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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從2014年起，國外知名企業如蘋果、臉書開始提供冷凍卵子費用補助給員

工；八年後，據BBC News報導，2022年美國大企業中將這類補助列為公司福利

佔比約40%，已然成為大企業徵才主打的福利。在臺灣，名模林志玲據說在2014年就

接受幾次凍卵療程，當時是秘而不宣的小道消息，近兩三年有越來越多藝人、網紅、

YouTuber、民代等在媒體公開述說接受凍卵的經歷。同時全臺林立的生殖醫學中心、

診所也結合不孕症專科醫師在網路媒體、報章雜誌大力倡導，女性在晚婚的潮流下，

應該於三十幾歲時就考慮凍卵，以免錯過卵子的「最佳保鮮期」。

臺大婦產部陳信孚教授於2016年接受採訪時表示，國內於2002年開始第一例凍

卵，當時是使用慢速冷凍技術，效果較差，解凍後存活的卵子約6、7成；早年凍卵

讓時間停在最美的那一刻──
談近年蔚為風潮的凍卵生殖科技

文‧圖／凃怡安

冷凍保存室內許多的液態氮筒，每個位置分別標示保存著不同人的生殖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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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為罹癌的未婚女性，因要接受化療、放療，擔心抗癌治療對卵巢功能的傷

害，所以先行凍卵，待癌症治癒後有需要再取用。大約於2012年卵子（及胚胎）

冷凍技術轉向玻璃化快速冷凍（vitrification），卵子存活率提升至9成以上，隨著

技術進步、效益增長和經驗的累積，本來被定義為實驗性質的凍卵技術漸漸成為

常規醫學治療，伴隨著晚婚晚生的社會趨勢，近10年來因個人選擇、生涯規劃等

社會性因素接受自費凍卵的女性個案大增；臺大醫院從每年個位數、五年內增長

到數十位，逐年以兩三成的數量增加，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仍每年有近

兩百位執行凍卵。

回顧一下胚胎學，女嬰的卵子數量在媽媽的子宮內時就已形成，6個月時擁有

此生最多的卵子數，約6、7百萬顆，之後逐漸減少，至足月出生時約1、2百萬顆，

進入青春期時減少至20萬顆，之後每年持續下降至更年期，而不像男性精子製造可

以數十年持續再生。至於卵子數量下降的速度，科學上沒有答案，有些凋亡較快，

在40歲前停經屬於早衰。此外，因卵子於出生到青春期排卵週期之前，長年停滯於

第一減數分裂前期，在排卵當週期才會重新啟動進入並完成減數分裂，在數十年生

活中累積的傷害便可能引起卵子品質的變異，如高齡女性較易產下染色體異常的小

孩，如唐氏症寶寶。簡而言之，隨著女性年齡增加，不僅卵子數量減少、卵子品質

也會下降，是可以確定的事實。因此，似乎也不難理解，古代皇帝竭盡心力尋求長

生不老之方，現代女性則視凍卵為讓卵子時間停在最美的那一刻的最佳解方。

目前冷凍卵子的療程，和一般試管嬰兒療程的前半一樣，皆從月經第2、3天開

始，每天施打排卵針，接著透過2至4次回診追蹤超音波及抽血檢驗，決定取卵手術

時間，通常接近月經第13、14天左右，惟可能因個人卵濾泡生長速度差異而異。取

卵手術採舒眠麻醉（較淺的全身麻醉），手術當天麻醉清醒後即可返家。取出的卵

子在數小時內採用玻璃化快速冷凍技術，保存於低溫液態氮中即完成凍卵。一般試

管嬰兒療程在取卵後，緊接著還有精卵結合授精及胚胎培養後植入子宮等步驟，以

完成受孕的目的。

凍卵療程的費用一次約6至11萬，包含療程中抽血、超音波費用，藥物/針劑費

用、取卵手術及麻醉費用、冷凍耗材及技術費等。其中費用高低之最大差異在於，

排卵針劑會因個人卵巢刺激反應情況優劣，而有不同的使用劑量，如卵子庫存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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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體重較重者，需要較大劑量的排卵針，而會有較高的費用產生。另外每年冷凍保

存費用約8千至1萬元。就技術層面沒有保存期限，在負196℃液態氮的穩定環境中，

保存10年以上並不會降低解凍的存活率。

排卵刺激療程開始前，醫師會依個人體質預測情形量身訂作適合之療程，在避

免嚴重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的情形下，盡量取

得足夠數量的成熟卵子。取卵手術在超音波導引下經由陰道穿刺卵巢濾泡，傷口如

針孔大小於陰道深處，罕有出血或感染之風險。就目前累積的醫學證據，取卵手術

並不會提前更年期和增加乳癌、卵巢癌的風險。排卵針劑目前大多做成皮下注射之

筆針劑型，如同胰島素針劑一樣容易自行施打。

以上說明了凍卵的流程、費用、風險與成效。其中短期成效部分很直觀――

將（個體可獲得的）年輕卵子凍齡保鮮保存，在未停經的女性身上幾乎都能達

成。至於長期成效呢？――這些冷凍的卵子是否能在未來適當時機變成健康活

產的嬰兒？在將來的某天，八個月也好、八年也罷，液態氮中儲存的卵子透過

解凍液還原復甦後，必須接受「已婚女子的合法丈夫」的精子經由卵質內單一

精蟲顯微注射（ICSI），受精成受精卵後，胚胎會持續在實驗室中培養數天，從

舒眠麻醉中，超音波導引下經陰道取卵手術。取卵手術的途徑，一般而言會藉由陰道、會

破壞陰道冠（俗稱處女膜），因此無性經驗者應先行考量、衡量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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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期胚胎長成囊胚期胚胎，並且在女性月經週期中配合胚胎年齡天數的著床窗

期內植入子宮，接著搭配黃體期支持性藥物補充，兩週內便知是否成功懷孕。

以2022年底為止累積的醫學證據來看，年齡在35至38歲間凍卵，未來會有較高

的臨床懷孕率及活產率。凍卵的年齡愈高，需要獲得愈多的卵子數量，才能預期有

一定的未來活產率；如期望將來能有七成的活產率，35至37歲者需要冷凍15顆成熟

卵子、38至40歲者需要冷凍26顆卵；因此，若一次凍卵療程沒有取到目標顆數，便

須接受多次凍卵療程（當然累積費用就加乘）。在全面使用玻璃化冷凍技術年代的

現在，冷凍卵子的解凍存活率有9成以上，其受精率、胚胎分裂率及囊胚率皆不低於

新鮮取得、未經冷凍的卵子。使用冷凍卵子懷孕的機率及流產率，與其「凍卵時之

年齡層者」做新鮮週期試管嬰兒療程的懷孕率及流產率亦相當接近、無特別差異。

這樣看來，自體凍卵的效益相當明顯有效；然而還是要提醒凍卵者，孕期併發症

（如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等）的風險主要是依據懷孕時的年齡，也就是年紀愈

大才解凍卵子受孕時，無可避免仍有較高的風險發生孕期併發症，而增加母嬰生產

風險。

臺灣生育率在2022年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

統計為全世界最低的國家，其實近5年少子化的趨勢愈發嚴重，也一直是政府頭痛的

問題。生育率的數據，係指平均每位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臺灣在近三年間

生育率在0.98-1.08之間，換句話說，一對夫妻平均只生下一個孩子，以世代人口來

說就是兩個人變成一個人，如此人口國家組成必然面臨老化。生育率的降低和凍卵

風潮的流行，時間上近乎重疊，這些凍卵的女性表示此生有生育計畫，那為什麼要

自費花錢打針手術，而不直接嘗試受孕呢？探究原因，最主要是沒有遇到適合的對

象、忙碌於進修、事業、工作。參考全球資料庫中大型生殖中心發表的統計數據，

追蹤7至18年不等的時間下，冷凍卵子的解凍使用率，臺灣、美國大約8%、紐澳、西

班牙、以色列則約14%。反過來看，以目前的研究顯示，這麼多的凍卵者在數年內，

有8成多都沒有解凍使用。就這個角度而言，年輕時凍卵這件事，比較接近買個人

保險，無法作為增加臺灣生育率的主要策略，至少以現行的法律、社會環境來看是

如此。因為2007年頒布施行的《人工生殖法》規定，必須是異性夫妻，且任一方罹

患不孕症才能使用；照字面上，臺灣現行單身女性或同性伴侶都被不允許將卵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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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怡安小檔案

臺大醫學系 2012 年畢業。

現為臺大醫院婦產科講師，臺大醫院總院及雲林分院

擔任人工生殖試管嬰兒中心施術醫師。

凍，透過人工生殖來生育。日本、香港、義大利、德國目前也都是這樣規定，相對

的，紐澳、丹麥、芬蘭、美國、英國、西班牙等國則無此限制。即使目前大部分國

家仍是希望單身女性找到合適的伴侶後再生育養子，對於經濟負擔上允許的女性，

凍卵仍不失為一項合理的選擇。（本期策畫／臺大醫院婦產部施景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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