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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安全舆情分析报告

转基因专题周报
（2022 年 12月 13日—2022 年 12月 19 日）

【本期重点关注】

1.印度批准转基因芥菜商业化 预计很快将开发出新的高产转基因芥菜品

种

2.一天研究一个行业：中国转基因作物行业市场深度解读

3.欧盟评估转基因大豆 MON 87701 的授权更新申请

4.欧盟评估转基因大豆 MON 87701 × MON 89788 的授权更新申请

5.欧盟评估转基因大豆 40-3-2 的授权更新申请

6.江苏开放大学联合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PAY1 基因对水稻不

同生育期冠层结构特征影响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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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热点事件摘要

1、印度批准转基因芥菜商业化 预计很快将开发出新的高产转基因芥菜品

种【食品伙伴网】

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22/12/649042.html

内容：

近日，印度基因工程评估委员会 (GEAC)表示批准转基因芥菜商业化，

为印度农业基因工程的进程带来两大利好信号：一方面，印度首个转基因

芥菜品种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该品种芥菜产量能够提升 29%-37%，在提升其

国内芥菜产量实现自给自足方面具有显着优势；另一方面，印度更多基因

工程开发的作物品种的商业化发布进程将得到更好的推进。

此前，印度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愈演愈烈。10月 18 日，印度基因工

程批准委员会(GEAC)批准对食用油来源之一的露地种植的转基因芥菜进行

了评估——这是商业化种植的关键步骤。但某个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组织对

此提出了异议：印度最高法院定于 11 月 17 日举行听证会。如果最高法院

最终支持 GEAC 的决定，这将是印度首例转基因粮食作物。许多科学家表示

支持 GEAC 的决定。旁遮普大学作物遗传学家 Rakesh Tuli 说，这项批准将

转基因应用于许多其他作物铺平了道路，且可能降低成本。

印度许多科学家和农业专家呼吁印度加快对转基因作物的审批，由于

快速城市化和不稳定的天气模式威胁水稻和小麦等粮食生产，印度的农场

规模正在萎缩。但是保守的政治家和宣传团体反对转基因作物，担心转基

因作物可能损害食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据查，

截止目前，除转基因芥菜外，印度仅在 2002 年批准了另一种转基因作物的

商业种植：转基因棉花。2009 年，GEAC 批准了转基因茄子(Bt 茄子)。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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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强烈反对和种植茄子的印度各各州建议下，已被停止。

印度生物技术部部长 Rajesh Gokhale 表示，由于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农

业生产力，需要投资新的技术以应对未来，确保印度的粮食和营养安全。

GEAC 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为更多转基因作物获得商业化

许可提供了帮助。遗传学家 Deepak Pental 对此表示同意，他的团队在德

里大学开发和测试了有问题的转基因芥菜。″更重要的是，这项决定将鼓

励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科学家研发出更好的品种，以应对害虫，预测全球变

暖导致的复杂天气。″

现在，由于 GEAC 技术机构的批准，转基因芥菜的案例似乎得到了证实，

清楚地表明食用油料作物对人类消费和环境是安全的。印度政府也对转基

因芥菜的商业推广持积极态度。预计很快会开发新的高产转基因芥菜杂交

品种。

与此同时，印度转基因芥菜的商业化推进也为其更多优良农作物品种

迈向市场铺平了道路。一方面，这为更多具有更高产量、高效利用水和肥

料、改善油品质量和抗病性的优良杂交芥菜品种开发提供了机会；另一方

面，这也将有助于促进更多转基因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茄子、蓖

麻等的商业化种植。

关于印度转基因芥菜

自 1990 年代以来，印度国内的食用油消费量增长了 2.5-3 倍，但产

量却仅有略微增加。这使得印度严重依赖食用油进口来满足其国内需求。

据统计，2020-2021 年，印度进口了约 1335 万吨食用油。而芥菜油是印度

广泛食用的食用油，印度国内芥菜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 1,000-1,300 公斤，

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转基因杂交种植国家的每公顷 2,000 多公斤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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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字要低得多。未来五六年，印度需要增加食用油籽产量预计将高达 2

000 万吨。

印度国内对于芥菜油需求得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其农业监管部

门对于转基因芥菜品种的审批进程。在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 (ICAR) 的监

督下，转基因芥菜品种 DHM-11 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该品种具有产量提升 2

9%-37%的优势。这将意味着能够帮助更多的印度农民增收，鼓励更多的农

民种植芥菜，从而提高食用油产量，减少对进口食用油的依赖，使其国内

能够逐渐实现自给自足。

印度的转基因芥菜研究始于约 40年前，Pental 团队最初旨在提高印度

芥菜(Brassica juncea)的产量。该品种产量通常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因为

三分之一的印度土壤缺乏营养硼，且大多数芥菜种植地都依赖雨水而不是

灌溉。Pental 的团队 2002 年首次制造了转基因芥菜——Dhara mustard h

ybrid11 (DMH 11)。它包含来自土壤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 Bacillus amylo

liquefaciens 的三个基因。两个用来防止自花授粉，一个赋予除草剂耐受

性。

2、一天研究一个行业：中国转基因作物行业市场深度解读【网易网】

链接：https://www.163.com/dy/article/HOUNQO8G0552SV13.html

内容：

一、转基因作物概述

转基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GMC），是利用将原有作

物的加入其它的，并将不良基因移除，从而造成品质更好的作物。通常转

基因作物，可增加作物的产量、改善品质、提高、抗寒及其它特性。我国

在转基因育种领域深耕多年，但因存在转基因食品安全争议，生物育种整



深圳市农产品安全舆情分析报告 转基因专题周报·第 648期

第 5 页 共 19 页

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拉大，依赖国际市场，可能陷入受制于人的

局面。2021 年 11 月 12 日，农业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修改部分种业规

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转基因品种审定办法出台；今年 6 月 8 日，

农业部发布《国家级转基因大豆玉米品种审定标准》，作为前期品种审定

办法的具象化延伸，该审定标准是推动转基因商业化逐步聚焦、落实、向

实现可操作及最终落地迈进的重要政策指引，转基因商业化进程有望加速。

中国转基因作物行业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农业部，公开资料整理

二、转基因作物行业政策

我国转基因发展相对落后，政府陆续颁布政策进行扶持。2016 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并首次提出安全管理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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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普及，为转基因商业化提供了基础。此后，“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大

转基因研发力度。2022 年 1月 21 日，《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主

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修改后重新发布，本次修改对转基因品种审定做

出具体说明，优化了安全评价申报要求，标志着我国转基因商业化进入落

地阶段，种业板块迎重大变革。2022 年 6 月 8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国

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标

准(试行)》，是转基因在法规层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转基因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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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公开资料整理

三、转基因作物行业产业链

转基因作物产业链上游主要是生物技术公司，职能为挖掘基因、开发

基因事件等，国内有大北农、先正达等企业；中游为种子公司，通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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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审定、制种生产等活动，有登海种业、全银高科等企业；下游为经销

商，用于产品销售。

转基因玉米种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公开资料整理

四、转换基因作物行业现状

1、种植面积

从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来看，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转基因

作物种植面积最高的国家为美国，种植面积约为 7150 万公顷，其次为巴西、

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中国排名第七，种植面积约 320 万公顷。

2019 年主要转基因商业化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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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生物工程杂志》，公开资料整理

2、转基因作物类型

从转基因作为类型来看，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统计，大

豆、玉米、棉花三种转基因作物面积占比约 94%，其中大豆为最主要的转基

因作物，占比为 48%。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各作物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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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公开资料整理

3、应用率

从转基因种子应用率来看，截至 2020 年，除中国外的全球前五大农作

物种植国家，转基因种子采用率已达到 90%以上，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经

受恶劣环境造成大幅度减产的概率亦相对降低，粮食安全性及稳定性提升。

2020 年前五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应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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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生物工程杂志》，公开资料整理

4、转化事件利用数

转化事件利用数量近年来有所降低。转基因转化体用于生产应用或原

料加工的商业化过程需要经过各国政府审批，前期欧美等国家对转化体商

业化进程的推进较为迅速。由于转化体开发速度较长，目前可用转化体数

量有限，涉及特定转化体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数量趋于减少。

2015-2021 年全球转化事件利用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ISAAA,公开资料整理

五、转基因作物行业竞争格局

1、安全证书储备

从企业的安全证书的储备来看，大北农发力最早、隆平高科（参股公

司杭州瑞丰）次之，先正达（子公司中种集团）位列第三。大北农子公司

大北农生物，是目前我国转基因技术安全证书拿到最多的主体（14 个），

隆平高科参股的公司杭州瑞丰（5个）次之，中种集团（3 个）作为先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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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在研发实力、资本力量、人才等方面占据有利地位。

近年企业转基因产品安全证书获得情况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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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企业分析

大北农集团是以邵根伙博士为代表的青年学农知识分子于1993年创立

的农业高科技企业。公司从饲料产业起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涵

盖饲料产业、种业、养猪养殖业、动保科技产业、农业互联网在内的多个

领域的产业布局。

从公司研发费用情况来看，根据公司公告，2017 年以来，公司用于种

子的研发费用占比约 15%-20%左右，通过研究构筑核心壁垒。

2017-2022 年大北农研发费用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公开资料整理

六、转基因作物行业发展趋势

我国高度重视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由于国内农产品刚性需求不断增

长，而耕地面积有限，重大病虫害多发频发，干旱、高温、冷害等极端天

气时有发生，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带来环保问题，急需加快培育一批抗虫、

抗旱、耐盐碱等抗逆性强且高产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依靠传统育种已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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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难完成育种任务，转基因育种成为不二选择。未来复合性状的转基因

作物产品将包含抗虫、耐除草剂和耐干旱等农艺输入性状，以及 Omega-3

油用大豆或增强型维他命原 A 金米等改善品质的输出性状。据预计，抗旱

性状作物对世界范围内种植体系的可持续性将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及亚洲等干旱状况更为普遍和严重的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

3、欧盟评估转基因大豆 MON 87701 的授权更新申请【食品伙伴网】

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22/12/649476.html

内容：

2022 年 12 月 19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发布消息，欧盟食品安

全局转基因作物专家组（GMO）评估了转基因大豆 MON 87701 用于食品和饲

料用途的授权更新申请。

经过评估，GMO 小组得出结论，更新申请 EFSA-GMO-RX-021 中没有证据

表明有新的危害、修改后的暴露量以及科学不确定性会改变转基因大豆 MO

N 87701 的原始风险评估结论。

4、欧盟评估转基因大豆 MON 87701 × MON 89788 的授权更新申请【食品伙

伴网】

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22/12/649479.html

内容：

2022 年 12 月 19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发布消息，欧盟食品安

全局转基因作物专家组（GMO）评估了转基因大豆 MON 87701 × MON 8978

8 用于食品和饲料用途的授权更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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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评估，GMO 小组得出结论，更新申请 EFSA-GMO-RX-022 中没有证据

表明有新的危害、修改后的暴露量以及科学不确定性会改变转基因大豆 MO

N 87701 × MON 89788 的原始风险评估结论。

5、欧盟评估转基因大豆 40-3-2 的授权更新申请【食品伙伴网】

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22/12/649483.html

内容：

2022 年 12 月 19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发布消息，欧盟食品安

全局转基因作物专家组（GMO）评估了转基因大豆 40-3-2 用于食品和饲料

用途的授权更新申请。

经过评估，GMO 小组得出结论，更新申请 EFSA-GMO-RX-023 中没有证据

表明有新的危害、修改后的暴露量以及科学不确定性会改变转基因大豆 40

-3-2 的原始风险评估结论。

6、江苏开放大学联合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PAY1 基因对水稻不

同生育期冠层结构特征影响的定量分析【植物科学最前沿】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TkQ0gsVhiOHGuD0h0cENg

内容：

叶型和茎型是水稻株型的核心冠层结构特征，决定了及其冠层光截获

能力，直接影响着作物产量。PLANT ARCHITECTURE AND YIELD 1（PAY1）

基因被证实能够改变野生稻匍匐特性，对野生稻匍匐生长习性基因 PROSTR

ATE GROWTH 1（PROG1）具有一定抑制作用。近期，江苏开放大学联合生态

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完成的题为“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PAY1 gene on rice canopy structure during different

reproductive stages”的研究论文在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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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 (《农业科学学报》(英文)，JIA) 2022 年 12 期正式发表。

本文选择含有 PROG1 基因的水稻材料 YIL55 及其突变体 PAY1，以及其

母本 TQ为供试材料，基于三维数字化测定技术，构建了三种株型水稻的冠

层三维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在 PAY1 基因作用下，植株叶型和

茎型在拔节期、抽穗期和灌浆期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在 PAY1 基因影响下，植株茎叶夹角显著降低并趋于直

立，叶片增大，植株茎集散度由松散型转变为紧凑型，三个关键生育期时

的平均茎倾角由 44.9°、28.5°、21.3°分别减小至 17.6°、8.4°、10.5°。此

外，PAY1 基因保留了 PROG1 基因水稻全生育期分蘖角度动态变化的特性，

茎集散度由拔节期的松散型变化为抽穗期时的紧凑型。冠层光合有效辐射

测定结果也表明突变体 PAY1 的株型结构更有利于冠层底部的光截获，其在

早、中、晚的消光系数分别为 0.535、0.312、0.586，均低于其他两种株型。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 PAY1 基因对水稻冠层结构特征的影响，为株型选育提供



深圳市农产品安全舆情分析报告 转基因专题周报·第 648期

第 17 页 共 19 页

有效冠层结构特征参数，为理想株型育种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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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曹秉帅高级工程师为该文章的通讯作

者，江苏开放大学魏翠兰博士为该文章的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BK20200112）和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

上项目（18KJB210003）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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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2022年 12月 19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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