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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崖州湾宁远河
出海口，距岸边 450 米的海
上，一个形似月亮的小岛与崖
州中心渔港隔海相望。它有
个诗意的名字：月亮岛。

作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以下简称科技城）的一部分，
月亮岛承载的时代使命令人
关注——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以下简称中
转基地）起步区。

动植物种质资源，作为支
撑生物科学研究、南繁科技创
新、特色产业培育等领域发展
的基础性资源，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等具有
重要且深远的意义。而建设
中转基地，是国家赋予海南自
贸港的一项优惠政策，范围覆
盖海南全境，核心区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

今年8月，海口海关动植
物检疫中心（以下简称检疫中
心）在月亮岛揭牌运行，标志
着中转基地核心能力建设取
得阶段性成果。

现在，我们登上月亮岛，
走进检疫中心，看看这个神奇
的地方，怎么铺就全球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的便利通道，又将
如何助力海南成为种业对外
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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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探秘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媛艳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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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穿过人工桥后，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抵
达月亮岛，先看到的是一个个透明的农业种植

“大棚”，这便是植物隔离检疫圃。为了确保隔离
效果，每个进入的人都要做好精细的防护准备。

首先，双脚要在专业消毒机上消毒，随后迎
接入口的全身风淋“洗礼”，再穿戴好隔离服、口
罩、帽子等装备，才能走进检疫圃。

里头有28个负压温室。温室门口上方，红色
报警器格外醒目。当温室内的温度、负压值等参
数出现偏差，报警器就会及时响起，以便工作人
员及时处理。

与传统温室大棚不同，这里的温室配备了标
准苗床，对接受隔离检疫的作物进行无土栽培。
例如第21号温室内，栽培着科研机构引进的一批
野生稻，今年4月进圃，正在接受两个生长周期的
隔离检疫。

“我们为每批隔离植物繁殖材料建立档案，
种植前后对隔离温室进行紫外线消毒，每周对
作物进行一次病虫害巡查、记录。在隔离种植
过程中，所有供试材料不能随意移出隔离区。”
植物隔离检疫圃管理员孙楠说，依作物的不同
情况，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隔离检疫时间由数
周到3年不等，隔离检疫期结束后，检疫无异常
才能放行。

走出植物隔离检疫圃，旁边就是动植物检疫
中心大楼。其中5层主要是植物检疫实验室。这
里设有杂草常规检疫室、昆虫常规检疫室、病害
常规检疫室、微生物室、基因芯片检测室、电镜室
等多个检测科室。

8月23日，在检疫中心电镜室，实验员卢小
宏正借助目前我省海关系统内最先进的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观察送检样品，通过观察微观结构，
可以高精度识别和定位植物样品中的病原体。

邻近的基因芯片检测室、测序室、扩增室等
科室内，也配备了前沿的实验设备，能一键式自
动化完成上千个操作步骤，不仅速度快、准确率
高，还能确保实验结果可溯源，可有效保障生物
安全。

“我们持续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目前已配
备609台（套）实验设备，可以开展由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和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CMA）认可的48类产品、329

项参数的检测，覆盖动植物检疫全领
域。”检疫中心工作人员贾静透露，针
对南繁主要品种，检疫中心增加了水
稻细菌性条斑病菌等检测项目，也结
合生物育种科研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增加了多个针对性检验项目，更好地
适应市场引种所需，提高生物安全风

险防控能力。
检疫中心6层至9层，则是动物检疫的

“重地”，实验室均为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受理
动物样品后，立即登记入库，中途不可打开。

检测完毕后，废弃的样品将
在121摄氏度的高温下接受半
小时的无害化灭菌处理，随
后才能交给第三方危废
处理专业机构。

“海南是个岛屿，月
亮岛又距离陆地 450
米，具有‘双隔离’的
天然条件。海关协同
相关部门在这里打造
了检疫准入、境外预
检、检疫审批、现场查
验、实验室检疫、检疫
处理、隔离检疫、定点
加工、疫情监测等‘三
道防线、九项措施’的防
御体系。”贾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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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结束、检疫无异常，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才
能与科研人员见面，进而开展各项科研实验，这是
传统模式。

但在中转基地，这些材料在隔离期间不仅能
“见”到科学家、参与实验，还能申请植物新品种的
测试。流程大大压缩，时效显著提升，如何办到的？

2023年10月，海南九圣禾农业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圣禾公司）申报进口一批塞尔
维亚向日葵种子。根据省植物保护总站出具的《国
（境）外引进农业种苗检疫审批单》意见，这批种子
需在指定地点隔离试种1个生长周期。

为便利企业，中转基地探索实施“隔离圃考核
互认”模式。前期农业农村部门在开展检疫审批
时，已对九圣禾公司自建的隔离
检疫圃进行了考核。新
模式下，海关认可农业
农村部门的考核结
论，不再实地考核该
公司。此举节省了1
周左右的认证时间。

还能不能更快？
海关协同相关部门创新
实施的进境种质资源“边
隔离边使用”监管模式就
是答案。

从2023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口岸，到2
月5日交付申请企业，仅仅十来天时间，从瑞士远
道而来的黑麦草种子就与科研人员见面了。

“为支持种子快速引进，结合农业部门审批意
见以及种子仅用于实验室检测的情况，经综合研
判，我们允许企业在种子隔离检疫期间开展科学实
验，并优化后续监管手续，为企业省去了60天至80
天的隔离检疫时间。”三亚海关查检科副科长王纯
豪透露，在新监管模式下，海口关区已有131个品
种在隔离期间同步进行科研，平均每个品种为企业
节约隔离检疫时间6个月。

“这些创新举措提升了植物新品种的审查与授
权效率，解决了我们进境植物品种审（认）定难、登
记进程慢等难题，提高进境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开发
利用效率，新品种认定周期可缩短3个月至2年。”
九圣禾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丽哲感叹道。

而中转基地唱响“快字诀”，背后离不开多部门
协同的制度集成创新。

海口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口海关与农
业、林业部门实施考核互认，已考核通过了18个植
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并全力推动多个创新监管
模式持续发挥效应，让更多动植物种质资源安全、
便利化进出境。

“中转基地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科研育种基
地的设施和平台，边检疫、边鉴定、边开发，努力将
作物种质资源转化为基因资源，更好地服务种质
资源安全、有序、便利使用。”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说。

当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确保生物安全为
前提，在符合国际规则与种质资源知识产权保护通
用框架下，中转基地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构建
立体监管体系，畅通种质资源引进中转通道，持
续推动优质种质资源的搜集、鉴定、评价与共
享，并结合市场需求，探索种质资源保存、交
换、贸易、共同科研、合作开发、增值分配等，赋
能种业高质量发展。

“期待省市可以出台支持国际航运补贴
的相关政策，破解海南国际货运航线少，部
分货物进境需要中转而出现的运输不便、时
效性低和成本较高的难题，更好发挥中转基
地的作用。”三亚崖州湾创新发展中心ISTA
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馨怡说。

“我们正在组建中转基地服务中心，主动
与国内外种质资源保存利用机构建立联系，收

集引进中转需求，全力为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的
引进和中转搭建桥梁。”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

我国首单企业自主科研引进特许审批的种质
资源，就在海南落地。

拿到首单的是科技城入园企业上海农科种子
种苗有限公司。此前，该公司计划引进一批马铃薯
试管苗，为丰富马铃薯种质资源和研发加工型品种
做储备。

然而，这种马铃薯属于我国《植物检疫禁止进
境物名录》内的种质资源，引种需要通过海关特许
审批。

根据相关要求，特许审批需提供科研主管部门
出具的立项证明材料。然而该公司的科研活动未
申请国家财政资金，无法要求科研主管部门出具上
述证明。这也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许多自主开展
科研活动的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

为此，海口海关在有效防范
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协
同多部门和重点园区探索
新的特许审批模式，明确
由科技城为中转基地落
地企业的自主项目提供科
研立项证明，将高风险地
区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引进
主体，由科研单位扩大到
商业企业。

今年1月，这项创新举
措获得海关总署备案。

有了制度创新来开路，该
公司在通过科技城管理局对硬
件、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
的考核后，成功申请到该局的科研立项证明。随
后，公司将证明及其他材料提交海口海关。海口海
关组织专家对该公司开展引进植物繁殖材料风险
评估，做出初审意见。海关总署再次组织专家进行
风险评估并作出终审决定。最终，上海农科种子种
苗有限公司顺利引进了9个品种的马铃薯组培苗。

“这个举措有效解决了商业企业特许审批引种
难题，为种子商业化提供了新路径，将有效推动国
外优质种质资源加快向商业种企聚集，更好发挥企
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海口海关所属三亚
海关查验科科长陈淑娟透露，自2022年中转基地
建设以来，海口海关已协助科研单位和企业引进动
植物种质资源800多批次，有效推进育种创新成果
的产业转化和价值释放。

要充分释放种质资源的价值，不仅要方便国外
种子进得来，也要便利国内种子出得去。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准备将经过南
繁技术转化的玉米、大豆种子，出口到巴西开展商
业化育种，能否经过中转基地“走出去”？

收到该公司的申请后，海关部门指定关企联络
员，查看企业种子基地的生产、管理等记录，指导企
业完善种苗基地质量管理体系，在企业获得农业部
门对外提供种子的许可后，于2023年首次推动三
亚南繁基地科研作物种子走出国门。

“目前我们已推动3批经南繁技术转化的玉
米、大豆种子出口巴西，深化种业国际交流合作，探
索种质资源的增值分配和国际制种模式，助力海南
成为种业对外开放新高地。”陈淑娟说。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范围覆盖海南全境 核心区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起步区位于月亮岛

重要使命
中转基地承载着实现优质种质资源的搜集、鉴定、评价与共享

探索种质资源保存、交换、贸易、共同科研、
合作开发、增值分配等重要使命

玉米种子
已有 3 批

经我国南繁技
术 转 化 的 玉
米、大豆种子
通过中转基地
走出国门开展
商业化育种，
助力海南成为
种业对外开放
新高地

大豆种子

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中
转基地建设以
来，已引进动
植物种质资源
800 多批次，
有效推进育种
创新成果的产
业转化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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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
种质资源

作为支撑
生物科学研究、
南繁科技创新、
特色产业培育
等领域发展的
基础性资源，
动植物种质资
源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促
进乡村振兴等
具有重要且深
远的意义

披碱草种子

俯瞰位于月亮岛的海口海关动植
物检

疫中
心

。

800多批次

中转基地起步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