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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赵艺乔 记者 林辰辰

“等了这么久，终于收到了。”北京新航天星空

实验室太空育种中心主任张传军难掩激动之

情。

日前，我国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

微卫星“实践十九号卫星”顺利返回地球，而空间

育种试验是此次飞行的任务之一。

“我们借此机会将 28 个品种的种子送上太

空，除了蔬菜、水果，还有药材青蒿。其中青蒿20

克，约10万粒种子。”张传军说，等待了两个月，实

践十九号卫星圆满完成近千个种质资源空间育种

实验，其搭载的种子成功交接，即将进入科学研究

阶段。

为什么要费力将种子送到太空？作为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国家所掌握的技术，“太空育种”有何

神奇之处？一粒粒种子返回地球后，还要经历什

么？本报记者连线采访了张传军。

从“太空粮食”到“太空鲜花”再到“太空药材”

10万粒青蒿种子
“太空旅行”归来

本报讯 日前，杭州青少年活动

中心发布 2025 春季兴趣课程招生通

告，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含活动中

心、发展中心、城北分中心、滨江分中

心、线上教学点、社区教学点、高校教

学点）2025 年春季兴趣课程招生报

名，将于下周三启动。

2024 年 12 月 18 日 9 时至 12 月

22 日 17 时为预约报名期，在此期限

内预约超额的班将于 12 月 22 日晚上

通过摇号定员，12 月 23 日（周一）上

午9时起公布摇号结果。

活动中心本部、发展中心、城北分

中心、滨江分中心等区域线上线下课

程招生同步进行。家长可以登录浙里

办 app、支付宝、微信搜索“数智杭青

少”，进行报名，也可以下载“数智杭

青少”app进行报名。

每位学员每期最多预约 3 个兴趣

课程班（开设在“社区教学点”“高校教

学点”“线上教学点”的班级、体验类课

程班级、非培训类班级以及面试预约

班不占用预约名额），同学期同课程每

位学员只能预约报名一个班级。

在预约报名期内，原已报名成功

的课程学员不可报名同课程的其他班

级，如需报名其他班级，需先提交原班

级退费申请且审批通过完成退款后，

方可报同课程的其他班级。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5 年春

季课程计划从 2025 年 2 月 15 日开

始，预计 6 月 8 日结束，其中 4 月 4 日

至4月6日不安排课程；4月27日至5

月 5 日不安排课程；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不安排课程。

本报记者 姜赟 通讯员 施琛

下周三启动
线上线下同步

杭州少年宫
春季兴趣班报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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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众而言，太空作物早已不是稀罕物，比如平

日里经常见到的鲜花，其种子就可能曾有过“飞天”的

经历。

今年 3 月，张传军所在的新航天星空实验室太空

育种中心，就曾在电商平台上推出“太空鲜花”，销售的

正是遨游过宇宙的花种。上架不到 2 天，首批产品便

售罄。

从“太空粮食”到“太空鲜花”，再到“太空药材”，越

来越多品种的种子历经太空遨游完成蝶变。

航天育种的关键之一是种子材料的空间搭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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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太空育种已经有 37 年的历

史。这些年来，中国航天育种为种质资源创新提供了

重要的技术支撑。

此次搭载的实践十九号卫星是我国首个可重复使

用的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载荷包括主粮作物、经济作

物、微生物航天育种载荷以及空间技术试验载荷等20

大类。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主任孟令杰在接

受采访中表示，实践十九号卫星所携带载荷的种类非

常多。对培育种源新品种、支持种质资源的创新、支持

生物医药空间科学创新、促进空间的科学国际合作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通过卫星零星搭载，到育种专业卫星，再到近

年进入空间站育种时代，航天育种研究将获得更为丰

富的资源保障，这无疑是农业发展迎来的一个新机

遇。”张传军表示，未来，他期望能够借助航天育种等先

进技术，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引领种业创新。

“太空作物”，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种子回到地球，标志着新一轮研究的开始。

“经过空间旅行，不是每粒种子都会发生变化，能

顺利完成基因突变的种子比例不到 10%，即便是有变

化，变化的方向也是不可控的。”张传军解释，现在种子

返回陆地后，需要反复试验，才能筛选出能够被他们所

用的优异种质。

成为优质种，除了上天还要入地。科研人员挑中

的种子要进行多代筛选培育，以及全国多个生态区繁

殖后，连年优秀者经过专门审定委员会的鉴定合格后，

才能来到市场。

除了太空育种，当前新技术也为漫长的育种之路

按下快进键。

张传军介绍，在育种工作中，过去需要靠人工观测

和记录分析作物的表型特征，从而筛选出优异资源用

于育种，这样工作量大、耗时长。“传统育种方法一般需

要 7-8 年，现在借助分子育种技术，可能 2-3 年就可

以出成果。”

张传军口中的“分子育种”，主要指的是根据需求

对种子的基因进行编辑的技术，使得作物按照设计的

方向生长，如使作物变大或变矮。也就是说，使用分子

育种技术的种子，就像开了导航一样，可以直奔育种目

的地，从而省下大量时间，真正实现快速育种。

育种方式正在“黑科技”助力下，更加先进和多元。

“比如基因编辑、生物育种、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

帮助品种不断改良，使得育种的速度和效率得到提升，

育种成果也将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市场。”张传军说道。

优质种子入地，实现分子育种优质种子入地，实现分子育种

当药材遇上航天育种，会有怎样的效果？

10月11日，一批经过选育的种子，经历了14天的

“太空之旅”，搭载着“实践十九号卫星”返回地球。两

个月后，种子们正式完成交接。

在这批种子中，除了熟悉的粮食、蔬菜，还有一个

特别的品种——青蒿。

青蒿种子为啥会上太空？青蒿作为中药材，具有

重大的科研和应用价值。但是青蒿也面临品种老化，

有效成分含量不稳定的情况。为此，新航天星空实验

室太空育种中心选择通过航天育种，加速青蒿的品种

选育迭代。

与传统育种相比，航天育种有着许多优势。“经过

太空特殊环境作用后，种子的变异幅度更大，且稳定性

强。如青蒿种子在太空进行诱变，可能出现药性成分

提高、产量增加等性状优化。”张传军解释，“中药材传

统选育耗时长，成本也高，我们希望通过航天育种技术

加快品种选育。”

航天器的每一克载荷资源都很宝贵，那么，什么样

的种子才能获得飞船的“船票”呢？

张传军表示，上天的种子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除了

需满足综合性状优良、遗传稳定性一致、种子完整等条件，

还要确保在新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

药材青蒿上天，加速选育迭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