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素有“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美誉的云南，有这样一座特殊的

博物馆——种子博物馆。种子博物馆位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扶荔宫”生物多样性体验园内，是我国第一座以野生植物种子为主题

的博物馆。

眼前的这面种子墙，可以说是博物馆内最为亮眼的展品：2040 根亚

克力柱子中，盛放着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植物种子。整齐

排列的种子墙犹如一幅巨型画作，让人得以一窥植物的奥秘。

种子的出现，是植物演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迈过高山、远渡

重洋，种子以其独特的生存模式跨越时空、散播全球，帮助植物成为现

今地球表面绿色的主体。

小如尘埃的斑叶兰种子，5 万粒只有 0.025 克；而世界上最大的种子

塞舌尔海椰子，却重达 20 公斤。经过数亿年的演变，种子才形成了现

在这样多样的外表和精妙的内部结构。站在种子墙前静静观赏，这里

既有熟悉的松树、银杏等树木的种子，也有水稻、小麦、茶叶、咖啡等与

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作物的种子。在香料墙上，146 个展示台既陈

设着我们常见的辣椒、花椒、八角等香料种子，还有姜味草、糯米香等更

有特色的作物种子。不同种子、万千变化，展示的是自然世界的丰富多

彩与生物的多样性。

五颜六色的瓶子静静悬挂，各式各样的植物在瓶瓶罐罐中生长开

花。“希望！”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副主任牛洋说，“这

是这组装置的名字。200 多个瓶子，展示了 56 种濒危或具有科研、经济

价值的植物离体材料。”组织培养是保存生物种质的有效方式，适当的

培养基、光照和温度，可以令植物在瓶瓶罐罐中生长甚至开花，并保持

与母体一致的遗传信息。牛洋介绍：“有些种子比较小，在野外也很难

收集，从种子到育苗的过程非常困难，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形式对它们的

种质资源进行保存。”

当然，种子博物馆并非种子实际的保存方式。博物馆的展陈主要

用于科普，展示种子的多样性以及种子与人类的关系。更多宝贵的种

质资源，珍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中。

种质资源的保存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德铢说，种质资源的狭义概念是具有生命力或再

生能力的遗传资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成后，相当比例

的珍稀濒危、特有物种的种子已经入库。当一个物种濒临灭绝时，我们

就可以启用这些种质资源，使该物种的安全得到保障，从而保护生物多

样性。

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全球第二、亚洲最大的野生

种质资源库。在这里，有一支专业的种子采集队伍。从荒漠戈壁到热

带雨林，从世界屋脊到峡谷平原，种子采集员们的足迹遍布全国。为了

采集和保存珍稀濒危和有重要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植

物种子，他们必须跋山涉水，每年都有大半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截至

2021 年底，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保存我国野生植物种子

10917 种 87863 份。

种子代表生命和希望，保护种子就是保护未来。在当今生物多样

性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显得尤为重要。正

如博物馆解说词中所言：“只有依靠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以及人类的理

性和科技的进步，我们才有可能继续驾乘生命之舟，驰向浩瀚的宇宙，

谱写生命的奇迹。”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种子博物馆

展示自然世界丰富多彩和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李茂颖

■华夏博物之旅R

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科学工作者在辽宁普兰店一个干

涸池塘的泥炭层里发现了埋藏上千年的古莲种子。种子经

培育后，依然能正常开花结籽，这是目前我国已知自然条件

下寿命最长的植物种子。

它为何如此长寿？据了解，莲的果皮坚韧且厚，抗压性

较强，能对种子起到保护作用。此外，在果皮表皮下，还有

一层能有效防止水分进入的栅栏组织。幼果果皮气孔下原

本进行气体交换的气孔道，在果实完全成熟后，也会缩小并

封闭，从而使果实变成一个密封舱，实现有效保护。

（本报记者李茂颖采访整理）

我国最“老”的种子多少岁

最大的种子是塞舌尔海椰子，重可达 20 公斤。海椰子

外观呈椭圆形，长约 50 厘米，宽约 30 厘米，是世界上最大的

植物种子。海椰子生长发育极慢，种子播种后需 2—3 年才

能发芽，25 年才能开花、结果。雌株的花朵在受粉两年后

才能结出小果实，果实需要 8—10 年时间才能成熟。海椰

子作为生物进化遗留下来的活化石，因其稀有奇特而弥显

珍贵，现仅存在于非洲东部塞舌尔群岛的普拉兰岛。

最小的种子是斑叶兰的种子。人们常用芝麻来比喻

“小”，5 万粒芝麻的种子重约 200 克，而 5 万粒斑叶兰种子

却只有 0.025 克，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楚。斑叶兰的种子构

造非常简单，只有一层薄薄的种皮和一个尚未分化的胚，故

其生命力不强，容易夭折。为弥补种子质量不高的问题，斑

叶兰会产生出数量惊人的种子，通常一个蒴果内的种子就

数以万计。这些种子轻似尘埃，随风飘扬，到处传播，所以

终有一些种子能找到适合的地方，生根发芽。

最大和最小的种子是什么

对野生植物的种子，科研人员会优先收集濒危物种、区

域特有种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每份种子最少采集

2500 粒，最佳采集 1 万粒。对于耐脱水耐储藏的种子，采集

后将其置于空气相对湿度 15%、温度 15 摄氏度的初干燥间

摊晾阴干。在去除杂质，完成质量检测（得到饱满率）、数量

估算之后，再次放到主干燥间干燥脱水至 5%左右的含水

量。最终，种子在干燥间中用合适的容器密封包装，放到零

下 20 摄氏度的冷库内保存，大部分种子在这里可存活几十

年甚至上千年。

离体保存也是保存生物种质的有效方式。有些种子难

以常规低温干燥保存，还有些植物很难收集到种子，这时可

以选择尚有活力的胚、叶片或茎尖等进行组织培养，通过试

管苗及其他微繁殖体或培养物对野生植物进行离体保存。

种子是如何长期保存的

图①、图④、图⑤、图⑥：分别为体式显微镜下拍摄的软荚红豆种

子、乌桕种子、黄杞种子、大王马先蒿种子。

图②：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中保存在冷库中的种子。

图③：种子博物馆中的“希望”组培苗装置。

图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植物离体库内观

察保存的离体培养物。

图⑧：航拍“扶荔宫”生物多样性体验园。

图⑨：种子博物馆内的亚克力种子墙。

图③图⑧图⑨为徐俊摄，图①图②图④图⑤图⑥图⑦由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供。

图表数据来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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