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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有机农业生产角度综合分析论述了基因饰变生物在开发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有机农业生产和加工中的相

关标准，及如何来防止基因饰变生物对有机农业的污染，并分析了我国有机农业发展中的基因饰变生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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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的概念在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开始崛起，随着现代农业弊端的显露，人们对有机
农业的发展更为关注，并在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

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公众对有机食品的消费也越来越多犤１犦。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的飞速发
展，基因饰变生物（ＧＭＯｓ牞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的应
用和开发在农业、工业、医药、食品和环保等领域显示出巨大

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并逐步发展成为有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也引起了

有机农业界的警觉和关注，在有机农业生产中规定，无论是生

产和加工过程都不接受转基因产品。

１ 基因饰变生物在农业中的开发和应用现状

目前，基因工程在全世界的开发和利用较为广泛，但处境

也较为尴尬。一方面，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中国等国家已

将转基因植物引入生产中。１９９８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
积约为３０００万ｈｍ２，约占全球作物栽培面积的２％—３％犤２犦。美

国约有３５％的豆类和１５％的玉米产品来自于转基因品种；在
加拿大，约３０％—４０％玉米和油菜籽为转基因产品。在美国，
截止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出于研究目的所使用的谷类品种如下：
玉米１９９５个，小麦５５个，大豆４２９个，大麦１０个，油菜１４３
个，燕麦１个，水稻５６个犤３犦。但在基因工程研究和转化飞速发

展的同时，人们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也颇为关心。在一

些欧洲国家转基因产品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如在奥地利、卢

森堡及丹麦转 Ｂｔ基因玉米抗虫品种的使用遭到禁止；在德国，
只有５０％的人赞成在农业领域使用基因技术，约３０％的人坚
决抵制；德国环保和自然保护联盟成员坚决抵制出售基因食

品，呼吁制定使用基因技术的有关法规犤４、５犦。由美国向欧盟出口

的玉米由每年的３亿美元降为零；大豆由每年的２６亿美元降
到１０亿美元。在法国、英国及北欧等国家人们对此也广为关
注，公众普遍存在着疑虑和担心。

２ 基因工程技术对有机农业的诱惑及存在的问题

许多研究者认为，基因工程技术是改良作物生产、增加生

物生态适应性的有力工具，基因工程技术为有机生产所能提供

的条件非常具有诱惑力，如 ＧＭＯｓ可将抗病虫害机制引入植物
中，提高作物的抗病性；通过基因饰变提高植物吸收养分的能

力；还可增强植物在逆境中的生态适应性（如对盐、酸或干旱的

耐性）；并提高产品品质（如提高维生素含量）等。另外ＧＭＯｓ在
食品加工过程中可用来生产大量的酶，如淀粉酶和蛋白酶等，

把这些酶的产生添加到饲料中，可增加饲料的消化性和适口

性。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基因工程技术都可以帮助解决有机农

业生产中的一些技术难题，但有机农业却将 ＧＭＯｓ拒之门外，
其主要因为基因工程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潜在的危险犤２、６犦：

① ＧＭＯｓ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未被充分了解，可能存
在着不确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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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基因饰变生物中的转基因可以通过风媒、虫媒等途径从
花粉转移到其他植物上去，特别是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后

可能会带来的重要风险。

③通过ＧＭＯｓ可生产广泛适用的“超级”品种，这些完全人
造的外来种有可能产生显著的生态效应，对生态系统起到破坏

作用。而在有机农业中更偏好根据作物区域生态适应性而进

行的育种或品种选育。

④对于一些病虫害来说，对 ＧＭＯｓ会产生抗性或产生新的
病虫害，则会使有机生产面临更大的危险。

另外，如果ＧＭＯｓ应用于有机农业生产，对农民来说，还会
存在基因工程技术难以获得或价格较昂贵，可能因使用 ＧＭＯｓ
失去市场而造成经济损失以及在伦理上有歧异等问题。

３ 关于ＧＭＯｓ的有机食品标准

在不同的有机食品标准中，对 ＧＭＯｓ和ＧＭＯｓ衍生产品的
应用都有所规定。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ＩＦＯＡＭ）的有机生
产和加工基本标准中规定，在有机生产和加工中不能存在基因

工程，并规定有机认证组织应该制定标准，尽最大可能确保在

有机生产和加工中没有转基因生物和材料的应用，这些措施包

括有关的文件和证明。在２０００年３月刚出台的美国有机农业
标准中规定了在有机农业生产和加工中不能采用的方法，这些

方法是指通过在自然条件和过程中不可能发生的途径从遗传

上改变有机体或影响它们的生长发育，如 ＤＮＡ重组、细胞融合
和微生物微包融。但只在种子和种苗及畜禽来源中作了规定。

在１９９９年８月新修订的欧盟有机食品标准（ＥＵ２０９２／９１）的条
款六生产标准第一条中规定：除兽药产品外，禁止使用转基因

生物或任何来自转基因生物的物质。并对ＧＭＯｓ和 ＧＭＯｓ派生
物的使用作了规定，是指使用它们作为食品、食物成分（包括添

加剂和调味剂）、加工助剂（包括提取溶剂）、饲料、复合饲料、饲

养物料、饲料添加剂、饲料加工助剂和其它用于动物营养的特

定产品（８２／４７１／ＥＥＣ指令）、植物保护产品、兽医药品、肥料、
土壤调节剂、种子、植物繁殖材料及家畜中。

综合以上不同有机组织的规定可以看出，有机食品要得到

认证，必须符合以下标准犤２犦：

①有机食品必须源于非基因工程生物，在选择种子、幼苗
或种畜时应特别注意这点。

②有机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的活体生物、从整
个或部分转基因生物衍生的非活体产品、间接使用转基因生物。

③有机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不能使用转基因的添加剂或加
工助剂。

④有机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应防止通过自然方式（风媒和虫
媒的花粉传递），将转基因的ＤＮＡ传导给有机生产的生物。

⑤有机食品在加工、运输、贮存过程中应避免受转基因物
质的污染。

４ 减少ＧＭＯｓ污染有机食品的对策

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基因工程技术在农业和食品加工

业中的应用已不可避免，要避免有机食品不受 ＧＭＯｓ污染，必
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方法：

①减少常规农业的投入，如肥料、病虫害控制剂、土壤和基
质、兽药、添加剂及食品加工助剂等，使有机农业生产系统实现

自我调控。

②在加工和运输过程中，将有机产品进行很好的隔离。

③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在有机农场育种可保持作物品种的
优良品质，鼓励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自我种子繁育。

④在有机认证组织检查员进行检查时，有机生产操作者必
须向检查员提供种子和种苗、农药或土壤调节剂、饲料添加剂

和肥料、加工助剂及成分等非转基因生物的证据。

⑤检查员需对这些证据辨认真伪，必要时提供 ＧＭＯｓ检测
的可行性报告；并对相邻地块进行检查。

５ 我国有机农业生产中的面临ＧＭＯｓ问题

尽管有机农业在我国的发展规模还很小，但从目前的国际

市场和国内发展趋势来看，有机农业正在蓬勃兴起并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ＧＭＯｓ在我国的研究和开发使我国的有机农业生
产也面临严峻的考验。据统计，我国正在研究和开发的转基因

植物４７种，其中粮食作物７种，经济作物５种，油料作物４种，
蔬菜水果等３１种 犤７犦。在这些作物中包括在有机生产中常用的

一些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花生、芝麻、高粱、甜菜等，

并且有１３种转基因植物已批准进行大田试验。尽管用于生产
的转基因动物还未形成，但在家畜和家禽如猪、牛、山羊、绵羊、

鸡等中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转基因微生物中，如固氮菌、防

治病虫害的微生物及在动物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中用到的微生

物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且固氮菌和根瘤菌还在田间进行了

释放。这就使有机农业生产中有面临 ＧＭＯｓ污染的潜在危险，
即便农民不去购买转基因的作物品种，也有可能受到邻近试验

田所带来的污染。鉴于生物安全问题越来越迫切，我国也在加

强这方面的管理，并于１９９９年５月完成了“中国生物安全国家
框架”，为生物安全的管理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依据。根据目前

基因工程技术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在有机农业生产中应时刻注

意和防止ＧＭＯｓ的使用，同时采用合理和有效的措施保证有机
农业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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