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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是转基因食品食用最普遍的国家,也是产量最多的国家,通常其出售转基因食品是不需要标注的(而我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都有莫

名的恐惧感)。按道理讲,美国是对科学论证最严谨的国家之一,无论对转基因研究实践,还是食用转基因食品都是最早的,最少也有二十多年。如

果不安全,则早就应该有研究成果或普遍事例证明。然而,恰恰相反,有许多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或事实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关键词] 安全性；非自然发生改变；现代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或重组DNA技术；过敏性；基因转移；异型杂交 

 

2017年11月,美国毒理学会发表了一项关于转基因食品和饲料安全性

的立场声明：在二十年中,没有任何可证实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有可能

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转基因水稻试验品种一“华恢一号”(属抗虫品种)获美国批准(它

具有理程碑意义),这种备受争议的试验作物在美国实现商业化开辟了道

路(需要美国食品与环境部门的认可)。华中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专家严建兵

表示：“表明美国完全认同我们评估稻米安全性与营养性的方法及数据。”

研发团队从2009年开始与美国环境保护局合作,又从2016年起与美国食品

药物管理局接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018年曾来函称：“对于由‘华

恢一号'水稻品种制成的人类及动物食品,我方不再有所疑问。”所以严建

兵认为,美国的许可应该“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用直接

证据告诉消费者,我们的技术(转基因食物来源的安全性)得到美国人的认

可”(当然,我国有关部门仍限制试验性种植转基因水稻)。再有我国上届

农业部韩长赋部在全國人大和政协的“两会”期间记者走廊表示他食用的

都是转基因大豆油。 

本来通过遗传改良以满足人们经济要求的性状列为育种目标,包括产

量、品质、生育期、抗虫性、对环境的耐逆性或适应性、遗传与环境互作

特性(或适应范围)等。那么什么是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世界卫生组

织：转基因生物可界定为遗传物质一脱氧核糖核酸(DNA)以非自然发生的

方式改变的生物。该技术通常被称为“现代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

有时候也称为“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或“遗传工程”。它可选定的个

体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并且可在不相关的物种之间转移。 

这些方法用以产生转基因植物一然后将它们用于培育转基因粮食(当

然也包括抗虫棉等)作物。 

那又为什么要生产或如何生产转基因食品呢？世界卫生组织：转基因

食品得以开发和销售是因为这些食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存在着某些感知

的好处。这是指将基因转变为一种价格较低、利益更大(在耐用性或营养

价值方面)或二者兼具的产品。最初,转基因种子开发者希望他们的农产品

获得生产者的接受,因此集中于农民(以及更广泛的食品加工业)所重视的

革命新技术上。 

以转基因生物为基础开发植物的最初目标是改进作物保护。目前市场

上的转基因作物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增强对昆虫或病毒引起的植物病的抗

性,或通过增强对除草剂的耐受性提高作物保护水平。 

通过将苏云金芽抱杆菌(B丅)这种细菌中产生毒素的基因转入粮食作

物,从而实现抗害虫性。这种毒素目标在农业作为常规杀虫剂使用,并且供

人食用是安全的。持继产生这种毒素的转基因作物已显示在持定情况下

(如在虫害压力大的地方),需要较少量的杀虫剂。 

通过从引起植物病的某些病毒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现抗病毒抗

性。抗病毒性植物较不易受这些病毒引起的疾痛的影响,使作物产量更高。 

也通过从传送某些抗除草剂抗性的一种细菌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

现抗除草剂的耐受性。在杂草压力大的情况下,利用这样的作物来减少使

用除草剂的数量。 

那到底我们的转基因的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什么区别？专家认为没

有本质区别。因为转基因与杂交两种育种方式,都是在基因层面改变作物

的性状。差别只在于,杂交是一次性“转”了成千上万个基因进入DNA,而

转基因一次只“转”几个(或部分)基因进入作物DNA。杂交育种所“转”

的基因中总有一些是科学家不掌握的。因此从理论来讲,转基因比杂交还

更安全。 

那怎样评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呢？从世卫组织的观点来看：一般来

说,消费者认为传统食品(通常已食用数千年)是安全的。当采用自然方法

开发新食品时,食品的某些现有特性可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改变。国家食

品当局可被要求审查传统食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由于传统贯性,通过

传统技术培育开发的新植物不会做严格的风险评估。而对于转基因食品,

大多数国家当局认为特定的评估是必要的。已建立特定系统就与人类健康

和环境有关的问题,严格评价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对于传统食品一

般不会开展类似评价。因此,对右对这两类食品,在投放市场销售之前的评

估程序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即明显放大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世卫组织安全规划的目标是协助国家当局确定应进行风险评估,包括

转基因食品,并建议正确评估。 

又从哪些方面来确定对人类的健康潜在风险？世卫组织：一般来说,

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需要调查：(1)直接健康的影响(毒性)；(2)引起过敏

性反应的趋势(过敏性)；(3)被认为有些营养特性或毒性的特定组成部分；

(4)插入基因的稳定性；(5)与基因改良所有的影响；(6)由基因插入产生

的非预期影响。 

还有就是与人类健康有重要关系的主题问题。世卫组织认为：虽然理

论已覆盖一系列广泛的方面,但辨认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引起过敏反应的趋

势(过敏性、基因转移、异型杂交)。 

(1)过敏性,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除非可以证明转入基因的蛋白产物不引

起过敏。否则不赞成从普遍引起过敏的食品转移基因。虽然对传统方法制备

的食品一般并不检测过敏性,但是转基因食品测试方案己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和世卫组织评价,未发现与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有关的过敏影响。 

(2)基因转移。如转入的DNA对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将基因食品的

基因转移到身体细胞或肠胃道。细菌会引起关注,如果与用来创造转基因

生物的抗性基因生物的抗生素抗性基因被转移的话,尤其如此。虽然转移

的概率低,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的专家小组最近鼓励采用不使

用抗生素抗性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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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水平日益提高,对生活质量方面的考量变得尤为谨慎,尤其是对于食品类的监督,因此农业种植的要求越来

越高,农业结构的变化也逐渐向着工厂化靠拢,蔬菜种植在农业种植中比重增长,蔬菜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愈发凸显,种植技术方面的革新换代

也让种植实现规模化、企业化,随之而来的针对病虫害特点的防治工作也逐渐被推向了蔬菜种植的中心。 

[关键词] 蔬菜种植；虫害发生特点；防治技术 

 

1 我国蔬菜种植现状 

现阶段我国农业种植中的蔬菜种植的技术不断更新迭代,较为优良的

蔬菜品种的引进,以及工厂化的种植车间的组建,赋予了蔬菜种植新的发

展契机。蔬菜种植中病虫害发生特点。 

1.1土壤传播病虫害频繁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区域化生产成了鼓励生产的新途径,

应运而生的种植手段和种植技术在农民中得到较为广泛地推广,不少地区

兴办合作社,发展地区特色的蔬菜生产输出基地,期间规模化的生产方式

不仅减缓了传统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在经济效益揽收方面也取得了梯度

的变化,相应的发展中必然会有制约的因素存在,基于复种与连种是经济

创收的最佳手段,所以不少地区的土地经过诸如此类的种植方式使得土壤

肥力骤减,土壤渐渐趋于酸化、板结,加速了土壤演化为病毒、细菌温床,

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落实。近几年来,我国有些地区出现了番茄、瓜类作

物枯萎、根腐烂等现象,就是因为长时间对土壤施肥、追肥导致土壤肥力

过剩,在高温高湿度条件下病菌繁殖速度加快,变异期也变短,使得蔬菜质

量整体下降,为后期种植工作加大了难度。 

1.2病虫害种类增多,危害加重 

现阶段,蔬菜种植的规模空前壮大,病虫害也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类型,

但种类变化的趋势仍然有一定规律可依循,但种类分支的不断庞杂、生命

力也愈发顽强,对人为因素的灭种也产生了抗体,使得蔬菜种植工作的重

心一部分转移到了针对病虫害而研发的除虫剂之类。目前已知的蔬菜病虫

害种类已有上千种,具有高度危害的也还有几十种,蔬菜的质量与产量与

这些病虫害息息相关,甚至有的会直接影响蔬菜植株的发育。诸如黄瓜霜

霉病、灰霉病等根治工作愈发困难；蚜虫、潜蝇等的危害系数逐年攀升；

黄瓜角斑病、茄果青枯病等细菌性疾病也逐渐趋于复杂化。诸如此类的病

虫的特点归纳如下： 

1.2.1寄主性、杂食性的病虫逐渐增多 

寄主性与杂食性的病虫害的发展态势逐渐由间歇性、偶发性、次要性

变得易爆发,部分病虫害发育与增殖的速度逐年加剧,分布的区域也逐年

扩大,适应能力也随着迁徙增强,诸如烟粉虱、潜蝇等行动能力强、产卵多

的病虫对多种蔬菜作物祸害行为也愈发难以把控。 

1.2.2繁殖快 

以往大多数病虫都是畏寒的,冬季气温的骤降会让他们的蛰伏很长时

间,但是现在有的害虫甚而可以在冬季且蔬菜在大棚内呵护的同时进行繁

殖,不单单生命力旺盛,而且繁殖期都远在蔬菜作物培育阶段。类似于潜

蝇、线螨之类,按常理来说北方的冬季应当少有此类害虫,但是温室大棚中

他们的繁殖速度要更为迅猛、难把控。一些红蜘蛛、蚜虫之类的繁殖速度

在温室的催发下呈现着跨级的变化,短期量大是他们危害作物的新特征。 

1.2.3病虫害向小型化发展 

昆虫的体型本来就渺小,现阶段的害虫的体积则更小,虽然体积小,但

它们的危害却不容置疑,基于它们的渺小,这些害虫的隐蔽性较为突出,让

蔬菜种植管理的人员清理起来无从下手,治理难度颇大,如若不进行科学

整治,爆发成灾将对经济成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1.2.4病虫害治理难度加大 

我国农业探索发展历程已有六十余年,农药手段与技术升级革新的同

时,害虫对于药物的耐性也逐年攀升,但是滥用去灭杀害虫反而会增加害

虫的抗药性,为今后的长期发展埋下障碍。 

1.3非自然条件下病害的防治不到位 

(3)异型杂交。将基因从转基因植物转移到传统作物或相关野生的物

种(称为“异型杂交”)以及特传统种子与利用转基因作物培植的种子产生

的作物混合,可对食品安全和粮食保障产生间接影响。正如在美国只批准

作为饲料使用的一种玉米品种的少量玉米出现在供人类食用的玉米产品

中所显示的,这是一种实际风险。许多国家已采取战略以减少混合(包括明

确分开种植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的田块)。 

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后监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持续监测的可行

性和方法正在进行论讨。 

所有的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要做一系列证明其安全的实验,才会

获得安全证书。所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才会说：食用当前存在的

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是安全的,检测其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恰当的,

只要是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食品,其安全性就一定是可以保证的,历

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食品的安全性能象转基因食品这么谨慎,具有“确实

可靠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全世界几十亿人吃了一二十年转基因食品,迄

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任何转基因技术相关的安全问题。 

之所以要确认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是希望转基因食品逐步得到国人

的广泛认可,从而有利我国的食品保障和经济战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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