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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翠湖博士论坛为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组织的系列学术活动#!@AA 年 # 月 AE 日#论坛就转基因食品的界定*

安全性及其法规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本次主讲嘉宾是唐春红*朱建飞*张忠民博士#参加讨论的有陈运超*席锋*陈晓钢

等博士+

((摘(要!食品安全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转基因食品又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工商大学

翠湖博士论坛对什么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的优点和缺点%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态度$安全性和

营养学评价$伦理和安全争议以及贸易争端$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应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

研究*

关键词! 食品安全%转基因食品%界定%安全性%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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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2 食品安全!R%%? 8;R4<_"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

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

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2 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

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2

转基因食品又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 重庆工商大学翠湖博士论坛就转基因食品的界定*安全性

及其法律规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

A(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b4/4<25;&&_̀ %?2R24? c%%?8#b̀ c"是指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

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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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它包括植物性转基因食品$动物性转

基因食品$转基因微生物食品$转基因特殊食品2

转基因食品的优点'可增加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转基因技术可增强作物抗虫

害*抗病毒等的能力$提高农产品的耐贮性#延长保鲜期$可使农作物开发的时间大为缩短$可以摆脱季节*

气候的影响#四季低成本供应$打破物种界限#不断培植新物种#生产出有利于人类健康的食品2

转基因食品的缺点'所谓的增产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情况下得出的#如果遇到雨雪的自然灾害#也有可能

减产更厉害2 多项研究表明#转基因食品对哺乳动物的免疫功能有损害2 更有研究表明#试验用仓鼠食用

了转基因食品后#到其第三代#就绝种了2 转基因食品毕竟不是自然植物#已经存在一些转基因植物打乱了

生物链的现象2

!(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

!+A(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危害

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生物科学家朱洗先生的(生物进化论)专著里早有记述2 早在 A" 世纪初#欧洲以



畜牧为主的许多大草原#连年发生一种草原害虫#对欧洲畜牧业造成严重打击2 科学家从世界其它地区引

入了能够控制这种害虫发生的天敌昆虫#结果这种草原害虫得到了有效控制2 又经过一百多年#到 AI 世纪

中叶在欧洲草原连续爆发了人畜共患病口蹄疫#对此#科学家也束手无策2 又经过了数十年研究#科学家终

于找到了原因#就在于 A" 世纪为了控制草原害虫而引进的天敌昆虫2 原来#那种害虫是控制口蹄疫病源物

发生的一种微生物的中间宿主#而引入的天敌昆虫又恰恰是口蹄疫病毒的中间宿主#结果导致口蹄疫病原

物失控而爆发流行2

目前地球上生存的任何生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和生物间相互依存的食物系统链长期选择下的结果2

一旦打破这种生态系统或食物链组成#都必将对地球现存生物带来严重后果2 转基因农作物对农业乃至整

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扰乱#从生态学角度短时间是看不到严重后果的#这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引入一个新

物种#所带来的生态灾难性后果是相同的道理#但严重性却更强2

如转基因抗虫棉D在土壤的有毒根系#也可以杀死以根系为基本食物的土壤其它原生态动物#由于转

基因抗虫棉的出现#棉铃虫的危害也发生了转移#如使用抗虫棉后#西红柿*茄子等蔬菜棉铃虫危害都比过

去加重#甚至棉铃虫危害玉米能与玉米螟平分秋色2

!+!(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转基因作物可能本身成为杂草$转基因作物的亲缘野生种成为杂草或超级杂草$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

新的病毒疾病$转基因作物对非目标生物的危害$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系统及生态过程的影

响$其他一些不可预计的风险$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

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转基因生物成分的改变#特别是有毒物质*抗营养因子*过敏原等

的含量发生变化#将影响该生物作为食品的安全性2

转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引起人类急*慢性中毒或产生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作物中的免疫或致敏物

质可使人类机体产生变态或过敏反应$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会

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2

H(目前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态度

目前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态度分为两派'

!A" 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 理由'任何一种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国家

和政府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而科学家们也都抱有很严谨的治学态度2 传统的作物在种植的时候农

民会使用农药来保证质量#而有些抗病虫的转基因食品无需喷洒农药2 一种食品会不会造成中毒主要是看

它在人体内有没有受体和能不能被代谢掉#转化的基因是经过筛选的*作用明确的#所以转基因成分不会在

人体内积累#也就不会有害2

!!" 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2 理由'AIII 年5自然6刊登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

论文#指出蝴蝶幼虫等田间益虫吃了撒有某种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菜叶后会发育不良#死亡率特别高2 !@AA

年致公党中央日前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5关于进一步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认知6的提案#指

出'基因技术采用耐抗菌素基因来标识转基因化的农作物#在基因食物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影响抗生素对人

体的药效#作物中的突变基因可能会导致新的疾病$转基因技术中的蛋白质转移可能会引起人体对原本不

过敏的食物产生过敏#分割重组后的新的蛋白质性状是否完全符合人类设想的需求有待考证$基因的人工

提炼和添加#有可能增加和积聚食物中原有的微量毒素#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甚至会使原来的毒素水平提

高#或产生新的毒素$对于生态系统而言#转基因食品是对特定物种进行干预#人为使之在生存环境中获得

竞争优势#这必将使自然生存法则时效性破坏#引起生态平衡的变化#且基因化的生物*细菌*病毒等进入环

境#保存或恢复是不可能的#其较化学或核污染严重#危害更是不可逆转2

G(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性评价

AII" 年英国的g78<;2在5);<7L46上发表文章报道用转有植物雪花莲凝集素!b)P"的转基因马铃薯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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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大鼠#可引起大鼠器官发育异常#免疫系统受损2 AIII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在5);<7L46上发表文章#报道斑

蝶幼虫在食用了撒有转6<基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草#有 GGq死亡2 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发现一例公认的

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的事例2

G+A(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原则

!A" 实质等同性原则2 主要是指通过对转基因作物的农艺性状和食品中各主要营养成分*营养拮抗物

质*毒性物质及过敏性物质等成分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分析#并与相应的传统食品进行比较#若两者之间没有

明显差异#则认为该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在食用安全性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不存在安全性问题2

!!" 预先防范的原则2 早在 !@ 世纪 #@ 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教授64L0尝试用来自细菌的一段B)P与猴

病毒 =$G@ 病毒连接起来#获得了世界第一例重组B)P2 这项研究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质疑#因为 =$G@ 病

毒是一种小型动物的肿瘤病毒#可以将人的细胞培养转化为类肿瘤细胞2 如果研究中的一些材料扩散到环

境中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2 正是转基因技术的这种特殊性#必须对转基因食品采取预先防范作为风险

性评估的原则2

!H" 案评估的原则2 目前已有 H@@ 多个基因被克隆#用于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这些基因来源和功能各不

相同#受体生物和基因操作也不相同#因此#必须采取的评价方式是针对不同转基因食品逐个地进行评估#

该原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采取的方式2

!G" 逐步评估的原则2 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研发是经过了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

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等几个环节2 每个环节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所造成的风险是不相同的2

!E" 风险效益平衡的原则2 发展转基因技术就是因为该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 但作为

一项新技术#该技术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2 因此#应该采用风险和效益平衡的原则2

!#" 熟悉性原则2 所谓的熟悉是指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有关性状*与其他生物或环境的相互作用*预期效

果等背景知识2 但熟悉并不意味着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而仅仅异味着可以采用已知的管理程序$不熟悉也

并不能表示所评估的转基因食品不安全2

G+!(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内容和方法

G+!+A(致敏性评估

食品过敏反应主要是由于人或动物免疫反应异常所引起2 欧洲的食品过敏反应可达到人群的 !q m

Hq2 常见由\0>介导的引起过敏反应的食品主要有花生*大豆*牛奶*蛋*鱼*甲壳类*小麦和坚果等2 至少

有 A#@ 多种食品能引起过敏反应2

案例'

!A" 美国一种 b̀ 玉米表达-L_I-蛋白#该蛋白对胃蛋白酶抵抗力强#这种玉米只限于作为动物饲料2

!!" 一种转基因大豆表达的巴西果 !8清蛋白#因富含 4̀<#能增加作为动物饲料的大豆的营养价值#但

能和对巴西果过敏原发生过敏反应的病人血清发生反应2 目前#已弄清一些过敏性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并

可通过b4/6;/l*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6K"等核酸数据库查询2

国际食品生物技术委员会!\c6-"及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院!\K=\"制定出一套分析遗传改良食品过敏性

的决策树方法2 cP*p]Q*提出决策树方法及整合的逐步分析法对新表达蛋白可能的致敏性进行分析2

cP*p]Q*提出决策树方法及整合的逐步分析法对新表达蛋白可能的致敏性进行分析2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内容'外源蛋白与已知过敏原的序列同源性分析$血清筛选试验$外源蛋白的模拟胃肠消化稳定性$外源蛋

白的动物模型致敏性2

G+!+!(毒理学评价

目前转基因食品毒理学评价的方法主要是基于传统单一成分化学物质的毒理学评价手段2 国际上主

要依据的是*>-B关于化学物质评价方法2 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采用的是 AI"H 年由卫生部首次

颁发的5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6#经 AI"H#AII##!@@H 三次修订2

!A" 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毒性检测2 主要针对外源蛋白质的安全性进行评价2 按照5食品安全性毒理

学评价程序与方法+++急性毒性试验6!b6+AEAIH+H+!@@H"进行2 计算受试蛋白的半致死量!KBE@"#分

出毒性级别2

!!" 全食品的毒理学评价2 全食品是含有主营养和微营养的混合物#也含有抗营养因子和天然存在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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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2 按照传统食品的毒理学评价程序#应先进行 H@ ?喂养实验#着重观察动物的生长与中毒表现#再进行 I@ ?

的中长期喂养实验#着重观察受试物对动物的长期作用2 利用实验动物对全食品进行评估存在一定问题2

!H" 营养成分安全评价2

&

主要成分2 包括水分*蛋白质*糖类*脂质*灰分等的分析2 水分的变化是最常见的2

如大豆球蛋白修饰的转基因大米水分明显低于对照大米$转基因大米的蛋白质比对照大米高 !@q2 转

基因大豆的油脂比普通大豆高 !q mEq2

'

矿物质2 有些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和非转基因亲本对照相比#矿物质的含量会出现变化#但变化无

一定规律2 未加工的低植酸玉米比野生型玉米的镁浓度高!每 A@@ 0干物质差值约为 " X0"2

(

维生素2 大豆球蛋白修饰的转基因大米维生素6

#

的含量比对照大米高2 转基因番茄的正常营养成

分!$2<P*$2<-*$2<6

!

* 0̀*-;*g等"没有改变2 有些转基因食品是以增加维生素含量为目的#如瑞士研究出

的(金大米)#增加类胡萝卜素含量2 对其他维生素采取(实质等同性原则)#而对目标形状+类胡萝卜素进

行单独的安全评价2

)

脂肪酸2 转基因高油酸大豆2 评价时考虑的问题'是否与传统油脂产品时候存在较大差异4 是否远

远高出传统油脂食品的油酸含量4 长期食用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4

*

氨基酸2 是对转基因食品中蛋白质的进一步分析2 玉米中普遍缺少赖氨酸!K_8"#造成动物不能很

好消化和吸收玉米饲料中的蛋白质2 对K_8的评价#应考虑在高K_8水平条件下#对蛋白质的消化利用是否

会发生改变#需要进行动物的蛋白质营养利用率试验来进行评价2

E(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

E+A(外国法"美欧#

E+A+A(美国

!A" 主管机关及其职能2

&

生物技术科学协调委员会2 AI"# 年 # 月成立#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所有与管理生物科技相关的联邦行

政机关的活动#但并没有执法权2

'

农业部2 主要负责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阶段的管制2 属下有两个部门'食品安全与检验局 !c=\="

和动植物健康检验局!PgQ\="2

(

环境保护局2 主要负责农药使用登记*规定农药的环境最大残留限量*制定农作物的农药残留安全

标准等2

)

食品药品管理局2 主要负责除畜禽及其肉产品外所有食品的管制#从食品安全性*标识 等多方面进

行规范2

!!" 主要法规2 AIH" 年生效的5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6$AIC# 年#5转基因技术研究指南6$AI"G

年#5生物技术管制协调架构草案6#该草案于 AI"# 年正式通过成为联邦政策$AII! 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公布5新植物品种食品的政策声明6$AIIC 年#公布5转基因食品自愿咨询程序处理原则62

!H" 规制原则和规制程序2 规制原则'严格科学原则$实质等同原则2 食品药品管理局明确表示#管制来

源于转基因作物的食品与管制来源于传统作物的食品的方法完全相同2 管制程序'一般是研发阶段要先申请

解除管制#然后决定是否向食品药品管理局提出初步自愿咨询和上市前自愿咨询2 食品上市后#若食品药品管

理局对其安全性确实有所怀疑#也只能运用没收*禁止销售令等行政手段#事后从市场上将该食品收回2

E+A+!(欧盟

!A" 主管机关及其职能2 在欧盟#所有转基因食品管制事宜#均由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c=P"负责2

!!" 主要法规!三类"2 一是封闭环境下转基因生物实验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5封闭条件下转基因微

生物使用的指令6*5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的保存*定性*收集和使用的规章62 二是转基因生物*转基因食品

环境释放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5转基因生物有意环境释放指令6*5转基因生物跨境运输的规章62 三是食

品安全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5食品安全管制原则与成立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规章6*5新颖食品和新颖食

品成分管理规章6*5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管理规章6和5转基因生物*饲料*食品追踪与标识管理规章6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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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盟出台了5转基因技术业者的环境责任指令62

!H" 规制原则和规制程序2 规制原则'预防原则$消费者保护原则$透明原则2 规制程序'全过程规制2

E+!(国际法

!A" 以环保健康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主要包括'5生物多样性公约6*5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6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及原则2

!!" 以贸易自由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范框架下的5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6*5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6和5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62

E+H(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

我国制定的转基因食品法规包括一部条例及其 G 个配套规章#具体如下'国务院于 !@@A 年 E 月颁布的

5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6$农业部于 !@@! 年 A 月发布的5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6*5农

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6和5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6#!@@# 年 A 月发布的5农业转基因生

物加工审批办法62

!A" 转基因食品研发试验规制的法律制度2 我国通过上述行政法规#建立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

转基因食品研发试验的报告制度*报批制度和安全监控制度2 我国法律法规对转基因食品研发试验规制#

采取的是转基因生物分类!微生物*植物*动物"*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分级!A DG"*转基因生物研发试验分阶

段!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安全证书"进行规制的模式2

!!" 转基因食品生产加工规制的法律制度2 我国建立了转基因食品原料生产的行政许可制度*转基因

食品原料安全评价制度*转基因食品原料卫生行政许可制度*转基因食品加工的行政许可制度和转基因食

品安全评价制度2 其中#转基因食品原料生产的行政许可制度#对控制转基因食品生产中的生态环境安全

威胁#提出了较为有效的应对措施$其他具体法律制度#对解决生产加工中涉及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等问

题#具有一定功能2

!H" 转基因食品流通消费规制的法律制度2 我国建立了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转基因食品进口审批制

度*转基因食品检验检疫制度#来应对转基因食品流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2 其中#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主要应对消费者权益被侵害问题#转基因食品进口审批制度和转基因食品检验检疫制度主要应对转基因国

际贸易中国家利益被侵害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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