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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一则公开征集
航天育种实验搭载项目的消息引发关注。到底什么
是航天育种？目前已经有多少种子开展过太空之
旅？如何才能成为一颗合格的“太空种子”？有哪些
作物种子上过太空？航天育种就是“太空种菜”吗？
我们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开展航天育种实验？带着
这些问题，一起一问到底。

什么是航天育种？为何要进行航天育种？
什么是航天育种？我们又为什么要持之以恒地

进行航天育种呢？
航天育种，就是将农作物种子或试管种苗送到

太空，利用太空特殊的、地面无法模拟的环境，如高
真空、微重力、宇宙高能离子辐射等的诱变作用，使
种子产生变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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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育种具有有益的
变异多、变幅大、稳定快，以及高产、优质、早熟、抗病
力强等特点。其变异率较普通诱变育种高3~4倍，
育种周期较杂交育种缩短约1倍，由8年左右缩短至
4年左右。

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提
高农产品的品质，创造出许多新品种，在现代农业的
快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颗“太空种子”是如何炼成的？

航天工程系统复杂程度高、技术跨度大，荷载容
量弥足珍贵。什么样的种子才能获得太空之旅的入
场券？落地之后到成功育种又要经历哪些考验？

被选中的种子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遗传
性稳定，二是综合性状好。能够获得太空之旅资格
的种子可谓是“天选之种”。

据统计，一般种子在太空中的突变率仅为0.05%
~0.5%，没有变化的种子有很多，只有被宇宙粒子击
中的“幸运儿”才会在返回地面后被挑选出来。同
时，由于基因突变具有不定向性，并非所有的种子都
往好的方向突变，因此，只有符合要求的种子才能留
下来。

挑选出的种子要进行多代筛选培育，同时还要经
过风、虫、旱的考验，只有通过这些严苛的试验并得到
权威部门审定的种子才是真正合格的太空种子。

航天育种实验如何开展？

航天育种看似只是航天员在实验舱里培育植物

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那么，航天育种实验到底是如何开展的呢？种子上
天之前和进入太空之后科研人员都要做哪些研究和
准备工作呢？

在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这样
一个仪器，专门用来模拟植物在微重力情况下的生
长。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
员 郑慧琼：这就是一个回转器，它的作用就是模拟
空间微重力效应，因为空间的实验机会毕竟是非常
珍贵的，在天上做一次实验要等很长时间，所以在地
面我们就制造出来这样一个仪器来模拟失去了方向
以后对植物的影响。但是地面毕竟重力还是存在
的，只能模拟空间的部分效应，所以最终要了解空间
环境对植物的影响，还必须要上到太空去。

问天舱作为专门的实验舱，装备了专门的存储
区，包含4℃、-20℃、-80℃等多个温区，这也是生命
科学实验比较常用的三个温区，可以满足不同特点、
不同周期的实验存储要求。除此以外，问天实验舱
搭载了实验柜，所采集的数据不仅量大，还需要实时
传输。因此，航天科研人员用光纤在舱内打造了一
个带宽更大、速率更快的局域网，再通过中继卫星传
到地面，便于科研人员开展研究。

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 郭丽
丽：其实我们有很多地面系统，我们叫有效载荷运行
管理系统，科学家利用这套系统可以去监视。因为
我们会对天上的数据进行接收，接收完之后会处理，

呈现给科学家，科学家可以根据这些数值数据、图像
数据、视频数据去判断载荷的健康状态和科学实验
的进展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这套系统的控制指令，
时时干预科学实验的进展情况，包括调参数、调模
式。

航天育种就是“太空种菜”吗？

神舟飞船成了“太空带货小能手”，一批批的作
物种子接二连三地被送上太空。有人把航天育种理
解为“太空种菜”，确实有种菜，但可不仅仅是种菜这
么简单。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些作物种子上过太
空。

据了解，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搭
载了一百多家单位的千余份作物种子、微生物菌种
等航天育种材料。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则带回了88家单位上千件份的作物种子
和微生物菌种，从小麦、玉米、大豆，到南瓜、水稻、番
茄，还有魔芋、辣椒、棉花，甚至连处于休眠状态的乌
鸡蛋都有。

去年的12月4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随舱返回的还有水稻和拟
南芥种子。此次空间科学实验，是国际上首次开展
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本
项目共在轨开展实验120天，完成了拟南芥和水稻
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开花结籽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
验，这一成果也为进一步开发适应空间环境的作物
提供了依据。

我国航天育种已取得哪些成果？

我国自 1999 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开展航
天育种搭载实验，多年来，我国开展的航天育种实验
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最新数据显示，自1999年11
月神舟一号首飞及其后的历次飞行任务中，累计为
国内400余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搭载航天育种实
验项目3000余项，创制出4万余份空间诱变种质材
料，育成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蔬菜等
新品种460多个，显著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林
草、花卉、中草药和优质牧草等，也有众多载人航天
工程支持的航天育种研究与应用成果。而中国空间
站已步入应用和发展阶段，目前也有大量的生物样
本正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我们也期待这
些航天育种为我们带来更多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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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育种实验如何开展？
“上天入地”的“太空种子”这样炼成

记者获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牙膏监督
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1 号)，自
2023年12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明确规定：“牙膏参照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
定进行管理”。

《办法》明确牙膏定义，将牙膏定义为以摩擦的
方式，施用于人体牙齿表面，以清洁为主要目的的膏
状产品；规范牙膏功效管理和标签要求，要求牙膏的
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明确牙膏应当标
注和禁止标注的内容，规范功效宣称范围及用语。
同时，明确国家药监局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牙膏监管工作。

《办法》规定牙膏实行备案管理，牙膏新原料按
照风险程度进行注册或者备案管理，并实行安全监
测制度，安全监测期满未发生安全问题的牙膏新原
料，纳入国家药监局制定的已使用的牙膏原料目录；
继续沿用现有牙膏生产许可制度，对牙膏生产颁发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减少对行业的影响。

《办法》明确牙膏备案人对牙膏的质量安全和功

效宣称负责；牙膏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
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加强
管理，诚信自律，保证牙膏产品质量安全。此外，《办
法》在法律责任部分还列举了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规定和参照适用《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情形，进一
步明晰了企业主体责任。

国家药监局网站3月23日发布的《牙膏监督管
理办法》政策解读显示，相对而言，我国牙膏市场上
功效宣称较为混乱，随意宣称“消炎镇痛、止血”“促
进幼儿长牙”“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齿松
动”“让牙齿再生”“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情况层出
不穷，部分宣称与药品、医疗器械的界限模糊，严重
误导了消费者，也给消费者健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
患。

解读称，针对虚假、夸大宣称等问题，《办法》借
鉴其他国家(地区)的管理经验，通过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强化社会共治，加大功效宣称管理力度。《办
法》规定，牙膏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牙膏备案人应当在备案时公布功效宣称所依据的文
献资料、研究数据或者产品功效评价资料的摘要，接

受社会监督。牙膏的功效宣称评价应当符合法律、
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国家药监局规定
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评价有关要求，保证功效宣
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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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监管新规来了！12月1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