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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上一集跟大家谈到，植物性的膳食
与动物性的膳食和我们人体健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举到大肠
癌、乳腺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从这些疾病我们可以看得到
，饮食的结构和这些疾病事实上息息相关。上一节我们提到乳腺癌
，大家可以看到，不但是脂肪的比例影响著乳腺癌的发病率，动物
性膳食，还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饼干，把碳水化合物细致
化、精致化，这些食物统统会提高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比例。因此这
个饮食结构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非常的普遍，随手都可
以得到这些饮食。所以相对的，现代人罹患乳腺癌的比例也直线的
在攀升。我们首先看到了北美洲妇女乳腺癌比例的上升，短短的几
十年，现在在２０００年的数据是八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罹患乳腺
癌，这个数字非常的可怕。我们又提到，基因在乳腺癌的罹患比例
上，其实做的贡献并不是很主要的，主要还是在饮食跟生活的习惯
上。
　　乳腺癌既然这么样的可怕，我们一定要对它有所防范，可是我
们非常遗憾的是，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报导，传来的消息都不
是非常可喜的。在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导，是在联合报里面所报导的
一个状况。它报导台湾的女性乳腺癌发生率虽然只有美国的一半，
但是罹患乳腺癌的年龄却有下降的趋势。据台大医院的统计，该医
院三十五岁以下罹患乳腺癌患者的比率居然高达了９．２％。也就
是在所有罹患乳腺癌的妇女他们把它做一个分析，从年龄上去做分
析，结果他发现，三十五岁以下的患者居然占所有病患的９．２％
，接近十个百分点。这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跟美国来比，比美国



的百分之二高出了４．５倍。各位朋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乳腺
癌的比例虽然很高，可是台湾的妇女与美国比起来有一个突出的地
方，就是年龄层下降，三十五岁以下的患者居然占了十个百分点。
可见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年轻化的一个问题。
　　三十五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是一个人正当盛年的年龄，这
样的年龄可能很多人小孩子还很小，甚至於还没有结婚，就遭受这
样疾病的缠身，我们就晓得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充满著坎坷的。因此
，我们要避免这个年轻化一定要有对策，最好的方法就是管住我们
这张嘴。在我们平常的饮食结构当中，一定要去思考，我们吃进去
的这个东西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变化。吃进去的每一口食
物，都有可能为我们将来的身体健康做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铺垫，吃
对了，我们身体就很健康；吃错了，我们的身体已经埋下了不定时
的炸弹。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年轻化所思考到的一个层次的问题
。因为整个经济结构改善，整个生活的饮食结构改善，我们看到年
轻人大量的在摄取高动物性蛋白的食物，大量的在摄取这些精致的
碳水化合物，这个都是垂手可得的。这样的吃法，让整个癌症的年
龄层下降到这样的程度。
　　很多的流行病学专家也在建议，预防当然很重要，可是预防从
什么角度来思考？很多人提出来要做乳房的筛检。但是乳腺癌的筛
检意味著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其实各位朋友，我
们在面临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理智来面对。乳腺癌
筛检的意义，我们并不是否认它的意义，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深入
的去思考，筛检本身其实只是一种观察。我们看这张投影片，这样
的筛检观察并不意味著它在预防乳腺癌的发生，不是的。因为筛检
是被动的，被动的去看有没有，并不是去预防它不要发生，不是的
。观察到有，那就要治疗，没有，就不必治疗，它并没有积极的去



预防它不要产生。各位朋友，这点是很重要的！观察是很被动的，
是个比较消极的处理态度。
　　有研究显示，乳腺癌更早被诊断出来，五年内的死亡危险率会
更小，这个观察是有医学报告里面提出来的。可是各位朋友，如何
解读这个数据？五年内的死亡率更小，这个话语写出来之后，我们
如何去解读？各位朋友，其实我们看投影片上面，他讲到存活率的
提高，是因为更早被诊断出乳腺癌，与乳腺癌是否接受治疗无关。
也就是说乳腺癌的治疗技术，以今天的技术来讲，并没有比过去进
步，这是个逻辑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讲更早的发现、更早的诊断
出来，五年内的存活率更高，那是因为提早发现了，所以它存活率
更高；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之后治疗，让它的存活率提升，不是的，
跟治疗的技术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筛检本身、自我检查本身并没
有积极的预防在里面。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定
要很敏锐，要很深入，否则我们被动的筛检，其实还是没有从问题
的根源去把致病的原因找出来。我们今天不断的摄取大量的动物性
膳食，不断的摄取大量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然后我们再去做筛检，
我们就能够安心保证我们不得乳腺癌吗？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最根源的角度还是得先从我们的饮食习惯下手来做调整，这样子再
配合筛检，我想整个乳腺癌的罹患率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我们应
该要思考的几个层次的问题。
　　看完了乳腺癌之后，我们来观察另外一个女性更年期之后非常
严重的疾病，那叫做骨质疏松症。在投影片里面我们看到这张图，
骨质疏松症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骨骼组织慢慢的随著岁月流失掉了
。在病理上，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骨骼组织流失的
时候，我们就称为骨质疏松症。这是一个现象，反应出来的结果是
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骨骼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五十流失的话，可



能他在咳嗽的过程，他咳嗽的力量就足以让他的肋骨断裂；很有可
能他在坐一部车子的时候，这个车子到了一个颠簸的路面，那个颠
簸的力量都有可能让他造成骨折。所以各位朋友，这是个很严重的
疾病，一个罹患骨质疏松症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外出去购物，因
为任何一个跟群众的碰撞，或者是任何一个推挤，都有可能造成他
严重的骨折，这样的病人是十分的脆弱的。
　　我们了解到这个疾病的可怕，为了避免我们得到骨质疏松症，
一般的媒体，或者是一般的宣传广告，都灌输我们一个概念，什么
概念？就是我们要补充钙质，都告诉我们，骨质疏松症是因为钙质
的缺乏而造成的。我们今天面对这些讯息的时候，各位朋友，我们
一定要冷静的来看待，是否钙质的缺乏会造成骨质的疏松？钙质为
什么会缺乏？这些都是我们要明辨的。这张投影片告诉我们，研究
显示，吃得比较好的地区，往往他的骨骼比较弱；吃得比较差的地
区，往往骨骼比较强。这个是统计的一个结果，它是个客观的陈述
，并不是一个辩论，它是个客观的陈述。因为在欧美的国家，我们
公认它的饮食结构是最完善的，不管是蛋白质的摄取、钙质的摄取
都是最完善的。然而这些国家妇女髋骨的骨折率却是全球最高的，
全球髋骨这两个骨头的骨折率居高不下。吃得那么好，为什么骨头
还那么差？可见得钙质的补充在这个层次来看产生了一些矛盾。
　　这个矛盾怎么样来解释？当然很多的科学家就开始来探讨。他
发现说，钙质吃得愈多、蛋白质吃得愈多，并没有保障他骨骼的强
度变好。然而有很多比较贫穷的国家，我们认为ＧＤＰ比较少的国
家，他吃不起那么多的肉，吃不起那么多的钙质，甚至於他没有办
法吃钙片来补钙，他的髋骨的骨折率反而降低。在这样观察的结论
之下，他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钙质吃愈多难道骨骼就愈强壮吗
？科学家开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做思考，后来当然有些研究成



果慢慢的也被呈现出来。这张投影片就讲到，１９９２年耶鲁大学
医学院就开始对十六个国家的女性，进行了三十四项有关於蛋白质
摄入与骨折发生率的一个独立调查。在十六个国家当中，去做这三
十几项的独立调查，他发现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讲的是动物性蛋白
的摄入，跟骨折的发生率其实是有关的。
　　这些对象他们找到的是五十岁以上的妇女，结果研究的成果发
表在二十九种医学界知名的刊物里面，这是很有权威的一个数据报
告，也不是我们空穴来风的。这些报告都指出，约有百分之七十女
性更年期以后的骨折，是由於摄入过多的动物性蛋白所导致的。各
位朋友，这个问题很耐人寻味，因为它已经有一点点复杂。过去我
们被提醒、被教育的是钙质的含量是骨质疏松的关键，钙要吃多一
点，骨头就会愈强壮。可是从观察的角度来看，发现没有。再进一
步去细化发现，不是只有钙质跟骨质疏松有关，动物性蛋白也参与
了一些重要的角色。所以各位朋友，这再次的提醒我们，不管是我
们的身体也好，不管是我们对营养的摄取也好，甚至於我们对人、
事、物的观察也好，都不应该是机械论的，都应该是整体观。它都
是有关系的，不能够只拿一个指标来看，然后就在这个指标上去下
结论，这个有偏颇。百分之七十的骨折由於摄入的蛋白质过多造成
的，它不是只有跟钙质有关。
　　怎么样把钙质跟蛋白质的摄取量和骨质疏松来做一个连结，科
学家也费了很多的功夫。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投影片，这个投影片
告诉我们，钙质不在吃进多少，而在留下多少。研究显示，当我们
摄入动物性蛋白三到四个小时之后，有更多的钙质从尿液当中流掉
了，这是关键。也就是说，这些钙质并不是没有发生作用，吃进去
的钙确实可以让骨头更强壮；可是问题是，当我们钙质跟动物性蛋
白一起吃进去的时候，这个钙质就很有可能流失掉，这才是最重要



的因素。所以当我们吃一块肉进去，我们三到四个小时之后再去验
尿，就会发现尿液里面有很多的钙质跑掉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蛋白质本身是属於酸性的，动物性蛋白是属
於酸性的物质，它吃到肚子里面去，经过消化之后，它所呈现的状
态是酸性的。然而我们身体的体液的酸硷度是弱硷性的，而我们刚
刚说到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它很精密，在这一点点的酸硷
度的变化，它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当身体吃
进酸性的东西之后，它一定要把这个酸性赶快怎么样？中和成硷性
的。
　　所以我们看图里面，它怎么来中和？它就必须要从骨头当中抽
出钙质来平衡体液。因为钙离子抽出来之后，它是呈现硷性的状态
，它就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个酸性的体质，因为吃肉造成酸性的体液
给中和掉，把它拉回弱硷性的体质。因此，身体里面才有大量的钙
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流失掉，而这些钙离子正是身体从骨骼当中抽
出来的，这是个关键。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把骨质疏松症与动物性
蛋白和钙质摄取，我们把它结合起来。所以结论是，只要动物性的
蛋白不过量，钙的需要量其实是可以减少的，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钙
质。人对钙质的需要量，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样的多。但是由於
我们饮食习惯的反常，我们吃太多的肉，吃太多动物性的膳食，吃
太少植物性的东西，这些肉本身吃进去之后，让我们大量的钙质流
失，以至於让我们有个错觉，就是我们钙缺少了。其实钙并没有那
么严重的需求量，只要我们动物性的蛋白减少，钙质的需要量其实
可以跟著降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这也跟我们饮食结构有十
分密切的关联性。
　　您每天浪费多少钙？这里这个投影片里面提到，一杯咖啡，您
可能造成二到三毫克的钙质的流失。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被提醒



不要喝咖啡，因为喝咖啡会让您将来可能罹患骨质疏松症的机率提
高。这个说法对不对？对，因为确实一杯咖啡造成二到三毫克的钙
质流失。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汉堡居然让钙质流失的倍数增加到二
十八毫克，这是一杯咖啡的十倍，这个可能就很少人知道。再进一
步我们来看，一客牛排可能造成二百到二百六十毫克的钙质流失，
这个应该知道的人也不多。过咸的，过多的盐也会造成二百多毫克
的钙质流失。
　　因此我们就了解到，现在有非常多的讯息充斥在网路里面，然
而我们真的得到我们需要的讯息了吗？这么大量的资讯流通的过程
当中，我们真的得到我们所要的吗？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是某些团
体需要我们知道的，我们要明辨。在知识、学问的领域当中，要把
利益给排除掉，知识、学问如果加上了利益，它就会有偏颇。我们
今天探讨这些问题，出发点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希
望这个社会能够把疾病做降低，从事教育工作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
的一个结果。因此，这些数据希望能够让我们大众来做一些参考，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的饮食对您才是最健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骨质疏松症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科学的
探讨。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曾经对三十三个国家进行八十七项
研究调查，发现动物性与植物性的蛋白摄入量，跟髋骨的骨折率是
有关系的。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横轴的部分是植物性蛋白跟动物性
蛋白的比值，也就是说横轴的这个数据，分子是植物性蛋白，分母
是动物性蛋白。所以，这里的数字愈大，表示吃进去的素食，就是
植物性膳食的含量愈高；这个数字愈小，表示肉吃得愈多。所以愈
往各位的右手边方向走，表示说他膳食里面吃的植物性膳食愈多，
吃的肉愈少。你可以看到，愈往左边这个曲线愈怎么样？愈低，表
示他植物性膳食吃得愈多，动物性膳食吃得愈少，他的髋骨的骨折



率愈低，骨头愈强壮。从这个图表看到，加州大学对於三十三个国
家进行的这八十七项调查，完全指向素食，就是植物性膳食，可以
降低骨质疏松症的罹患率，而动物性膳食反过来是会提高骨质疏松
症的罹患率。这样子来讲比较客观。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研究也在探讨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喝
牛奶到底能不能预防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刚刚一直讲到动物性膳食
，其实牛奶也是动物性的膳食，因为它是母牛分泌出来的乳汁，是
为了要供给小牛成长所需要的一个养分。牛奶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大量的被食用，我想大家很理智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二、三十
年来，牛奶的食用量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人类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牛奶的消费跟需求量从来没有一个时
期超过近十年，或者是近二十年，没有。这个当然也是拜人工养殖
，跟科学所谓的灭菌、消毒有关，这些技术的兴起，才让牛奶这么
样大量、普遍的让每个人饮用。而牛奶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
我们也完全的没有否认，这个也是事实。科学的证据也指出，它的
营养成分是很高的，尤其它的钙质的含量那是非常显著的。这个原
因是什么？原因是小牛要长大，小牛要长大的过程当中，骨骼的发
育十分的关键。所以钙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这是可以想见的。
　　钙质这么丰富的情况之下，就让很多人很「直觉的」想到，它
是不是对我们补钙有非常明显的帮助？当然它的钙质这么丰富，吃
进去之后我们的钙质就可以得到非常显著的补充，这是很直接的思
考。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科学，这是直觉，这是科学的简化主义，
它不是科学，它没有任何的证明，只是情感的思考而已。科学家面
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设计实验来证实这个议题。下面这
张投影片，我们看到髋骨的骨折率其实跟牛奶的摄取量，它是有一
个非常惊人的关系。在这个图表里面，横轴的部分是牛奶的摄取量



，愈往各位右手边的，是喝牛奶愈多的国家；纵轴的部分，愈高的
部分是髋骨骨折率愈显著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牛奶喝得愈多，髋
骨的骨折率其实也跟著升高。这个图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牛奶在
这个图表的观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并没有预防骨质疏松症的效果
，没有。这是１９８６年就已经做出来的一个结论，１９８６年。
它是很客观的呈现，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修饰，就是把这个论文报
告很客观的把它呈现出来。并不是意味著告诉大家不要喝牛奶，不
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大家，这项食品对於骨质疏松症并没有帮助
，反而可能有一点负面的影响。这是另外一个观察。
　　另外在提到营养成分的这个思考，其实骨质疏松症给我们很多
的反思。有一个教授叫做赫斯特德教授，赫斯特德教授他在对钙质
跟骨质疏松症的研究领域，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位教授。他研究钙质
跟骨质疏松症的关系，他曾经就告诉我们，他说到事实上在我们的
体内有一种激素，叫做维生素Ｄ钙三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在我
们体内扮演的角色，是调节体内钙质吸收跟排出的一个重要的因子
。这个东西决定了钙质从我们的骨头当中抽出来，跟从体液当中吸
收到骨质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子。这个因子它的调节是有一定的
控制机转在里面，当人体大量的而且长期的在吸收钙质的时候，这
个调节的受器将会失去它对钙三醇的调节能力。什么意思？就是我
们的身体永远都充斥著大量钙质的时候，这个调节器就失去了灵敏
度。本来它在调节钙三醇的分泌，然后再去影响钙质的吸收和分配
。结果我们一直大量在喝钙质、在吃钙，大量的吃进去，我们的身
体就会告诉这个受器说，我的身体不缺钙，永远不缺，他体液的钙
质的浓度永远都很高。因为现在据说很多人把牛奶当水喝，他每天
喝进大量的牛奶之后，他身体里面钙质的浓度事实上是很高的。这
个受器在这么大量浓度的钙质环境里面，它就失去了调节钙质吸引



跟分配的灵敏度。
　　其实赫斯特德教授在他的报告里面跟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
结论，我们看投影片。他说长期大量的去滥用某种物质的话，身体
就会丧失对该物质利用效率的精细调节能力，这是自然界生理的铁
则。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某一个营养成分，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可
是我们大量的滥用它之后，各位朋友，这个时候好事都会变成坏事
。本来吸收这个营养成分是好事，它是我们身体需要的，结果我们
长期大量的滥用，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回馈的机制，这个回馈的机制
就会被麻痹掉。因为它认为我们的身体永远不虞匮乏，它的调节能
力就会丧失。而这样的过程就造成了妇女停经之后，骨质疏松症一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没有办法调节，它就大量的在流失，没有办
法保持住。
　　这个问题，各位朋友，十分的关键。我们不要认为说某个营养
成分很好，我们就大量的去摄取它，这是不智的做法。在中国的经
典里面也告诉我们「过犹不及」，过度跟不够事实上是一样的，一
样糟。所以中庸非常的重要，任何事情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不
是说它好，那我就一直吃，吃大量的，这个也出问题。因此，对饮
食的种类我们没有批判，食物本身没有善恶，它只有适合跟不适合
。人体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膳食，当然
我们在这个课题的后面还有很多的分析。可是我们从这些疾病，都
给我们很多生命的启发，这些生病的机制，还有饮食的关系，它都
给我们很多生命的启发。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也就是
我们看到身体跟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整体，大自然的一个现象都可以
为我们身体的健康做为一个佐证。这就是道法自然，我们的身体健
康也应该道法自然，从这些现象当中我们看到了。所以，补得愈多
愈好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关於骨矿物质密度测定的问题。骨质疏松症
在近年来确实有非常显著的增加，尤其在欧美国家里面，因为他们
吃的动物性蛋白质非常的多。你看欧美的人在吃饭的结构上面，我
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主食可能就是一块肉，或者是一片鱼，或者是各
种动物性的膳食，一个汉堡等等。大量的在摄取这些动物性蛋白质
，还有喝大量的牛奶的情况之下，骨质疏松症的比例在欧美国家是
非常显见的。所以，医学界就推出了一种检验的方法，就是骨矿物
质密度的一个检测，简称ＢＭＤ，ＢＭＤ的检测在现代比较大型的
医院里面其实也很普遍。但是这个检测本身，现在从很多的观察里
面发现，它并不是个很客观的数字。
　　我们来看，ＢＭＤ被认为是检查骨质密度的一个指标，而有人
宣称ＢＭＤ愈低，骨骼的结构愈差，就是骨质密度愈松，他的骨头
就愈差。但是这个指标本身有它的问题存在，在相关的文献里面，
透过研究他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高的ＢＭＤ会使关节炎发病
率升高。ＢＭＤ不是愈高骨头愈强壮吗？但是在临床流行病学统计
上面看到，高的ＢＭＤ伴随著却是关节炎的发病率升高，反而骨头
并没有比较强壮。第二个现状，看到高的骨矿物质密度ＢＭＤ与高
乳腺癌存在正相关。就是你ＢＭＤ的指数愈高，可能罹患乳腺癌的
机率也愈高。第三个，许多地区ＢＭＤ比西方的国家还要低，但是
骨折率也比较低。这不是矛盾吗？我们可以看到，居然有很多的国
家，骨矿物质的密度比不上欧美，但是他们事实上，从事实的骨折
率来统计，要比欧美国家还要低。显见得ＢＭＤ本身并不是个非常
客观的数据。最后看到，观察到，肥胖与高ＢＭＤ有关，就是比较
胖的人，骨矿物质密度可能也比较高，可是比较肥胖的区域，髋骨
的骨折率也比较高。也就是说，肥胖者可能他罹患骨质疏松症的机
率也比较高，但是它却有更高的ＢＭＤ值。



　　各位朋友，看到这里，我们又得到了一些启发。也就是说，某
些数字、某些指标在现代的医学被提出来，但是它并没有经过时间
的验证，所以并不一定是跟我们原先预计的那个结果是一致的。这
里就讲到，ＢＭ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骨质疏松症的指标，因为它会
出现矛盾。而相形之下，食物当中，膳食当中，植物跟动物蛋白的
比值更具有代表性。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研究，发现植物性膳食吃
得愈高，骨头愈强壮；动物性膳食吃得愈高，骨头愈脆弱。这样的
一个比例，可以更让我们接近、了解、预测，或者是预防骨质疏松
症这样的现象。
　　下面我们来看自体免疫性疾病，我们从癌症探讨到骨质疏松症
，再探讨自体免疫性疾病。我们看到，其实自体免疫性疾病是属於
免疫系统的偏差，所造成的身体疾病，免疫系统发生偏差，它会攻
击自身的细胞。前面说过，美国每年约有二十五万人，被确诊罹患
高达四十多种的自体免疫性疾病。这里我们看几个图，一种叫多发
硬化症。这个多发硬化症是指免疫系统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造成
我们神经系统被破坏之后，人就会出现很多神经方面的疾病，不协
调方面的疾病，这是一种。举几个例子。第二种像关节炎，这是免
疫系统攻击我们关节的部分，造成我们得关节炎，这也是个常见的
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另外是第一型的糖尿病，糖尿病有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我们
在讲糖尿病的时候会跟大家再来剖析。这里简单的讲，就是人类的
胰岛受到了免疫系统的攻击，它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所造成的糖
尿病，我们称为第一型的糖尿病，它是属於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
类似这些免疫性疾病，现在慢慢的科学家也做深入的研究，发现这
些诱导免疫系统去攻击自身细胞的抗原可能来自於食物。食物本身
被消化之后的一些片段，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的这些片段，很有可



能都是去诱发这些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这些抗原，这个也跟饮食有
密切的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研究，第一个研究就是第一型的糖尿病它可
能发生的一些机转。很多的科学家开始慢慢的怀疑，一个母亲如果
过早的以牛奶来取代母奶的话，这个婴儿可能就会增加他得到第一
型糖尿病的机会。以牛奶来取代母奶，发现牛奶里面有很多的成分
，是人类消化系统当中没有办法完全消化的。像某一些蛋白质片段
，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消化，然后残留在人类的小肠里面，再从小
肠当中被吸收进入到血液系统里面。结果这个蛋白质片段在血液系
统里面被视为是入侵者，就像我们外来的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
或者是一些粒子，进到我们的体液里面，它被看作是入侵的敌人。
完了之后，这些蛋白质的片段，很不幸的又跟我们胰腺细胞上的某
些蛋白质片段是相同的，一模一样的。这是个很不幸的状况。结果
免疫系统於是乎丧失了分辨牛奶蛋白质片段跟胰腺细胞的能力，因
为它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一个是由外来的，它没有办法消化
，进到免疫系统里面，不被认识，它被当成是敌人。免疫系统於是
乎把胰腺细胞也给混淆了，最后开始攻击我们的胰腺细胞，造成胰
岛素的缺失。这是一个可能的机转。当然科学家在做这样的推论的
时候，已经做了大量的实验，这些大量的实验才导出这样的实验推
论。
　　由於时间的关系，更多的实验我们留待下一集再跟大家来作分
享，这一集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