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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主要技术内容：离子注入是近30年来在国际上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一种材料表面改性高新技术。其基本原理是：用能

量为10～1000keV量级的离子束入射到材料中去，离子束与材料中的原子或分子将发生一系列物理的和化学的相互作

用，入射离子逐渐损失能量，最后停留在材料中，并引起材料表面成分、结构和性能发生变化，从而优化材料表面性

能，或获得某些新的优异性能。该项高新技术由于其独特而突出的优点，已经在半导体材料掺杂，金属、陶瓷、高分子

聚合物等的表面优化上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

工作者把离子注入应用到生物诱变育种中去，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科技成果。近2年来技术方在花卉离子注入诱变

育种研究与开发上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离子注入诱变育种简单地说就是利用离子注入进行生物诱变育种的一种新的育

种技术。离子束与生物的相互作用不仅有物理的和化学的，而且还会引起强烈的生物效应，从而促使生物产生各种变异

(其中有许多是自然条件下极为罕见或难以产生的)。因此，可以从中选出所期望的优良变异，经过培育而成为一种新品

种。离子注入诱变育种过程中，不仅离子束的能量对生物体有重要的作用，而且离子本身最终也停留在生物体内，对生

物体的变异也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它与一般用γ射线等进行的辐射育种和利用太空中强烈的宇宙射线进行的太空育种的

主要区别与突出优点。离子注入诱变育种的主要优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变异率高，一般要比自然变异率高1000

倍以上；2)变异谱宽，即变异的类型多，能够产生自然界里从未见过的新类型；3)变异稳定快，可以大大缩短育种周

期；4)离子注入诱变育种技术稳定可靠，简便易行。近2年来，技术方在凤仙花、大秋葵、紫鸡冠、黄鸡冠、串红、新

疆奥斯曼草等花卉上进行了花卉离子注入诱变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技术方主要的试验研

究工作为：花卉干种子的离子注入，主要是选择离子的种类，能量和剂量。育苗试验，离子注入的种子和未注入(对照)

种子在同样条件下种植，并仔细观察和记录其生长情况。而电镜分析和DNA分析，目前尚在进行中。技术方所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为：离子注入的种子和未注入(对照)种子有明显的差别。从试验中可以看出以下2个方面的显著变异：a) 花色

变异，凤仙花由原来的4种变为7种，经过离子注入后花色更加丰富多彩；b) 抗逆性强，离子注入的凤仙花和棕榈苗具

有抗旱和耐低温的优良性能。去年，技术方把凤仙花和棕榈种在冷温室里，未离子注入的没有出苗，而离子注入的基本

成活。又如，今年在育苗箱中所种的新疆奥斯曼草，在同样的干闷条件下，未离子注入的未成活，而离子注入的成活。 

市场前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花卉的需求不断增长，如城市建设、家居美化、礼尚

往来、商务活动等等都离不开花卉。花卉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并已在一些国家成为支柱产业，其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非常显著。花卉在中国也是一个前途广阔和方兴未艾的新兴产业，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重要产业或支柱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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