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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胡选萍 (陕西理工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汉中723oo1) 

摘要 介绍我国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现状，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发展变化规律，最后展望了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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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02年德国科学家 Gottlieb I-Iaberlandt提出植物细 

胞的全能性理论后【l J，细胞全能性研究逐渐成为生物学研究 

领域的热点，而建立在细胞全能性基础上的植物组织培养技 

术从此逐渐兴起和发展。近年来，植物组织培养技术(Plant 

Tissue Culture)作为一种基本的试验技术和基础的研究手段， 

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被广泛应用于植物学、遗传学、育种 

学、栽培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各个领域之中。笔者拟对目前 

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的现状进行系统的分析，便于更好地了解 

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的发展水平，把握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现 

状，同时也有助于探索植物组织培养发展的基本规律，预测 

其发展态势。 

1 植物组织培养的发展现状 

1．1 研究比例稳定增长 近年来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发展十 

分迅速，其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最突出地表现在相关研究的数 

量。在中国期刊网，笔者采用“组织培养”作为篇名精确搜 

索，结果发现在所有组织培养的相关研究中植物的组织培养 

占有绝对优势(91．95％)。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 

因可能与研究材料本身的全能性水平有关。与植物细胞相 

比较，高等动物细胞的分化程度相对较高，在分化过程中形 

成各种高度特化的细胞，相应地，其细胞全能性水平则相对 

较低，所以在人工培养条件下，不容易脱分化而进入新的细 

胞分裂周期。 

在植物组织培养领域，通过对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 

进行详细统计，并根据时间与发表数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 

作图。由图1可知，植物组织培养研究相关文章的数量总体 

上稳步增长，并且在不同阶段的增长幅度不同。根据增长幅 

度的变化，将植物组织培养按年际分为3个阶段：①停滞阶 

段，主要处于20世纪5o年代到70年代；②相对增长阶段，主 

要表现在 70年代到90年代末；③繁荣阶段，进入 2l世纪后， 

植物组织培养迎来了其快速增长的繁荣期。 

1．2 研究领域大幅扩展 随着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在国内的 

兴起和发展，该技术的应用和研究迅速渗入到相关的部门和 

领域。通过对国内已发表权威核心期刊论文系统搜索，并将 

其根据所属领域进行系统划分。结果发现，目前植物组织培 

养的应用和研究主要涉及到花卉、药用植物、农林蔬菜和理 

论研究4个方面。 

由图2可知，在四大领域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状况具有 

相似的规律，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 

各领域关于植物组织培养的文章随年代的增加均呈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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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但对于不同领域，文章数量发展变化幅度不尽相同，其 

中以花卉园艺领域变化幅度相对最大，而理论研究领域变化 

幅度相对最小；在同一时代，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数量不完 

全相同，但在每个阶段均以农林蔬领域的研究占多数。这可 

能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林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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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物组织培养的年际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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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种类的丰富度增加 在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的发 

展不仅表现在不同领域中的进步和繁荣，而且体现在所涉及 

和研究植物种类丰富度的增加。在20世纪5o、60年代植物 

组织培养技术在我国基本上还属于新兴产业。罗士韦等以 

银色橡胶菊_2J和人参[ J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初步的尝试和探 

索。到70年代，虽然植物组织培养在国内逐步启动和发展， 

但是所涉及的植物种类仍然较少，研究的物种丰富度相对较 

低。随着植物组织培养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延，研究范围的 

进一步扩大，涉及领域迅速增多，相应地，所涉及的植物种类 

也大幅增加。80、9o年代所涉及的植物种类就有 300多种。 

而到2l世纪，植物组织培养所涉及的植物种类已经几乎遍 

及所有研究领域，而且植物种类的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1．4 研究技术的结合度增强 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 

单一、孤立的，在技术和技术之间、领域和领域之间会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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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在植物组织培养的发展历程中，同样也表现出 

这种变化趋势。在早期阶段(20世纪 50～70年代)，植物组 

织培养还基本上处于孤立的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植物组 

织培养技术与其他学科领域如物理、化学及生物技术等基本 

上没有明显的结合。70年代，逐渐出现植物组织培养与细胞 

学l 、遗传学 J逐步结合的例子。80年代，植物组织培养技 

术与其他学科技术的结合已经相对比较普遍，具体表现在同 

位素示踪技术E6j、计算机咨询系统l j、扫描电镜技术 、液 

氮保存技术_1 、生物化学技术等手段在植物组织培养领域 

中的应用，尤其是与各种生物化学技术手段(如同功酶_1 、等 

电点聚焦电泳l j、放射免疫测定H J等)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得 

到了普遍应用。9o年代，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已经与各种新的 

研究技术手段广泛结合，具体表现为同电镜技术 、高压液 

相色谱 、激光诱变技术[ 、辐射诱变技术_l8_、生化同工 

酶谱技术[ J、染色体显微技术[ 、反向HPLC技术 J、超 

低温保存技术[ j等的交叉融合，其中以各种生化技术特别 

是色谱技术的密切结合为主要表现形式。9o年代末，植物组 

织培养技术已经开始表现出与遗传转化手段 j相融合的基 

本态势。21世纪，虽然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与其他学科技术结 

合的总案例数目变化不大，但是所结合的技术类型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具体内容有全息技术[ 、生物反应器技术[ 、辐 

射诱变技术- 、遗传转化技术(农杆菌转化)~3o-31j、基因 

工程手段(基因枪轰击技术) 、SSR分子标记技术l∞、RAPD 

分子标记技术[ 、高效液相色谱技术l=I5】、太空诱变技术[ 、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技术等_3 。由此可见，21世纪最明 

显、最突出的特点是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与分子手段密切结合 

并快速发展。 

1．5 研究的定量化程度加深 定性与定量研究历来是科学 

研究的2种基本定位方向。20世纪 50～70年代，植物组织 

培养技术刚刚起步，所以定量试验技术基本还没有涉足该领 

域。而从80年代开始，定量技术初步应用于植物组织培养 

的研究之中，并快速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的数量 

不但迅速增加，而且研究的水平不断提升。具体表现为研究 

所涉及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选择定位的深度和丰富度以及试 

验设计方法的多元化程度(表 1)。 

显然，随着植物组织培养研究的深入，研究所选取的自 

变量逐渐丰富和全面；因变量并非仅仅局限于基本的形态指 

标，生理生化指标也逐渐被选择，并且作为重要的试验变量； 

试验设计方法也逐步从单因素试验过渡到设计相对复杂、但 

结果更加可靠的多因素设计。 

1．6 研究向两极化发展 随着生物科学逐步朝着宏观和微 

观两极发展，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作为生物科学中不可缺少的 
一 员，其发展方向也表现出两极化的趋势。20世纪 5O、6o年 

代，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刚刚起步，主要定位点在相对比较粗 

放、宏观角度，探索组织培养的基本机理，发展和完善基本理 

论。70年代已有学者尝试从细胞水平上研究植物组织培养。 

80年代，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内容不再局限于选择和寻找合 

适的培养条件，以诱导外植体表现出全能性，最终形成完整 

植株，而是逐步从生理、生化水平研究植物组织培养的机理， 

其中以植物组培过程中特殊次生代谢产物、过氧化酶等类似 

同功酶研究相对较多。而进入9o年代，微观研究以生理生 

化水平为主并逐步向分子水平过渡。21世纪，虽然细胞、生 

理、生化水平的研究依然存在，但是植物组织培养在微观方 

面已经显示出新的特点，即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与各种分子技 

术的密切结合，并从分子水平去探索植物组织培养的机理。 

表1 植物组织培养定量研究的特点 

'ihl~e 1 Features ofquanlitalive researdl on la~nt tissue caltare 

虽然植物组织培养在微观研究方面表现出一系列明显 

的特点和潜在的优势，但是相对于整个植物组织培养研究而 

言，微观方面的研究只是较小的一部分，还处于发展的初步 

阶段。随着科技的进步，植物组织培养在微观和宏观2个大 

方向上都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微观方面，随着分子技 

术的蓬勃发展，从分子水平上探索植物组织培养的机理，研 

究植物组织培养过程的基本规律，将是未来研究的一大热 

点，因为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材料的快速易得将会表现出明显 

的优势；在宏观方面，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将更加取向于快速 

扩繁，趋近于生产实践，将加快从实验室搬到生产实际应用 

大舞台上的步伐，其快速化、高效化、简约化、低成本等特点 

将是研究考虑的主要因素。 

2 展望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一种不可 

或缺的研究手段，经过长时间的兴衰发展和转承变化，最终 

在国内生物科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该研究通过系统的 

分析 ，总结出国内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发展过程中的 6个基本 

特点，揭示了当今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研究的基本态势和未来 

发展趋势。 

虽然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并且 

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领域的拓展，我国植物组织培养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并将逐步与其他学 

科领域的相关技术进一步交叉融合，在各大研究领域得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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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普及和广泛应用，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广度逐渐外延。 

同时，研究定位也会向两极化方向发展，即一方面走向宏观、 

定性，以快速高效、简约低成本为目标的粗放化方向发展；另 
一 方面走向微观和定量，密切与各种分子技术手段相结合， 

并以各种数量统计技术为基本载体快速发展，以探索机理、 

研究机制为目标的精细化方向发展。 

总之，植物组织培养作为生物科学研究和生产实际应用 

的一门基本技术，终将与生物高新技术结合，成为连接宏观 

和微观研究的一座桥梁，成为生物技术中应用最广、最具有 

现实价值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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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肥料处理对大白菜品质的影响 

Table4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xtts on quality of Chinese 

cabbage 

且价格也相对较低。 

(3)试验证明，在专用肥配方中添加肥料增效剂后制作 

的新型专用肥，效果更佳，具有明显的增产增效和改善品质 

之功效。养分利用率的提高还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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