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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太空的种子有啥不一样？航天育种农产品可以放心吃吗？终极目标是去火星种
土豆？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录详揭秘>>

采访专家

刘录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休系首席科学
家、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农作物航天诱变技术改良中心主任）

日前，在太空出差183天的神舟十三号乘组顺利返回地球。和三位航天员一起回家
的，还有12000颗种子。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种子去太空走一趟？从一粒种子被宇宙粒子幸运击中，到一路“
过关斩将”育成新品种；从创新种质资源服务农业生产，到丰富百姓餐桌，航天育
种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被宇宙粒子幸运击中的种子

民以食为天，常被用来形容粮食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如今，“天”被航天育种
赋予了新的内涵。

航天育种即太空育种，也称空间诱变育种，是将农作物种子或试管种苗通过搭载返
回式航天器或太空舱，利用太空的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等特殊环境的综合诱
变作用，使生物自身产生基因变异，再回到陆地上，经过科研人员多代筛选、培育
，形成特性稳定的新品种。

和航天员一样，种子上天也是经过千挑万选，满足条件才能获得“入场券”。刘录
祥介绍，能上天的种子必须具备综合性状优良、遗传稳定性一致、活力强发芽率高
等特点。

此外，由于上天后种子突变随机发生，因此育种家需要提前明确筛选目标。例如，
现有种子品种综合性能良好，但缺点是植株太高，容易倒伏造成减产，因此将这批
现有种子进行空间诱变后，便可以从中定向选择变矮的植株进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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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麦247穗部特写

“这些都是经过航天诱变或者与常规育种结合育出的新品种。”刘录祥介绍。同时
他澄清，不少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上过天的就是太空种子，其实并不然。“上
太空只是第一步，还要观察种子基因有没有改变，改变了基因的优良突变植株能否
被筛选“幸运”出来，再经过繁殖、多点测试等，最后能够通过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的才叫做太空种子。”

而要培育出比较成熟的品种，刘录祥表示，至少要8—10年时间。首先，育种家要
进行4到5年的变异筛选、稳定以及进行比较的过程。之后，还有4—5年的规定动作
，即连续2年的品种比较试验、合格再升级为2年的品种区域试验和1年的生产试验
。

漫长的选育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刘录祥说，可
能某年发生一个特殊病害，之前所有的工作就白做了。“育种工作很艰辛，每一项
都要过关，产量、抗性、品质、市场价值，大量的品系可能在试验的过程中被淘汰
，留下来通过品种审定的，我们才叫太空种子，那就是非常小的比例了。”

航天育种农产品放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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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路“过关斩将”，太空种子才能最终到达普通百姓的餐桌上。磨盘大的南瓜
、比拳头大的彩椒、抗倒伏的太空小麦、又大又甜的太空草莓、维生素含量更高的
辣椒……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味蕾。“培育太空种子，不仅追求产量，育种家同时
看重品质提高，营养改善等这些优良性状。”刘录祥说。

宇番1号番茄是中国第一个航天诱变育种方法培育的番茄新品种

同理，地面模拟航天诱变、核辐射诱变技术育出的农产品也可放心食用。由于搭载
空间实验的机会有限，为了补充航天育种的局限性，实现一年多次实验培育新品种
，育种家在地面利用高能加速器、核辐射技术开展种子的诱变工作。

刘录祥说，“这样我们做实验的机会更多，处理的种子量可以更大，有机会不断改
进。”最近这几年，刘录祥带领全国协作攻关团队利用这些新技术培育出一系列粮
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棉花等新品种，“都可以安全放心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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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原502单株

目前我国航天育种单个品种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是刘录祥团队和山东农科院
李新华团队合作育出的鲁原502，由于具备优秀的高产性、稳产性和广适性，2018
年当年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00万亩，成为全国第二大品种，增产效果十分显著，也
因此获得了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农民如果选择鲁原502小麦种植，在同样的面积、同样的投入下，产量和效益都
获得了有效提高。”刘录祥说。

终极目标：去火星种土豆？

有说法称，航天育种的终极目标并不在地球之上，而是为了实现“在火星种土豆”
的愿望。

针对这点，刘录祥表示，“在火星种土豆”其实与航天育种是两个不同的目标和方
向。航天育种是利用空间环境诱变种子，致力于服务地面人类，培养产量更高、质
量更优、抗逆性更强的农作物品种；而“在火星种土豆”则是为人类逐梦深空提供
空间生命支持系统，抢占未来太空长期居留和科技生活制高点。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和美国科学家就开始利用各类航天器进行
了上百种的植物搭载实验，有些还完成了在空间的全生命周期，产生了一些新鲜的
食物供给。就在2021年10月29日，国际空间站航天员品尝了种植周期4个月的太空
辣椒，并亲手制做了太空玉米饼，剩下的一部分辣椒被带回地球进行研究。据悉这
是国际空间站迄今最复杂的植物实验之一，而克服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果的挑战
对长期太空任务非常重要。

赵辉曾表示，我国在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和深空探测计划的同时，就开始着手研究地
面高等植物在空间环境下的生长发育，以营造受控的空间生态系统，让人在太空环
境下获得氧气、水分和食物来源。其中，在“天宫二号”实验室中，航天员就已经
成功种出了绿油油的生菜。

2022年是我国空间站建造决战决胜之年，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中国空
间站将于今年完成在轨建造，目前，执行空间站建造阶段2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
员乘组已经选定，未来，中国空间站将长期有人驻留生活、工作，进行更多的科学
研究。

无论是“火星土豆”，还是“太空种子”，航天育种技术都正向更高质量、更高水
平迈进，和其他育种技术一起，为做强我国的“农业芯”，做好“中国种”，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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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的新奇迹。

撰文/记者 吕冰心 编辑/吉菁菁

供图/刘录祥（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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