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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基因組研究正夯，但真的有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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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十年前，當人類基因組首次完成排序時，全世界熱烈討論新式特定基因藥物將可能會助我們逃

過一死。現在終於有定論了：請大家繼續吃綠色蔬菜吧（譯註：指與其仰賴遙不可期的基因藥物，還不

如多吃蔬菜比較有幫助）。 

眾所皆知，我們的長相、特徵、尤其是對疾病及其他失調症的易罹病性，主要都是取決於我們的基

因組。全球數以萬計、經費充裕的研究人員，努力想判定基因組的哪些部份會造成何種失調症。這是史

上規模最龐大的科學研究之一，前提是相信研究結果可用於預防或治療過敏、癌症、乃至老化等許多病

症，或甚至是所有人體的病痛。 

 

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的關係 

科學家在找出失調症與各個不同串段的 DNA 的關聯方面，確實表現優異，但最後卻發現，在絕大

多數的案例中，這些關聯恰都錯綜複雜，也就是某種疾患與多個基因有關，而某一基因則會影響人體許

多地方。就算研究人員能夠標示出單一基因與單一疾患的明確關係，但對於那幾段 DNA 究竟是如何造

成問題發生，他們通常還是一知半解甚或毫無頭緒。此外，基因相關治療要不是對大多數人無效，就是

會導致可怕的副作用，這種走勢也令人憂心。 

沒錯，人類是已經破解了基因組。專家可以辨認出人體任一細胞任一微米 DNA 所含的三十億個鹼

基，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對於醫界治療或預測大多數疾病的能力，並沒有多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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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複雜的人類 

事實上，科學家在破解第一個基因組後計算基因數目時，立刻就知道情況不妙。在此之前，科學家

認為基因的數目大約是十萬個，這麼少的密碼卻能定義出像人體這麼複雜的實體，似乎很了不起。但是

等排序完成基因組的基因數目計算出來，結果卻是兩萬五千左右。如果基因數目只有原本以為的四分之

一，那麼每一個基因平均所作的工作，就會是原本預計的四倍之多。 

結果發現，任何一個人類特徵是由好幾十個、甚至數百個基因所造成的，而任一基因則可能與好幾

項特徵有關。換句話說，基因的作用並非是單純的疾病開關（譯註：指某個基因與某種疾病的發生與否

有密切關連），而是在超乎想像的複雜網絡中發揮作用。 

克雷格．文特表示，簡言之，我們對於基因的了解還不是很多。文特是推動人類基因組定序的著名

先驅，現在依然是基因研究的重要推手。他指出，「我們不清楚大多數基因的作用，而且當然也不知道大

部分人的基因變異為何。」 

 

問題比答案多 

對科學家而言，基因組引發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的這個事實，其實反而是蘊藏無限良機的寶庫。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了大約兩百八十項新研究，每項研究仔細檢視多個基因組；光是其中一項新計

畫，就已經開始著手建立一千個人的基因組圖譜，約有三千五百萬段所有人共有的 DNA，已經以各種方

式登錄，這個數字仍然在穩定成長之中。但是要完全證實大部分可能有用的基因關聯，就必須仔細研究

至少一萬個基因組樣本，而且較罕見的基因關聯所需樣本來源，其實會比地球人口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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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無斬獲 



許多人表示，研究基因組得不償失的這種說法並不公平，他們堅稱，各類神奇新藥都還在進行為期

十年的藥物研發與測試。雖然人類基因組科學公司治療狼瘡的藥物突然間顯得大有可為，但是除此之外，

似乎舉不出其他具體例證了。 

有人則說，我們從基因組學之中得到的是「個人化藥物」。也就是說，解讀過個人基因之後，就會

發現自己有罹患哪些疾病的風險，以及什麼藥我們最有效。 

在艾菲矩陣公司（譯註：Affymetrix 是美國研發生物晶片的龍頭公司）擔任產品行銷主管的傑伊．

考夫曼表示，「問題是，知道有關基因的事會告訴你什麼原本不知道的事嗎？」如果你已經因為體重過重

與壞膽固醇過高而被醫師要求服用降血脂藥，那何必還要測試自己的基因是否有罹患心臟疾病的風險？

就算知道你帶有較易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基因，醫生又能如何？照照鏡子就能知道的事，誰還需要做基因

測試來知道自己是否有肥胖的風險？ 

 

基因組到底重不重要？ 

以上並非意指我們當初不該花那麼多精神去研究基因組，也不是要我們現在就停止研究。但是在決

定投資基因組學或是衍生出的生物科技之前，我們對於所面對的工程有多耗時，應該先要有完整的了解

才行。 

此外，研究基因組其實也有好處，不過，是間接的好處：在絕大多數案例中，個人基因對命運的影

響力，顯然不如、或至少不會大過於個人行為的影響力。所以，請你減重、運動、呼吸新鮮空氣、不要

抽菸，這和醫師告訴你的曾祖父的話差不多，我敢說，這和以後醫師告訴你曾孫的話也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