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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温库，则通过零下 196 摄氏度的液氮储备罐保存了

4000 份组织、细胞、体系等。超低温保存虽然是最安全长期的

保存形式，但是，植物的超低温保存都基于成熟的组织培养技术，

而不同的植物的组培技术又是不同的。因此，植物的超低温保

存对技术的要求比动物的要高得多。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通

过建立的组培技术平台，研究建立了普通野生稻、石蒜、百合、

菊花、香石竹、木薯、大薯、琉璃苣苔等植物的组培技术和超

低温保存技术。

在北京，有一座规模更大的国家作物种质库，那么上海市

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种质库的独特意义在哪里？基因中心副主

任刘鸿艳告诉《新民周刊》：“国家作物种质库更注重全面的

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而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

心的种质库则根据上海和国家需求注重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种质

资源保护，更偏向实用性，更富有特色，从中培育出了许多农

作物新品种。

“比方说，上海就建立了全国最大的生菜种质资源库，

为上海市菜篮子工程提供资源保障。目前共收集保存生菜资源

1800 余份，其中 980 份资源来自于美国农业部，200 余份来自

中国农科院，其余的来自亚洲蔬菜中心等世界各地，建立了 20

余份主栽生菜品种的指纹图谱。针对上海生菜生产中对耐热耐

寒生菜的需求，对部分资源的耐热性和耐寒性以及口感进行了

鉴定评价，并筛选获得耐热、耐寒等优异资源。通过杂交创制

新种质 6000 余份，并培育出一系列生菜新品种。”

相并列。2002 年基因库大楼建成，外形仿若优美的“诺亚方舟”。

“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

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这是已故“时代楷模”、

复旦大学教授钟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上海的“种子图书馆”

2002 年，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落成后，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成立，负责管理运行基因库。近 20 年过去，这里已经

建成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和全国最大的生菜种质资

源库。

走进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一进门便是 2002 年建设的

科普基因园，展示了数百种动植物进化的历程。紧邻科普基因

园的，就是基因库。中心拥有低温低湿库和超低温库两套保存

系统，可实现 30 万份农业种质资源的长、中、短期保存。

穿过缓冲间，打开厚重的大门，步入低温低湿库，一股冷

气冻得人瑟瑟发抖。种质资源经过清理、干燥和活力评价等处

理流程，封入锡箔袋，分门别类放置在一排排保存架上，乍一看，

有点像现在非常流行的咖啡馆里摆放整齐的待售咖啡豆。

整间低温低湿库，按照长、中、短期不同的温度和湿度要求，

分别在零下 18 摄氏度、零摄氏度和 10 摄氏度的温度，45%—

50% 的湿度下保存了 20 余万份种子，仿佛一座装满种子故事的

图书馆，提醒着每一位来者，“一颗种子一世界”——面对大自然，

人类应当始终保持敬畏和谦逊。一座“种子图书馆”，静静诉

说着每一颗种子的故事。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超低温保存是指在液氮（-196℃）下的低温保存。中心超低温保存的资源包括食

用菌、动物生殖细胞及植物茎尖、愈伤组织和DNA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