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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基因改良物的討論 

摘要：一般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可能產生的危險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基因轉殖過程本身

可能有風險，並認為基因食品有害。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傳統的食品也存在潛在的

危險，例如過敏、致癌物質以及食物混合後產生的毒素等。此外，育種方式本身也是一種

基因改造方法。因此，對待基因改造食品是否需要採取雙重標準值得思考。應該謹慎了解

和監控基因改良作物的發展趨勢，解決相關問題需要科技進步以及社會參與。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飲食選擇是我們每天都會面臨的課題，近年食品安全與科技風險的重要爭議之一即為

基因改造食品議題。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基因改造生物體(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可界定為本身遺傳物質(DNA)以藉由非自然發生方式改變的生物，範圍包

含所有動植物與微生物。改變某生物基因，使其具有另一生物特性，原因通常是被改造生

物本身有缺陷。世界上第一個商品化的基因改造作物是 1994 年在美國獲准上市的保鮮番

茄(Flavr Savr)，當時即是為了減少採收、運輸過程造成碰傷變質問題而研發。 

    近年來，隨著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的出現和發展，基因改良作物的研究和應用

又迎來了新的突破。CRISPR-Cas9 技術具有高效、準確和靈活等優點，使得基因改良作物

的研發變得更加便捷和精確。然而，基因改良作物的出現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議論和爭議，

涉及糧食安全、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健康風險等多個方面。因此，對基因改良作物的安

全性和可持續性進行研究和監管仍然是科學家、政府和公眾關注的焦點。許多國家和地區對

基因改良作物有不同的法規和政策，包括負擔證明、標簽和審批程序等。一些人支持基因

改良作物作為解決全球食品安全和營養需求的潛在解決方案，而一些人擔憂其對環境和健

康的長期影響。 

    儘管存在爭議，基因改良作物在農業和食品生產方面具有一些潛在的優勢。例如，基

因改良作物可以提供抗病蟲害、耐旱耐鹽、抗除草劑、提高營養價值等特性，有助於提高

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此外，基因改良作物還可以減少農業對化學農藥的使用，減少對環

境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然而，基因改良作物也面臨著一些潛在的風險和挑戰。例如，基

因改良作物可能對非目標生物造成不良影響，破壞生態平衡；基因流動可能導致未預期的

基因擴散；長期食用基因改良作物對人體健康可能產生不明的風險。因此，基因改良作物

的安全性評估和監管機制至關重要。 

   除了上述討論以外，還有其他關於基因改良作物的相關議題，例如:基因改良作物對農業

生產和食品供應鏈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是一個重要議題，一方面，基因改良作物可能提高農

作物產量和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基因改良作物的專利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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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問題也可能對農民和農業生產者產生影響，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消費者對基因改良

作物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一些消費者對基因改良作物抱有擔憂，包括其對健康和環

境的潛在風險。因此，一些國家和地區要求對基因改良作物進行標簽要求，以使消費者能

夠做出知情的選擇；基因改良作物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議題。基因改良作物可

能對非目標生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產生影響，因此，需要進行相關研究和監測；最

後，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基因改良作物有不同的法規和政策，包括審批程序、監管要求和負

擔證明等。這些法規和政策可能會對基因改良作物的研發、種植和市場准入產生影響，並

對相關利益相關者產生影響。 

    在討論基因改良作物議題時，需要充分考慮科學證據、環境影響、經濟效益、社會接受

度、法規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以形成綜合性的觀點。同時，需要加強科學研究和監測，確

保基因改良作物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並針對消費者擔憂的議題進行透明和有效的溝通。

此外，需要建立相應的法規和政策，以確保基因改良作物的合法和負責的研發、種植和市

場流通。總之，基因改良作物作為一種新興技術和農業生產方式，帶來了許多機會和挑戰。

適當地管理和應用基因改良作物需要充分考慮科學、環境、經濟、社會和法規等多方面因

素，並與相關利益相關者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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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