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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生态
环境风险问题

石培华　　陈同斌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北京 ,100101)

1 　农业生物技术的生态环境缺陷

农业生物技术的生态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物技术改变了自然造物的方

式 ,并且第一次按照人类的意志来创造和改变物种 ,而这种变革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界一知半

解基础上的。二是目前农业生物技术采取相对机械化的工程技术创造或改变复杂的物种 ,这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产物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相对单一性。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过分简化了

自然界的生物链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三是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品本身存

在对自然、环境的安全性问题 ,例如外源基因向环境的泄漏所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农业生物技术是一种高赢利的技术领域 ,赢利的目的使得有生态环境风险的农业生物技

术得以应用 ,而其危害却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人们在使用某项生物技术时 ,往往缺乏对该项

技术各个方面的系统的了解 ,由于存在对这种技术控制能力上的缺陷 ,不但可能产生农业生物

技术本身固有的生态环境风险 ,更使得这种风险有可能扩散和发展。从而将使人类永远依赖

于具有生态缺陷的新技术 ,而逃避从根本上协调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责任 ,影响了生态和环

境问题的根本解决。注定了农业生物技术的生态和环境风险是一个谁也不能逃避的全球性问

题。

商业社会和人类欲望的无止境为这些风险的发生营造了适宜的条件。对此 ,科学界有必

要加以深入研究 ,而且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 ,对生物技术加强管理。

2 　生物技术的生态环境风险问题

随着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的逐步深入 ,许多潜在的生态和环境风险已经逐步表现出来 , ,而

且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2. 1 　外源基因的泄漏将对环境造成影响

在栽培中 ,转基因植物的花粉有可能通过风、水、昆虫或者其它动物等各种途径向周围的

环境传播 ,从而使花粉所携带的转移基因会在非控制的情况下转移到其它作物或者野生植物

中。那些接受了花粉的植物一旦产生了可育的种子 ,就会使那些被“泄漏”的基因在自然

界中一代代地传播下去。这种“泄漏”基因的传播将会导致两种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一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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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入植物的外源基因 ,绝大部分是为了增强植物的抗逆性而优选出来的 ,如果这些基因被田

间杂草所捕获 ,其生存能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这将可能使得一些已经处于劣势的濒危植

物因竞争对手生存能力的增强而加速灭绝 ,或者是一些濒危昆虫不适应植物产生的新成分而

中毒死亡 ,从而将会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产生破坏作用 ,其二 ,在构建基因工程菌的过程中 ,目

的基因、载体系统或菌种等一旦泄漏到环境中 ,它们的致病性、抗药性、抗虫性等可能给生态环

境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2. 2 　生物技术产品对环境和人身的安全性是目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 ,美国内布拉斯卡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 ,将富集甲硫基丁氨

酸的巴西坚果的基因注入大豆株后 ,大豆中这种氨基酸的成分大大增加 ,牲畜吃了无害 ,但人

吃了这种基因工程处理过的大豆后却容易诱发过敏症。内布拉斯卡大学的这一研究成果 ,再

次引发了人们对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担忧。1996 年 9 月 8 日的《参考消息》上曾转载过英国《金

融日报》的报道 ,称欧盟将拒绝进口美国的“基因玉米”,因为欧盟成员称这种玉米对牲畜和人

的健康以及对环境具有不安全的影响。

2. 3 　农作物在遗传特性上越来越趋向一致 ,这将导致极大的生态风险

根据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总是播种同一种作物就很容易遭受病虫或其它灾害的危害。生

物技术使得作物品种过于单一化 ,在遭受某种灾害和病虫害侵袭时可能会有颗粒不收的生态

风险。农作物在遗传上的单一化趋势还使得生物对生态的适应能力减弱 ,并使得复杂物种的

生存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导致物种退化。1970 年 ,玉米枯萎病摧毁了美国从佛罗里达州到德克

萨斯州一半的玉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农作物在遗传特性上越来越趋向一致的情况 ,

还将加速土地的退化 ,因为同样的作物总是趋于消费相同结构的土壤肥力成分。

3 　发展中国家农业生物技术的生态环境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 ,生物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都更为巨大 ,也显得尤为复杂。这种复杂性

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生物技术使得农业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不平衡 ,并有可能恶化发展中

国家的贸易条件 ,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极为不利。这种不利的地位又反过来制约了发展

中国家生物技术的发展 ,以致于恶性循环。目前 ,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对生物技术和生

物资源 (特别是基因资源)的垄断。生物技术是一种高投入和高知识密集的新兴高技术领域 ,

专利技术垄断会越来越限制发展中国家将来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这种技术上的天生不

平衡性导致了新的“生物垄断的帝国主义”及生物技术的生态环境风险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2) 生物技术有可能使得人们逃避进行根本性的生态变革。例如 ,如果可以培育出能耐

盐、抗旱、抗病、而又高产、优质的品种 ,人们有可能会无视环境的恶化 ,而过度依赖技术。实际

上 ,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从根本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新技术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

忙于应付已经出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更应该是用来防止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出现。

(3) 目前支撑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一些传统技术 ,生物技术的真正意

义来自于对传统技术的变革。对生物技术的过度依赖和迷信 ,都将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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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度上忽视传统农业技术的作用 ,这实际上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极

不吻合。

4 　防范农业生物技术的管理措施

虽然人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利弊看法不一 ,但各国政府普遍认为其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

胁不容忽视 ,并且开始积极加强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对生物

技术的管理很严。美国政府总的相信生物技术的大多数应用不会带来过大的损害 ,在国际上

通过自愿与合作的监督 ,可以达到安全应用。1995 年 7 月下旬召开的来自 80 个国家的联合

国专家会议 ,与会者对起草生物安全公约的文件达成了共识。由此看出 ,现在国际上普遍都对

生物技术的应用持谨慎态度。美国是生物技术及其应用最为先进的国家 ,它的管理也较为完

善。目前 ,美国有三个机构 ,即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农业部、环保局根据各项法规管理农业转基

因生物 ;要进行产品研究和商业化 ,公司必须经一至三个机构批准 ,这取决于这种转基因生物

的性质。例如 ,根据作物病虫害法 ,美国农业部管理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 ,如果这种转基

因生物表达农药性能或农药作用 ,环保局就要根据有关法律进行管理。

我国对农业生物技术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讨论较少 ,相应的管理措施也刚刚起步。目

前有一种观点 ,认为生物技术的负面效应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议论的话题 ,而作为发展中国家

的中国 ,现阶段的任务是大力发展这项技术。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农业生物

技术负面影响的了解 ,从而也制约了对这一技术的全面把握和应用的深入。实际上农业生物

技术的生态风险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在中国 ,有的问题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首先 ,

农业生物技术展示了农业发展的前景 ,而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尚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何迅

速集中力量 ,并特别加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尤为重要。其次 ,需要加强对这些负面影响及其

防治对策的研究 ,包括加强对生物技术及其产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加强对生物技术产品

安全性的检察、加强对负面效应出现后控制措施的研究 ,在每一种生物技术产品投产前 ,必须

进行严格的观察与评价。第三 ,农业生物技术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意义更大 ,它并不仅仅在于

生物技术本身 ,而是在于利用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以改造传统技术 ,从而实现农业的飞跃。因

此 ,应该特别重视生物技术与传统技术的配套性研究和应用。第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生物

技术的生态和环境风险的传播更加快捷 ,我国必须加强海关在这方面的作用 ,对生物技术及其

产品的进出口进行严格控制。我国生物技术的生态和环境风险 ,不仅仅来源于技术本身的不

成熟 ,还来源于相关立法的不健全。
(编辑 :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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