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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菜”更营养，与辐射转基因无关

原理
航天育种+地面选种培育

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张占
兴教授表示，“太空菜”并不是
将种子送到太空再到地面种植
那么简单。它和其他育种方式
相同，首先要通过特定的手段
改变种子的某些基因形状，获
得新的基因特性。然后再通
过种植和筛选，保留好的基因
特 性 ，最 终 形 成 新 的 农 作 物
品种。

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
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航天育种中心主任刘录祥
也曾表示，搭载上天只是培育
太空种子的第一步，搭载回来
的种子至少要经过三四代的筛
选，然后到多个省份的试验点
去试种；试种成功，再拿到品种
审定委员会去审定。“品种委员
会还要试种三年，如果三年的
表现都超过对照品种，才能得
到审定证书。”刘录祥说，这时
的种子才能叫“太空种子”，才
能合法推向市场。

一个新的太空育种品种的
诞 生 ，应 该 经 历 下 面 两 个 步
骤。首先将种子送到太空这一
特殊的环境中。太空环境和地
球环境完全不同。太空是真
空、超净空气，没有重力，各种
射线复杂。植物在不同的环境
里生长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
到了太空环境中，植物的生长
状况也会发生和地球完全不一
样的变化。强烈的太空射线将
种子的DNA打断，打断的DNA
会被重新接上，在这一过程中
就发生了基因变异。

其次，在太空环境中遨游
过一圈的种子将在地面进行栽
培种植。基因变异使得种子出
现了新的特性，有些特性是负
面的，将直接影响到种植的成
活率，产量和外观等。将这些

不好的性状筛除掉，再将具有
有利性状的品种选拔出来，经
过三到四年的培育最终才能形
成新的作物品种。

现状
名气大“落地”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超市
中确实很难见到有明确“太空
育种”标志的蔬菜，这让普通消
费者很难区分哪些蔬菜是太空
育 种 的 产 物 ，哪 些 是 地 面 育
种。而太空蔬菜多是在一些蔬
菜采摘园中出现。

某农业示范园负责人陈应
志表示，目前，我国拥有经过太
空搭载的农作物共计9大类393
个品系，育成并通过国家或省
级鉴定的新品种仅有 70 多个，
更多的新品种还处于试验示范
阶段，离大规模推广从而实现
真 正 的 产 业 化 ，还 有 一 定 距
离。“选育成功的航天新品种，
粮食大概需要 8-10 年，蔬菜是
4-6年，而通过各地试验示范可
能还需要 1-2 年。我国 2000 年
之后逐步有大批航天品种开始
审定，而从试验、示范、推广到
产业化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这
些都决定了很多太空育种的产
品还没有大规模生产。”

陈应志表示，太空育种食
品没有专门的认证机制也使
得 太 空 菜 市 场 发 展 比 较 缓
慢。很多种子生产企业将“太
空育种”作为一种噱头，实际上
生产销售的还是地面培育的种
子。各种借着“太空”名号欺
骗农民的种子企业也不在少
数 ，这 给 太 空 菜 的 推 广 和 大
规 模 种 植 增 加 了 很 大 阻 力 。
作为一种多学科、高成本、高
科技的育种手段，航天育种的
新品种也需要产权保护，对航
天育种的成果也应该进行专门
标注。

随着神舟九号成功进入太空，与航天相关的很多科技创新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航天科技可以很高端，
成果却可以很亲民。同以往几次载人航天器发射相同，此次发射的神舟九号上也搭载了由全国各个农业研究
机构选送的农作物种子。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平时在超市里买的一些优质美味的青椒和樱桃番茄，有不少都是
太空育种的产物，而在一些蔬菜采摘园里也可以看到航天育种蔬菜的身影。也许航空育种蔬菜目前在我们的
一日三餐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但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许会成为解决食品安全和产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经过 千 辛 万 苦 的 培 育 ，
太空菜和普通蔬菜在营养价
值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冯洪
章表示，太空育种所培育的
品种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的优
势，比如生长周期短、抗病虫
害、产量高等，其中一些品种
在营养价值上要高于普通的
蔬菜。

例如，1987年我国“龙椒二
号”种子搭载返地卫星飞行 5
天，返回陆地后培育而成“宇椒
一号”，其维生素C及可溶性固
形物提高了 19.48%-24.53%，
叶绿素含量提高了24.6%，叶肉
细胞的叶绿体线粒体及过氧化
物酶均比陆地同类品种明显增
多。同时，单果平均重量在200
克以上，而原品种平均重量只
有 90 克 左 右 ，平 均 增 产
20%-40%；1994 年“组培大黄”
番茄种子搭载返地卫星飞行15
天返回地面后，经多年培育而
成“宇番一号”，单果平均重
250 克以上，最大的可达 800
克，果肉厚、沙瓤、味甜。

而通过多年的育种、筛选
后，太空蔬菜各项营养指标都
超过普通蔬菜。如太空蔬菜
的维生素含量高于普通蔬菜 2
倍以上，铁含量提高 7.3%、锌
提高 21.9%、铜提高 26.5%、磷
提高 21.9%、锰提高 13.1%、胡
萝卜素提高 5.88%。而各种微
量元素的增加往往还表现在
口感方面，太空甜椒可直接生
吃，味道微甜，清脆爽口；太空
紫红薯生食味甜，水分足，口
感犹如优质水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贺潇

■ 营养分析

“太空菜”营养
普遍高于普通菜

1、将种子装入宇宙飞船
带入太空。

2、太空环境中，种子
受到真空、微重力、
各种射线等综合因
素的影响。

3、种子的遗传基
因变异。

4、返回地面后
对变异种子优
选及筛选。

5、种植和培育。

“太空菜”育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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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菜”并非全是大块头 担心“太空菜”有辐射很荒谬
虽然“太空菜”培育需要

真空、失重等多种太空环境，
但从本质上来说，太空中的射
线辐射是使种子发生基因变
异的主要条件。在这个谈“辐
射”色变的年代，很多人都会
想这样培育出来的种子安全
性如何？基因变异后的作物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转基
因”食品呢？

中国农业科学院辐照食
品加工与贮藏研究室研究员
哈益民表示，首先人们应该
正确认识辐射在食品工业中
的 作 用 。 除 了 太 空 育 种 之
外，辐射也是地面育种中的
一种常用手段。地面核辐射
育种技术也是通过各种射线
(如 X 射线、中子等)照射农作
物的种子、植株或某些器官

和组织，促使它们产生各种
变异，再从中选择需要的可
遗传优良变异，培育成新的
优良品种。目前国际上已经
通过这项技术培育出 3000 多
个 品 种 ，美 国 有 200 多 个 品
种，俄罗斯更多。

而辐射在一些食品的杀
菌、灭虫方面也有很多应用，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适合
高温灭菌的食品就是通过辐
照进行杀菌的。而太空环境
中的辐射量比地面育种以及
辐 射 杀 菌 中 的 辐 射 量 小 得
多。“最重要的是，辐射对于
作 物 的 影 响 仅 仅 是 射 线 穿
透，而作物种子本身，以及被
杀菌的食物上并没有放射性
物质残留。通俗一点说，就
像阳光也是一种射线，它会

让我们感觉温暖，但照射过
阳光以后我们自己并不会散
发阳光。辐射也是同样的道
理，经过辐射的种子自身并没
有辐射，何况还要在地面再进
行几代培育，所以担心太空菜
有辐射是非常荒谬的。”

中国生态研究院院长冯洪
章表示，太空育种和转基因食
品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太空
育种通过辐射改变了植物的
基因序列，使植物出现新的性
状。但是这些基因和形状还
是这个种类的作物本身的，并
没有引入外来的基因。而转
基因食品是将另外一种生物
的基因引入到作物中，从而使
作物表现出另一种生物的性
状。这两者在本质上是有根
本的区别的。

在很多农作物展会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

“太空菜”。它们长得大，形
状各异、颜色丰富。

张占兴表示，和传统育
种方式相比，太空育种具有
变异幅度大、有益变异多、稳
定性强、育种周期短等特点，
能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和
抗病性。而太空食品大多具
有产量高、品质好、性能优异
等特点，与普通食品相比具
有独特的优势。

不过，并不是所有上过
太空的植物全都会变成大个
头。太空植物的变异是不定
向的，通俗地说就是变异各
种各样，变异后既有可能长
得 更 大 ，也 有 可 能 长 得 更
小。太空植物回到地球后，

科学家们还要对这些太空植
物进行观察、选育，选出好的
变异品种进行繁育。那些长
得特别大、颜色特别艳丽的
植物，都是经过筛选、培育出
来的。同样，也不是所有的

“太空菜”都具有生长周期短
的优势，“天上一天、地上一
年”的传说只是人们的良好
希望。

通过 太 空 育 种 后 植 物
生长周期缩短是存在的，但
是并不是所有的品种都有
这样的特性。植物长得快
慢其实和基因突变没有太
大关系，而是和日照、温度
有关。有的植物只要日照、
温度达到一定条件，就能开
花结果成熟，而有的植物则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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