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大教授：微生物工程可替代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工程在台灣引發兩派論戰，中興大學日前發布「香蕉種苗疫苗工程」，

強調可以透過微生物技術進入植株體內，預防香蕉癌症「葉黃病」的侵襲，預計

效果可達到 7 成。而此舉也為農業科技另闢蹊徑，避開基因轉殖工程帶來的疑

慮。 
 
興大植物疫苗工程由生命科學院副院長黃介辰主持，他在接受大紀元專訪時對

「基改工程」也提出看法，他不認為基改會直接對人類身體有影響，真正受影響

的應是「生態」。 
 
舉最常見的蘇力菌中的抗蟲蛋白，他說，轉殖進番茄中是為了殺掉昆蟲，對人並

不會有影響。但是當這個產品推出真正會有影響的卻是「生態」，因為好蟲、壞

蟲去吃、全部都死光，但依照美國 FDA 法規，卻只有看作物與人的關係，生態

卻未在驗證範圍內，他強調，「這是欠考慮的。」 
 
微生物創造新系統 效果不輸基改技術 
提到研發微生物技術的源起，黃介辰說，科學家發現所有生物都浸泡在微生物的

醬缸裡面，人的一部分機能必須靠微生物來幫忙，那麼植物與微生物之間又是怎

樣的關係呢?他說，因為法規上一直綁著，基改研究最後就會沒有用，「因此想到

透過天然微生物的力量，就是不透過基轉，讓植物也能有一些功能。」 
他舉例說，曾在實驗室培養皿中，放進有毒的物質，隨著毒性越強，植物長得越

不好，這時讓微生物進去植物中，發現就可以保持得很好，也就是說微生物在植

物中，可以幫忙把毒物分解掉，而這個效果，並不會比「把基因放進植物中」來

得差。 
 
他說，因此就想，只要讓微生物有效進入植物中，也許就可以創造新的系統，就

不用再去基轉到植物中了。 
 
微生物進入植株 意外誘發免疫系統 
在開發香蕉疫苗過程中，黃介辰進一步發現有趣的現象，他說，就是當把菌種進

香蕉約 2 個月後，菌種竟找不到了，但是效果還在，並且發現香蕉可長到 260
公分，比一般 230 公分高，且可提前一個月就收成。 
 
為了進一步探究是哪些基因在表現？黃介辰說，竟發現有些植物 
的免疫系統也被啟動了；因此就回過頭來檢視，是否原本在「香蕉研究所」育種

過程中，就擁有這些能力，只是在育種交配過程中，因不明原因失去了；他認為，

「應該是當再注入微生物後，就可以把失去的能力再引發出來，這是目前他所看



到的現象。」 
 
內共生菌運用廣 汙染土壤再復育 
說到微生物技術的應用，「包括土壤遭受油汙的汙染，也可以靠微生物進去分解」，

黃介辰舉高雄煉油廠為例說，「最好處理方式是栽種植物，然後再讓微生物進到

植物中，或是進到根圈的微生物。」 
 
他說，「因為植物可以提供營養源，就可以把植物與他內生的微生物，以及根系

微生物，三者合成一套系統，來解決這些土壤污染的問題」。他也強調，「最重要

是便宜，雖然時間可能拖比較長，但是可以把土壤整治好。」 
 
此外，也可以幫助把農藥分解掉，就可以避免施用農藥後，有農藥殘留裡面，也

就是可以運用環境復育，把「內共生菌」培養出來，運用到這上面來。 
 
為產業需求量身打造專屬疫苗 
至於未來的研發工程，黃介辰透露，應該會朝高美濕地特有植物「雲林莞草」進

行開發，他說，因為他長在溼地上，從中可篩選到可以「對抗鹽分」的微生物，

也就是「抗旱」，他也進一步解釋說，「譬如蘭花運送到美國坐船要 3 個月怎麼辦?
這運輸過程就是個乾旱的過程，就是貨物到後，重新澆水復活的過程。」 
 
他說，若以基改方式，就是拿掉其中一個自由基，但若運用微生物就可以幫忙清

除一些自由基，因為植物會枯萎，是因為水分往外跑，若讓他水分可以鎖住，就

是讓裡外的水的濃度平衡。 
他強調，未來疫苗製作，將是為適應各種產業需求而製作，並不僅僅是解決農業

鹽化或施肥過多等問題。」 
 
闖國際市場 台灣農技需大企業格局 
對於台灣發展農業科技的前景，黃介辰認為，「就是要有大企業、甚至是跨國的

企業。」他指出，台灣的農業科技在國際上有很高地位，被引用的學術論文非常

多，但技術與產業之間出現大的落差。他也強調資金之外，更需要有「專業經理

人」，譬如學校的技轉中心，目前在推廣部分，都是由主持計畫的老師承擔，反

觀美國，卻是交給專業經理人。 
 
「一株菌就創造這麼大的產業」，對於農技市場應有的格局，他舉養樂多公司做

比較說，後來又有亞當、夏娃等，但都沒有辦法超越養樂多的規模。 
「希望目前微生物技術也能發展成大的趨勢」，他說，也就是內共生菌是有機會

的，雖然他很容易被偷，但若能儘快成為一個品牌形象，其他要再介入，就只能

是小眾市場。 



 
「農業生技是台灣強項，這次也納入國家前瞻計畫中」，黃介辰看好東南亞的市

場，他認為，馬來西亞連颱風都沒有，越南也是很大一塊，而台灣是熱帶、亞熱

帶到溫帶都有，生物具多樣性，因此，台灣有必要發展出跨國的農企業，他建議

政府應把「青果社」建立起來。 
 
對於興大學生成立蕉苗公司，黃介辰認為，蕉苗不似生技製藥，可以賣到高價位，

一株蕉苗單價僅 10 多元，因為農民多半不願意一開始的成本就高，因此學生有

企圖成立公司，就需要有完整的行銷管理與市場訓練；而這一部分，他們也得到

許多 EMBA 校友的協助，並順利拿到第一桶金。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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