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章題目： 早產兒的救星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這樣講解我就懂了 
  「人造子宮」此種技術在 2017 年由一組研究團隊用於小羊的胚胎發展，該團隊以體外

的子宮系統培育小羊胚胎自 24 週至 27 週。該系統提供營養成分充足的血液和羊水，協助

胚胎健康成長。此種人造子宮技術（Artificial Womb Technology）若發展成熟，將能完全取

代人類的子宮，使胚胎完全在體外發展至成熟。也可作為新生兒重症照護（Neonatal intensive 

care）使用，以提升早產兒的存活率。 

  現今，有許多媽媽會因種種原因早產，而早產也是有很大的風險的，早產主要是指胎

兒在早於 37 週之前分娩的過程，其嬰兒被稱早產兒。早產的症狀包含子宮收縮間隔少於

10 分鐘，或液體從陰道流出。早產兒會有腦性麻痺、發展遲緩、聽力與視覺障礙等巨大風

險，越早出生則風險越大。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產生，人造子宮也帶給了媽媽們很大的幫助。 

  科學家希望這樣的技術可以幫助那些早產兒在被迫離開母親的子宮之後，仍然可

以安全的發育，而這是 2017 年時以綿羊做的動物測試。在幾個看起來比羊胎兒更大

的拉鏈袋裡面，連接著許多裝著血液和各種液體的管子，8 隻羊的胎兒正在持續發育，

就像是他們在他們母親體內一樣。這是醫生的新實驗，持續了 4 個星期，羊胎兒的肺

和腦部持續在人工子宮內成長，開始長出羊毛，睜開眼睛，扭動四肢還學會了吞嚥。 

  而在今年人造子宮 此 技 術 成 功 孕 育小老 鼠 ！ 以色列 科 學 家 宣 告生殖 科 學 的大

躍進，主導 這項 研究 的幹 細胞生物 學家 賈 克柏 ‧漢納（ Jacob Hanna）表示，團 隊已

經花 了七 年做 相關 研 究，用了 數種方法 孕 育老 鼠，就屬 這次 的人造子宮 環境 最完

整成 功。  

  科學 家們 不斷 地 做新 的嘗 試，如人造子宮 真的 順利 成功，也為 早產 兒們 爭取

了存 活下 來的 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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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造子宮也 有 許多 爭議 。他 可以 幫 助兩 性更 加平 等，生育是 男女 最不 平

等的 地方，許 多女 性 因孩子放 棄事 業成 就 ，如 果未 來能用人造子宮 ，或 許可 以

解決 不平 等。 不過 這 也引 發網 友討 論， 他 們認 為解 決男 女不 平 等是 假議 題， 如

果人造子宮控 管不 當 ，可 能會 淪為生產 機 器， 畢竟用非 法手段 取得 卵子、精子

的方式很 多， 到時 恐 造成 紛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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