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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安不安全! 能不能吃! 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

专家会诊解开公众“转基因之惑”

延伸阅读

民生关注

! ! ! !据了解，我国目前商业化种植
的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进口用
作加工原料的只有棉花、大豆、玉
米、油菜，网上流传一份转基因食品
名单，包括“圣女果、大个彩椒、小南
瓜、小黄瓜”。其实，这些都不是转基
因的。人类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对
野生植物进行栽培和驯化，从而形
成了丰富的作物类型。
番茄经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

生了丰富多彩的变异。目前市面上
的番茄品种十分丰富，琳琅满目，

按大小分为特大果、大果、中果、小
果、特小果；按颜色分为火红、粉
红、橙黄、金黄、黄、淡黄等；按形状
分为圆球形、扁圆形、牛心形、苹果
形、桃形、长圆形、樱桃形、梨形、李
形等。
彩椒是由于含有不同类型的花

青素，才表现为丰富的颜色。目前市
场上在售的果蔬，颜色五彩缤纷。彩
椒的颜色只是因为天然存在的遗传
基因差异而导致的，与品种有关，跟
转基因没有什么关系。彩色辣椒是
天然存在的，只是过去未大面积种
植，普通消费者很少见到。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 !"多个人花了 !"年，读 #!!!

篇与转基因有关的各类论文，每篇
至少研读两遍以上。其中，基因食
品安全影响论文 $""多篇，生态影
响 %"""多篇，转基因生产影响是
%&""多篇，结果 #"'的科研论文
都证实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与非
转基因作物没有差别。这份来自北
京理工大学胡瑞法科研团队深度
挖掘的转基因科研“大数据”显示：
尽管时不时有几篇转基因不安全
的研究论文发表，但最终都被科学
界证明是错误的。表明转基因产品
安全性的“争议”均被科学界否定。
“有关转基因技术食品安全性

的争论，早在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批
准之前就有了，历年重复检测后，
得出的安全结果没有任何变化。”
胡瑞法教授指出，科学家比公众更
关心转基因事物的安全，从转基因
技术一开始，国际上最权威的生物
安全学者便主导了转基因安全性
研究。他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现象，有关生物安全研究过一段时
间就会有一个“小高潮”，高潮就来
自于有新发论文指转基因技术不
安全。

基于转基因科研“大数据”，胡
瑞法教授发现，转基因谣言的来源
基本有四大特征：非专业人士的

“科学”发现；利益相关人士的杜
撰；“隔行如隔山”学者的炮轰；篡
改国外的相关报告。目前，我们国
家有关转基因的安全争论已经不
是“科学之争”，更像是糅合着各
方利益、各种社会问题的“乱
炖”。“一个科学争论，必须是高
度浓缩的科学问题，争论者必须
是专业的科学家，争论的目的是促
进科学发展。”

事实上，肆意制造一个科学谣
言毫无成本。“而谣言的科学检测
成本是很高的，这些成本最终的买
单者，还是公众。”

本报记者 马亚宁

90%论文证实：转基因作物安全 彩椒、小南瓜是转基因吗？

转基因，堪称最能触动公众敏感神
经，随时随地引来一片争议的科学话题
之一。安不安全？能不能吃？现在没事，
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呢？!!面对百姓
最关心的问题，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
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和上海科技
传播协会等联合主办“第四届媒体记者
转基因研修班”，十多位国内一流的农业
科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农业部官员日前
齐聚上海深入研讨“转基因之惑”，逐一
分析了百姓最焦虑的“转基因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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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转基因食品为何
不做人体实验#

热度""""""

迷惑" 转基因动物实验数据较

多"却没有人体实验数据#反对转基

因的机构和组织开始针对转基因粮

食应进行人体实验$ 到底" 该相信

谁%

解释"食品和药品不同。药品要
求治疗效果，要在人的身体上做实
验，而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都没有
要求用人来做安全实验。“因为，食
品不像一个化学物质，利用动力学
可以明确跟踪和评价。”中国疾控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
指出，与药物不同，食品在人体内基
本没有留下“痕迹”。人体也不能像
动物那样任意取材，严格控制“饮食
数据”，得到一个食物与食物效果间
的直接因果关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吴孔明说，科学家用动
物学的实验来推测人体的实验结
果，以大鼠代替人体实验，是国际科
学界通行做法。“根据世界公认的伦
理原则，科学家不应该也不可能让
人连续吃某种食品吃上十年二十年
来做实验，甚至延续到他的后代。”
“商业化转基因产品，是经过有

史以来最严格的生物安全检验与检
测，建立了一整套有史以来最为严
格的监管体系。”北京理工大学胡瑞
法教授现身说法，“我对鸡蛋是严重
过敏的，如果按照转基因产品生物
安全标准来检测，鸡蛋是通不过
的。”

#"现在吃了没事子
孙后代也没事吗#

热度""""""

疑惑"转基因大米&试吃会'屡

见不鲜(专家院士志愿者纷纷参与$

百姓依然半信半疑)现在吃了没事(

一代代吃下去( 谁能保证子孙后代

也没事%

解释"对于此类疑问，专家也坦
言很难准确回答。“客观地讲，任何
事情都是有风险，但是风险并不是
危险。”复旦大学教授，国家转基因
安委会委员卢宝荣用飞机做类比，
飞机一旦出事几乎致死，但飞行事
故的概率只有 ("万分之一，非常
低。按照概率计算，人一生坐不了
("万次飞机，几乎不会碰到飞机失
事。面对比遭雷击还要低的风险系
数，飞机产业蓬勃发展中。
具体到转基因上，现行研究体

系中长期食用的安全性，是通过动
物实验中加大食用量，让其风险在

高频率下曝光。“我国根据国际公认
的标准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是
严苛的，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
品是安全的。”杨晓光说。

$"虫子吃了会死人
为什么没事#

热度"""""

疑惑"杀虫剂*化学农药(能杀

死害虫(人喝了也会危害生命$为何

抗虫转基因作物害虫吃了会死(人

却可以食用%

解释"这个疑惑，中科院院士、
分子生物学家赵国屏也常常遭
遇———去年，他参加朋友聚会就被
团团围住，“转基因到底能不能
吃？”。他的回答很干脆：“很安全！”
到今天为止，人吃到肚子里的

转基因食品主要有两种功能，一个
就是杀虫，一个就是抗除草剂。前者
就是 )*蛋白，杀死的虫子是棉铃
虫，玉米螟虫和水稻螟虫。这类害虫
不在叶片上，专门钻到作物枝干的
芯子里，必须用最毒的农药，被植物
深层吸收，才有效。而且，害虫还会
慢慢习得耐药性，最终只能靠大量
人工蹲在田里捉虫。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蛋

白已经作为细菌农药广泛应用于田
间生产，抗虫转基因作物只是 )*

蛋白转入到农作物上，让其自带“杀
虫功能”。其杀虫原理就是和昆虫的
肠蛋白结合，造成昆虫肠穿孔。而这
种肠蛋白在哺乳动物身上是没有
的，)*蛋白对人是安全的。“而且，
)*蛋白只能杀掉鳞翅目类的昆虫，
换一种昆虫都杀不死+ 就算是直接
喝 )*蛋白，都喝不死人。”赵国屏
院士说。

%"西方国家民众都
不吃转基因吗#

热度"""""

疑问" 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

积很广( 但都是出口给其它国家或

者只能作为饲料用( 美国人根本不

吃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食品$ 外

国人都不吃(我们为何要吃%

解惑"在美国，&"'以上的食物
都含有转基因；欧洲转基因作物种
植不多，进口和食用较多，欧洲每年
进口玉米 $""万吨、大豆 !!""万吨
左右，基本来自北美和南美的种植
区域。
“美国几乎所有食物都含糖，其

来自甜菜蔗糖、玉米糖浆等，甜菜和
玉米在美国几乎都是转基因的。”杨
晓光说，至于大豆油等更是不计其
数了。在美国，食品含有转基因不需
要标识，大部分美国人都在吃转基

因食品，却不知道。“不过他们并不
在意，因为美国人相信 ,-.的权威
性，,-.说转基因安全，大部分选
择相信。”
至于转基因标识，美国和加拿

大等是自愿的，想标识就标识，不想
标识就不标识，没有强制性。其他有
些国家规定了食品中转基因的“容
忍度”，超过才需要标识。日本的容
忍阈值是 /'，韩国是 !'，俄罗斯
是 %'，欧盟为 "0#!。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采取强

制定性标识，可以说是最严格的。
“在我们国家法律框架下面，如果
产品有转基因必须标识。“转基因
标识并不是说它不安全，而是给
老百姓知情权和选择权。”卢宝荣教
授说。

&"转基因是否致癌
致畸致不育#

热度""""

疑问" 转基因让老鼠变少*母

猪流产(男子精液减少(肿瘤集中

发病++此类文章至今在网上可

以找到( 即使相关部门早已多次辟

谣(公众的心理阴影依然存在$

解惑"这些谣言来自《谁动了
它们的基因？》《转基因大豆与肿
瘤和不孕不育高度相关》《广西抽
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
种植转基因玉米》等网络传言，后
均被文中所提到的机构或科学报
告否定。
其实，在思考转基因问题之前，

公众可以先自问：“你认为自己的一
日三餐中，含有基因吗？”赵国屏院
士曾在瑞士亲历过转基因全民公
决，当时转基因调查问卷中的这个
问题，让他记忆犹新。
“即使在欧洲，公民的生物学常

识也很欠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
为，日常吃的食物中是没有基因
的。”可想而知，公众听到转基因时，
是多么容易抗拒和不理解。实际上，
人类吃的食品都有基因，只要食物
长出来都有基因，所以转基因的基
因和其他基因没有区别。无论是普
通食品中的基因还是转基因食品中
的外源基因，进入人体后会在消化
系统的作用下，降解成小分子，不会
影响人类自身的基因组成。

本报记者 马亚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