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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保障人类健康

和动植物、微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研究所农业转

基因生物研究工作的开展，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

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

物加工审批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要求，结合我所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所科技人员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

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活动，必须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本办法。 

 组织管理 

第三条 研究所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导小组，总体

负责所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所法人代表、

主管科研副所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组长由法人代表担

任。 



第四条 研究所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所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制定、安全等级为 I 和 II 的转基因

生物实验研究的安全评价和审批、其他阶段和等级安全评价

申报的审查、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中的技术咨询、生物

安全设施和措施建设规划和方案制定等工作。委员会由本所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以及卫生、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主任由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领导小组任命。 

第五条 研究所谈立农业转基园生物安全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科技处，具体负责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日营工

作，包括对安全评价申报材料的初审、对试验过程有关安全

措施的落实情祝进行检查、组织人员培训、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技术委员会日常事务等。 

第六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实验室，要有

保障与试验研究相适应的仪器设备、设施条件和管理规定，

对有关试验人员进行培训，做好试验记录和资料整理存档，

确保实验室转基因生物试验的安全。实验室或课题组负责人

是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

研究与试验的科研基地应明确转基因生物安全负责人。 

第七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试验场站，要

保障场站具备与试验相适应的仪器设备、设施条件和管理规

定，对有关试验人员进行培训，做好相关资料整理存档，确

保转基因生物试验的安全。场站负责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的第一责任人。 

 安全评价的申报 

第八条 所有拟开展的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均须对照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明确研

究与试验所属阶段和安全等级，向所或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理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价报告或申请。如未进行上一阶

段的申请或备案，所不予受理下一阶段的报告或申请。 

第九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级为 I和Ⅱ的实验研

究，必须经所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审核，报所转基因生物安

全办公室批准后才可开展。 

第十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级为Ⅲ和Ⅳ的实验

研究以及所有安全等级的试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

试验)和进口、生产和加工的，应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类别

和安全等级，报所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审核后，才可向国

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进行报告或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所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在工作时间内随时

受理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安全评价的申请或提告，并根据

申报数量和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评审时

间安排，定期组织所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进行审查。 

 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实验室，

须根据研究与试验所属阶段和安全等级，按本办法第三章的



要求分别经所或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批准

的试验时间、地点、规模和安全控制措施开展研究与试验工

作。 

第十三条 经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批准

的项目，实施前要在所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填写备案表，

作为在所内开展相关研究与试验的凭据。 

第十四条 在实验室、实验室外的全封闭系统(如温室、

动物房、中试车间等)和半封闭场所(如网室等)开展的转基因

生物研究与试验，应在以下方面做好安全控制工作。 

基本设施方面设立独立工作区域，入口应具有控制措施:

具备与研究试验安全等级、所属阶段相适应的隔离条件、仪

器设备、消毒和废弃物处理设施、样品贮存场所(设备)和人员

防护用具。 

人员方面由实验室(课题组)负责人对安全管理全面负责，

建立并落实相应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人员的责任制、培训制和

考核制。 

控制措施方面应建立转基因生物材料的标识、专人管理

和使用登记制度;建立试验场所的进出登记制度，重点隔离区

域的明显警示标识和准入制度;建立试验操作指南制度;建立

剩余材料和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制度;建立试验实施全程自

查和档案制度，对转基因生物试验与研究的各个环节实现可

追溯质量控制。 

第十五条 对于转基因作物在田间试验阶段的试验与研



究，须在播种期、开花期、收获期和试验结束后四个重点时

期的以下环节做好安全控制工作。 

播种期：试验材料的保存地点与方式、出入库交接手续、

包装方式、试验地点、试验面积，安全控制措施落实情况，

剩余试验材料的处置等。 

开花期：作物环境安全试验记录，包括试验方案、田间

调查记录、试验报告等;隔离措施设置，包括试验边界标志、

隔离带、防止外源基因扩散的控制措施(花期去雄、去花、套

袋、花期不遇等)，以及试验范围等。 

收获期：试验材料的收获、保管、处置及植株残留物的

灭活处理等。 

试验结束后：自生植物的检查、去除措施及残留物处理。 

第十六条 在所属科研基地进行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

的，要向基地提供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出具的备案

表和试验方案，否则科研基地不得安排其研究与试验的地点。

科研基地管理人员要对在本基地开展的试验、有关安全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动态监督和检查。 

第十七条 本所科研人员参与的所外单位、试验场站、科

研基地开展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除要按有关法规向当地

农业生物安全管理部门申报外，还需在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办公室备案。 

第十八条 从境外进口或任何方式引进农业转基因生物，

须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规定，向国家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申请，经批准后在所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备案。 

第十九条 在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

经营和进出口过程中，应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对转基因材料和加

工品进行规范标识。 

第二十条 在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

经营和进出口过程中发生转基因生物安全事故时，相关单位

和个人应当立即采取安全补救措施，及时向所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办公室报告，并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及时向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所有相关试验单位和个人，应积极文持和

配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监督检查。 

 罚  则 

第二十二条 在研究、试验、生产、加工、贮存、运输、

销售或者进口、出口农业转基因生物过程中违反《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的，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对当事人处理和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转基因安全管理法规和所管理办法

的当事人、负责人和所在实验室，研究所将进行通报批评。

连续 3 次所内通报批评，或被上级主管部门、属地管理部门

通报批评的，三年内不得申报转基因生物课题和从事有关转



基因生物的工作。发生基因安全事故，对其他单位、个人造

成损害的，由当事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观和

文件执行。如遇国家出台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按新

的法律法规和文件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