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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张延红 ，何春雨 ，杜 戏 

(1．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甘肃省冬小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针对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中存在的实验内容单一和考核方法片面等问题，提出如何 

建立特色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体系及先基础后应用、综合考评等改进设想，从而有利于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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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是在无菌和人工控制的环境条 细胞培养、原生质体培养)，甚至是同一植物的不 

件下，利用适当的培养基，对离体的植物器官、组织 同部位，其培养的理论和技术体系都可能会有所不 

细胞及原生质体进行培养，使其产生再生细胞或完 同。所以，仅选用模式植物，学生在其中只是扮演 

整植株的技术。近 5O年来，植物组织培养已渗透 “机械操作者”的角色，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建立一 

到生物学的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于农业、医药业、林 种药用植物的组织培养体系。这种教条式的教学 

业和工业，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十分不利的。 

成为生物学的重要研究技术和当代生物科学中最 由于药用植物实验体系还不健全，目前我校的 

具生命力的学科之一。随着组织培养技术的日趋 组织培养实验材料和讲解内容多以马铃薯、小麦、 

深入和成熟，植物组织培养形成了一套完善和丰富 玉米等大田作物为例，技术操作内容单一，这对树 

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技术型 立学生正确的专业思想、培养学生过硬的专业技能 

课程。 都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实验多局限于一 

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是植物组织培养的一个重 般的组织器官培养，对于细胞悬浮培养、原生质体 

要分支，也是我校新建专业——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培养，学生没有条件实践操作，这严重影响了学生 

专业的必修课。该课程的培养 目标是夯实理论基 专业技能的训练和掌握。 

础、熟练操作技能，以强化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2)常规的实验教学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 

线，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为 和主观能动性。目前，该课程的实验仅限于课堂教 

社会培养高等应用型技术人才。但由于药用植物 学，时间非常有限，而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是在 。工控 

组织培养是一门新兴学科，基础研究工作比较薄 制的小气候环境条件下“种植”药用植物的一门技 

弱，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不多，这给该课程的 术，不可能像其他实验一样在短时间内完成。药用 

教学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教学工作中，笔者 植物种类繁多，不同的药用植物各有其特殊的生长 

也逐渐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为促进教学 发育规律，生长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长期性。培养 

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就此作一探讨。 室温度、湿度和光照的调控及培养材料的转接和生 

1 存在的问题 长情况的观察等，都需要学生有充分的自主权，学生 

(1)实验材料选用模式作物，不利于培养学生 应根据实验的进展情况，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否 

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就模式植物而言，其培养 则，学生只是学到了操作技术，而对于培养这个漫长 

体系已十分完善，一般只能熟悉基本的操作技能和 复杂的过程中的许多方法和知识知之甚少。 

验证组织培养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而对于培养中 (3)该课程实验考核方法片面单一，不能全面 

经常遇到的一些难题，如褐化、玻璃苗等现象，学生 准确地反映学生组织培养技能的高低。目前的实 

根本没有机会认识，更谈不上解决。药用植物种类 验考核仅局限于实验报告等书面材料，而未将学生 

繁多，不同的植物、不同的研究类型(如器官培养、 的实践操作技能、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纳人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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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之中，这与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技术型课程的 

特性不吻合。 

2 改进措施 

(1)实施先基础后应用的实验教学模式。实 

验教学过程根据内容和时间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 

半部分是老师讲解和演示培养基配制、无菌操作及 

试管苗移栽等组织培养流程中的基本操作技能和 

基础知识(愈伤组织诱导、芽的分化等)，教授学生 

以正确的实验操作方法和良好的实验习惯，夯实基 

本功。后半部分是学生应用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和实验技能，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操作和 

论文撰写，老师给予指导。例如选题是否科学合 

理，无菌操作是否规范，遇到培养过程中试管苗玻 

璃化现象、材料褐化和培养材料生长缓慢等问题， 

老师负责深人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及时给予指 

导。先基础后应用的实验教学模式，不仅让学生掌 

握了组织培养的基础知识，还有助于学习并解决一 

些组织培养中经常遇到的难题。这种新的教学模 

式不但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独 

立性和创造性，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 

能力和追踪学习科研发展动态的能力。 

(2)全面开放实验室，创造良好的实验环境。 

全面开放实验室是指实验场所和实验时间的全面 

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学好该课程提供充足 

的条件。 

(3)尽快建立并完善药用植物特色培养体系。 

目前，实验教学中所用的实验材料仍然是一些模式 

作物，如马铃薯、小麦、玉米等，然而对于中草药栽 

培与鉴定专业的学生而言，将来的工作对象是药用 

植物，很多学生认为所学非所用。学生学习兴趣淡 

漠，这对教学工作和学生树立端正良好的专业思想 

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具有特色的 

药用植物培养体系迫在眉睫，尤其是我省的一些道 

地药材和一些濒危灭绝的珍贵中药材，如当归、党 

参、肉苁蓉、秦艽等，既有生产价值又富教学意义。 

此外，植物组织培养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一般的器 

官和组织培养外，还有细胞、原生质体培养。虽然 

这些培养的难度较大，但其意义重大，不可忽视。 

尤其是细胞悬浮培养，在天然药物生产方面有着不 

可估量的潜力和十分诱人的前景。我们应尽快建 

立并完善药用植物细胞和原生质体的培养体系，让 

学生真正感到学习内容的丰富和价值。我们也利 

用学生毕业专题的机会，积极努力地尝试建立一些 

器官培养体系，目前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并用于实 

验，学生反映很好。只要老师真正本着“传道，授 

业，解惑”的教育理念，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服务，就 
一 定会努力地克服目前的难题。 

(4)增加见习，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药用植物 

组织培养是一门实践型课程，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我们应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带领学生走进组 

织培养工厂，参与生产实践，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工厂化生产和实验不一样，工厂化生产规模大，生 

产条件齐备，学生参与其中不但可以丰富其实践经 

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更加坚定学习的信 

心和决心，为树立端正的专业思想以及将来走上工 

作岗位增添自信。 

(5)改进实验考核方法。药用植物组织培养 

学是以实验为依托的实践型课程，实验考核是检验 

实验和理论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但 目前实 

验考核只是将实验报告总评计分，这种考核方式不 

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也不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实践 

技能在实验考核中所占的比例，具体实施拟依据以 

下4大部分按比例分配。①由于无菌操作技术是 
一 项基本功，也是组织培养的关键技术环节之一， 

所以，学生现场演示无菌操作技术占实验总成绩的 

4O％；②培养物是实验结果的“物证”，是学生应用 

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的真实体现，是评价其科研能 

力的重要指标，占实验总成绩的30％；③实验报告 

是整个实验过程的详细纪录，它反映了学生科研思 

维和科研态度，占实验总成绩的2O％；④论文撰写 

是对本次实验的总结与分析，是检验学生是否掌握 

了组织培养论文的基本写作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重 

要指标，占实验总成绩的 l0％。这种新的、全面的 

考核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让学生真正掌握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和方 

法，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科研素质。 

总之，建立完善药用植物培养体系，实施先基 

础、后应用的实验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培养和巩 

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有利 

于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让学 

生通过实验真正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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