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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市面上充斥著基因改良的食品，隨處可見的黃豆、番

茄、稻米……民眾吃下肚卻毫不自知，對於我們的身體健康的影響現在猶未可

知。對於基因改良這個名詞雖然時有所聞，但還是對它不甚了解，也引起我們對

它的興趣，一件事情總是有好有壞，希望以此研究將能有更深一步的認識，而不

是人云亦云的妄下定論。 

  

二、研究目的     

    

   從中了解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基因改造食品對人類有何影響 

 

貳●正文 

 

一、基因改造的方法 

簡言之，就是針對生物個別的性狀去挑選特定的基因，利用限制酶製作特定

基因斷片，再把基因斷片轉錄到「載體」上，最後把載體轉殖到目標染色體上。

不過接著還得再不斷進行回交，使基因固定下來，否則幾代之後此基因很容易就

會消失不見。下列是主要常用的方法: 

(一)增加法: 為了改變動物或植物的表現性狀，而從某一物種抽取特定基因 

EX:將人類製造胰島素的基因轉殖入細菌中，便可大量生產糖尿病患者所

需的胰島素。 

(二)減少法: 使特定基因發生缺失，進而喪失某些原有性質與功能 

EX:減少番茄熟基因的數量，將減緩其組織成熟，便可以延遲番茄的成

熟期。 

(三)調節法:去除或增加某固定基因的控制因子，便可以改變生物特性的表現

程度，甚至是功能。 

EX:紫外線可以促進癌細胞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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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雜交 

 

    不斷進行回交使特定的基因保存下來，從而使該性狀的特徵顯現出來。 

    例如有 A 稻米不耐寒但其它表現皆良好，B 稻米則是耐寒卻不符合其它

需求。兩著雜交的後代因有 B 稻米的基因，一半耐寒一半不耐寒，接著把耐

寒的後代再與 A 稻米雜交。如此反覆 7、8 次後耐寒基因才會在 A稻米中固

定下來，比較不容易消失。 

 

 

 

三、基因改良與傳統雜交的比較 

 

    雖說基因改良技術是近年才發展出來，但其實在早期便有育種的技術，像是

農夫雜交出來的嫁接梨便是其一；歷史課學到的蓬萊米便是由專家機永吉由日本

種稻米改良而來，取代在來米成為現今台灣最普及的稻米。由此可見基因改良食

品早已充斥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基因改良也只和傳統雜交有些許的不同，表一為

兩者的差別。 

 

表一:基因改良與傳統雜交的差別 

基因改良 傳統雜交(育種) 

可以選用特定的基因轉殖 在不能選定基因的情況下，利用染色體

重組再從中選擇所需的 

可以從任何生物選擇需要的基因轉殖

到實驗體上 

只有染色體大小、對數相同才能雜交繁

衍後代，限定在同種的生物 

可明確預期到實驗結果 需要長時間不斷嘗試，需等預期的性狀

穩定下來，且在過程中有可能消失 

馬鈴薯、番茄、玉米 嫁接梨、蓬萊米 

 

四、無籽水果 

 

  有別於基因改良，無籽水果是利用植物的生理特性而發展出來的，不過不同種

類使用方式也不盡相同，以下將介紹製造原理: 

 

(一) 無籽葡萄 

 

   使用人工合成的植物性賀爾蒙激勃素水溶液，用它浸泡為授粉的葡萄

花，使葡萄花得子房為未授粉也可以膨脹發育，變成果實，而因為未授粉，

果實中就會沒有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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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籽西瓜 

 

   首先，要在普通西瓜苗上灑秋水仙素(colchicine)。噴灑過後的西瓜苗與普

通西瓜苗一樣會成長、開花、結果，而此時果實中也產生種子，不過此種子

便是「無籽西瓜的種子」，將之種植便可得無籽西瓜。 

    普通的西瓜有 22個染色體，在進行減數分裂產生胚囊時會有 11個不成

對的染色體。而秋水仙素會在西瓜進時細胞分裂時，阻止使染色體分裂的紡

錘絲(spindle fiber)出現，因此便會使染色體加倍，成為 44個染色體，經由減

數分裂產生 22個染色體，再與普通的 11個染色體授粉，便會產生有 33個染

色體的後代。因為有 33個染色體的西瓜無法正常進行減數分裂，就算授粉也

不會產生種子，但子房仍然會成長膨脹成果實，這便是無籽西瓜。 

 

表二::正常西瓜與無仔西瓜成形的示意表 

正常西瓜: 11 對=22條(成對)→11條(不成對) 

正常西瓜交配後:  11+11=22條=11 對 

灑過秋水仙素的西瓜:  11 對=22條(成對)→44條 

灑過秋水仙素的西瓜交配後:  22+11=33條(不成對) 

 

 

五、基因改良食品的標示與基因改造相關的標示共有三種: 

    

(一) 含基因改造原料 

 

(二) 不含基因改造原料 

 

(三) 無基因改造分類 

 

但在日本，基因改造穀物可以添加在食品中，例如，大豆最多可以有 5%的混

合量。也就是說「不含基因改造原料」不保證完全沒有添加基因改造穀物。 

 

六、為什麼會有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的產品之所以會被研發以及銷售，是因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皆能從中

獲得益處。不僅能降低生產時所需的成本，也能提高收益(例如：延長耐儲存期

或者是提升營養的價值)。 

 

總括而言，基因改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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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作物的抵抗力：  

 

1.玉米：導入了蘇力菌(BT)毒素基因，變成了抗蟲性的玉米。   

註：Bt 玉米是利用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us）中一段負責製造某種抗

蟲蛋白質的基因轉殖到玉米上，使玉米本身可以製造出這種抗蟲蛋白質，

不用再噴灑殺 

蟲劑。 

 

2.馬鈴薯：最早轉殖成功的馬鈴薯具抗藥性及耐除草，之後則有抗病毒的

種類。 

 

(二)能適應惡劣的環境： 讓作物能夠在不利生長的環境下生存。例如：乾旱、

高鹽份土壤、極度低溫的環境。藉由改變作物的亞麻油酸含量，進而使作物

能夠抗旱以及抵抗寒害。 

 

(三)改良作物的口感、成分及外觀： 

 

1.甜菜：荷蘭的某間公司開發出一種含高果糖量的甜菜 

 

2.稻米：研發出低蛋白質含量的稻米，包含提高維生素 A 前軀物的含量(黃

金米)、改良水稻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質、油脂等成分。 

 

3.番茄：經基因改造後的番茄不易腐爛，耐儲存及運送，且可延緩成熟，

因此產品到消費者手中時，還能保持原有的色澤及完好。 

 

(四)改變作物的特性：為了使作物易於加工，以降低成本。 

 

例如：基因改造後的馬鈴薯，因澱粉含量較高，油炸時吸附的油量會較少。 

 

雖然大部分基因改造的食品看起來對我們人體會造成傷害，但是基於現代人

的觀點以及商業上的用途，就整體而言，其實是利大於弊。 

 

七、優缺點 

 

(一)優點: 

      

1. 可以增加農作物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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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作物可以適應較不利的生長環境。例如:乾旱等等 

 

3.對於蟲害的抵抗力增加,因此能夠減少使用除害劑 

 

4.食物的外觀.味道和口感都有所改良 

 

5.改變農作物特性,更易於加工 

 

6.除去食物中可能過敏的成分 

 

(二)缺點: 

 

1.因為食品改造並非依循自然法則，可能會破壞生態。 

 

2.基因改造的食物還是可能產生新的毒害，過敏原，甚至致癌。 

 

3.基因改造的危險性可能還有我們未預料到的。 

 

4.基因改造農作物的花粉和種子可能會意外地傳播到鄰近田野，令相近的

傳統品種改變。 

 

八、對人體健康的風險是如何進行評估？  

 

    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評估內容通常有： 

 

    (一)是否直接影響健康  
    (二)會不會產生過敏反應 

 

    (三)成分是否具有營養或毒性物質  
    (四)植入基因是否穩定 

 

    (五)基因改造之後的營養成分   
    (六)是否在基因植入後會有任何可能發生的非預期效果 

 



基改食品真的安全嗎? 

6 

 

九、基因改造事件 

 

基因改造飼料導致豬患胃炎幾率增加事件 

有研究人員對於基因改造進行調查，進而發現，由基因改造飼料餵養的豬，其罹

患胃炎的機率遠高於用傳統飼料餵養的豬。 

 

十、未來發展趨勢 

 

因基因改造作物不僅能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又可以衍生至醫療保健，

能源及工業。在農作物的部份，面臨未來全球人口大量的增加，可耕地迅速

減少、氣候變遷等等因素，為了滿足人類對糧食作物的需求，使用既快速又

有效率的技術將是未來農業發展的趨勢。儘管在法規重重的限制下，仍然有

基因改造的產品上市，代表著對於育種的效率提升，以及跨物種的應用，非

常具有「農業升級」和「植物工廠」跨領域發展的潛力。 

 

参●結論 

 

一、結論 

     

(一) 基因改造並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二) 決定基因改造食品 

 

(三) 謹慎決定攝取基改食物的分量 

 

(四) 購買食品前，應仔細看是否標示「基因改造」或「含基因改造」等字樣 

 

(五) 隨著人口不斷增加，種植基因改良的作物已是必然的趨勢 

 

基因改良固有風險，但要做好完善的保護措施卻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是否

為飲鴆止渴也未可知，只能讓我們繼續拭目以待。此外，基因改造植物如果沒有

嚴加管制，流入大自然中，那麼具有優勢的基改植物將會對生態造成嚴重的破

壞，危害到原生植物生存的區域，進而降低生物多樣性。 

在多方的爭論之下，基因改良作物仍然在市場上流通，消費者往往在毫不知

情的情況下將之吃下肚，儼然成了白老鼠。因此，希望政府能夠為我們把關、嚴

格執行，規定基改食品必須標住在包裝上，交由消費者自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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