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粮
食产量

新京报: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朱祯：转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

重组技术，将决定物种特殊性的基
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受体
物种的遗传物质，使其性状发生一
定改变。以转基因农作物为直接
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
是“转基因食品”。

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把含有
特定遗传信息的基因从一种生物
中提取出来，然后转移到受体生物
中去，使后者产生定向的稳定的遗
传改变，并形成新的品种。

新京报：转基因问题是怎么提
出来的？

朱祯：基因的转移过程，在自
然界就有。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
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对作
物的遗传改良。

传统育种技术主要通过有性
杂交和自然界产生的突变，通过人
工选择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品种。
比如我们现在吃的小麦，就含有燕
麦草和黑麦的成分。

不过，传统种植技术的目标性
不强，基因的转移也只能在物种内
进行。转基因技术则不然，目标性
强，可以实现跨物种之间的特定基
因转移，方便简捷。

比如目前我国已经问世的抗
鳞翅目害虫的水稻。以前水稻是
不具有抗鳞翅目害虫的特性，但通
过转基因技术，跨物种吸收了有效
的基因片段。

新京报：我们是否需要转基因
粮食？

朱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
世界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但世界的
粮食种植面积是恒定的，甚至还有
缩减。那么，只有提高单产，才能
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需求。
转基因技术的发明，为人类改良农
作物品种，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

目前，在国外，大豆、油菜、玉
米，都广泛使用了转基因技术，转
基因大豆，占世界大豆种植总面积
的一半以上。

而在我国，近年来粮食总产与
耕地变化基本一致，表明粮食单产
的提高并不明显。除了转基因棉
花，我国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非常
缓慢，绝大部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

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如果再不
发展转基因技术，我国的粮食安全
将遭到威胁。

以个案否定技术不是科
学态度

新京报：转基因粮食是否有风
险？风险是否可控？

朱祯：任何事情都有好和坏，对
于科学界来说，风险是个几率问
题。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评
估一种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要看具
体情况，转到受体物种上的基因是
什么基因，对受体物种有什么影响。

如果转的基因是毒素基因，那
受体物种当然对人类有危害；但如
果转的基因是降解植物本身含有
的毒素，那么这个转基因食品是不
是在降低对人类的风险呢？难道
天天吃打农药的食物，比吃具有抗
虫基因的食物更安全吗？

新京报：除了风险，转基因粮
食的争议还有哪些？

朱祯：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

术和转基因食品是认可的。少数
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也不
是安全性的争议，而是一些哲学理
念和其他方面的讨论。

新京报：但目前在媒体上和公
众中，对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
因粮食的争议非常激烈。

朱祯：在社会上，对转基因食
品的争议，源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
不了解。

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转
基因技术具有很强的特定性。再
举抗鳞翅目害虫水稻的例子，转基
因技术只让水稻具备了抗鳞翅目
害虫的基因。

可以看出，基因的特异性非常
强，不仅细化到目，甚至有些细化
到“种”。

现在有些人，用对个案的评价
推广到对整个技术的否定，这不是
科学的态度。

中国对转基因作物审查
近乎苛刻

新京报：转基因粮食和转基因
食品从实验到生产，需要经过什么
样的审查程序？

朱祯：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从
研究立项到大面积推广，都要经过
4个阶段的评估和审批。

转基因作物培育出来之后，要
依次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
性试验等三个阶段的监测、评估。
每个阶段都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由专门人员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
监测、评估的内容包括作物本身的
性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这三个阶段完成之后，还要把
结果送交农业部审批，由农业部组
织各方专家进行综合评估，取得商
业化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推
广。到现在为止，我国尚未有大作
物转基因品种获得商业化许可。

对于转基因食品，更是要由国
家相关权威部门进行全方位检测：
食品成分、食品毒性、致突变效应、
过敏反应等。对转基因食品检测的
全面、严格程度，超过了任何食品。

政府不能坐等公众疑虑发酵

新京报：很多人说国内商家在
隐瞒转基因食品的事实，比如对产
品中含有转基因原料故意标志得
很小。这种隐瞒，恰恰印证了转基
因食品有危害。

朱祯：我国要求转基因食品强
制标志。至于标志的大小是否明
显，要靠流通环节对国家相关法
规的落实。

另外，对转基因食品的
标志，并不是安全性标
志，仅仅是满足公众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

从我个人观
点来看，标识转
基因食品，对
消费者、对商
家都是有利
的 。 我 们
未来会使
用 转 基
因 技

术，生产出特殊功能的食品，比如富
含维生素A的大米，还会为糖尿病
人、心血管病人等特殊人群开发出
食品，标识转基因成分及其特殊
功效，将便于消费者按需选择。

新京报：中国对转基因粮食
的态度非常谨慎，如何看待这
种谨慎？

朱祯：按照我国目前所
处的阶段，公众普遍对转基
因食品不了解，还有诸多
疑虑的现实情况下，政府
的谨慎态度也是适当的。

与人类种植、培育
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作
物相比，转基因作物
的出现只有20多年
的时间。对于这样
一个新生事物，社
会上存在一些疑
虑，完全可以理
解 。 当 有 一
天，公众、消
费者认识到
转基因食品
能够为他们带来巨
大福利时，局面就会改变。

新京报：要消解公众对转基因
食品的疑虑，你认为科学家应该做
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朱桢：科学家虽然在自己所研
究的领域很专业，但在与公众的沟
通上，还很不专业。因此，要避免
公众对科学概念的误读，对新技术
和新生事物的疑虑，建议政府尽快
建立一支既掌握科学知识，又掌握
传播技能的专业科普工作者队伍。

以转基因食品为例，当公众和
媒体误读一些消息，产生质疑时，
政府应该尽快组织科普，列举科学
事实，消除公众的疑虑，而不是等
待这些疑虑发酵。

新京报：以“黄金大米”事件为
例，信息不透明让问题更加复杂，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朱祯：首先要说清楚两件事，一
是这个科学研究的目标是否正确，
二是这个科学研究的程序是否符合
规则。不能因为程序不对否定整个
科学研究的方向，更不能因为研究
的目标正确，就可以违规操作。

这次“黄金大米”事件，我个人
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些当事方在媒
体面前所说的内容，前后不一致，
造成民众的质疑和反感。但无论
如何，科学家要堂堂正正地做研

究，不能因为公众不理解，或研究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整个
研究遮遮掩掩。

古今内外，对于一项研究，或
一个新生事物，科学界和民众之
间，都有一个过程。我希望科学家
和管理部门都能积极对待这个过
程，而不是消极回避。特别是现在
这个“自媒体”时代，公众对知情权
和表达自己意见的需求尤为强烈，
如果管理部门和科学家采取回避
态度，对以后研究成果的推广，还
会造成更大阻力。

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推广，今
后也许还会遇到此类事件，我希望
出现问题后，科研工作者能够及时
站出来，向公众阐明研究的背景、意
义、内容和目标；而政府管理部门，
应及时公示该项研究的程序，是否
符合规则，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另外，也希望民众在遇到困提
和困惑时，能够耐心听一听科学家
的声音。当然，这个的前提是，科
学工作者在面对媒体时，说话要负
起责任，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阐
述清楚透彻，对自己不熟悉的科学
领域，不能随便发表言论。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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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信息，让公众了解“转基因”

朱祯 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

“863”农业高新技术
领域专家委员会成
员，其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生物技术、植物
基因组学、转基因农
作物育种及其安全
性。

■ 访谈嘉宾

8
月1日，“美国
临床营养学杂
志”网站发表

了一篇名为《黄金
大米中的β-胡萝
卜素与油胶囊中
的β-胡萝卜素对
儿童补充维生素A
同 样 有 效》的 论
文，称美国塔夫茨
大学一科研机构
于 2008 年在湖南
省一所小学进行
过转基因大米（黄
金大米）的人体试
验，此事随即在国
内外引起轩然大
波。

为什么每次涉
及转基因食品的
事件都会引发公
众和研究者的对
立？在转基因食
品研究和推广中，
科学家和政府到
底应当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公众
又应如何看待转
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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