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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批准进口国内开发的转基因大豆
本报讯 6月28日，记者从

农业农村部获悉，《2020年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进口）批
准清单》日前由农业农村部科
技教育司发布。其中包括北京
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发
的 转 基 因 大 豆 ——
DBN-09004-6，这成为了中国
首次批准进口国内公司研发的
转基因大豆产品。农业农村部
称，这些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产
品将用作加工原料。所有批准
从6月11日开始生效，有效期
为5年。

2019年2月，阿根廷国家

政府的生产及劳动部下发书面
通知，通知指出，转基因大豆
DBN-09004-6获得阿根廷政
府的种植许可。此后，该转基
因大豆尚未在阿根廷开始种
植。按照阿根廷的相关规定，
只有获得中国进口许可之后，
含该技术的大豆品种才可进行
商业推广。同时，依据我国的
相关规定，向我国出口转基因
农产品的都需获得我国农业农
村部颁发的进口安全证书。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产
品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

书公示的公告》显示：此次获得
中国进口安全证书意味着公司
耐除草剂大豆DBN-09004-6
产品可以在阿根廷进行商业化
种植。

中国是全球大豆主要进口
国，国内大豆消费50%以上来
自南美市场，南美是转基因大
豆性状和技术的主要市场。国
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发布的最新数据指出：2018年
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为1800万
公顷，合2.7亿亩，100%为转基
因大豆，占当年全球转基因大
豆种植面积的18.8%。

当前阿根廷种植的大豆超
过70%为RR1抗草甘膦大豆，
长期大面积使用草甘膦使草甘
膦抗性杂草问题不断加重，阿
根廷大豆种植户迫切需求新型
耐除草剂大豆技术。

“DBN-09004-6耐除草剂
大豆是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研
发的首批转基因性状产品之一，
从2011年年中起始产品设计到
2020年6月获得中国进口许可，
历时近9年。”大北农生物技术公
司南美业务负责人于彩虹介绍，
“我们的阿根廷合作伙伴将于近
期提交首个DBN-09004-6耐

除草剂大豆品种登记申请，并加
速种子扩繁，为在阿根廷大面积
推广做准备。”

“阿根廷大豆主产区对新
型耐除草剂大豆性状需求迫
切，DBN-09004-6耐除草剂大
豆能满足相当一部分大豆种植
户的生产需求，具有明确的市
场价值和竞争力；巴西和乌拉
圭大豆生产不仅需要耐除草剂
性状，还需要抗虫性状，后续我
们将在两国推广抗虫耐除草剂
复合性状产品，相关种植许可
正在积极申报和准备中。”于彩
虹说。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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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的一天，曹振博士接到
一家日本公司的来电，要就他们团队
所研发的“5分钟检测残留农药的AI
系统”展开合作。

这套系统被称为基于图像识别
的污染物快速检测智能识别系统（以
下简称识别系统），将传统免疫层析
技术结合上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
术。像使用验孕试纸那样简单，检测
时，将免疫层析试纸条插入被测样品
液体，静置层析5分钟后用手机微信
小程序拍照识别，就能立刻在手机上
看到多种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检测
数据还可实时上传分享。

跨国外企伸出橄榄枝，让曹振感
到惊喜的同时也有一些对技术保密
的担忧。所幸的是，他们已经在国内
外布局了知识产权申请。

在团队首席科学家王静的带领
下，曹振所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
称质标所）农业化学污染物残留检测
及行为研究创新团队，十多年前就认
准了这个研究目标。该项成果是在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农产品中典型
化学污染物精准识别与检测关键技
术”研究基础上的再一次突破。

“老大妈手里的弹簧秤”

吡虫啉、克百威、腐霉利、多菌灵
……常用农药残留到底有多少？蔬
菜货架期短，如何快速检测？

“在我国，农药残留是社会关注
度最高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王
静说。

我国仍有2亿多小农户，集约化
程度相对低、规模小而散、市场监管
难度大，对农残检测时效性要求高，
因此快检技术和产品研发在我国具
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如今，王静团队研发的检测系统
能在几分钟之内智能判断农药残留，
解决了上述难题。

通过手机拍照智能化判读试纸
条检测结果的解决方案，源于多年前
团队的构想，王静说：“快速检测智能
化、便民化是大趋势。”

王静说，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
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的需要；是政府实施风险排
查、科学监管的有效技术手段；也是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企业保证产品安
全自检的需要；更是消费者参与农产
品质量安全共治的需要。

要满足上述需求，必须打造出快
速简单、经济实惠、便民化的技术。
中国农科院的项目总指挥把这个目
标定为：像买菜时防止缺斤短两“老
大妈手里的弹簧秤”一样方便。

两大难关：免疫层析试纸+
环境光可拍摄

这把弹簧秤可不容易做。
目前国际上使用手机拍照判读

试纸条，通常是在暗室中和固定光源
条件下进行。因为不同光强条件下
获取的图片明暗程度不同，消除不同
光强背景干扰是主要技术瓶颈。

世界上已经有几家公司推出了
使用手机拍照的试纸条读取装置，主
要是医疗卫生领域的。其中最先进
的一款，可以在环境光条件下读取试
纸条。但这项技术需拍照两次：先拍
条形码识别试纸条信息，再拍试纸条
上的检测结果，且每次只能检测一种
物质，是一种单通道检测。目前，市
场上还没有成熟的免疫层析试纸条
读取装置可用于环境光条件下农药
多残留检测。

过去十多年，王静团队潜心研究
农产品中典型化学污染物精准识别与
检测关键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储
备了一系列技术及产品。这套最新技
术采用特异性抗体进行识别与检测，
为识别系统研发奠定了基础。

王静告诉记者，农药属于小分子
化合物，特异性识别农药分子的抗体
难以制备。这是农药小分子免疫试
纸难做的主要原因。

我国允许使用的农药已有710
种，其中化学农药达500多种，制备免
疫层析试纸条需要开发针对每种或
每类农药的特异性抗体，化学农药大
多分子量小、抗原性和免疫原性差，
需对其进行分子结构改造后，再连接
在大分子上制备出人工抗原，才能免
疫动物产生特异性抗体。

“针对每一个农药开发其抗体，

几乎都包含分子结构改造、有机化学
合成、免疫学的系统创新研究，需要
大量研究积累。”王静说。

另一方面，在智能识别方面要突
破不同环境光干扰的技术难题。

王静团队研发的多通道试纸条
搭载平台和AI图像识别算法是有机
结合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背景
扣除模型和算法，实现了对不同背景
环境光干扰的消除。当使用不同手
机拍照时，算法也能最大程度上消除
自然光干扰。

为产业化做好准备

通过新型半抗原合成、抗体制
备、标准化试纸条研发、手机智能图
像识别等技术结合，团队研发出农药
多残留免疫分析速测系统。该系统
使用条形码标识每一批次试纸条的
身份，吡虫啉、克百威、多菌灵、腐霉
利等农药试纸条在茶叶、果蔬中的多
残留检测已经开展示范应用。

据悉，标准化试纸条和配套研发
的多通道搭载平台设计已获专利授权。

基于图像识别的智能化试纸条
读取软件是一种人工智能图像识别
算法，可以做到图像识别、截取、纠
偏、分析和结果判定同时进行，能自
动识别试纸条T线和C线，并可通过
提取T线和C线的色度值实现半定
量判断。同时，检测系统软件已获得
国家软件著作权登记。

王静介绍，识别系统的主要特点
是检测速度快、多种目标物同时检
测、智能化程度高、数据收集方便、系
统兼容性好，特别适合政府监管快速
筛查、企业自查、消费者自检。

目前，该团队正在研发下一代升
级技术，相关专利和整体技术的PCT
国际专利申请书即将提交；微信开发
者账号和专用域名已在北京市通信
管理局备案。

经测试，华为、苹果、小米、OP-
PO、vivo手机均可用于胶体金试纸条
检测结果的半定量判定，且不同光源
条件影响较小。检测系统的准确性
与专业试纸条读卡仪基本一致，整体
系统已可应用于实际检测。

（中国科学报）

农残快检，已站在市场大门前 本报讯 日前，国家
肉羊产业技术体系“饲养
标准”岗位专家、饲料所
反刍动物饲料创新团队
刁其玉研究员等人完成
的“肉羊营养需要与精准
饲养技术体系创建”项
目，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科
技发展中心组织的成果
评价，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发、南志标、张涌等
9人组成的专家组一致
认为，该成果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我国肉羊养殖存栏
数约3亿只，羊肉年产量
485万吨，均位居全球首
位，是名副其实的养羊超
级大国。然而，肉羊产业
仍存在着生产效率低、市
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阻
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推进，因此迫切
需要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
战场中肉羊产业发展的重
大需求，解决技术瓶颈问
题，引领和支持肉羊产业
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该成果基于营养需
要量和饲料营养价值数
据库，建立了肉羊不同生
理阶段的高效培育理论
和方法，实现了准确估测
微生物蛋白质和可代谢
蛋白质合成量的技术突
破，开发了肉羊高效育肥
的酶菌复合制剂、青贮添
加剂等产品，制定了《肉
羊营养需要量》新标准，
创建了精准饲养技术体
系，解决了肉羊因营养不
良成活率低、饲料配制不
科学而生长速度慢等难
题。该成果符合我国发展草食畜牧业的大政方
针和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需求，对于促进我国优
质羊肉生产，满足市场供应，提高养殖者经济效
益，提升羊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该成果在内蒙古、新疆、山东、河北等养羊
大省的规模化养殖场示范，育肥羊日增重达到
300克左右，优于国外饲养标准；肉羊出栏时间
缩短了2~6个月；肉羊屠宰率在45%以上，提高
了2%~3%；母羊年产羔数增加0.5~1.0只。近
三年新增经济效益49.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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