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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薯”
万里挑一育种

12月4日，在位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德州(乐
陵)省级农高区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病毒检测实验室主任孙莎莎正带领团队在马
铃薯种质资源库中精心呵护着2800多份珍贵的
试管苗。这些试管苗承载着早熟、高产、高淀粉、
耐盐碱、耐高温、抗旱等多种功能性特征，是马铃
薯育种的关键材料。

据悉，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希森薯业”)是国内马铃薯行业第一家“育
繁推”一体化企业，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就是依托该企业组建，先后在德州乐陵市、北京市
延庆区、内蒙古商都县建立了3个现代化马铃薯育
种基地，致力于中国马铃薯品种的繁育。

为了确保试管苗的存活与繁衍，实验室内的
环境控制极为严格。“温度维持在6℃到8℃，光照
时间长达16个小时，而黑暗时间则固定为8小
时。”孙莎莎介绍，由于试管苗的保存时间仅有3
到4个月，因此需要定期更新，另外，中心每年对
200余份资源进行评价、鉴定、筛选，收集实验数
据及信息采集，这些数据将被录入到马铃薯种质
资源信息数据库进行保存，并逐步实现科研机构
间的资源共享。

遗传与育种实验室主任崔长磊则基于品种选
育的目标，从马铃薯种质资源库中挑选相关试管
苗进行杂交，经过播种、开花、授粉杂交等步骤，最
终收获实生籽。“每年9月份，马铃薯会长出圣女果
大小的果实，每个果实里大概有100到200颗的实
生籽。”崔长磊介绍，这些实生籽经过催芽、育苗、
移栽后，培育出微型薯。实生籽和微型薯都有三个
月的休眠期，之后被放入大田中进行选育。

马铃薯品种的选育过程漫长而艰辛，每一株
马铃薯都需要经过三至四年的观察与择优，才能
从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

崔长磊告诉记者，他们在内蒙古的大田里将
微型薯间隔半米种植，第一年种植10万株，覆盖
100亩土地。马铃薯成熟后，需要人工挖掘出马铃
薯，科研人员逐株对马铃薯的表现进行筛选，挑
选出2000株左右符合品种选育目标的马铃薯，这
一过程往往需要十几个人花费半个月的时间。

“每一株为一份，第二年重复第一年的操作，留下
100到200份的马铃薯，第三年留下二三十份，第
四年留下四到五份，之后是两年时间的生产试验
和区域试验。”崔长磊说。

经历了如此严格的筛选，在各环节顺利的前
提下，一个品种的落地仍需至少十年的时间。这期
间，受到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育种工作
充满了不确定性。但科研人员并未气馁，他们不断
探索新的育种路径，以期突破传统育种的局限。

为了加速育种进程，科研人员还将马铃薯种
子送上太空。2022年，神州十四号搭载了20000粒
实生籽；2023年，神州十六号又搭载了66500粒实
生籽，其中包括10800粒耐盐碱实生籽。“这些种
子在太空中经历了基因突变，如今搭载神州十四
号顺利回来的实生籽已经被培育成微型薯，种植
在内蒙古大田里，并收获了部分材料。”实验室技
术员王珍珍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希
森薯业科研团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如今，已
经育成高淀粉加工、薯片和薯条加工、早熟鲜食、
彩色高营养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专用型新
品种33个。

耐盐碱、做薯条
马铃薯新品种表现出彩

“这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希森77号’，你看
它这个薯型、长度就很适合做薯条。”国家马铃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胡柏耿博士拿着一颗“希
森77号”马铃薯介绍道。

今年9月份，希森马铃薯种业联合会第五届
年会盛典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举行，在年
会盛典上，希森薯业发布了其最新科研成果———

“希森77号”马铃薯新品种，该品种在产量、品质、
抗病性等方面均表现出色，它的“出世”打破了薯
条用马铃薯品种国外垄断，为我国马铃薯产业的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据了解，“希森77号”在选育过程中，充分利
用了现代生物技术和传统育种手段，通过严格的

田间试验与数据分析，最终脱颖而出。
在田间试验中，“希森77号”表现优异，不仅产

量显著提升，而且薯形整齐、口感细腻，不易空心。
同时，对马铃薯晚疫病、早疫病等多种常见病害具
有良好的抗性，有效降低了种植过程中病虫害的
发生，提高了农产品的安全性。作为中早熟鲜食、
薯条加工兼用型品种，它抗高温，喜水肥，干物质
含量高达21 . 6%-24%，适宜在内蒙古、河北、陕西
等北方一季作区和山东等中原二季作区种植。

另一方面，耐盐碱马铃薯育种是希森薯业近
年来重点突破的领域之一。据悉，全国有近15亿
亩的盐碱地，可利用的盐碱地约5 . 5亿亩，是一
笔“沉睡”的宝贵资源，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然而，农业生产在盐碱地上的挑战一直巨
大，在盐碱地条件下，其他作物往往难以生存，

“希森6号”却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让盐碱地
这一曾经的“禁区”被逐步突破。

据希森薯业植物保护研究室主任张志凯介
绍，2017年，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国家马铃薯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共同承担了
山东省良种工程——— 马铃薯耐盐碱育种项目，在
东营黄三角农高区设立研究基地，开始了耐盐碱
马铃薯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协作攻关。
科研团队在盐碱地上对746个杂交组合的175224
个单株、6670份资源/品系和167个品种进行筛
选，经过多年试验研究，成功育成国内首个耐中
度盐碱且具有商业化价值的马铃薯新品种“希森
53号”，目前已获农业农村部登记为推广应用品
种，后续再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届时一定能在
全国盐碱地上实现推广种植，助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别拿土豆不当干粮”
马铃薯的主粮化

刚出锅的马铃薯馒头，散发着诱人的热气，
咬一口，筋道十足，越嚼越有丝丝的甜意漫上舌
尖，让人回味无穷。

今年8月份，在希森薯业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商都县的食品公司内，国内首条马铃薯生浆馒头
全自动生产线成功调试，据了解，该生产线长达
100多米，具备全自动化的生产能力，达产后，计
划年产4000万个马铃薯馒头，消耗马铃薯150万
公斤，节约小麦粉50多万公斤。

据悉，自2015年，我国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
战略，马铃薯成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
大主粮，马铃薯主粮化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怎
么让马铃薯从地头走到老百姓的餐桌，一直是我
们思考的问题。”胡柏耿说。

胡柏耿介绍，除了鲜食，马铃薯主粮化的第
一步基本都是加工成全粉，这种全粉是制作面
条、馒头乃至薯片的基础原料，储存期限可达15
年，对于粮食储备而言意义重大。然而，由于马铃
薯本身含水量大，加工过程中需去除约70%的水
分，这使得加工成本相对较高。

“马铃薯没有面筋，制作马铃薯馒头需要和
面粉混合，之前都是把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按照3：
7的比例混合制作。如今，马铃薯生浆馒头在制作
工艺上进行了创新，把收获的马铃薯洗干净、去
皮后，直接打成生浆，与面粉按照1：1的比例混合
制作馒头，这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
了产品的口感和营养价值。”胡柏耿介绍，每个马
铃薯生浆馒头重80克，维生素C含量达5 . 1毫克，
钾元素含量高达362毫克，形象地说，一个马铃薯
生浆馒头相当于1个苹果+1根香蕉+1个普通馒
头的营养价值。

从马铃薯全粉馒头“升级”为马铃薯生浆馒
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希森薯业先后与山东
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投入3000余万元，历
时1年多，研发出“马铃薯生浆馒头加工工艺”。团
队反复试验，解决了生浆馒头持气差、易开裂等
多项技术难题，全自动化生产的马铃薯生浆馒头
质量进一步提升，实现了标准化。

除了生浆馒头，马铃薯还“变身”为饼干、面
条等食物，口感与营养双重升级，也成功缓解了
马铃薯产量持续攀升与加工转化效率相对较低
之间的矛盾。

踏上“一带一路”
乐陵马铃薯种走向国际市场

走出德州、走出山东的乐陵马铃薯如今还踏
上了“一带一路”，成功走向国际市场，让世界尝
到中国马铃薯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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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萨克斯坦，马铃薯是主食之
一，但中亚一带马铃薯亩产量低、抗病
虫害能力差、品种单一。“希森”系列品
种被引入当地后获得成功，2018年，阿
斯塔纳希森马铃薯示范园种植的500
亩“希森6号”喜获丰收，亩产超过当地
主栽品种两倍，同时，“希森6号”的薯
肉颜色和味道也都符合哈萨克斯坦居
民的喜好，在赛福林农业技术大学的
推动下，该品种成为哈萨克斯坦重点
推广的马铃薯新品种。

据了解，“希森6号”仅用2年时间
就完成了哈萨克斯坦原需5年的推广
认证，被列入当地马铃薯品种种植补
贴目录，是我国首个在哈萨克斯坦登
记的马铃薯品种，另一个由乐陵国家
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赛福林农
业技术大学联合研发的马铃薯新品
种———“红玫瑰”也在哈萨克斯坦完成
了登记。在哈萨克斯坦建立的马铃薯

产业示范园被列为“山东省境外农业
示范园区”，成为“一带一路”中国农业
走出去的成功典范。

“我们今年还和俄罗斯进行了合
作。”实验室技术员龚丽娟说。据悉，俄
罗斯是世界第三大马铃薯生产国，拥
有世界上最大的三个马铃薯种质资源
库之一，也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中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之一，此
次与俄罗斯的合作，将引进俄罗斯优
良马铃薯品种及种质资源不少于30
份，开展马铃薯种质资源评价、鉴定及
筛选高产、优质、抗旱各种性状的种质
资源，运用现代育种技术和种植技术，
提供2-3个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农业生产特点的优良品种，在核心节
点建立高产马铃薯示范区300—500
亩，示范推广2万亩，辐射带动10万亩
以上，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马铃
薯产业健康发展。

李梦晴 李庆都 德州报道

2023年，神州十六号载人
飞船升空时搭载了希森薯业
的66500粒马铃薯实生籽。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马铃
薯不是通过种子种植的，而是
通过切块种植的。那么，为什
么不带马铃薯切块“上天”，而
是要带马铃薯实生籽“上天”
呢？这里牵扯到一个生物学知
识。马铃薯实生籽，也称为马
铃薯实生种子，即马铃薯通过
开花、授粉后结成的浆果中的
种子，每年9月份，在内蒙古大
田里，科研人员就能收获到大
小宛如芝麻粒，通体呈现黄褐
色的实生籽。通常情况下，马
铃薯通过切块播种来进行无
性繁殖，而实生籽是马铃薯品
种杂交后产生的果实，马铃薯
品种杂交是有性繁殖，也是一
种培育新品种的方式。杂交育

种可以挑选优质父母本进行
杂交，形成不同的遗传多样
性，通过筛选从而获得具有优
良性状的新品种。

那么，什么样的马铃薯实
生籽才能被选中搭乘神舟十
六号，进入太空呢？

“我们选了20个组合，主要
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特用型
的，比如薯肉是红色的、紫色
的；第二类是高产型的；第三类
是耐盐碱的，比如东营盐碱地
上的一些试验材料，这些都具
有比较大的意义。”希森薯业实
验室技术员王珍珍介绍说。

这场太空“旅行”蕴含着
马铃薯领域的巨大突破和无
限希望。这些实生籽不仅要面
对微重力环境的考验，还要承
受强辐射和高真空等极端条
件的影响。然而，正是这些极
端条件激发了种子内部的基
因变异，为后续的马铃薯育种

提供了宝贵材料。
“种子回来后需要去公证

处做公证，大约一个月后会邮
寄到我们手里。回来的种子经
过催芽、育苗，移栽之后收获
鹌鹑蛋大小的微型薯，作为育
种材料第二年种到内蒙古的
试验田里。”王珍珍说。

据悉，航天育种又称为太
空育种、航天诱变育种，与传
统育种相比，航天育种最大的
优势在于变异率高、育种周期
短，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
内创制出高产、早熟、抗病等
性状优良的种质资源。航天育
种正成为创制新种质资源的
重要途径。值得一提的是，本
轮选育采用当前最前沿的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辅助传
统遗传育种的方式，以高度精
准的方式编辑马铃薯基因组，
靶向提取和插入耐盐碱基因，
加快改善提升品质进程。

除了吃，马铃薯还能做电池
李梦晴 李庆都 德州报道

“马铃薯”因酷似马铃铛
而得名，此称呼最早见于康
熙年间的《松溪县志食货》。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安
第斯山区，它何时何地传入中
国，目前尚难确切断定。根据
陕西省兴平县县志和1700年
修的福建省松溪县县志的记
载，16世纪至19世纪时马铃薯
已分别由西北和华南通过多
种途径传入中国。根据明朝的
记载和著述，也有学者认为早
在16世纪的明朝万历年间，马
铃薯就传入中国。

中国是最大的马铃薯生
产国和出口国，占全球的近四
分之一。在我国，不同地区对
它的称呼各有不同，中国东
北、河北称土豆，华北称山药

蛋，西北和两湖地区称洋芋，
江浙一带称洋番芋或洋山芋，
广东称之为薯仔，粤东一带称
荷兰薯，闽东地区则称之为番
仔薯，在鄂西北一带被称为

“土豆”。
马铃薯是我们日常饮食

中常见的一种食物，富含多种
营养成分，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C、钾
等，能提供能量，有助于肠道
健康，增强免疫系统和调节血
压，此外，马铃薯还含有多种
微量元素和抗氧化物质，对人
体健康有益。

马铃薯不仅可以做成各
种美味的菜肴，如土豆泥、炸
薯条、土豆烧牛肉等，还可以
做成电池，这是因为它含有酸
性物质，可以作为电解质，与
金属电极发生化学反应，产生

电流。这款电池来源于以色列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相关
技术开发，研究人员发现提高
土豆块涂层的盐桥能力后能
够通过多种方法产生电力。这
款简易、可持续的设备能为全
球很多电力供应不足的国家
带来即时的、价格低廉的电力
解决方案。

2022年12月16日，巴西流
行歌手阿妮塔在洛杉矶的一
间录音棚里重新录制了自己
的热曲《Envolver》混音版。录
音棚的供电方式为8500个土
豆组成的电池组，它们能发
67 . 76瓦时的电。来自美国的
ZyynLabs公司和薯片生产商菲
多利北美公司合作促成了这
次音乐界的“混搭”创举，创造
了土豆电池最高功率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你可知道，我国马铃薯的种子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德州乐陵。在这里，
这些看似平凡的“土疙瘩”，在科技与汗水的浇灌下绽放出独特魅力，成为名副其实的“金疙瘩”，据统计，乐陵每年年马
铃薯原种和脱毒种薯产能分别达8亿粒和15万吨，“希森”系列品种全国累计推广种植超过3450万亩，规模和产能均
位居全国第一位，带动了25个省区超100万薯农增收致富，累计创造社会效益超190亿元。不仅如此，“希森”马铃薯种
还踏上了“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市场，让世界尝到中国马铃薯的滋味。

葛延伸阅读

太空育种：马铃薯种子的“太空之旅”

葛相关链接

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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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
州州
乐乐
陵陵
马马
铃铃
薯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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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
技技
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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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
全全
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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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之
旅旅

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在观察航天马铃薯种子组培苗。

国家马铃薯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在观察雾培彩色马铃薯长势。

22002244年年99月月，，希希森森集集团团内内蒙蒙古古马马铃铃薯薯育育种种试试验验基基地地44000000余余份份资资源源及及品品系系，，1100万万余余单单株株((包包括括太太空空搭搭载载的的实实生生籽籽繁繁殖殖的的单单株株11 .. 55万万株株))进进行行收收获获。。

希希森森马马铃铃薯薯组组培培幼幼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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