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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格式 

文章題目：為什麼有人吃大蒜不會口臭？人體氣味的隱藏密碼 

摘要：你有沒有遇過一種人，吃了大蒜卻沒有一絲異味，而自己吃完卻嚇跑同桌朋友？口

臭、體味等氣味現象不只是尷尬的社交問題，它其實藏著一套生理、化學與基因的秘密。

本文將從飲食成分、人體代謝、腸道菌與嗅覺感知等面向，揭開「氣味」的本質，並破解大

蒜口臭的個人差異之謎。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大蒜，是料理中畫龍點睛的好幫手，卻也常是約會時的災難主因。許多人吃完大蒜後會有

明顯的口氣與體味，但也有人吃得津津有味，卻毫無異味殘留。這背後到底是清潔做得比

較好，還是身體真的不同？ 

答案其實來自化學與人體代謝。大蒜含有一種叫「蒜素」（allicin）的硫化物，它本身無味，

但在切開或咀嚼時會產生揮發性的含硫化合物（VSCs），如二甲基硫（DMS）、甲基硫醇

等。這些氣體進入血液後，會從肺部、皮膚與汗腺排出，形成所謂「蒜臭」。 

不過每個人對這些物質的代謝效率並不相同。有些人因為腸道菌組成、肝臟代謝酵素或基

因差異，使得這些氣體代謝得快、產量少，因而較不容易產生氣味。此外，某些人即使身上

有味道，也可能因為「嗅覺疲勞」——大腦對重複氣味的適應，而無法察覺自身氣味。 

這不只是大蒜的問題。例如咖哩、韭菜、甚至某些魚類，也都含有類似可產生氣味的硫化

合物。而在醫學上，有一種罕見的代謝異常疾病「三甲胺尿症（Trimethylaminuria）」，患

者無法分解一種特定氣味分子，會散發出魚腥味，影響社交生活與心理健康。 

為了解決口氣問題，市面上出現了如「無味大蒜膠囊」、「口氣噴霧」等產品，不過這些產

品多是利用包覆技術減少味道釋放，或用香氣遮蓋，無法改變根本的代謝過程。實際上，

喝水、咀嚼無糖口香糖、增加唾液分泌才是更有效的方式。 

氣味既是科學問題，也牽涉到人際互動、文化接受度與心理感知。了解人體如何產生、感

知與適應氣味，而是用更多理解與科學來看待日常中被忽略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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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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