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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普通的番茄、黄瓜、青椒种
子，去太空转悠一圈，回到地球便变换了
模样。对于太空育种的蔬菜、水果，有人
担心安全问题，这些东西可以放心食
用吗？

从原理上来看，太空育种和常规诱
变育种一样，都是植物自身的基因组序
列发生改变，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早
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原子能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认定
航天育种产品是安全的。

经过太空育种的番茄仍然是番茄，
大豆还是大豆，并没有外来生物基因导
入与整合，其物种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
这就好比，DNA的基因排列是“1、2、3、
4”，经过太空育种后的基因排列是“1、
4、3、2”，只是排序发生变化。

从实际培育情况来看，经过太空育
种的蔬果，味道、口感和营养都比普通蔬
果更好。比如，太空黄瓜除了个头比普
通黄瓜要大，味道更加鲜嫩多汁；太空小
番茄比普通番茄的含糖量更高，吃起来
更香甜。

一一粒粒种种子子被被带带到到太太空空，，再再回回到到地地球球，，
在在外外层层空空间间的的生生长长经经历历了了怎怎样样历历程程

国国内内太太空空育育种种鲜鲜花花
首次大规模面市

之所以选择“太空育种”，是因
为自然界的基因变化发生非常缓
慢，而太空为基因变异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诱变场所。

新航天星空实验室太空育种
中心主任、航天育种高级工程师张
传军介绍，太空是一个超级实验
室，具备不同于地面的环境条件，
如弱地磁场、微重力等。此外，在
太空中没有任何空气污染、化学污
染，是超高洁净的环境。与传统育
种技术相比，太空育种能在较短的
时间内选择出新的种质资源，提高
农产品的品质，创造出许多新品
种，在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

“在太空遨游过的鲜花种子，
受到宇宙辐射、高真空、微重力等
太空环境作用，返回地面后，再经
实验室一系列选育培育工作，种植
出的花朵也变得更艳、花期也变得
更长、花香更加四溢。”张传军
说道。

首批上线的太空育种鲜花，以
“延丹1号”球茎为例，该育种鲜花
原型是山丹丹，它原本在陕西延安
一带种植，适应15℃—30℃之间
的温度。如今，经过太空育种的

“延丹1号”，具有耐高温、耐低温、
耐水涝、耐干旱、耐胁迫的特性。
它能够适应-40℃到40℃的温度，
碰上连月阴雨天也能存活，一个冬
天不见水也能开花，而且在酸碱性
土壤均可种植。

为何选择太空育种
为基因变异
提供绝佳的诱变场所

近日，国内太空育种鲜花入驻电商平台，首批上线品种是“延丹1号”球
茎，并已经陆续发货，“天选之花”开始飞入千家万户，后续还将有微型月季、
康乃馨等。据报道，这是国内太空育种鲜花首次大规模面市。

植物在外层空间的生长，一直是科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课题。一粒种子
被带入太空，再回到地球，会经历怎样的历程？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
掌握的技术，“太空育种”有哪些神奇之处？

哪些种子能上太空
果实饱满活力好
遗传稳定性更高

什么样的种子才会被带入太
空？比如，神舟六号携带秋海棠、
苦苣苔和灯盏花等植物种子，神舟
七号搭载80多个品种的蔬菜种
子，神舟八号携带红豆杉、橄榄等
种子，神舟九号和神舟十号则分别
携带云南普洱茶种子和人参种
子等。

载人航天工程的载荷资源十
分珍贵，种子要经过纯度、净度、发
芽率等标准严苛的筛选，只有果实
饱满、活力好且遗传稳定性高的种
子，才可能随宇航员一同在太空

“出差”。
即使进入太空，能顺利完成基

因突变的种子比例可能不到10%。
在科学家看来，航天诱变和“开盲
盒”有几分相似。

因为一些种子在宇宙环境里
并不会发生变化，或者发生的变化
毫无意义或只产生倒退的变化（结
果实率降低、甜分流失、成熟期延
长等）。进入太空的种子，只有发
生良性基因改变的才能被留下，成
为“天选之种”。

实验证明，并不是所有植物都
适合太空育种。以发芽率来说，小
麦、玉米、棉花、向日葵、大豆、黄瓜
和番茄等是有所突破的，其种子经
过太空辐射后，活力和发芽率都有
所提高。而水稻、豌豆、青椒等种
子和未上过太空的种子相比没有
多大差异。

变了模样的太空蔬果安全吗
只是基因排序变化
口感营养其实更好

■ 相关链接

消费者收到鲜花后，
需要注意些什么

“山丹丹是一种球花，类似乒乓球似
的，到手时，有的球茎上有1—2厘米的芽
儿。如果芽儿没有破损的情况下，今年
种到地里就能够开花，”张传军叮嘱道，
若芽儿出现破损情况，今年可能不发芽，
明年还能够继续发芽、开花，希望消费者
能够按照说明书进行种植，并且对“延丹
1号”多一些耐心。

后续售卖的其他鲜花，如微型月季、
康乃馨等，使用的是外径2厘米、管长12
厘米的试管内进行特殊培养，消费者收
到的也将是试管鲜花，它们的体积更微
小，但在试管内，花期可达一到两个月。

“接下来计划每季度上新一款太空
育种鲜花，后续还会有新品种亮相售卖
平台，如玫瑰、桃花、樱花、郁金香等。”张
传军还表示，希望消费者收到花后，如果
有问题及时在电商平台上进行反馈，团
队将根据反馈，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改进，
继续完善可行的技术方案。

我国太空育种已有37年
资料显示，早在1987年，我国第九颗

返回式卫星首次搭载小麦、水稻、辣椒等
百余个品种的农作物种子飞上太空，开
启了我国太空育种领域研究的大门。

而首批“种子宇航员”返回地球后，
经过杂交培育，诞生了大豆“铁丰18”、棉
花“鲁棉1号”等一批获得国家发明奖的
优良新品种。

2006年，我国发射了首颗航天育种
专业卫星———“实践八号”，这意味着我
国的农作物种子第一次拥有了太空专属

“座驾”。
目前，我国已进行航天育种搭载实

验3000余项，育成主粮审定品种260多
个，蔬菜、水果、林草、花卉新品种上百
个，年增产粮食20多亿公斤，创造直接经
济效益超过千亿元。

据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

“来自星星的玫瑰”开花了。

“延丹1号”在网上发售。 后续将上市的微型月季

太空育种的木芙蓉

“太空黑牡丹”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