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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 

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 

讀後心得與議題探討 

 

人體試驗委員會行政中心 許焙琹 

 

前言 

海拉細胞（HeLa cell）是什麼？這株由人體取出的細胞居然可以長生不老，

促使許多醫學科學界的重要突破，並且是歷史上第一個由體外培養存活下來的

細胞。作者是一位白人女子，多次造訪黑人貧民區，為的就是要徹底瞭解這位

海莉耶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女士的故事。 

 

故事簡介 

海莉耶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 1920-1951）是一位住在維吉尼亞州克

洛佛小鎮的黑人女性，他和他的黑奴祖先一樣從事農作菸草田，在一九五一年

到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就醫，確診發現罹患子宮頸惡性腫瘤，過程中雖然透過放

射線治療，但還是不敵病魔，短短的八個月後就辭世。當時的科學研究很希望

能夠培養出人類的細胞，但遲遲未成功，原本認為希望渺茫的實驗室主持人喬

治.蓋伊博士（George Gey），在這次機會下同樣的將海莉耶塔.拉克斯的腫瘤組

織切片送到細胞培養實驗室，終於成功培養拉克斯女士的細胞，發現她的腫瘤

細胞中有特殊的增生能力，居然可以在離體培養中存活，這是第一株在體外培

養成功的人體細胞。後來這些成功存活下來的細胞大量繁殖，在醫學研究上幫

助許多擾人的疾病問題，數十年來，醫界靠著海拉細胞研發出小兒麻痺疫苗、

試管嬰兒、基因複製及對各種病毒的研究，海拉細胞被分送到世界各地的許多

實驗室中，藉由專門的保存系統，也能繼續存活，目前至今仍不斷的培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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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轉賣。 

海拉（HeLa）這兩個字其實就是海莉耶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前

兩個字母合起來的，但二十年來沒有人真正在乎這個人，醫學界在乎的是她的

癌細胞，這中間的問題是，海拉細胞被保存下來，並且複製繁殖販賣到世界各

地，不僅沒有告知本人，就連他的家人也不知情，雖然醫生是為了治療病情，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為了獲得好的研究，做出一些平常不會做的手術，而且

並不會盡到告知病人或家屬的說明。直到為了想更加了解她的細胞為何可以長

生不死，開始對其丈夫與子女展開研究，這時她的家人才曉得原來他們的母親

-海拉細胞依然存在著。 

 

議題探討 

海拉細胞的故事點出許多議題，如醫病關係的不對等地位，不論醫生說什

麼，病人必須全盤接受，這在當時的年代是處處可見。種族歧視的嚴重性，黑

人在美國社會受到歧視，黑人與白人的文化隔閡，尤其是黑人生病時只能在特

定的專屬於黑人區的醫院就診。而值得令人欣慰的是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成立

是在一八七三年的金融家，他捐出七百萬美元創立醫學院及大學，照顧貧病者，

不分性別、年齡及膚色，凡是需要手術醫療，只要入院一律收為病患。窮人、

不分種族，凡是遭遇到意外事故，也一律由醫院免費收為病患。在現今社會來

說，不管任何狀態、人種，都可受到醫療照顧，一切就像理所當然一般，但在

當時卻是一件偉大的創舉。 

針對海拉細胞（HeLa cell）的所有權來探討，當時美國對黑人，尤其是貧

窮的黑人人權極度不重視，科學家們抱著驕傲的態度，對於現今重視的”身體

組織所有權”來說，即便海拉細胞對科學的貢獻很大，但她的家人在缺乏知識

與權力的情況下，也沒有得到甚麼利益，只能抱怨科學家。現今社會認為人體

組織與組織研究的商業化則是透明公開，我們必須誠實地告知此研究是否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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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利益，即便有利益的獲取，也應告知並取得同意。許多研究人員成為企業家，

刺激振奮經濟，提供科學研究的財富，但也帶來相關的問題，如隱私與所有權，

以及後續衍生的智慧財產權等利益分配。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這樣的新名詞首次出現在一九五七年的民事

法庭上，原因是醫師未告知其病人麻醉的風險，導致病人麻醉以為是必要措施，

沒想到醒來後腰部以下永久癱瘓，法官裁定醫師敗訴。在海莉耶塔和她細胞的

故事中，當時醫生沒有讓他知道就取走她體內的細胞，醫生使用你的細胞進行

研究，在當時的一九五一年並不用做知會的動作，這也相較於現代對受試者是

一種保護。 

關於人體試驗針對受試者保護的一線曙光，在一九四七年，人體實驗在美

國主導的紐倫堡戰爭法庭進行宣判，將七名納粹醫師處以極刑，罪名是未經猶

太人同意，進行難以置信的可怕研究，包括把兄弟姊妹縫合成連體嬰、支解活

人以了解器官運作，於是法庭立下十條道德標準，用來規範全世界的人體實驗，

日後稱為”紐倫堡公約”。公約的第一條是受試者的自願同意絕對必要。這是

一個非常新穎的概念，雖然公約只是規範，不是法律，但要規範研究，可以透

過民事法庭，律師可以引用紐倫堡公約，來評斷科學家是否符合專業的道德規

範。 

另外我們也很想了解為甚麼海莉耶塔的細胞取出，離開人體卻不會死去？

當時醫生診斷海莉耶塔感染許多 HPV-18 病毒，此病毒最後會引發成為癌症；

HPV-18 病毒是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一種 DNA 病毒，

屬於乳突病毒科乳突病毒屬，HPV-18 是其中一型。人類乳突病毒 HPV-18 會

將自己的 DNA 插入宿主細胞的 DNA 內，製造出引發癌症蛋白質。由研究報

告顯示 HPV-16 型病毒所釋放的致癌蛋白 E6 會使人體抑制癌細胞生長的「抑

癌基因 P53」失去功能，而海莉耶塔感染許多 HPV-18 也是如此，所以這也是

為甚麼海拉細胞已經離開人體卻不會死去，反而可以重複增生複製。 

談及到她的腫瘤細胞可以不斷重複增生，這其中有甚麼特殊的能力？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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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類細胞只會分裂一定次數，接著會開始走向凋亡。真核生物在染色體末端

會演化出一段 DNA 重複序列「端粒（Telomere）」，作用是保持染色體的完整

性和控制細胞分裂週期，是可被重複遺棄的片段。由於 DNA 複製的機制，每

次染色體複製後，延遲股（Lagging strand）上的染色體末端必無法被複製。一

旦端粒被消耗殆盡，細胞將會立即啟動凋亡機制。因此，端粒被推測和細胞老

化有明顯的關係。人體的部分細胞，例如精原母細胞、癌症細胞等，含有端粒

酶（Telomerase），能在 DNA 末端接上新的端粒片段，使端粒不會隨著分裂次

數增加而縮短，因此能無限複製。這也就可以解釋海莉耶塔的腫瘤細胞可以被

源源不絕的複製增生。 

 

最後 

在故事後記中，雖然拉克斯家族在得知事實後難以撫平心中的傷痛，但他

們並不想終止所有海拉細胞的研究，只希望當年取得海拉細胞的約翰霍普金斯

醫院和其他從母親細胞得到好處的人，能夠為她做點事紀念她，他們也對母親

在科學的貢獻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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