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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航天诱变育种》是中国航天诱变育种研究工作20年的总结，由著名的农业专家、生物工程
专家、航天技术专家和从事航天育种研究工作的第一线专家撰写，内容包括航天育种的决策研究，航
天技术为农业服务，作物育种，机理研究和新品种的生产试验等内容。
　　《中国航天诱变育种》通过多角度的分析和大量的试验结果证明，宇宙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可以
为地球人类的现实生活服务，利用太空的物理环境作为诱变因子，培育优良的生物品种可以改善人类
的生活和环境质量，这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研究工作。
　　《中国航天诱变育种》是从事航天诱变育种研究工作的人员，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
对这一专业有兴趣人士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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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纪原，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校自动控制系，分配到航天系统工作后历任研究室主任、所长、
副院长、副部长。
1993年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
1991年提出航天效益工程的概念，把航天育种、卫星减灾、利用航天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为航天技术
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重要内容，是航天诱变育种工程决策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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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航天育种技术太空环境应用展望从“辐射育种”的发展来展望“航天育种”的
前景开展航天育种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作贡献现代农业与航天育种航天育
种20年的历史回顾中国和俄、美航天生物学试验重点的差别创建航天育种工程造福人类航天育种、农
业卫星及运载火箭空间诱变育种研究15年(1986～2001年)体会我国的农作物航天诱变育种与研究航天育
种与农业科技返回式卫星舱内辐射环境及监测农作物空间诱变育种规范超级杂交稻恢复系“航1号”
的选育与应用再生稻超高产结构及其调控Ⅱ优航1号作再生稻栽培的高产特性及调控技术空间环境对
区分籼粳类型一些性状的诱变作用研究空间诱变创造克服籼粳杂种半不育性新种质和新恢源研究水稻
空间诱变育种及遗传变异规律研究高档优质早籼V64155的航天育种研究高档优质早籼V64155亲本空间
诱变性状的遗传变异研究国标红米赣晚籼33号亲本空间诱变性状的遗传变异研究丰产高抗“赣早籼47
号”的航天育种研究空间诱变水稻大粒型突变体的遗传育种研究高产优质早熟晚糯航育1号的选育、
特征特性及其栽培技术水稻空间搭载与地面γ辐照诱变效应的比较研究水稻空间诱变性状的变异特点
及新品种选育研究水稻空间诱变突变品系选育研究太空优质稻“华航一号”的性状特点及应用研究水
稻航天育种的实践和体会优质两系杂交水稻“培两优721”的选育水稻不育系培矮64s的空间诱变效应
及后代的SSR分析航天诱变水稻突变体遗传变异分子标记空间环境诱变水稻稳定品系的生理学研究应
用空间诱变育种技术选育香稻新品种粤航1号空间诱变创新高蛋白质水稻新品种提高人民营养健康水
平的研究空间技术诱发水稻变异及其育种应用航天与辐射共诱变在水稻育种上的应用研究水稻卫星搭
载诱变育种研究从卫星搭载和组培诱变水稻品系中筛选出特大穗型株系明恢63航天育种成果及前景空
间环境对水稻诱变效应及突变体筛选与应用研究对重力钝感的水稻突变体的初步研究空间环境和地面
γ辐照对水稻诱变的差异太空处理诱导水稻的变异研究空间环境对水稻诱变效应研究利用粳型亲籼恢
复系配组籼粳亚种间杂交稻应用于生产的可行性研究航天诱变在小麦育种中的应用高空诱导对小麦诱
变作用的研究卫星搭载小麦干种子SP1的生物学效应神舟1号飞船搭载对大、小麦SP1、SP2两代的主要
性状的影响零磁空间对大、小麦生物效应的初步研究空间诱变对小麦性状分离的影响卫星搭载选育小
麦抗赤霉病突变体863-2春麦卫星搭载诱变效应研究初报玉米航天育种不育突变体的选育及其研究玉米
空间诱变规律研究卫星搭载培育大豆新品种空间条件对油菜诱变效果与遗传的研究——突变类型的筛
选与利用甘蓝型(B．napus．L)油菜太空育种试验初报太空环境对红小豆大粒性状的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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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1987年搭载西红柿种子，采用“混合群选法”，经过三代选择已获得增产28％的
抗病新品系。
1992年8月20日通过中国科学院成果鉴定。
（4）1987年，经卫星搭载处理的青椒种子，经多年选择1990年获得单个青椒达350g早熟的新品种，亩
产比对照增产122％。
1992年8月20日通过中国科学院鉴定。
现已推广种植面积达200hm2。
（5）利用空间条件，诱导抗生素庆大霉素生产菌突变。
1990年利用卫星搭载返回地面后，经3个月初步筛选，就获得：几个（效价）比原菌提高30％的菌株。
后经6个月繁殖已经稳定在提高18％的水平上。
（6）1992年，在卫星搭载的酵母菌种中，选出一个发酵快的菌株。
在生产上已应用，获得较高的增产效果。
从上述结果不难看出，利用微重力和宇宙射线太空环境，为研究培育新品种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展现
出可喜的前景。
由于过去的搭载试验是在“顺路搭车”的情况下进行。
处在探索阶段是可行的。
但要将其扩大规模，转化为生产力，必须有目的、有步骤地按系统工程方式，进行开发创造经济价值
。
2.当前存在的问题尽管卫星搭载试验在育种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仍停留在学术研究阶段，并存在以
下问题：（1）认识问题。
利用太空条件进行育种，虽然取得一些成果，由于对其机理尚未完全研究清楚，因此对这种方法产生
半信半疑。
新的品种培育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尤其是植物生长期较长，并且要通过小试、中试以及推广试验等较
长时间过程，因而对太空育种在认识上尚难统一。
但实践结果确告诉我们，要认识一个新事物，机理研究是一个方面，实践也是一个方面，通过实践、
研究、再实践、再研究，不但可以取得实践的结果。
同时也对机理问题通过实践证实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组织问题。
航天育种是一个边缘科学，需要多部门共同努力采取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组织，密切配合，协同工作
才能获取更大、更快的进展。
现在的做法是谁提出课题，谁去做试验，这种做法只能停留在科学研究成果鉴定的层面上，很难取得
显著农业效果。
由于利用航天技术进行育种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航天工业总公司、农业部三个部门，如何组织跨部门
的联合开发，是当前所存在着的第二个难题。
（3）资金问题。
卫星搭载试验，过去是由各部门通过不同渠道申请经费进行的。
由于搭载试验的种子要进行选种，搭载返回地面后要小试、中试，到推广试验等均需要资金投入。
这笔资金现在没有来源，从而有些地面试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而中断。
为此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当前仍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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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航天诱变育种》是由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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