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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 】

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及产业的现状
和我国发展策略的几点考虑

陈 章 良

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农业生物技术包括动植物及微生物基 因工程技

术
,

组织培养技术
,

利用分子标记或其他分子手段选

育新品种等
。

从 年代初美国科学家获得第一株转

基因植物到现在的短短 多年时间内
,

农业生物技

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
,

大量的转基因植物 包括大多数

农作物 进入了大 田试验
,

有不少转基 因工程作物被

批准进入商品化生产
,

成为高新技术领域中进展最快

的领域之一
。

可以预计在未来的 年内
,

随着转基因

工程植株在大 田的释放及推广
,

农业生产及其方式在

很大程度上将有较大的改变
。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

进展也很快
,

目前的总体水平居亚洲之首
,

在世界上

也是中上水平 作为世界上人 口 最多
,

最大的农业生

产国
,

如何进一步发展农业生物技术研究
、

推广农业

生物技术成果
、

关注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如何

在农村培养有一定农业生物技术知识的技术推广人

员
,

是我们将要遇到的主要挑战
。

本文将重点分析农

作物基因工程的研究状况及发展策略
。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随着抗病毒
、

抗虫
、

抗除草剂
、

雄性不育
、

改变品

质等工程植物的大量出现
,

并且随着许多农作物基因

组项 目的开展
,

农业生物技术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形

成了一个研究热点
。

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美国
、

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南美和亚洲

的一些国家
。

从 年到 年 月底为止
,

美国

共批准 了 项基因工程农作物进入大 田的试验

〔包 括 批 准 项 和 通 知 备 案

项 〕其中仅 年一年就批准了 项
。

目前美国

共在 个地点进行了 个大 田试验
。

其他一

些批准基因工程农作物进入大 田试验最多的国家还

包括加拿大
、

法国
、

英国
、

荷兰
、

比利时等 而阿根廷和

中国也处于转基因农作物大 田试验发展较快的国家

之列
,

大 田试验增长十分迅速
。

从基因工程农作物大

田试验的种类上看
,

试验次数最多的是抗除草剂类的

基因工程作物 次 约占 其次是抗虫类

的工程农作物 次 约 占 品质改 良
、

抗

病 毒 和 抗 真 菌 类 的 工 程 植 株 分 别 为 次
、

次 和 次
。

从进入

大田试验的基因工程农作物品种上看
,

已经进行大规

模 大 田 测 试 的 农 作 物 有 玉 米
、

马 铃 薯
、

番茄
、

大豆
、

棉花
、

瓜 类
、

油 菜
、

烟 草
、

甜 菜

同时
,

进入中型规模大田试验的农作物有南

瓜
、

水稻
、

小麦
、

杨树
、

首楷
、

黄瓜等 另外
,

还有葡萄
、

草薄
、

生菜
、

甘蔗
、

核桃
、

向日葵
、

苹果
、

大麦
、

甘蓝
、

花

生等 种作物品种
,

已在进行小规模的大 田试验
。

据

统计
,

到 年底
,

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已

达到近 千万公顷
。

除此以外
,

目前已有多种基因

工程农作物成为商品
,

进入市场 到 年 月底
,

美国批准进入市场的基因工程农作物包括延迟成熟

和增厚果皮的西红柿
,

抗虫的马铃薯
,

抗虫和抗除草

剂的棉花
,

抗除草剂的大豆
,

抗虫
、

抗除草剂和雄性不

育的玉米
,

提高 了月桂酸油组成成分的油菜
,

抗病毒

的南瓜和木瓜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参与农业生物技术

研究的有各个国家的大学
,

但更多的是各种公司
,

包

括许多农用化学药品公司和农业生物技术公司都参

与了研究和应用开发
。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发展

在国家
“

六五 ” 、 “

七五
” 、 “

八五
”

攻关项 目和国家

科委 高技术项 目以及农业部生物技术项 目和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相关机构的支持下
,

我国约有

多个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以主要农作物
、

经济作物为

对象的生物技术试验
,

主要研究覆盖抗病毒
、

抗虫害
、



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及产业的现状和我国发展策略的几点考虑

改 良作物品质以及分子育种等
。

总的来说
,

我国农业

生物技术的研究进展是非常迅速的
,

年共有

项转基因申请
,

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共批准

环境释放 项
,

中间试验 项
,

商品化生产 项 到

年
,

申请数 已达到 项
,

最终批准环境释放

项
,

中间试验 项
,

商品化生产 项
,

转基因作物的

种植面积 已有 万多公顷
,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转基

因作物推广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

从 年开始
,

我们克隆了
、 、 、

等病毒的中国株的外壳蛋 白基 因并把它们转入

烟草
、

番茄和马铃薯
,

获得 了抗病毒的转基 因植株并

进入大 田试验 克隆了苏云金杆菌 毒素基因
,

构建

了单价和双价两种载体
,

分别都转入 了烟草和番茄

从多种植物中克隆了与花青素代谢有关 的查尔酮合

酶基因
,

并且利用该基因获得 了改变花色的转基因矮

牵牛 从水稻的萌发种子中分离纯化了一种具有抗真

菌特性的蛋 白
,

并且克隆到编码该蛋 白的基 因
,

该基

因 已被转入烟草和水稻
,

目前正 在检测对真菌的抗

性 克隆 了与果实成熟相关的 合酶
、

乙烯合成

酶等基因并将它们转入了烟草和番茄
,

获得了耐贮存

的番茄果实 我们还与澳大利亚 公司合作
,

人

工合成 了一个短的杀虫肚基 因
,

并把该基 因转入烟

草
,

获得了抗虫植株 同时
,

我们还从多种细菌中筛选

出了一些抗菌蛋白
,

对它们进行了分离
、

纯化和鉴定
,

基因工程的工作正在进行
。

年
,

我们实验室开始在北京果林所进行了

可控制范 围内小规模的转基 因植物种植试验

公顷
,

转基因植物包括抗病毒的烟草和番茄
,

获得了

一些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基本数据
。

年以后
,

我们

又相继在北京
、

辽宁
、

河南
、

云南
、

海南
、

江苏和广东等

多个地 区进行 了中小规模 的转 基 因作物大 田试

验
。

转基因作物包括抗病毒
、

抗虫和品种改 良过的烟

草
、

番茄和甜椒
,

获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的研究数据
。

这

些年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大 田实验的结果表明 ①这些

转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 因在大 田 中的遗传表现是 比

较稳定的
,

虽然有少量外源基 因丢失的情况
,

但绝大

多数转入的基因能够稳定的遗传
,

这一特点对我们今

后更大规模地推广转基 因作物的种植无疑是有帮助

的 ②外源基 因在转基 因植物中表达稳定
,

植株后代

经过六
、

七代的分离
,

抗性仍然保持稳定 ③由于栽种

转基因作物的农民自己 留种并 由此而产生后代分离

的情况
,

需要建立起必要的
、

相关配套的栽培措施和

方法
,

筛选纯合子
,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

到 年年底
,

我国已批准 了 项转基 因植物

的商品化
,

其中我们实验室就占 个
,

包括 年批

准商品化的转查尔酮合酶基因矮牵牛 改变花色 和

年批准商品化的转基因抗黄瓜花叶病毒的甜椒

以及转基因抗黄瓜花叶病毒的番茄
。

预计今年在我国

部分地 区将有部分产品进入市场
。

除我们实验室 以

外
,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 中心郭三堆实验室获得的转

毒素的抗虫棉花也在河南等地进行 较大规模的

大 田试验
,

并且也 已进入商品化生产
,

年的种植

面积 已达 千公顷
,

今年预计达 万公顷
。

今后

几年我国将有更多的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
。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及欧洲一些

国家转基因技术发展迅速
,

目前
,

美国孟山都公司
、

杜

邦公 司和先锋公 司
,

欧 洲 的 、 公 司
、

公 司 以及 公 司等都 已经 或考虑进入 中国市

场
。

孟山都公司的抗虫棉 年在河北等地 已种植

约 万公顷
,

今年将有几十万公顷的面积
。

除 了抗

虫棉以外
,

该公司还将在河北
、

东北等地大 田种植抗

虫或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或大豆
。

显然
,

中国巨大

的农业市场对这些外国公司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

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思考

我国是世界上人 口 最多的国家
,

并且 人 口 的数量

每年仍是上升的趋势
,

而全国可耕地的面积却没有上

升
,

因此
,

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提供充足的粮

食是我国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而农业生

物技术给农业的增产 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畜牧业 都

带来了新的希望
。

我国有丰富的物种资源
,

有大量富

有组织培养经验的科研 人员
,

如何发挥我们的优势
,

迅速把农业生物技术广泛地应用到农业增产中
,

这是

我们 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我国拥有强大的传统育种科研 队伍
,

应该立即

着手理顺关系
,

加快改革步伐
,

让获得转基因农作物

的实验室和掌握 技术的实验室 以及与传统育

种学家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使农业生物技术成果迅速从

实验室走 向推广应用
。

目前我国参与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实验室除

农业部以外
,

各主要综合性大学
、

中国科学院不少研究

所也都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因此
,

我

们应进行体制改革
,

理顺机制
,

统一调配
,

加强国内各

研究单位之间的密切合作
,

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
,

避免

项 目的低效重复
,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

我们只有充分

利用我国的资源
,

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
,

进行有机的
、

有效的合作
,

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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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应提供更多的资助
,

支持农业生物技

术的研究
。

众所周知
,

从基因的克隆到转基因植物释

放进入大 田需要大量的资金
。

目前农业生物技术研究

的主要资助来源于国家 高技术计划
,

但 高技

术计划的覆盖面相对较窄
,

而且对于获得的成果的推

广应用没有特定的经费支持
,

因此
,

需要更多的经费

支持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

要迅速开拓农业生物技术研 究的新的研 究资

源
,

尽管我国的资源丰富
,

但到 目前为止
,

农业生物技

术研究中所用的 目的基因
、

载体等都与国际上所用的

基 因和载体没有太大区别
,

我们 自己的创新东西很

少
,

这种局面将使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面临知识

产权方面的严重挑战
,

孟 山都公司的抗虫棉成功地进

入我国就是对我国该领域的一次强烈竞争
,

我们很快

就会在很多其他领域遇到类似的问题
。

因此
,

如何拥

有 自己的专利是今后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待解

决的一个问题
。

我们应该鼓励科研人员利用我国丰富

的资源优势
,

大力创新
,

以期走 出一条适合于我国农

业生物技术发展的新路 同时
,

我们也应积极参与并

扩大与孟山都公司
、

杜邦公司这样的国际大公司的合

作
,

共同研究开发新的优 良品种
,

在竞争中合作
,

也在

合作中竞争
。

人材培养问题
。

改革开放以后
,

我国政府向国外

送出了大量的留学人员
,

这些留学人员当中有很多人

现在都已成为很有作为的科学家
,

回国人员也 已经在

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中做出了一些贡献
,

但

是
,

由于农业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发展极其迅速
,

我们

要注意吸收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同时

更要注意对国内科研 人员的人材培养
,

提供舞台
,

让

他们充分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
。

就 目前我国农业生物

技术研究发展的现状看
,

我们特别需要大量培养既懂

得分子育种又懂得大 田推广应用的科研人材
。

总之
,

通过 多年的努力
,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领

域与世界水平差得 尚不远
,

只要我们抓住机会
,

奋起

努力
,

是可以迎头赶上的
,

但如果我们现在不重视对

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研究和应用的投入
,

我们很快就会

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如果 由外国来控制我国的转基

因优 良农作物品种的话
,

那么问题就可能相当严重
。

因此
,

各级领导应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

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地组织力量
,

争取保持我国

在组织培养方面的优势
,

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物种资

源
,

进一步创新
,

使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能够在世界

上占有一席之地
,

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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