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转基因棉花、玉米和大
豆研发与产业化稳步推进

◆育成抗虫转基因棉新品种 159 个，累计推广

4.3 亿亩，增收节支 480 多亿元，减少农药用量 60%、

劳动力成本 15%。

◆国产抗虫棉市场份额达 96%以上。

◆6个高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新品系，比对照品

种增产 5%以上，降低生产成本 20%以上。

◆获得抗虫、耐除草剂、高产、养分高效利用等

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基因 168个。

2. 转基因水稻、玉米、小麦
及动物产品储备丰足

◆新型抗虫水稻 T1C-19和 T2A-1抗虫效果达

95%以上，可减少农药用量 60%，比对照增产 5%以

上。完成生产性试验。

◆抗虫、耐除草剂玉米优良转化体双抗 12-5、

C0030.3.5 对玉米螟防治效果达 96%，减少农药用量

60%以上，比对照增产 10%—15%。

◆抗旱节水转基因小麦新品系的水分利用效率

提高 15%以上。

◆高瘦肉率猪瘦肉率提高 5%以上，料肉比降低

3%以上。

◆功能型转人乳铁蛋白基因奶牛的牛奶中人乳

铁蛋白达 3.4克/升，居国际领先水平。

3.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自
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攻克水稻和小麦转化技术瓶颈，粳稻转化效

率达 80%以上，籼稻转化效率由 1%提至 40%以上，小

麦转化效率由 1%提至 20%以上。

4. 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制订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技术及检测标准和

规程 157项，形成了高效、高精度、高通量的转基因生

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体系。

5. 全链条的转基因研发与
产业化设施平台逐步建成

◆建立了高标准的国家转基因技术创新平台

与产业孵化基地，形成涵盖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

种培育、安全评价等全链条的自主研发和生物安全

保障体系。包括 4 个动植物基因研究中心、2 个转

基因技术研究中心、9 个动植物中试与产业化基地、

15 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中心。

数说专项实现的“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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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该研究所通过多环节技术优化、多种技术集成创

新，建立了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转基因技术体系，实

现了主要作物转基因技术操作的规模化。创制出一批

具有育种应用价值的转基因新材料，已用于转基因新品

种培育工作。此外，研制出抗虫、耐除草剂等性状的环

境安全评价新技术新方法 11 项。这些研究工作为我国

作物转基因新品种培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北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该公司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分子生物学、遗传转化、

性状整合与分析、分子标记等技术平台；围绕玉米、水

稻、大豆等农作物，培育了耐除草剂、抗病虫害、抗旱性

等新品种。目前，该公司已与 20多家国内主要玉米种子

企业签订了生物技术品种合作协议，同时开拓阿根廷等

南美国家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市场。

浙江大学转基因抗虫耐
除草剂玉米研发团队

专项启动以来，该团队先后研发了一系列的转基因

玉米材料，其中“双抗 12-5”抗虫耐草甘膦玉米已经完

成了生产性试验，进入了安全证书的申请阶段。“双抗

12-5”采用独立发掘的抗虫基因和耐草甘膦基因，拥有

完全的知识产权。该团队近几年来已申请了 10 个以上

国内或国际专利，为转基因玉米产业化提供了知识产权

方面的支撑。

华中农业大学抗虫转
基因水稻培育团队

该团队采取上、中、下游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

抗虫转基因水稻培育及产业开发的完整技术链条，且已

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目前已培育出的转基因水稻品

系包括：优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 1 号和 Bt 汕优 63，优

良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水稻 T1C-19 和 T2A-1 以及五

个双价 Bt抗虫水稻新品系等。

重大专项背后的那些实力派

本报记者 马爱平

10年间，在中国，有这样一批科研工作者，奋战在转基

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研一线，他们坚守初心、始终如一。

10年间，这些育种工作者，每年有大段的时间，顶着

烈日在田间工作；10月到次年5月，又会像候鸟一样迁徙

到海南岛继续工作；从事基因克隆和转基因技术、生物安

全评价等工作的研究人员，同样辛勤地研究和探索。

10 年间，在社会对转基因认知度不高、产业化前

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以满足国家需求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为己任，瞄准专项总体目标，为研发出最好的产

品和技术而努力。

10 年后，他们交出了靓丽的成绩单：转基因棉国

产化，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耐除草剂大豆研发

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转基因水稻小麦和动物产品

储备丰足，水稻基因克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制定转基

因生物安全评价技术及检测标准和规程 157 项，形成

了更加高效、高精度、高通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

检测监测体系……形成了具有“自主基因、自主技术、

自主品种”的转基因发展格局，转基因生物育种整体研

发进入国际先进水平。

他们就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

科技专项（简称专项）的科研工作者。

专项 10 年间取得了哪些重大技术突破？在与国

际前沿竞赛中专项发挥了哪些作用？专项在人才培养

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未来科研人员还有哪些期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专项技术总师万建民接受了科技日

报记者的专访。

坐着“冷板凳”挤入国际领先
——专访转基因专项技术总师万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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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抗虫耐草甘膦玉米转基因抗虫耐草甘膦玉米

10 年，他们交出了靓丽的成绩单：转基因棉国产化，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耐
除草剂大豆研发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转基因水稻小麦和动物产品储备丰足，水稻基
因克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制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技术及检测标准和规程 157 项，形
成了更加高效、高精度、高通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体系……形成了具有

“自主基因、自主技术、自主品种”的转基因发展格局，转基因生物育种整体研发进入国际
先进水平。

2008—2015 年，依据实施方案，专项以产品和产

业为导向，实施产业化发展战略；2016 年，专项进入

了抢占技术制高点、提升战略储备和推进产业化发

展的新阶段。

在每个阶段的研发中，科研人员勇攀高峰、敢闯

敢拼的精神令万建民难以忘怀。

浙江大学沈志成教授，研发出具有自主产权的

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邱丽娟研究员，育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新品系；高彩

霞研究员，入选 Nature 杂志评选的 2016 年“十大中国

科学之星”……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万建民说，转基因技

术是一项新兴技术，社会上滋生了一些虚假报道被

反复炒作；另外，个别地方对转基因田间试验持排斥

态度，使参与转基因研究的科技人员缺少荣誉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项科研人员依旧迎难而上，无怨

无悔地工作，使专项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转 基 因 棉 花 、玉 米 和 大 豆 研 发 与 产 业 化 稳 步

推进，我国已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棉

花研发强国；转基因水稻、小麦等产品储备丰足，

抗虫转基因水稻研究国际领先；自主创新能力显

著 提 升 ，获 得 专 利 1269 项 ，专 利 总 数 仅 次 于 美 国

居世界第二位；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突破了全

基 因 组 水 平 转 基 因 生 物 分 子 特 征 识 别 等 关 键 技

术，为确保转基因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安全提供了

有力支撑……

“成绩的取得，体现了国家对转基因研究的大力

支持，凝聚了众多科技人员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由于转基因产品产业化尚未放开，科技成果得不到

及时转化，科研价值不能充分体现，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广大科技人员甘于寂

寞、默默奉献，这是非常难得的。”万建民说。

坚守阵地抢占技术的制高点

在万建民看来，10 年间，专项十分重视创新人才

的凝聚、培养、引进和使用以及创新团队建设，在相关

任务经费和特殊政策方面予以倾斜，形成了一支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团队，促进了

我国转基因研究的健康发展。

有一组数据：承担课题的主持人中 96%拥有博

士学位，有 60%以上的课题主持人曾在国外学习和

工作一年以上，参加专项研究并承担任务的院士有

26 人、“千人计划”人才 30 人、“长江学者”28 人、“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62 人。

“ 为 了 攻 克 转 基 因 产 品 研 发 的 关 键 技 术 难

题，专项积极发挥海外高端人才的作用。”万建民

回忆。

从 2008 年开始，依托专项先后引进了 9 位“千人

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

计划”人才；从 2009 开始，专项先后支持了 12 位依托

本专项或平台引进的“千人计划”人才，落实了研究

任务和经费。

“专项特别注重加强农业领域科研杰出人才的

培养。在专项的大力支持下，一批优秀人才快速成

长，脱颖而出。截至 2016 年专项共有 7 位科学家当

选院士，27 位课题负责人入选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

人才。”万建民说。

在实施期间，专项还对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创新

团队加大支持力度，并在重点课题立项中，对前期基

础好、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年轻科研人员进行

了倾斜支持。

“针对有产业化前景的水稻高产基因 IPA1 的育

种应用，专项对该研究团队增加了经费投入；对具有

产业化前景的 9 大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团队给予重点

支持等。”万建民说，在 2009 年和 2014 年重点课题立

项中，多位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优秀年轻人才，通过

立项遴选，牵头主持了课题研究工作。

2008 年以来，我国育成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 159

个，累计推广 4.3 亿亩，减少农药用量 60%，增收节支

480多亿元。

“但我国目前大规模产业化的转基因农作物仅有

棉花，离形成‘自主产业’的目标还有差距。”万建民

说，我国未来转基因研发要与国外技术前沿并跑甚至

领跑，转基因科研势必要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

在技术层面，万建民认为，我国要把跟跑变成并

跑、并跑变成领跑，凝练目标、突出重点很有必要，但

“多生物、多性状、多途径、多用途”的转基因研发也至

关重要，只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才有可能实现突破。

因此，要强化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强

化基因精准调控技术研究与应用，强化规模化转基因

操作和育种材料创建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强化传统育

种与分子育种有机结合的转基因育种体系的建设，加

强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体系的建设，才能

为转基因产业化保驾护航。

在管理层面，万建民认为，要强化实施专项，使国家

确定的重大生物种类的转基因研发水平实现领跑；要通

过其他科研计划鼓励转基因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使其

他生物种类的转基因研发水平能与国际并跑，甚至领

跑；要加大力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企融合能

力，完善企业商业化转基因育种模式；要理顺和协调转

基因育种各个环节的关系，实现举国体制下的大攻关、

大协作，以目标为导向，实现产业化的突破。

转基因安全性可控是有科学结论的，通过科学严

格的安全评价，经政府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

的，万建民说。这点无论从科学技术原理、长期跟踪

研究、还是从生产消费实践看都是明确的。过去 20多

年来，全球累计种植近 320 亿亩转基因作物，65 个国

家和地区消费转基因食品，没有发生过一起被科学证

实的安全问题。转基因是迄今农业领域应用最快的

高新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核

心技术，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科学、理性看待转基因

技术，营造转基因发展良好舆论环境，抢抓机遇，为农

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领跑未来科学研发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