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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蔬菜航天诱变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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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载人飞行器 (卫星、飞船、航天飞机、空间

站)的出现 ,空间生命科学应运而生。人类的活动范

围也在不断扩大 ,随之而来的是要解决宇航员的食

品问题。近年来 ,航天大国已在空间站上进行了生

物学试验 ,先后培育出百余种太空植物 ,包括番茄、

萝卜、甜菜、甘蓝、莴苣、生菜、黄瓜、洋葱等蔬菜。他

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人类在太空长期居住作准备 ,对

于地贫人多的我国则更重视现实应用 :将太空育种

纳入“菜篮子”和“米袋子”工程。

我国 1986 年制定“八六三”计划时就将空间植

物学研究列入空间生命研究计划。我国的科学家们

从 1987 年至今 ,先后 7 次利用返回式卫星 ,7 次利用

高空气球搭载数十种植物种子 (主要是粮食及蔬菜

作物种子) 。科学家们将上天“深造修炼”的“学子”

召回来 ,他们不负重望 ,返地后 ,经过多年种植选育

获得了最大果质量达 500～600 g 的太空椒、胳膊一

样粗的太空黄瓜、1. 4 m 长的太空莲藕、像月季花一

样多重瓣的太空莲花新品种 (系) ,并已在一些省市

推广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所谓航天育种 ,就是在距离地球 20～400 km 的

高空环境进行各种农作物种子飞行搭载处理 ,返地

后种植选育。搭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利用

近地返回卫星。我国返回式卫星从发射到返地可分

为 3 个阶段 : ①主动阶段 ,卫星升空时有强烈的振动

和冲击 ,这一阶段只是短暂的几分钟 ; ②运行阶段 ,

近地点为 200 km ,远地点为 400 km 左右 ,飞行周期

为 90 min (分) ,飞行时间为 5～15 d (天) ,舱内温度

为 12～34 ℃,空间环境还具有强宇宙射线的辐射作

用和高真空度、微重力和较强的辐射流强 ; ③返地回

收阶段。另一种是利用高空气球。气球飞行高度为

30～40 km ,飞行时间为 10 h (小时)左右 ,大气结构、

气温、空气密度、压力、地磁刚度、平流层辐射与地面

有差异 ,还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 ;这些综合因素能对

植物种子产生诱变作用 ,引起植物变异。

我国从 1987 年开始利用卫星搭载处理蔬菜种

子 ,至今已搭载处理过辣椒、番茄、黄瓜、菜豆、豇豆、

青花菜、莲籽、百合、食用菌等多种蔬菜 ,经过种植选

育 ,获得了一批突变类型 ,并在生产中得以利用。

甜椒 　1987 年卫星搭载处理甜椒种子 ,经多年

种植选育 ,于 1992 年获得 4 心室的门果质量达

250 g 的太空椒 ,1993 年经过精心栽培 ,最大果质量

可达 500 g ,1998 年在江苏省沛县种植培育出 600 g

的大果后代 ;其 VC 含量提高 20 % ,可溶性固形物

提高25 %左右 ;和地面对照比增产 30 %～120 % ;

选择宇航 1 号太空椒和原始品种进行基因多态性分

析 ,用 84 个 102核苷酸随机引物共扩增到 359 个

RAPD 标记 ,表现出较稳定的多态性。

番茄 　1987、1994、1996 年卫星搭载处理的番茄

种子 ,经过多年种植选育已获得产量提高 20 %以

上、病毒病发病率低于对照 0. 2 %～20. 8 %的抗病

新品系 ;并选择 3 株经卫星搭载处理后同工酶有差

异的后代群体和原亲本进行 RAPD 检测 ,结果表明 ,

在 50 个供试引物中 ,有 18 个引物扩增 DNA 带 ,共

156 条 ,其大小在 200～2 000 bp 之间。与地面对照

相比 ,空间飞行组的 DNA 在 5 个引物中出现差异 ,

其变异的程度分别为 4. 5 %、1. 3 %和 2. 3 % ,变异

材料性状稳定 ,并在东北、江西等地试种。以上两项

成果 1990 年通过“八六三”2205 专家组和中国科学

院的验收鉴定。

莲子 　1994 年卫星搭载莲花种子 ,经多年的选

择获得了重瓣花的突变体 ,莲子产量由原来的每蓬

1. 6 g 提高到 6 g ,获得了单蓬 3. 3 g 的突变株系 ,并

选育出藕长 1. 47 m 的突变体。

黄瓜 　1987、1996 年卫星处理的黄瓜种子 ,种植

出现雌花多、抗霜霉病和枯萎病 ,其果肉味道爽口、

汁液多的丰产突变类型 ,并做了许多生理生化及细

胞学研究。

菜豆、豇豆 　1996年卫星处理的菜豆、豇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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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踏着新年的钟声 ,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 1999 年 ,《中国蔬菜》也迈进了她成长、发展的第 18 个年

头。在此谨向关心、爱护《中国蔬菜》的新老读者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

18 年来 ,《中国蔬菜》在领导和专家们的精心呵护下 ,在广大读者、作者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 ,经过

编辑人员的辛勤耕耘 ,获得了不断的发展、进步。如今 ,她已成为我国蔬菜行业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 ,先

后被国家有关部门评选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用刊、中文农学类核心期刊、国家优秀科技期刊 ,得到了读

者、作者和专家们的厚爱。

昨天的《中国蔬菜》取得了骄人成绩 ,今天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蔬菜》应该作出相应的调

整 ,以便在新时期里发扬光大。《中国蔬菜》一直以学术性强著称 ,在科研、教学、技术人员中具有广泛影

响 ,这是《中国蔬菜》的显著特点。前两年 ,我们在保持学术权威性 ,把有关栏目办好、办精的前提下 ,增

加了科普性内容 ,开办了“专题讲座”、“读者信箱”等栏目 ,使刊物内容更丰富 ,适合于更广泛的读者。

技术性刊物要适应时代的发展 ,专家、科技人员也需要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中国蔬菜》这两年发行

量稳中有升 ,内容更受读者欢迎 ,实践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今年 ,我们将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 ,

新设“本期话题”、“术语注释”、“期刊摘录”等栏目 ,进一步拓宽领域 ,增加信息量。“本期话题”主要分

析、介绍蔬菜科研、生产等方面众所关心的问题 ;“术语注释”简要介绍蔬菜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名词术语。

此外 ,还将恢复“国外科技”栏目 ,摘登国外蔬菜科技信息。

除了栏目调整和版式变化外 ,《中国蔬菜》在新的一年里还将建立起自己的专家数据库和通讯员网

络系统 ,这将使我们的耳目更灵 ,选题更新 ,刊载的科研成果更具有前沿性。

调整栏目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 ,调整之后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读者、为蔬菜行

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永远是《中国蔬菜》的宗旨。

《中国蔬菜》编辑部

子 ,从 SP2 代分离出 2 片叶、4 片叶、5 片叶类型的突

变体 ,对其产量及植物学特性正在进行分析研究。

青花菜 　1988 年卫星处理的青花菜种子 ,种植

的第 1 代植株有 43 %比对照提前开花 ,最早的比对

照提前开花 25 d(天) ,对照未收到种子 ,这种性状在

后代中能遗传 ,1991 年继续种植 ,观察到花粉母细胞

的减数分裂行为异常现象。

石刁柏 　1988 年卫星处理的石刁柏种子 ,种植

出现雌雄同株和抗盐碱的丰产突变类型 ,并做了许

多生理生化的研究。

百合 　1994 年卫星搭载处理的百合种子 ,多数

品种比对照提前开花 2～7 d (天) ,少数品种花期提

前 20 d(天) ,耐霜性比对照强 ,并得到当代鳞茎比对

照大 1 倍的突变体。

食用菌 　1994 年经卫星搭载处理后的黑木耳

X5X921 变异菌株和对照相比有拮抗反应 ,其 RAPD

分析 ,共用了 37 个引物 ,其中 2 个引物 OPQ17、

OPZ20 扩增出多态性产物。1997 年经高空气球搭

载处理后的香菇出菇时间比对照早 10 d (天) ,菇盖

平均直径 12 cm ,菇盖厚度 1. 1 cm ,分别比对照提高

32 %和 20 %。其 Cr04D21、Cr04DZ 突变菌株的

RAPD 分析 ,共用了 120 个引物 ,其中 2 个引物

OPQ17、OPM06 ,在 Cr04DZ和对照间扩增出重复性、

稳定性好的多态性产物 ,而在 Cr04D21 与其对照之

间未检测出多态性。此外 ,金针菇、平菇也发现可利

用的变异类型。

我国在航天育种领域 ,是世界上最先将太空甜

椒、太空水稻等用于农业生产 ,并将世界上最先进的

RAPD 分子生物学分析方法用于航天诱变遗传方面

的国家 ,可望今后将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不

但在育种应用方面而且在机理方面取得更大、更新

的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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