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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幹細胞分為哪4類？

2.你認為各國應開放胚胎幹細胞研究嗎？解釋你的答案。

3.你認為幹細胞的應用可能引起甚麼倫理及道德問題？請舉例說明。

4.試從3個方面說明，幹細胞的研究會為人類帶來甚麼好處？

5.有人認為，「通過幹細胞複製技術再生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你在有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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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的應用與爭議

1. 技術扼殺生命
2.或濫用人類胚胎
3.破壞自然定律
4.或產生畸形人

定義：「萬用細胞」
1. 胚胎幹細胞
2.成體幹細胞
3.造血幹細胞
4.神經幹細胞

1.解決器官不足
2.提高受孕成功率
3.助親人重生
4.治療不治之症
5.避免倫理爭議

1. 可分為胚胎幹細胞、成體幹細胞、造血幹細胞及神經幹細胞4類。
2. 一方面，開放研究為一些醫學的疾病帶來希望，可在這方面舉例進一步說明；另一方面，開放的同時應留意倫理

道德問題，試舉例說明。
3. 如臍帶血的使用、複製人或器官及使用人類胚胎進行研究等將帶來倫理道德的爭議。
4. 如解決器官捐贈不足、增加受孕率、治療不治之症等。
4. 一邊廂，通過幹細胞複製技術可治療疑難疾病，令生命再生；但在抽取胚胎幹細胞時無可避免地把整個胚胎摧

毀，從另一方面看，亦是毀滅生命。同學做題時需衡量兩方面，切忌作答時一面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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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Stem Cells）：幹細胞是人體
內沒有充分分化的細胞，醫學界稱之為
「萬用細胞」。幹細胞具有自我更新能
力，因此擁有能夠再生及修復各種人體組
織及器官等潛在功能。幹細胞一般可分為4
類，分別為胚胎幹細胞、成體幹細胞、造
血幹細胞及神經幹細胞。

也幹細胞
幹細胞被醫學界稱之為「萬用

細胞」。很多疾病如癌症、糖尿

病、組織與器官的修補與取代，由神經細胞退

化而引起的疾病等，幹細胞可望在醫療上扮

演重要角色。與此同時，幹細胞的應用亦

引起部分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和倫理道德

上的爭議。究竟幹細胞為生命科學帶來甚

麼樣的希望？若發展此項技術，須考慮甚

麼因素，以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下文

將作一一探討。

■余慕帆 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

作者簡介：多年英語及英文通識教學經

驗，曾教授高考心理學，多個英文和通識模擬

考試閱卷員。

電郵：franciscayee@gmail.com

幹細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因此擁有能夠再生及修復各種人體組織及器官等潛在功
能。按照生存階段，幹細胞主要可分成兩類，分別為胚胎幹細胞和成體幹細胞。其中，
科學家特別重視胚胎幹細胞的潛在功能，因為胚胎幹細胞可以分化成人體中各類型的細
胞，而且細胞種類的數量達到200多種，對於培植及修復人體各類組織和器官有莫大的幫
助。

提取成體幹細胞 難過登天
而成體幹細胞是存在於已成長的人體的各個器官中。因為在人們長大後，還會有些最

原始未分化的細胞存在於各個器官內，但要提取這些成體幹細胞的困難很大，他們就像
滄海遺珠一樣，極難找到，所以科學家傾向從胚胎中找最原始未分化的細胞，那就是胚
胎幹細胞。但抽取胚胎幹細胞的研究設計有很多的道德和倫理爭議，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抽取胚胎幹細胞的過程中，分離胚胎的幹細胞會無可避免地把整個胚胎摧毀，有人認
為這樣就是毀滅人類生命。因此，幹細胞研究及應用等爭議在世
界各國都備受關注，就連科技大國美國也對幹細胞研究做出了激
烈的討論。

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曾通過一個修正
案明文禁止任何有關毀滅胚胎的科學研究。
上一任美國總統布什更把胚胎幹細胞的研究
資金收緊，規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資金
只可被用於資助已經存在的胚胎幹細胞研
究。科學家如要進行不在政府規範下已經存

在的幹細胞研究，需要尋找私人捐募和資助。但到了現任美國
總統奧巴馬在任期間，美國政府對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態度放寬
了，不但取消了前美國總統布什在胚胎幹細胞研究政策上的限
制，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更製造了約200種幹細胞株系讓科學
人員進行研究，數量上比前美國總統
布什時期的約20種多了接近10倍，卻
惹起法律上的爭議。

那究竟幹細胞的研究及應用存在哪些爭議點
呢？

1.解決器官不足
科學人員在臍帶血中找到臍帶血幹細胞和在

胎盤裡能找到成體幹細胞。這些幹細胞對治療各種
因遺傳因素及需要人類器官轉移的疾病都大有幫
助。如科學家從複製的人類胚胎中抽取幹細胞來培
植適合病人的器官如肝臟及腎臟。此做法除可解決
器官捐贈不足及等候移植適合器官時間太長的問
題，也能消除器官轉移後與病人身體排斥等副作
用。此外，有研究建議父母在嬰兒出生後應為嬰兒
提取及保存臍帶血，因為從臍帶血中提取的臍帶血
幹細胞，可用於治療一些嚴重的遺傳性疾病如鐮狀
細胞性貧血和白血病。
2.提高受孕成功率
幹細胞工程可用於複製人類胚胎，不育的夫婦可

以通過抽取擁有自己基因的幹細胞進行胚胎複製，
製造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嬰兒，這樣的幹細胞技術
比起在體外受精的手術成功率較高。因為這種體外
受精的技術只能提高不育夫婦的妊娠率，不能確保
百分之一百的成功。
3.助親人重生
有科學家指出成年人成長後在各個器官都仍然能

找到一些原始的幹細胞，只要找到這些細胞，便可
利用幹細胞技術複製人類。這樣，失去至親的人便
可利用這種技術來使已逝世的親人重回世上，免受
生離死別的痛苦。
4.治療不治之症
有人認為，世界上不少患不治之症或嚴重疾病如

心臟病和糖尿病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都希望利用幹

細胞的研究技術幫助他們接受移植或其他細胞修復
的治療。生物科技的發展是需要根據人類的需求和
滿足人類的需要來發展的，科學研究理應為人類的
福祉服務。美國廣播公司在過去的調查中亦發現大
約有六成的美國人支持胚胎幹細胞的研究。
5.避免倫理爭議
有人提出以生物醫學界對胚胎的定義作出反駁，

認為各國應放寬幹細胞研究的限制及增加對此類研
究的資助。有意見指，14天以前的胚胎在生物醫學
界上不能被界定為人，在胎兒未成形前的胚胎不會
被視為生命，所以為了醫學用途及人類的福祉，從
胚胎抽取幹細胞並不涉及扼殺生命的爭議。且從胚
胎抽取幹細胞的前期搜集工作過程嚴謹，胚胎幹細
胞的抽取工作必須在捐獻者自願的情況下簽署知情
同意書後，才能收集那些被生育醫院及診所丟棄的
胚胎，進行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工作。

1.技術扼殺生命
有人認為，胚胎是人類形成和生命的初期，

人類精子和卵子結合後受精卵分裂出來的幹細胞會
發展出各種器官及胎兒，所有的胚胎就算未成形時
都是有生命的，而在胚胎中抽取幹細胞的過程無可
避免地一定會摧毀胚胎。這種幹細胞抽取的技術本
身就是扼殺生命的過程。因此，所有利用幹細胞技
術抽取胚胎幹細胞做研究或醫療用途的工作必須立
法禁止，以保持生命的尊嚴及價值。
2.或濫用人類胚胎
有科學家憂

慮，從胚胎中
最初分裂，負

責發展不同器官如眼睛、心臟及皮膚等器官的幹細
胞抽取出來作為器官的培植，會引起濫用和拋棄人
類胚胎的問題。若各國對幹細胞工程的研究及應用
的法律管制放寬，有人擔心非法及黑市市場的浮現
及任意複製人類胚胎抽取幹細胞所引起的濫用及任
意拋棄人類胚胎的潛在問題。
3.破壞自然定律
有宗教人士認為，生命是上帝賜予的，每個人的

生命都有其獨特性，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質，如果人
類的生命或人的器官都可以被分為不同的組成部
分，像商品般被複製，不但會嚴重降低人的尊嚴和
價值，更會破壞生死循環的自然定律。如果死去的
親人都能夠被複製，生與死的界線會變得模糊，生
命的重要性也會降低，生命的定義也將會轉變。此
外，有人認為，人類身體部分或整個人類的複製如
被濫用，憂慮類似複製人的情況會發生，一旦被用
作政治或軍事用途，其後果就不堪設想。
4.或產生畸形人
幹細胞技術尚未成熟，有

人擔心未完善發展的
幹細胞技術會產
生畸形的人類
或人體部分配
件。

打胚胎主意：救人or 殺人

生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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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救命稻草？還是殺人利器？
支
持

反
對

奧巴馬撤限惹法律爭議奧巴馬撤限惹法律爭議

成成也幹細胞也幹細胞敗敗

■■幹細胞幹細胞

■■神經元神經元

■■心臟心臟

■■大腦大腦

支持反對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