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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政策指引下，我国
期货市场在市场规模、产品创新、法规制度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很大
成就，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期货市场已经成
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日益发挥，为国民
经济健康发展和平稳运行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场所和手段。

随着我国期货市场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个人投
资者呈持续上升趋势。投资者是期货市场的重要主体，期货市场的发展离不
开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中小投资者是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群体，
但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合法权益容易受到
侵害。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券期货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关系广大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当前我国期
货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意义深远。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指出要强化中小投资者教育，
加大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力度。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先行试点。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功能。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应当承担各项产品和服务的投资者教育义务，保障费用支出和人员
配备，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各业务环节。提高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自律组织
应当强化投资者教育功能，健全会员投资者教育服务自律规则。中小投资者
应当树立理性投资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养成良好投资习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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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信传言，不盲目跟风，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随着《意见》的深入贯彻和落实，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围绕投资者教育工作，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自律组织与中介机构
都深入进行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中国期货业协
会组织编写的本套《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就是协会按照中国证监会
的统一部署，贯彻落实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本丛书是为期
货投资者编写的一套普及性读物，以广大普通投资者为服务对象，兼顾了专
业机构的需求，采取简单明了的问答体例，在语言上力争做到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可读性强。衷心地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为期货投资者了解期货市
场、树立风险意识、理性参与期货交易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此，我们对所有在本丛书编写和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表示
衷心感谢。由于编写时间紧迫，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中国期货业协会
２０１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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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了 解 豆 类

　 　 本章主要介绍大豆的属性、生长周期及特点、产品分
类以及转基因与非基因的区别等，为投资者进行豆类期货
操作之前做准备。通过本章的介绍，能够让投资者对豆类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便于更好地分析及进行期货的投资
操作。

你能猜出下面这个谜语的答案吗？
“叶儿圆圆个儿小，全身长满小镰刀。刀子里面结果

果，果儿可做美佳肴。”
谜底就是———大豆。你知道吗？大豆在自然界中享有

“蛋白质之王”的称号。大豆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其蛋
白质含量高于禾谷类和薯类食物２ ５ ～ ８倍，因此，大豆对
于我们来说是补充人体植物蛋白来源的最佳选择，多吃大
豆及大豆制品对于人体生长发育和健康来说是受益无穷的。
在了解豆类期货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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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了解大豆吗？

（一）大豆的自然属性

在自然界中，大豆属于真核域，植物界，被子植物门，是一年生双子叶
草本植物，蝶形花亚科，俗称黄大豆。它是一种其种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豆科植物，是有豆荚类谷物的总称；豆的角叫豆荚，豆的叶叫豆藿，豆的茎
叫豆萁。

（二）大豆的种植历史

大豆原产于中国，据推算有４７００多年种植历史，大约１９世纪后期传出
海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豆栽培遍及世界各国，主产国有美国、巴西、阿
根廷、中国、印度等国家。目前，中国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松辽平原的沈
阳—哈尔滨—克山铁路两侧的平原地带，由南向北逐渐增多。东北地区大豆
质优粒大，含油率高，单产和商品率均居全国第一，是中国最大的商品性大
豆生产基地，也是食用大豆出口基地。中国大豆的第二大产区是黄淮海平
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口大豆冲击下，原有的黄淮大豆产区大豆种植面
积日益萎缩，主种植区域越来越集中到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大豆播种面积在
总粮食作物面积中的占比由２００８年以前的８％ ～ １０％下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６％。
大豆是喜温作物，适宜于在日照短、水分足的生长环境。

（三）大豆的分类

大豆除了拥有悠久的历史还拥有庞大的家族成员，而且成员种类也是丰
富多彩。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大豆由不同的成员构成。大豆按季节分类可
以分为：春大豆、夏大豆、秋大豆和冬大豆。大豆按其种皮的颜色和粒形可
以分为五类：黄大豆、青大豆、黑大豆、其他大豆、饲料豆（秣食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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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大豆种皮为黄色，按粒形又分东北黄大豆和一般黄大豆两类；青大豆
种皮为青色；黑大豆种皮为黑色；其他大豆是指种皮为褐色、棕色、赤色等
单一颜色的大豆；饲料豆，一般籽粒较小，呈扁长椭圆形，两片子叶上有凹
陷圆点，种皮略有光泽或无光泽。黑大豆也叫作乌豆，可以入药，也可以充
饥，还可以做成豆豉；黄大豆可以做豆腐，也可以榨油或做成豆瓣酱；其他
颜色的都可以炒熟食用。

（四）大豆的营养价值

大豆营养价值丰富，用途广泛，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蛋白
质含量多在４０％左右，含油率一般在１７％ ～ ２５％之间，美洲大豆含油率通
常高于中国大豆。大豆是榨油的优质原料。大豆油是烹饪的主要油品，还可
以用于生产肥皂、甘油、脂肪酸、防水漆、润滑油和人工牛奶。大豆的副产
品豆饼豆粕是十分理想的饲料，脱脂的豆饼可以用于造纸、人造纤维和塑料
等。大豆可以加工成豆腐、豆豉、豆芽等豆制品、食品和副食。

中国作为大豆的起源地，有着悠久的大豆种植历史，大豆种植区域广
泛。随着大豆种植技术的外传，而今大豆已经遍布了世界的许多角落。大豆
现在已经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重要粮食之一，大豆的种植范围也越来越广
泛了。

二、 你知道大豆在哪些地区种植吗？

大豆生产遍及全球各地，其中，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的种植面积位居
全球前列。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巴西、阿根廷、中国的大
豆产量居于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其中８６％左右的大豆产量主要集中
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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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生产量约占世界总产的３３％。美国
大豆主产区在大湖区西南部及周围地区（爱荷华、伊利诺斯、明尼苏达、
印第安纳、俄亥俄、威斯康星）、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堪萨
斯）和东南部（阿肯色、田纳西、佐治亚）。美国大豆主产区与玉米主产区
重叠，有利于玉米与大豆轮作。

（二）巴西

大豆是巴西主要农作物之一和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巴西是全国第二大
大豆生产国，生产量约占世界总产的３２％，并在２０１２年成功超越美国成为
世界大豆第一大出口国，约占全国大豆出口总量的４３％。巴西大豆种植分
布在巴西２７个州中的１７个州，其中，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南部的马托格
罗索州（ＭａｔｏＧｒｏｓｓｏ）、南里约格朗州（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ｄｏＳｕｌ）、巴拉那州（Ｐａｒａ
ｎａ）、戈亚斯州（Ｇｏｉａｓ）和南马托格罗索州（ＭａｔｏＧｒｏｓｓｏｄｏＳｕｌ）。

（三）中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之一，也是非转基因大豆主要生产国。根
据中国大豆气候区划，除了热量不足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和年降水量在
２５０毫米以下，又无灌溉条件的地区以外，一般均有大豆种植。中国大豆生
产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的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辽河平原。其次较为集中的
产区是华北的海河平原、黄河中游的晋陕边界和河套灌区。南方主要产区有
长江下游的沿江地区、鄱阳湖平原、浙江平原、湖北江汉平原、四川沿江地
区、闽粤沿海地区、台湾地区的台西平原等。中国大豆产量最高的省份为黑
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省区等。

根据大豆品种特性和耕作制度的不同，中国大豆生产分为５个主要
产区：

（１）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为主的春大豆区。
（２）黄淮流域的夏大豆区。
（３）长江流域的春、夏大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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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江南各省南部的秋作大豆区。
（５）两广、云南南部的大豆多熟区。
其中，东北三省、内蒙古地区春播大豆和黄淮海夏播大豆是中国大豆种

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两个地区。
中国大豆的种植区域、生长周期及积温见表１ － １。

表１ － １ 中国大豆的种植区域、生长周期及积温

产区名称 地理位置 生长周期生长季≥０℃积温 栽培规律

东北春播大
豆区

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东北部 １４０天左右 ２７００℃ ～ ２８５０℃

一年一熟，春播
秋收

黄淮海夏播
大豆区

天津、北京、石家庄
一线以南，山东、河
南大部分地区，江
苏、安徽的北部，山
西西南部、陕西的关
中和甘肃南部

９０ ～ １００天 ２６００℃ ～ ２８００℃ 一年两熟

　 　 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中国的春大豆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中北部，陕西
北部以及西北各省市自治区；夏大豆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和长江流域各省；
秋大豆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的中南部、湖北的南部、福建和台湾地区；冬
大豆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的南部，由于这些地区的气候特点，
春、夏、秋、冬均可种植大豆。

世界各地大豆种植区域广泛，但世界各地种植大豆种类不尽相同，即使
一个国家各地种植的大豆种类也不尽相同，这实际上是与大豆的生长周期和
生长特点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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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你了解大豆的生长周期吗？

美国是世界大豆重要生产国，其大豆生长周期与位于北半球的中国大豆
生长周期相似，大豆是每年５月份种植，开花期为７月份，结荚期为８月
份，收割期为９月和１０月。

位于南半球的巴西和阿根廷，每年的１１月开始种植大豆，开花期为１
月份，结荚期为２月份，收割期为３月和４月，而阿根廷由于地理位置比巴
西还南，所以其大豆生长期更短，大豆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比巴西晚２ ～ ４周。

我国大豆生长呈现出周期性的规律特点。根据前面的介绍，大豆按季节
可分为春大豆、夏大豆、秋大豆、冬大豆。一般来说，春大豆通常是春天播
种，１０月份收获；夏大豆大多在小麦等冬季作物收获后再播种，耕种制度
为麦豆轮作的一年二熟制或者是两年三熟制；秋大豆通常是早稻收割后再播
种，当大豆收获后再播种冬季作物，形成一年三熟制；冬大豆主要分布在广
东、广西以及云南的南部，由于这些地方气候冬季气温高，终年无霜，春、
夏、秋、冬均可种植大豆。

就大豆的生长周期而言，大豆一般会经历９０ ～ １６０天不等的生长周期。
具体来说，大豆生长周期受气候影响，温度高、无霜冻、降水适宜的地区，
大豆生长周期会短些，大约是１００天左右；温度低、潮湿地区，大豆生长周
期相对长些，在１５０天以上，特别是云贵高原、湖南和广西的西部，四川的
西南部高海拔地区的大豆生长周期则可达２２０天以上。

我国大豆生长周期（东北主产区的周期）如下：
（１）种植期。一般为６月份，在玉米种植之后。如果天气变化使玉米

种植受阻，农民就会选择转种大豆。这就会导致大豆价格下跌，大豆市场价
格可能会出现波动。由于大豆生长周期较短，其种植期可持续至６月中旬，
而且如果此后的天气情况良好，大豆亩产不会降低。

（２）发芽期。这一过程一般在大豆种子吸收水分达到种子重量的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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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始，通常在种植后一至两周内开始发芽，取决于土壤湿度、土壤温度及
种植深度情况。如果土壤湿度情况较差，就会严重影响种子的发芽，农民就
会等到有足够的水分时才会种植，或者在干燥的土壤上种植后再等待降雨后
重新种植。

（３）早期生长。在大豆发芽后２５天左右，作物高度能达到６ ～ ８英寸。
如果土壤湿度较低就会使大豆生长缓慢，并可能由于根系较浅影响作物吸收
养分。在大豆发芽后，大豆秧苗要比玉米秧苗的生长力强，高温天气通常只
会影响到大豆秧苗的上半部分生长。此阶段大豆根系生长较快。

（４）出枝期。大豆长出１ ～ ６枝。一般是在发芽后４０天左右，顶茎的
芽体较为密集并开始形成花朵。这一阶段大豆生长能够补偿大豆早期发芽或
受到冰雹天气影响所受到的影响。在发芽期（６月中旬至下旬）与开花期
（７月中旬至下旬）之间大豆生长情况将决定大豆开花的数量，并最终决定
大豆最后的产量。

（５）开花期。在大豆发芽后４５ ～ ５０天左右。开花期一般持续大约３０
天，使大豆对短期天气变化的敏感程度要低于玉米授粉期时受天气变化影响
的程度。开花期时大豆高度能达到１７ ～ ２２英寸，已达到成熟期高度的５０％
左右。

（６）结荚期。在大豆发芽后５５ ～ ６０天，一般在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
如果气温过高或在开花及结荚期出现旱情可能会使结荚数量减少、每个豆荚
的大豆数量减少或大豆重量减轻，从而会使大豆亩产减少。通常情况下，７
月份的气温对大豆最终产量影响较小，但在开花后期及结荚早期（８月份）
如果出现异常高温天气，也会影响作物亩产。

（７）鼓粒成熟期。在大豆结荚后３０ ～ ４５天，一般在８月下旬至９月末。
大豆进入鼓粒期，营养生长已经基本停止，生殖生长处于旺盛期，植株体内
有机营养大量向籽粒运转，籽粒逐渐膨大，是大豆积累干物质的时期。鼓粒
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鼓粒期的时间对大豆籽粒干重和含水量呈正
相关，鼓粒期的长短与降水密切相关，同时日温差、光照强度都能影响大豆
产量和含油量。大豆鼓粒有三个明显时期：籽粒形成时期、籽粒主要增长时
期、籽粒脱水成熟时期。在大豆鼓粒中期少雨的年份要及时进行灌溉，才能
保证大豆高产和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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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大豆生长区大豆的生长过程都呈现出规律性周期，但是在不同的生
长期，大豆生长还具有不同的特点。因为地球南北半球的差异，使得处在南
半球的巴西、阿根廷与北半球的中国、美国的季节正好相反，所以大豆在南
北半球大豆主产区的生长时间也不同。这样全世界每年就有两次大豆的集中
供应。具体情况见表１ － ２。

表１ － ２ 全球大豆的生长周期所处的时间

四、 常见的大豆类产品有哪些？

大豆经过压榨后，主要有两种副产品，即豆粕和豆油。豆粕是大豆除去
油脂后得到的一种含高蛋白的物质。豆粕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氨基酸，主
要用于制作家畜家禽的食用饲料。此外，豆粕还可用于制作糕点食品、健康
食品及化妆品和抗菌素添加剂，也有少数地区将豆粕用作肥料。豆粕是一种
价格波动频繁的商品，非常适合期货交易。豆油是从大豆中提取出来的油
脂，其主要用途是烹调用油、食品加工、工业及医药。豆油在世界植物油生
产和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国是主要的生产国，而
主要消费大国是美国、中国、巴西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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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豆粕

豆粕是大豆经过提取豆油后得到的一种副产品，一般呈不规则碎片状，
颜色为浅黄色至浅褐色，味道具有烤大豆香味。豆粕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
４０％ ～ ４８％，赖氨酸２ ５％ ～ ３ ０％，色氨酸０ ６％ ～ ０ ７％，蛋氨酸０ ５％ ～
０ ７％。大豆加工主要有两种加工工艺，分别是早期的物理榨油法和目前流
行的浸出榨油法。

压榨法是借助机械外力作用，将油脂从榨料中挤压出来的过程。在压榨
过程中，主要发生的是物理变化，如物料变形，油脂分离，摩擦发热，水分
蒸发。同时由于温度，水分，微生物的影响，也会发生一些生物化学方面的
变化，如蛋白质变性等。压榨时，榨料粒子在压力作用下内外表面互相挤
紧，致使其液体部分和凝胶部分分别产生两个不同过程，即油脂从榨料空隙
中被挤压出来及榨料粒子变形形成坚硬的油饼。

浸出法是目前较为先进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利用选定的溶剂能溶解油
脂，把经过处理的油料浸在溶剂中使油脂溶解于溶剂而组成一种溶液（混
合油），然后和油料中的固体残渣（粕）分离。所得混合油中油脂和溶剂的
挥发性差异甚大，且溶剂的沸点较低，利用此特性可进行蒸发、汽提，使溶
剂汽化与油脂分离。溶剂蒸汽经冷凝回收后可以继续循环使用，制得的油脂
称为浸出毛油。浸出法制油主要优点是出油率高，干粕残油率一般只１％左
右，而压榨法残油率均在４ ０％ ～ ８ ０％。浸出法所得粕的质量较好。由于浸
出法各工序操作温度可以控制，使温度较低，粕中蛋白质变性较小而提高了
使用价值。浸出法制油可以实现生产大型化，从而可以降低煤、电的消耗和
减少操作人员的数量，降低了加工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
件，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按照国家标准，豆粕分为三个等级，一级豆粕、二级豆粕和三级豆粕。
三个等级豆粕流通量的变化主要与大豆的品质有关。从不同等级豆粕的市场
需求情况看，国内少数有实力的大型饲料厂使用一级豆粕，大多数饲料厂目
前主要使用二级豆粕（蛋白含量４３％），二级豆粕仍是国内豆粕消费市场的
主流产品，三级豆粕已很少使用。

豆粕是棉籽粕、花生粕、菜籽粕等１２种动植物油粕饲料产品中产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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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途最广的一种。作为一种高蛋白质，豆粕是制作牲畜与家禽饲料的主
要原料，还可以用于制作糕点食品、健康食品以及化妆品和抗菌素原料。大
约８５％的豆粕被用于家禽和猪的饲养，实验表明，在不需额外加入动物性
蛋白的情况下，仅豆粕中所含有的氨基酸就足以平衡家禽和猪的营养，从而
促进牲畜的营养吸收。在家禽和生猪饲养中，豆粕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只有当棉籽粕和花生粕的单位蛋白成本远低于豆粕时才会被考虑到使用。事
实上，豆粕已经成为其他蛋白源比较的基准品。

美国、巴西、阿根廷、中国、印度、欧盟是世界主要的豆粕生产地区。
近些年，美国豆粕产量占全球豆粕产量的比例由３０％下滑至１８％。中国压
榨行业快速发展，豆粕产量占全球豆粕产量比例由２００８年的２０％上升至
２０１６年３１％。中国豆粕的发展速度保持了约１０％的年增长速度。在中国豆
粕产量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豆粕生产布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东北三省是中国豆粕主要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国６０％
以上，而到２０１５年，东北三省的豆粕产量虽然较前期有所增长，但增长幅
度远远落后于华东及华南沿海地区。随着沿海地区压榨行业的快速发展，山
东、江苏、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已取代东北地区成为中国新的豆粕生产
基地。

（二）豆油

豆油是从大豆中提取出来的油脂，具有一定黏稠度，呈半透明液体状，
其颜色因大豆种皮及大豆品种不同而异，从淡黄色至深褐色，具有大豆
香味。

豆油的应用范围很广，人们很早就开始利用大豆加工豆油。豆油的主要
成分为甘三脂，还含有微量磷脂、固醇等成分。此外，豆油中还富含维生素
Ｅ和维生素Ａ。其中，维生素Ｅ的含量在所有油脂中是最高的。作为一种营
养成分高、产源丰富的油料，豆油以其物美价廉的特点受到世界人民的
喜爱。

豆油的用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１ 食用
（１）烹饪用油。烹饪用油是豆油消费的主要方式。从世界上看，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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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烹饪的消费量约占豆油总消费的７０％。从国内看，烹饪用豆油消费约
占豆油消费量的７８％，约占所有油类消费的３５％，它和菜籽油一起成为中
国烹饪的两大主要用油。

（２）食品加工。豆油除直接食用外，还可用于食品加工。豆油可以用
来制作多种食用油，如凉拌油、煎炸油、起酥油等。此外，豆油还被用于制
造人造奶油、蛋黄酱等食品。我国食品加工用油量约占豆油总消费量的
１２％。由于餐饮习惯的不同，西方国家的比例要高于我国，如美国食品加工
用油量约占其国内豆油总消费的２５％以上。

２ 工业及医药
豆油经过深加工，在工业和医药方面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在工业方面，

豆油经过加工可制甘油、油墨、合成树脂、涂料、润滑油、绝缘制品和液体
燃料等；豆油脂肪酸中硬脂酸可以制造肥皂和蜡烛；豆油与桐油或亚麻油掺
和可制成良好的油漆。在医药方面，豆油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防治心血管病
的功效，是制作亚油酸丸、益寿宁的重要原料。

我国豆油的生产分布面较广，在２０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我国豆油
生产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等大豆主产区。２００４年后，南方沿海地区兴建了
很多大豆加工厂，它们大多使用进口大豆进行加工，其中江苏、山东、辽
宁、广东，广西等五省区是榨油能力最集中的区域。我国大豆加工企业主要
分布在黑龙江、辽宁、京津、山东、江浙以及广东、广西地区。在实际销售
中，多数大豆加工企业会就近销售，辐射范围有限。但在西南地区，由于当
地大豆加工企业较少，广西和江苏地区的部分豆油会销往那里。

五、 非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大豆有什么不同？

大豆分为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１９９４年，美国梦山都公司推出
的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成为最早获准推广的转基因大豆品种。目前，国际
市场上转基因大豆主要有两种，即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抗虫转基因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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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根廷是转基因大豆主产区，我国种植的是非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从外观上没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
（１）转基因大豆对除草剂有超强耐性的基因，可以使大豆在种植过程

中随意使用灭杀性的除草剂，从而降低管理成本。中国著名大豆专家刘忠堂
教授非常肯定地说过，“转基因大豆是个非常大的帽子，凡是把其他物种或
品种的基因转到大豆中，都是转基因大豆。目前对中国大豆造成冲击的是抗
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它是把对草甘膦除草剂耐性非常强的基因转到大
豆中，大豆其他的遗传性状并未改变。这种大豆在种植过程中可以使用药性
强杀灭范围广的灭生性除草剂，而不必担心把大豆苗杀死。”

（２）在出油率上差别较大。国产大豆（非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为
１６％ ～ １７％，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为１８％ ～ ２２％，相差２ ～ ３个百分点。
大豆的出油率每差１个百分点，加工１０万吨大豆，其效益就相差１５００万
元，在这种悬殊的情况下，中国食用油加工企业纷纷转向以进口转基因大豆
为原料。

２００５年，世界上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国家已超过了７个，转基因大豆种植
面积所占比例情况如下：美国８１％，阿根廷１００％，巴西２０％，乌拉圭
１００％，巴拉圭、南非、罗马尼亚、加拿大等国转基因大豆也在发展。目前应
用面积较大的是抗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２００６年，转基因大豆依然是
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积的５７％ （５８６０万公顷）。

中国目前还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对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
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包括：

（１）可能影响生物的多样性。转基因大豆是一种优势大豆品种，会限制
非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发展，从而影响大豆品种的多样性。一方面，由于具有
较高的经济效益从而促使大豆种植者选择转基因大豆而放弃非转基因大豆；
另一方面，转基因大豆会通过“基因漂移”而破坏非转基因大豆的原始基因。

（２）可能引起耐除草剂杂草的蔓延。研究表明，转基因大豆使用除草
剂量较种植非转基因大豆多１１ ４％，这无疑会加速抗性杂草的发展，会使
某些物种抗性剧增。

（３）转基因大豆大面积种植，除草剂的用量将增多，相应的土壤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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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除草剂含量也将增多，最终会影响土壤、水生生态系统。研究发现，当
草甘膦溶入土壤进入到地下水，若水温升高，ｐＨ值超过７ ５时，会对水生
生态系统产生毒害作用。

　 延伸阅读　

转基因的概念

所谓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
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
费品质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
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一、不定项选择题

１ 根据大豆的种皮颜色和粒形分为（　 　 ）类。
Ａ 黄大豆　 　 　 　 Ｂ 青大豆
Ｃ 黑大豆　 　 　 　 Ｄ 饲料豆

２ 大豆的营养成分有（　 　 ）。
Ａ 蛋白质　 　 　 　 Ｂ 异黄酮　
Ｃ 低聚糖　 　 　 　 Ｄ 钙

３ 目前全球９０％左右的大豆产量主要集中在（　 　 ）。
Ａ 美国　 　 　 　 　 Ｂ 巴西　
Ｃ 阿根廷　 　 　 　 Ｄ 中国

４ 中国大豆的产集中地区有（　 　 ）。
Ａ 黄淮海平原　 　 Ｂ 松嫩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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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三江平原　 　 　 Ｄ 珠江三角洲平原
５ 豆油可以在下列领域里使用的是（　 　 ）。
Ａ 工业　 　 　 　 　 Ｂ 医疗　
Ｃ 食品加工　 　 　 Ｄ 食用

６ 中国东北大豆的生长周期是（　 　 ）。
Ａ ３ ～ ９月　 　 　 Ｂ ４ ～ ９月　
Ｃ ５ ～ ９月　 　 　 Ｄ ６ ～ ９月

７ 豆粕的（８０％以上）应用领域有（　 　 ）。
Ａ 家禽饲料　 Ｂ 健康食品　
Ｃ 化妆品　 　 Ｄ 水产养殖业

８ 大豆除可以生产豆粕豆油外，还可以用于（　 　 ）。
Ａ 黄浆水（乳清）的综合利用
Ｂ 大豆皮、渣制备膳食纤维食品和可降解餐具
Ｃ 大豆胚芽中提取大豆异黄酮和皂甙
Ｄ 大豆油生产中的副产物

９ 大豆的生长周期可分为（　 　 ）。
Ａ 幼苗期　 　 Ｂ 分枝期　
Ｃ 开花结荚期 Ｄ 鼓粒成熟期

１０ 豆油的主要成分包括（　 　 ）。
Ａ 甘三脂　 　 Ｂ 微量磷脂　
Ｃ 胆固醇　 　 Ｄ 维生素　
Ｅ 维生素Ａ

二、判断题

１ 从科属上来分，大豆属于豆目，蝶形花亚科属。 （　 　 ）
２ 大豆起源于美国，但目前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国。 （　 　 ）
３ 东北春播大豆和黄淮海夏播大豆是中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

高的两个地区。 （　 　 ）
４ 中国的大豆主产区主要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

北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