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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秋 ，

记 者 在 西 安 中 加

航 天 农 业 科 技 产

业园采访时看到 ，

一垄垄正在选育的

太空花卉 、 太空蔬

菜争奇斗艳 ， 令人

赏心悦目。

这些年，在郭锐

的试验田里，种植的

“太空荞麦 ”、“太空

小麦”， 比普通品种

亩 产 提 高 20% 左

右；“太空五彩椒”可

以结出白、 黄、 紫、

橙、红五种颜色的果

实 ， 能观赏也能食

用 ；“太空金盏菊 ”，

株高超过普通品种

两倍以上，能从浅黄

到金黄演变出多种

色 彩 ； “太 空 一 品

红”、“太空孔雀草”、

“太空万寿菊 ”、“太

空金鱼草”、“太空瓜

叶菊 ”、 “太空醉蝶

花 ”等 ，花期超过普

通品种 ， 能大幅延

长观赏期 、 降低种

养成本……

从实验室到试

验田 、 产业园 ， 这

些 “植物奇迹 ” 历

经数年的反复实验

才终获成功 。 时光

倒回到 1999 年， 郭

锐那时还是个 30 岁出头的小伙子 ，

凭着对农业基础研究的热爱， 他在杨

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建

起了占地 186 亩的杨凌现代植物培育

引种示范园， 栽植了 100 多个品种的

苗木、 花卉， 为国家三北防护林选育

新一代防护林树种 。 之后 ， 又在西

安、 安康等地建起了地面品种选育基

地， 开始了航天育种的探索。 示范园

拥有的现代农业科学研究所， 专门研

究农业新品种的选育、 示范和推广，

航天育种是攻关方向之一。

从 2007 年起， 借助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的搭载途径， 他们把一批景

观树种和花卉品种送上了太空。 2010

年起， 郭锐在西安南郊的中加航天农

业科技产业园里， 开展航天育种的地

面选育 、 示范推广 。 目前 ， 已有蔬

菜、 花卉、 农作物、 中药材、 经济林

五个大类 90 个品系 （材料）， 已成熟

的有鸡冠花、 石竹， 二月兰即将进入

备案推广， 小麦、 花椒品种已经进入

第三代选育。

2011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 ， 是

郭锐科研团队培育的 “太空植物” 的

首次全球亮相。 “太空植物” 被特许

进了特设的 “航天植物园”， 在世园

会长安塔下的山坡上 ， 30 多种太空

花卉、 10 多种太空蔬菜分外妖娆。

“太空植物” 备受关注， 前来参

观的、 洽谈合作的高校和企业络绎不

绝 。 2017 年 ， 他们与西安文理学院

开展航天作物搭载选育合作， 在校内

建设了搭载选育基地， 建成了一批满

足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 开展栽培

和分子生物学等实验所需的科研设

施。 他们在青海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

园建起 “太空植物博览园”、 合作成

立 “秦椒航天育种研究中心”， 并与

甘肃庆阳市合作， 以航天技术改造传

统农业， 进行地方品种的航天搭载。

随着脱贫攻坚力度的不断加大，

郭锐又将目光投向了经济作物种子的

改良上。 陕西澄城县水莲古村史家河

山寨， 是陕西 “大红袍” 花椒的原产

地。 “大红袍” 花椒树浑身是刺， 采

摘收获成本很高， 一个劳力一天最多

只能采 7.5 公斤湿花椒， 晒干后只能

收获干花椒不到 2公斤。

2016 年 ， 郭锐将澄城县的 “老

史花椒籽 ” 送入太空 ， “遨游 ” 12

天后返回地面。 如今， 正在西安中加

产业园里进行无刺、 矮化选育， 对改

良后花椒品种进行机械化种植、 采收

方面研究， 有望实现机械化采摘和产

业化， 大大提升当地农民种植收入。

2018 年 ， 在郭锐的推动下 ， 西

安文理学院与西安航天基地中加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陕西省

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集大田

育种、 示范栽培、 科普宣传于一体，

成为陕西首个航天农业工程技术科普

教育基地和陕西省级航天育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根据中心远期目标， 未

来， 这里将为我国航天农业创新技术

体系的完善及航天育种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重要补充， 选育出一批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植物新

品种， 为我国航天育种成果快速应用

于农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浩瀚太空是最佳 “育种实验室”

“放眼全球，能够从农业大国、人口

大国的国情出发， 充分发挥航天高科技

迅猛发展的自身优势， 将航天育种做成

一种产业， 并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只

有中国。 ”郭锐告诉记者，2003 年 4 月，

中国航天育种工程项目正式启动。 2006

年 9 月， 我国第一颗专门用于航天育种

的卫星———“实践八号”育种卫星成功发

射，上面装载了粮、棉、油、蔬菜、林果、花

卉等 9 大类共 2000 余份约 215 千克的

作物种子和菌种，在太空运行 15 天后返

回地面。

“这是我国自 1987 年首次实现‘种

子太空之旅’之后，搭载种类和数量规模

最大的一次。 至此， 航天育种正式有了

‘火箭专车’。 ”郭锐介绍说，随着中国航

天育种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一带一路”合

作的深入，“中国太空种子” 已开始走出

国门，造福世界。

2015 年，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农业部门先后组团来陕， 希望通过航

天育种提升本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很快，

一批耐寒、 抗旱的太空花卉种子撒在了

异国的土地上。 郭锐说，“这些 ‘太空种

子’已在‘一带一路’上发芽、生长，将要

结出丰硕的果实。 中国航天农业逐步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为‘一

带一路’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

和“太空种子”一起“走出去”的，还

有先进的农作物种植和管理模式。 他们

为中哈农业产业园建设智能温室项目，

技术员通过电脑就能实时查看作物的生

长情况，并实时进行指导。哈萨克斯坦与

杨凌现代植物培育引种示范园合作规划

的 10 万亩航天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也

在筹建中。

郭锐的试验田不仅走出了陕西的

“太空种子”，还吸引了国外科学家“走进

来”。 世界马铃薯协会主席、荷兰哈克控

股总裁哈克先生每年三四次来陕考察。

2016 年，中荷双方在陕西共建起马铃薯

航天育种技术研究中心， 重点推广陕西

航天育种的马铃薯、矮化苹果和花卉。

在哈克的推动下， 荷兰瓦格宁根大

学与郭锐团队共同成立了花椒研发课题

组， 联合开展新品种及先进种植方式攻

关。 郭锐说，“花椒的无刺、矮化、机械化

种植品种的培育， 被认为是世界育种难

题。 我们希望共同解决这些难题。 ”郭锐

介绍，澄城县的花椒种子，已进行了两代

的地面繁育，试验结果非常乐观，“将来，

新一代花椒种子也会走向世界。 ”

2018 年 6 月，正大集团与西安航天

基地中加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共建国际化航天育种示范

基地，培育高产、高效、优质农业新品种，

共同规划、建设“航天农业双创基地”“北

斗云农庄”“北斗云牧场”等项目，开创了

传统农业与航天农业深度合作的先河。7

月，由双方合作融合航天育种、大数据、

智慧云、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正缘创新科

技示范项目在呼和浩特启动。

同年 8 月 8 日， 我国首家航天育种

种质资源研究中心和航天育种联合实验

室（种质资源库）在杨凌挂牌设立。 这是

航天科技与现代农业的紧密结合， 如今

正积极探索形成高效优质的研究成果，

有效进行示范推广。

经过多年努力， 郭锐及其科研团队

以科研、示范、推广为发展宗旨，在填补

国内相关科技空白的同时， 让航天农业

逐步从陕西走向世界。如今，航天育种已

成为陕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及循环经

济转型发展的“新起点”。

截至目前， 他们已成功将陕西的荞

麦、胡麻、猕猴桃、花椒、兰花、小米等陕

西地方品种进行了航天搭载， 正在进行

优化改良。 这些经过航天育种优化的作

物品质好、抗性强、稳定期长，普遍增产

20%左右，有的产量成倍增长。

让航天农业更好助力精准扶贫

和郭锐相处久了，记者深知他的

为人和脾性。 这位航天育种专家，对

脚下的土地有着深深痴爱，对自己的

事业更是一往情深，他一刻也不停歇

地奔波在自己的试验田、示范园里。

郭锐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农家

子弟”，在他看来，做农业的人唯一的

战场就在田间地头 ，要想实现 “春华

秋实”，就必须把自己铆在田间地头，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干。

“航天育种的地面选育工作，中

国是世界的领跑者，陕西走在了全国

的前列。 陕西的航天农业正在步入走

向世界的快车道。 在地面选育推广方

面，中国的努力已经得到了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充分肯定。 ”

如今，郭锐更多考虑的是未来中

国航天育种的发展。 “目前，我国航天

育种发展还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重搭

载轻选育，好多企业在炒概念。 从育

种试验而言，地面选育、对照试验、数

据采集等大量育种研究跟不上 ；第

二、重示范轻推广。 品种认证后建了

示范田，但没有推广面积；第三、重科

研轻产业 ， 科研论文和成果鉴定较

多，但产业化应用不很理想。 ”

“我目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借助

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这一平台， 规范航天育种科学实验，

探索航天育种的行业标准，完善航天

育种的管理体制，归纳分析航天育种

种质资源。 再过 3 到 5 年，达到初期

效果，5 到 10 年实现预期目标。 ”

下一步 ， 郭锐计划联合相关单

位 ， 通过航天农业精准扶贫百县计

划、 航天农业乡村振兴百县计划、航

天农业科普教育百校计划，把航天育

种的产业化模式做出来，让航天科技

和航天农业为精准扶贫服务，为乡村

振兴服务 ，为科普教育服务 ，然后朝

着标准化努力，制定行业标准。

“截至目前 ，我国已经进行了约

30 次搭载实验， 先后有 6000 余份种

质资源材料搭载升空，经过地面精心

选育之后，已经有 230 多个品种通过

国家和省级审定，3000 多个品种正在

进行地面选育。 ”郭锐告诉记者 ，“中

国的航天育种技术在世界已处于

领先地位 ，浩瀚的太空正成为我国

科学家培育农作物新品种的超级

实验室 。 ”

“每年一开春，就是我们最忙的

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在西安中

加航天农业科技产业园里，望着盛开

的二月兰，54 岁的郭锐脸上洋溢着喜

悦。 他向记者透露，他们筛选出的又

一批植物种子和菌类又要搭载航天

器上天。

作为首批中国农业科技园区专

家，郭锐兼任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航天育

种种质资源研究课题组组长，他还是

航天育种 （杨凌 ）种质资源研究中心

主任，西安中加航天农业科技产业园

主任、首席科学家。

他介绍说， 与传统育种不同，航

天育种也叫 “太空育种”、“空间诱变

育种”，是用航天器将农作物种子、组

织 、器官等诱变材料送入太空 ，利用

太空特殊的、地面无法模拟的环境的

诱变作用 ，使它们产生变异 ，再返回

地面选育新种子 、新材料 ，培育新品

种的作物育种新技术。

“目前 ，只有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成功进行了卫星搭载太空育种。 ”郭

锐介绍 ，“太空是最佳的 ‘育种实验

室 ’，是最为合适的 、最大最强的 ‘超

级实验室’，那里同时具备微重力、弱

地磁 、强辐射 、高真空 、极洁净 、超低

温等极端条件，人类科学家上百年来

努力创造和模拟的、能够超越地球表

面自然状态的极端环境，就在太空。 ”

与常规育种不同，航天育种主要

依靠的是外太空的环境，对种子进行

内部基因重组。 “种子选拔—太空遨

游—地面攻坚—示范推广，是航天育

种的四个步骤。 ”他说。

尽管变异后的种子所占比例不

大 ，有益变异率不高 ，但也远远超过

地球金矿中的黄金含量。 当一批批种

子结束太空之旅 ，回到地面时 ，就相

当于一座座黄金富矿回到了地面，等

着“开采”。

“经过太空诱变的种子返回地面

后，要对它们进行艰苦、漫长的‘地面

攻坚’， 这是航天育种的核心和关键

步骤。 ”他介绍，种子返回地面后，它

的变动是无序的 、不可控的 ，有可能

变 “好 ”，有可能变 “坏 ”，也有可能没

有变化。

地面选育需要进行多代筛选、培

育，一批太空种子从落地到新品定型

至少需要 4 年时间。 “种子巡游太空

后返回， 是否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只

有把它们播到土壤中 ， 帮助它们发

芽 、成长 、开花 、结果 ，再与其普通同

类比较才知道。 ”郭锐介绍，从太空种

子播种开始，每个步骤都要精确记录

科研数据，再对数据进行比对。

“到第四年 ，一旦真正确认好了

变异 ，种子就进入稳定状态 ，能连续

四代向下遗传了，它们才能真正脱离

实验室 ，成为农业实践意义上的 ‘新

品种’。 ”郭锐告诉记者，多代筛选、培

育之后，通过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的审定才能称为“太空种子”，才能进

行大面积推广种植，之后走上百姓的

餐桌。

“航天育种不是转基因品种。 ”郭

锐解释说，转基因产品是将人工分离

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

组中 ，由于导入基因的表达 ，引起生

物体的性状发生变化并培育出新的

品种 ；“航天育种没有外界基因的注

入，它是用太空物理诱变培育出来的

新品种。 由于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和种

子个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不是

说进入太空的每粒种子都会发生基

因诱变，其诱变率只有随机的千分之

十，而有益的基因诱变仅是千分之三

左右。 ”

亩产高达 4000 公斤、 比普通线椒增产 1.66 倍、维
生素含量翻番的“太空线椒”；5 天左右就长成西瓜大、每
个 200 公斤重的 “太空南瓜 ”，俩壮小伙子都抱不动 ；平
均 1.8 米 、最高可达 2.26 米的 “太空百合 ”，一年能开
两三次花，每株绽放 20 多朵花，是普通百合的 10 倍；号
称 “番茄部落 ”的 “太空西红柿 ”，2 米多高的 “番茄树 ”沿
棚架攀爬生长 ，最高可达 20 米 ，一根主干上能长出几百
枝的分枝 ，枝叶覆盖 150 至 180 平方米 ，能结一万多个
西红柿……

在西安中加航天农业科技产业园内， 各种各样的太
空作物、太空花卉、太空蔬菜琳琅满目。 它们凝聚着航天
育种专家郭锐和他的团队的辛勤付出。在郭锐看来，航天
育种是引领现代农业高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也是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及循环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起点”。

郭锐称自己是“一个种地的农夫、一个耕者”，走出田
间地头他一刻也闲不下。 他和科普作家李军合作的科普
读物 《航天育种简史 》连续三年屡屡获奖 ，成为读者喜爱
的畅销书。 前不久， 他们历时三年精心创作的科普力作
《中国雄心———航天科技·绿色中国》 出版发行。 这是他
“生态中国 ”科普三部曲 《航天育种简史 》《中国雄心 》《种
业中国》的第二部。

“全新的‘中国号’太空作物大家族已经非常壮大了，

类别有太空粮食作物 、太空林木草灌 、太空蔬菜水果 、太
空经济作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郭锐
相信，随着中国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随着中国种子的一
次次 “太空之旅 ”，它的综合效益正在演变为覆盖华夏大
地、造福中国人民的锦绣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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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育种有了“火箭专车”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记者手记

郭锐：躬耕田间地头的“太空育种人”

▲太空一串红

茛太空桔梗花

荩太空醉蝶花 ▲郭锐查看太空辣椒。 韩宏摄于 2018 年 9 月

▲郭锐 （左） 向来访的国外专家介绍航天育种情况。

制图 邢千里 （除署名外， 均受访者供图）

太空百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