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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在基层 到田里查看甘薯“健康”与否，是傅玉凡几乎每周都会做的事。这位西

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重庆市甘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育种栽培研究

室主任、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站长有个在业界闻名的“绝

活”：只要把甘薯切开一个小口，就能判断它品质的优劣。

11 月 20 日，记者在重庆市忠县石黄镇双龙村的试验田里，见到了正在

给甘薯做“体检”的傅玉凡。在甘薯这块“科研田”里，傅玉凡已耕耘了几十

年，很寻常的甘薯在他眼中却成了“宝贝”。最令傅玉凡骄傲的就是，今年由

他培育出的甘薯品种“忠薯 1号”在全国第 8届“金悦杯”甘薯擂台赛中拔得

头筹。“我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推广，让甘薯成为川渝地区百姓脱贫致富的

好帮手。”他说。

困境中坚守，笃信“甘薯终会被市场认可”

“小时候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甘薯就成了我的饭。”傅玉凡说，从小

他就对甘薯有种特别的感情，还会分辨其品质优劣。后来，他考入西南农业

大学（后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没想到学习研究

的内容也与甘薯有关，留校后就专门从事甘薯科研工作。

不过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 90年代初，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甘薯市场萎缩，相应的研究也不受重视，身边不少同事选择转行。

不过，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一直留在甘薯田里。“甘薯绿色、健康，生产过

程也非常环保，而且经过加工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那时我坚信，甘薯终会

被市场认可，会成为‘金疙瘩’。”傅玉凡说。

后来大环境的转变也验证了他的想法。2009年，农业部针对甘薯产业

技术组建国家团队，建立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鉴于西南大学有良好的

甘薯研究基础，同时重庆市的甘薯种植面积也较大，于是由傅玉凡所率领的

团队成为首批入选的甘薯国家团队。

培育新品种，引导优质成果走出实验室

进入国家队后，傅玉凡首先琢磨的就是育种问题。“过去的育种目标较为

单一，主要追求产量，导致甘薯品种的加工适应性受限，难以市场化。”他说。

如何才能种出附加值高、品质上乘的甘薯呢？这成了那段时间他常常

思考的问题。从 2006 年开始，傅玉凡和团队经过上万次的亲本组配、授粉

杂交和数千次的淘汰筛选，用长达 9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育种工作，培育出

“忠薯 1号”。

这种甘薯外表好、口感佳，淀粉含量跟老品种比翻了一番，能被加工成

淀粉、粉丝；用这种甘薯做成的烤薯干软、糯、香，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

高。经西南大学药学院教授李学刚研究，从“忠薯 1 号”中分离出的甘薯糖

蛋白对抑制结肠癌效果明显。

“好成果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傅玉凡在甘薯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下足了

功夫，他总结出一套“双向互动”的经验：一方面积极与种植、加工和市场一

线接触，不让研究和市场需求脱节；另一方面增强与区县农技部门沟通，利

用农技部门这个中转站，把技术成果更快地向种植户推广。

手把手指导，“看它们长得好我才心安”

“傅老师，您来了！”在重庆市铜梁区甘薯试验田里，正在收割的农民亲

切地招呼着远道而来的傅玉凡。最近的每个周末，傅玉凡都在这片田地度

过，指导这里的甘薯抢收工作。

“农作物种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准把控。”

傅玉凡边说边俯下身，“看它们长得好，我才安心”。

对甘薯的后续加工和推广工作，他也十分上心。有些加工厂对甘薯加

工不甚了解，他就一点点教。

目前，重庆市已有多个县区种植户应用了傅玉凡的育种成果，仅彭水县

一处，一年就可加工鲜甘薯近二十万斤，产值突破 5.5亿元。农产品产量的

提升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和企业得到了实惠。

重庆慧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楀说，他是被傅玉凡帮扶种植户和

企业的精神所打动，而后转行投入到甘薯生产、加工和推广领域中。该公司

现已开发出“忠薯 1号”烤薯干产品，即将投入市场。如今，在重庆市武隆区、

酉阳县、石柱县、梁平区等十几个区县都有与傅玉凡合作的甘薯加工企业。

从 2013年开始，重庆市甘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与重庆市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重庆市万州区综合实验站联手合作，每年对技术骨干和试验点工作

人员开展免费培训，覆盖重庆市十五个主产区县与十余个甘薯生产企业，为

重庆市甘薯产业长期良性发展培养了一批专业型人才。

扎根农田十余载
他让甘薯变身致富金疙瘩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张星明

在前不久落幕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上，有两个“东方红”备受关注——一

个是基于东方红五号平台研制的超大容量宽带

通信卫星试验星，它计划于 2019年实施发射；另

一个是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股有限公司展

示的由航天科技转化而来的系列民用产品。

“作为一名航天人，近年来看到中国航天技

术取得如此多的成就，自是和普通公众有不一样

的自豪感。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高精尖技

术正逐渐走进百姓生活，而我恰好也在做这项工

作，更深感责任重大。”说这话的是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以下简称空间实验

室）空间生物研究部博士、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规划中心主任庞欣，用空

间诱变技术给基因变“魔术”是她的主要工作。

身着样式普通的灰色毛线马甲，笑容灿烂，

庞欣看起来不太像研究“高大上”的航天生物技

术的女科研人员，更像位邻家大姐。“我没有太

多故事。”谈及自己，庞欣只有三言两语，她更愿

聊空间诱变技术的发展。

初探“诱变”，回国走进
空间技术大门

“基因突变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概率非常

小，通常在 106到 1010之间。为增大突变概率，科

学家探索出空间诱变、化学诱变、辐射诱变等方

法。”庞欣说。

“地球上的生命体生存在宇宙射线几乎被

屏蔽的状态中，但进入太空，生物体将暴露在宇

宙射线的辐射下并脱离地球重力。空间的微重

力、宇宙射线的辐射，都可大大加快基因突变效

率。因而，空间诱变技术对新品种的培育能起

到促进作用。”庞欣说。

“目前微生物发酵企业采用的生产菌株通常

经过数次的诱变过程，遗传基因相对已比较稳

定。因此，想进一步提高生产菌株的生产潜力，

最好采用以前未使用过的、突变谱较宽的、能使

DNA 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方法，然后再采用一

些作用较缓的诱变剂处理。这些条件空间诱变

技术恰好都符合。”她进一步解释道，这是由于高

能粒子的冲击是相对比较激烈的诱变手段，而微

重力等因素恰好是作用较缓的诱变剂。因此，空

间诱变手段对微生物发酵行业的促进作用将随

着这项技术的不断推广而逐步得以体现。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开始利用返回

式航天飞行器进行空间诱变的试验研究，先后

对农作物、植物种子及微生物菌种进行了搭载

试验，并取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

果。“这些技术成果的应用显著促进了农业及医

药生物产业的技术创新，对于推动军民融合的

深度发展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庞欣说。

在中国科学院环境与生态研究中心和日本

国际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后 ，庞 欣 便 开 始 了 在 空 间 诱 变 领 域 的 探 索 。

“2002 年，我从日本回来后就进入空间实验室，

利用航天搭载手段及模拟空间环境，进行农作

物及微生物菌种的空间诱变研究。”庞欣说。

转战产业，希望研究成
果惠及更多人

6 年后，历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空间生物实验室项目负

责人、实验室副主任、实验室主任的庞欣，为了

加速空间诱变技术的民用转化，主动要求调至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的北京东方红航天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公司新技术及新产

品的规划，力求将更多空间诱变技术成果进行

转化。

为什么选择到公司？“这得益于我国返回式

航天器的快速发展，我们是空间诱变技术应用

最广泛的国家，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

也特别想让航天领域的先进技术惠及更多人。”

庞欣说。

作为公司技术规划的掌舵人，庞欣除了主

导空间诱变技术的应用研究，还需要跟上医药

生物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随着老龄化问题的

日益凸显，大家对心脑血管、骨骼等健康问题越

来越重视，但对老年痴呆症、衰老及相关疾病等

则关注较少，我们希望空间诱变技术能帮助治

疗这些疾病。”庞欣说。

坚持创新，给中草药添
加“太空”味道

身兼多职的庞欣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因为

要做的事情太多。“未来我国要建成的空间站将

是在外层空间运营的基础设施之一，空间站上

可开展大量与空间诱变有关的研究工作，为人

类防治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提供高水平的科学

方法和工程技术手段。”庞欣说。

谈及未来规划，庞欣说：“接下来，我们肯定

要继续充分利用中国航天的搭载资源，进一步

加强空间诱变技术的研究，在不断培育出优质、

高产微生物菌株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中草药、哺

乳动物细胞的空间诱变工作，紧跟世界和行业

科技研发潮流，促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

与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加强与西方航天大国

的合作和技术交流，共同促进空间生命科学研

究的发展，让航天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庞欣：用航天技术给基因变“魔术”

本报记者 操秀英

陈 冬 花 ，

1981 年 12 月

生，滁州学院计

算机与信息工

程学院教授，长

期从事国产卫

星应用及相关

产业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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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沙漠里，一群科研人员在做野外调

查。在其他几位穿深色衣服男学生的映衬下，

头戴粉色棒球帽、身着红色冲锋衣的她面露微

笑，无疑是照片里的一抹亮色。

她就是滁州学院教授陈冬花。这张照片就

摆在她的办公桌上。她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在

国产遥感卫星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组部“西部之光”

访问学者……头顶的光环，对陈冬花而言是荣

誉、更是鞭策。

在 2018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作

为科技工作者杰出代表，陈冬花在北京参加

了由中国科协举办的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

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坐在会场内，陈冬花心

潮澎湃。

“一路走来，我们团队在区域卫星应用研究

和推广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年来，国家发射

了多颗遥感卫星，让国产遥感卫星获取的数据

更多、更好地为区域和行业发展出力，是我们的

职责所在。”陈冬花由衷地说。

陈冬花陈冬花：：
破译破译““天外天外””数据数据

本报记者 唐 婷

在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你可以实时看到

由卫星拍摄的地面某个区域的图像。但作为一

个外行，你可能看不出遥感图像里的“门道”。

事实上，遥感图像里包含了很多数据信息，

比如森林面积、树木生长量等。经过图像预处

理、信息反演等复杂过程，才能一步步将有用的

信息提取出来。如何更精准、更快地从遥感图

像中获取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信息，便是陈冬花

团队的研究重点之一。

“受大气辐射的影响，遥感卫星拍摄的图像

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我们要对辐射进行定标矫

正，去除大气干扰、地形带来的偏差，确保图像

辐射、几何位置的准确性，不然反演出的森林面

积就会有偏差。”陈冬花举例道。

对遥感影像进行辐射定标、正射校正后，要

将图像反演成有用的数据信息，需要借助算法

和模型。算法和模型不是凭空来的，需要通过

大量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去一步步建立和改进。

反演出的信息，还要进行大规模工程化处理，生

成用户所需要的遥感信息产品。

高分二号卫星是我国目前分辨率最高的民

用陆地观测卫星，星下点空间分辨率可达 0.8

米。分辨率越高，意味着图像数据越大。陈冬

花介绍，高分二号卫星所拍摄的一幅图像数据

量约为 1G，通常一个人一天能处理约一二十 G

左右的图像数据。一旦遇上加急的工作，人工

处理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为提高图像数据应用效率，陈冬花团队研

制了一套工程化应用系统，实现了国产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系统在区域应用中的定量遥感监测

业务化运行，使工作效率提高 5至 10倍。

“基于多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我们团队在

国内外首次突破了国产遥感卫星星群协同反演

和共性处理中的若干技术瓶颈，先后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两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陈冬花介绍。

解密遥感图像，提高数据应用效率

2008 年，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博士生的

陈冬花，参与了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

大科技专项（以下简称高分专项）区域应用示范

项目的论证。

“当时，项目组主要围绕如何在新疆地区开

展高分卫星区域应用展开讨论。我是土生土长

的新疆人，自然特别希望能参与到项目中，为家

乡建设出力。”陈冬花回忆道。

带着这样的初衷，博士毕业后陈冬花没有

选择留在北京，而是回到新疆，作为技术骨干积

极投身到高分专项在新疆的区域应用示范。

出于工作的需要，陈冬花几乎每年夏季都

是在野外调查中度过的。

卫星是在天上看地下，要对它拍摄的图像

进行反演，需要有一定的地面样本信息，为建模

和验证做准备。“因此必须进行大量的野外调

查，用专业仪器做实验，再跟遥感数据比对，不

断优化模型，提升反演精度。”陈冬花说。

新疆北部山区，常常 9月就开始下雪。大雪

封山后，野外道路难以行进，植被也被大雪覆

盖。5 月以后，雪水融化，植被渐渐露出。由于

气象条件和生态调查的需要，陈冬花团队每年

只能在 5月到 9月期间进行野外调查。

盛夏时节的沙漠，酷暑难当。陈冬花团队

的工作区域大多人迹罕至，运气好的时候能搭

上当地牧民的摩托车，有时候则只能扛着 10 多

公斤重的设备徒步远行。

“有一次搭摩托车经过一片灌木丛，车速很

快，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晚上到驻地，才看到

腿上扎进了许多小刺，应该是在经过灌木丛时

留下的。那个晚上，我和研究生们都在不停地

拔刺。”陈冬花笑着说。

寒来暑往，投身新疆野外调查一线

要说野外调查不苦，那肯定是假的。但在

陈冬花看来，这些苦都是值得的。“别人都问我

图啥，我觉得有梦想的人生才有价值。能让国

产卫星数据用得更好，我就觉得离梦想近了一

些。”陈冬花表示。

在参与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

科技专项的过程中，陈冬花由一名博士成长为

团队技术负责人。近 5年来，她主持参与国家

级、省部级项目 1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软

件著作权 8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 2项。

在新疆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时，为了进一

步拓展国产陆地卫星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提升

航天技术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的能

力，2017年陈冬花选择来到安徽工作、走上滁州

学院的讲台，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长期以来，以新疆为中心，陈冬花重点关注

高分卫星数据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应用研究和

推广。来到安徽，她希望能在长江经济带地区

的高分卫星数据应用上做些新的探索和实践。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教师，陈冬花也特别希

望能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乃至梦想一起传递给

年轻人。

曾有一名研究生，在陈冬花团队里工作一

周后，因感到工作量太大而选择离开。“有段时

间，我们团队的工作强度确实很大，但我也希望

有更多年轻人能出自内心地热爱卫星应用事

业，加入到我们的团队、行业中来，为国产卫星

应用出一份力。”陈冬花由衷地说。

国家发射了那么多的卫星，一定要把卫星

用好。带着这样的想法，陈冬花带领团队积极

推进国产卫星在区域和行业的应用。令她倍感

欣慰的是，团队研发的多项技术成果已成功地

应用于新疆、安徽地区的林业、畜牧、生态等多

个行业和应用领域，近五年取得了近亿元的经

济效益。

陈冬花表示，她希望能带领团队进一步拓

展我国国产卫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为行业区

域的产业转型和军民融合创新提供良好的应用

范例，为卫星技术从应用走向实用、从产品走向

市场、从工程走向产业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传道授业，把经验与梦想传给后辈

◀2014年11月陈冬花在欧洲太空局

▲2017年8月陈冬花在新
疆伊犁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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