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是是非非，经常会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种植转基
因农作物？转基因食品到底安不安全？想必你一定很关
心这些话题。

近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农业
转基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网传市面上大多数水果都是转基因？
针对广受关注的转基因产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

长廖西元介绍，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
花和番木瓜，201 5 年转基因棉花推广种植 5000 万亩，
番木瓜种植 15 万亩。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孔明介绍，除了棉花及番木瓜外，我国还批
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油
菜、棉花、甜菜。

除此之外，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小麦、圣女果、大蒜、
洋葱、紫薯、土豆、彩椒、胡萝卜等粮食和蔬菜，都不是转
基因品种。

转基因作物致癌、很可怕？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

并与国际接轨的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技术规程和管理
体系，为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所
以，通过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

吴孔明表示：“中国转基因产品安全性评价，不管是
从技术标准上还是程序上，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体系。”

进口大豆都是转基因？ 对！
近年来，我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在国外，转基因大

豆的种植面积十分可观。我国进口大豆是否大都是转基
因品种呢？
“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

为 95%，阿根廷、巴西几乎全部种植转基因大豆。所以在
全球大豆贸易中，主要是转基因大豆。”廖西元说。

廖西元强调，包括转基因大豆在内的转基因食品，
安全性是有结论的。

此外，我国也将推进大豆的国内生产水平，预计到
2020 年大豆生产面积将达到 1 .4 亿亩，比 201 5 年增加
4000 万亩。廖西元表示，其中不会包含转基因品种。

网传识别转基因作物方法别再信了！
吴孔明表示，网上流传的所谓识别转基因小麦、水

稻、水果和蔬菜的方法，属于无稽之谈。
吴孔明解释，转基因的检测，从科学层面上只能通

过基因检测，如果真拿出种子，人是看不出来的。包括玉
米、大豆和常规的一些作物在外表、颜色上与非转基因
品种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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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疯狂医生推“换头术”
学界质疑距离实现还需几个世纪

1

2 网传圣女果、紫薯、彩椒等都是转基因？
专家称：都是谣言

3 你被这些地震“常识”
忽悠了吗？

4 离家睡不惯？
因为你的大脑在守夜

近日，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卡纳韦罗又成了媒
体关注的对象。他宣布，已经准备好在 2017 年底为
一位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人进行
“换头术”。抛开伦理上的争议，这样的手术靠谱吗？
这究竟是一次医学技术的突破，还是博取公众眼球
的噱头？

据美国《新闻周刊》最新报道，整个手术据称需
要至少 150 人的医疗团队，预计需要 36 个小时，花
费两千万美元。手术的难点在于脊髓的连接。如果一
切顺利，患者将在术后处于最长 4个月的人工诱导
昏迷中，期间医生会刺激患者脊髓神经再连接并恢
复功能。卡纳韦罗声称，患者会在一年内学会行走，
并适应新身体。

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

阿德勒评论说，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切能按设想进
行，这位俄罗斯患者能得到的最理想结果也就是美
国演员里夫的水平。里夫曾是《超人》的扮演者，因马
术比赛事故而深度瘫痪，脖子以下都没有直觉。阿德
勒还强调说，由于手术的复杂性，患者大脑随时可能
遭受不可逆转的损伤。

与阿德勒相比，很多医学专家的质疑声更为直接。
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主席巴杰曾表示：“我不希望
（换头术）在任何人身上进行，我不会让任何人对我进
行这样的手术，有很多情况比死亡糟糕得多。”

意大利神经外科协会主席阿尔贝托·德利达雷
指出，换头手术是卡纳韦罗博眼球的“狭隘捷径”。卡
纳韦罗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一理论，但没有任何研究
基础支撑。科学需要实验、展示结果和多次重复验
证，而卡纳韦罗的理论完全没有这些，提出这种理论
唯一的结果就是吸引别人关注，“让病人、绝望的人
排着队敲他的门”。

俄罗斯卫生部首席移植医师扎盖诺夫说，换头
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让被截断的神经特别是脊
髓相容并复活。尤其是在脖子上，迄今世界上没有人
能在颈部成功接通属于不同人的脊髓。要想换头并
让头指挥新的身体，就必须在修复脊髓损伤方面取
得重大突破，否则换了也白搭，仍是瘫痪。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神经学主任罗伯特·拉夫
说，这事不太可能成功。他认为，换头距离实现还有
几个世纪的时间，而不是几年。

近期，地球似乎进入了“震动”模式，7级强
震接连不断。每当地震发生时，我们总能听到
各种所谓的“求生常识”。让我们来看看现实中
都有哪些忽悠人的地震求生常识误区。

误区一、地震时躲在“生命三角”里存活机
会大：当屋顶倒塌落在家具上，家具旁边会留
下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生命三角”。物体
越大，越坚固，它被挤压的余地就越小，人免于
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大。

【真相】“生命三角” 主要是加拿大人库普
提出的，但并未得到全球范围内地震、救援领
域专家的认可，甚至有很多专家撰文、实验批
驳过其不合理性。

误区二、 根据动物行为可以预测地震：几
乎在每次大地震过后，幸存者们回忆地震发生
前的种种迹象，似乎都有动物异常行为的报
告———鱼乱跳，鸡不下蛋，蜜蜂不回巢，各种宠
物焦躁不安…

【真相】 虽然依据动物行为预测地震是早
年间民众科普主要内容之一，但科学界主流观
点认为，即便监测地球物理状况，都很难准确
预报地震，更何况利用随时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的动物行为。

误区三、地震伤员可以在伤口处敷生土豆
片：在没有医药的情况下，在患者伤处敷很薄
的生土豆片可以快速使伤口愈合、消肿。

【真相】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证明，在开放性
伤口敷土豆片有助于愈合。 实际上，土豆片是
早期微生物培养中常用的培养基，它很容易引
来细菌、真菌大量繁殖，反而不利于伤口恢复。

误区四、频繁发生小地震就不会发生大地震。
【真相】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小地震确

实可以释放能量，而人类没有办法测出地壳内
究竟有多少能量。

安稳的枕头、暖和的羽绒被、崭新的床
单———可就算是住在舒适的豪华酒店，第一个
晚上和家中平凡一晚相比，也像是场噩梦。

这种现象对于睡眠研究者而言再熟悉不
过了，它甚至还被冠以了一个名称：首夜效应。
由于一些原因，当我们在陌生的地方入睡时，
往往会度过一个不安的夜晚，起床后也会感到
昏沉乏力。
“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个房间是否安全，我

们就会开启这个夜间监控系统以便在睡觉时侦
测异常情况，”布朗大学的睡眠科学家 Tamaki
说，“这像是一种安保措施。”

经常在新环境睡觉的人，“首夜效应”带来
的困扰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已经适
应了这种环境变化。“人类的大脑非常灵活。”
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 Yuka Sasaki 说道。她还补
充道，那些受到“首夜效应”折磨的人可以通过
旅行时携带自己的枕头或者选择与自己房间相
类似的地方来减轻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