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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一下  
吃袋鼠肉  解決全球暖化問題 

王道還助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人類的肉食習慣，可能是解決全球暖化問題 大的障礙，因為人類 愛吃的肉製品，來自牛、羊，而牛羊會生

產大量的溫室氣體，例如甲烷、一氧化二氮，這些氣體的蓄熱能力，都比二氧化碳高；甲烷是二氧化碳的 25 倍。 

像紐西蘭這個畜牧大國，境內有 3420 萬綿羊，970 萬牛，140 萬鹿，15.5 萬山羊，排放的溫室氣體，佔全國總

量的 48%。全世界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反芻動物製造的佔 18%。全世界所有運輸工具（海陸空）的排放總量，也

沒有那麼多。 

估計到了 2050 年，由於人口增加、收入提升，畜產需求會增加一倍。也就是說，由畜生製造的溫室氣體會增

加一倍；我們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可能難以抵銷。怎麼辦？有人建議大家改素食，可是不切實際。 

紐西蘭的科學家早就在研發能減少畜生排放溫室氣體的飼料。減少家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完全出自環保動

機。因為家畜製造甲烷，也要耗費能量，佔總量的 8%，不如設法使家畜把這些能量節省下來製造肌肉。 

反芻動物為什麼會製造甲烷呢？ 

科學家早就知道反芻動物的消化系統很複雜。牠們吃下的植物，先在瘤胃中由微生物分解，釋出氫、CO2、脂

肪酸。畜生可以利用脂肪酸，但無法利用氫、CO2。瘤胃裡的甲烷菌（一種古細菌），在缺氧環境中可利用氫、CO2

進行新陳代謝，副產品就是甲烷。 

去年六月，紐西蘭一個研究小組將一種甲烷菌的基因組定序完畢。研究人員期望找出方法，消滅畜生瘤胃裡的

甲烷菌，而不傷害其他微生物。那就可以降低畜生的甲烷排放量了。而且，本來由甲烷菌利用的氫、CO2，可以由

另一類微生物攝取，將它們轉化成畜生可以利用的營養。那一種微生物，就是乙酸化菌。乙酸化菌的新陳代謝產物

是乙酸、氫、CO2。 

袋鼠的消化道，以乙酸化菌為主，而不是甲烷菌，因此袋鼠排放的甲烷量不多。一般家畜的消化道，乙酸化菌

很少。 

紐西蘭的研究小組，從那個甲烷菌的基因組裡，找到了一個酵素基因。那個酵素能夠破壞甲烷菌特殊的細胞壁，

可能是一個病毒留下的。本來那個病毒仗著那個酵素侵襲甲烷菌，日子久了演化出與甲烷菌共生的辦法，索性把自

己的基因組插入甲烷菌的基因組。研究人員製造了那個酵素，發現它的確可以殺死甲烷菌。 

紐西蘭的科學家還從甲烷菌基因組裡，找到了製造一個甲烷菌表面抗原蛋白質的基因。利用那個抗原蛋白質，

可以研發疫苗，使得甲烷菌再也無法寄生在家畜身體裡。 

澳洲科學家則提議以袋鼠肉替代牛羊肉，因為袋鼠不會排放甲烷。為了降低家畜製造的溫室氣體，這是 簡便

的辦法。澳洲的超級市場都供應袋鼠肉，那可是一年 2.5 億澳元的生意。 

（本文轉載自國科會《科學發展》98 年 2 月第 434 期〈科技新知〉專欄，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