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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硕大的橘黄色南瓜、饱满的五彩辣椒，寻常餐桌上的一道菜的食材，或许就来自外太空。从神一到神九的太空旅途中，

空间实验不胜枚举，种子却从未缺席。

从太空到餐桌，中国的航天与食物产生交集，民以食为天，航天的意义也由此被人们感知。

■ 本报记者 郝 昱

短 短 57 年，中 国 航 天 事 业 走 完 了 欧 美 等 科 技 强

国 需 要 上 百 年 走 完 的 路，并 跻 身 于 世 界 航 天 大 国 行

列。中国航天科技已成为中国科技实力的体现，也是

民族尊严、民族自信心的象征。发展到今天，航天科

技成果已经在各个领域生根发芽，成为助推社会发展

的强劲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航天农业也发展了 28 年，在助推现

代农业进步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将航天科技

应用于现代农业，不但可以增加产品产量，还可以增加

果实的营养成分，更有助于打造绿色安全食品。

近日，2015 中国航天科技成果民用化与航天农业发

展高峰论坛在京举办。在论坛上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

已有 70 多个太空育种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审定，200 多个

品系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航天农业虽已有大量的

科技成果，但产品推广困难重重。

航天技术成果已走进寻常百姓家

在论坛上记者得知，其实航天科技成果离普通百姓

很近。婴儿使用的尿不湿就是航天科技的衍生品。它

的最初发明是为了解决航天员的内急问题，此后，用

这种高分子材料制成的婴儿尿布，开始风行世界；受

很多人青睐的方便蔬菜，起初源于航天员食品中的脱

水菜；如今在电影院观看 4D 大片，在享受视觉冲击的

同时，还可以体验过山车般的刺激，这都是 4D 电影院

特殊座椅帮助实现的。它采用了原本运用于航天领

域的发射车技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508 研究所副所长王怀义

说：“航天事业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看起来相距十万八千

里，其实不然，如今，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用品从根上都

源于航天科技。”

航天育种成果推广需企业助力

“在植物园见过航天种子，但我不会吃，也吃不到，

因为成本高，所以长出的蔬菜价格肯定不菲。它的价值

跟价格一定是成正比的。”当记者问及是否会选择航天

育种蔬菜时，消费者张静（化名）这样对记者表示。

而在消费者曾竞看来，吃不吃航天育种食品都无所

谓。曾竞对食物营养成分颇有研究，他说：“从微观层面

看，吃过食物后，人体吸收的无非就是维生素，氨基酸，

脂肪，糖类，肽等等，所以我并不介意食用普通食品、转

基因食品或是航天食品。”

如此看来，航天育种成果不是没有市场，只是“市场

化”并非三个字这么简单。

中国保健协会副秘书长周邦勇认为：“比起之前在中

国备受重视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更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很多科技成果虽然完成了产业化，但

是市场推广这一步走得跌跌撞撞。所以市场化从某些角

度讲，比产业化更尖端。一个好的成果、好的产品要送往

千家万户不仅要靠成果，更重要的是要靠推动成果商品化

的企业。”

在本次论坛上，记者就见到一家以推广航天食品市

场化为己任的企业——上海量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标表示，食品安全问题

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所以从企业角度来说，提

供安全的食品、健康的食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

场需求和商机。“作为一个销售推广营养品、健康食品

为的企业，我们应当积极推广航天技术成果，打造安

全 健 康 的 高 科 技 食 品 产 业 链，让 航 天 食 品、营 养 品

走进寻常百姓家。让老百姓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吃得舒心、吃得开心。同时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

价值的双丰收。”张标说。

航天育种成果遭遇市场推广难题

■ 本报记者 郝 昱

在近日举办的 2015 中国航天科技成果民用化与

航天农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记者第一次亲眼看到航天

育种蔬菜，体积比普通蔬菜大两三倍，而且颜色非常

鲜艳。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种子市场大部分份额已

被国外企业占领。仅东北三省，玉米和大豆的种植面

积就达到了 1.2 亿亩，而其中的 80%被国外转基因品种

占据。蔬菜种子每年价值 6 亿元的市场规模，进口种

子占到了 60%到 70%。这就是中国面临的现实，不仅

中国种子市场被国外企业占领，中国居民吃到的植物

油等食品市场也被国外品牌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育种企业如何与国外企业竞争？

对 此 ，中 国 空 间 技 术 研 究 院 天 水 航 天 育 种

基 地 研 究 员 、副 总 经 理 杨 凯 表 示 ：“ 要 想 短 时 间

内 和 国 外 种 子 企 业 竞 争 、甚 至 赶 超 他 们 ，我 们 的

科 学 家 应 当 研 究 农 作 物 空 间 异 变 ，选 育 全 新 农

作 物 品 种 。”

中国航天育种第一人、中科院遗传所研究院研究

员蒋兴村告诉记者，航天育种蔬菜和转基因食品不

同，转基因食品是引入了其他物种的基因，而航天育

种蔬菜是其本身基因的异变，不会对人体有影响而且

口感好、产量高，是绝对的绿色食品。

民以食为天。当下食品安全领域乱象丛生，一

再挑战公众的底线。最基本的菜篮子、米袋子的安

全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从前些年的洋奶

粉抢购潮，到“央视名嘴”崔永元的转基因食品调查

引发的纷争，再到今年“ 中国游客以高价购买所谓

日 本 大 米”一 事 在 网 上 闹 得 安 全 问 题 沸 沸 扬 扬，听

起 来 荒 唐 ，却 是 事 实 。 现 在 人 们 选 择 食 品 左 右 为

难，吃 什 么 都 提 心 吊 胆，这 背 后 就 是 令 人 揪 心 的 食

品安全问题。如果航天育种蔬菜真如上述专家所说

的 那 样 绿 色 健 康，那 么 一 旦 成 功 推 向 市 场，定 是 造

福百姓的大好事。

“我们选育蔬菜品种时充分考虑到消费者和种植

户的切身利益，品种筛选主要有 3 大依据：产量高，抗

病性好，口感好。”杨凯说，产量高才能使种植户获得

直接收益。如果无利可图，再好的品种种植户都不会

种植、推广；蔬菜品种抗病性好，即不需要使用过多农

药，这就为农产品安全奠定了最核心的基础；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也要吃得好，因此选出的品种

口感一定要好。目前航天育种种植面积累计推广已

达到 68 万亩，实现农业增加值 20 个亿，目标是 3 年内

占领全国 10%的市场份额。

也许，正如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北京神飞航天应用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建伟

所表示的，作为我国发展中的重要产业航天产业

航天科技众多成果的民用化，是大势所趋。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希望这一粒

航天育种真的改变我们的世界。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从太空到餐桌，航天食品四问
问题一：种子为啥要上天？

利用太空环境诱变遗传改良，从而培养出产量更

高、质量更好的农作物。

作物育种，又称品种改良。航天育种并不是什么

新鲜词汇，1987 年 8 月 5 日，我国第 9 颗返回式科学实

验卫星发射成功，将一批农作物种子送上太空，由此

揭开了航天育种的序幕。

25 年来，我国已先后 20 余次利用返回式卫星和

神舟飞船，搭载上千种作物种子和微生物菌种上天，

获得了大量新性状品种并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

目前，中国已拥有经过航天搭载的农作物百余

种。把种子搭载上天，在太空环境里经受空间诱变，

返回地面后再经过连续几年的培育和筛选，就可能形

成有明显优势的新品种。

航天育种就是利用太空中宇宙粒子、微重力、弱

地磁等综合因素，诱变农业生物遗传改良，从而培养

出产量更高、质量更好、抗逆性更强的农作物品种。

问题二：上天后就可以华丽变身？

上天只是第一步，随后种子还要经过农业专家几

年的地面培育、筛选和验证。

种子在天上转一圈后，就会马上实现“华丽变身”

并结出累累硕果吗？其实，这只是完成了“太空育种”

的第一步，随后还要经过农业专家几年的地面培育、

筛选和验证。

搭载回来的种子，要“晋级”为名副其实的“太空

种子”，至少也要经过 4 至 6 年的周期。

太空育种，必须满足一些要素，首先要经过空间

环境的飞行处理，种子受到宇宙粒子的辐射、失重等

作用，使得基因发生改变。其次，种植几代后，选出跟

搭载之前不一样的个体，这才是真正的太空育种。也

就是说，只有改变、并且变好的种子，用来继续培育，

才能成为太空育种。

基 因 突 变 是 随 机 的 ，搭 载 的 植 物 种 子 有 可 能

发生一些果实变大、变小、变高、变矮等变异，育种

专 家 进 一 步 筛 选 ，就 有 可 能 筛 选 到 一 些 果 实 变 大

的好品种来。

现在有些误区，比如一些西瓜种子，在太空走了

一遭后，回来就从 20 个繁殖到 2000 个、甚至 2 万个，

然后被贴上“太空西瓜”的标签，这跟太空育种是完全

不同的概念。因为相比搭载之前，这些种子没有经过

筛选，或许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就失去了意义。

问题三：太空食品适合地球人吗？

太空辐射的强度仅为一般辐照消毒的百万分之一，

再加上地面几年的淘汰筛选，太空种子的安全不必担心。

无论是太空技术或是其他常规技术孕育出的品

种，如果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就表明它具备了某种优良的特性，比如产量提高了、

品质改良了，否则不会通过审定。

太空辐射的强度仅为一般辐照消毒强度的百万

分之一，再加上地面几年的淘汰筛选，太空种子的安

全不必担心。

太空食物与传统食物其实没有太多区别。太空

小麦面粉做的面包就不同于普通小麦做的面包？不

会，口感是吃不出来的。

一些太空蔬菜的营养或许比传统蔬菜丰富一点，

这可能是在选种子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选择营养价值

比较高的种子。但是高的产量和高维生素含量的种

子，通过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培育出来的。

育种方法很多，包括传统的、生物技术、航天诱

变、核辐射诱变等，太空诱变只是诱发基因改变的多

种方法之一。传统育种和航天育种，不是谁代替谁

的关系。

太空诱变育种和“转基因”也不是一回事。太空

育种不是用人工手段将外源基因导入作物中使之变

异，而是让作物本身的染色体产生基因突变，这种变

异在本质上和生物界的自然变异并无区别，只是改变

了时间和频率而已，有的时候自然界几百万年才能完

成的自然变异也许在太空中一瞬间就完成了。

问题四：老百姓都能吃到太空食品吗？

现在全国各地航天育种推广种植基地有 100 多

个，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近 2000 万亩。

可能我们吃的青椒或大米中，就有一些是来自太

空的，但从外观上很难区别。

太空育种的农作物品种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

生产的量远不能占到市场的绝对份额，就像杂交水稻

一样，面积很大，但也很难说超市卖的就是杂交水稻。

如果哪一个公司专营太空产品，比如就做某一个

品种的种植太空小麦面粉，就可以形成一个专有化的

订单农业，从分出来种子到最后的面包。但现在很

难，中国的农业一般不以某一个品种作为惟一的原料

去加工。

如今，航空育种基地已是遍地开花，大批优质的

太空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各地航天育种推广种植基地大大小小的有 100 多个，

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近 2000 万亩。

在北京航天城旁，有一个航天蔬菜种植基地，基地

的一些作物种子，曾随神舟四号和神舟五号飞船上天。

该基地官网显示，他们出售的种子包括辣椒、茄

子、番茄、豆类、瓜类、花卉，一袋种子的价格从几十到

几百元不等。航天辣椒长度能达到 30 至 40 厘米，产

量高，且航天辣椒维生素 C 含量比普通辣椒高出不

少。跟他们合作的大型农场居多，一些产品也不会贴

“航天”标签上市。 （邓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