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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陆宴辉博士(左)、吴孔明博士(中)和封洪强博士，向记者介绍Bt棉在中国的

商业化种植及其对生态影响的研究。王丹红/摄 

 

［科学时报 王丹红报道］9月17日，美国《科学》杂志及其发行者——美国科学促进会，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合作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一篇发表在9月1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的中国科学

家论文——《在中国种植含Bt毒素棉花的地区，棉铃虫在多种作物中受到抑制》。 

 

这是美国科学促进会首次在中国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科学家的成果。论文的5位共同作者分

别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家农业技术发展和服务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陆宴辉博士、吴孔明博士和

封洪强是其中3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介绍了Bt棉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及其对生态影响的研究。 

 

苏云金杆菌(简称Bt)是一种微生物杀虫剂，经基因工程改造后能表达Bt的棉花被称为Bt棉。吴孔明

等的新研究发现，过去10年间，中国北方大规模种植的Bt棉不仅降低了棉花害虫的数量，而且还减少了

周边没有进行Bt改良的农作物的虫害。表明Bt棉可能是未来控制农作物病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新途

径。 

 

“这篇论文的数据有特别的价值，因为它们是作者在多年时间里对大面积的农田和大量农民跟踪调

查的结果。”《科学》杂志的资深编辑帕梅拉·J·海因斯在对这篇论文的书面评价中写道，“世界各

地农业土地的使用模式各不相同。在中国，许多农民的资源都很有限，来自中国的新观点将有助于世界

其他资源有限地方的农业生产。论文的作者分析了Bt棉农业对生态的影响，并提供了激动人心的证据，

《科学》杂志很高兴报道这一研究成果。” 

 

棉铃虫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危害严重。吴孔明说：“1992年，棉铃虫造成了中国华北地区大

约30%的棉产量损失。由于当时控制虫害的成本很高，许多农民拒绝种植棉花。这一有关Bt棉的案例研

究，意味着Bt水稻等其他Bt作物也可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具有很大潜力。Bt棉的成功会推动中国的遗传

改良作物的商业化进程。” 

 

《科学》：转基因抗虫棉使中国北方农作物免受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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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是一种夜蛾科昆虫，对棉花、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等作物有严重危害。Bt是一种微生物

杀虫剂，1911年因发现于德国的苏云金地区而得名。20世纪前半叶，Bt以农药的方式喷洒在作物上，其

活性部分转变成一种有毒的蛋白质晶体，能杀死棉铃虫等蛾子和蝴蝶类的幼虫，且被认为对人类和其他

动物无害，还能在环境中迅速降解，不会污染地下水。相比之下，许多化学杀虫剂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均

有副作用。因此，目前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批准使用Bt杀虫剂。 

 

20世纪后期，科学家们利用转基因技术，将Bt基因直接植入植物。这种Bt植物能在其叶子和茎杆组

织中表达出Bt蛋白质，从而具有抗虫性。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商业化种植Bt棉。目前，美国大约

80%的棉田种植了Bt棉。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各地已有4210万公顷的农田种植了携带杀虫剂的

转基因植物，占所有转基因植物的37%，其中，Bt棉1400万公顷。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几乎年年暴发棉铃虫害。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

Bt棉，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在中国获得商业化许可的Bt植物。2007年，中国有380万公顷的Bt棉田。 

 

为了解中国Bt棉的种植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影响，吴孔明和同事合作，收集并分析了1997～

2007年间中国北方六省Bt棉的农业数据，范围涵盖1000万农户种植的3800万公顷农田，其中包括380万

公顷的Bt棉花田，2200万公顷的其他非Bt作物。他们将焦点放在对中国农民来说非常严重的害虫——棉

铃虫身上。 

 

他们的分析显示，随着Bt棉种植年份的增加，棉铃虫的数量显著下降，2002～2007年间的下降幅度

尤其大。他们同时也对多种影响棉铃虫发生的因素，如温度、降雨量和Bt棉等，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

发现，在被商业化引进的10年中，Bt棉是棉花和其他许多非转基因作物中棉铃虫受到长期抑制的主要原

因。吴孔明和同事提出，这可能是因为棉花是吸引棉铃虫产卵的主要宿主，而Bt棉花通过杀死棉铃虫幼

虫而减少了棉铃虫的总体数量，因此对其他作物也提供了保护。 

 

Bt棉的种植也有益于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论文的共同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赵建周博士说：

“1990年，因为使用化学杀虫剂而中毒甚至死亡是棉农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用小型背负式喷雾器喷洒

杀虫剂时，大多数农民都没有穿上恰当的保护性衣服，这可能是许多农民在Bt棉问世前不肯栽种棉花的

另外一个原因——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Bt技术带给中国一种控制虫害的新思路和新工具，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技术对经济的长期和广泛的

影响。吴孔明和同事也指出，使用Bt棉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害虫可能会发生进化，对该杀虫剂产生抗

性。因而，他们坚持认为，尽管Bt棉价值可观，仍然只能被视作是病虫害整体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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