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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計畫與經費來源 

研究成員：陳菟汶、林衡道、蔡宜玶、王俐文、Monir Hossen 

研究主題：1.小分子藥物對視神經損傷與視網膜退化之治療研究 

                  2.大分子藥物對視神經損傷與視網膜退化之治療研究 

                  3.再生醫學在視網膜與視神經退化疾病之研究 

研究方法：1.動物疾病模式:視神經壓碎、缺血性視神經病變、 

                      青光眼、黃斑部病變、乾眼症、視網膜色素病變 

                  2.細胞株：RPE 

                  3.以Fluoro-Gold回朔染色視網膜節細胞以及視網膜節細胞密度的測量 

                  4.眼電生理分析  5.螢光免疫組織染色      

                  6.西方墨點分析  7.qPCR分析  8. 視網膜斷層掃描  

                  9.螢光眼底血管攝影  10.彩色眼底攝影 

2024.06.20更新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補助機構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發展應用異體間質幹細胞為基礎的視網膜退化疾病療法(3年期) 110.11~113.10  國科會 
研究神經視網膜胞外因子Hemopexin對視網膜節細胞發育之影響(3年期) 110.08~113.07  國科會 
光生物調控在前部缺血視神經病變對微膠細胞極性化與粒線體之影響(3年期) 109.08~112.07  國科會 
發展應用異體間幹細胞為基礎的視網膜退化疾病療法 112.10~112.09 慈濟醫院  
間質幹細胞衍生之分泌性因子在創傷性視神經病變大鼠模式之治療效果 111.08~112.07  慈濟醫院  
發展在青光眼視神經纖維化的車前草萃取物之療法 111.01~111.12  慈濟醫院  
長效型Icariin在濕性黃斑部病變大鼠模式之治療效果 110.06~112.05  慈濟醫院  

利用人類誘導多功能性幹細胞產生角膜上皮細胞、角膜緣幹細胞、以及角膜內皮細胞作為角膜修復使用 109.03~110.02 慈濟醫院  

微小ＲＮＡ－１２４在大鼠模式的非動脈炎性前缺血視神經病變的治療效果 108.08~109.07 慈濟醫院  
研究主持人自行發起多中心臨床試驗案：新型長效顆粒性白血球群落生長因子在創傷性視神經病變之神經保護效
果(3年期) 108.0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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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7~114.01 
羅氏大藥廠股
份有限公司 

ＡＭＤ動物疾病模式（大鼠）不同劑量的藥效試驗(委託案) 110.01~110.03 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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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視神經損傷以及視網膜
退化並無有效的治療方法。
本中心的運作已在國內眼疾
治療的領域建立領先的地位，
期待這些研究成果能為臨床
治療帶來新的方向。 

圖1.人類誘導性多能幹細胞衍生的類胚胎體分化成視網膜前
驅細胞 

圖3.閃爍視覺誘發波。 圖2.以Fluoro-Gold回朔染色二週後攤平的大白鼠視網膜
節細胞密度測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