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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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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航天育种是当今育种领域
中极具创新性的技术，从马铃薯、大豆、甘草、牧草到乌珠穆沁
羊，从农业到畜牧业、医药等不同领域，小小种子一次次开启问
天之旅，穿云破日点亮内蒙古希望的田野。

航天育种为种业振兴和丰富种质资源贡献了智慧成果。
好的收成从一粒种子开始，因而我们对种质资源有了更多期
待，航天科技则给予我们更多创造、发现优质种质的机会。多
年来，内蒙古利用太空环境和“地球来客”的协同配合培育种质
资源，集天地之精华，收获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航天育种为我国和我区掌握农牧业发展主动权、抢占种业
科技制高点提供了力量支撑。如何确保中国碗装中国粮？科技
引领是核心，种业自立自强是关键。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
是种子需求大国。拓宽育种途径，创新种质资源，从茫茫太空中
汲取营养能量，用科技的力量不断强大种业，是我国、我区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和智慧之选。

种质去太空“出趟差”，惠国利民生。
随着我国对宇宙探索的不断深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内蒙

古种质上天入地，扮靓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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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高标准奶牛
繁育技术体系平台建成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风启）近日，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五良太乡波波代村实施的国家乳业
创新中心奶牛核心育种场与国家胚
胎工程中心基础设施工程已全部完
工。该项目于2021年 5月开工，总
投资2.5亿元，目前 1918头荷斯坦
奶牛投放入栏。

国家乳业创新中心奶牛核心育
种场与国家胚胎工程中心占地总面
积约1500亩，主要建有生活区、生
产区、饲料区、环保区、实验区等。

项目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高标
准奶牛繁育技术体系和平台，集成
全球领先的活体采卵——体外受精
技术产业化、全基因组检测、性控技
术、高产奶牛胚胎产业化生产、移植
及克隆技术为核心的一体产业示范
应用，年培育顶级乳用种公牛 500
头以上、年产奶量14吨以上的胚胎
牛2万-3万头，建成国际一流高标
准奶牛繁育技术体系平台，可实现
年产原料奶2.4万吨，年产值达1.1
亿元，生产商用高产奶牛胚胎 5万
枚，年产值达1.5亿元。

哺乳动物发育多组学在线
分析云平台EmAtlas问世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及庆玲）内蒙古大学教授左永春科
研团队在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的
生物信息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科
研进展。该科研团队利用生物信息
学和计算生物学方法创建完成了哺
乳动物早期发育的多组学资源库与
分析云平台EmAtlas。该研究得到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自治区关键
技术攻关项目的支持。

科研团队基于Nextflow的并
行多组学自动化分析管理系统，完
成了基于 12种前沿测序技术产生
的821个数据集，涉及人、小鼠等物
种的 9113个样本的生物信息学挖
掘。

随后，将这些数据根据植入前
胚胎、胎儿、新生儿的时空发育顺序
进行归档整理，共涉及65个不同发
育时间点的组织类型和116种细胞
类型。

此外，23个权威功能知识库的
发育相关注释也被人工审编并整合
到该数据库。最终，构建完成了包
含64TB的组学数据和信息注释的
资源库，开发了哺乳动物发育多组
学在线分析云平台EmAtlas。

该云平台可以实现从发育的两
个尺度（时序、空间），以及从宏观到
微观的五个维度（组织、细胞、基因
组、基因、蛋白质）解析哺乳动物早
期发育进程，为发育领域的研究人
员和临床医师提供有力的分析手
段，并为人类遗传疾病、干细胞医
疗、辅助生殖和家畜繁育等问题提
供新的研究思路。

据悉，随着用户的积极反馈，
EmAtlas将新增更全面的数据资源
和分析工具。

重金属危险废弃物
污染处理有了新材料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及庆玲）内蒙古农业大学沙生灌木
资源高效利用创新团队的张小涛教
授课题组在生物质吸附材料及危险
废弃物吸附剂高值化转化方面取得
重要突破。

科研团队利用速生材杨木为原
料，采用自上而下的改性方法，设计
了一种易于回收并对重金属 Zn
（II）有 高 吸 附 容 量（400 mg/L，
297.03 mg/g）的块状吸附材料氨
基化木材气凝胶（AWA）。

同时，科研团队首次提出了一
种新的危险废弃物吸附剂的高值化
转化利用策略，即采用原位化学沉
积法将吸附在 AWA 表面上的 Zn
（II）原位转化为ZnO/ZnS异质结光
催化剂（ZnO/ZnS@AWA），并将其
进一步用于光催化降解偶氮染料刚
果红。AWA 表面的吸附中心（-
OH、-COOH、-NH2）保证了ZnO/
ZnS 能够均匀地覆盖在 AWA 表
面，具有较强的界面结合强度。通
过吸附和光催化的协同降解机理，
成功实现了ZnO/ZnS@AWA对刚
果红（40 mg/L，98.84%）的光催化
降解。

这项工作提出了木基块状吸附
材料新的制备方案，可用于治理重
金属对水资源环境的污染，同时创
造性地开发了一种危险废弃物吸附
剂的高值化转化利用技术，为解决
重金属危险废弃物吸附剂的二次污
染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自 2008 年 以 来 ，
我区利用返回式卫星
和神舟飞船，先后进行

了5次搭载，有100
多个品种的种子和生
物材料上天。

航 天 育 种 集
航天技术、生物技
术和农业育种技
术于一体，是当今
育种领域中极具
创新性的技术。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深瞳深瞳””··种业科技自立自强④

航天育种集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和
农业育种技术于一体，是当今育种领域
中极具创新性的技术。

“航天育种与常规育种相比具有突
变多、变异大、稳定快的特点，是培育高
产、质优、早熟、抗病农作物新品种、新
种质资源的新途径，对于我们攥紧‘中
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意义重大。”
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党组副书记随
洋说。

将精挑细选的优质农作物种子或
种苗送入太空，利用太空的宇宙射线、
微重力、高真空等特殊环境的综合诱变
作用，使生物自身产生基因变异，这是
航天育种的第一步。搭载材料再回到
实验室里，育种实验才刚开始。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巴
彦淖尔市五原县的试验基地，一批紫花
苜蓿和燕麦种子4月中旬“下”飞船后，
经过科研人员筛选、育苗和移栽大田，
现在长势旺盛。

紫花苜蓿拥有“牧草之王”称号，是
自治区主要牧草品种之一，但由于本地
紫花苜蓿蛋白质含量比较低，严重影响
和制约着畜牧业品质提升。目前，我国
85%以上的草种依赖进口，苜蓿产业国
际依存度高一直是制约我国畜牧业，特
别是乳业发展的短板。而提升紫花苜
蓿蛋白质含量正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研究员陶雅的攻关方向。

“目前基地的苜蓿出苗率85%、燕
麦出苗率45%，搭载后的种子出苗率显
著下降。太空育种有时候就像开盲盒，

‘上天’的种子带给我们的不一定全是
惊喜。”陶雅告诉记者，他们期待通过一
代代筛选、培育，挖掘优异特性，最终形
成稳定的新品种。为了获得更多变异
材料，陶雅又申请了2份神舟十四号飞
船的种质资源搭载。

在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依托自
治区特色植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建立的内蒙古生物技术研发创新共享
平台，科研人员正在对航天搭载品种的
性状、成分、遗传稳定性等进行多方面
检测、筛选。

指着透明组培瓶里正在进行保育
的黄芪无菌苗，研究员张秀娟告诉记
者，这组2020年搭载的种质资源已完
成前期初步筛选，从表型上看，发现了
一些性状发生变异的品种，目前正在进
行分子标记辅助筛选。

对一直从事中蒙药材生物育种研
究的张秀娟来说，航天育种是个充满挑
战的全新课题：“目前，药用植物种子生
产所用品种均为野生驯化品种，杂合度
高、栽培难度大、抗性一般，产量一般，
活性成分含量不突出。通过航天搭载
选育，我们期望能获得产量增加、抗病
性增加、活性成分含量显著提升的新品
种，这对中医药产业标准化意义重大。”

近年来，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组织和统筹下，由航天育种产业创新
联盟征集，我区多次参与了空间诱变实
验。自2008年以来，我区利用返回式
卫星和神舟飞船，先后进行了5次搭载，
有100多个品种的种子和生物材料上
天。现在，从作物、杂粮到菌种、中蒙药
材、牧草和果蔬等，围绕自治区的特色
优势，越来越多种质资源遨游太空，找
寻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我区的牧草、蒙药材、果蔬
等一批种质资源正在筛选培育中，预计
2022年底完成两个航天蔬菜品种的登
记，2023年底完成一个甜菜品种的登
记，一个牧草品种的审定。这将为我区
空间诱变育种研究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可产生一批绿色、高效、优质的新品种
服务农业生产，为经济主战场提供航天
科技支撑。”随洋说。

一粒种子，经历“过关斩将”的蜕变

皮薄多汁的小西瓜，色浓肉厚、
富含维生素的彩椒，抗倒伏的太空小
麦，又大又甜的太空草莓……这些打
上“航天印记”的蔬果，已悄然走入人
们的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味蕾。

6月14日，在自治区航天育种技
术农业高质量发展技术成果分享活
动中，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神舟绿鹏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线为内蒙古航
天育种相关科研人员和科技特派员、
种植户展示了基地的航天成果。

“成熟到这个程度还能同时保持
不裂果的性状，这太难得了。常规育
种很难将口感好、不裂果、耐储存等
性状同时筛选出来，但航天育种做到
了。”通过视频看到多汁饱满的西红
柿，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马燕红给出
肯定。

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静告诉记者，公司已筛选出包
括螺丝椒、牛羊角椒、线椒等共计15
个辣椒品种，大果番茄、樱桃番茄等
共计13个番茄品种，西甜瓜、黄瓜、南
瓜等27个瓜类品种等一批适合内蒙
古种植的航天优势品种，正在联合内
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生物技术研究
所开展航天新品种种植示范，力争打
造出内蒙古航天育种新名片。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根
堡村种植户李二刚的种植基地，航天
品种“航椒S605”，状如螺丝、长如成
人小臂的果实挂满枝叶。“我就认定

这个品种了，基本不
得啥病，水肥给够了，
产量特别高，一亩地
产13000多斤。皮薄
味香、还不太辣，很受
市场欢迎，价格最好
时能卖到 15 块钱一
斤。”这个品种，李二
刚已经连续种了 4
年。

小种子迸发大能
量，作为航天育种产
业创新联盟在内蒙古
区域的唯一成员单位
和内蒙古航天搭载项
目征集和技术协作推
广的牵头单位，内蒙
古科学技术研究院通
过园区示范、现场观
摩等手段，累计推广
航天新品种51个，示
范面积5000亩以上，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内蒙
古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种质资源，农牧
业、畜牧业、草业的种业科技创新、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我区
将利用航天育种内蒙古研究院的技
术优势、生物技术研发共享平台，建
立一个完整的航天育种搭载、选育、
研发、快繁体系，推动自治区航天育
种产业化发展。

健全体系，航天育种产业未来可期

万鑫种植园区工作万鑫种植园区工作
人员展示航天番茄品种人员展示航天番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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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张秀娟正在对航天搭研究员张秀娟正在对航天搭
载的蒙古黄芪进行筛选载的蒙古黄芪进行筛选。。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研究员陶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研究员陶
雅雅（（右右））正在进行太空苜蓿生育期观测正在进行太空苜蓿生育期观测。。

近日，内蒙古启动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航天育种材
料搭载征集工作，又将有一批种质资源满载人们的期待，开
启太空之旅。

作为航天发射和回收主要地区，内蒙古与航天科技有
着深厚的渊源。从2008年我区首次将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原内蒙古自治区生物技术研究院）的甜
菜种子送入太空，到2016年荷斯坦奶牛、三河牛、乌珠穆沁
羊、阿尔巴斯绒山羊、中国梅花鹿自治区5种优势家畜的体
细胞随实践十号卫星上天，开启航天生物育种试验之先河；
从马铃薯、大豆、向日葵、中蒙药材、牧草等自治区特色优势
作物完成太空之行，一路“过关斩将”育成新品种，到创新种
质资源服务农业生产、走向百姓餐桌……一次次神奇的太
空之旅，对于种质资源来说，都会被赋予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