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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口、资源、环境一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技术革命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基因重组及转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生物技术的发展进入崭新的阶段，并
且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经济效益的重要标志是，一个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群正在迅速嵋起，并呈快速发
展势头。
　　生物技术产业化促进了生物技术产品的全球贸易，特别是在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抗
虫、抗病和耐除草剂等类型的转基因作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在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一些
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种植，其产品已源源不断地销往其他国家。
这一发展进程非常迅速，从转基因生物正式获得批准进行商业化生产到现在大规模的生物产业阶段仅
仅用了15年的时间。
　　1994年，延熟番茄的正式商业化生产意味着人类大规模利用转基因生物的开始。
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为170万hm，此后每年种植面积的增加都保持在13％左右，到2007
年已达到1。
143亿hm，是1996年种植面积的65倍。
2007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数量达到23个，其中包括工2个发展中国家和11个发达国家，主要有美国
、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印度和中国等。
　　中国目前已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转Bz基因抗虫棉。
1997年开始商业化种植时面积为3万hm，次年达23万hm，2000年种植面积超过100万hm，至2004年种植
面积达350万～400万hm，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2／3，种植省份包括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
、山西等省，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批准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生产，但是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一直在从事转基因
粮食作物的研究，涉及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大豆等多种农作物。
过去工0年来，中国一直大量进口大豆，用于烹调油产品的加工。
中国进口大豆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2000年左右每年进口大豆不足2000万t，与国内大豆产量基本持
平；此后进口量逐渐超过国内生产量，2005年进口量为2659万t，2006年为2827万t，2007年达3082万t
，2008年达3744万t。
进口大豆产品中有70％是转基因产品，主要来自于美国、阿根廷和巴西。
转基因大豆油充斥于餐桌，每个人都无法避免。
　　然而，转基因生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化生产和大规
模应用具有一定的风险。
如何评估这些风险并对风险进行管理，是目前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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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介绍了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学基础，包括基因工程的原理、转基因技术的方法与发展、转基因
生物及其产品对环境和健康的潜在风险，以及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方法与内容；第二部分分析了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包括国际公约、部分国家的立法与管理经验，以及中国
的相关法规制度与管理实践；第三部分阐述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社会一经济影响，包括转基因产
品的标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损害赔偿与补救、事故应急管理，以及公众意识与参与等。
书中许多内容是基于作者多年从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和参加联合国相关公约国际谈判的经历
，因此具有比较明确的观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转基因生物安全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管理
人员的培训教材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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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遗传工程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从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研究，首先必须了解现代生物技
术，尤其是基因工程和转基因技术。
而这些技术的基础都是现代分子生物学，这些技术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具体应用。
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基因的表达模式、基因的活动规律等的研究是对基因进行人工操作的基础，是有
效获得转基因产品的基本途径，也是研究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基础。
　　遗传工程，或者转基因技术所涉及的分子生物学内容包括：基因的基本概念和结构、基因的功能
、基因的复制、基因转录和转录后修饰、蛋白质表达和表达后修饰、核酸和蛋白质的降解等。
　　1.1　基因的概念和结构　　基因（gene）一词首先由丹麦植物学家Johnson提出，最初用来指奥地
利遗传学家孟德尔遗传定律中的遗传因子。
后来，美国著名遗传学家Morgan在研究果蝇时发现基因是以一定的线性次序排列在染色体上的。
1953年，Watson和Crick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对于基因的结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开启了现
代分子生物学的大门。
现在基因一词既可指负载在DNA链上的遗传信息，也可以指一段特定的染色体区，无论哪种含义，基
因的基本组成都是DNA。
　　DNA分子是双螺旋结构，由反向平行的两条链构成，基本单位是核苷酸，由碱基、脱氧核糖和磷
酸基团三部分构成。
脱氧核糖相当于分子基底，第一位碳与碱基相连，第五位碳与磷酸基团相连，两个核苷酸相连则是通
过脱氧核糖第三位碳上的羟基与另一个核苷酸的磷酸基团形成磷酸二酯键来完成（图1.1）。
碱基决定了核苷酸的性质，常见的碱基为4种，即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和胸腺嘧
啶（T），碱基遵循互补配对原则，A与T配对，G与C配对，一条DNA链上的核苷酸顺序有唯一对应
的配对链顺序（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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