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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芥种子萌发、幼苗
生长和不同三个生物
钟调控的开花关键基
因对空间微重力响应
的图像观察分析并在
轨采集了样品。

研究团队通过对
空 间 获 取 的 图 像 分
析，并与地面对照比
较，发现空间微重力
对水稻的多种农艺性
状，包括株高、分蘖
数、生长速率、水分
调控、对光反应、开
花时间、种子发育过
程以及结实率等产生
多方面影响。

太空育种实验收
获一系列初步发现

郑慧琼表示，这
次在中国空间站开展
的育种实验已取得多
项初步的重要发现，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
面：

一是水稻的株型
在 空 间 变 得 更 为 松
散，主要是茎叶夹角
变大；矮秆水稻变得
更矮，高秆水稻的高
度没有受到明显的影
响。此外，生物钟控
制的水稻叶片生长螺
旋上升运动在空间更
为凸显。

二是水稻空间开
花时间比地面略有提
前，但灌浆时间延长
了10多天，大部分颖
壳不能关闭。开花时
间和颖壳闭合均是水
稻的重要农艺性状，
二者在保障植物充分
的生殖生长是获得高
产优质种子方面都有
重要作用，此过程受

到基因表达的调控，
后续将利用返回样品
进一步分析。

三是在空间进行
再生稻实验并获得再
生稻的种子。从剪株
20天后就可以再生出
2个稻穗，说明空间
狭小的封闭环境中再
生稻可行，这也为空
间作物的高效生产提
供新的思路和实验证
据。该技术可以大大
增加单位体积中的水
稻产量，也是国际上
首次在空间尝试的再
生稻技术。

四是首次对空间
生物钟调控光周期开
花的关键基因进行研
究。利用基因突变和
转基因的方法，构建
了3种不同开花时间

的拟南芥，分别是提
前开花、延迟开花和
正常开花(野生型)，
通过对空间拟南芥生
长发育的图普观察与
分析，发现开花关键
基因对微重力的响应
与 地 面 有 明 显 的 差
异，其中在地面提早
开花的拟南芥在微重
力条件下开花时间也
大大的延长。

此外，生物钟基
因突变后，空间拟南

芥 的 下 胚 轴 过 度 伸
长，说明生物钟基因
表达对于维持拟南芥
在空间生长的正常形
态和适应空间环境非
常重要，为今后利用
改造开花基因来促进
植物适应空间微重力
环境提供了新方向。
研究团队后续将进一
步利用返回材料对拟
南芥适应空间环境的
分子基础进行深入解
析。(完)

国际首次！中科院团队在中国空间站
完成实验获得水稻种子(下)

空间再生水稻的过程图像，图中的时间为剪株后的
天数。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供图

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郑慧琼研
究员对返回实验样品进行分解与固
化。　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 供图

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返回样品顺
利交接相关实验科学家。
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