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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第11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江苏常州召开
 

    2016年9月27-28日,“中国科协第11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此次沙龙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科

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承办，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江苏省常州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协办。本次沙龙活动的主题是“基因组编辑新技术的兴起

将带来的冲击”。

    沙龙主持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研究员和北京大学许智宏院士、华大基因杨焕明院士、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研究员及来自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近30位基因组编辑专家和10余位来自浙江

中医中药大学、苏州大学、农业部食品与医药研究所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公众代表出席了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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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彩霞研究员欢迎大家在沙龙平台上充分交流学术思想，许智宏院士做了特邀开场发言，大家围绕“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创新、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应用前

景、基因组编辑技术带来的相关问题”三个方面展开个性化、松散型、辩论式的讨论和交流，三个主题分别由高彩霞研究员、季维智研究员、杨焕明院士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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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为期一天半热烈的讨论与交流，与会代表就以下观点达成一致共识：

一、    生命科学的研究已经从“基因组时代”迅速地向“基因组编辑时代”迈进，这是人类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一次巨大飞跃。目前我国科学

家在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面临挑战，抓住机遇、实现超越至关重要。

二、    基因组编辑是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必须加强加大我国对基因组编辑研究的关注和投入力度，保证我国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为我国在

未来的发展中弯道超车，占据领导者地位打下坚实基础。

三、    虽然目前我国在基因组编辑研发中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原创性专利都掌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手里，我们应该注重原创性技术的创新，努力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组编辑新技术、新方法，把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四、    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也存在着各种技术难点，比如基于DNA同源重组途径实现的基因定点替换和插入目前仍是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挑

战。要保持技术上的领先性，我国必须加强对如DNA修复机制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同时兼顾研究中的共性与个性，支持各种模式生物的研究。

五、    必须加快我国基因组编辑产品的产业化进程，找准突破口，选择优势产业加以重点扶持，现阶段应重点推进农作物基因组编辑育种的生产应用，同时

加大临床疾病防治及药物治疗的应用步伐，谨慎推进有争议方向的研究。

六、    研究中要注重合作多样化，除了同国际领先实验室合作外，更应该注重国内优势单位的强强联手。尤其需注重加强产学研的结合，通过研究单位和对

接企业的合作，加速研究成果的迅速转化。

七、    注重对公众的科普教育，加强科学与公众的对话，通过各种形式普及基因组编辑的基本概念，让公众了解基因组编辑技术，理性的对待新事物、新观

点，为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应用铺平道路。

八、    “科学家必须自律，行业要有行规”，基因组编辑技术威力巨大，科学工作者应加强自身的科学素养，摒弃急功近利，认真踏实、稳扎稳打地做好研

究，努力建设培养良好的学术风气和研究氛围。

    沙龙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最后，许智宏院士做总结发言，认为本次沙龙让大家能够对基因组编辑这一新兴领域做充分深入的交流，借不同视

角、凭思想交锋，不断激发出学术火花，希望沙龙中的交流成果能够推动基因组编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推动基因组编辑在未来的医药、动物、植物等多方

面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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