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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16－20 日，罗马 

标准委员会向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议题 10.5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I. 植物检疫中使用新一代测序技术的相关挑战  

1. 植物有害生物检测能力因检测工具质量和特异性而有所不同。新一代测序

技术，又称高通量测序技术，是在不具备先验知识条件下进行生物检测和鉴定的

一种强大的替代方案。然而，这些检测和鉴定未必是因有证据表明活体有害生物

存在或对植物 /植物产品造成了损害而得出，即这些技术带有假阳性风险，可能

导致致病性（传染性）假设。因此，在植物有害生物检测和鉴定中使用新一代

测序等高敏感技术及其影响逐渐成为国际植保公约系统的关注点之一。  

2. 国际植保公约诊断规程技术小组 1负责编写第 2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限定性有害生物诊断规程）国际植保公约诊断规程附件，小组探讨了将新一代

测序技术用作植检诊断工具的情况。在 2017年 2月的会议上2，小组向监督其工作

的标准委员会（标准委）这一植检委附属机构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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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认为，能否合理解读结果是植物检疫面临的最大挑战，

因为这需要已知有害生物的庞大数据库作为比较参照。此外，使用早期方法生成

的数据库可能不适用于新一代测序技术。目前尚未编制出新一代测序技术结果的

解读指南。正因如此，目前可使用新一代测序技术进行货物筛选，但不能据此

做出最终决定（例如，销毁或拒收货物）。诊断规程技术小组同时提到，并非与

植物有关的所有生物均为有害生物；某些生物可能是有益于寄主植物或共生体的

共栖体。同时，新一代测序技术具有与其他间接方法同样的问题，即可以检测出

不能存活的生物。因此，如果将新一代测序技术用于植检目的，则必须提供重要

验证数据，并编制使用标准和结果解读政策以便做出恰当的监管决定。  

4. 2017 年 5 月，国际植保公约标准委员会（标准委）提及3诊断规程技术小组

的建议，并强调这一问题不仅关乎诊断，对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和监测同样重要。

标准委同时提请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注意新一代测序技术使用所带来

的挑战，以及新一代测序技术需经进一步开发方能视作有害生物检测的最佳方法。  

5.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新一代测序技术使用所带来的挑战，以及新一代测序技术需经进一步

开发方能视作有害生物检测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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