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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进我国农业生物安全科学治理体系的提升
本报讯 7月11日，国家农

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日前召开
2019年度学术委员会年会视频
会议，总结2019年度工作成就
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

会议听取了中心 2019年
工作总结报告和专题报告，肯
定了中心在高危农业病虫害

灾变机制、风险评估、监测预
警、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估、有
益资源引进等方面的显著成
绩。学术委员会院士和专家
逐一点评，建言献策，形成共
识：一是中心业务工作源于植
保，高于植保。中心应加强同
海关检疫、生态环保等主管机

构的全面合作，提升中心决策
影响，加速推进我国生物安全
治理体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二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的特殊节点，不仅要完善实
验室制度、功能定位及其平台
和能力建设，还要加强长远布
局谋划，形成生物安全研发转

化合力，在全球尤其是我国边
境地区的生物风险监控方面
发挥主导作用；三是要按照
“三个面向”的重要指示，注重
打造国家战略力量，实施大科
学工程，提升基础设施和能力
建设，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
生态安全，防范生物风险做出

更大贡献。
此次会议是在2020年习近

平总书记“要把生物安全作为
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的总要求背景下召开的，对
加速推进我国农业生物安全科
学治理体系的提升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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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
消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近日，第51届国际植物新品种保
护联盟（UPOV）果树技术工作组
（TWF）会议在法国以视频会议
形式召开。中国农业科学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姜建福博士等21
位专家代表中国参会。另外，还
有来自意大利、日本、法国及欧
盟、非洲等24个国家和组织的
110余位专家参会。

大 会 期 间 ，参 会 代 表 就
UPOV相关 TGP技术文件、品
种描述的信息数据库、软件设
备的交换与使用、苹果芽变品
种的DUS测试、分子指纹测试
技术、国际交流与合作、PRIS-
MA电子申报进展等议题进行
了专题报告，同时讨论了葡萄、
草莓、杏、榛子、苹果等果树
UPOV测试指南草案，其中在
葡萄测试指南的讨论中，姜建

福提出减少葡萄果肉质地分级
级别，增加果穗形状2个特征性
状的建议，被会议采纳。

在中国代表的邀请下，会议
一致同意第52届UPOV果树技
术工作组会议于 2021年 7月
12-16日在中国河南郑州召开，
具体会议由中国农科院郑果所
承办，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国果业
在UPOV的话语权，提高中国果
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全球专家共商果树测试指南

本报讯 近日，优质功能畜产
品创新团队系统分析综述了硒
醇荧光探针研究最新进展。

据张军民研究员介绍，硒是
人和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畜产
品是膳食硒摄入的主要来源之
一，开展富硒畜产品功能相关研
究，对于营养导向型畜牧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硒主要以参与
硒蛋白合成发挥生理功能，硒醇
为硒蛋白的活性基团，因此，硒
醇含量是反映生物体内硒营养
状况的关键指标。常见的硒醇
检测方法有质谱法、免疫法、荧
光法等，其中荧光分析法同时具
有灵敏度高、成本低、可视化等
优点。优质功能畜产品创新团
队持续开展硒醇检测创新研究。

文章总结了以2,4-二硝基
苯基、含二硫键化合物、苯并硒
二唑等为代表性检测基团的硒
代半胱氨酸、硫氧还蛋白还原
酶、硒化氢三种生物硒醇特异性
荧光探针的最新进展，重点介绍

了探针设计原理及其生物学应
用前景；阐述了检测环境以及检
测基团的稳定性是影响硒醇检
测的关键，正常生理状态下硒醇
以R-Se-形式存在，而硫醇则以
未分解的 R-SH形式存在，因
此，酸性条件下荧光探针对硒醇
的选择性更强；说明了通过反应
位阻的改变，引入更稳定的检测
基团，可以用于检测硒醇，以及
一些含硒药物也是潜在的硒醇
探针。该文章为硒醇探针的设

计和畜产品中硒含量快速检测
方法开发提供了借鉴。

文章已在分析化学知名期
刊《分 析 化 学 学 报（Analytica
ChimicaActa）》（IF=5.977）在线
发表。博士研究生刘宇宁为该
论文的第一作者，张军民研究员
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受到中国
农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中
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农
业农村部富硒产品开发与质量
控制重点实验室项目共同资助。

硒醇荧光探针研究最新进展

本报讯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主办的国家马
铃薯良种科研联合攻关品种及
绿色增产增效集成技术示范现
场和云上观摩会，日前在贵州省
毕节市威宁县举行。观摩会旨
在落实和推进农业农村部和中
国农科院相关任务，推动马铃薯
产业绿色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助

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观摩会展示和示范了15家

良种攻关联合体单位育成的多
抗优质高产新品种85个，示范
马铃薯绿色增产增效技术 13
项，其中示范的西南高海拔大
春马铃薯绿色增产增效技术集
成模式较周边农户增产10%以
上，减肥减药15%以上，增加效

益15%以上。雪山镇农民户均
来自马铃薯的收入占总收入
62%以上，通过新品种和绿色增
产增效技术集成示范，辐射带
动雪山镇10万亩马铃薯生产区
增产增收1500万元以上，助力
脱贫攻坚成果显著。此次现场
和网络观摩参会人员达6000余
人次。

品种和绿色技术集成创新助力脱贫攻坚

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

本报讯 据科技部网
站消息，为推进重点专项
一体化实施，促进项目间
协同合作，加强成果培育，
推进科研成果对接，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畜禽重大
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
综合技术研发”专项日前
采用现场会议与线上直播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猪高
效安全养殖”项目群成果
交流。交流活动采用“借
船出海”的合作模式，与第
29届广东畜牧兽医科技大
会联合开展。专项总体专
家组组长陈焕春院士教授
等咨询专家、科研界、产业
界代表参加交流会，现场
来自国内外学者、科研工
作者及全国养猪同行600
余人参加会议。农技开发
中心副主任陈成视频参加
会议并讲话，广东畜牧兽
医学会理事长、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廖明副院长主持
会议。

项目群活动上，8位
生猪产业相关项目首席
介绍了项目实施以来的
研究成果，在座谈环节，
项目首席与点评专家一
起交流讨论，就科研同行
与产业界关注的问题与
需求展开交流。陈成副
主任充分肯定专项科学
家为我国生猪产业做出
的贡献，介绍了“十三五”
畜禽专项取得的重要进
展，并就加强项目课题间
协调和一体化实施、强化
重大成果培育凝练、推进
科研与产业对接、协同创
新和跨界融合提出要求。

近年来，畜禽专项打
破项目界限组成项目群，
采用“借船出海”模式与
学会协会、产业界搭建成
果交流平台，将科研成果
推向产业界，现场听取产
业界的问题与需求，在成
果转化与一体化实施上
收到良好效果。

“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
安全养殖综合技术研发”
专项开展“猪高效安全养殖”项目群成果交流

本报讯 为了满足非
洲猪瘟及其他重大动物
疾病在研发和生产中对
无特定病原体猪（SPF）等
实验动物运输需求，近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
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
类实验动物资源库和哈
尔滨维科公司通过集成
创新共同设计和改装的
国内首台全封闭式SPF猪
运输车正式投入使用。

据国家禽类实验动物
资源库常务副主任李昌文
副研究员介绍，该运输车
设计首先从满足实验动物
质量控制和实验动物福利
两大基本原则为出发点，

同时兼顾满足其他不同品
种SPF级和无菌实验动物
的运输要求。该运输车风
道设计采用初、中、高三级
过滤系统，可加装车载运
输隔离器和独立送风笼
具，从而形成移动的屏障
和隔离环境，既可运输SPF
猪又可运输无菌猪，还可
运输其他SPF级及以上的
中小型实验动物。

该运输车的正式投入
使用，打破了我国SPF级
及以上级别实验动物没有
专用运输车辆的空白，也
为建立实验动物运输环节
的质量控制体系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国内首台全封闭式SPF
猪运输车正式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