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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又叫生物工程，宫是一项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利用生物体系〈组织、细胞及其组

分〉和工程原理，提供商品或社会服务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穰、友"工程、蛋白质

工程、生化工程、动物胚胎工程、生化制药和生物医学工程等，其中以前四者为主体.

l 生物技术在高科技中的特殊地位

提起生物技术，就有人把它同原子能、半导体和微电子等相提并论.一些国家的权威咨询机构和未来学者

纷纷预亩，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要技术之一，甚至说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还有人推测生物技术将引

起第2次绿色革命，并使恼人的粮食问题迎刃而解.不管这些机构和学者对其预言的准确性把握到何种程度，

但从近一、二十年的进展来看，它确实已经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空谈了.对于它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正在大

力推进，在许多领域巳进入实用化阶段，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展现了灿烂的诱人前景。

我国的生物技术在过去五、六年阿通过对"863"和"火炬"两项高科技计划的实施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缩

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基因工程、水稻育种、动物疫苗、胚胎分'1、细胞核移植、激素生产、乙型肝炎

疫苗以及单克隆抗体制备等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我国不仅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等地建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生物技术实险基地和开发中心，而且还和国外许多相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2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概况

农业是生物技术应用和开发的重要领域.美国农业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在评价生物技术时曾指出产不及

早认识和应用这种手段的威力将延误美国农业的进步"这也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生物技术发展前景的

看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个渔业强圃，农业生物技术理应搞到突出的地位.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国政

府十分重视农业生物技术事业的成妖.1985年5月，农业部科技司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农业生物工

程发展政策讨论会"，来自农、牧、渔3个系统的代表就我国农业生物工程开发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发展目

标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起草了《农业生物工程发展政策要点)，为国家科委制定全国生物工程发展政策提供依

据和背景材料.为了加快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业部先后成立了生物技术领导小组和生物技术专家顾问组，

指导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工作的开展.并于1986年和1988年两次召开了全国农业生物技术学术交流会，促进了

"七五"期间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进展和人才培养f七五"期闸，农业部的生物技术重点项目就有8个课题22个

专题共108个单位参加，建立了一支较强的生物技术研究队伍，不少项目有重大突破与进展，显示了农口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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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应用研究方面的优势 "八五"农业部生物技术计划也正在积极组织实施.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生

物技术的发展，经有关部门批准，还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 学会的成立将有助于促

进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学术研究、专业培训11、咨询服务以及对外交流等活动.

尽管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在各个主要领域〈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等〉都做了一些工作，

有的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总的来说，它还落后于医药、轻工和化工等行业，水产生物

技术研究则更差一筹.

3 我国水产生物技术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基础薄弱
目前，医药是生物技术发挥其作用的最活跃领域之一.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与医药有关的基础科学，

如医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微生物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和广度都已有较好的基础，因此有

条件较快地接受象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这类新技术.而水产科学则比较年轻，主要养殖对象的遗传背景不清，

生理生化资料不全.因此，今后必须加强诸如细胞遗传学、生化遗传学以及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不

重视基础研究，势必影响水产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欲速则不达"，研究水平也难以提高.

3.2 资金不足
近几年，生物技术引起了许多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拨出巨款资助这一科技领域的开发研究.例如1991年

美国对生物技术的投资额刷新了历史记录，高达300亿美元.目前位于美国本土的生物技术公司巳多达1000多

家，拥有73000多名雇员和约40亿美元的年蕾业额.显然，生物技术工业的成长率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计算机

和传统的制造业.具有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的日本，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生物技术开发.据1990-1991年的统

计，约有500-800个中型或大型日本公司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许多与生物无关的企业也对这一领域的研

究和开发倾注了大量投资.仅在过去10年里，日本在美国生物工业的投资额就达5亿美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也不甘落后，正在奋起直追.例如台湾省和新加坡的生物技术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这几年里就有很大发

展.

相比之下，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投资就很少，对水产生物技术的投资则更少.例如"七五"期间，用于水产

生物技术的经费仅占农业部生物技术重点项目经费的1/7左右，国家科委对重点水产生物技术项目的投资也

很少，且大部分项目被中国科学院系统中标.另外，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建有生物技术中心，大多数研究所也

有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专门实验室，各方面条件都较好，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系统至今仅1个国家级开放实

验室，即挂靠在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淡水鱼类种质资顿与生物技术实验室" 由于国家投入少，各高等院校和研

究所只能靠少量放学经费和科研经费购置仪糖设备，数量有限.如不改变这种局面，教学质量很难提高，科学

研究也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水产生物技术起步晚，基础薄弱，水生生物又有周期低利受环槐因素影响大

等特点，因此不应该对水产生物技术研究要求过高过怠，要对水产生物技术研究采取倾斜政策，保证必要的投

入和基本条件，以保证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3. 3 人才缺乏
目前的状况是，不少生物技术研究项目是由中国科学院系统和综合性大学承担的，或者是水产系统科研

人员与他们合作进行的.不可否认，有的项目单靠水产系统自身力量是很难胜任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水产

系统生物技术科研人员的缺乏和基础的薄弱.在高等水产院校和研究所中，受过细胞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

物学、徽生物遗传学以及生化遗传学科系统训练的人才为数不多，目前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年龄偏

离，且不少是半路改行，基础较差，后劲不足.因此，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培养人才.培养人才的途径，或国内

进修，或出国深造，就从外系统引进.这里需要将别提出的是，目前高等院校和水产研究所有不少青年科技人

员在国外攻读学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各单位应制订较优惠的政策吸引这批人才学成

回国服务，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建立人才梯队.另外，建议基础较好的高等水产院校积极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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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争取尽快设置以生物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水产生物遗传育种专业戚相近的专业，并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大

力培养本系统自己的科技人才，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3.4 力量分散
目前，我们水产系统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分散在各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各自为政，力量分散，

造成不必要的人才和财力的浪费.建议以这次《生物技术在水产中研究和应用研讨会》为契机，广泛听取有关

专家意见，给合我国水产生物技术研究的特点，并参考国外水产生物技术发展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我国水

产生物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妥善处理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

研究的关系.同时，还应成立相应的学术机构，建议在中国水产学会下成立"水产生物技术研究会" (巳有"鱼病

研究会"为先例)，以协调水产生物研究的科研力量，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另外，今后立题时要引进竞争

机制，既要防止一哄而起的过多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又要防止不让人家插手的独家包打天下的单干局面.两者

都不利于水产生物技术研究水产的提高和发展.

3.5 值息不通
学术交流是促进水产生物技术发展、提高研究水平的有力措施之一.近年来，有关生物技术的国际学术会

议日益增多，国内也经常召开生物技术方面的研讨会和专题报告舍，而水产�统却很少有学术交流的机会，耳

目闭塞，倩息不遇，结果不是贻误良机，就是事倍功半，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十分不利.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了

解国内动态，同时还要与国外生物技术界同行建立密切的联系，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包括交换学术资料，互

派科技人员以及参加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等，水产学会要为学术交流提供条件，给予方便。

另外，为了及时报道各单位的研究进展与动态，沟通国内外重大信息，建议组建全国水产生物技术信息

网，并不定期出版《水产生物技术研究》内部刊物，刊物可由"水产生物技术研究会"负责编辑出版.

4 发展我国水产生物技术的初步设想

综合我国水产生物技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国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我国几乎都用上了，有的还有

所创新f异育银饵"的育成及在许多地方的椎广，可视为雌核发育研究从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的开始，为世

界所瞩目.我国在用细胞核移植技术选育鱼类新品种方面有其特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鱼类性别控制 (如超

雄鱼和全雄鲤等)，转基因鱼以及海 藻体细胞育苗技术的研究，我国也巳脐入世界先进行列.总之，我国水产生

物技术的发展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不算大，只是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手段上还有较大一段距离.因此，如能抓

住良机，在国家全面统一规划下，近期内完全有可能重点突破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如高产晶种的选育、

链'酷的肉质改良、单性鱼的大规模培育、草鱼的抗病育种、俄鱼与罗非鱼的扰寒育种以及海 藻的细胞工程育苗

等.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近期内水产生物技术的发展应以基础较好的细胞工程为主，包括细胞核移植、细胞

融合、巢色体组工程和细胞培养等，并积极开展基国工程如鱼类生长激素基因、抗冻基固和干扰素基因的分子

克隆及序列分析以及转基因鱼的研究，同时，还必段加强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

基础理论与应用基础研究是发展水产生物技术的基础，其研究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生物技术研究的水平

与效率，因此不可等闲视之.

本文尿为中国水产学会《生物技术在水产中研究和应用研讨会'而准备.1992年7月成稿，1993年11月修

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