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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记者来到云南省森林植物培育与开发利

用重点实验室，育苗箱里的恒温灯散发出柔和暖光，

放置其中的300克花椒种子，在科研人员的悉心培

育下，数十粒长出嫩绿小芽。

这不是一般的花椒种子，它们曾“乘坐”我国首

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践十九号

“遨游太空”，未来将被移栽到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

的红土地中，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在广袤的“彩云之

南”田野上，一粒粒从太空返回的种子在此生根、发

芽、结果，加速了种质资源的创新发展，也为推进农

业现代化不断赋能。

高原种子“上天入地”开启生命新旅程

实践十九号搭载的众多科研实验物品中，
有云南20多个单位选送的共计7800克物品，覆
盖花卉、中药材、野生菌、茶叶、咖啡等高原特
色种子或产品。

80克，是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重点实
验室研究员蒋宏此次获得的搭载指标。

“我只选送一个品种——12瓶紫皮石斛组
培苗，它叫‘紫玉’。”在这个新品种上，蒋宏已
经倾注了十多年心血，仍无法解决发芽率低的
问题，“地面想的办法都试过了，送到太空看能
否收获惊喜。”

云南从 2012年开始系统推进航天育种工
作，参与过神舟九号、神舟十号、天宫二号、神
舟十一号、实践十号等多次发射任务。

云南省太空生物科技发展促进会会长姜
晓薇介绍，实践十九号搭载的云南选送的物品

重量，超过了此前十多年的重量总和。
航天器的载荷资源极其宝贵，一粒种子想

要争取到太空之旅的机会并非易事，它需具备
出色的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还得能适应太空
严苛的环境。

与此同时，承担研究的科研单位要有扎实
的前期科研工作积累和强大的后期研发能力，
才能确保太空搭载项目顺利推进。

云南农业大学、昭通市农业科学院、丽江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实践十九号搭载的物
品，不少来自基层高校、科研院所。“种子上天
为育种研究打开了广阔空间。”蒋宏感叹。

从 1987年中国第九颗返回式卫星首次搭
载农作物种子飞向太空至今，中国航天育种已
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

记、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录祥介
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整个诱变育种的数据库
中，总共登录有 3400多个突变品种，其中由中
国选育出的品种大约占三分之一。

云南省突出高原特色物种资源，利用航天
育种在中药材、花卉、野生菌、乳酸菌、咖啡等
物种方面筛选出了数十种新种质资源，丰富了
我国航天育种物种库的多样性。2016年，“中
国航天育种高原特色物种中心”及“云南太空
花卉创新示范基地”在云南挂牌成立。

研发一个新品种往往历时十余年，甚至几
十年。

“种子上天为育种工作按下‘快进键’。”云
南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王立新说，种子在“遨
游太空”的较短时间里，能产生地面上难以实
现的变异，可以显著缩短新样本的选育周期。

高原之种“遨游九天”

航天诱变就像“开盲盒”，在实际培育前，
谁也说不清它们出现了怎样的突变。

小寒时节，云南阳光和煦。昆明中药材航
天育种种质资源圃的温室大棚里，随神舟十二
号“上过天”的几株灯盏花植株变化肉眼可见。

灯盏花有“滇南灵草”的美誉，具有活血通
络、祛风散寒、止痛等功效，药用部位主要是叶
片。

“叶片由细长形变成了匙形，不仅面积增
大一倍，数量也明显增加。”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斌说，“上天”后的变
化意味着产量增加。

航天育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16年，在云南省科技厅的支持下，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第一次将羊肚菌、松露
等50克可食用野生菌菌种送入太空。

“当时还不掌握太空中种子保护的关键技
术，导致菌种‘无一生还’，只好等待下一次机

会。”该研究所研究员赵琪说。
随着我国航天技术不断发展和太空育种

经验日益丰富，回到地面的种子存活率显著提
高。5年后，264份、共100克野生食用菌菌种成
功搭乘神舟十二号飞船上天。

“返回的菌种存活率达到 90％。经过后续
研究，培育出了口感更好的白参，菌盖更大的
羊肚菌。”赵琪说。

种子“遨游太空”产生的基因突变有随机
性，性状可好可坏，地面选育很关键，要进行多
代筛选培育、优中选优。短则三五年、长则十
余年，产量、抗性、品质等都要过关，任何一个
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以中药材滇龙胆为例，2013年“上天”后，经
过选育、组培扩繁、栽种试验，历时7年，终于筛
选出高产、高抗性的“滇龙胆航天1号、2号、3号”
新品种，获得了国家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认定。

航天育种开辟了一个连接天和地的育种

新路径，越来越多的种子踏上这一充满希望与
挑战的征程，实现美丽蝶变。

经过航天育种技术选育的羊肚菌让“吃
货”眼前一亮：野生的干羊肚菌只有成年人小
拇指大小，而航天育种的则有半个手掌大。花
卉品种在色彩鲜艳度、花瓣层次感等方面也有
了新突破。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技
术员田连通说：“‘来自星星的玫瑰’植株大小、
颜色等与普通玫瑰不同，给消费者带来一种全
新的视觉体验。”

对于最近回到地面的花椒种子，研究人员
充满期待。

“花椒具有无融合生殖特性，无法通过传
统杂交育种方式选育新品种。”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陆斌表示，希望随实践
十九号返回的种子，能够培育出高产、优质的
花椒新品种。

太空之种“华丽蝶变”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宽敞的大厅内，一排排透明罐子
里装着众多“太空种子”。

截至目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已经育成了“航麦 247”

“航麦 2566”“航麦 287”等多个小麦太
空品种，并与种子企业联合实现产业
化。

“‘航麦 802’耐盐性达到 1级，在
中度盐碱地亩产 450公斤以上，该品
种为提升我国盐碱地粮食产能提供
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刘录祥说。

从粮食作物、蔬菜水果到花卉、
牧草等，航天育种的一大批新品种已
走入市场、走上餐桌，进入百姓日常
生活。

2021年，“昆植 1号”羊肚菌成功
选育，并凭借适应中低海拔、低温、高
湿等优势，迅速获得市场青睐。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测算，“昆植1号”亩产量可达约480公
斤，而普通羊肚菌品种的亩产量在
150至200公斤区间。

产量差异体现的就是航天育种
的科技优势。目前“昆植1号”在云南
省种植面积达数万亩，高产量既让种
植户增收，也让羊肚菌的单价降低，
消费者逐步实现“羊肚菌自由”。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路美邑
镇小河村村民唐志华，种植羊肚菌已

经有9年时间。
“3年前，我改种‘昆植 1号’羊肚

菌，它肉头厚、产量高、抗病性强，一
亩地利润约1.5万元，收入较以前增加
了两成。”唐志华说，周边不少人在他
的带动下，也种上了“昆植 1号”羊肚
菌。

如今，在航天育种的助力下，高
原特色农业发展呈现新活力，为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开辟了新渠道。

据云南省科技厅统计，通过航天
育种选育的水稻品种云航粳3号和云
粳43号，年增产水稻200万公斤，创造
直接经济效益1.8亿元。

全省已建成保藏 1400多株羊肚
菌的航天育种种质资源库，以及以

“十大云药”为主的中药材航天育种
种质资源库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
的数据显示，我国已进行航天育种搭
载试验 3000余项，育成主粮品种 240
多个，蔬菜、水果、林草新品种数百
个，年增产粮食 20多亿公斤，创造直
接经济效益逾千亿元。

王立新表示：“通过航天育种创
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种质
材料，选育出产业所需的优质、高产、
抗逆性强的品种，对促进相关领域种
业快速发展、保障国家种业安全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图文均据新华社）

富民之种扎根“入地”

这是2024年12月17日拍摄的云南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温室大棚（无人机照片）。部分由太空返回的种子在这里培育。

在昆明中药材航天育种种质资源圃的温室大棚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杨斌在查看灯盏花植株生长情况（2024年12月17日摄）。

这是在云南省太空生物科技发展促进会拍摄的羊肚菌（2024年11月
25日摄）。左边是普通羊肚菌，右边是经由航天育种技术培育的羊肚菌。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里发芽的太空种子（2023年4月3日摄）。

云南省太空生物科技发展促进会工作人员在核对搭载实践十九
号卫星进入太空的种子信息（2024年7月25日摄）。

云南省太空生物科技发展促进会工作人员在拍
摄搭载实践十九号卫星进入太空的12瓶紫皮石斛组
培苗（2024年7月25日摄）。

这是由昆明市农科院选送的搭载实践十九号卫
星进入太空的种子（2024年7月25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