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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月球上其实并不
是不能种菜，只是无法在自然状态下
种菜。早在2019年1月，嫦娥四号就
在月球上种出了第一片绿叶。

2019年 1月，嫦娥四号月球探测
器在月球背面登陆时，即携带了一个
装有棉花、油菜种子和果蝇卵的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罐。这个载荷罐就是
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它能利用太阳能
电池加热，通过月球表面自然光提供
光照，再利用聚酯薄膜保温层和半导
体冷热片控制温度，为种子提供适宜
的温度、湿度，从而使棉花种子成功
发芽，成为了“月球第一抹绿色”。

但这与在“月球上种菜”有很大
的不同。若是在自然状态下通过月
壤种菜，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呢？

首先要克服温度困难。月球夜晚
的温度在- 200℃以下，白天超过
120℃。而植物生长的适宜温度在-10～
40℃。在载荷罐中，科学家是通过散
热片进行物理散热的方式，让装置
内部的温度保持在20℃左右的。

其次，载荷罐是与外界隔离
的。载荷罐之外的月球自然状态下
没有空气，还有高能粒子和太阳
风。想要种菜，还得解决空气和辐
射的问题。

另外，“物流”也是相当重要的一
环。月壤包含橄榄石、长石、辉石和
陨石撞击下形成的二氧化硅（即玻
璃）颗粒，大部分成分同地球一样，虽
然其中有很多元素是植物生长所必
需的，例如镁元素参与叶绿素的合
成，磷元素能刺激植物根系发育等
等。但这些元素绝大部分是以还原
态的形式存在于矿物中，无法被植物
直接吸收利用。植物生长所需的氮、
碳等元素，月壤中也没有，只能从地
球运送。

当然，月球上也没有任何液态水，
本次载荷罐中的水，是从地球上带去
的，经过科学家精确计算，只带了18
克水上月球供种子发芽。但在月
球自然状态下种菜显然需要
海量的水，如果都从地球
千里迢迢带上去，那

“物流”成本可就
太高昂了。

月球上不能种菜，那么火星呢？
研究表明，40多亿年前，火星曾

是一个适宜孕育生命的星球。但因
为质量太小，磁场强度太弱，无法阻
挡太阳风长驱直入。从15亿年前开
始，被太阳风吹散厚重大气层后，火
星地表环境就变得非常恶劣。即使
火星上可能存在过生命，也早已在射
线辐射之下被破坏、杀死和降解了。

目前，火星被红土沙漠覆盖，其
中大量的表岩屑含有对人类有害的
高氯酸盐。同时，火星天气干燥寒
冷，平均温度只有-50℃。而火星仅
剩的大气层非常稀薄，密度只有地球
的九十分之一，其中95%是二氧化
碳。因为离太阳较远，火星上的光照
也不够，火星表面的最大光照强度只
有地球表面的43%。

虽然有相关国际机构声称，探
测器已在火星上发现了水。但目前
还不能确定这些水是以什么形式存
在的。普遍认为流动水的可能性较
低，大概率是水冰，目前还无法被
利用。

所以，火星也不适合在自然状态
下种菜。但科学家认为，有一种地球
藻类或许可以一试，那就是蓝藻。

蓝藻早年生活在海中，能在海水
蒸发后剩余的高盐度盐水液滴中存
活。“登陆”后的陆生蓝藻也叫发菜，
习惯生活在炎热又寒冷的沙漠中，每
年仅有几个小时的“湿润机会”，但仍
能顽强生存。当完全失水后，蓝藻可
以进入一种称为“脱水休眠”的无代
谢状态来抵御失水的影响。

除了耐受干燥以外，陆生蓝藻
还具有对高剂量紫外线和电离辐射
的耐受力。在实验室里，能在模拟
火星的紫外线通量中存活下来。另
外，部分蓝藻还能在黑暗环境中进
行光合作用，完全能够适应火星上
的弱光环境。

科学家据此认为，如果蓝藻能在
火星上生长，它们将成为“蔬菜大军”
的先锋。它们能产生氧气，改造火星

的岩石形成土壤，为种菜提供
土地，最终或为生命的进

程开辟道路。

当然，无论是在月球种菜还是在
火星种蓝藻，目前看起来还十分遥
远。但在太空中种菜，似乎已经闪现
着曙光。比如，在空间站上种菜。

在太空种菜，最主要目的是探索
如何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未来的
太空旅行可以实现自主供给氧气、水
和食物。同时，这也将是未来太空农
场的雏形。

目前，国际空间站每人每天要消
耗1.8千克的食物和包装，如果一个
4~5人小分队要去火星探索3年，需
要携带将近10吨的食物，会给飞船
带来很大的负担。除此之外，食物的
保质期也是个问题。哪怕太空食品
在22℃环境下能保存5年，但大多数
食物的维生素A、维生素C、叶酸、硫
胺素等每年都会大量降解，吃起来的
味道也一言难尽。

除了食物补给，太空种菜其实也
是构建人造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植
物种植可以帮助回收废水、制造氧
气、净化空气等。

但如果真的要在太空种菜，即使
阳光、水分、土壤、肥料都到位了，还
是有不小的困难。

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太空的微重
力环境。重力变化会影响到植物生
长激素的分布，甚至植物生长的方
向都会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太空
中植物可能生长更慢，根部更短，形
态更“扭曲”。同时，太空中持续存
在的辐射还可能造成植物未知的
DNA突变。

但是，这些困难无法阻挡人们
在太空中种菜的热情。

早在1971年，苏联科学家就开始
尝试在太空中种植小麦、萝卜和洋
葱。目前美国、俄罗斯已经实现小
麦、油菜、豌豆等多种植物的太空栽
培。航天员品尝过国际空间站种植
的生菜、大白菜等蔬菜后，认为“味道
不一般”。

2016年，中国在“天宫二号”空间
实验室里也种植了生菜，其生长情况
甚至比地球上还好。2019年，“天宫
二号”上还种下了拟南芥和水稻，以
探究太空环境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也许再过几年，科幻作品里的太
空农场，就要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变
成现实啦。

（本报综合）

种菜
能寄望于未来太空吗

人类对于
在地球之外种
菜这件事，一直
孜孜以求。尤
其是中国人民，
在种菜这件事
上将勤劳智慧
展现得淋漓尽
致，院子里、阳
台上、地砖缝隙
里、海滩上、沙
漠里、南极科考
站、太空里……
去年听说“月球
上不能种菜”，好
多人都感到十分
遗憾。其实，从
某种角度讲月球
上也不是完全不
能种菜。科学家
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在地球之外
种菜”的探索，为
了克服太空种菜
的困难，科学家
们可谓“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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