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腦庫是蒐集往生後的腦神經組織，

作為研發神經退化疾病的藥物，比如失

智症、或是帕金森氏症；先進國家的腦

科學研究，是國力強弱的指標之一，目

前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多個腦庫。臺灣大

學自 2017年起，從無到有、歷經六年的
艱辛努力，終於建立臺灣第一個腦庫，

於 2023年 11月 5日上午，在臺灣大學
醫學院舉行「臺灣腦庫」的揭牌典禮。

臺灣在大約三十年前的 1990年代，
就有包括病友、醫師、學界等，陸續提

議建立腦庫。基於種種原因，這些呼籲

僅止於倡議階段。臺灣大學醫學院謝松

蒼教授有感於病友有意願在往生後捐腦

的大愛以及病友團體的呼籲，在當時醫

學院張上淳院長的支持下開始了腦庫的

籌備工作，後續倪衍玄院長和臺大醫院

吳明賢院長也都給予大力支持。自 2017
年起由醫學院謝松蒼教授，帶領「腦庫

工作小組」啟動籌劃建置臺灣第一個腦

庫的艱鉅工程。

「臺灣腦庫」全稱為「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臺灣腦神經組織人體生物資料

庫」，臺灣過去並沒有建立腦庫的經驗，

臺灣大學腦庫工作小組同仁，因此分階

段、逐步克服重重困難。

第一階段（2017-2019）為腦庫評
估與規劃，特別是尋求成立腦庫的法源

依據。謝教授領導的團隊首先檢視與腦

庫有關的法律，發現所有的法規，都是

在有腦庫的概念之前所訂立、並不符合

時代的需要，無法在臺灣設立腦庫！也

因此謝教授，帶領同仁奔走於不同的政

府機關之間，尋求解決的方案，經過三

年多的努力，於 2019年衛生福利部做了
行政解釋，讓腦庫的成立有法源的依據。

第二階段（2020-2023）為腦庫建
置，包括文件、制度的建立，人員培

訓，以及腦庫的實體工程。現有的人體

生物資料庫所有規範、相關的文件、與

規定，都是病人手術後「剩餘檢體」

的收集。而「腦庫」則是病友往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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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能取腦作病理診斷與研究，因此

所有文件，都需要重新修改與調整。這

一階段，臺大同時禮聘、請教國外腦庫

專家，以國際標準，建置腦庫的硬體工

程。神經病理醫師的診斷是腦庫成功的

關鍵，臺大醫院因此選送神經病理醫師

至國外知名腦庫進修。即便如此的充分

準備，在法規面，仍然有障礙存在，張

副校長和謝教授拜訪各個機關，溝通、

協調。終於再歷經三年的努力，在今年

（2023）得到衛生福利部核准成立「臺灣
腦庫」。

腦庫的建置過程，自 2017年起，
篳路藍縷、蜿蜒曲折，歷經重重困難，

臺灣大學同仁在謝教授帶領下，六年多

的堅持與努力，終於建立了臺灣第一個

遵循政府法規、並且符合先進國家高規

格標準的腦庫！未來這個腦庫將會收集

罕見疾病、神經退化疾病、以及正常人

的腦神經組織，提供給全臺灣的腦科學

研究團隊，作為探究疾病機制、研發藥

物之用。

先進國家的腦庫，是由政府依據醫

療科技政策，成立腦庫；臺灣的腦庫比較

特別，則是因為病友主動捐腦的大愛，感

動包括學界、醫界以及政府相關人員。也

因此，臺灣腦庫的成立，有更深遠的意

義，這是匯集所有捐腦人大愛，永遠的

「家」。而臺灣大學也秉持這種精神，打

造一個「有溫度的腦庫」，成為腦疾病研

究、教學的中心，期待可以為臺灣的腦科

學研究貢獻心力。在腦庫的規劃和建置過

程當中，得到病友、醫師、律師、學術界

等專業團體、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行政

院、衛生福利部等政府機關的協助，臺灣

大學表達誠摯的感謝。

「臺灣腦庫」的揭牌，象徵著一個新

階段的開始，臺灣大學會與國內外各研

究團隊合作，期許以腦庫厚植腦科學研

究的根基，並發展腦疾病的新穎治療藥

物。借鏡先進國家的經驗，「臺灣腦庫」

的永續經營，需要得到政府的持續經費

支持，讓腦庫可以茁壯發展，提供照顧

民眾腦健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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