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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口岸进境玉米转基因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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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基因农产品安全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通过回顾转基因玉米的发展
历程，分析国际上主要国家针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舟山口岸近几年转
基因玉米检验的工作情况，以及现阶段针对转基因产品监管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提出针对性
建议以便于检验检疫部门更好地进行转基因玉米的进出口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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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随着
转基因农产品的大量进口，转基因产品逐渐进入我
国普通大众的餐桌上，日益成为我国公众社会关注
的问题。玉米作为我国第三大粮食作物，在我国粮
食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生
产国，我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之前
我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玉米出口国，２０１０年是我国进
口玉米的分水岭，当年度进口量超过以往１０年累
计进口量，创历史新高，达１５７． ３万ｔ，首次成为玉米
净进口国（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ｏｆｅｅｄ． ｃｏｍ天下粮仓）。为
有效缓解公众对转基因玉米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
的焦虑，确保我国人民对相关农产品的知情权，我国
从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开始贯彻实行《农业转基因生

物标识管理办法》，对转基因产品采用定性判断标
准，没有采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对转基因产品进行
定量标识的做法，转基因玉米的检疫正成为口岸检
疫的重中之重。

针对目前我国玉米进口情况，开展玉米转基因
现状分析，了解转基因玉米主要种植区、转基因品
系，明确各国针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情况和相关法
规，掌握我国玉米进口情况等信息，对准确、快速检
测玉米转基因至关重要。
１　 转基因玉米发展情况
１． １　 转基因玉米的发展

玉米主要用于动物饲料、淀粉原料以及生产生
物燃料等［１］，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转基因玉
米的研发得到快速发展（表１），包括耐除草剂、抗虫
基因、复合形状、高氨基酸含量等［２ － ３］，种植面积已
占到玉米总种植面积的３２％。其中，美国转基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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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自１９９５年批准先正达公司
研发的抗虫转基因玉米ＢＴ１７６的食用、饲用和商业
化种植后，至２０１４年转基因玉米种植比例高达
９３％。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中心（ＩＳＡＡＡ）
《２０１３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
势》报告［４］称，中国有５亿头猪和１３０亿只鸡、鸭和
其他家禽需要饲养，考虑到对玉米的巨大需求和进
口的不断增加，“转基因玉米作为一种饲料作物将
来可能是中国最先商业化的作物”。

表１　 转基因玉米研发标志性事件［５］

年份 标志性事件

１９９０
Ｆｒｏｍｍ和Ｇｏｒｄｏｎｋａｍｍ等利用基因枪轰击原生质体首次获
得可育的转基因玉米植株，使得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玉米品
种改良成为可能

１９９５
美国批准了先正达公司研发的抗虫转基因玉米ＢＴ１７６的食
用、饲用和商业化种植

１９９５
美国批准了拜耳公司研发的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Ｔ１４的食
用、饲用和商业化种植

１９９６
美国批准了先正达公司研发的抗虫耐除草剂复合性状转基
因玉米ＢＴ１１的食用、饲用和商业化种植

１９９８
欧盟批准美国先正达公司研发的抗虫耐除草剂复合性状转
基因玉米ＢＴ１１的食用、饲用和商业化种植

１９９８
美国批准了国际先锋种子公司研制的转基因耐除草剂与不
育基因的转基因玉米６７６，６７８，６８０食用、饲用和商业化种植

２００４
中国批准了转基因抗虫玉米ＢＴ１７６ 、ＭＯＮ８６３，耐除草剂玉
米ＧＡ２１ 、Ｔ２５和复合性状抗虫加耐除草剂玉米ＢＴ１１ 和
ＴＣ１５０７的食用和饲用

２００６
加拿大批准了高赖氨酸转基因玉米ＬＹ０３８食用、饲用和商
业化种植

２００６
美国批准了孟山都研制的转基因抗虫基因与高赖氨酸基因
复合性状玉米ＬＹ０３８ ＋ ＭＯＮ８１０的食用和饲用

１． ２　 全球转基因玉米种植情况
近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势头强劲。自

１９９６年第一例转基因作物被批准进入商业化生产
以来，种植面积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７０万ｈｍ２增加到２０１３
年的１． ７５亿ｈｍ２。２０１３年，全球有３２％种植的是
转基因玉米，中、美、巴西、阿根廷是全球主要的玉米
生产国［４］；其中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全球主要的
玉米出口国，三国占全球总出口量的６６％。

目前，转基因种植面积最大的还是美国，其中转
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占该作物全国种植总面积的
８５％以上。巴西作为全球第二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
家，２０１２年公开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３ ６６０万
ｈｍ２，其中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占该作物全国种植
总面积的６７％以上。另一方面，２０１２年，欧盟国家

种植了１２９ ０７１ ｈｍ２的转基因玉米，全球转基因玉米
种植区域、种植面积都进一步扩大。
２ 　 各国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与法规制定
情况　

尽管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年年在递增，也尽
管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ＳＡＡＡ）在报告
中指出的，转基因作物为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贡献，包括：有利于保证粮食安全，保证粮食价格
的稳定；缓解贫穷和饥饿；减轻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
响等等。但人们对转基因产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从
其诞生以来就没有消失过［６］。怀疑论者认为，经过
人为基因改造的产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同时也
可能对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在对各种说法还没
有定论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对转基因生
物的各种管理法规，包括对进口转基因食品进行严
格管理，要求出具转基因成分的检测报告，对转基因
食品采用标识制度［７］。目前，全球已有４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对转基因产品实施强制性标识制度（表２）。
挪威是第一个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含量标识的国
家，他的标识低限为２％，欧盟的限量标识低限为
０． ９％，韩国为３％，日本为５％ ［８］。国际生物贸易和
食品工业等部门对转基因产品也逐步实施了身份保
持（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Ｐ）管理，确保转基因与非
转基因产品在生产和运送过程中分开处理。

表２　 全球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８］

标识类别标识阈值 国家／地区

强制性标识

０ 中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０． ９％ 欧盟、爱尔兰、以色列

１％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南非、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瑞士、俄罗斯、沙特阿
拉伯

２％ 智利、挪威
３％ 韩国、马来西亚
５％ 日本、中国台湾、泰国

自愿性标识 ５％ 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

而我国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３日颁布了《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开始实施
《出入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２００２年３
月２０日开始贯彻实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
办法》，对转基因检测采用的是定性判断标准，无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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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判定。
不仅如此，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增多，目前各国非

常重视的还有一个转基因作物的品系问题。２００１
年日本在进口的食品中检测出只允许作为饲料而不
允许作为食品的转基因玉米Ｓｔａｒｌｉｎｋ（即ＣＢＨ － ３５１
品系）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转基因品系鉴别的必
要性、重要性。所谓品系鉴定，是指检测外源基因和
基因组基因之间的边界序列，或两个特异性的外源
基因之间搭界序列，从而达到品种鉴别的目的。开
展转基因产品的品种鉴定，一方面可以防止饲料级
的转基因品种混入食品中，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另
一方面，还可以防止未经我国进行审批和危险评估
的转基因品种流入我国；此外，进行转基因品种鉴
定，可以准确而有利地解决贸易上不可预知的纠纷。
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底全球共批准４６个转基因玉米（不
包括复合品系）的商业化生产（表３，数据由国家质
检总局相关专家收集整理并提供），而根据２０１２年
的检验检疫行业标准《进境植物及其产品转基因检
验规程》［９］的规定和要求，农业部已经批准进口的
转基因大豆品系只有３种，玉米品系为１３种，油菜
品系８种；农业部尚未批准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品系
有８种，玉米品系为４１种（包括复合品系），油菜品
系有１３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国农业部又批准了玉
米ＭＩＲ１６２品系和大豆ＬＬ５５品系的进口，但大部分
玉米品系仍未获批准。

表３　 部分转基因玉米（不包括复合品系）信息一览表
（截止２０１５年底）

序
号品系名称 批准国家或地区 推荐品系检测方法风险

等级
１ ５９１２２ 美国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和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
高

２ ６７６，６７８，６８０ 美国 无 高
３ ＢＴ１０ 无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和

ＳＮ ／ Ｔ２６６８ － ２０１０
高

４ ＢＴ１１
（Ｘ４３３４ＣＢＲ，
Ｘ４７３４ＣＢＲ）

美国、阿根廷、
俄罗斯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和
ＳＮ ／ Ｔ２６６８ － ２０１０

高

５ ＣＢＨ －３５１ 美国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和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

高

６ ＤＡＳ４０２７８ 美国 欧盟方法 高
７ ＤＢＴ４１８ 美国 ＳＮ ／ Ｔ 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 高
８ ＤＬＬ２５ （Ｂ１６） 美国 无 高
９ ＨＣＥＭ４８５ 美国、加拿大 无 高
１０ ＬＹ０３８ 美国 ＳＮ ／ Ｔ 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 高

续表

序号品系名称 批准国家或地区 推荐品系检测方法风险
等级

１１ ＭＩＲ１６２ 美国、阿根廷、巴西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和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

高

１２ ＭＩＲ６０４ 美国、阿根廷、泰国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和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

高

１３ ＭＯＮ８０１
（ＭＯＮ８０１００）

美国 无 高

１４ ＭＯＮ８０２ 美国 无 高
１５ ＭＯＮ８０９ 美国 无 高
１６ ＭＯＮ８１０ 美国、阿根廷、

巴西、俄罗斯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和
ＳＮ ／ Ｔ２６６８ － ２０１０

高

１７ ＭＯＮ８３２ 美国 无 高
１８ ＭＯＮ８７４１１ 无 无 高
１９ ＭＯＮ８７４２７ 美国 无 高
２０ ＭＯＮ８７４６０ 美国、欧盟、

新加坡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农业
部２０３１ 号公告－ ５ －
２０１３转基因植物及其产
品成分检测耐旱玉米
ＭＯＮ８７４６０及其衍生品
种定性ＰＣＲ方法（２０１３
－ １２ － ２０实施）

高

２１ ＭＳ３ 美国 无 高
２２ ＭＳ６ 美国 无 高
２３ Ｔ１４，Ｔ２５ 美国、阿根廷、

巴西、俄罗斯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和
ＳＮ ／ Ｔ２６６８ － ２０１０

高

２４ ＴＣ１５０７ 美国、阿根廷、
巴西

ＳＮ ／ Ｔ１２０１ － ２０１４、
ＳＮ ／ Ｔ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和
ＳＮ ／ Ｔ２６６８ － ２０１０

高

２５ Ｄｕｒａｃａｄｅ ５３０７ 美国、俄罗斯
（２０１４年批）

无 高

２６ ＴＣ６２７５ 美国 无 高
２７ ３２１３８ 美国（２０１２批准） 无 高
２８ ３３１２１ 日本（２０１４批准） 无 高
２９ ４１１４ 美国（２０１３）、

加拿大、澳大利亚、
墨西哥、日本
（２０１４）、韩国、
新西兰、中国台湾

无 高

３０ ９８１４０ 美国（２００８）、
阿根廷、澳大利亚、
加拿大、墨西哥、
新西兰、韩国

无 高

３１ ６７６ 美国（１９９８批准） 无 高
３２ ６７８ 美国（１９９８批准） 无 高
３３ ６８０ 美国（１９９８批准） 无 高
３４ ＭＯＮ８７４０３ 美国、加拿大

（２０１５年批准）
无 高

３５ ＭＺＨＧ０ＪＧ 美国（２０１５年批准） 无 高
３６ ＶＣＯ －

１９８１ － ５
美国、加拿大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批准）
无 高

３７ ＤＡＳ４０２７８ 美国、加拿大、
南非、阿根廷、
巴西、日本、

墨西哥、新西兰、
韩国、中国、
台湾、哥伦比亚

无 高

３８ ＢＶＬＡ４３０１０１ 中国（转植酸酶，
２０１２年获安全证书，
２０１５年续证，
但未获批准种植）

无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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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舟山口岸进境玉米情况分析
３． １　 舟山口岸进境玉米统计

中国自２００６年起首次批准进口美国玉米用于
动物饲料，当年共进口美国玉米达１５０万ｔ。２０１２
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和２０１４年４月，中国分别与阿
根廷，乌克兰和巴西签订相关协议，允许大规模进口
玉米。此外，我国还可以从泰国、秘鲁及老挝进口玉
米。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中国全年进口玉米４７３
万ｔ，同比增加８２． ０％。

舟山位于中国内陆黄金水道的长江口，已经成
为长江沿岸粮谷类产品中转的最重要基地。２０１１
年６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在新
区规划中，舟山将建成老塘山国际粮油储运加工物
流园区。目前，园区已引进国内外大型粮食供应、贸
易商，扩大粮食的贸易加工，成为浙江省最大的粮油
仓储基地，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粮食交易加工园
区。另外，舟山口岸已通过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考核，是浙江省唯一一个粮食指定口岸，也是全国
３６个玉米指定口岸之一（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为
国家直属局，不归浙江局管辖）。至２０１５年，舟山
港进口粮食已达４００多万ｔ，居全国前列。

伴随着国家整体进口玉米的不断增长，作为东
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主要海上门户的舟山
港，于２０１１年开始进口玉米，当年进口量就高达８． ４
万ｔ，全部来自美国。除２０１４年进口量较少外，进境
玉米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图１）。２０１５年舟山口岸
共进境玉米２６批次，重量１２． ６８万ｔ，价值０． ３亿美
元，与２０１４年相比分别增加５２． ９４％、４１． ８３％和
１５． ３８％（来源：舟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报告）。

图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年舟山口岸进境玉米情况

３． ２　 舟山口岸进境玉米转基因检测情况分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年，舟山局动植检实验室和浙江省

检科院植检实验室从约６０批次进境的美国转基因
玉米中准确检出ＮＫ６０３、Ｂｔ１１、ＭＩＲ６０４、ＭＯＮ８１０、
ＴＣ１５０７、ＧＡ２１、５９１２２、ＭＯＮ８８０１７、ＭＯＮ８９０３４、
ＭＩＲ１６２、Ｔ２５等１０余种抗除草剂或抗虫特性的转基
因品系（表４）。其中，在Ｂ － １３１９４、Ｂ － １４００７两批
次中检出农业部未批准进口的转基因玉米ＭＩＲ１６２
品系。根据质检动函〔２０１０〕１２７号文件和《进境植
物及其产品转基因检验规程（ＳＮ ／ Ｔ ３２８３ － ２０１２）》
的规定和要求，对相关不符合进口要求的美国转基
因玉米实行退运处理。２０１４年，美国的ＭＩＲ１６２转
基因玉米事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１０］，受此影响，
从２０１４年第二季度起，舟山口岸进境玉米来源国均
为乌克兰。
表４　 舟山局部分进境玉米转基因检出情况（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年）
编号 来源国家 检出情况

Ｂ － １１０７０ 美国检出ＮＫ６０３、ＭＯＮ８８０１７、ＭＯＮ８１０、
ＭＯＮ８６３、ＴＣ１５０７、ＧＡ２１品系

Ｂ － １２１３１ 美国检出ＴＣ１５０７、ＭＯＮ８１０、ＭＯＮ８８０１７、
ＧＡ２１、ＢＴ１１、５９１２２、ＭＩＲ６０４品系

Ｂ － １２１７４ 美国检出ＮＫ６０３、Ｂｔ１１、ＭＩＲ６０４、ＭＯＮ８１０、
ＴＣ１５０７、ＧＡ２１、５９１２２、ＭＯＮ８８０１７品系

Ｂ － １３００７ 美国
检出ＮＫ６０３、Ｂｔ１１、ＭＩＲ６０４、ＭＯＮ８１０、
ＴＣ１５０７、ＧＡ２１、 ５９１２２、ＭＯＮ８８０１７、
ＭＯＮ８９０３４品系

Ｂ － １３１７７ ～ １７９ 美国
检出ＮＫ６０３、Ｂｔ１１、ＭＩＲ６０４、ＭＯＮ８１０、
ＴＣ１５０７、ＧＡ２１、 ５９１２２、ＭＯＮ８８０１７、
ＭＯＮ８９０３４品系

Ｂ － １３１９４ 美国
检出ＮＫ６０３、Ｂｔ１１、ＭＩＲ６０４、ＭＯＮ８１０、
ＴＣ１５０７、ＧＡ２１、 ５９１２２、ＭＯＮ８８０１７、
ＭＯＮ８９０３４、ＭＩＲ１６２品系

Ｂ － １４００７ ～ ００９ 美国
检出ＮＫ６０３、Ｂｔ１１、ＭＩＲ６０４、ＭＯＮ８１０、
ＴＣ１５０７、ＧＡ２１、 ５９１２２、ＭＯＮ８８０１７、
ＭＯＮ８９０３４、ＭＩＲ１６２、Ｔ２５品系

Ｂ － １４１２４ ～ １２６ 乌克兰 无
Ｂ － １４１５０ ～ １５３ 乌克兰 无
Ｂ － １５０２３ ～ ０２４ 乌克兰 无
Ｂ － １５１３４ ～ １３６ 乌克兰 无
Ｂ － １５２０５ ～ ２０７ 乌克兰 无
Ｂ － １５２１３ 乌克兰 无

４　 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
４． １　 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定量检测制度不完善

从对转基因农产品控制管理宽松国家进口数量
巨大的转基因产品中，难免混有微量未批准的转基
因产品。许多国家相继制定了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
法规，对进口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管理，要求出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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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成分的检测报告，对转基因食品采用标识制
度［８］。

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模式：美国的
自愿标识制度、欧盟的以过程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制
度和中国的以产品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制度［１１］。这
三种模式在对转基因食品的定义、对实质等同的理
解、管理原则、管理方法和具体的标识规定上都存在
巨大差异。我国采用中间模式，不仅有经济因素的
考虑，更有政策导向、文化信仰和各个利益集团的综
合影响的原因。我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食品法
典委员会内推动符合大部分国家要求的国际标准的
形成。

而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王志兴研究员认
为［１２］，相比欧美等国家，中国的定性标识制度，只要
含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远比欧盟的定量标识政
策严格得多。但我国现行的定性标识制度对转基因
检测技术水平要求过高，当转基因成分过低而无法
检测时，就会造成标识管理上的困难，而欧盟等国家
采取的定量标识管理制度，由于考虑了检测技术存
在的检测局限，更为科学合理。说明我国的转基因
产品检测技术仍需不断强化。
４． ２　 缺乏品系标准样品

转基因农产品研发工作大多由孟山都、先锋等
国外企业主导和垄断，多基因叠加的复合性状转基
因等新技术已被应用。虽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获
取转基因产品的关键信息比较畅通，国际上也有相
应的数据库，但标准样品基本都是从国外订购，需要
花费大量财力和时间，而且最新的品系一般没有标
准物质，这对于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实验室检测带来
不利的影响，直接影响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４． ３　 检测标准更新较慢

目前，国内有主要采用两套检测标准，一类是农
业部的国家标准，另一类是质检总局的行业标准，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使用的多为行业标准。行业内的
玉米转基因检测标准主要有《转基因植物品系特异
性检测方法（ＳＮ ／ Ｔ ２６６８ － ２０１０）》、《转基因成分检
测—玉米检测方法（ＳＮ ／ Ｔ １１９６ － ２０１２）》、《饲料中
转基因植物成分ＰＣＲ 检测方法（ＳＮ ／ Ｔ １２０１—
２０１４）》等（表３），这些转基因检测标准涵盖的项目

大部分都是农业部已批准的转基因品系，也是说，目
前口岸进行有标准的检测活动基本都是符合性检
测，对于一些新的品系，特别是部分不允许进口的转
基因品系的检测标准还未出台，因此不能有效检测
近几年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新注册登记的转基因
玉米，这给日常检测监管工作造成困扰。有一些口
岸对未经批准的转基因品系的检测往往是根据国外
的标准进行，这牵涉到检测标准合法性的问题，如由
这些非标方法检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品系，将如
何处理将是一个难题。
５　 解决办法和发展趋势
５． １　 开展转基因新品系检测标准研究

我国非常重视转基因食品安全，组建了由多学
科６４位专家组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
会。按照实验研究，中间实验、环境释放、生产性实
验和申报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五个阶段，由安全委员
会负责对转基因生物进行科学、系统、全面的安全评
价，并组建了由４１位专家组成的全国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发布了１０４项
转基因生物安全标准。但因我国没有批准的产品不
会制定国家标准，所以相关机构应关注国际动向，尽
快开展进境粮谷转基因新品系（重点是针对未经我
国农业部批准进口的转基因品系）检测标准研究，
出台转基因新品系检测系列标准，确保进境粮谷转
基因安全。
５． ２　 开展转基因检测技术体系研究

近年来，转基因产品不但数量上有迅速上升的
趋势，其产品也日趋复杂化，已从原来的转基因大
豆、小麦、土豆等农产品扩展到许多深加工的产品，
如食用油脂、酱油、豆奶、食品添加剂等等。另外，随
着转基因品系检测工作的不断开展，从以前判定
“是否为转基因”向现在判定“是什么品种的转基
因”转变，转基因检测工作的难度、强度不断提升，
开展转基因高通量检测体系势在必行。

开发建立转基因定量检测技术体系，能更准确
地对出入境粮谷中转基因含量进行检测鉴定，促进
转基因粮谷类产品进出口贸易，利于企业发展和
当地经济。对无相应标准的转基因种类，可依免
疫学或分子生物学特性开发新方法，或参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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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其他国家及组织的方法，在先行验证的基础
上，转为实验室非标方法，并对进境农产品进行有
效的检测，以便及时发现问题，防止未经批准的转
基因进境。
５． ３　 开展转基因生物标准物质研制

在实际检测工作中，由于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
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转基因检测方法的标准化和现
有标准的执行。我国转基因生物标准物质的研制目
前尚处于起步阶段，２０１２年，张丽［１３］以转基因大豆
ＭＯＮ８９７８８，转基因玉米ＭＩＲ６０４、Ｔ２５为研究对象制
备完成３种转化体的基体标准物质。

近几年，一种能进行绝对定量检测的数字ＰＣ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ＣＲ，ｄＰＣＲ）也开始推广运用［１４］，标志着
ＰＣＲ技术迈入第三代。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董
莲华研究员［１５］采用数字ＰＣＲ技术对其构建的质粒
标准品进行了定量检测，结果显示该方法具有良好
的线性范围、重复性与准确性，与液相色谱—同位素
质谱联用法得到的结果一致，可用于质粒ＤＮＡ定量
检测用标准品的制备。
５． ４　 建立转基因产品信息库和预警系统

随着进出口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转
基因污染风险在不断增大，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中国
粮食及农副产品战略安全隐患，针对上述的情况，需
要建立一个转基因产品信息库和预警系统。一个完
备的信息数据库和预警系统不但可以为相关行政管
理人员提供准确、详尽的最新信息，使之有的放矢的
进行管理；也为实验室检测人员提供可以依据的检
测方法。因此，建议在系统内建立转基因产品信息
库和预警系统，建立国内外已经商品化的转基因品
系和相关检测标准等转基因产品信息库，追踪发布
国内外转基因相关的政策、法规、检测方法、农作物
商品化等最新消息，对于系统内发现的转基因最新
信息及时进行公布并发布预警，为转基因检测及监
管提供依据。信息库可以与其他检疫数据库整合在
一起，以便扩大影响面并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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