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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改食品原料上市前都經過嚴格的評估及審查 

為因應全球人口快速成長及氣候變遷，人們對糧食需求愈加殷切。利

用創新的生物科技來增加作物產量，有不得不然之趨勢。作物及育種專家

利用各種現代生物科技培育開發之植物品系，如果被歸類為「基因改造」，

就必須花費更多錢進行食用安全性評估。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糧

農組織(FAO)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明確列出基改作物或食品

之安全性要件，包含作物性質、關鍵組成、營養成分等，尤其必須從動物

毒理及過敏免疫之角度，嚴謹評估其安全性。當確認基因轉殖之作物，在

外觀、各個組成分及功能表現上，與原來的(非基改)品種，是實質等同

(substantial equivalence)的，並通過各國之審查，才會被用來商業化種植。 

 

二、毒理學評估(哺乳動物重複餵食試驗) 

基因改造作物，都必須進行哺乳動物之重覆餵食毒理試驗，期間觀察

並記錄動物之健康、體重及飼料消耗量變化，最終檢驗血液學、血清生化

學、尿液學變化及全身臟器之組織切片及病理檢查，並經毒性病理師加以

判讀，確認有無異狀，以作為產品安全與否之依據。 

 

三、過敏性評估 

人類的糧食作物，只要含有蛋白質成分，就有可能存在著過敏原，稱

為內生性過敏原。基因改造作物，都必須將殖入基因之表現蛋白質，進行

胺基酸基因序列分析及過敏原資料庫比對，必要時就得進行過敏原分析。

由招募食物過敏患者，收集血清，檢測其過敏原種類、特異性和過敏程度，



再以西方免疫雜交法加以確認。上市的基改作物，都已完全排除導致人類

過敏之可能性。 

 

四、專家嚴格審查 

國內在審查基改食品原料之安全性，均比照歐盟及 Codex 規範。所有

試驗資料，均隨送審案件進入專家審查程序。經由 17-23位專家學者組成之

獨立審查機制，涵蓋分子生物、作物育種、毒理、過敏免疫、醫學、藥學、

營養學及食品科學等領域，以評估其與親本(非基改)作物是否實質等同。在

動物餵食試驗之毒理資料審查方面，審查規格係比照藥物開發之嚴謹度，

經確定食用安全無虞後始可通過，以達保障消費者健康之目的。 

 

五、引起軒然大波的爭議性論文－基改玉米 NK603使大鼠產生腫瘤事件 

    2012年，法國康恩大學學者 Gilles-Éric Séralini等人在「食品與化學毒

物學(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期刊發表「Roundup除草劑的長期毒

性與耐嘉磷塞的基改玉米」一文。該研究宣稱：老鼠在餵食孟山都的「耐

除草劑基改玉米 NK603」，2 年後會長出一系列的腫瘤，其衍生腫瘤多重

器官衰竭和早逝機會是普通老鼠的 2到 3倍。 

嘉磷塞係孟山都公司生產的廣效除草劑，NK603 則是孟山都開發的一

種基改玉米，因其在玉米基因體中插入一段基因，因此對嘉磷塞具有抗性。   

作者把原本為期 90 天的毒性試驗展延至 24 個月，但此一研究報告經

各研究單位之公正討論後，發現有下列重大缺失： 

1. 實驗設計不符合科學標準，僅有一組控制組(10 個樣本)，不符合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標準(50個樣本)；使用老鼠是易產生癌病變的品

種，試驗動物數量過低，不足以區分腫瘤發生是否與試驗相關或是偶發

性；缺乏完整飲食製備與攝取資料。 

2. 實驗結果不足以支持結論：該研究完全缺乏肝臟或腎臟病理檢查、肝功

能檢查、細胞色素活性等相關數據，亦缺乏任何有關死亡率或腫瘤發病

率終點的統計分析數據。整個研究過程中缺乏劑量效應關係，且無控制

組老鼠生長情況。 



3. 研究的實驗方法設計不當，不符合安全評估科學研究的品質，亦即缺乏

可信的實驗數據以證明基改玉米會使老鼠罹癌。 

 

該期刊之總編輯於 2013年 11月 28日發表聲明：由於動物試驗數量不

足，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且該研究所用大鼠本來就屬於腫瘤發生率較高

的大鼠品種，因此無法排除實驗組的高死亡率及高腫瘤發生率屬於正常變

異。因為實驗結果無法令人信服，因此該期刊聲明撤銷該論文之刊登。 

 

六、結語 

    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均認為，凡是通過安全評估上市的基

因改造食品，皆與傳統食品一樣安全，可以放心食用。而且，到目前為止，

每一項宣稱「基改有害」的研究都被科學界指出存在各種問題，後續也無

補正的研究結果。因此，宣稱「基改有害」及相關聳人聽聞的論點，都是

來自於有問題的實驗。迄今，「基改有害」的結論並不存在。 

    儘管國內已核准上市之基改產品均經過專家嚴格的審查，但仍有許多

民眾抱持疑慮態度，而其反對原因並非基於科學立場，而是不瞭解基因改

造作物之開發與生產過程。對此，仍有賴政府、業者、學者及專業人士持

續與民眾溝通，提供透明化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