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文艺创新成果 3-科普论文 

 

课题：无籽西瓜培育原理以及相关传言 

 

摘要：无籽西瓜不是“避孕药”“甜蜜素”注射的结果，而是通过科学方法，通过

秋水仙素处理，使二倍体植物转变为四倍体，二、四倍体杂交形成三倍体植株，利用三

倍体植物无法形成正常种子的特性达到无籽效果培育出的西瓜，是科技创新结果，完全

可以放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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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的进步总能为人们带来便利，比如有人说：夏天有三宝：空调、WIFI、

无籽西瓜。这三件宝贝都是科技带来便利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无籽西瓜就是本文

的主角，更是把西瓜的价值翻了一番，让人们摆脱了吐西瓜籽的痛苦。然而，无

籽西瓜却遭到了很多人信誓旦旦的是打“避孕药”“甜蜜素”的西瓜等等谣言攻

击，实在令人遗憾。网络上关于无籽西瓜的培育也只有种植技术、专业术语为主

的只言片语介绍。我喜欢“吃西瓜不吐西瓜籽”，所以我找来高中生物教材，结

合“果壳”网等相关知识的学习梳理，决定做一个系统的“无籽西瓜”科普。实

际上，只要有一定基础的生物学知识，就能揭示无籽西瓜的秘密。 

二、无籽西瓜培育原理 

（一）基本原理：阻止配子形成消灭种子 

首先，大家都知道西瓜籽，就是西瓜的种子——也就是“无籽西瓜”要消

灭的目标，实际上是西瓜的生殖器官。与其他植物一样，在生殖细胞结合中决

定西瓜种子的产生，是西瓜正常生长中起遗传作用的关键器官。所以，要消灭

西瓜种子，最直接的方法是破坏西瓜负责遗传的这部分基因，或者让这部分基

因无法正常发育，相当于关上了西瓜产生种子的“开关”。 

循着这条线索，通过初中《生物》的“生物的遗传和变异”和高中生物的

“细胞的生命历程”，我们就能够找到种子产生的关键时刻——形成配子的时

刻。植物的染色体总是成双成对的，正常的细胞都是二倍体，即染色体都是成

对的。但在细胞减数分裂的时候，这一对染色体会被拆开，分别“注入”到各

自的性细胞中，所以性细胞的染色体数只有正常细胞的一半，只有当两性性细



胞结合为受精卵的时候，染色体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变成正常细胞。细胞进行

减数分裂变为性细胞的过程就是配子（生殖细胞）。“在生物的传宗接代过程

中，配子是联系上下代的桥梁，是传递遗传物质的唯一媒介，基因可以随配子

代代相传。[1]”如果用一种“干预手段”破坏这个媒介，让配子形成失败或者

失效，植物子房里的胚珠便无法成熟变成种子。所以，消灭种子的箭头指向了

阻止配子形成——就是使西瓜（包括所有二倍体植物）最终“种（有籽）瓜得

（无籽）瓜”的基本原理。 

（二）阻止方式：剪断细胞生殖发育通道 

前面分析过“无籽西瓜就是被截断配子形成媒介种出的西瓜”。那么怎么阻

止配子形成呢？配子其实就是将普通细胞的成对染色体拆开，平均分离到性细胞

中。只有这样才使性细胞成为正常染色体，才能与异性性细胞结合成为受精卵。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必须是建立在细胞染色体是成双成对的基础上的。 

如果染色体并不是成双的呢？这就是关键——当染色体不是成双成对的时

候，配子是无法形成的。这就好比把单数个蛋糕平均分到两个盘子里，却要求你

不能把蛋糕切开。在这种情况下，细胞进行减数分裂时就不能均分染色体，就会

出现名为联会紊乱的状况，即减数分裂前期染色体不能正常配对，无法形成有生

殖效应的配子。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非二倍体细胞，我们不能像袁隆平找水稻一

样在自然界找到无籽西瓜，而且即使曾经有过，也是因为自然变异而产生出的无

籽西瓜，它也无法保留下来。原因很简单——它毕竟是无籽的。 

排除了自然界寻找的想法，科学家只有回到实验室里继续研究。发现其实寻

找单数倍细胞可以通过数学方法解决——二倍体的染色体数目是 2n，那么我们

要寻找的就是单数 n。最直接的办法是 n＋2n，如果把 2n 当做一个普通细胞的

话，n就是一个性细胞，可是普通细胞不能与性细胞结合（也不能与其他任何一

种结合），能够相互结合的只有性细胞。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染色体数目分别是 n

与 2n 的两个性细胞，让他们相互结合，就得到了染色体数目为 3n 的一个受精

卵。无籽西瓜原型就出来了。 

（三）阻止工具：生物碱秋水仙素阻止细胞分裂 

可是，哪里去找染色体数目为 2n的性细胞呢？ 

性细胞的染色体数目为 2n意味着它的原细胞染色体数目要为 4n，直接翻了

一倍，这种细胞也许会在自然界存在，但是找到的几率就像海底捞针，有没有更

为直接的办法，比如人工制作四倍体细胞呢？ 



答案是有的（不然就没有无籽西瓜了嘛）。 

对二倍体细胞来说，它的生命历程中大部分都被称为分裂间期，分裂时间约

占一个细胞一生的 90％到 95％，这段时间它的染色体数目都是我们熟知的 2n[2]。

但剩下的 10%-5％的时期染色体数目不是 2n，而是我们正在寻找的 4n，这是因

为细胞即将进行有丝分裂。与无丝分裂不同，有丝分裂方式会将染色体翻倍（实

际上是染色质），再变为两个细胞，这种分裂方式在高等生物中非常为常见[3]。 

可是，有丝分裂最终还是会分裂成两个细胞，做不到保留所有染色体，因为

细胞分裂增值才是它的最终目的。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阻止它分裂的进程，而停

留在四倍体的阶段呢？答案是还是“能”——1937 年美国学者布莱克斯利

（A.F.Blakeslee）等用秋水仙素加倍曼陀罗等植物的染色体数获得了成功。以

后秋水仙素就被广泛应用于细胞学、遗传学的研究和植物育种的工作中。 

有丝分裂与无丝分裂的不同就在所谓的“丝”上面，丝就是指纺锤丝，也叫

做微管。染色体的分开是从着丝点处开始的，然后两个染色体逐渐分开。当它们

完全分开后就向相对的两极移动。可以说，纺锤丝是分离复制好的染色体以及有

丝分裂的细胞的关键点，如果能够消灭它，细胞就不会分离，而且它复制出来的

4n个染色体却会得以留存。所以，我们只需要一把“剪刀”来剪断纺锤丝，就能

造出四倍体细胞来。 

秋水仙碱就是我们要的“剪刀”，这是一种生物碱，因最初是从百合科植物

秋水仙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叫秋水仙碱或秋水仙素。秋水仙碱能阻止有丝分裂进

程，阻止分裂就破坏了纺锤体，就相当于用外力破坏基因，剪断了纺锤体这根线，

染色体便只分裂不分离。这种由秋水仙碱引起的不正常分裂称为秋水仙碱有丝分

裂。在这样的有丝分裂中，染色体虽然分裂了，但细胞并没有分裂，不能形成两

个细胞，因而使得染色体分裂加倍，产生出我们需要的四倍体[4]。 

剩余的事情就简单了：我们用秋水仙碱人工阻止细胞分裂，把得到的四倍体

西瓜和二倍体西瓜进行杂交，2n 的性细胞和 n 的结合，就变成染色体数目为 3n

的受精卵，也就是无法产生种子的西瓜的“种子”——即三倍体西瓜种子[5]。这

个三倍体种子种出来的西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无籽西瓜了。 

（四）生长问题：二倍体授粉和生长素合成 

得到了无籽西瓜的“种子”。可是西瓜长大开花后，问题又出现了：授粉的

时候是应该用二倍体的花粉还是四倍体的花粉？ 

从逻辑上来看，授粉自然是用二倍体的，因为二倍体是自然的，不需要像四



倍体一样再次进行人工培育。具体的原因是从实验得出的：根据实验数据显示，

用二倍体西瓜的花粉会产生只有发育不完全种皮的西瓜，种皮里面没有种胚。用

四倍体花粉授粉产生的西瓜同样没有种胚，是“无生殖能力”的，但是种皮却发

育完全，外形和坚硬度与普通西瓜籽并无一二，达不到“无籽”的良好口感。所

以授粉要用的还是二倍体的普通西瓜。 

介绍到这里，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无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制造的方法也

清楚了，可逻辑上还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西瓜的生长是需要生长素的，我们知

道，果实是由子房发育而来的，在子房发育成为果实的过程中，需要一定量的生

长素。根据植物学原理，果实发育所需生长素是由胚珠形成的种子所提供的，三

倍体无籽西瓜是根据染色体变异的原理培育而来的，是不会直接发育胚珠成为种

子的，是无法自行提供果实所需的生长素的。 

但是，无籽西瓜的发育仍然需要生长素，没有了种子，生长素从何而来呢？

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生长素不只是在发育的胚珠中产生，一般来说，生长

素在植物体内的合成部位是叶原基、嫩叶和发育中的种子，这些部位都存在用于

合成生长素的酶。植物内部本身拥有的物质在这些酶的催化下，也会转化为果实

发育所需要的生长素，当二倍体植株的花粉萌发时，它的花粉（人工或自然授粉）

传播到三倍体植株的子房内的同时，也就将其自身合成生长素的酶转移给了三倍

体植株，并在三倍体子房内合成大量生长素，促使子房发育成无籽果实。所以说，

生长素的确必不可少，但也有其他方式可以合成。 

三、粉碎传言：无籽西瓜更甜更经济 

所以，网络和民间传言的无籽西瓜是“避孕药”“激素药”作用的结果是毫

无科学依据的。 

另外还有传言说无籽西瓜的甜是因为注射了“甜味素”的原因，这也是谣言。

实质上，三倍体无籽西瓜含糖量本身就比普通西瓜高，因为三倍体无籽西瓜经过

一系列变异，核内染色体加倍，本当作用于种子的子叶中的那部分养物质转化为

糖的形式存在于果肉细胞中，无籽西瓜含糖量就自然比普通西瓜高了。不仅植物，

三倍体牡蛎也是利用同样的科学原理，因此个头更大、生长更快。 

网上有人拍出照片,说西瓜里的黄色筋络就是打催长针的证据，这也是谣言。

同样的道理，无籽西瓜不用关心“种子”，有营养物质转移，不用催长素也可长

成 “大块头”。再者西瓜内是一个密闭空间，它的每个生长阶段都非常“充实”，

果实内部处于“高压”状态的，针头可能扎得进去，但“药水”却很难注射进去，



注射进去也不可能均匀流动，更何况在发育的西瓜上打针的话，西瓜就可能“自

身难保”，因为西瓜留下针眼要么感染，要么被嗜糖或者喜食汁液的昆虫长驱直

入咬食果汁，西瓜还没长大就坏掉了，无论哪种情况西瓜都难以存活。成熟的西

瓜也很难存放，还没卖出就烂掉了，岂不是得不偿失？ 

四、结语 

总体来说，无籽西瓜不是“避孕”、催长的结果，更何况动物激素和植物激

素本来就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无籽西瓜的甜度高也不是因为注射了甜蜜素的缘故，

这一切都是科学选育的结果，总体是利大于弊的。不仅西瓜，番茄、黄瓜、辣椒

等都可通过同样的选育，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有丰富口感的食物。科学为人类带

来的总归会是利益，而科学的发展也总有科学的精神伴随，所以要相信科学、发

展科学，更要宣传科学，大众更是要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科学推动文明发

展，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有强大的潜力，也有坚实的基础，科学发展会为人

类带来更多便利，也一定会让我们的生活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所以，让我们努力学习科学，为国家发展、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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