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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种子
“着陆”平潭校园
相关话题在学校引起热议，激发了孩子们对航天知识的兴趣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通讯员 冯荣 陈澜清 文/图

不少人都尝试过播撒种子，可是拥有“太空”
属性加成的番茄、豇豆、茄子等蔬菜种子，你种过
吗？近日，在平潭流水中心小学的科学课中，学
生们种下了一颗颗航天种子。

“我们要先挖 1厘米深
的洞，将种子放进去，然后
轻轻盖上一层土。”当天
下午，在教室里学了种植
知识后，平潭流水中心小
学六年七班的同学们跟随
科学老师陈少华，来到“耕
读园”上《太空种植》课。
填土、放种、覆土……孩子
们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颗航
天种子种下。

据介绍，此次种植的种
子分别是番茄 3号、太空架

豆、太空豇豆、航椒 7号、航
茄 2 号以及普通种子。陈
老师告诉记者，把普通种子
和太空种子一起种下，是为
了做科学探究对比实验。

“在保证相同的水分、肥料、
土壤环境下，观察同样的品
种，看看不同的种子会有什
么区别。”

种植现场，孩子们一边
挖土，一边好奇地发问：“单
看外表，太空种子跟普通种
子差不多，很好奇它长大之

后会变成什么样？”“今天种
的太空种子，会结出什么样
的果实呢？”

那么，这些太空种子是
从哪儿来的呢？据陈老师
介绍，这些太空种子都来自
航天育种基地，是通过太空
种子种植综合实践活动面
向参与学校免费发放的。
太空种子种植综合实践活
动已连续举办多年，目前全
国有 2000多所中小学都参
与了此项活动。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耕
种太空种子，学校在 1200
多平方米的“耕读园”里特
意开辟了科学实验基地，并
将其命名为“太空园”。同
时，该校将科学实践与劳动
教育相结合，安排科学老师
和专业技术员指导学生种
植技巧。

“把‘耕读园’的一部分
开发成为科学实验基地，
是为了让更多爱好科学的
孩子参与种植、观察，体验
劳动的辛苦，探索科学的
奥秘。”平潭流水中心小学
副校长方梅云表示，为了
让太空种子更好地生长，

该校科学社团的学生负责
照顾这些太空种子，对它
们从育苗、播种到开花结
果的全过程进行观察和
记录。

太空种子的相关知识
在学校成了热议话题，学生
们总会在课余时间探讨自
己对太空种子的看法，进而
延伸到种植技巧、劳动技能
等许多相关科学知识的讨
论。该校六年七班学生陈
皓宇说：“这样的课程很有
意思，我学到了很多农业知
识，激发了我对航空航天知
识的兴趣。”

陈少华老师说：“乡村

学校的学生能获得太空种
子的种植机会，并在‘太空
园’开展科技教学活动，这
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
儿。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
现在孩子们也能亲身体验，
还能参与到太空种子种植，
真的特别难得。”

从过去在教室里听讲
解，到如今在“太空园”进行
实践操作，看着学生们的变
化，方梅云喜在心头。“种植
过程中，可以提升学生的航
天知识和种植科研实践能
力，让更多学生收获到探索
科学的快乐，也在学生心里
撒下‘太空’的种子。”

11 月 4 日，央视新闻
报道，在中国空间站的生
命生态实验柜中，水稻和
拟南芥正在茁壮成长。
从 7 月底注入营养液以
来，水稻和拟南芥经历了
萌发、生长，并进入到成
熟阶段。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
用中心研究员、集成技术
中心副主任张璐介绍，拟
南芥生长周期比较短，第
一批生长的几个拟南芥，
已经完成了从种子到种
子的过程。水稻可以看
到一些绿的小穗，实际上
就是水稻已经开始第一
次在太空结穗。

研究微重力条件下
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
周期，拟南芥此前已有成
功的先例，此次实验的科
学目标是要进一步研究
如何提质增产；对于水稻
而言，完成从种子到种子
的全生命周期培育，在国
际上还是第一次。

11月12日，天舟五号
货运飞船搭载水稻、小麦、
玉米等主粮作物和少量林
木种子，用于开展航天育
种实验。这些种子将通过
载人飞船返回地面，经过
地面培育后投入市场。

航天育种也称为空间
诱变育种，是指借助于返
回式空间飞行器或在轨空
间站及地面模拟空间环境
装置，利用高能粒子宇宙
辐射、微重力和复杂电磁
环境等多种因素对所搭载
的植物材料的诱变作用，
使材料发生突变，再返回
地面，科研人员再从中筛
选出需要的变异材料，经
过地面多代选育，最终获
得优良新品种的过程，是
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农业
育种技术集成创新的新技
术手段。

太空种子就是利用航
天育种技术培育、选育出的
新品种种子，一般具有高
产、优质、抗性强等特点。

普通种子成为太空种
子要经过三个阶段：

1.种子筛选：选择合
适的搭载材料是航天育种
的第一步。在选择搭载材
料时，育种工作者根据自
己的专业知识判断出育种
的发展趋势，选择综合表

现好的品种(或材料)，在
产量、品质和抗性上具备
竞争力，在生产上能够大
面积推广。

2.空间诱变：利用卫
星、飞船等返回式飞行器
将植物种子带上太空，再
利用其特有的太空环境条
件，如宇宙射线、微重力、高
真空、弱地磁场等因素，对
植物的诱变作用产生各种
基因变异。诱变率一般为
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而
有益的基因变异仅是千分
之三左右。诱变在一定程
度上是不可预见的，即便是
同一种作物，同一个品种，
搭载同一颗卫星，其结果也
可能有所不同。

3.地面选育：航天育
种是一个品种选育过程，
种子搭载只是走完万里长
征的一小步，整个研究最
繁重和最重要的工作是在
地面上完成的。培育一个
航天作物新品种至少需要
5 年的时间，其中要经历
至少四代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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