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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转基因作物全球商业化推广的 ２０ 年间，公众对基因漂移生态安全问题的关注
持续升温。 本试验以转基因双价棉 ＳＧＫ３２１（Ｃｒｙ１Ａｃ ／ ＣｐＴＩ）为花粉供体，常规棉“石远 ３２１”
和“中棉 ３５”为花粉授体，借助 ＰＣＲ 和蛋白检测技术，研究温室中 ３ 种风速（０．５４、０．９２ 和
１．２７ ｍ·ｓ－１）条件下的 Ｃｒｙ１Ａｃ 基因漂移频率。 结果表明：“石远 ３２１”作为花粉受体时，基
因漂移频率受风速影响，低风速下最高，高风速下最低；“中棉 ３５”作为花粉授体时，基因漂
移频率整体较低，不受风速影响；基因漂移频率与所选择的花粉受体品种有关，“石远 ３２１”
（转基因棉亲本）（１０．６３％）作为花粉受体时基因漂移频率高于“中棉 ３５”（２．５０％）；转基因
棉花基因漂移频率随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区与非转基因作物之间距离的增加而下降。 本试
验为风介导的基因漂移的生态风险评估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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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技术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

整合进作物的基因组中，使得农作物产生抗虫

（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抗病（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抗除草剂（Ｍｅｓｓｅｇｕ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抗
逆境（Ｄｏｎｅ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Ｍａｓｕｄ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等优

良性状。 转基因作物全球产业化的 ２０ 年间虽然创

造了可观的农业、环境、经济、健康和社会效益（李
静等，２００９；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６），但也引发了全球对环境生

物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和争论，基因漂移是其中最

主要的风险关注点（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ｄ，２００１；Ｎａ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Ａｍｍａｎｎ，２００５；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Ｗｕ，２００７）。

基因漂移又称基因漂流或基因流，是指一个生

物群体的遗传物质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个生物群体

中的现象（卢宝荣等，２０１１；韦祖生等，２０１１）。 基因

漂移是一种基因交流的自然过程，其为实现遗传信

息交流和传播提供基础，本身并不存在危害，但如果

外源基因释放到环境中，就会产生潜在的生态风险。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花粉介导的基因漂

移作为自然界最普遍的基因漂移形式已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其一般借助风力和传粉昆虫的辅助而

实现 （贺娟等， ２０１３；朱家林等， ２０１３； 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已有的研究表明：基因漂移受外界多种因

子影响，一般随着转基因作物与受体植株的种植距

离增大而显著性下降（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Ｇｏｇｇ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一般在存在传粉昆虫的

环境下更易发生（Ｖａｎ Ｄｅｙｎｚ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亲
缘关系近的品系间基因漂移更易发生（朱家林等，
２０１３；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非定向风较定向风而言可以

提高基因漂移的频率（朱家林等，２０１３）。 前人有关

于花粉借助风远距离传播的研究报道（鲁先文等，
２００８），但尚未见有关风速对基因漂移频率影响的

研究。
棉花（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Ｌ．）是异花授粉植物，

花粉容易借助风力和传粉昆虫进行远距离传播。 自

１９９７ 年为防治棉铃虫引进 Ｂｔ 棉以来，中国转基因

棉花已广泛种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棉区，其在

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本研究以转基因双价棉为试验材料，设置 ３
种风速条件，结合 ＰＣＲ 检测和蛋白检测手段，对温

室内转基因棉花基因漂移进行了检测，意在探讨：
（１）风速对基因漂移的影响；（２）受体植物对基因漂

移的影响；（３）转基因作物与受体植株的种植距离

对基因漂移的影响。 本试验对转基因棉花环境释放

的生态风险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有效设

置隔离带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花粉 供 体 是 转 基 因 双 价 抗 虫 棉 ＳＧＫ３２１
（Ｃｒｙ１Ａｃ 和 ＣｐＴＩ）。 ３５Ｓ 启动子加强了外源基因的

表达，通过分子手段在转基因棉花与常规棉杂交代

中可以检测到外源基因的表达，因此该转基因棉花

适于基因漂移研究（朱家林等，２０１３）。 本试验中花

粉受体选择亲本石远 ３２１ 和陆地棉中棉 ３５。 试验

材料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提供。
１ ２　 温室布局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在北京市中国农业大学

上庄试验基地（４０°１４′Ｎ，１１６°１９′Ｅ） ３ 个日光温室

（４０ ｍ × ８ ｍ × ４ ｍ）内进行。 具体温室布局如图 １
所示，转基因棉花 ＳＧＫ３２１ 种在温室西侧（４ ｍ × ８
ｍ），“石远 ３２１”和“中棉 ３５”种在温室两侧，３ 个温

室布局一致，棉花株距 ０．５ ｍ，行距 ０．８ ｍ，田间管理

按照常规棉生产方式进行。 ３ 个温室分别设置低、
中、高档风速，在转基因区设置 ２ 台面向东侧鼓风的

落地风扇（ＦＳ４０⁃８Ａ２ 型，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公

司），其扇叶 ５ 片，直径约 ０．５ ｍ，高度约 １．２ ｍ；在温

室设置 ８ 台面向东侧鼓风、风程约 ５ ｍ 的风扇

（ＦＢ４０⁃１２０５ 型，上海华生电器有限公司），其扇叶 ３
片，直径约 ０．５ ｍ，高度约 ２ ｍ，水平倾角约 ２５ 度，每
隔 ４．５ ｍ 设置一台，以保证区域内风力均匀持久，使
转基因棉花花粉充分扩散。 由于棉花仅白天开花，
电风扇工作时间设置为每天 ０６：００—２１：００。

风速测定借助热球微风仪（ＺＲＱＦ Ｆ３０３ 型，北
京检测仪器有限公司）完成。 以转基因区与非转基

因区相邻处记为 ０ ｍ，距转基因区每隔 ４．５ ｍ 作为一

个风速测量点。 为避免误差，风速于当日的上午和

下午各测量 ２ 次，记录数值并分析结果。

图 １　 温室内种植布局
Ｆｉｇ．１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ｌａｙ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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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种子采样

在棉花收获期对棉花种子进行采样，以转基因

区与非转基因区相邻处记为 ０ ｍ，在距离转基因区

０．８、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１９．２、２５．６、３６ ｍ 处进行取样。
Ｕｍｂｅｃｋ 等（１９９１）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的异交

率与棉株上种子的采集位置无关，因此，本试验选取

同品种同行的棉花植株上、中、下部种子为 ３ 个重

复。 将采集的种子轧花脱绒后在温室内种植，每个

位置行、每个品种选取 ３０（１０ × ３）株幼苗进行分子

检测，共计取样 ２８８０ 株幼苗。
１ ４　 基因漂移检测

采用 ＣＴＡＢ 法提取 １ ｃｍ２棉株叶片 ＤＮＡ（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朱家林等，２０１３；朱威龙等，２０１５），利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 测定样本 ＤＮＡ 浓度，将样本统一稀

释至 ４０ ｎｇ·μＬ－１用于后续检测。 选用特异性引物

５′⁃ＧＡＡＧＧＡＴＴＧＡＧＣＡＡＴＣＴＣＴＡＣ⁃３′ 和 ５′⁃ＣＡＡＴ⁃
ＣＡＧＣＣＴＡＧＴＡＡＧＧＴＣＧＴ⁃３′对靶标基因 Ｃｒｙ１Ａｃ 进

行 ＰＣＲ 扩增检测 （朱家林等， ２０１３； 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ＰＣＲ 反 应 体 系： ２ × Ｔａｑ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ＰＣ０９０２，北京艾德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１０ μＬ，上
下游引物（上海生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各 ０．５ μＬ，
ＤＮＡ 模板 ２ μＬ，双蒸水 ７ μＬ；ＰＣＲ 反应程序：预变

性 ９５ ℃ ４ ｍｉｎ，变性 ９４ ℃ ６０ ｓ、退火 ５６ ℃ ６０ ｓ、延
伸 ７２ ℃ ９０ ｓ，３０ 个循环，循环结束后总延伸 ７２ ℃ ５
ｍｉｎ。 反应结束后用 ２％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目

的条带。
采用 Ｂｔ 蛋白检测试纸条（金标 Ｂｔ⁃Ｃｒｙ１Ａｂ ／ Ａｃ 免

疫检测试剂盒，北京银土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存

在 Ｃｒｙ１Ａｃ 靶标基因的样本进行表达检测，检测线和

质控线均出现条带的样本记为阳性结果；检测线未出

现条带，质控线出现条带的样本记为阴性结果。
１ ５　 数据分析

通过 ＰＣＲ 和蛋白检测结果计算基因漂移频率

和假阳性频率。
基因漂移频率（％） ＝ （表达靶标基因 Ｃｒｙ１Ａｃ

的样本数 ／总检测样本数） × １００％
假阳性频率（％） ＝ （蛋白检测阴性结果样本

数 ／表达靶标基因 Ｃｒｙ１Ａｃ 的样本数） × １００％
数据分析借助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完成，不同常规

棉品种基因漂移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其他

数据的分析采用 Ｔｕｋｅｙ 多重比较方法，Ｐ ＜ ０．０５ 视

为显著性差异。 回归分析借助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０．０ 软件

完成，基因漂移频率和距离的相关系数 Ｒ２由 Ｓｉｇｍａ⁃

Ｐｌｏｔ １０．０ 软件得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温室观察和风速测定

供试棉花在温室中生长状况良好，转基因棉花

和非转基因棉花开花期一致，利于基因漂移的发生。
风速测定结果如图 ２ 所示，设置的低、中、高风速区

平均风速分别为 ０．５４、０．９２ 和 １．２７ ｍ·ｓ－１，３ 种风速

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Ｆ２，９３ ＝ ７６．０２１，Ｐ＜０．００１），
达到了设置不同档风速的试验目的。
２ ２　 风速对基因漂移频率的影响

两年试验中不同风速条件下的具体基因漂移频

率见表 １。 对于“石远 ３２１”作为花粉授体而言，两
年的试验结果均表明低速风介导的基因漂移频率最

高，高速风最低，２０１３ 年尤为明显，其中低速风介导

的基因漂移频率在 ２０１２ 年平均达到 １４．１７％，最高

达 ４０％，２０１３ 年平均达到 １６．６７％，最高达 ４３．３３％；
而高速风介导的基因漂移频率在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平

均分别为 ７．０８％和 ５．４２％，最高只达到 １３．３３％。 对

于“中棉 ３５”作为花粉授体而言，基因漂移频率整体

较低，并未展现出风速对于基因漂移的影响，低速风

介导的基因漂移频率在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平均分别为

３．３３％和 ３．７５％，高速风分别为 ２．５０％和 ２．０８％。
２ ３　 花粉授体对基因漂移频率的影响

无论在低速、中速或高速风条件下，“石远 ３２１”
较“中棉 ３５”更易发生基因漂移（表 ２）。 综合 ２ 年

基因漂移的结果，“石远 ３２１”的基因漂移频率高达

１０．６３％，而“中棉 ３５”的基因漂移频率只有 ２．５０％。
２ ４　 距离对基因漂移频率的影响

以“石远 ３２１”作为受体，综合 ２ 年的试验数据

对基因漂移频率和取样距离做回归分析表明（图
３）：基因漂移频率随着非转基因棉花与转基因棉花

图 ２　 风速测定结果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９１２２闫　 硕等：风速对转基因棉花基因漂移的影响



表 １　 不同风速条件下花粉介导的基因漂移频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ｌｌｅ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ｆｌｏｗ （％）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距离（ｍ）

石远 ３２１
低速 中速 高速 Ｆ２，６９ Ｐ

中棉 ３５
低速 中速 高速 Ｆ２，６９ Ｐ

０．８ ４０．００±５．７７ ４０．００±５．７７ １３．３３±３．３３ － － １０．００±５．７７ ６．６７±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 －
１．６ １３．３３±６．６７ １０．００±５．７７ １０．００±５．７７ － －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７±３．３３ － －
３．２ ２６．６７±６．６７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 － ６．６７±６．６７ 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 －
６．４ １６．６７±８．８２ １３．３３±６．６７ １３．３３±３．３３ － －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１２．８ １０．００±５．７７ ６．６７±６．６７ ６．６７±６．６７ － － 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 －
１９．２ ６．６７±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１３．３３±６．６７ － － 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 －
２５．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３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平均 １４．１７±３．１２ Ａ ９．５８±２．９２ Ａ ７．０８±１．７５ Ａ １．８１５ ０．１７１ ３．３３±１．３０ Ａ ２．０８±０．８５ Ａ ２．５０±０．９０ Ａ ０．３７７ ０．６８７
２０１３
距离（ｍ）

石远 ３２１
低速 中速 高速 Ｆ２，６９ Ｐ

中棉 ３５
低速 中速 高速 Ｆ２，６９ Ｐ

０．８ ３６．６７±６．６７ ３３．３３±６．６７ １３．３３±３．３３ － － ６．６７±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 －
１．６ ４３．３３±８．８２ １０．００±５．７７ １０．００±５．７７ － －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７±６．６７ － －
３．２ １６．６７±３．３３ ２３．３３±８．８２ ０．００±０．００ － － 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 －
６．４ ２０．００±５．７７ １０．００±５．７７ １０．００±５．７７ － －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 － －
１２．８ ６．６７±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６．６７±６．６７ － －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１９．２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 － － 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 －
２５．６ ６．６７±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 －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３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 －
平均 １６．６７±３．４４ Ａ １０．８３±２．７５ ＡＢ ５．４２±１．５９ Ｂ ４．３２８ ０．０１７ ３．７５±１．４５ Ａ １．２５±０．６９ Ａ ２．０８±１．０４ Ａ １．３２８ ０．２７２
同一处理不同字母代表具有显著性差异（Ｔｕｋｅｙ 多重比较方法，Ｐ＜０．０５）。

之间距离的增大而下降。 低风速和中风速条件下，
基因漂移频率均在 ０ ． ８ ｍ处达到最高 ，分别为

表 ２　 不同花粉受体基因漂移频率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ｅ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ｆｌｏｗ （％）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ｌ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石远 ３２１ 中棉 ３５ ｔ ｄｆ Ｐ

低速 １５．４２±２．３１ ３．５４±０．９６ ４．７５２ ９４ ＜０．００１
中速 １０．２１±１．９９ １．６７±０．５４ ４．１４８ ９４ ＜０．００１
高速 ６．２５±１．１８ ２．２９±０．６８ ２．９１０ ９４ ０．００５
平均 １０．６３±１．１２ ２．５０±０．４４ ６．７３８ ２８６ ＜０．００１

图 ３　 基因漂移频率与取样距离的回归分析
Ｆｉｇ． 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ｅ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ｆｌｏｗ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８．３３％和 ３６．６７％，二者分别在 ２５．６ 和 ３６ ｍ 处仍能

检测到基因漂移的发生。 高风速条件下，基因漂移

频率相对较低，其与取样距离的相关性不强。
２ ５　 基因漂移和 Ｂｔ 蛋白表达的一致性分析

在 ２８８０ 株子代幼苗中，共检测到基因漂移的样

本 １８９ 株，经蛋白检测共计检测到 ６ 株假阳性结果，
假阳性概率为 ３．１７％，全部是“石远 ３２１”的后代，
“中棉 ３５”后代未检测到假阳性结果。

３　 讨　 论

基因漂移频率是转基因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重要

指标，一般可以借助分子手段进行准确检测（Ｍｅｓ⁃
ｓｅｇｕ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Ｈｅｕ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Ｓｃｏｒｚ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Ｚａｐｉｏｌ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也有一些研究通过对

杂种抗性（如抗除草剂性）进行检测来确定基因漂

移频率 （ Ｌａｖｉｇｎ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但 Ｙａｎ 等（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转
入 Ｂｔ 基因的杂种棉花幼苗的抗除草剂性和抗虫性

均有所减弱，所以借助分子手段检测更加科学准确。
本试验采用 ＰＣＲ 扩增靶基因的方法检测温室环境

下基因漂移，较大田得到的基因漂移频率略高（Ｕｍ⁃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张长青等， １９９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王长永等，２００７；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温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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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封闭稳定的条件，可以避免传粉昆虫对

基因漂移的影响，通过设置人工风来单独探讨风速

对基因漂移的影响。
棉花是异花授粉植物，花粉可以借助昆虫和风

力为媒介进行远距离传播。 鲁先文等（２００８）的研

究表明，在风速小于 ３ ｍ·ｓ－１时，中国沙棘花粉的传

播距离主要集中于 １５ ～ ２５ ｍ，当风速大于 ３ ｍ·ｓ－１

时，花粉可顺风漂移 ８５ ｍ 之外。 朱家林等（２０１３）
关于转基因棉花基因漂移的研究表明，温室中定向

风和非定向风处理区基因漂移最远距离分别为 ２５．６
和 ３６ ｍ，二者的基因漂移频率显著高于对照区，同
时非定向风介导的基因漂移频率高于定向风。 本试

验结果表明，“石远 ３２１”作为花粉授体时，低风速介

导的基因漂移频率最高，高风速最低。 高风速一般

情况下会促进花粉的远距离传播，而试验中高风速

下基因漂移频率低可能与不同风速下花粉活力有

关。 花粉必须在具有活力时到达柱头才能完成传粉

过程，不同风速条件下的花粉活力有待进一步研究。
研究表明，花粉在贮藏过程中仍进行新陈代谢活动，
低温、干燥和无氧环境下花粉的新陈代谢作用较弱，
容易保持花粉活力，而高温、高湿和有氧条件下花粉

代谢活跃，酶活性衰退，易丧失活力 （金文林等，
２００３；殷东生等，２０１３；杜晋城等，２０１４）。 在“中棉

３５”作为花粉授体时，风速对基因漂移频率并没有

显著性影响，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棉 ３５”作为

花粉受体时基因漂移处于较低水平。 基因漂移频率

不只与花粉漂流有关，还与花粉活性以及花粉受体

的亲和性相关，本试验所选取的“石远 ３２１”是转基

因棉花的亲本，所以其与转基因棉花亲缘关系近，这
就导致二者花粉亲和性高。 与 Ｙａｎ 等（２０１５）的研

究相似，亲本“石远 ３２１”作为受体时的基因漂移频

率显著高于海 ７１２４；亲本“石远 ３２１”作为受体时的

基因漂移频率显著高于“中棉 ３５”和“吉扎 １ 号”
（朱家林等，２０１３）。

Ｕｍｂｅｃｋ 等（１９９１）借助 ＰＣＲ 方法检测了大田中

转基因棉花基因漂移频率，结果表明，在距转基因棉

花种植区 ７ ｍ 范围内，杂交率最高达 ５％，随着距离

的增大杂交率不断下降，在 ２５ ｍ 处仍能检测到基因

漂移，且频率小于 １％。 Ｖａｎ Ｄｅｙｎｚｅ 等（２００５）的研

究结果类似，转基因棉花基因漂移频率随着距离的

增加而下降，在 ０．３ ｍ 处高达 ７．６５％，在 ９ ｍ 处小于

１％。 在中国福建对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发现，基因漂

移频率在 ０． ２ ｍ 处达到 ０． ２８％，在 ６． ２ ｍ 处小于

０．０１％（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与前人研究类似（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Ｇｏｇｇ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赵宗潮等，２０１３；Ｂａｌ⁃
ｔａｚ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本试验结果表明：以“石远 ３２１”
作为受体，在低风速和中风速条件下，基因漂移频率

随着非转基因棉花与转基因棉花之间距离的增大而

下降。 这是由于随着转基因花粉源距离的增加，空
气中转基因花粉的密度下降，同时随着传播距离的

增加，转基因花粉活力有所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有
个别取样点基因漂移频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这可

能是取样点采集的种子范围和数量有限造成的，也
可能与取样点微环境有关。 本试验中 ＰＣＲ 检测结

果与蛋白检测结果基本一致，也存在标靶基因转入

但未表达的假阳性现象，但频率较低，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朱家林等，２０１３；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相似。 综上

所述，基因漂移产生的杂种后代一般均存在 Ｂｔ 蛋白

的表达，本试验未开展其抗性（抗虫和抗除草剂性）
检测，对基因漂移产生后代的适生性无法评价。

转基因作物技术在改变作物的遗传性能，增产

丰收、提高营养和消费品质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彦涛等，２００８；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６；Ｔｓ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我国应加强对基因漂移的基础理论研究，
不断探索完善一种适应国情的转基因作物生物安全

和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充分利用基因漂移生物学限

制和物理学限制措施对转基因作物潜在的生态风险

进行科学管控（Ｇｒｅｖ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Ｍｌｙｎáｒｏｖá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Ｈｖａｒｌｅ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Ｂｅｎｉｔ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卢宝

荣等，２０１１；牟文雅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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