⿐、舌、⾝、意這六根，⼈們得以探索這個世界。⾝上的器官成為
我們與天地之間的橋梁，將物質、情緒以及能量來回傳輸。時間巨輪倒轉⾄還是
胎兒的那年，⺟親的⼦宮是我們的全世界，然⽽，你是否已經忘了，是胎盤這個
重要的器官引領我們去摸索那個⼩宇宙，你是否還記得，在你脫離⺟親的剎那，
它也跟著被丟棄了。如今，科學家將它捧在⼿掌⼼，細細研究後告訴你它的真⾯
⽬。

胎盤的奧秘　解析胎盤
胎盤，是⼀坨佈滿⾎管的⾁，乍看之下有點⾎腥嚇⼈，然⽽，它卻曾經是連接我
們與⺟體最重要的器官。當雌性哺乳類懷孕時，胎盤便會在⼦宮內側的表⾯形成
並開始執⾏它的使命，包括從⺟體供給營養與氧氣、代謝廢物，更進⼀步提供免
疫系統保護以及合成酶、激素和細胞因⼦讓寶寶順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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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禮拜後的胎盤。（圖片來源／《科學美國⼈》）

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類發展研究所指出，胎盤是⼈類最不了解的器官，卻是我
們最重要的器官之⼀，它不只影響了懷孕期間的胎兒與⺟體，更與雙⽅的終⽣健
康有緊密關係。其實研究⼈員很早就對胎盤的運作⽅式感到好奇，只不過直接在
孕婦體內進⾏侵入性研究是具挑戰性的，所以⾄今仍有很多謎題無法釐清。隨後
該研究所致⼒發展「⼈類胎盤⼯程」，希望能找到早期檢測胎盤異狀的⽅法，並
提供相關的治療與防禦機制。

去年，加州⼤學亞德實驗醫學系教授⾥恩‧厄爾巴赫與再⽣科學系教授蘇珊費雪
在《科學美國⼈》發表了對於胎盤的進⼀步研究。內容提到，2015年巴⻄爆發茲
卡病毒肆虐的事件後，更添胎盤功能的神秘⾊彩。原本以為茲卡病毒只會對⼈體
造成輕微的不適，症狀與登⾰熱相似，後來證實這種病毒會透過孕婦傳遞給胎
兒，造成腦部受損，嚴重者則胎死腹中。弔詭的是，已知胎盤能阻隔其他蚊媒傳
播的病毒傳染給寶寶，例如黃熱病以及登⾰熱，然⽽為何茲卡病毒卻能順利通過
胎盤？為此，科學界⼜吹起研究的風潮。

⺟親的包容　從肚裡開始
除了茲卡病毒的問題令科學家匪夷所思外，⺟體免疫細胞的運作⽅式同樣令⼈驚
嘆。胎盤的基因有⼀半來⾃⽗親，照理來說對⺟體⽽⾔屬外來物，其入侵體內後
被免疫系統辨識後應該要被摧毀，就像移植器官時候的排斥反應⼀樣，但是，胎
盤卻完全躲過了免疫細胞的攻擊。研究者發現，是⺟體本⾝的免疫系統發⽣變
化，與胎盤相互調節，才使得胎盤能完好存在。

胎盤在媽媽與胎兒中間形成⼀個免疫隔離，造成滋卡病毒能順利通過胎盤、⺟體
胎盤能容下⽗親的基因現象的出現，正因為「胎盤幹細胞」與胎盤的其他細胞擁
有控制免疫反應的能⼒。⽽這個關鍵能⼒在幹細胞的研究領域裡成為⼀個新的⾥
程碑。

幹細胞來勢洶洶　幹勁⼗⾜
何謂幹細胞？其實可以把它想成專⾨製造新細胞的⼯廠，當它分裂後，會⽣產出
更多幹細胞或者不同種類的細胞，比如：⽪膚幹細胞除了可以製造更多⽪膚幹細
胞外，還能製造產⽣⿊⾊素的特殊⽪膚細胞。新⽣兒的幹細胞之中，⽬前最⽿熟
能詳的便是臍帶⾎，指的就是臍帶⾎中的造⾎幹細胞，但在使⽤上有頗⾼的侷限
性，移植給直系親屬的時候仍有非常嚴格的配型機制，移植後容易造成排斥現
象。相比之下，胎盤中的幹細胞擁有特殊免疫調節功能，對於配型的要求很低，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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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相比之下，胎盤中的幹細胞擁有特殊免疫調節功能，對於配型的要求很低，
利於直系親屬之間使⽤。

談及胎盤幹細胞前，需先了解製造胎盤幹細胞的胎盤是如何形成的。⺟體受精
後，胚胎發育成囊胚，細胞進⾏第⼀次分化，表層分化成滋胚層⽽內細胞團發育
為整個胚胎。接著，滋胚層裡的滋養細胞會向⼦宮內膜移動，漸漸地侵入並與⺟
親⾎液接觸，⾏為與癌細胞的侵略很類似，聽起來或許很戲劇化，但這是滋養細
胞形成胎盤不可或缺的第⼀步。

胎盤形成前⽰意圖。（圖片來源／汪彥彤製）資料來源：《⼈胚胎幹細胞
向滋養層分化的研究進展》

⽇本研究⼈員在美國雜誌《Stem Cell Reports》裡提到，他們從胎盤裡萃取出滋
胚層並深入分析，進⽽找到了控制滋胚層增殖的基因，最後調整培養並獲得⼈類
胎盤幹細胞，這個結果可說是從多年來的研究中跨出⼀⼤步，能夠運⽤在觀察⼈
類胎盤的形成、胎盤異常引發之疾病以及再⽣醫療的藥物研發上。

近期，維也納醫學⼤學的團隊也在《Stem Cell Reports》裡刊登⼀篇研究，可說
是繼培養胎盤幹細胞之後的延伸。他們從滋養細胞的內層取出幹細胞後製成3D胎
盤模型。這樣的模擬器官可以更⽅便地模擬早期胎盤的形成和基因表現情形。很
有趣的是，這個模擬出來的器官因為含有滋養細胞，所以擁有不斷增⻑、⾃我組
織及⾃我更新的能⼒。過去，2D模型只能看到細胞在移動卻不能看到它們如何移
動，現在，這個模擬器官系統的建立，⼜再推進了胎盤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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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與隱憂
研究⼀步步向前，慢慢突破前幾年遺留下來的問題，不僅找到了能夠早期檢測胎
盤異常的⽅法，更發明了仿效實體的模型來預測可能出現的胎盤問題以及研發預
防的機制，這些貢獻，不只攸關婦女以及兒童，更重要的是，影響了⼀整個家
庭。不過，看著胎盤研究蒸蒸⽇上，能夠利⽤之處越發被挖掘，同時，是不是也
有⼀些隱憂值得我們思慮？雖然已有明文規定禁⽌買賣胎盤，但在其價值漸漸被
發現後，私下交易的事件很容易跟著增加。若是胎盤遭到病毒感染，很有可能將
傳染病散播出去，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從醫⼈員的⾏事必須更⼩⼼翼翼才是。

縮圖來源：《科學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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