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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领域专家访谈：赵要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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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要风：基因编辑动物/植物是指利用精准的

基因序列编辑工具 (CRISPR-Cas9 等) 对动植物

本身具有的基因序列进行有目的改变，通过基因

失活/过表达或功能变化改变动植物表型性状，实

现动植物品种改良或其他特定目标。 
《生物工程学报》：您认为基因编辑动物/植

物，作为食品 (肉类) 或者粮食安全吗？如果安

全，为什么安全呢？ 
赵要风：基因编辑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利用

其获得的性状改变的动植物新品种在本质上等同

于自然界中存在的自发基因突变的动植物品种。

作为一种新型的育种手段，通过基因编辑获得的，

经过法定政府机构批准的商业化动植物品种作为

食品 (肉类) 或者粮食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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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要风：两者的获批一方面会刺激政府和公

司对基因编辑的研发力度，另外一方面会实质性

促进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业和生物医学领域的应

用。另外两者的获批可能也会加速各国政府对其

他基因编辑动植物材料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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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要风：整体差距不大。 
《生物工程学报》：围绕四个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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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要风：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

育、高效精准的疾病模型构建、新型医药和治疗手段

或生物材料创制等方面都大有用武之地。科研人员目

前在推进技术转化时一定要加大与企业的结合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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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要风：技术本身不存在卡脖子问题，未来

商业化应用存在基因编辑工具使用的专利问题。 
 

受访专家简介 

赵要风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970 年生，1998 年于中国农业大学获得动物遗传育种博士学位。1998–2006 年于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6 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动物遗传学相关

研究工作，目前担任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

副理事长以及动物生物技术分会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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