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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內耳受器和聽神經是人體接收外來聲學訊號的重要組織，卻容易因藥物、環

境、老化等原因而失去功能。人類的聽覺一旦因內耳受器和聽神經損傷或退化引

起聽覺功能喪失是無法回復的，這也是目前治療聽損的瓶頸。隨著基因醫學的成

熟促成我們對聽障基因的認識，激發細胞療法治療聽損的期待，台灣衛生福利部

於2018年9月正式宣布修法開放「細胞治療」，藉由基因轉殖及調控、細胞移植

及小分子藥物三種方向治療聽損，讓細胞治療能達到人體構造或機能重建、疾病

治療或預防為目的之技術。 

● 用什麼細胞治療聽損？ 

對於聽損的細胞治療之細胞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內源性的細胞，另一種是外來性的

細胞。內源性的細胞治療目前採取主要是利用某種方式將內源性的細胞轉化成所需的聽

覺細胞（毛細胞及螺旋神經節神經元），而採取的方法不外乎也是上述三種策略（基因、

細胞及藥物）來試圖取代或再生聽覺細胞；而外來性的細胞其來源可以是自體的細胞

(autologous)、外來的同種細胞(allogeneic)、外來的異種細胞(xenogeneic)，而細胞種類依

其自我更新及分化能力可分為祖細胞(progenitor cells)及幹細胞(stem cells)，而幹細胞種類

主要有三種，成體幹細胞(adult stem cells)、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 ESCs)及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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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型萬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目前衛服部所開放的人體細胞治療類型及適應症主要以自體成體細胞為主，例如周

邊血幹細胞與免疫細胞來治療癌症，而其他脂肪幹細胞、纖維母細胞、間質幹細胞及軟

骨細胞來幫助組織再生或修復為目標。利用細胞治療在聽損的領域中，主要還是處於動

物實驗階段，而其細胞治療之作用可能有以下幾種：(1) 利用外來細胞來取代或再生所

需的毛細胞或螺旋神經節神經元(聽覺細胞)，(2) 利用外來細胞使剩存聽覺細胞持續存

活，(3) 利用外來細胞使內源性細胞分化或轉化成所需的聽覺細胞。 

 

● 在動物實驗的是否有毛細胞或螺旋神經元再生的進展？您認為細胞治療的瓶頸與努

力的方向？  

在動物實驗上皆可證實基因工程和細胞移植可再生聽力，許多動物實驗文獻也指出

細胞治療可修復或再生聽力的結果及其潛在的可能，然而要進一步應用到人體試驗似乎

仍有一段距離，因為要：(1) 克服細胞來源、潛能、數量、存活率、倫理議題及其免疫

排斥問題，(2) 如何有效且安全的將細胞移植到內耳或聽覺路徑中，需手術將細胞送到

耳蝸或經顱手術將細胞注射到聽神經或聽覺皮質或從中耳腔、半規管腔經淋巴液將細胞

注射到內耳或全身性血管內輸送道內耳等途徑，(3) 需克服外來細胞能否通過內耳迷路

屏障及適應內淋巴液高鉀濃度，(4) 移植細胞分化的能力及細胞是否能準確回到聽覺受

器(organ of Corti)結構上並能與神經元產生突觸連結甚至延伸到中樞神經元，而達到最終

目的使其聽覺功能回復。 

 

● 國內外是否有人體細胞治療聽損的案例？ 

在人體聽損的細胞治療目前只有少數病例的報告，於2014年於美國使用自體臍帶血

注射治療六歲小孩後天感音性聽損臨床試驗4，目前為安全及可行性 phase 1/2 測試，而

其治療效益仍無法下結論。因此在單獨的人體細胞治療仍在進行中。目前人工電子耳不

外乎是聽損者的一項偉大及重拾聽力的發明，因此在人類尚未有明確的重拾基本生物聽

覺回復(而低等脊椎動物如魚或雞有聽力再生的能力)的可能時，或許能利用基因工程、

細胞移植或藥物來提升人工電子耳的功能，例如在人工電子耳手術的過程同時植入基

因、細胞或藥物來調控並促進聽覺更能符合生物聽覺生理特性3,5，而這方法可能是解決

目前人體試驗的較快路徑。 

 

● 利用細胞治療聽損想必是未來聽損者的曙光，您認為有沒有適用的條件或限制（例

如聽損年齡、聽損程度）？ 

就如同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之條件及適應症，然而細胞療法若能依照特管法規

範下進行適合聽損治療的模式，更可彈性應用在任何聽損的程度及任何年齡上，以治療

的屬性可分為持續保有聽力（漸漸退化型、突發型但仍有可使用的聽力）或重新再生聽

力（聽力障礙者需輔具或無法從輔具獲得幫忙者）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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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醫學的發展指日可待，您認為聽力師可以加強哪些先備知識，迎接利用細胞治

療聽損的新展望？  

全世界聽損的人口數與日俱增，提出有效方法來預防聽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而

後續的治療仍需基礎研究科學家、臨床醫師及聽力師等相關人員針對 (1) 細胞治療已列

為特管法可做為醫療的技術、(2) 細胞到內耳之途徑、(3) 內耳再生之策略、(4) 助聽輔

具與細胞治療配合之應用 來共同努力，為廣大的聽損人口群找尋有效的治療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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