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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和育种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

事。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近日发

布消息称，近年来我国农业科研界在农作物突

变种质资源创制、新品种培育等核技术农业应

用领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什 么 是 核 能 育 种 ？ 通 过 核 能 育 种 ，我 国

产出了哪些粮食品种？除了育种，核技术还

能做哪些超乎想象的事？记者就此采访了有

关专家。

“核能育种实际上就是通过核反应释放能

量，产生的高能粒子与生物体发生相互作用，使

得生物体的基因发生改变，从而筛选新的种质资

源、创造新材料、培育新品种的过程或方法。”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原子

能农学会理事长刘录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核能育种也叫核辐射育种，核心是通

过核能射线作用，破坏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 结

构，使其基因发生改变，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性状，

然后将对人类有利的性状筛选、利用和固化下

来，形成新的品种。

刘录祥说，目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了 51 万

份种质资源。“包括核能育种在内的育种方式，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创造种质库里没有的突变新

资源。”

那么核能育种和航天育种、转基因有何不

同呢？

核能育种和航天育种都能改变生物体基因，

而且改变的基因都可以被传递给后代，将人工诱

变产生的这些新变异进一步整合利用，就形成了

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的新品种。不同的是，二

者引起生物体改变的要素，或者说影响因子不

同。航天育种利用的是空间宇宙粒子，这些粒子

主要是荷能重离子，是一种宇宙的核能能量。

转基因是对某一个生物品种的单个基因进

行定向改良，而核能育种对基因的改变存在随机

性，它可能诱变出预想不到的新的品种类型。

创造种质库里没有的突变新资源

本报记者 陈 瑜

早在 1956 年，我国就开始核辐射诱变育种

技术研发。自“七五”以来，核辐射等诱变技术研

究与育种应用一直被列为国家或部门重点科技

项目或课题。

“迄今，我国利用核技术诱变育成和审定了

1033 个突变品种，超过同期国际上育成突变品

种总数的三分之一，每年为国家增产粮棉油 15

亿公斤。”刘录祥说，“十三五”期间，我国在 7 种

不同作物上诱变育成 20多个高产优质国审新品

种，小麦最高亩产 841 公斤，实现了诱变改良作

物的新突破。

这当中，由山东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

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培育的鲁

原 502小麦新品种，解决了重穗型品种易倒伏的

生产难题，累计推广应用 7700多万亩，是目前全

国第二大小麦推广品种。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将辐射诱变与常规育种融为一体，选

育出“扬辐麦 4号”等系列新品种，累计推广 3000

万亩。

在水稻育种方面，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将辐

射诱变与籼粳交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相结合，创制

出恢复力强、配合力高、抗病性好的水稻新种质，

培育出“Ⅱ优 D069”等高产抗病亚种间杂交水稻

新品种，累计推广应用 1400 多万亩。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核农学与航天育种研究所培育出镉低

积累两系杂交晚稻新品种“C 两优 266”等，累计

核能育种为我国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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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除了用于育种之外，还有很多你意想

不到的用途。

比如在食品加工领域，食品辐照被誉为 21

世纪绿色加工技术，是继食品罐藏加热、冷冻保

藏技术之后，又一食品加工新技术。所谓辐照，

即利用高能电子束等射线照射产品，通过辐射效

应达到材料改性、杀菌消毒的作用，延长产品保

质期。

1984 年以来，我国开始辐照大蒜、马铃薯、

洋葱、脱水蔬菜、白薯酒和肉制品等。刘录祥说，

目前我国每年辐照食品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每年形成产值已超过 26亿美元。我国食品辐照

无论装置总数还是加工能力均位居全球第一。

再比如，利用同位素追踪可以治理油田、疏

浚河道。

我国 90%以上的油田是注水采油，经过多

年开采，水淹水患严重。为了更好地挖掘老油

田潜力，科研人员研制出一种钡-131 放射性示

踪微球，为测定注水井吸水剖面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工具。测井时，利用定位释放器，把具有

一定活度的放射性示踪微球在井下释放，示踪

微球随注水进入不同渗透性的地层，形成均匀

的扩散层，水流到哪里，微球便跟到哪里发出

辐射信号，随后科研人员用探测器沿注水井进

行放射性测量，便可了解注水在地层的分布、

流向和作用，为油田的合理开发和综合治理提

供了科学依据。

此外，我国每年要花数千万元用于长江口泥

沙的疏浚，为了解泥沙的运行规律，南京水科院

在长江上游投放含钪-46同位素的石英砂，然后

用闪烁探测器进行跟踪观察，为长江口深水航道

的治理与全天候深水航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技

术数据，采用此项技术治理后，10 万吨货轮可通

过长江口直抵上海宝山钢厂码头。

还能用于食品加工、石油、水利等领域

我国在核技术育种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果我国在核技术育种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没想到吧没想到吧，，核能与我们吃的饭也有关核能与我们吃的饭也有关

巧克力的馨香，给人无限回味；五彩斑斓的颜色，惊艳视觉。

当色彩和香味碰到一起，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最近，瑞士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纳米技术，做出了一款酷炫巧

克力。它的表面自然散发彩虹色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不禁要

感叹一句：“难道，这就是彩虹的滋味吗？”

微小沟槽让巧克力出“彩虹”

要在巧克力这样甜蜜的食物上做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不仅仅

是想象力的问题。如果放在显微镜下，你会看见巧克力表面有很

多微小的沟槽。

这就是传说中的结构色，不依赖于色素或其他添加剂，仅凭微

结构对光的衍射和散射，就可以显示绚丽的色彩，和平常所见的

“色素色”截然不同。这样的巧克力就像变色龙一样，使用皮肤结

构的变化来散射特定波长的光，从而不断改变身体的颜色，这样的

本领单纯的色素细胞可不具备。自然界中常见的、拥有结构色的

还有贝壳、蝴蝶翅膀等。

为了制造这种虹彩巧克力，一位产品开发人员猜测，研究者们

应该是制造了一种纳米科技的巧克力模具，使用电子束光刻技术

在玻璃或硅片模具上蚀刻约 100 纳米宽的线条，然后将巧克力液

放在模具里，加以冷却凝固。

这种结构色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食物上，有时候在煮熟的牛

肉上也会见到它。研究表明，牛肉上的“彩虹”是肌肉纤维微观结

构产生的，是一种结构色，与安全性无关。

研究人员希望将这种着色技术推广到大众市场。目前而言，

结构色的制作也并不复杂。

为巧克力增色仅仅只是开始

巧克力只是纳米着色的开始。日本一家公司，用结构色方法

制作了一种以蝴蝶命名的织物，并做成了在不同角度会看到不同

色彩的连衣裙。去年，日本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还通过改变纸张

的微结构，未采用任何墨水和颜料，就仿制出一幅《神奈川冲浪里》

高清名画。这幅特殊的画尺寸仅 1 毫米，图案分辨率是传统喷墨

打印的 3倍，并且永不褪色。

这样环保又持久的上色方案，用于食物、织物、艺术品，真是再

合适不过了。但是，科学家还希望将结构色用于更“硬核”的领域，

例如芯片。因为关于结构色的应用，本质上都是通过微结构设计，

实现对光子的调控。而当前集成电路芯片中的各种半导体器件，

都是基于对电子的调控，来实现逻辑运算和信息传输。那么，在以

电子为信息载体的半导体器件能力已达极限的情况下，是否能利

用光子调控，实现更小型化、更低功耗和更强运算能力的下一代光

子计算芯片呢？与之相关的光子晶体、量子计算等研究已经在路

上，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科普中国中央厨房）

纳米技术又添新技能：
给巧克力上色

龙 浩

今夏，一株生长于南京玄武湖的并蒂莲，在惊

艳了世人却又不幸被采摘后，终于迎来了最终归

宿——科普博主王煜及其团队，已于近日将制作

好的并蒂莲莲蓬标本移交南京玄武湖景区。8 月

17 日起，标本于玄武湖梁洲金陵盆景园内向游客

开放展示。

在半米高的透明玻璃瓶中，并蒂莲莲蓬虽然

已经不见往日的芳华，但经过技术处理后，依然保

留着黄绿色的色泽，莲子圆润，茎秆挺拔。

公元 455 年玄武湖就曾
出现过并蒂莲

今夏的玄武湖，因为一株美艳、珍稀的并蒂

莲，成为舆论的焦点。7 月 12 日，南京玄武湖樱

州、环洲之间的月影桥附近，一株并蒂莲含苞待

放。几日后，这株“网红”并蒂莲花谢，结出了并蒂

莲蓬。

“并蒂莲是荷花中的珍品，其生成的几率仅十

万分之一。”南京玄武湖景区党委书记、主任秦小

斌表示，并蒂莲一枝花柄上形成两个花蒂，并开两

朵花，结一对莲蓬，是植物中的“双胞胎”。

自古以来，并蒂莲被视为吉祥、喜庆的征兆。

巧合的是，玄武湖的荷花首次载入史册也是

因为并蒂莲。南朝梁沈约所著的《宋书》卷《符瑞

下》曾记载：“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 455 年）六月

庚寅，玄武湖二莲同干。”“二莲同干”指的就是并

蒂莲。

玄武湖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并蒂莲的遗传

机制目前尚在研究中，还不能人工培育，只能天然

生成，非常罕见。多年来，景区也只在 2018年 6月

的玄武湖梁洲金陵盆景园内，发现过一盆缸栽荷

花开出并蒂红莲。

然而，盛名之下的并蒂莲很快遭遇不幸。7月

26 日，外地游客曹先生趁管理人员不备偷偷将并

蒂莲莲蓬采摘了下来。

用酸性醋酸铜溶液和福
尔马林浸泡、保存

采摘下来的莲蓬如何长久保存，才能让更多

的游客一睹这一生物奇观呢？

秦小斌介绍，景区曾尝试联系多个研究团队，

但对方均因保存难度大望而却步。科普博主王煜

在网上看到消息后，主动联系景区，希望能尝试制

作并蒂莲标本。

“莲藕表面的疏水性很强，而叶绿素化学性质

较不稳定，容易分解使植物失去原有颜色，只能保

存 15天左右。”王煜说。

几番试验后，王煜团队决定使用浸渍法制

作莲蓬标本。王煜说：“在酸性条件下，叶绿素

分 子 很 容 易 失 去 卟 啉 环 中 的 镁 离 子 成 为 去 镁

叶 绿 素 ，而 去 镁 叶 绿 素 易 再 与 铜 离 子 结 合 ，会

形 成 铜 代 叶 绿 素 ，铜 代 叶 绿 素 化 学 性 质 更 稳

定，所以我们最终决定使用酸性醋酸铜溶液对

并蒂莲莲蓬进行处理，让莲蓬的绿色可以长期

保留。”

团队工作人员将醋酸铜溶液注射到莲蓬里，

再对莲蓬表面进行处理，以降低疏水性。随后，将

莲蓬放在纯水中反复揉捏，使其排出内部空气，更

易与溶液交换，减小浮力。最后，他们将莲蓬置于

一定含量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保存。

“玄武湖景区去年接待了超过 2000万游客，这

里不仅是南京重要的水资源风景区，也是南京主

城区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水生植物

的种植规模正逐年加大，希望游客们在欣赏风景

的同时，也能文明出行，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大

家共同维护。”秦小斌说。

并蒂莲蓬被摘“夭折”，科学技术却令其“永生”
本报记者 金 凤

核能育种具体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我们

来一起看看吧。

仪器发出的高能粒子穿过作物细胞，来到

细胞核，与 DNA 的原子相互作用，使其化学键

断裂，或者与细胞的水分子相互作用，产生自

由基，令细胞染色体受伤。植物细胞内部特定

的“酶医生”赶紧过来修复，有些断裂好治疗，

连接上即可，有些则无法治愈。众多“酶医生”

在有限的时间内会诊，查阅资料或者依据经

验，商议的结果是：死马就当活马医吧，于是错

误的修复诞生。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错误，它可能让植物无法

恢复到原来的模样，错就错下去吧，活着就好，于

是突变的细胞诞生了。这些突变的细胞通过分

裂增殖，形成了一群变异细胞，大家彼此扶持，共

同发育成完整的植株，最终新的突变体诞生了。

与原来的品种相比，这些突变体可能个头或

高或矮、成熟期或早或晚、繁育后代或多或少等，

其中出类拔萃的被人类挑选出来，就逐渐培养成

为了新的品种，推向市场，为人类造福。

核能育种先“破”而后“立”

推广 470多万亩。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在生产上应用的主要

农作物品种数量、推广面积里，8%—10%来自核

能育种。”刘录祥告诉记者，因为在农作物核辐射

诱变育种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让我国成为国际

原子能机构亚太地区核辐射诱变育种合作项目

牵头国，为我国及亚太区域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

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片来源：Giulia Marthaler-ETH Zurich

一项发表于《通讯-生物学》的最新研究证明，在牛的屁股上

画眼睛，可以降低它们被狮子攻击的风险。

狮子、豹、老虎等猫科动物在狩猎时，通常在猎物后方潜伏，等

待发起进攻的时机。因此一些人认为，如果猎物脑后也有眼睛图

案，那么这些“大猫”就会误以为猎物时刻盯着自己，可能会放弃偷

袭。为此，在印度等地的森林中，一些当地农民会在脑后戴上人脸

面具，以防止被老虎背后偷袭。

然而这种预防措施真的有效吗？面具能否骗过老虎还没有得

到研究证实，但一项发表于《通讯-生物学》的最新研究率先证明，

在牛的屁股上画眼睛，真的可以降低它们被狮子攻击的风险。

一支由澳大利亚和博茨瓦纳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历时 4

年，在博茨瓦纳对 14个牛群共 2061头牛进行了研究。在每一组实

验中，他们将牛群中的牛分为 3 组，第一组在臀部画眼睛图案，第

二组在臀部画一个叉号，第三组不做任何处理。此后，他们开始观

察这些牛在随后的 24天内，会不会被狮子捕杀。

结果对比非常明显：683 头画了眼睛图案的牛没有一头被捕

杀；而画叉组和不做处理的对照组的牛，被捕杀的几率分别为 4/

543和 15/835。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件事：首先，画眼睛似乎的确起

到了迷惑狮子的作用，因此人们最初的猜想是正确的；其次，即使

是随意画了个叉，也要强过什么都不画。

自然界一些蝴蝶、鱼、两栖动物都演化出了能迷惑捕食者的

眼斑图案，而这项研究首次证实了，这个结论对于哺乳动物同样

成立。 （据《环球科学》）

在牛屁股上画眼睛

竟能避免狮子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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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玄武湖月影桥边生长的并蒂莲
南京玄武湖景区供图

王煜及其团队制作的并蒂莲莲蓬标本
本报记者 金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