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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速递

清爽可口的瓠瓜、五颜六色的樱桃
番茄、个长高产的豇豆⋯⋯近日，在萧
山临浦举行的2024浙江蔬菜新品种新
技术示范展示会上，100 多个浙江瓜菜
新品种选育成果亮相。

看似低调的蔬果，其实每一个都是
浙江省蔬菜协作组精心培育、择优种植
的“新菜”。

近年来，“舌尖上的农科院”频频
“出圈”，好吃、放心等夸奖成了其产品
的代名词。记者走进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向专家求真，探访这些蔬菜瓜果好
吃的秘密。

“进化”中的蔬菜瓜果

自人类学会刀耕火种起，就一直
在 做 一 件 同 样 的 事 —— 驯 化 、选 育
作物。

“好吃、放心”四个字凝结的是几
代农业科学家的心血：从无到有，从
有 到 优 ，从 低 产 到 高 产 ⋯⋯ 他 们 把
这 些“ 沧 海 遗 珠 ”打 捞 出 来 ，精 心培
育，反复实验，只为了选出最优良的
品种。

今天当我们品尝细嫩柔软、味美多
汁的樱桃番茄时，一定想不到千年前生
长在中南美洲森林中的野生番茄不仅
酸涩，产量也不尽人意。以至于 16 世
纪它引入欧洲时，被错误地给予了“狼
桃”的名称。

通过杂交、分子育种等技术手段，
樱桃番茄在科研人员的手中愈发甜
蜜。省农科院番茄辣椒育种研究室研
究员阮美颖告诉记者，除了口感更好之
外，她带领团队选育的“浙樱粉 1 号”在
营养、品质上更胜一筹——番茄红素、
总糖、氨基酸、有机酸、维生素等指标均
高于目前市场主要栽培品种，尤其是鲜
味类氨基酸、甜味类氨基酸和芳香族氨
基酸含量更为显著。

“要是再早一两个月来，我带你们
去选育的大棚里看看。”她热情地说。
在阮美颖的手机相册里，一簇簇小番茄
挂满藤蔓，红色的果实鲜嫩欲滴，在阳
光下泛着油润的光泽，点缀在绿叶之
中。在衣服上擦拭三两下，一口咬下番
茄，丰沛的汁水从指缝溢出随即滴入田
间，浓郁的清香霎时在空气中弥漫。在
浙江省各地举办的樱桃番茄风味评比
中，“浙樱粉 1 号”多次被称赞为“最好
吃的小番茄”。

育种，其实就是创造变异。选育出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性状，比如我们
常 说 的 高 产、优 质、早 熟、抗 逆 性 等
特点。

眼下的菜场里，瓠瓜（又称为蒲瓜）
就低调而又不可忽略地占据着几乎每
个菜摊的一席之地。《诗经》记载“七月
食瓜，八月断壶”，这个“壶”其实就是

“瓠”，可见古人在夏天常常以它为食。
省农科院豇豆瓠瓜育种研究室研究员
吴晓花是我国极少数研究瓠瓜育种的
专家，她说，再往前追溯，瓠瓜在我国新
石器以来的出土文物中屡屡有见，比如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瓠皮和小葫芦
种子。

“目前市场上瓠瓜的形状非常多，

有葫芦形的、圆形的、棒形的，它在漫长
驯化过程中演变成当地百姓喜欢的形
状。”吴晓花说，团队选育的“浙蒲 6 号”
呈棒形，更适合长距离、大规模物流运
输，同样呈棒形的“浙蒲9号”瓜长约25
厘米、“浙蒲 903”约 30 厘米的长度，更
适合小家庭消费习惯，很快获得了市场
青睐。

市民用“自带味精”来形容“浙蒲 9
号”的口感，足以说明其鲜甜。吴晓花
说：“研究表明，瓠瓜吃起来的鲜味与游
离谷氨酸含量呈正相关，‘浙蒲 9 号’的
游离谷氨酸含量高于传统的棒形瓠瓜
品种，吃起来鲜味更浓。”此外，“浙蒲 9
号”另一个受青睐的特点是，它在常温
下可以放置 10 天左右，食用性基本不
会受到影响。

不仅好吃，还很“顽强”

今天，我们种的瓜果越来越甜蜜，
稻穗越来越饱满，蔬菜生命力越来越顽
强⋯⋯“进化”的故事背后，技术手段的
重要性愈发凸显。

“今年我们推广的小白菜新品种是
‘绿暑’。”省农科院菜甘蓝育种研究室
副研究员李必元说，近年来，全球气候
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气象灾害等，对
品种的抗病性、抗逆性、速生性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要求，“绿暑”是其中的佼
佼者。

蔬菜种植过程中，最可怕的不是梅
雨，而是雨后的高温天。菜棚里的湿热
感，好比是人穿着一件湿透的衣服在蒸
桑拿，普通白菜很容易被闷趴下，“绿
暑”因为根系发达，能在土壤里吸取更
多的水分和氧气，暑天不容易缺水，雨
天不容易烂根，称得上是优秀的“菜坚
强”。

“得益于团队优化的双单倍体诱

导技术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技
术 ，大 大 加 速 了 育 种 速 度 。”李 必 元
说，一般而言十字花科的育种周期需
要 五 六 年 ，利 用 该 技 术 可 缩 短 至 两
三年。

该技术最早来自于油菜育种。其
作为父本给油菜及十字花科作物母本
授粉，能直接获得母本双单倍体后代。
但运用到白菜育种上，却并非是简单的
平移过程，让团队犯了难——他们在七
八年前开始尝试，直到 2021 年才正式
应用。

技术持续不断的突破，不仅是为了
实现“中国种”自主可控，更是为了保障
人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400 多年前，樱桃番茄引进中国
时，还只被当作观赏植物。随着新品种
的研发和培育，已经成为百姓餐桌上不

可或缺的食材。”阮美颖介绍，“浙樱粉
1 号”在种植环节也颇具优势——可不
用人工激素点花。

团队从几万份材料中，选育出具有
单性结实特性的樱桃番茄。一方面，可
以大大降低人工激素对番茄植株造成
药害而产生的畸形果；另一方面，在人
工成本与日俱增的今天，省工省力效果
明显；同时，该品种生长势和连续坐果
能力强，易实现高产稳产。据统计，该
品种平均每亩可带动农户增收节支
5000 多 元 ，经 济 、社 会 和 生 态 效 益
显著。

“这几年我们开始利用核技术，促
进樱桃番茄的基因突变，研究发现部分
材料抗逆性更好。”她表示，未来可能有
适合早春、晚秋，甚至适合冬天种植的
新品种出现呢！

吃啥更好

经常有人说，如今的蔬菜瓜果好像
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实际上，这不
是我们的错觉。随着种子、生产方式等
的 更 替 ，蔬 果 的 模 样 与 味 道 也 悄 然
变化。

豇豆，是我国传统粮用和菜用蔬菜
之一。省农科院豇豆瓠瓜育种团队研
究发现，豇豆的产量和品质相关性状
在其驯化与改良进程中受到强烈的人
工选择。从粮用豇豆到菜用豇豆，荚
长、单荚籽粒数和嫩荚可溶性糖、籽粒
淀粉与籽粒粗蛋白含量受到持续的正
向选择，而落粒性、千粒重、籽粒可溶
性糖含量及一些抗病抗逆位点逐步丢
失；粮用豇豆的驯化与改良主要涉及
籽粒大小和籽粒品质性状，而菜用豇
豆的驯化与改良主要集中在荚长和嫩
荚品质性状。

更何况，作物的部分优良的性状间
可能相互排斥，人们所青睐的众多特性
往往难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品种上。

这段日子，李必元和团队成员扎在
田间地头做品种资源比较，多的时候一
天要生吃近两百种小白菜。他说：“影
响小白菜口感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
主要的一点是品种，因为品种决定品
质。”

这里不得不提我国自主选育的第
一个大白菜品种“早熟 5 号”。上世纪
80 年代，浙江温州菜农在秋季种大白
菜时偶然发现，大白菜的小苗也很好
吃，于是当地开始流行割小菜吃。为了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省农科院育成了
大小白菜兼用品种“早熟 5 号”——小
时可以当小白菜吃，大时就作为大白菜
销售。

由于产量高，一菜多用，且没有毛
刺，口感更柔软，它迅速占领了大江南
北的市场。直到今天，“早熟 5 号”在全
国的年种植面积仍然有100多万亩。

据了解，在 2024 浙江蔬菜新品种
新技术示范展示会上，新品种大多数以
品质和口感取胜。“温饱不再是舌尖的
主要问题，现在更关注品质。”吴晓花认
为，这是对当下市场与消费趋势的精准
把握。她说，浙江及其周边地区生活水
平比较高，对蔬菜的品质要求更高，即
食型蔬菜越来越受欢迎。

甜心、甜美是去年刚研发的两个高
品质水果甘蓝新品种，如今已有不少种
植大户前来咨询种植技术。“减肥人士
应该都爱吃它。”李必元介绍，“市场上
多数甘蓝口感偏硬，但因为不容易裂
球，受到种植大户的喜爱。我们研发的
这两个品种，不仅不容易裂球，还有着
软糯微甜的口感。”

这对甘蓝姐妹去年在杭州、宁波、
嘉兴、衢州等地的示范基地少量布点，
测试它们在全省的适应性后，明年将大
面积推广。

当然，近年来农业科学家还掀起了
“复古”潮流，对二三十年前的种质资源
进行再发现、再挖掘，着重培育以口感
取胜的新品种，再现“小时候的味道”。

“吃啥更好”的问答题才刚刚起笔。

100多个浙江瓜菜新品种集中亮相

蔬菜瓜果好吃的秘密
本报记者 何冬健 朱 平

日本京都大学和住友林业公司 28
日宣布，已造出世界首颗木质外壳的人
造卫星。这颗微型卫星最快于 9 月运往
国际空间站，以验证木材用于太空领域
的可行性。

京都大学和住友林业公司 2020 年
4月开始合作，历时约4年研发出这颗卫
星。这两家机构在本月 28 日的联合新
闻发布会上说，这一研发对太空领域和
木材行业而言均很有价值，将有助开发
木材的新用途。

这颗卫星名为“LignoSat”。它的
外形呈立方体，边长约 10 厘米，重约 1.1
公斤。外壳主体部分使用的木材来自木
兰，厚 4 至 5.5 毫米，其外部框架为铝质，
多个外表面装有太阳能电池板。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LignoSat”卫
星所用木材以传统技法连接，没有使用
螺钉或黏合剂；这种木质材料在太空恶
劣环境中的耐用性已得到验证。研究人
员介绍说，耗尽工作寿命的木壳人造卫
星在重返地球大气层时，其所用木材会
燃烧殆尽，对环境更友好。

（据新华社）

世界首颗
木壳人造卫星诞生

美国农业部28日发布通告说，研究
人员首次在羊驼体内发现禽流感病毒。
美国农业部国家兽医学实验所研究人员
在爱达荷州一座农场饲养的羊驼体内发
现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显示，从这些
羊 驼 身 上 分 离 出 的 病 毒 基 因 序 列 与
H5N1病毒密切相关。

该农场饲养的家禽本月早些时候被
检测出感染H5N1型禽流感病毒并被扑
杀。按照美国农业部的说法，这些羊驼
本月16日被检测出“中招”。

科研人员近 20 年来一直密切监测
H5N1 型禽流感疫情传播情况。大多数
情况下，这种病毒仅在禽类之间传播。
然而，近两年来，多种野生或人工饲养哺
乳动物同样感染这种病毒，引起学术界
关注。今年以来，美国已确认两例人接
触奶牛后感染禽流感病例，症状轻微。

（据新华社）

羊驼体内
发现禽流感病毒

5月30日，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举行
年度重大科研进展发布暨中药材创新
中心成立大会。

肉质优异、生产高效的黑猪，花球
圆整、产量高、耐贮性好的西兰花，更高
的蚕种实用孵化率⋯⋯发布会上，首次
解析水稻感受磷变化平衡产量与抗性
的分子机制、创新集成育秧全程智能化
系统等 2023 年度 8 大重大科研进展发
布，其中不乏“吃”“穿”等与老百姓生活
密切相关的重要科研成果。

长得更快且风味不减的新品种黑
猪，将出现在大家的餐桌。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潘建治研究员团队育成的

“金乌猪”已通过中试，系浙江首个通过
中试的优质高效黑猪。

据介绍，该研究在金华两头乌的基
础上选育，研发并利用分子标记选种、
基因组背景选种等育种新技术，高效聚
合中外猪种优势性状，育成了肉质优
异、生产高效的黑猪“金乌猪”。经中试
和权威机构测定，该猪种既充分保留了
地方猪种肉质风味等优势特色，肌内脂
肪含量高达 4%以上，又大幅提升了各
项生产效率指标，30 至 100 千克体重
阶段日增重达 683 克。据了解，目前

“金乌猪”已获省内 8 家、省外 1 家养殖
企业应用。

同样与生猪有关，张存研究员团队
突破伪狂犬病毒载体疫苗和抗病毒制
剂技术难题，创建伪狂犬病快速净化技
术体系。应用种猪场猪伪狂犬病净化
技术，对降低母猪流产、减少新生仔猪
死亡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团队建立
的伪狂犬消毒、检测、免疫和隔离等净
化技术体系，使净化过程从常规 3 年以
上缩短至 1 年，创建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1个。
“吃饭”事大，既要有品质，也要有

“颜值”。“好看”又能“打”的西兰花，有望
在不久的将来和大家见面。由顾宏辉
研究员团队培育的“浙青100”西兰花新

品种，攻克了种质创制难、制种产量低等
技术难题。据介绍，该团队育成的西兰
花新品种“浙青 100”，“颜值”与实力并
存，不仅花球圆整、产量高，耐贮性也更
好，且有较大进口替代潜力。据介绍，

“浙青100”助推国内自主品种占有率由
2018年的5%提高到2023年的35%，其
中省内国产品种占有率达78%。

吃饭穿衣，人人不离。由蚕桑与茶
叶研究所曹锦如研究员团队联合企业
首次建立的周年连续供种技术体系，为
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提供重要保
障。工厂化养蚕以工业生产理念颠覆
传统栽桑养蚕模式，实现在车间内全龄

人工饲料育周年连续生产蚕茧。研究
团队联合企业突破了全龄人工饲料育
繁育蚕种技术瓶颈，创新了周年连续供
种技术，蚕种实用孵化率超过 97%，为
工厂化养蚕全年不间断用种提供了强
大技术支撑。据了解，2023 年，工厂化
养蚕应用专用蚕品种 40.5 万张，占全
省总量的68.64%。

发布会上，多位重大科研进展完成
人表示，面向“三农”主战场，要继续以
实际行动和重要科研成果，践行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诺言，要继续弘扬科
学家精神，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
头兵、特种兵。

省农科院发布2023年度8大科研进展
本报记者 陈黎明

一轮下弦月运行至外形酷似一座拱
桥的银河正下方，恰好组成一只深情的

“大眼睛”，这是 5 月 31 日凌晨，天宇上
演的奇特一幕。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
修立鹏介绍，银河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
但不同季节，银河的形状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3月至6月，银河会以拱桥的形式展
现在世人面前，横跨整个东方地平线。
而赏拍“银河拱桥”又以 4 月和 5 月为最
佳时节，一是银河会长时间保持拱桥形
态，姿态也更加优美；二是拱桥姿态低，
角度好，更容易结合地景拍照。

作为一种视觉现象，“银河之眼”指
的是月亮运行至“银河拱桥”正下方恰巧
组成一只“大眼睛”，拱桥是“眼眶”，月亮
是“瞳孔”。

虽然 6 月还可以拍到“银河之眼”，
但由于日落后银河高度太高，“银河之
眼”的形态不如4月和5月的好看。

（据新华社）

31日凌晨
“银河之眼”挂夜空

一项由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的在
线调查结果显示，ChatGPT 已是目前使
用最为广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不
过总体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频繁使
用率仍偏低。

研究人员对英国、美国、阿根廷、丹
麦、法国、日本 6 个国家的 1 万多人展开
调查。结果显示，ChatGPT 是迄今最受
认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上述
6 个国家中，约有 50%的网民听说过
它。它也是6个国家中迄今使用最广泛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尽管如此，调查显示，ChatGPT 的
频繁使用率仍然很低，日本只有 1%的
人每天使用它，法国和英国为 2%，美国
为7%。

年轻人更有可能经常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调查结果显示，在上述 6
个国家中，18 至 24 岁人群中平均有
56%的人表示至少使用过一次 ChatG-
PT，而在 55 岁及以上人群中这一比例
仅为16%。 （据新华社）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频繁使用率尚低

受市场青睐的“浙蒲9号”。 省农科院供图

省农科院培育的小番茄新品种“浙樱粉1号”。 省农科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