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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位诺贝尔奖和世界粮食奖得主关注全球粮食安全 

 

一个由 153 位诺贝尔奖和世界粮食奖得主组成的广泛联盟，前所未

有地呼吁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以开发“登月计划”技术，避免未来 25

年内出现饥荒灾难。这一呼吁通过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在 2025 年 1 月

14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听证室举行的“农业研发登月计

划：加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进行讨论。 

签署者警告称，世界距离满足未来粮食需求还相差甚远，目前估计

有 7 亿人正在遭受饥饿，到 2050 年，还需要额外为 15 亿人提供粮食。

这封公开信预测，人类将面临一个“比今天更加粮食不安全、更加不稳

定的世界，并因冲突和粮食不安全的恶性循环而进一步恶化”。他们在

信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胆行动来改变这一现状，同时要开展高风险、高

回报的科学研究，目标是实现全球粮食系统转型，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

所有人的营养需求。 

这项呼吁由 2024 年世界粮食奖得主 Cary Fowler 协调，强调了气候

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威胁，以及其他损害作物生产力的因素，如土壤侵蚀

和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短缺、冲突以及限制农业创新的

政策。 



签署者表示：“作为科学和创新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呼吁你们与我

们一起敲响警钟，提高集体目标，并倡导开展登月计划式的研究，以确

保全球未来的粮食和营养安全。”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World Food Prize Foundation 和 here 

英国确立《精准育种法案》实施时间表 

 

2025 年 1 月 9 日，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部长 Steve 

Reed 在牛津农业大会上确认了《2023 年基因技术（精准育种）法案》

的时间表。 

Reed 在会议演讲中表示：“我今天可以确认，我们将在 3 月底之

前向议会提交二级立法，解锁新的精准育种技术，使农民能够种植更具

营养、更耐病虫害、更具适应气候适应性且有利于环境的作物。” 

Reed 还表示，精准育种为改革英国植物育种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变

革潜力，使创新产品能在几年内而非几十年内实现商业化。 

《精准育种法案》是解锁新技术增长和创新的重要一步，在面对气

https://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87428/49187/more_than_150_nobel_and_world_food_prize_laureates_issue_unprecedented_wakeup_call_over_hunger_tipping_point
https://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nodeID=96854&audienceID=1


候变化时强化了粮食安全，并确保英国成为全球农业食品创新的领导

者。英国已加入阿根廷、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行列，这些国家已经

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并帮助应对世界面临的最

大挑战。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speech here 

波兰寻求打破欧盟新基因技术提案僵局 

 

相关文件显示，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尚未就新基因技术（NGT）提案

达成一致，波兰希望推动摆脱欧盟严格的许可和可追溯性要求。 

在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一周后，波兰希望驳回匈牙利要求重

新讨论整个政策的提议，而是回归先前关于定义的框架，并将重点放在

专利问题上。本月，政府代表将在布鲁塞尔会面，讨论波兰这一提案。

相关政策在理事会与欧洲议会进入最终谈判之前，需要在部长级层面达

成协议。 

2023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提议，使用 NGT 技术培育的作物应被排

除在 2001 年《转基因生物条例》的严格监管之外，但各国政府尚未就

如何准确定义这些产品以及它们是否应该授予专利达成一致。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EuroNew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steve-reed-speech-at-the-2025-oxford-farming-conference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1/09/poland-seeks-to-break-eu-deadlock-on-gmo-deregulation


中国为转基因和基因编辑作物颁发生物安全证书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宣布为转基因和基因编辑作物

事件颁发新的和续期的生物安全证书。新颁发的证书包括以下内容： 

1）7 份续期和 1 份新的转基因作物生物安全证书，批准用于进口加

工原料； 

2）5 份新的基因编辑作物生物安全证书，用于国内种植和加工，其

中包括首个基因编辑水稻事件； 

3）1 份续期的和 8 份新的转基因作物生物安全证书，批准用于国内

转基因作物种植和加工； 

4）4 份生物安全证书，用于扩大有效种植区域； 

5）7 份续期的和 5 份新的转基因微生物（GMMs）生物安全证书，

批准用于动物用途； 

6）1 份续期的转基因微生物生物安全证书，批准用于植物用途； 

7）33 份续期的转基因棉花生物安全证书，批准用于国内种植和加

工。 



新的及续期的生物安全证书有效期为五年，自 2024 年 12 月 25 日

起生效。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SDA FAS Report 

Bt 技术有望助力对抗毁灭性柑橘黄龙病 

 

图片：受黄龙病侵染的橙树叶片症状。 

图片来源：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Tim Gottwald 

佛罗里达大学食品与农业科学研究所（UF/IFAS）的科学家们正在

测试一种新型基因编辑柑橘树，该树能够抵抗亚洲柑橘木虱——柑橘绿

化病（又称黄龙病，HLB）的传播媒介。这种经过改良的树木正在实验

室和温室中开展相关研究，即将进行田间试验。 

科学家们将来自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一个基因插入柑

橘树中，使其产生一种可以杀死幼龄亚洲柑橘木虱的蛋白质。该基因在

叶片的韧皮部（木虱取食的植物导管部分）产生蛋白质。UF/IFAS 研究

https://apps.fas.usda.gov/newgainapi/api/Report/DownloadReportByFileName?fileName=New%20and%20Renewed%20Biosafety%20Certificates%20Issued%20-%20December%202024_Beijing_China%20-%20People%27s%20Republic%20of_CH2024-0180.pdf


团队发现，这种源自 Bt 的蛋白质可以消灭绝大多数幼年木虱，使其无

法发育为成虫。因此，成虫在这些柑橘树上产卵后不会形成新的木虱种

群。 

自 2005 年以来，HLB 已经破坏了佛罗里达州大部分的柑橘树及其

果实，迫使种植者和科学家们积极寻求应对这种疾病的解决方案。佛罗

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主校区的杰出学者、昆虫学教授 Bryony Bonning

领导了这项研究，并表示：“鉴于 Bt 蛋白在保护其他作物免受害虫侵

害方面的广泛应用，我们认为这是控制亚洲柑橘木虱的正确方向。”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niversity of Florida News 

报告显示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最新趋势 

 

图片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USDA ERS）发布了关于美国转基因作物

https://news.ufl.edu/2025/01/citrus-greening-research/


最新趋势的更新报告。数据基于 2002 年经济研究局报告《生物工程作

物的采用》（AER-810，1996—1999 年数据）和国家农业统计局（2000

—2024 年）每年 6 月的农业调查。 

自 1996 年转基因种子引入以来，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比例显著增

长。2024 年，美国 90%以上的玉米、陆地棉花和大豆作物都采用了转

基因品种。这三种主要作物占据了该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大部分。 

报告的要点包括： 

1）2024 年，耐除草剂大豆种植面积达到了 96%，为历史最高水平。 

2）2024 年，抗除草剂棉花种植面积为 93%，抗除草剂玉米为 90%。 

3）国内 Bt 玉米种植面积从 1997 年的约 8%增长到 2024 年的 86%。 

4）Bt 棉花种植面积从 1997 年的 15%扩大到 2024 年的 90%。 

5）2024 年，约 87%的棉花种植面积和 83%的玉米种植面积使用了

复合性状转基因种子。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 USDA ERS 

基因编辑土壤细菌可为玉米提供更多氮素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基因编辑细

菌在玉米早期生长阶段能够从空气中提供相当于 35 磅氮素的养分，该

https://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nited-states/recent-trends-in-ge-adoption


技术有望减少作物对氮肥的依赖。 

Connor Sible 及其研究团队测试了能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可利

用形式的土壤细菌种类。这些经过编辑的细菌增强了参与固氮作用的一

个关键基因的活性，使植物能够获得更多可用的氮素。当在种植时施用

这些细菌后，它们会定殖在植物根部，将养分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研究人员在三年田间试验中，在玉米播种时按照常规农业种植方法

施用这些细菌，并在 V8 期（8 片完全展开的叶片）和 R1 期（抽丝期）

测量了植物组织中的氮含量，以及每个季节结束的谷物产量。植物和土

壤稳定同位素氮的稀释显示，接种处理的额外氮素吸收来自大气，补充

了土壤和肥料中给的氮供应。 

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氮肥施用水平下，结种剂平均使玉米的植株

生长、氮素积累、籽粒数量和产量分别增加了 2 蒲式耳/英亩。在中等

氮素施用量下，产量增加了 4 蒲式耳/英亩，相当于每英亩补充了 10-35

磅氮肥的效果。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ACES News 

日本开展应对花粉症的转基因水稻研究 

 

日本国立农业与食品研究机构（NARO）的研究人员收获了 440 公

https://aces.illinois.edu/news/gene-edited-soil-bacteria-could-provide-third-source-nitrogen-corn-production


斤的转基因水稻，其可有效缓解花粉过敏症状。 

这种抗过敏水稻品种自 2000 年起在日本开发，现正朝着临床应用

方向稳步推进。研究人员对日本现有的 Kitaake 水稻品种进行基因工程

改造，使其产生花粉中的过敏原，以对抗日本杉树花粉过敏症。初步研

究结果令人鼓舞。临床试验表明，其可以减少打喷嚏的次数，并降低对

药物的需求。然而，由于监管障碍和有限的临床数据，该项目曾遭遇挫

折。 

随着新的关注点出现，近期一项新的临床研究已获批准，以进一步

研究这种水稻的治疗潜力。目标是从水稻中提取活性成分，并将其开发

成粉末，以实现更有效的免疫治疗。尽管该研究仍面临重大挑战，包括

需要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和确保转基因水稻的稳定供应，但研究人员相

信这种创新方法可能会彻底改变花粉症的治疗方式，并有望为治疗其他

过敏症铺平道路。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original article  

农业研究局研究团队提高苜蓿耐盐性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的遗传学家 Devinder Sandhu 领导的研究团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5529665


队正在通过开发耐盐作物来解决盐碱化问题。该研究首先从苜蓿入手，

这是奶牛养殖和土壤改良的重要饲草作物。 

Sandhu 的团队从 2700 个苜蓿品系开始，逐步筛选出 12 个表现优异

的品系。其中两个品系脱颖而出，能够耐受相当于海水三分之一盐度的

环境。通过整合这些品系的优良性状，研究人员培育出一个新的苜蓿品

系，即使在真正的海水进行测试时也能表现良好。研究人员使用来自太

平洋的海水对这些新苜蓿品系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它们能够存活，这

一发现让该领域的同行感到震惊和赞叹。 

除苜蓿外，Sandhu 对耐盐性研究还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小麦、玉米、

番茄和草莓等作物也可能从类似的耐盐机制中受益。Sandhu 强调了跨物

种潜力，他说：“耐盐性的基本机制通常在植物物种间是保守的。”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ARS News  

研究探讨农业研发成果转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 

 

先前的报告显示，严格的监管程序和高昂的研发成本导致基因编辑

技术的审批延迟和采用推迟。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和捷克生命科学大学布

https://www.ars.usda.gov/oc/dof/pass-the-salt-a-new-breed-of-crop-survives-the-toughest-irrigation-challenge/


拉格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加快农业研发成果转化对全

球粮食安全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高收入国家加速农业研发成果转化直接影响其经济表

现、福利、投入成本、营养供给、粮食负担能力，并对中低收入国家产

生溢出效应。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全球各国农业研发成果转化均提速

3 年，中国、印度、其他亚洲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将从中获益

最大。 

研究结果还显示，欧盟可能是高收入国家加速农业研发成果转化的

最大受益者。研究人员建议简化基因编辑的审批流程，这将惠及全球大

多数国家。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GM Crops & Food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1645698.2024.2438419?src=exp-la#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