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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11ZX08003-002)。

理性认识转基因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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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是一门新兴

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以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为

基础, 能够按照预先的设计改造生物体(包括植

物、动物和微生物), 为人类生产出所需的产品(如
粮食、医药、食品、能源、化工原料等), 可以实

现传统技术手段的更新, 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

变,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跨国公司一直把我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市场开

拓的重点。近年来我国转基因大豆进口壁垒失守, 
跨国公司获利剧增使得他们更加觊觎潜力巨大的

中国市场。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

地, 我国也在下大力气持续增强转基因技术自主

研发的实力, 在转基因作物产品研发的某些领域

建立了领先优势。然而, 由于信息沟通渠道不够

畅通等原因, 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对转基因技术及

转基因产品心存疑虑甚至产生误解。本文重点就

如何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认识转基因安全问题抛砖

引玉, 促进人们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

1  零风险技术并不存在

过去10年, 全球平均每年有770人死于航空事

故, 但人们不会因为飞行事故就不坐飞机; 全球每

年有大约12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同样, 人们

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故就不坐汽车。毫不夸张地说, 
各种各样的事故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 其
重要原因之一是: 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技术。

人们要求技术零风险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

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无法在技术层面上做到

零风险, 不但现在做不到, 恐怕将来也很难做到。

同任何其他技术一样, 转基因技术也不存在

零风险。如此说, 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和负责

任的态度; 相反, 如果有人说转基因技术或者任何

其他技术可以做到零风险, 这是一种不科学的、

非理性的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既然人们能够对其

他事故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 为何仅对

转基因技术要求零风险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 有些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可能涉及到遗传, 不

仅当代有风险, 后代也有可能会有风险, 而其他造

成事故的技术例如飞机、汽车等却与遗传无关。

其实, 这种所谓的遗传上的风险微乎其微或者根

本不存在。实际上, 人类每天不知吃了来自不同

物种的多少基因(即DNA分子)进入体内, 如果对后

代有影响, 那么人类不可能得以进化, 人类几十万

年进化历史也就不存在了。比如, 通过转基因技

术把水果当中的基因转到水稻中, 让水稻具有水

果的香味, 这样的转基因水稻会对人类遗传产生

影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吃水果时吃的

是水果中所有的基因, 没有产生遗传上的不利影

响, 人更是从来没有变成过水果; 同样的道理, 吃
了携带一个水果基因的水稻就产生遗传上的影响

吗？答案显而易见。

潜在风险并不等于现实危害。如上所述, 任
何技术都有潜在的风险, 转基因技术同样也不例

外。我们所要做的是, 对潜在风险进行科学评估, 
从技术上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2  纯“天然食品”并不存在

转基因技术可以应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作物转基因是在常规育种技术的基础上, 利
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

作物的遗传物质中去, 使其有效表达出相应的产

物(蛋白质或核酸), 在产量、抗性、营养品质、消

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方向转变。以转基

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

“转基因食品”。
人们通常所说的非转基因作物是指利用常规

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作物品种。许多人以为常规

作物更安全, 但常规作物或蔬菜中也含有对人体

健康不利的代谢物, 例如, 青色的西红柿含有生物

碱甙(龙葵碱), 鲜扁豆中含有皂甙和生物碱, 如果

摄入量过多会使人中毒, 必须完全成熟或者充分

加热后才可食用。常规育种技术的本质是两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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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之间的基因重组, 而这样的重组过程涉及成

千上万个基因。同时, 即使没有人为的通过物种

杂交产生新品种, 基因交流在自然条件下也时时

刻刻在发生着,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现在我们吃的食物多是通过基因交换或

杂交(即基因重组)而来。在作物的进化过程中, 有
很多未知基因在不同个体之间相互转移并发生重

组。由于参与这种基因重组过程的染色体片段非

常大, 其中有有利的基因, 也有不利的基因, 所以

这样一种自然变异过程完全是随机的、不可控

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现今的农作物基本都是

经过人类长期选择的“转基因”生物, 而不是原生态

的天然物种。纯粹的“天然作物食品”, 今天几乎不

存在。

转基因是精确可控的事件。在转基因研究的

过程当中, 我们要对一个或几个基因及其编码蛋

白了解的非常清楚, 对基因的片段大小、功能和

作用机理、转基因在基因组中的插入位点、表达

强度, 以及转基因植物的病理和毒理等等诸多方

面有非常清晰和全面的了解, 一旦发现有任何潜

在的问题即停止相关的研究。例如, 巴西坚果一

个富甲硫氨酸基因在进行大豆转基因产品研发和

转基因安全评价时, 科学家发现它有可能导致大

豆产生过敏原, 相关的转基因工作立刻取消, 体现

了转基因安全的自我可控性。因此, 转基因培育

的作物新品种经过了比任何自然变异而产生的新

品种更为严格更为科学的安全性评价。从这个意

义上讲, 转基因技术是比较准确和精确的育种技

术。如转基因抗虫玉米种植后, 不仅因少打农药

降低了对环境和产品的直接污染, 而且能使谷物

免遭腐生真菌的二次污染, 转基因玉米中的真菌

毒素含量远远低于非转基因玉米。

一般情况下,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除

了目标性状以外, 其他性状是相同或相近的。由

于科学家可以针对不同的目标性状对作物进行专

门的改良, 因而转基因食品在这些目标性状方面

具有其独特的优点。例如, 可增加作物单位面积

产量, 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可增强作物抗虫害、抗

病毒等的能力, 提高农产品的耐贮性, 延长保鲜期, 
可表达有利于人类营养健康的物质等等。转基因

技术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向人们所需要方向的

“无中生有”。比如, 棉铃虫对棉花生产危害巨大, 
虫害发生严重时可以导致棉花绝收。如果不采用

转基因技术, 能否让棉花抵抗棉铃虫的侵害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棉花的“父亲”、“母亲”甚至祖

先中没有抗虫基因的存在, 常规育种难以培育出

抗棉铃虫的棉花。如果希望棉花不被棉铃虫所侵

害, 有效的办法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把来自于微生

物的抗虫基因转移到棉花中去, 从而培育出能抵

抗棉铃虫的棉花新品种。

当然, 常规杂交与转基因技术还是存在一定

的区别, 转基因技术的基因交流可发生在任意两

个物种中, 例如动物甚至人的基因可以转入植物, 
而常规的人工或天然杂交多发生在近缘植物中。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讲, 最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跨

物种的转基因, 而在于转的是什么基因。如果从

近缘种中向目标植物中转入的是一个有害的基因

(例如, 植物中一些能够合成对植物自身具有保护

作用、但对人体有害的次生代谢物的基因)当然是

不好的; 反过来说, 如果把动物中一些能够生产有

益于人体健康的基因转入植物当然是好的。因此, 
对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进行评估是必要且必

须的。

3  已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可放心食用

任何物种(包括植物在内)在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都经历了人工选择或自然选择, 它们的存在是

这两种选择的结果。人工或自然选择究其实质是

遗传变异选择。因此, 变异是物种进化的基础, 变
异是绝对的, 而稳定是相对的。换言之, 没有任何

一个生物体与其亲本祖先是完全相同的, 而常规

育种就是一个对遗传变异进行人工选择的过程, 
转基因育种和常规育种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现在, 转基因食品已开始进入了我们的日常

生活。我国市场上出售的大豆色拉油, 几乎全部

都是用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生产的, 而美国人吃

的食品中, 60%~70%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在内。美

国人“惜命”世界闻名, 商场中出售的任何食品中的

所有成分标记得一清二楚。可以想象, 如果美国

人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产生健康问题, 那一定

会闹出大乱子不可。而事实是, 美国作为世界上

转基因作物研发最为成功的国家, 在其十几年的

转基因作物大面积商品化推广的过程当中从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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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何有关安全性的问题。即便如此, 科学家们

仍然以前所未有的审慎态度对待转基因安全问

题。转基因安全问题同其他新技术一样, 只是一

个在人类科技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

科学问题而已。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加以重

视、深入研究和探讨, 而不应把转基因安全性问

题和地震、SARS一类问题混为一谈, 谈“转基因”
色变。目前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在很多时候

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范畴, 许多其他问题(例如国际

贸易等)使其复杂化了。因此, 理性地看待转基因

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4  关于转基因安全的“国际争论”
在生物技术育种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关

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研究报告数不胜数, 
其中仅有十个所谓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事
例报道, 它们常常被人利用作为反对转基因的佐

证。然而, 事实是这十个所谓的研究或是因为实

验设计不合理, 或是因为对实验数据的错误解释, 
已经分别被国际上不同的权威学术结构或科学家

小组完全否定(详见人民网报道http://scitech.peo-
ple.com.cn/n/2013/0105/c1007-20091333.html)。本

文仅以其中一个“事件”为例进行剖析。2012年, 法
国分子内分泌学家Seralini及其同事发表文章称: 
NK603 (转基因抗除草剂玉米)和草甘膦除草剂对

实验鼠的健康造成了相似的危害, 尤其在雌性实

验鼠中, 幼鼠夭折和患病的比例特别高, 而雄性实

验鼠出现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肝脏受损、肾脏和

皮肤肿瘤, 以及消化系统疾病。文章发表后, 欧洲

食品安全局对该项研究做出最终评估(http://www.
efsa.europa.eu/en/press/news/121004.htm), 彻底否

定了转基因玉米有毒甚至致癌的研究结论。欧洲

食品安全局从9个方面对其研究进行了批驳, 认为: 
Seralini等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 而
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因此, 
从科学实践的角度来看, 凡是经过严格审批的转

基因产品在十几年的大规模应用过程中还没有发

现有任何一例是不安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英国著名畅销书作家、环保积极人士马克·莱纳斯

(Mark Lynas)先生在2013年牛津农业会议上关于转

基因话题的演讲中表示: 为他一直以来诋毁转基

因的做法深感歉意, 也为他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帮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

因为他发现了科学,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自己

成为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英文演讲全文详见链接

http://www.marklynas.org/2013/01/lecture-to-ox-
ford-farming-conference-3-january-2013/)。认识转

基因技术需要过程, 时间长短或有不同, 然而只要

人们本着科学理性的态度, 转基因技术及其为人类

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终究会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5  结语

转基因技术作为当今最具活力、发展最为迅

速的新兴技术, 正在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产生着巨大影响。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 任何

一项新技术从诞生到广为人们所接受, 其间经历

了相当的曲折。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 应该更加

能够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对待转基因技术。中华民

族要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大调整中占据有利地

位, 仅仅依靠传统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要

依靠新兴技术突破, 而且只有在新技术革命中占

据重要地位才能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

地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也对生

物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解决“三农”问题、缓解能

源压力、改善生态环境和保障粮食安全等事关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迫切需要生物技术来

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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