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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棉花在新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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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国内外转基因棉花发展状况的综述，结合新疆在棉花转基因发展、优质棉基地建设以及高标准农田和智慧农

业普及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探讨新疆发展转基因棉花的机遇与挑战。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品种选育

和管理、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措施的实施，新疆有望推动转基因棉花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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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棉花生产的主战场，也是重要的优质棉

基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同时拥

有较为完善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优质的社会化服

务团队，使得转基因棉花在这里的发展具有显著的

优势和潜力。但随着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频发，棉

花种植业遭遇巨大挑战，同时还面临水资源短缺、土

壤残膜污染、化肥和农药投入量大、劳动力不足等严

峻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转基因棉花发展状

况的梳理，探讨新疆发展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棉花

的机遇与挑战，提出转基因棉花在新疆发展的重大

意义。

1　国内外转基因棉花发展现状
1.1　国内转基因棉花发展现状　中国是全球最大

的棉花生产国之一，也是最早进行转基因棉花研究

的国家之一。2008 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来，通过

加大研发投入，转基因农作物的培育工作已初见成

效，已培育出具有抗虫、抗逆、高产、优质的转基因农

作物新品种 [1]。抗病虫害品种可以减少对农药的依

赖，耐旱品种可以减少对灌溉水资源的需求，不仅有

助于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 [2]。如抗虫棉的转基因选育和应用在中国取得了

极大的成功，2013-2022 年转基因棉花新品种获批

达 1343 次（个）[3]。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独立完整

的生物育种研发体系，已拥有抗病虫、抗除草剂、抗

旱、耐盐、营养品质改良等重要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

和核心技术，棉花、水稻、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特色 [4]。卫

兵 [5] 对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品种中棉所 41 在不同肥

料运筹条件下的生育生理特性、配套技术体系及测

定方法与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唐中杰等 [6] 研

究表明外源 Bt 基因转入棉花后能稳定遗传给后代，

通过提纯复壮逐年优选，可提高转 Bt 基因抗虫棉特

定生育时期或部分棉花器官的抗虫性。吴元龙等 [7]

认为基因组编辑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杂草防治提供

了新策略和机遇。杨光琴等 [8] 以基因编辑与合成

生物学技术为主要手段，通过人工合成基因回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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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工改造基因元件，赋予作物具备新的生物学性

状，实现智能、高效、定向培育新品种。王志涛 [9] 研

究发现政府部门对转基因棉花的监管和评估同步加

强，为转基因棉花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李

雪等 [10] 研究发现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系在

20 年的监管实践中不断完善，转基因抗虫棉安全检

测制度也更贴合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研究发展和安全

保障。中国转基因商业化不仅会改变国内农业生产

结构、利益分配格局，同时也对农政体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从而走出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农业

强国之路 [11]。我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仍

保持审慎态度，但在一些领域也加大了投入和支持

力度，以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安全、可控和可持续发 
展 [12]。因此，在推动棉花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同时，

还需要加强科普宣传、完善法规政策、加强风险评估

和监管等方面的工作。此外，国内在棉花转基因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还应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

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棉花转

基因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升级。

1.2　国外转基因棉花发展现状　国外棉花转基因

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蓬勃的态势。世界上的转基

因农作物将循序渐进地进行推广，首先推广以棉花

为代表的“非食用”作物，其次是动物饲料作物，如

玉米、大豆等 [13]。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开展棉

花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这些转基因棉花品种不仅具有抗虫、抗病等

优良性状，还具备耐旱、耐盐碱等特性，为棉花产业

的全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全球批准商业化种

植的转基因作物已经有 32 种。全球 80.4% 的棉花

都是转基因品种，主要是转抗虫和耐除草剂两种基 
因 [14]。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生物种植国，其法

律法规相对宽松，鼓励了生物育种产业的发展 [15]。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基因作物已经广泛种植，并且

在转基因动物和微生物等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

成果。这些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

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和优势，对全球转基因产业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拉丁美洲国家

作为全球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重要地区，近年来转基

因棉花作物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16]。印度的棉花总

产居全球前列，在过去其棉花种植一直受到棉铃虫

等害虫的严重影响，但自从引入转基因抗虫棉花后，

其棉花产量得到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17]。

当前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是转基因育

种产业，转基因育种技术迭代更新，将提升其应用范

围和效果。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为确保其安全性与

可持续发展，正在加强对转基因育种技术的监管和 
管理 [18]。

2　新疆转基因棉花发展概况
新疆作为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区之一，其转基因

棉花的发展情况在国内外备受瞩目。为推动新疆棉

花产业提质升级，当地加大了研发投入，着力提升种

子企业创新能力，旨在促使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

展，并以此助力乡村振兴 [19]。同时，新疆还加强了

转基因抗虫棉综合配套技术研究，为转基因抗虫棉

的研发、示范、推广营造了良好环境 [20]。新疆地区

充分利用了转基因技术的优势，培育出了一批抗虫

性强、产量高、品质优良的转基因棉花品种，为当地

棉花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转基因

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越来越多的棉农选择种植

转基因棉花，使得新疆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逐年

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新疆从 2012 年开始推广转基

因抗虫棉，到现在种植的 90% 以上的棉花都是转基

因抗虫棉 [21]，同时，由于转基因棉花具有更强的抗

虫性和适应性，其产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为新疆棉

花产业的增产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3　新疆发展转基因棉花的机遇
3.1　地域优势　新疆地域辽阔，土地肥沃，拥有大

片适宜棉花生长的土地资源，这为转基因棉花的规

模化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新疆的气候条

件也特别适合棉花生长，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

因素有利于棉花的光合作用和养分积累，使得新疆

棉花具有品质优良、产量高的特点。2019-2023 年

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情况见表 1。
3.2　新疆放开转基因棉花审定与示范推广　2023
年起国家和新疆棉花品种试验实施方案同时新设转

基因组试验，标志着新疆进一步放开转基因棉花试

验与示范推广，为新疆棉花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重要机遇。通过引进和应用先进的转基因技术，新

疆棉花产业在品种改良、产量提升和品质优化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转基因棉花具有抗虫、抗病、抗

逆性强等优良特性，有效提高了棉花种植的效益和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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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打造新疆优质棉基地　打造新疆优质棉基地

将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通过规模化种植、科学化

管理、标准化生产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新疆棉花的

品质和产量。在打造优质棉基地的过程中，新疆注

重加强科研创新和技术推广，并与国内外科研机构

和高校积极开展合作。齐学礼等 [22] 建议充分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聚各方优势力量，构建梯次

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作物育种学科协同攻关

联合体，引进先进的转基因技术和科研成果，推动棉

花产业的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同时，加强棉花种

植技术的培训和推广，提高棉农的种植水平和技能，

确保棉花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新疆还积极推

动棉花产业的绿色发展。在打造优质棉基地的过程

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采用生态友好的种植技术和

管理措施，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降低对环境的污

染。同时，加强对于棉花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以推

动棉花产业的循环经济发展。

3.4　打造新疆高品质纺纱基地及服装产业　新疆

棉花产量占我国棉花总产量的比例已超过 90%。

棉花产业一直是新疆的支柱产业，2021 年新疆棉花

产业经济贡献 700 亿元，主产棉区棉农 65% 以上的

家庭收入来自棉花，棉花产业可吸纳就业 100 万人。

其中，纺织规模已达 2000 余万锭，纺织就业 100 余 
万人 [23]。发展纺织服装产业，新疆不仅具有资源产

区优势，还具有区位优势。2023 年 11 月 1 日新疆

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进入全面启动建设阶段。新

疆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要着眼全国布局，将新

疆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行

业引领力的现代化重点产业和民生产业集群，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24]。

3.5　打造新疆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及智慧农业全普

及　新疆还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号召，

致力于打造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及智慧农业全普及。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新疆注重提升农田基础设

施水平，加强土壤改良和水利设施建设，推广先进

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确保农田的高产稳产和可

持续发展，2023 年新疆自治区（不含兵团）上图入

库的高标准农田达到 264.4 万 hm2，提前 2 年完成

“十四五”建设目标任务。智慧农业技术的应用在

新疆棉花产业中尤为突出。通过无人机植保、智能

灌溉、精准施肥等技术的使用，棉花种植的效率和品

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农业生产的

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25]。

4　新疆发展转基因棉花的挑战及措施
4.1　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在减少并趋于稳定　值

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在减少并

趋于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农业结构调整、水资源管理

以及市场需求变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虽然种

植总面积有所减少，但新疆通过提高单产、优化品种

结构、推广先进技术等措施，确保了棉花产业的持续

稳定发展。2024 年 10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

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发布新疆棉花品种源棉 8 号万

亩示范田实收单产突破 500kg。
4.2　棉花品种“多、乱、杂”，区域市场没有大品种　

首先，新疆棉花品种繁多，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

范，这导致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棉花品种，且品质参差

不齐，难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域大品种，不仅影响

了棉花产业的整体形象，也增加了生产和加工的难

度。其次，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规划，新疆棉花品

种的更替较为频繁。新引进的品种往往未能根据品

种特性进行优化布局，导致优良品种的特性未能得

到充分发挥，不仅浪费了资源，也影响了棉花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疆应加强棉花

品种的选育和管理工作。通过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

建立统一的品种管理和推广机制，优化品种布局，提

高棉花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加强品种知

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促进棉花产业的健康发展。

表 1　2019-2023 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结果

年份 面积（万 hm2） 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比例（%） 产量（万 t） 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

2019 254.05 76.00 500.2 84.90

2020 250.19 78.92 516.1 87.30

2021 250.62 82.76 512.9 89.50

2022 249.70 83.20 539.1 90.20

2023 236.93 84.98 511.2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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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疆外种子企业对新疆本土种子企业的冲击　

随着内地棉花面积的进一步缩减，新疆棉花主战场

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疆外种子企业开始进入新

疆市场，对新疆本土种子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疆外种子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技术优势

和品牌影响力，他们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使得新

疆本土种子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同时，疆外

种子企业的进入也可能导致新疆棉花品种更加多

样，进一步加剧了棉花品种“多、乱、杂”的问题。为

了应对这些挑战，新疆本土种子企业需要加大研发

投入，引进和培育高端人才，提升育种技术和创新能

力；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开展联合育种，引进和

改良优质棉花品种。优化品种结构，根据市场需求

和生态环境，筛选和推广适宜新疆种植的优质、高

产、抗逆性强的棉花品种，逐步淘汰低质、低效品种，

减少品种“多、乱、杂”的现象。加强品牌建设，提升

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展销售渠道，加强与大型

棉花加工企业和纺织企业的合作，形成稳定的供应

链。同时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应发挥积极作用，共同

维护新疆棉花产业的健康发展。

4.4　不确定能否有统一市场的转基因棉花品种大

面积推广　首先，转基因棉花品种的性能表现是关

键因素之一。新疆目前种植的的转基因棉花品种，

在抗虫性、产量和品质等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

如果这些品种在实际种植中能够持续稳定地表现出

良好的性能，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和应用。其次，政策和市场环境也是影响转基因品

种推广的重要因素。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的政策导向

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转基因品种的推

广程度。如果政策环境有利于转基因作物的发展，

且市场需求对转基因棉花有较高的要求，那么转基

因棉花品种就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5　结论
综上所述，新疆在转基因棉花发展、优质棉基

地建设以及高标准农田和智慧农业普及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棉花产业的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为新疆农业现代化进程注

入了新的动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

的不断深化，新疆棉花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

前景。但新疆转基因棉花品种能否大面积推广取决

于其性能表现、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多个因素的综合

考量。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品

种选育和管理、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措施的实施，

新疆有望推动转基因棉花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其在国

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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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梯田稻种资源挖掘与利用综述

罗文学　张　耀　苏正亮
（云南省红河州农业科学院，蒙自 661199）

摘要：种质资源是作物育种的物质与遗传基础，哈尼梯田稻种资源丰富，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优异基因，但这些宝

贵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开发。鉴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种质资源遗失风险，提出进一步加强稻种资源保护和系统鉴定

与评价策略，并探讨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哈尼梯田稻种资源创新与利用途径，旨在保护哈尼梯田稻种资源的多样性，为

地区水稻育种提供新选择，推动哈尼梯田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哈尼梯田；种质资源；水稻育种；遗传多样性

Summary of Mining and Utilization of Rice Resources in Hani Terraces
LUO Wenxue，ZHANG Yao，SU Zhengliang

（Hongh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Mengzi 661199，Yunnan）

水稻是全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育种研

究对确保粮食安全和推动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随

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对水稻品质、产量

及抗性的要求日益提高。稻种资源是育种基础，水

稻矮秆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的技术突破均得益于优

异种质资源的发掘。当前水稻品种的同质化趋势加

剧，遗传基础狭窄，遗传多样性减少。野生稻和地方

种质遗传多样性丰富，因此发掘和利用优良种质资

源是突破水稻遗传基础狭窄的有效策略 [1]。

哈尼梯田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南部的红河、绿

春、金平、元阳等县，2013 年获世界文化遗产殊荣，

也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受当地错综复

杂的地形、地貌以及丰富多样的民族习俗的影响，哈

尼梯田稻区孕育出了种类繁多且独具特色的地方水

稻品种 [2]。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

构的变化，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寻求更为稳

定和丰厚的收入来源，再加之传统稻种相较于外来

杂交稻收益更低，导致出现了梯田闲置与传统稻种

无人愿意栽种的困境。这不仅威胁到了哈尼梯田的

稻种多样性，也对哈尼稻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构成

了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是亟待深入

研究的重要课题。

1　哈尼梯田稻种资源的调查与收集
为满足稻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需求，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我国就开始开展稻种资源的征集工作。步

入“七五”计划时期后，国家大力支持科技攻关项目

和基础研究工作，农业部门得以广泛深入开展稻种

基金项目： 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计划（202402AE090035）；农业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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