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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领域专家访谈：季维智院士 

《生物工程学报》：什么是基因编辑动物/植
物？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基因编辑动物 /植物制备

过程或原理。 
季维智：基因编辑动物/植物是指以动植物的

某一个或若干个有特定功能 (与生长或抗病相关) 
的基因为对象，采用基因编辑手段 (如 CRISPR) 
对这些基因的编码序列进行特异编辑修改，达到
改变或修饰这一基因功能 (如蛋白质合成) 的目
的，从而最终影响动植物的生理性状。经过基因
组改造后的动植物即称为基因编辑动物/植物。 

《生物工程学报》：近期日本和美国 FDA 分

别批准了基因编辑番茄的销售申请和基因编辑猪

用于食品和医疗，这对相关领域有什么影响？ 
季维智：基因编辑技术一直被认为具有改善

人类健康和生活的巨大潜力，尤其在医学、农业
和畜牧业方面的应用。基因编辑番茄/猪的批准正
是有力的证据，这将一定程度推动政府、产业和
公众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促进相关政策和资本的
跟进，也会加速科研领域的进一步投入。 

《生物工程学报》：目前我国与国外基因编辑

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是否在一个起跑线？如果有

差距，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季维智：目前我国在基因编辑技术应用方面

与国外处于相同起跑线，甚至在局部领域，例如

灵长类动物模型和基因编辑治疗的临床研究方面
有一定领先优势。但在基因编辑技术基础研发方
面相对落后，主要体现在缺乏原始创新，目前常
用的基因编辑的核心技术都源自国外实验室。 

《生物工程学报》：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的四个面向，基因编辑在我国农业和医学方

面，可能发挥哪些作用？科研人员目前在推进技

术转化时，需要哪些支持，您有哪些建议？ 
季维智：无论在农业育种和品种改良方面，

还是在基础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转化方面，基因
编辑都可以对人民生命健康和民生发挥巨大作
用。但是，我国基因编辑技术领域缺乏原始创新，
而这一领域的有效快速发展必将推动我国在生
物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建议国家加大对这一领
域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力度，并出台有效可操
作的监管政策，促进我国在该领域的原始创新和
应用。 

《生物工程学报》：我国科技领域有很多的卡

脖子问题亟待解决，基因编辑领域是否存在卡脖

子问题？如果有，您有什么建议呢？ 
季维智：我国目前缺乏该领域原始创新和关

键技术的突破，因此这会限制我们的发展或成为
所谓“卡脖子”问题。当然，还有一个系统性的问
题是我国缺乏关键试剂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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