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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国家种质资源热带作物中期保存库，3万份种子资源密封保存最长可储存上万年

假如地球将毁灭
种质资源库

是科学家们是科学家们的秘密武器的秘密武器

在很多人看来，建立种子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突发灾
害或者环境变化带来的“物种灭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种质资
源库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优良品种的培育。

“我们现在吃的农产品为什么种类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
高，质量越来越好，都是得益于此。”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所长陈业渊说。

时代在发展，农作物也要不断地更新换代，而老物种的改良
和新物种的培育，都是要基于对原始资源之间的杂交和基因的
筛选。

“牛大力，本是一种野生的中药材，我们通过人工驯化后推
广到了两广地区，现在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多万亩；木薯，最
早的时候氰化物含量很高，人吃了很容易中毒，经过改良，现在
吃的木薯氰化物含量都很低。”徐立介绍。

徐立还向记者透露，现在人们吃的香蕉，类胡萝卜素含量很
低，研究人员通过对国外一种香蕉品种的研究，已经培育出了类
胡萝卜素含量高于之前100倍以上的新品种，并且计划向市场
推广。

徐立告诉记者，每一个优异的品种被培育出来后，都会向农
户推广，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样吃的都是芒果，但是现在吃
的芒果跟十年前吃的芒果不是同一品种。”

徐立介绍，从植物学来讲，物种没有好坏之分，每一个品种
都是有价值的。

这些种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徐立介绍，搜集种子主要
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群众主动送过来或者提供线索我们去
取，另一个就是搜集人员搜集，“因为大众对种子保护意识还
不高，所以基本上都是靠搜集人员搜集。”

徐立介绍，保存库有专门的资源搜集队伍，这些人的主
要工作就是到田间地头或者野外搜集各种作物的种子。由
于不同作物的生长季节和周期不同，所以搜集人员几乎全年
都要进行搜集工作，然后将种子带回处理后统一入库。

搜集人员不仅要有充足的知识储备，而且还要有一双“火
眼金睛”，风餐露宿更不必说。在山里，要找见得到的、采得到
的植物种子，要求这棵植物一定要健康，种子数量起码达到
100粒以上。

徐立介绍，在该保存库中保存的作物主要以热带作物为
主，有牧草、木薯、香蕉、菠萝、南药等，而且产地不仅限于海
南，“除了国内的，非洲和南美洲的种子也有。”

徐立介绍，从全国来看，种质资源库包括长期库、中期库
和备份库，根据地理条件，分布在全国多个地方，长期库在北
京，作为中期库则要定期地向长期库上缴部分种质资源以便
长期保存。

搜集种子，有哪些途径？
保存库有专门的资源搜集队伍，全年无休3

你现在吃的芒果
跟十年前吃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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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科普
一般来说，种质资源的保护方式大概分为两种，一

种是原生境保护，即原始森林，划定出野生保护区、国家
森林公园等形式，让植物的生长不受人为的破坏，物种
自生自灭。

另一种就是把种质资源搜集起来集中保护，其中以
“圃”和“库”为主，通过“库”的保存方式又分为很多种，
此次记者探访的就是“库”。

在位于儋州的海南热带植物园中，有一栋不起眼的
暗红色的建筑，这就是国家种质资源热带作物中期保存
库（以下简称“保存库”），也是整个华南地区唯一的一个
种质资源保存库。元旦前，保存库正式试运行，3万多份
种子也从之前的“老宅”开始陆陆续续地搬进“新家”。

整栋建筑共分为三层，一楼为种子库和超低温保存
库，二楼和三楼是试管苗库，由于“搬家”工作还没有完
成，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只能探访位于三楼的试
管苗库。

除了办公区外，整个三楼都被隔成了一个个小单间，单
间内摆满了架子，架子上是一个个被密封在透明小罐子内
的植物幼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保存库共有3万多
份保存的样本，记者看到的只是其中小之又小的一部分。

为了给幼苗提供最适合的保存环境，整个库房内必

须保证恒温在15℃到25℃之间，同时通过不同颜色的
LED灯管来模拟出幼苗保存所需要的波长，样本的摆放
也是根据幼苗的生长习性来安排，“喜阳的放在一起，喜
阴的放在一起，耐低温的放在一起，耐高温的放在一
起。”工作人员介绍。

一份幼苗从长出到入库要经过层层的筛选。首先
要从数百个种子中选择最优的种子培育出幼苗，然后经
过在无菌环境下消毒，再在显微镜下进行精简然后才能
被送入库中保存。

保存幼苗的环境也是要严格要求，为了防止细菌侵
蚀，所有的房间都是无菌环境，并且有摄像头24小时监
控，工作人员如果要进入，必须要经过风淋、消毒并且穿
上特定的衣服，除了更换培养液以及定期的抽样检查
外，几乎不允许人进入。

除了试管苗库，种子库和超低温库也是种子资源保存
的两种主要方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保存库共有10
万份的库容量，其中试管苗库的库容量是5万份，种子库
和超低温库分别是3万份和2万份。

不同的种子应该选择什么保存方式？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徐立告诉记
者，这主要取决于哪种保存方式更适应不同的种子。

如果植物的种子可以直接保存，那么会优先选择放
入种子库中保存，比如水稻、蔬菜等。但是有些作物不
结种子或者种子离开母体后就丧失活性，就要把这种作
物培育出幼苗，以幼苗的方式保存。“基本上所有的热带
作物都可以通过幼苗的方式保存，所以试管苗库的样本
也是最多的。”徐立说。

徐立介绍，有些作物的生长习性比较特殊，在生长
的过程中会自然的变异，而一旦变异就失去了最原始的
遗传属性，所以既不适合种子库保存也不适合试管苗库
保存，只能放到超低温库中保存。

超低温库保存就是取作物幼苗中更小的部分或者顽
拗性种子的胚芽，放入-196℃中的液氮罐中保存。为了
防止在高温差下突然被“冻死”，种子在放进液氮罐前要进
行更复杂的预处理，取出后不能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下，
要放入试管中慢慢解冻并培养成幼苗后再使用。

徐立介绍，一个液氮罐可以放几千份样本，因此这
种保存方式是最省空间的，同时也是保存时间最长的，

“理论上来说，保存上万年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液氮不
断，基本可以达到永久保存。”

3万多份种子，怎么保存？
所有的房间都是无菌环境，摄像头24小时监控1

不同的种子，能储存多久？
作物生长习性决定储存方式，最长可储存上万年2

本报讯 今年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备受好评，被评价为国
产科幻片的崛起之作。在很多科幻电影中，故事的背景都是地球气
候环境急剧恶化、人类生存面临挑战。那么当灾难真的来临，人类
能做些什么呢？为了应对未来所有的可能，科学家们建立了种质资
源库，为未来人类留下生命的火种。在海南，就有这样一个种子库，近
日，记者探访了位于儋州海南热带植物园内的国家种质资源热带作物
中期保存库。 记者 张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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