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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版 ! 咖啡馆

! ! ! !日前，央视名嘴小崔和复旦教
授卢大儒关于“转基因”的唇枪舌剑
在微博上引发了一阵“排队热”。然
而，转基因究竟是什么？在你盲目地
“挺”与“反”之前，是不是该对“转基
因”有个大致的了解？
上周五开张的第 !"#期新民科

学咖啡馆特意请来了《一本书看懂
转基因》一书的作者、台湾大学化工
与通识教授林基兴，和复旦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长期从事植物遗传学和
植物基因工程研究的杨金水教授，
带领我们一起来走近“转基因”：转
基因技术属于一种新型的分子生物
学，转基因和天然基因没有本质区
别，并不是洪水猛兽。“农业转基因
技术对人体尚无证据表明是有害
的，当然大范围应用尤其是在粮食
作物中的运用是需要谨慎的，但相
关研究却不可在全球科技竞争中
‘脱班’。”

人类一直在优化作物

在林基兴看来，培养转基因食
物，是人类的祖先在了解基因之前
就开始做的事情。不论是杂交育
种，还是长久以来使用的化学诱变
剂、电融、辐射等其育种手法，都是
在改变作物的自然属性。“从农业
生产技术来说，这些都是人类在追
求生产发展、食品优质化多样化的
路途中所做的各种努力。‘$%&之
父’詹姆斯·沃森（因发现遗传物质
$%&的双螺旋结构于 !"'(年获得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分

子生物学家）就曾表示过对转基因
食品的支持———‘人类已经做这种
事情（改变作物的基因）千百年’。”
林基兴说，就比如，在美国非常受
欢迎的葡萄柚，就是一种“同转
（基因）不同命”的现象。这种经由
辐射照射的葡萄柚，相当程度地
改变了作物基因，但仍然号称天
然食品作为招牌货销售，而公众也
十分买账。
“因此，为什么要歧视分子生

物学？反对者真正了解过和了解了
转基因这种新兴的技术吗？”林基
兴说，在现在的网络上，有许多妖
魔化转基因的文章，它们通常以
“耸动”的题文与图片塑造公众对
于“转基因科学”的负面印象，“这
不仅不利于科普的进行、科技的发
展，无益于正确民意表达的形成，
对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也会带来
负面影响。”

转基因是向自然学习

在活动中，杨金水教授也进一
步解释了“转基因与作物改良”。他
承担了多项农作物基因技术国家重
大基础研究课题，是《中国大百科全
书》第二版生物学学科遗传学分支
主编，也曾先后在美国新泽西州干
扰素科学公司、美国斯坦福大学从
事植物基因工程研究和水稻线粒体
基因组研究。他说，转基因并不是洪
水猛兽，虽然现在中国公众对转基
因技术还存在不少争论，但其中有
很大的部分是对转基因的情况不太

了解，存在一些误解。“当然，林教授
所说的‘转基因’（宽泛的转基因）与
高科技转基因是不同的事。”
杨金水介绍说，转基因技术的

理论基础来源于进化论衍生来的分
子生物学，其实是对于自然界的一
种学习。“基因片段被转入特定生物
中，与其本身的基因组进行重组，再
从重组体中进行数代的人工选育，
从而获得具有稳定表现特定的遗传
性状的个体。这种外源基因可以来
自于植物、微生物、动物。”

能带来巨大经济效应

两位专家都表示，转基因技术
在改良农作物、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品质和耐逆性等方面有巨大的潜在
的应用价值转基因。杨金水说：“转
基因可以达到一些无法通过常规育
种达到的目标，比如，抗虫。抗虫转
基因的发现与使用，减少了神经性
农药使用，在保护了环境、农民健康
的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杨金水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
研究水稻品种改良的难题，没想
到，他发现的专利基因—一个控制
稻谷细胞大小的基因，最终解决了
普通棉花改良成长绒棉的难题，并
使棉花的产量增加了 +*,。这个针
对棉花的转基因能把平均纤维长
度只有 -)毫米的普通棉花变成平
均纤维长度 +. 毫米的长绒棉，而
长绒棉正是运用于高档纺织品的
制作。转基因技术的运用为摆脱我

国高端棉花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打下了坚实基础。去年 /月，第一
批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种植的转基
因棉花在山东收获。

基因是具有水溶性的

网络上曾有一种说法：人吃了
转基因食品后，视频中改变食物原
材料性状的外源基因就会侵入人体
$%&，改变人体性状。林基兴说，包
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
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法
国国家科学院、欧洲食品安全署在
内的大量权威研究机构，一再为转
基因食物伤害人体的说法辟谣，而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转基因食物可能导致健康问题，-*
年来无一人因此伤亡。“但遗憾的
是，许多不科学的、哗众取宠的实验
和说法仍然在被广泛传播。以‘肿瘤
老鼠’为例，这一实验早在 -*0-年
就被确认为不科学，但这个故事至
今仍然在网络上成为‘转基因食物
致癌”的经典‘证据’。”
目前国内不少玉米油、大豆油

都是用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大豆制
作的，而公众许多对转基因的不解
也来源于此：转基因玉米、大豆油可
以食用吗？杨金水说，转基因玉米中
两个转基因成分，分别是抗虫毒蛋
白和抗除草剂基因，这两种转基因
产物都是蛋白质。“蛋白质是水溶性
的，而取玉米籽粒榨油的过程中，有
一个排除含水杂质的程序，这也就
意味着，转基因玉米里的转基因成

分会在榨油过程中完全排出，这样
一来用转基因玉米制作出来的油，
和以非转基因玉米为原料制作的食
用油本质上没有区别。而转基因成
分又是 $%&，它也是水溶性的，不
会存在于制成的食用油中。同理，大
豆油也是一样，其中的转基因成分
主要包括抗除草剂基因，也是能在
制油过程中排除的。”

我国有一套严格标准

杨金水，在我国，农作物种转
基因技术的运用是非常谨慎、严
格、科学。“目前，我国除棉花种植
中有转基因技术运用外，粮食作物
尚无一例运用。即使是进口了转基
因的经济作物，比如，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玉米，他们也不能作为粮食
售卖，也不能用于制作豆浆、豆腐，
只能作为原料来进行榨油加工。而
传说中的，转基因大米、樱桃番茄
是转基因等谣言也都是以讹传讹
的说法。”

目前，一种新型的“基因编辑”
技术正成为转基因技术中的“新
秀”。杨金水说，这种基因编辑的生
物高新技术可以在生物体内将基因
定点切割，同时又不在生物体内留
下任何痕迹。“就好比，你是用一把
‘剪刀’去修剪 $%&。首先，通过人
工手段把这个剪刀带到不良基因所
在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地方‘切’一
刀，把这个不良基因切断，并进行修
复和链接。而这把剪刀当然也不是
真正的剪刀，而是一种酶。”

大学教授漫谈!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并非洪水猛兽
刘建芳 !复旦大学" 马丹 !新民晚报"

! ! ! !编者按!

新民科学咖啡馆创办于 "#$%年 &月#是由上海市科协和新民

晚报社共同主办的一项科学活动$每月举行 "期#每期结合社会热

点%焦点和难点#邀请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企业家或政府官

员#与听众在轻松%休闲的氛围中展开互动交流#达到普及科学知

识%崇尚科学精神的目的$

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刊登适合大学生阅读的活动实录#让各位

也有机会与科学大拿们来场零距离的文字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