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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风掠过试验田，整齐
排列的育苗盘内，新一批蒲公英
幼苗正顶着两片圆叶舒展身姿。
这些承载着“沧蒲 1号”“沧蒲 2
号”优良基因的种苗，即将在移
栽后开启繁种之旅。

苗锋充满期待地说：“等这
批苗移栽繁种后，我们还要从全
国数十份种质资源里给它们‘挑
亲戚’，选出更适合鲜食加工、药
用提取和绿化观赏的细分品
种。”

作为沧州市农林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所长，苗锋干的就
是驯化野菜的事。

简单来说，驯化野菜就是让
野生植物适应人类需求，从“野
生”变“家养”的过程。苗锋说，驯
化野菜就像养孩子，不能着急，

“沧蒲1号”和“沧蒲2号”就是他
们团队用10年时间驯化成功的。

没被打理的
“野孩子”

春风一起，沧州的田埂边就
会冒出星星点点的黄花儿，顶着
白绒伞的蒲公英在风里摇晃。

苗锋小时候曾追着这些“毛
毛球”跑过，也曾吃过用蒲公英
做的美食。因此，蒲公英留给他
的印象特别深刻。

苗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林果蔬菜研
究所工作。那时，他在田间地头
忙活，也常常采些野生蒲公英带
回家食用。

在苗锋眼中，蒲公英可不只
是路边的“杂草”，而是植物界的

“六边形战士”：蒲公英全身上下
都是宝，叶子生吃清热解毒，根
系制茶清肝明目，花朵泡茶养颜
美容。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里
介绍蒲公英“清热解毒，消肿散
结”，现代研究更是发现它富含
维生素、矿物质。

虽然蒲公英好处多多，但野
生蒲公英却有几个显著的缺点：
叶片瘦巴巴像营养不良，叶子扒
着地面品相差，产量低得可怜，
还动不动就被虫害折腾得“面黄
肌瘦”。

近些年，城里人逐渐掀起了
养生热，野菜变成了“餐桌新
贵”。有人试着在大棚种蒲公英，
每公斤能卖几十元，比种其他蔬
菜收益大多了。

但问题来了：野生品种“水
土不服”，种一茬就生病，产量还
低。

于是，已调任沧州市农林科
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担任负责
人的苗锋决定：驯化蒲公英。

苗锋说：“野生蒲公英就像
没被打理的‘野孩子’，空有才华
却长歪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
它们培养成才。”

全国“海选”

2015 年，苗锋和蔬菜花卉
研究所的同事们组成的研究团
队开始在沧州市农林科学院前

营试验基地和西花园试验基地
进行试验，想选育出产量高、品
相好、口感佳的蒲公英新品种。

驯化野菜的第一步就是收集
种质资源。除了在我市黄骅、献县
等地采集品种，研究团队的工作
人员还想尽各种办法，从全国各
地搜集了58份蒲公英“选手”。

“这些品种来自新疆、甘肃、
河北、河南等不同生态气候地
区。”苗锋说，他们要从这些品种
里挑选出最适合本土化种植的
蒲公英品种。

这些种子来到沧州后，按编
号分小区播种在农林科学院的
试验田里。

播撒下种子后，科研人员就
要时常去观察记录了。

每一个小区的蒲公英都有
一份“成长档案”。株高、叶形、生
长速度、花期等都要记载其中。

野生蒲公英大多“弯腰驼
背”，叶片稀稀拉拉，而苗锋他们
想要的是叶片宽大肥厚，株型紧
凑直立的蒲公英。

繁殖“种子选手”

驯化野菜选种可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完成的。

2016 年春天，研究人员从
58个品种中挑选出综合性状表
现较好的 5个品种再次种进了
试验田。

这也就进入了驯化野菜的
第二阶段。

幼苗长大后，科研人员从 5
个初选小区的蒲公英品种里优
中选优，再次挑出 20株“种子选
手”，套袋隔离自交。

这些“种子选手”成了科研
人员的重点关注对象。

采摘种子时，他们小心翼翼
地将白色绒球摘下放到集种袋

中，然后进行脱种、晾晒。
接下来 4年，每年继续优中

选优。叶片小的、易生病的、产量
低的，统统被淘汰，剩下的“尖子
生”继续繁殖。

最终，科研人员发现有一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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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蒲公英特别争气：叶片比野生
种宽1.3厘米，产量高30%，还能
抗白粉病，活脱脱“学霸中的学
霸”，后来这株蒲公英就成了“沧
蒲2号”的祖先。

与此同时，科研人员还在这
一过程中发现了同样表现优秀
的“沧蒲1号”的祖先。

“终于找到了！”苗锋开心地
笑着说，“相对于其他野生蒲公
英，这两个品种的叶片粗纤维
低，口感更好。”

难道这就算驯化成功了吗？
别急！接下来还要进行品系

鉴定试验、多点示范性种植试验
和多点示范性推广。

野菜驯化的品系鉴定试验
是连接野生资源利用与人工栽
培推广的关键环节，通过遗传、
表型、适应性等多维度检测，确
保驯化后的野菜群体具备稳定

的优良性状，既保留野生优势，
又适应人工种植需求，为特色
蔬菜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数据会说话

经过10年重重考验，“沧蒲1
号”和“沧蒲2号”终于“出道”。

这俩“姐妹花”不仅产量
高、口感好、品质佳，而且各有
绝活：1号“颜值担当”，开花集
中，花量大，适合赏花、摘花或
制作花茶；2号“抗逆标兵”，耐
盐碱，抗白粉病，叶片肥厚口感
好。

示范性种植实验的数据最
有说服力：驯化出的蒲公英品种
亩产1220.3公斤，比野生种多收
30%；发病率11.7%，比野生种低
26.5%。

2024 年，河北省种子总站
发布的《2024 年度非主要农作
物认定审核通过品种的公示》
中，由沧州市农林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选育的“沧蒲 1号”“沧
蒲2号”通过新品种认定。

这是我市首次通过认定的

蒲公英品种。这也标志着苗锋他
们团队驯化蒲公英成功。

沧州地处盐碱地，土地贫
瘠，但也不失为沉睡的宝贵资
源。苗锋早就盯上了这块沉睡
的资源：“蒲公英天生耐贫瘠，
只要使它抗盐碱，就能在这儿
扎根！”

虽然蒲公英耐盐碱能力较
强，但经过试验，其种子在含盐
量 4‰—8‰的环境下，发芽率
仅为一半。

蔬菜花卉研究所的 90后科
研人员刘珊变身为“土壤医生”，
带着采样瓶跑到黄骅的盐碱地，
从 耐 盐 碱 作 物 根 系 周 围“ 挖
宝”——分离出能抗盐碱的土壤
微生物，制成“菌液保镖”。

蒲公英种子泡过这种菌液
后，就像穿上了“防盐盔甲”，发
芽率大大提高。

目前，刘珊等科研人员通过
试验，初步筛选了 6种能提高蒲
公英对盐碱地抗性的微生物菌
株，为在盐碱地里种植蒲公英打
下了基础。

野菜逆袭

考虑到新鲜的蒲公英不易
贮存和运输，苗锋带领团队在驯
化蒲公英的过程中，还研究深加
工的方法。

蒲公英花茶就是他们的目
标。

苗锋在实验室蒸、煮、晒、微
波轮番上阵，却一次次碰钉子。

传统的加工工艺制作成的
蒲公英干花品相不佳、商品性
差。

直到一位朋友提到冻干技
术可以在低温中锁住鲜活，建议
苗锋试验一下。

冻干设备启动后，零下50℃
的冷气像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托
住了蒲公英的每片花瓣。

完成加工后的蒲公英花栩
栩如生：鹅黄色的花朵保持着初
绽的姿态，仿佛刚从晨露里摘
下，连花瓣上的绒毛都清晰可
见。

苗锋迫不及待地冲泡，沸
水漫过的瞬间，花朵在水中舒
展如芭蕾舞者，金黄的色泽层
层晕开。茶汤透亮如琥珀，草本
清香中带着若有若无的甜意，
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封进了茶
里。

“冻干技术带来的惊喜远
不止于此：密封袋里的花茶数
月不变色、不吸潮，运输时蓬松
的结构让花朵韧性十足，哪怕
跨越千里，拆开后依然鲜活如
初。”说起蒲公英来，苗锋滔滔
不绝。

除了蒲公英，今年春天，苗
锋还忙活着做起了蒙古鸦葱的
盆栽试验：“蒙古鸦葱也就是沧
州人春季常吃的阳沟菜，下一步
我们想开展蒙古鸦葱的适应性
栽培试验。我们的驯化清单上从
来不止一个目标，这是一场永不
停歇的接力赛。”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驯 菜”
本报记者 吴艳

十年蹲守试验田，沧州市农林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苗锋带

领科研人员，让蒲公英从“野生”到“家养”，从贴地野蛮生长到直立丰

产，更适合食用、药用或观赏——

科研人员分离能抗盐碱的土壤微生物

试验田里的蒲公英试验田里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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