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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中，胚胎能否順利發育及形成囊胚的過程是十分複雜的。

除了考慮實驗室環境、臨床上卵巢藥物刺激、手術環境、病患特異性之外，大約

可以列舉出超過一百種以上的影響因素。但是要分析實驗室環境因素是否影響胚

胎發育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在保持其他因素不變的狀態下，只針對

單一環境因素進行實驗評估。 

 

  如果刻意把人類胚胎暴露在有毒素的環境中，以獲得直接證據証明劣質環境

對胚胎發育造成不良影響會是相對困難的，且有道德上之疑慮。近期，於 RBM 

Online 刊載的一篇文章「Cairo consensus on the IVF laboratory environment and air 

quality: report of an expert meeting」，其內容主要為一群專家相互討論，針對人工

生殖實驗室環境及空氣品質達成之 50點共識，簡稱「開羅共識」。討論內容包含

空氣品質以及實驗室設計、建造、操作等等。 

 

  關於不良的空氣品質環境是否對胚胎造成不利影響從 90 年代以來已經有許

多文獻發表，而諸多研究指出實驗室過濾系統的改進對於受精率、分裂率及囊胚

形成率等等皆有正面影響。Esteves and Bento (2013)研究報告中指出，患者於符

合標準規定下成立的新生殖機構接受療程，其結果顯示活產率上升且流產率下降，

作者解釋主要可能因素為新機構中，空氣懸浮微粒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VOCs）含量比標準規定更低。先前 Heitmann et al. (2015) 的

研究中於新舊實驗室設備都相同的條件下，比較了兩者胚胎培養環境的差異性，

發現在舊實驗室中普遍沒有正壓設計，而新實驗室不僅有正壓的環境，還有獨立

氣體循環系統、溫濕度控制、紫外線殺菌、活性碳過濾網及 HEPA（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等多重過濾系統，於此密閉安全環境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含量可

以降至最低，所以結果顯示胚胎著床率及活產率於新實驗室中皆明顯提高。由此

可知人工生殖實驗室的空氣品質及環境對胚胎發育影響甚鉅。 

 

  此外，根據 Hazardous Substance Data Bank（www.toxnet.nlm.nih.gov/newtoxne 

t/hsdb.htm）的資料，有許多有機物質常會出現於人工生殖實驗室，例如甲醛、

乙醛、丙醛、苯甲醛等等，這些物質皆可能對胚胎發育造成影響。下表一分別為

各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於新實驗室及舊實驗室的測量結果，其中總體 VOCs

含量於新實驗室為 339.5 μg/m3、舊實驗室為 1323.2 μg/m3。 

 

 

 

http://www.toxnet.nlm.nih.gov/newtoxnet/hsd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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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新舊型人工生殖實驗室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測量數值（數據來自 Alpha 

Environmental, Inc, Emerson, NJ, USA）Mortimer et al. (2018) 

 

   

  經由這群專業且經驗豐富的科學家討論後，「開羅共識」以人類胚胎安全性

作為最終目標，從實驗室設計、建造、管控及空氣品質等方面去建立標準，提供

要成立新人工生殖實驗室的醫療院所作為參考依據。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

撲鼻香，科技並不是免費的，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建設完善的設施及提供安全的

胚胎培養環境，讓病人獲得最好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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