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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抗旱基因玉米或是解决坦桑尼亚粮食问题的一个途径。 马克·林纳斯供图

“如果我明知道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观
点、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难道我还要继
续坚持这种错误吗？”美国康奈尔大学科
学联盟客座研究员马克·林纳斯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位知名的科普作家、环保人士曾激

烈地反对转基因，却在 2013 年为其一直
以来妖魔化转基因的做法公开致歉。近十
年来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让更多科学
的声音被大众所接受、所听到。从反转到
挺转，他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过程？

反科学运动

“反对转基因是全球分布最为广泛的
阴谋理论。最开始的时候，我在中间也有
一定的‘功劳’。”曾是激进环保主义者的
马克·林纳斯早年间坚定地反对转基因，
在全球范围内宣扬过转基因技术具有所
谓的危险的耸人言论，还愤怒地摧毁了很
多转基因作物试验田。

他表示，“反转人士在人们的脑海中
为转基因食品贴上‘恶魔食物’的标签，但
这仅仅是出于对‘非自然的’科学技术的
恐惧，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就将
这一原本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妖魔化，
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抱歉。”

事实上，反对转基因不是唯一的反科
学运动。关于接种疫苗的谣言也很多，比
如“接种疫苗会引起自闭症”“含硫柳汞的
疫苗是一种强力神经毒素”等。疫苗接种
的虚假言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个过
程中，科学的专业知识不能发挥应有的重
要作用。

关于转基因的谬误也是这样。其中最
具有破坏性也最为严重的一条，就是“转
基因生物安全现在没有科学上的共识”。

马克·林纳斯表示，“实际上在英国和
美国主流科学界，科学家们都非常明确、
清晰地表明转基因的技术是安全的，科学
家一致认为转基因这项技术在使用当中
的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

下 面 是 一 段 美 国 科 学 促 进 协 会
（AAAS）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声明。

“科学的解释是非常清楚的：通过现

代分子生物技术改良的作物是安全的。世
界卫生组织、美国医疗协会、美国国家科
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其他做过证据调查
的 有 影 响 力 的 组 织 得 出 了 相 同 的 结
论———食用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并不比
食用以传统植物改良技术进行改性的作
物风险大。”

在中国还有一个阴谋论是，老觉得外
国人会通过转基因技术来破坏中国社会
的稳定，对自身造成不良影响。“事实上，
这些人的观点才是真正的舶来品。他们并
没有说出任何有原创性的意见，而是基于
政治上虚妄恐慌的态度，采用了外国人的
说辞。”马克·林纳斯说。

当然，这些阴谋论在不同的国家可能
有不同的版本，比如在非洲，反转意见就
会说“进口那么多的转基因作物，就是因
为外国人希望把非洲的孩子都变成同性
恋，影响非洲男性的能力”。

在他看来，中国频频出现上述反转阴
谋论，是因为“中国对于自己在世界上所
处位置有一种担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
是在代表外国人的情绪立场，在回收利用
已经过时的理论废品———就是像我这样
的人在 20 年前说过的话。”

“如果一个人认为人类登陆月球是一
个谎言，那他就更有可能相信气候变化是
一个谎言，也可能相信疫苗接种是不安全
的，最后就会相信转基因是不安全的。”马
克·林纳斯说，只是相比起那些反疫苗接
种的人，反转基因人士在破坏人们对于科
学的信任度上更为成功。

理解科学 见证科学

2008 年，马克·林纳斯获得了英国皇
家学会的科学写作奖。三天之后，他为《卫
报》撰写了一篇反对转基因的文章。很多
读者留言称其观点“不科学”，没有任何事
实依据。他反思，“我是一个科学写作者，
为什么指责我‘不科学’呢？”

后来在进一步的学习过程中，他了解
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并掌握了科学分析
的理论和方法，又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
们一起工作，亲眼见证了大量转基因技

术。“特别是非洲，我认为在这些地区转基
因技术都可以发挥作用来拯救生命的。”
马克·林纳斯说。

他举例称，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
地运用农业转基因的技术，来造福自己国
内小农的利益。一个亮点是孟加拉国，其
第一个种植了转基因茄子供国内的小农
使用。孟加拉国农民在过去的种植季要施
80~140 次杀虫剂，正是因为种植了转基因
抗虫茄子作物，现在他们施用农药的数量
可以直接降到零。

孟加拉国转基因茄子种子是由政府
所有的、公共研究部门开发出来的，而且
是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开发的。这些种
子农民可以留下来，和自己的邻居来共享，
同时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使用专利费用。

“对于转基因，我本人既不是科学家，也
不是专家，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说的
话。但我能告诉大家的是，通过理解专家的
意见、科学的意见，改变了我对转基因的看
法，同时也认识到我最初反对转基因的态度
是不科学的。”马克·林纳斯表示。

他个人的反转经历是在 1996—2000
年间，其实那段时间也是英国反转运动的
开始。彼时转基因技术是一个非常新的事
物，有反对意见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对转

基因的态度，英国公众变得越来越积极，朝
着更有科学性的方向而去。

马克·林纳斯说，有的发展中国家反
转人士却拾人牙慧，不顾经过了 20 年的发
展，已经有了成百上千个研究结果来证明
转基因的安全性，仅以“老瓶装老酒”，便
对科学带来伤害，对国家利益带来损害。

“科研创新对于中国而言非常重要，
绝对不能让反科学的意见来阻挡我们的
对话。”马克·林纳斯表示，此外，也不能一
方面让科学家只在实验室里，形象地说就
是一只手被绑在背后，另一方面又让他们
成为世界上有关生物科学的领先学者。

在他看来，实验的成果不能在农民的大
田当中得到推广应用，不能走向产业，对于
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的伤害会非常大，

“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在知道自己的研究结
果不会得到应用之后还做这个研究”。

科学、合理、专业的知识需要得到捍卫
和人们的信任。马克·林纳斯希望，中国科学
的公共研究机构能够发表明确的声明，来说
明转基因的安全性，同时也为媒体、决策者、
大众接受转基因的科学提供一个指导。

“中国的科学家发出自己科学的声
音，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马克·林纳斯
说道。

厄瓜多尔是世界第三大切花生产
国，主要生产玫瑰，其中许多是注定要在
母亲节出售的。该产业从业人数约 10.3
万人，并严重依赖农药。

在近期《神经毒理学》上发表的一篇
论文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厄瓜多尔、明
尼苏达的同行共同发现，儿童改变短期
神经行为与农药施药高峰季相关，也就
是母亲节鲜花收获之时。这项研究调查
的儿童不从事农业生产但住在农业社
区里。

“我们发现非劳动儿童在农药使用
高峰时期，即母亲节鲜花生产季，可能会
暂时表现出受影响的神经行为表现。”第
一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医学院家庭医学与公共健康系助理教授
Jose R. Suarez-Lopez 表示。

他解释说，在鲜花收获之后，儿童立
刻检查，与过后一段时间检查（低鲜花产
出、低农药施用时）相比，会在以下能力
上显示出较低的表现水平，如注意力、自
制力、视觉空间处理和眼手协调等。

在 Suarez-Lopez 看来，这是一个新
的发现，因为它表明除了之前已证实的
长期改变，农药喷施季也会产生神经行
为表现的短期改变。“这是个麻烦事。因
为我们观察到改变的是孩子学习上必不
可少的功能，而在 7 月 5 日，他们就要参
加年终考试了。”

“如果孩子们的学习和表现能力在
此期间受到影响，他们将以较低的分数
从高中毕业，可能会阻碍其获得高等教
育 或 找 一 份 好 工 作 的 能 力 。 ”
Suarez-Lopez 说。

之前研究发现，早期接触常用的农用杀虫剂与儿
童神经行为延迟有关，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农药暴露
与新生儿反射、运动功能改变相关；男孩比女孩更易受
影响。

Suarez-Lopez 团队正在进行厄瓜多尔环境污染和
儿童发展的长期研究，其表示过去的动物实验说明农
药暴露水平会产生相应的短期行为影响。

有机磷类杀虫剂通常用于花卉出口前对害虫的
处理，抑制了一种称为乙酰胆碱酯酶的物质，它对促
进大脑和身体神经细胞之间的通讯至关重要。杀虫剂
也直接对神经细胞和被称作神经胶质的支持细胞产
生毒性。

研究人员测试了 308 名年龄 4~9 岁、生活在花卉
社区但未亲自从事农业劳动的儿童在母亲节鲜花生产
高峰和收获后 100 天之内的行为表现，同时还进行了
血液测试。他们发现低乙酰胆碱酯酶活性与低注意力、
抑制性控制力和记忆分数相关，对男孩的影响比女孩
更大。

这项研究采用的办法是，以代表性的地点、人口在
特定时间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观察。“我们还需要全面
评估，但鉴于目前的证据，农药暴露具有改变短期和长
期的学习能力、认知、社会交往和整体福祉的潜在威
胁，建议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以保护儿童免受其害。”
Suarez-Lopez 表示。 （王方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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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斗士缘何变身挺转领袖
■本报记者王方

“这是今年河南省种子管理站组织召开的
唯一一个小麦单品种的研讨会，足见河南省农
业厅对这一品种的高度重视。”说这句话的是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国家小麦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
财。

近日，郭天财和河南省 18 个地市、10 个
省直管县的种子管理站站长齐聚河南省新乡
市辉县北云门镇中小营村，现场观摩研讨河南
省重大科技专项支持、被誉为“黄淮麦区新一
轮品种更新换代主导品种之一”的小麦新品
种———“百农 207”。

“百农 207”是由河南科技学院教授、小麦育
种家欧行奇历时 7 年育成的小麦新品种。该品
种在 2013 年通过国家审定之后，2016 年种植面
积就突破了 500 万亩，今年在河南的推广面积
有望超过千万亩。

育种灵感借中庸之道

了解“百农 207”的人都知道，该品种的母
本是“周麦 16”，父本是“百农 64”。这两个品种
的选育人分别是郑天存和茹振钢，在河南乃至
全国小麦育种界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为了打造黄淮麦区新一代主导品种，欧行
奇以多抗、广适、高产、稳产、优质为主要育种
目标，2001 年配制单交组合，经连续七代定向
选育，终于在 2008 年成功选育定型半冬性中
晚熟小麦新品种“百农 207”。

“百农 207”是小麦育种界杀出的一匹黑
马。该品种选育成功的消息迅速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一个个观摩团。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小麦
栽培专家杨永光教授介绍说，“‘百农 207’的
叶片颜色比其他品种更绿，说明叶绿素含量
高，光合作用强；冠层叶片大，可以为后期穗粒
生长制造、贮存、输送更多的养分。这是我见过
株型长得最漂亮的小麦新品种。”

“百农 207”因高颜值而广受欢迎源于它
优秀的基因。茹振钢说，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何
中虎在“百农 64”中已经找到了水平抗性基
因。为了运用水平抗性基因，欧行奇在品种培
育过程中提倡“中庸之道”，不走极端，稳健发
展，始终围绕对主要病虫害都不会高度感染、
对小麦稳产的三要素“抗病性、抗虫性、抗逆
性”攻关，实现了小麦新品种在综合抗性领域
可贵的原始创新。

在小麦新品种选育手段上，他运用“源流
库”理论组配优良杂交组合，采取“超大规模种
植、多性状平衡选择、异地多态鉴定、仿真模拟
研究”等先进方法技术进行定向选育，丰富和

完善了小麦杂交育种的科学理论技术。
很快，“百农 207”成为了农民朋友争相种

植的小麦“明星”，迅速成为黄淮麦区新一轮品
种更新换代的“新星”。河南吨源种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翟文礼说，“我们经常会遇到农户上门
点名要‘百农 207’，一问没有，扭头就走了。”

高抗逆战灾害保丰收

“前几天一场大风和暴雨，很多小麦都倒
伏了，而我场种植的‘百农 207’并没有出现倒
伏现象。”河南省鹿邑县火王农场场长陈永平
说，“自从 2013 年开始繁殖‘百农 207’后，周围
的农户纷纷表示，我们这里种啥他们就种啥。”

“洛阳有 2/3 的农田属于旱地，特别适合
种植‘百农 207’这样的耐旱品种。”洛阳种子
管理站站长金松灿说。

“去年，驻马店地区小麦赤霉病发生特别
重，但是‘百农 207’发病迟、发病轻。”驻马店
种子管理站站长吴长城说。

郭天财说，有些地方的群众称“百农 207”
为“神麦”，很大程度上源自它的抗逆性。在大
田生产中，“百农 207”对条锈病、叶锈病、白粉
病、纹枯病等主要病害以及对低温、干旱、高温

等主要逆境均表现出较好的抗（耐）性，尤其是
对倒春寒、干热风、赤霉病三大自然灾害兼具较
强的抗（耐）性，这在全国小麦推广品种中并不
多见。

在河南，小麦最怕倒春寒和干热风。但是
“百农 207”生长发育稳健，不易受到春季骤冷
骤热天气的影响。所以尽管 2013 年河南省及
黄淮麦区倒春寒危害十分严重，但该品种所受
影响较轻。在 2014—2016 年夏邑县农技中心
开展的“豫东主推小麦品种抗干热风品种展示
与评价试验研究”结果也显示，“百农 207”的
表现最佳。

“抗干热风的主要原因是‘百农 207’的深
层根系发达，吸收供水能力强，叶片耐高温能
力也较强。”欧行奇解释说。

此外，“百农 207”还有一个绝招———抗
穗发芽。焦作市裕田种业总经理朱乐军说，
2016 年豫北焦作一带繁育的十几个小麦品
种，穗发芽程度普遍在 10%~20%，而“百农
207”很少发现。

2015 年，黄淮麦区发生叶锈病、白粉病、赤
霉病等严重灾害，“百农 207”亩产普遍在 600 公
斤以上，较其他品种增产 50~100 公斤。2016 年，
河南及黄淮小麦遭受了冬季罕见极端低温、开

花期多雨赤霉病重发、灌浆期低温寡照且温差
小和收获前连续几场暴风雨等多种严重自然灾
害，“百农 207”大田亩产仍稳定在 500~600 公
斤。今年，河南省南阳地区大面积暴发条锈病，
南阳市种子管理站站长赵群友说，不少品种感
病严重，而“百农 207”发病极轻。

稳而优乐坏专家农户

提起“百农 207”的故事，参加研讨会的河
南各市（县）种子管理站站长们似乎有说不完
的话。

新乡种子管理站站长李璐说：“长相清秀、
抗逆广适、穗大籽饱、品高价优。”郑州种子管
理站站长陈庆的总结简单直接：“无须争议的
好品种。”周口市种子管理站站长王思略的话
带着浓厚的乡土味：“老百姓说，扒来扒去还是
这个品种好。”……

在郭天财看来，“百农 207”是无可争议的
“佼佼者”。“综抗性、广适性和稳产性好是种植
年限长的小麦品种的三大特点。‘百农 207’这个
品种早播一点晚播一点、播稠一点播稀一点、管
理粗点细点对产量的影响都不大，这样的品种
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长命品种，常有十几年甚至
更长的种植年限。”

“百农 207”株高 75 厘米左右，光合效率
高，生物学产量较对照品种高 15%左右；秸秆
还田后能向土壤提供更多的有机质，更有利于
培肥地力。分蘖成穗率高，无效分蘖少。因根系
发达而节水、节肥、省药、省工，每亩小麦生产
成本可降低 50 元以上，增产效益达 150 元左
右，种植效益提高 200 元左右。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农委的刘鹏对“百农
207”是一见钟情。他说在该县的小麦平均产量
只有 500 公斤左右的情况下，种植户袁轻松的

“百农 207”最高亩产达到了 770 公斤。目前，该
县 60%以上麦田种植的都是“百农 207”。

此外，我国中筋优质的小麦品种依然短
缺。“百农 207”达到中强筋小麦品质标准，深
受粮食、面粉和食品企业的赞赏。一斤比一般
普通小麦贵 2~4 分钱，种植“百农 207”的农户
从来不愁“卖粮难”。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副站长周继泽说，从
今年的调查结果来看，“百农 207”是当之无
愧的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作为近年来唯一
列入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的单一小麦品种，
按照专项目标要求，2017 年“百农 207”在河
南省种植面积要超过 1600 万亩。对此，欧行
奇在听了多地种子管理站站长的情况介绍
后，表现得信心满满。

“百农207”打造黄淮小麦增产新引擎
姻史俊庭

本报讯 稻瘟病是影响水稻产量和质量的三大病害之一，生产上一
直缺乏高效安全的化学防治药剂。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先进功能材料》
在线发表了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刘峰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配位组装微囊
化策略可以提高吡唑醚菌酯的田间药效和环境安全性》。这意味着稻瘟
病有了更安全有效的防治药剂。

杀菌剂吡唑醚菌酯对稻瘟病具有良好的控制作用，但对鱼、溞等水
生生物具有高毒性，在水田病害防治上登记受到限制。目前只有巴斯夫
欧洲公司拥有一个临时登记证。如何平衡好药效和毒性，是科研人员必
须面对的课题。

山东农业大学农药加工与使用技术团队博士生李北兴和硕士生王伟
昌，在导师刘峰和慕卫教授的指导下，采用单宁、铁等可降解材料，配位组装
包覆吡唑醚菌酯，获得了不同组装层数的吡唑醚菌酯微胶囊。

经透射电镜（TEM）和原子力显微镜（AFM）证实，通过连续组装可
以线性提高囊壁厚度，从而有效控制芯材的释放速度。采用该技术制备
的吡唑醚菌酯微胶囊在水中为规则的球形，喷施到水稻叶面上，随着水
分的挥发，微胶囊受大气挤压变形，可快速释放活性成分，控制稻瘟病发
生，而落入水中的微胶囊仍可保持原来稳定的形状不释放，大大降低对
水生生物的毒性。经测定，微胶囊与常规乳油和悬浮剂对水稻稻瘟病的
防治效果相当，对斑马鱼、大型溞、非洲爪蟾等水生生物的毒性比常规剂
型降低 10~30 倍。

该包封策略高效、简便，适用于现有的多数农药品种，包覆原料来源
广泛、成本低，具有很好的产业化开发前景。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山东济宁一家农药企业正与团队洽谈成果转化事宜，
不久后可向农业部申请农药登记许可。 （翟荣惠 许永玉 方舍）

本报讯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张志翔研究团队日前发
布消息称，北京地区连续发现稀有植物，在极濒危植物繁殖方面取得可
喜进展。在延庆发现了十分罕见的蕨类植物———扇羽阴地蕨；特有的、极
度濒危物种百花山葡萄通过组培繁殖已孕育出花蕾。

今年 5 月 12 日，团队沐先运博士在延庆地区野外调查时发现了扇
羽阴地蕨。这一植物在北京十分稀有，已被列为北京市一级重点保护植
物。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内仅有 1 份于 1959 年在北京密云地区采集到
的该植物标本，近 60 年来一直未在野外调查中发现活的植株。

这次调查仅发现了 8 株扇羽阴地蕨，集中生长在山坡林下的一平米
大小的浅土坑中。这一重大发现，不但实现了从标本到活体的突破，增加
了扇羽阴地蕨的分布信息，而且丰富了北京市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本底数据，为首都北京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管理提供基础。

去年 7 月 6 日，沐先运在百花山地区发现了全球第二株野生的、北京
市特有的极度濒危物种———百花山葡萄。作为葡萄的野生近缘种，百花山
葡萄蕴藏了重要的基因价值，对促进葡萄品种开发与改良具有重要的科学
价值。其叶片形态与其他葡萄种类差异明显，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该团队通过对第一株百花山葡萄的组培快繁研究，在野外栽培的近
百株组培苗中已有两株存活下来，今年孕育出花蕾。这一成果不但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铁铮 李晨）

进展

稻瘟病有了高效安全防治药剂

京郊大山深处连续发现稀有植物

河南省各地市、直管县的种子管理站站长现场观摩由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欧行奇（左四）培育
的小麦品种“百农 207”。 史俊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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