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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转基因抗虫棉花和玉米与节肢动物相关的生态安全性研究进展 

作者： 韩兰芝，白树雄，赵建周，王振营，吴孔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
京 100094)

摘要： 转基因抗虫棉花和玉米自1996年商业化种植以来，已取得显著的经济、生态
和社会效益。与其相关的生态安全性，特别是其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及靶标
害虫的抗性监测和治理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本文在大量室内和田间
评价工作的基础上，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在该领域内取得的进展。结果表
明： 由于Bt棉田和玉米田杀虫剂用量的减少，某些对Bt杀虫蛋白不敏感的
非靶标植食害虫种群有上升的趋势； 现阶段生产上推广种植的Bt棉花和玉
米花粉对家蚕、柞蚕和蜜蜂等经济昆虫以及帝王斑蝶是安全的。杀虫剂用量
的减少，降低了对天敌的杀伤力，Bt田中捕食性天敌的种类和数量均显著高
于常规施药田； 但Bt田内靶标害虫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寄生性天敌的种类和数量。Bt棉花和玉米的大面积种植对农田生态
系统节肢动物群落结构无明显不利影响。靶标害虫田间抗性监测结果表明，
无论在以大农场单一种植经营为主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或澳大利亚，还是在以
小农经营为主的多种寄主作物小规模交叉混合种植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
或印度，田间并未出现10年前人们所关注和预测的靶标害虫种群抗性上升问
题。究其原因，可能与发达国家严格执行了预防性的抗性治理对策及发展中
国家独特的作物种植模式有关。尽管目前在田间尚未发现害虫对Bt作物产生
抗性，但应用更多年份之后，害虫对Bt作物的抗性就很可能不是“是否”发
生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应放在Bt棉花和
玉米长期、大面积种植后，其对非靶标生物及靶标害虫抗性发展影响的长期
生态效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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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赵建周 (E-mail:zhaojz@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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