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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出環保肉
忍口救地球

南美洲亞馬遜森林是全球最大
的熱帶雨林，橫跨八個國家

或地區，佔地逾七億公頃，佔世界
雨林面積一半以上，亦是全球物種
最多的熱帶雨林，極具保育價值，
而且被視為世界之肺，對抑制全球
暖化及維持生態平衡有重大作用。
然而，巴西一項研究指出，由於人
類過度砍伐，導致雨林面積逐年減
少，若以每年減少52,000平方公里
的速度計算，雨林將於2050年消
失。

肉類需求大 雨林變牛棚
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在個人
社交網站提到減少食肉能減少對熱
帶雨林的壓力，也有利遏止全球暖
化加劇。他指出，巴西是全球最大
牛肉出口國，近四分之一牛肉出口
至香港，並推斷即使減去轉口量，
香港的人均消耗牛肉量仍大，因此
呼籲市民減少食肉，在能力範圍內
為環保作出貢獻。

大豆製成植物肉
隨着社會對環保飲食關注提高，
一些品牌推出人造肉以回應社會對
肉類的需求。現時人造肉可分為兩
類，一種是利用大豆或豌豆蛋白製
作而成的植物肉，透過從植物根部
提取的血紅素，替代動物肉中的血
紅素分子，仿製出肉類的味道，當
中並無肉類成分。

實驗室培試管肉
第二種則是利用動物幹細胞在實
驗室內培育而成的試管肉，但現時
的技術要求和成本較高，因此在社
會仍未普及。而由豆類蛋白製成的
人造肉則已在全球進入商業化階
段，甚至有餐廳以人造肉作為賣點
製作食品。各類人造肉能否逐步替
代一般肉類，令市民在用餐時，在
環保與個人享受間作為平衡？

去年的亞馬遜森林大火轟

動全球，持續的山火對生態

環境造成非常大的破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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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育，兩者會否有可行的

方法作出平衡？

■李啟豪老師

青松侯寶垣中學

試管肉

試管肉又名培植肉，是指非
從動物身上直接取得的肉類，
而是透過生物工程在實驗室培
植的肉類。原理是從動物體內
抽取幹細胞，並放在試管內進
行培植，產生肌肉組織，形成
肉塊。由於現時仍在測試階
段，因此成本較高，而且未能
量產及推出市場。

小 知 識

1. 何謂人造肉？試根據資料作解釋。

2. 有人認為「人造肉在將來會完全取代動物肉」，你是否同意此看法？

3. 有評論指「人類食用肉類是導致全球暖化的最重要因素」，試根據資料，並就你所知，解釋你在多大程度
上同意此說法。

1.本題需要根據資料指出人造肉的定
義與來源，同學可以根據資料回答，指
出人造肉分為兩類，即是利用大豆或豌
豆蛋白製作而成的植物肉，以及利用動
物幹細胞在實驗室培育而成的試管肉。
2.本題需要考慮人造肉是否可以完全

取代動物肉，其中以「完全」兩個字為
重點，同學可以考慮不同的觀點，例如
如果人造肉在將來能降低生產成本，甚
至售價比動物肉更便宜，那是否代表可
以完全取代動物肉，還是植物肉可以取

代大部分的動物肉，但動物肉仍然會有
市場。另一方面，同學亦要考慮市民對
於人造肉的信心問題，以基因改造食物
為例，雖然大部分基因改造食物宣稱健
康無害，但不少市民仍然抗拒，甚至出
現有機耕作、食用純天然食物等主張，
植物肉會不會出現同樣的爭議仍屬未知
之數，同學們可自行作出分析，言之成
理即可。
3. 本題需要考慮食用肉類是否全球暖

化的最重要因素，需留意「最重要」這

個字眼，毫無疑問，畜牧業是導致全球
暖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資料中提及
的發展中國家人民為開闢牧場而焚燒雨
林，導致雨林面積減少之外，同學亦可
提出部分牲口如牛隻，會在消化過程中
排放出大量溫室氣體，是全球暖化不可
忽視的因素。然而，是否「最重要因
素」，則需要同學自己考慮，像是使用
化石燃料等，同樣導致全球暖化，同學
需與其他因素作比較，再得出結論是否
為最重要因素。

想 一 想

答 題 指 引

1. 減少畜牧業所產出的污染

在環境方面，生產人造肉比畜牧
業更能保護環境。畜牧業除了要佔
用大量土地，還要耗用大量的水資
源及農作物，牛隻更會排放大量甲
烷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加速全
球暖化，而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為了
生計非法以焚燒方式開闢農地，也
令雨林面積大量減少，造成生態環
境災難。
人造肉在實驗室或工廠培植及生

產，由於原料從植物或動物中提
煉、抽取及培植，相比養殖動物能
用較少資源生產同量「肉類」，更
不需預留空間予動物活動，佔地較
少，在各方面均比養殖動物產生更
少污染，有利保護環境及緩和全球
暖化。

2. 避免肉食帶來的道德爭議

在道德上，人造肉避免了殺生，
減少餐桌上的道德爭議。肉類生產
往往與不人道生產、運輸及屠宰連
上關係，例如畜牧業者為了善用空
間及資源，會把雞隻限制在狹小的
籠內，牠們終生只能活在自己的排
泄物上，生活困苦而且容易染病。
部分雞農為了避免牠們互相傷害，
會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將雞隻的嘴
及爪剪掉，造成痛楚。
在運輸及屠宰前不予糧食及水

源，運輸過程亦欠缺保護，在屠宰
時更飽受虐待與折磨，例如直接割
喉放血，整個生產流程非常不人
道。人造肉在試管培育或利用植物
生產，能避免動物的痛苦經歷，是
較人道的取代方式。

3. 糧食供應更充足及穩定

在糧食供應方面，人造肉能令糧
食供應更充足及穩定。按宣明會資
料，在2017年全球仍有超過8億人
在捱餓，而生產肉食是造成糧食危
機的原因之一，大量農作物被用作
飼料，令糧食的消耗增加，而本來
可用於種植的土地亦被畜牧業所消
耗。因此，如人類選擇利用人造肉
取代動物肉，既可減少糧食消耗，
又可闢出更多土地資源轉化為農
田，提高農作物產量。
除此之外，畜牧業容易因傳染病

影響肉類供應的穩定性，例如香港
在發現豬隻感染非洲豬瘟後，大量
活豬被人道毀滅，屠房停止運作數
日，令豬肉供應大幅減少，人造肉
能避免動物在飼養時引起的傳染病
及交叉感染，保障了肉類供應的穩
定性。

優 點

1. 「肉類」的道德爭議

人造肉可以利用植物或動物幹細
胞製成，市面上亦出現了不同類型
的商品，例如雞肉、牛肉、豬肉
等，但有人擔心生產者為了刺激銷
售，會以瀕危動物、狗隻甚至人類
等具爭議的生物幹細胞作生產，令
市面出現出售狗肉及人肉等作招徠
的商品，引起倫理道德爭議。不
過，亦有樂觀者認為這些問題並不
會發生，而且政府可透過規管解決
這些問題，以維持現時的道德秩
序。

2. 生產成本

不論是植物肉還是試管肉，現時
生產成本仍然偏高，因此售價較動
物肉高，未能吸引市民大眾支持。
由於試管肉涉及幹細胞技術等高
科技，技術還沒成熟至量產，而且
培植時間較長，生產同量肉類的成
本是動物肉的數百倍以至千倍，在
價格上未能提高競爭力。

3. 市民接受程度

雖然人造肉被視為動物肉的替代
品，但亦有健康安全風險。生產商
可能加入大量調味及食物添加劑，
例如含大豆蛋白的加工品就不適合
予有大豆過敏的人食用。試管肉由
於涉及幹細胞培植，其可能引起的
健康風險仍然無法確認。
市民本身未必接受從實驗室培
植而非從動物身上取得的肉類，加
上人造肉的味道及口感與動物肉仍
有差異，因此人造肉可能還需要一
段時間才能被市場所接受。

爭 議 及 困 難

隨着環境保育及

動物權益等普世價

值的想法愈來愈普

及，相信在未來大

眾會更接受以人造

肉取代動物肉，而

商界亦普遍樂意生

產更有商業價值的

肉類，以維持利潤

或開拓新市場。在

未來，各界人士亦

應更努力鼓勵商界

發展更人道的肉類

生產方式或尋找代

替品，以在個人享

受與環保及動物權

益之間作出更合理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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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已有人造肉產品出售。 資料圖片 ■人造肉類需要在實驗室培植，價格仍然高於動物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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