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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4年第一例转基因番茄商业化种植以来，短短的十几年，全世界已经有近50个国家开展了转
基因植物的田间实验，涉及主要的转基因农作物。
中国既是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大国，也是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大国。
目前中国已经批准了6种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包括转基因棉花、玉米、水稻、番茄、甜椒、
番木瓜，其中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全部棉花种植面积的80％以上。
自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2000万吨以上的转基因大豆，2009年接近3500万吨。
另外，中国政府把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积极推进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的培
育，可以预计在未来5~10年内，中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将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转基因生物的环境危害和健康风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随着转基因技术向农业、
食品和医药领域的不断渗透和迅速发展，以及转基因产品商品化速度的加快，社会公众对转基因产品
的安全性和风险性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
国际上各个国家都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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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检测及其标准化》对国际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检测及其标准化进行了概括
和总结，包括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我国以及国际上主要国家的生物安全管理标准
化、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检测方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国际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检测动物试验的研
究、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性检测数据库的建立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释。
这将为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生物安全性检测信息以及标准化进展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共享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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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检测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时，认为在采取个案分析原则的基础上
，应考虑如下内容：　　（1）判断标准　　①使用的抗生素是否是人类治疗疾病的重要抗生素；②
是否经常使用；③是否口服；④在治疗中是否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⑤在细菌菌群中所呈现的对抗
生素的抗性水平状况如何；⑥在选择压力存在时是否会发生转化。
　　（2）抗生素抗性基因所编码的酶在消化时对人体产生的直接效应　　包括该产物是否是毒性物
质、是否是过敏原或诱导其他过敏原的产生、是否具有使口服抗生素失去疗效的潜在作用。
　　（3）抗生素抗性基因水平转入肠道上皮细胞肠道微生物的潜在可能性　　目前认为人们在食用
食品后，大部分DNA经过胃肠道的核酸酶消化后，已成为戊糖、嘌呤和嘧啶碱基。
即使有极少部分较大片段的DNA，在没有选择压力的环境中，在不存在感受态的受体细胞，在没有大
于20kb的同源区的情况下，抗生素抗性基因水平转入上皮细胞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加之上皮细胞的新陈代谢周期短，这种转移更是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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