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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推动创新举措以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了《2024 年世界森林状况》报

告，强调创新在推动林业部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该报告于

2024 年 7 月在罗马 FAO 总部召开的第 27 届森林委员会（COFO）会议

上正式发布。 

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导致森林更容易受到各种压力源（如病虫害和

野火）的影响。全球野火的强度和频率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区域受到

影响，全球由此排放了 6687 百万吨的二氧化碳。 

除了野火，气候变化还使森林更容易受到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例

如，松材线虫已经对亚洲和北美的本土松林造成严重破坏。预计到 2027

年，昆虫和病害将对这些地区的森林造成更大威胁。 

全球木材产量依然保持在高位，预计 2020 年到 2050 年，全球原木

需求将增长 49%。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报告强调，森林部门的创新对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至关重要。FAO 总干事屈冬玉在报告中表示：“FAO 认识到，

科学与创新是实现森林解决方案的关键要素。本期《世界森林状况报告》

将为 FAO 推动基于证据的森林创新提供指导。我相信，它还将帮助 FAO



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林业部门实现负责任、包容且至关重要的创

新，增强农业食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韧性，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和未来。”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FAO  

全球研究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实践路径 

 

全球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与农业之间的双向关系。农业是导致气候

变化、物种灭绝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对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

响。同时，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干旱和极端气温等现象，正在逐步威

胁全球粮食生产的安全。 

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们与来自全球的 20 多位专家共同开展了一项

大规模研究，深入分析了气候与农业的相互作用。研究显示，随着气候

变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压力日益增大，农业活动本身也进一步加剧了气

候变化。研究团队也确定了一些新的农业实践，这些方法有望大幅减少

农业对气候的影响，提升生产效率，并在未来几十年内帮助稳定全球粮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home/fao-flagship-publications/the-state-of-the-worlds-forests/en


食供应。研究结果包括： 

1）气候变化对农业活动影响广泛，表现为水资源使用增加和短缺、

氧化亚氮和甲烷排放上升、土壤退化、氮磷污染加剧、虫害压力增加、

农药污染严重，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2）气候与农业之间的反馈机制可能导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

加。如果农业方式不做出改变，这种反馈循环可能会阻碍《巴黎协定》

中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至 2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实现。 

3）若广泛应用现有的可持续农业实践和技术，就能够显著减少农

业排放，避免形成气候与农业的恶性反馈。要达成实现这一目标，各国

政府必须努力消除社会经济障碍，确保农民和粮食生产者能够广泛采用

具有气候韧性的解决方案。 

研究团队还提出几项未来的重点行动，包括加速推广高效与气候友

好型农业并降低成本，推动精准农业、多年生作物整合、农业光伏、固

氮技术和新型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这些新兴技术有望提高农业产量和

效率，同时减少对气候的负面影响。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niversity of Minnesota News and Events 

https://twin-cities.umn.edu/news-events/sweeping-global-study-charts-path-forward-climate-resilient-agriculture


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发布 HB4 小麦监管状况审查报告 

 

2024 年 8 月 27 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发布

了针对 Bioceres Crop Solutions 公司开发的 HB4 小麦的监管状态审查报

告。HB4 小麦经过基因改造，具有抗旱性，并对草甘膦替代品—氨基甲

酸酯类除草剂具有耐受性。APHIS 的决定为 HB4 小麦的商业化铺平了

道路。 

APHIS 在审查中得出结论，HB4 小麦不会增加植物病虫害风险，

因此不受《美国联邦法规》第 7 篇第 340 部分规定的监管约束。同样，

HB4 小麦及其与其他未改造或已改造植物杂交产生的后代也不受该规

定的约束。 

尽管如此，APHIS 仍指出，HB4 小麦可能需要遵守 APHIS 植物保

护与检疫（PPQ）许可和/或检疫要求，以及美国环保署（EPA）或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FDA）等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Bioceres Crop Solutions 和 APHIS 

https://investors.biocerescrops.com/news/news-details/2024/Bioceres-Crop-Solutions-Receives-Green-Light-for-Cultivation-of-Drought-Tolerant-HB4-Wheat-in-the-United-States/default.aspx
https://www.aphis.usda.gov/biotech-regulatory-status/regulatory-status-review-table


研究人员培育出高β-胡萝卜素含量的“黄金生菜” 

 

西班牙研究人员培育出一种生物强化型生菜，其β-胡萝卜素含量是普通生菜的 30

倍，这不仅增加了叶片的营养价值，还呈现出金黄色的叶片。照片来源：IBMCP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CSIC）和瓦伦西亚理工大学（UPV）联合

成立的研究中心——植物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BMCP）的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种创新方法，能够增加叶片和其他绿色植物组织中的健康物

质，如β-胡萝卜素——这是人类饮食中维生素 A 的主要前体。 

β-胡萝卜素是视黄醇的主要前体，这类化合物在人体中发挥重要

作用（包括视力、细胞增殖与分化以及免疫系统功能），其中维生素 A

尤为重要。研究团队由CSIC的Manuel Rodríguez Concepción博士领导，

利用烟草植物作为实验模型，生菜作为种植模型，成功增加了叶片中β

-胡萝卜素的含量，同时不会影响光合作用等其它重要过程。研究表明，

通过在光合作用复合体外创造新的储存空间，可以大幅提高叶片中β-

胡萝卜素含量。研究人员成功将大量β-胡萝卜素存储在叶绿体内的脂

质贮存小泡（类球体）中。 

研究还显示，通过生物技术手段，研究人员能够将类球体中的β-



胡萝卜素合成与叶绿体外的β-胡萝卜素生产相结合。该研究的共同作

者 Pablo Pérez Colao 表示，β-胡萝卜素在细胞质中积累于类似类球体的

囊泡中。两种策略的结合使叶片中的β-胡萝卜素含量提升了 30 倍。大

量β-胡萝卜素的积累还使生菜叶片呈现出独特的金黄色。据研究人员

介绍，β-胡萝卜素可以在叶片常规部位之外以更易吸收的形式大量生

成和储存，并且通过生物强化在提升生菜、甜菜或菠菜等蔬菜的营养价

值的同时不影响其特有的气味和风味。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PV website  

科研人员研发出精准改造野生种群的新基因驱动技术 

 

麦考瑞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专家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等位基因

帆”（Allele Sail）的新型基因编辑技术。与传统的基因驱动技术相比，

“等位基因帆”能够在野生种群中实现更加精确和可控的基因改造。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上。 

“等位基因帆”旨在通过创造表达基因编辑器的转基因生物，对基

因组进行精确的靶向修改。当这些转基因生物与野生种群交配时，它们

https://www.upv.es/noticias-upv/noticia-14794-superlechugas-en.html


的后代将携带两个已修改的基因拷贝和一个编辑器基因拷贝。这样可以

确保基因编辑器在种群中维持较低的传播频率。 

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生物学家、该研究的主要作者Michelle Johnson

表示：“‘等位基因帆’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改变野生种群的特征

及演变方向，由于基因改造部分以较低频率引入且持久性可控，可能会

更容易被公众接受。”研究团队希望这一技术能成为应对全球重大挑战

的工具，例如提升耐热性和抗病性，并且有助于缓解与基因驱动相关的

公众顾虑和监管难题。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Macquarie University 

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无麸质小麦 

 

 

西班牙可持续农业研究所和巴斯克大学的科学家通过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展示了开发低麸质小麦的潜力，这项研究成

果为无麸质小麦的商业化生产带来希望。 

小麦是全球广泛种植的作物之一，也是数百万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https://www.mq.edu.au/faculty-of-science-and-engineering/news/news/new-genetic-editing-technique-to-alter-the-traits-and-fates-of-wild-populations


小麦中的关键成分之一是麸质，这是一种复杂的蛋白质复合物，包括α

/β-醇溶蛋白、γ-醇溶蛋白和ω-醇溶蛋白。虽然麸质对大多数人无害，

但对于患有乳糜泻（CD）、非乳糜泻小麦敏感症（NCWS）和 IgE 介

导的食物过敏患者来说，麸质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因此他们需要食用

无麸质食品。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靶向小麦中编码γ-醇溶蛋白和ω-醇

溶蛋白的基因，成功生产出无麸质基因编辑小麦。研究结果表明，这些

基因突变能够遗传给后代，且后代小麦的麸质含量最高可减少 97.7%。

当这些品系与其他α-醇溶蛋白含量减少的 CRISPR 品系杂交时，会培

育出麸质含量极低甚至几乎无麸质的小麦。未来，研究人员计划通过外

周血单核细胞刺激实验，进一步研究乳糜泻和 NCWS 患者的免疫反应。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基因编辑奶山羊乳腺炎抗性增强 

 

中国专家通过调控序列的基因编辑育种策略，成功培育出抗乳腺炎

能力更强的基因编辑奶山羊。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Advanced Science 期

https://academic.oup.com/jxb/advance-article/doi/10.1093/jxb/erae376/7750082


刊上。 

乳腺炎是全球畜牧业的常见疾病，表现为乳腺发炎，主要由金黄色

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spp.）和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等病原

体感染引起，是导致奶山羊产业经济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人员提

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抵抗炎症性疾病，并将奶山羊作为研究模型。 

研究团队利用 ISDra2-TnpB 系统，成功开发出抗乳腺炎的基因编辑

山羊。这些山羊在受到大肠杆菌感染时，乳腺中的溶菌酶（LYZ）水平

显著增加，从而有效减轻乳腺炎的严重程度并增强抗病能力。该研究为

动物抗病育种领域带来了重要前景。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Advanced Science 

印度专家指出基因编辑技术在作物应用中的挑战 

 

基因编辑技术给农业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作物改良提供了

新的途径。开发具有优良性状的作物有助于减少对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依

赖，并提高作物应对干旱和极端气温等环境压力的耐受性。 

一项发表在 Microbiology Research Journal International 上的研究强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vs.202404408


调了基因编辑作物抗病基因的成功案例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印度研究人

员提到了基因编辑领域的一些显著进展，例如抗白粉病小麦、抗稻瘟病

水稻、抗晚疫病马铃薯和抗巴拿马病香蕉。然而，研究人员也指出，讨

论基因编辑所面临的各类挑战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将基因编辑技术中遇到的挑战分为四大类：技术、监管、

伦理和社会经济。技术障碍凸显了基因编辑领域进一步研究和创新的必

要性。作者还指出，由于法规差异、知识产权争议和公众意见等监管和

伦理问题增加了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复杂性。 

为加快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作物中的应用，作者建议进行合作研究、

促进透明沟通以及制定包容性政策。他们认为，基因编辑技术有潜力应

对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减轻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并促进全球粮食

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更 多 相 关 资 讯 请 浏 览 ： Microbiology Research Journal 

International  

中国研究人员呼吁保障 CRISPR 技术的公平获取 

 

https://journalmrji.com/index.php/MRJI/article/view/1485
https://journalmrji.com/index.php/MRJI/article/view/1485


基因编辑技术为解决水产养殖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了潜在的

解决方案。南京农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研究

人员对 CRISPR-Cas9 技术在渔业中的应用效果、所面临的挑战及其社

会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 

CRISPR-Cas9 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多种鱼类基因的定向改良，包括尼

罗罗非鱼、大西洋鲑鱼、日本青鳉和沟鲶等。这些应用有望显著提升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水产品贸易中的竞争优势。然而，CRISPR 技术的高成

本和知识产权壁垒可能会对资源匮乏和边缘化的生产者构成挑战。 

研究人员建议，政府和国际发展组织可以通过补贴和资金支持，帮

助这些生产者承担技术获取、实施及能力建设的费用。同时，他们强调

了政策制定者在建立公平、可行的许可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以确保所有

人都能平等获取 CRISPR 技术。研究还指出，应促进地方社区、小规模

生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确保政策干预和支持措施能够充

分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和关切。 

除了政策上的考量外，作者还提到需要解决公众对 CRISPR-Cas9

改良鱼类的接受度问题。部分消费者对基因编辑鱼类的安全性和质量表

示担忧。研究表明，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和透明的沟通机制对于赢得公

众信任、回应社会关切问题至关重要。作者最后总结道，如果能妥善应

对这些挑战，基因编辑技术在水产养殖领域的广泛应用将带来更大的收

益。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Muhammad-Mukhtar-Abdullateef/publication/383453096_CRISPRCas9_Technology_for_Enhancing_Desirable_Traits_of_Fish_Species_in_Aquaculture/links/66cdf0e5fa5e11512c3ad020/CRISPR-Cas9-Technology-for-Enhancing-Desirable-Traits-of-Fish-Species-in-Aquaculture.pdf


科学家利用 CRISPR 技术改造眼虫以生产生物燃料 

 

大阪市立大学的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突变型眼虫（Euglena 

gracilis），其产生的蜡酯碳链较野生型品种更短。这一研究为生物燃料

和化学品的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 

微藻油生产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潜在来源，展现出巨大的前景，能够

生成油脂和蜡酯。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植物，减少

对石油的依赖。然而，关于通过基因编辑调整蜡酯组成的研究仍相对有

限。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 CRISPR-Cas9 技术，靶向修改了眼

虫脂肪酸β-氧化途径中的两种关键酶，产生了可以缩短蜡酯链长的基

因突变。大阪市立大学农业研究生院应用生物化学系的中泽正美博士表

示：“这一成果有望成为以生物来源替代部分石油基蜡酯生产的基础技

术。”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Osak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和 Bioresource 

Technology 

https://www.omu.ac.jp/en/info/research-news/entry-6227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