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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植 物 组 织 和细 胞 培 养

的 研 究 及 开发 利 用

邓 锡 青 刘 瑞 驹

(广 西 区药用植物园 ) (广西 药科学校 )

生物工程是国际上一门新兴的高技术学科
。

、

运用生物工程进行药用植物组织培养
,

将改

变传统的生产方式
,

解决过去用常规生产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

对中药的生产
、

科研
、

经

营将会引起突破性的变革
,

前景十分广阔
。

植物组织培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

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
“ 细胞全能性

”
被 证 实 以

后
,

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

这一新技术已渗透到植物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中
。

植物组织和细

胞培养是既通向生产又通向分子生物学间的一座桥梁
。

如同基因工程和发酵技术一样
,

组织

培养在生物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

自1 976 年第一次国际药用植物会议在西德慕尼黑召开以来
,

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研究药

用植物组织培养的高潮
。

国际植物组织培养联合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国际组织培养会议
,

迄今

已开过五届
。

1 9 7 8年 8月在加拿大 C al g ar y大学召开了第四届会议
,

有来 自39 个国家的 540 位

科学家参加
。

1叩 2年 7月在 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组织培养会议
,

有来 自57 个 国 家

和地 区的 660 位科学家参加
,

可见植物组织培养在国际上已受到广泛的重视
,

在理论研究和实

际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是生物科学中相当活跃的领域之一
。

无性系快速繁殖和想用植物组织培养方法生产天然药物的研究是国内外植物组织培养应

用研究的两大主流
。

一
、

无性系快速繁殖

组织培养技术在促进花卉生产和农作物去病毒 方 面 已 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

从 1 9 6 0

年M o r e l运用组织培养方法再生兰花至今
,

在世界范围内的兰花工业迅猛发展
,

已形成了完

整的兰花工业体系
,

使兰花栽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对人们的生活和世界经 济 带 来重大

影响
。 .

兰花工业主要是建立在植物组织培养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

无性快速繁殖技术是其最

重要的手段
,

它开创了组织培养技术实用化的先例
。

通常的作法是将植物的茎
、

芽
、

叶等外植体放在人工合成培养墓上进行无菌培养
,

通过

原球茎
、

器官发生或胚状体途径可以再生形成完整植株
。

到 目前 为止
,

我国药用植物获得试

管苗的有
:
人参

、

罗汉果
、

川芍
、

当归
、

青篙
、

紫背天葵
、

白岌
、

党参
、

延胡索
、

番红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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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唇芋兰
、

铁皮石解
、

蕾山 石 解等1 0 0多种
,

其中近年来通过各级技术鉴定会的成果有
:
广

西植物所罗汉果组织培养
,

吉林农大特产系人参花丝植株培养
,

安徽农学院等霍山石解组织

培养
。

试管苗具有繁殖系数高
,

不受季节的限制等优点
。

当然
,

并不是每一种植物都必须经过

试管苗的方式进行繁殖
。

但对于那些珍贵稀有的
、

濒于灭绝的
、

医疗效果好的
、

市场需要量大

而又一直供不应求的药用植物种类来说
,

该方法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

如罗汉果的优良品种

长滩果
,

果形好
,

果大
,

为出 口创汇的主要品种
,

若采用常规的压条繁殖方法是难以提供充

足的种苗的
,

而采用试管苗方法就可以提供大量高质量的种苗 , 濒危珍贵药用植 物 铁 皮 石

解
,

由野生变栽培
,

首先就遇到种苗问题
,

也只有通过胚培养
、

茎节培养的方法才能得到大

量种苗
,

如果采用普通在土壤中播种育苗的方法
,

是解决不 了种苗问题的
。

试管繁殖之前
,

先进行茎尖培养和热处理得以去除病毒
,

从而获得去病毒植株
。

这样的

种苗
,

长得壮
、

产量高
、

质量好
。

我国山东大学和荷泽地 区医药公司参照防止马铃薯退化措

施
,

通过茎尖培养
、

快速繁殖和病毒检定
,

解决了地黄退化病毒和地黄黄斑病毒
。

怀地黄去

病毒后
,

块茎产量显著提高
,

块茎整齐
、

粗壮
,

呈纺锤形
,

单株重 2 1。克
。

而对照组块茎 不

整齐
、

细长形
、

纤弱
,

单株仅重 6 7克
。

在药用植物栽培中所谓 品种退化产量下降的现象比较

普遍
,

去病毒植株的培养技术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

当然
,

去除了病毒的植株并不能阻

止病毒的重新感染
,

为此还必须建立相应的生产去病毒植物的基地
,

药用植物试管苗工厂化

商品化生产的要求
,

不仅是迅速
、

大量
、

品种一致地为生产提供高质量的种苗
,

而且也应该

是去病毒的种苗
。

二
、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研究

1
。

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研究对象上
,

现多侧重于抗瘤药用植物 ( 如长春花
、

三尖杉等 )
、

价值昂贵的药用植

物 ( 人参
、

罄粟
、

洋地黄 ) 和有近期应用价值的植物 ( 黄连
、

紫草
、

金鸡纳 )
,

这些都是为

了工业生产应用进行的研究
。

在利用组织培养技术生产天然药物的研究上
,

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

( I ) 植物组织 和 细

胞培养可用于产生次生代谢产物
,

即利用细胞悬浮培养某些药用植物细胞
,

进行工业生产提

取药物
。

人参细胞粗皂贰含量可达千重的 2 1%
,

远高于人参根 4
.

1%的含量
,

紫草细胞 紫 草

色素含量为重的 12 %
,

而原植物根中只含 1
.

5%
。

现在
,

人参
、

紫草素
、

黄连素等已 实现 工

业生产
。

( 2 ) 用植物细胞培养可进行某些化合物的转化
,

使它们转变为更有用的药物
。

这种

过程称为生物转化作用
,

它被认为是植物组织培养在生物工程方面最有希望的 领 域
。

西 德

eR in h a r d用毛花洋地黄细胞将洋地黄毒贰几乎全部转化为地戈辛
,

现已进 行 工 业 生 产
。

( 3) 植物细胞培养还可能是新的活性物质的
`

一个来源
,

通过对各种 植物的细胞培养
,

进 行

药理筛选
,

有可能发现作 为药用的新物质
。

在基础工作和培养技术上
,

针对植物细胞生长速度慢
、

培养细胞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比原

植物低和细胞株系不稳定
,

重视基础工作和培养技术的改进
。

( l ) 反复筛选
,

建立高产细胞

徕
。

通过平板培养进行细胞株系的筛选
,

并应用放射免疫测定法可以有效地帮助筛选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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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在 5 0 00毛花洋地黄细胞株中

,

含有异经基毛地黄毒贰配基糖贰的高产细胞
,

在频率分布上

仅占群体的很小部分 ( < l % ) , F u k iu 等报告
,

经过反复筛选得到稳定和高产的黄连 细 胞

株
,

小集碱产量达 10 % , T a b a t a
得到的紫草高产细胞株

,

含紫草素为 12 %
。

( 2 ) 诱变处理

选择优良细胞株
,

增加前体物质提高产量
。

W at a n a b
e
用

” ,
C

。
一丫射线处理薰衣草细胞 培 养

物分离出一细胞株
,

其含游离生物素比亲本植物完整叶片中的含量 高 6倍
。

C 。
此 at ble 通 过

诱变选得长春花细胞株
,

使其中三种生物碱的含量从 1
.

3%提高到 6
.

3 %
。

K au l等在三 角 叶

薯裁细胞培养中
,

在培养液中加入适量的胆固醇
,

薯欲皂贰元的含量 可由 1
.

5%提高到 2
.

5%
。

( 3 ) 两步培养法的建立
。

F uj it a 用两步培养法生产紫草素
,

第一步把经过筛选的细胞 培 养

在适应于细胞增殖的 L S培养基中
,

在培养物达到一定生物学产量后
,

第二 步 转 入W hi et 培

养基
,

细胞增殖减慢
,

但能合成较多的紫草素及其衍生物
,

产量高达 13 %
,

而单级培养则不

产生紫草素
。

2
。

我国的现状及进展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
, 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单位进行人参

、

西 洋参
、

三

分三
、

毛花洋地黄
、

地不容等重要药用植物的组织培养研究
。

早在 60 年代初
,

罗士韦教授就已进行过人参和曼陀罗的愈伤组织培养的研究
,

可惜后来

因故中断了
。

1牙7 8年起
,

朱蔚华等和丁家宜等相继报道了他们各自的人参组织培养及其有效

成分的研究工作
。

朱蔚华等测定人参愈伤组织中人参皂贰含量为4
。

06 %
。

丁家宜报道了固体

培养的皂贰含量达 2 2% ( 干重 )
,

是原药材人参的五倍左右
。

我国在高产细胞株的筛选方面工作开展不多
。

丁家宜首次用平板培养对人参细胞株进行

选择
,

并用对人无毒无副作用的生长刺激剂取代2
。

4 一 D
,

筛选出长势快 的 78 1 一 2细 胞株
,

其结果证明对细胞产量无不良影响 ,而产品粗皂贰含量则大幅度地提高
。

因此
,

完全可以取代

.-2 4 一 D
,

消除人们对其毒害的后顾之优
,

关于细胞悬浮培养中若干条件对细胞产量和 培 养

物中粗皂贰含量的影响
,

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

为探索工业化生产试验研究提供了依据
。

丁

家宜在人参细胞悬浮培养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
,

是我国近年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研究

领域中第一个通过鉴定的成果
,

并选定为拍 84 年第二次中 日天然药物学术讨论
.

会上中方的对

外交流论文报告
。

它标志着我国药用植物人参组织培养己达到国际同行水平
。

郑光植在三分三、 萝芙木
、

三七组织培养研究中做了许多工作
。

张荫麟对 人 参
、

西 洋

参
、

延胡素
、

泡囊草等组织培养进行了探讨
,

在培养技术上
,

设计了一种新的培养容器
,

用

塑料泡沫作支持进行液体静置培养
,

时斑得较好的效果
。

这种方法能满足较大量供样要求
。

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中草药赘源
,

通过组培技术生产有用的药物
,

这是一个具有相当潜

力的研究领域
。

三
、

对我区药用掉物组织培养的设想和建议

我区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

由于党的重视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
,

短短几年就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如甘蔗
、

按树
、

油茶
、

罗汉果
、

芝麻
、

菠萝和观赏植物已建立无性繁殖

系
。

这些成果有的已应用于生产
,

有的项目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但总的来看
,

我们的工作

尚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与国际先进水平比
,

还有很大差距
。

但是
,

我区已积累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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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

工作是有基础的
,

只要规划和安排得当
,

通过各个方面 的密切配合和努力
,

完全可以为

振兴广西经济
,

进一步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做出更大贡献
。

设想在
“ 七五 ”

期间到本世纪末

应达到以下要求
:

1
.

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应以应用研究为主
,

根据我区的特点和条件
,

重点放在濒危
、

珍贵

药用植物的无性系快速繁殖上
。

对 已取得初步成果的
,

要抓紧解决试管苗移栽和配套栽培技

术问题
。

2
。

药用植物去病毒植株的培养
。

针对中药材上普遍存在的产量降低
,

质量下降的种类
,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以便为中药供不应求
,

品种混乱
,

质量低劣等问题的解决做贡献
。

3
。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
,

研究药用植物组织和 细胞培养
,

寻找开发新药
。

我国中草药植物

资源有 5 0 0 0余种
,

是世界上发掘和 利用植物药材最多的国家
。

广西地处热带
,

亚热带
,

药用

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

广西产的药用种类就有 3 6 2 3种
,

这是我区很大的资源优势
。

由于合成药

品在医疗上的副作用
,

近年来
,

国外医药学界对我国传统中医
、

中药和药用植物资源产生极

大兴趣
,

很希望与我国合作开发
。

因此
,

应用组培技术开发和生产天然药物的前 景 是 广 阔

的
。

建议
:

1
。

人才的培铆11和专业队伍建设
。

我区过去主要 以研究无性快速繁殖为主
,

而从事细胞培

养的科技人员寥寥无几
,

人才缺乏
,

水平有限
。

当务之急
,

一是要稳定队伍
,

对现有科技人

员
,

通过学习或培训
,

知识更新
,

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 , 二是要对专业不对 口的

专业人员尽快进行调整 , 三是引进培养新的人才
。

.2 对现有实验设备要配套
、

要改造
。

如在试管苗的应用上
,

虽有成就
,

但对生产所起的

作用
,

有的还不够大
,

不够多
,

诸如培养室与苗床网房不成比例
; 我们培养室的条件差

,

而

澳大利亚的培养室所采用二级过滤超净设备
,

所以采用大瓶堆叠培养污染能得以控制
。

为降

低试管苗的生产成本
,

节约能源
,

利用 日光能或光导纤维
,

培养室的改造
,

特别是新建的
,

应注意到这个间题
。

3
。

为了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

应选派中青年科技人员到 日本
、

西德学习
,

迅

速掌握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测试手段
。

4
。

要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攻关
。

药用植物组织培养这一研究
,

涉及到植物生理学
、

遗传

学
、

栽培学
、

药物化学以及有机化学
、

发酵工艺等多个学科
,

应该在科委的组织和领导卞
,

各学科协同攻关
,

并加强情况交流
,

为早 日将我区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出成果做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