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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安阳工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雒珺瑜、梁晋刚、陈子言、崔金杰、张华、朱香镇、李东阳、高雪珂、王丽、张开心、姬

继超、马艳、任相亮、张元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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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检测
抗虫植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　绿盲蝽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抗虫转基因植物对非靶标生物绿盲蝽(Apolyguslucorμm)影响的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抗虫转基因棉花、小麦、大豆和玉米等对非靶标生物绿盲蝽影响的检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１１１号—１５—２０１８　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检测　外源杀虫蛋白对非靶标生物影响

第３部分:龟纹瓢虫幼虫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４２３号—１２—２０２１　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检测　抗虫植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　二

斑叶螨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抗虫转基因植物　insectＧresistanttransgenicplants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抗虫基因导入受体植物基因组获得的具有抗虫性状的植物.
[来源: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４２３号—１２—２０２１,３１]

３２
死亡率　mortality
死亡的受试生物个体数占总受试生物个体数的比率(％).
[来源: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４２３号—１２—２０２１,３２]

３３
若虫发育历期　nymphdevelopmentalduration
从绿盲蝽１日龄若虫至羽化所经历的时间(d).
[来源: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１１１号—１５—２０１８,３７,有修改]

３４
羽化率　emergencerate
绿盲蝽羽化为成虫的数量占羽化前总存活若虫数量的比率(％).
[来源:农业农村部公告第１１１号—１５—２０１８,３８,有修改]

４　原理

将室内饲养的绿盲蝽１日龄若虫人工转接至抗虫转基因植物的组织器官上进行室内饲养.以抗虫转

基因植物对应的非转基因植物为对照,饲养一定时间后,观察抗虫转基因植物及其对应的非转基因植物上

绿盲蝽的存活、生长发育和羽化情况,并计算绿盲蝽死亡率、若虫发育历期和羽化率,评估抗虫转基因植物

对绿盲蝽的影响.

５　试验材料

５１　植物材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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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虫转基因植物材料及其对应的非转基因植物材料.

５２　试验昆虫

试验用绿盲蝽为在实验室内饲养２代以上,遗传背景相对一致,且近２代内未接触过任何化学农药或

抗虫转基因植物材料的种群.选择绿盲蝽１日龄若虫用于生物测定试验.

６　主要仪器

温湿度可控范围能满足受试生物正常生长发育的人工气候箱或人工气候室.

７　试验步骤

７１　试验设计

７１１　处理组:抗虫转基因植物材料,不喷施任何化学农药.

７１２　阴性对照组:对应的非转基因植物材料,不喷施任何化学农药.

７１３　阳性对照组:对应的非转基因植物材料,以农药推荐商品剂量的中剂量喷施对绿盲蝽防治效果佳

的杀虫剂.

７２　试验操作与记录

７２１　在温度、湿度、光照、密度等适宜的条件下,室内或田间种植抗虫转基因植物材料及其对应的非转

基因植物材料,保证受试植株生长健壮,且未受任何病虫害侵染.

７２２　植物长出２片~４片叶后,选取长势基本一致的受试抗虫转基因植物及其对应的非转基因植物材

料采集顶部嫩叶;受试植物为玉米时,则采集灌浆期玉米籽粒开展试验.

７２３　阳性对照组植物长出２片~４片叶后,以农药推荐商品剂量中剂量的绿盲蝽杀虫剂喷施非转基因

植株,以每株喷施均匀完全,叶面上药液不下滴为准,待叶面上药液全部晾干后,选取生长基本一致的顶部

嫩叶进行试验;受试植物为玉米时,在玉米灌浆期将玉米雌穗苞叶去除,以农药推荐商品剂量中剂量的绿

盲蝽杀虫剂均匀完全喷施雌穗,药液不下滴为准,待雌穗上药液全部晾干后,选取大小基本一致的籽粒进

行试验.

７２４　将用１５％蜂蜜水浸湿的棉球置入适宜的容器内,再放置于适宜的养虫器皿内.

７２５　将７２２或７２３中采集的适量顶部嫩叶或玉米籽粒放入７２４的养虫器皿中,每器皿接入１
日龄绿盲蝽若虫１头.置于温度２４℃~２７℃,相对湿度６０％~８０％,光周期１６h∶８h(L∶D)的人工

气候箱或人工气候室内饲养,每天加入适量的蜂蜜水,根据被取食消耗情况更换相同来源的新鲜叶片

或玉米籽粒,直至阴性对照组绿盲蝽若虫羽化;每处理不少于３次重复,每重复有效受试虫数不少于３０
头若虫.

７２６　每天观察试虫生长发育情况,记录成活个体数、羽化成虫个体数.

７２７　如果试验体系阴性对照组试虫发育进度无显著差异,则当阴性对照组试虫全部羽化２４h后,试验

结束;若试验体系阴性对照组存在少数试虫生长发育明显缓慢,则以阴性对照组试虫羽化率达８５％以上,
且剩余存活的试虫发育龄期未达５龄时,试验结束,且该样本仍列入结果计算.

８　结果分析与表述

８１　对照处理结果分析

如果阴性对照组的绿盲蝽若虫平均死亡率低于３０％,阳性对照组的绿盲蝽若虫平均死亡率显著高于

阴性对照组,且死亡率不低于８０％,表明试验体系工作正常;否则,需要查找原因,重新进行试验.

８２　数据处理

根据试验记录计算绿盲蝽死亡率、若虫发育历期和羽化率.死亡率和羽化率均采用百分数(％)描述,
若虫发育历期以天(d)为单位,各参数均以平均值±标准差呈现.可用成对(pairＧwise)比较分析处理组与

阴性对照组间的差异.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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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结果表述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评估抗虫转基因植物对绿盲蝽的影响,结果表述为“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处理组的

死亡率(若虫发育历期、羽化率)增加(减少)××％,差异达(未达)显著(极显著)水平”.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