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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在中药领域的应用研究 

叶南，陈元胜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信阳 ) 

摘要 目前，组织细胞培养是中药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综述了药用植物组织细胞培养的优点，并对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在中药领 

域的应用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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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technique oftissue cell culturehas become a hotissue at present．Inthis article a survey ofthe advantage ofmedicinal planttissue culture 

was providedandthe application ofthetechniqueinthefield of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wa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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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是现代生物技术在药用植物学领域 

中研究与应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无菌和人为控制 

的营养(培养基)及环境条件下对药用植物器官、组织或细胞 

进行培养，用来生产药用活性成分或进行药用植物无性快速 

繁殖的技术。另一个重要突破是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试 

管育苗，开辟了药用植物大规模种植的新天地，近 1O年来， 

约有 200多种药用植物通过试管育苗获得了成功⋯。我国 

中药材 80％以上为野生资源，但由于长期过度采伐，资源日 

渐匮乏，人工栽培的中药材因种子、农药等因素的影响，其药 

物活性物质和含量远达不到要求。随着大规模药用植物组 

织培养技术的成功，药用植物组织细胞培养技术在中药领域 

得到了更深的研究和应用，可利用组织细胞培养物来代替全 

植物提取的有效活性成分，给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广 

阔的前景。 

1 药用植物组织培养的优点 

1．1 可以人为地选择和控制 药用植物组织培养能够完全 

在人工条件下进行，可以排除病虫害与农药残留量的困扰， 

且能够严格控制药材的质量，便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如铁皮石斛(Dendrobium删 d Wal1．exHnd1．)是国家重点 

保护的药材品种，国内许多科研人员都进行了铁皮石斛无性 

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2-4]。浙江天皇药业进行了大规模组 

培育苗，年生产石斛组培苗400万瓶，栽培167|ul】2，且有效成 

分含量与野生无异，有些甚至超过野生品，有效缓解了石斛 

的临床需求。 

1．2 繁殖效率高、生长周期短，节省人力和物力 药用植物 

组织细胞培养可以在人为提供的一定温度、光照时间、湿度、 

营养激素等条件下进行科学培养生产。根据需要，按不同药 

用植物外植体建立不同的培养条件，按几何级数大量繁殖生 

长，从而可提供大量的优质无病毒种苗和高产细胞株，个体 

差异小，生产周期短，设备简单，节省人力和物力，有利于自 

动化、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1．3 可以得到高浓度的次生代谢产物 20世纪 70年代以 

来，通过长期的研究，建立了能生产次生代谢物的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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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通过优化培养液、培养条件和选择优良细胞系的方法， 

可得到含量高于整株植物栽培的次生代谢产物。研究资料 

显示，有40余种化合物在培养的组织细胞中含量高于完整 

植物水平。如培养的人参细胞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是天然植 

物的5．7倍；雷公藤培养细胞中雷公藤内酯的含量是原植物 

含量的49倍。 

2 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在中药领域的应用 

2，1 进行药用植物的大规模快速无性繁殖 有的药用植物 

不能靠种子繁殖或发芽率极低，经过科技人员几十年的研 

究，目前组织细胞培养在选材消毒、接种培养、诱导筛选、继 

代保存、分离鉴定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技术方法，运 

用组织培养的方法可大大提高繁殖效率。植物一小部分可 

培养出数十万株植物，试管育苗工厂已成为一种新兴产业。 

如中国药科大学的人参组织细胞培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黄 

芪毛状根和华中理工大学的红豆杉的大规模培养；铁皮石斛 

试管育苗繁殖和芦荟组织培养快速育苗[5-6]等。同时，大规 

模组织培养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如应用细胞悬浮培养或 

毛状根生产人参皂甙I7-8 J和紫草宁，并达到了工业化生产 

规模。 

2．2 建立基因库，保存药用植物的优良种质资源 植物或 

药用植物由于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易退化和变种，影响品 

质和产量。可利用组织培养选用优良品种的药用植物储备 

足够的活种质，以便应用它们来开发研制。 

2．3 培养无病的药用植物品种，促进良种栽培 许多植物 

在自然生长环境往往患有病毒，且代代相传，严重影响中药 

材的产量和质量。可选用健康无病毒的植物组织进行培养， 

可培养出无病毒的药用植物品种，如生姜脱菌快速繁殖 j和 

地黄脱菌快速培养_1 。 

2．4 培养单倍体植株。以获得药用植物的新品种 利用单 

倍体如花药育种法，根据生殖细胞也有形成植物整体的潜在 

能力，可进行花药培养育种。目前，用花药育种法已成功培 

养出单倍体人参植株和曼陀罗的单倍体植株。 

2．5 生产药物活性成分 随着中药在临床的广泛使用，特 

别是珍贵药用植物资源匮乏、生长缓慢、产量低，难以满足临 

床的需要，利用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生产药用活性成分来 

代替原植物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目前，进行植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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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龙头企业，其省级和市级水产龙头企业也才刚刚起步。政 

府应在资金投入、政策扶持等方面为水产龙头企业营造更好 

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要为水产龙头企业建立风险担保机制。 

二是抓好农村教育工作，促进农户更新观念、提高素质。 

4．3 培育中介组织载体 随着渔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水 

产龙头企业带动的基地规模扩大、农户增多，企业直接与单 

个农户对接，管理成本过高。渔业产业化经营的这种组织缺 

陷，导致水产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缺少一个中介合作组织。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该合作组织的职责应有以下几项：协调 

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关系；代表农户参与龙头企业的经 

营管理、监督；反映企农双方的意见和要求。当前应培育并 

鼓励农户发展自己的专业合作组织，从而形成“水产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协会)+农户”的联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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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研究的植物已达百余种，其中以生产次生代谢产物 

研究的细胞工程近 100多种，从组织细胞培养物中产生的天 

然药物活性成分有 600种左右，包括生物碱、醌类、甾醇、皂 

苷、酶类等。如人参是常用的名贵药材，野生资源十分紧缺， 

现在可通过人参细胞悬浮培养，工业化生产人参皂甙；紫杉 

醇是临床上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重要药物，1991年，Phyton 

C,esells&afl Fur Biontechnikmb用 75 000 L生物反应器生产抗 

癌新药紫杉醇 11获得成功；冬虫夏草的菌丝体与虫草有相 

当的功效，利用虫草菌丝的液体培养虫草菌丝体已成为解决 

冬虫夏草药源紧缺的一种有效途径【12J12，且虫草菌丝发酵物 

生产的卫生保健品已应用于临床。 

2．6 培养产生新的化合物和转化药用成分 药用植物组织 

培养是在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利用组织培养过程出现的 

芽变或人工诱变来改变其遗传特性，培养物能产生一些原植 

物没有的或尚未被发现的新化合物。如鸡骨常山组织培养 

能产生利血平；毛地黄培养物能产生多种甾醇；穿心莲培养 

物中产生穿心莲内酯A、B、C。另外，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有利 

于药物的生物转化，寻找新的有效药物成分。加入植物细胞 

生长特有的生物酶等，植物培养物作为一种生物转化器转化 

外源化合物，可使培养基中的原料转化成有用的化合物，如 

毛地黄培养基中的甲基毛地黄毒素可被转化成 8．甲基地高 

辛；喜树愈伤组织经前体诱导产生喜树碱 1 。 

3 结语 

中药是祖国传统医药的宝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 

认可，特别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抗病毒等方面具有独特 

的优势，市场对天然植物药的需求量剧增。据统计，中草药 

的对外贸易已发展到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l0年间出口量就 

翻了3番。药用植物的经济价值为我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 

利益，同时也为天然药物资源的枯竭埋下了隐患。由于受天 

然资源的限制，大面积无计划的采挖，破坏了自然环境，使一 

些药用植物濒危灭绝。《中国植物红皮书》中收载398种濒 

危植物，其中药用植物 168种，占42％。药用植物资源短缺 

和品质问题已成为约束中医药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严重影 

响到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细胞生物技术在药用 

植物中的广泛应用，可利用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得到药物有效 

成分和进行大规模的快速药用植物繁殖，这无疑是一条解决 

中药材短缺的有效途径。因此，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是我国中 

医药发展的催化剂，随着药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不断成 

熟，其在药用植物的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及新药开发生产 

方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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