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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在藏药材研究中的应用 

米玛潘多 泽仁旺姆 尼珍 琼拉 

(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在藏药工业化生产的大环境下，对部分需求量较大和濒危野生藏药材进行人工培育和种植，建 

立大规模的栽培基地和资源保护基地已迫在眉睫。本文试图从植物组织培养角度研究其人工培育和种 

植技术，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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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药是世界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藏民族长期与疾 

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具有独特的理论体 

系和浓厚的民族特色，在发展和不断完善中已走过了 

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疾病的诊断、治疗、用药、制 

剂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门类齐全、内涵丰 

富的临床医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医药界的重视。西 

藏高原是藏医藏药学的发源地，特有的自然和气候环 

境，孕育了丰富和独特的天然药物资源。据有关部门 

考证，西藏高原有各类藏药植物 2584种，动物类药 

175种，矿物类药 200多种。其中仅生长在海拔 3500 

米以上高寒缺氧地带的珍贵药材就多达300多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传统上很多珍贵的藏药已走人寻常百姓家，加之藏 

药产品走俏国内外市场，野生的濒危和常用藏药材已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在藏药工业化生产的大环 

境下，对部分需求量较大和濒危的野生藏药材进行人 

工培育和种植，建立大规模的栽培基地和资源保护基 

地已迫在眉睫。然而有些藏药材特别是濒危藏药材有 

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生理因素，很难通过常规方法 

(利用种子、球茎、扦插等)进行人工育苗，且种源受限 

制，如：一级濒危藏药材毛瓣绿绒蒿等。有的即使能出 

苗也很难栽培成活或成活率低，如：二级濒危藏药材独 
一 味等。而植物组织培养不仅能克服这些问题，还能 

缩短育苗周期，还可人工控制培养条件，不受季节限 

制。 

1 植物组织培养的快速繁殖概念 

植物组织培养(Plant Tissue Culture)是指在无菌 

条件下，将离体的植物器官(根、茎、叶、花、果实等)、 

组织(形成层、花药组织、胚乳、皮层等)、细胞(体细胞 

和生殖细胞)以及原生质体，培养在人工配制的培养 

基上，给与适当的培养条件，使其长成完整植株的过 

程。 

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在离体培养的一定条件 

下能诱导其分化器官和再生成植株。因此，运用组织 

培养方法可以在比较简单易观察的条件下研究细胞、 

组织或器官的繁殖、生长和分化，以及各种外界因素对 

它们的影响，从而为解决农业生产和药物生产中的某 

些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贝母繁殖率非常低，而用 

组织培养分化出的三个月左右的鳞茎，其大小就相当 

于用种子繁殖二年生的鳞茎。 

2 植物组织培养类别 

植物培养 

胚胎培养 

器官培养 
愈伤组织培养 

组织培养 

细胞培养 
原生质体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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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养基的成分及配制 

植物组织培养的历史紧密地伴随着培养基的研制 

史。培养基的研制、改 良都与能否建立无菌系和能否 

得到无菌苗有着密切的关系。培养基主要成分有：1． 

无机营养物；2．有机物质；3．植物生长调节物质；4． 

其他附加物。培养基中如加入琼脂即为静止培养的固 

体培养基，否则为悬浮培养的液体培养基。pH值可用 

1NKOH(或 NaOH)调整 pH值到所需值。不同植物材 

料常需要改变配方，如维持生长和诱导细胞分裂和分 

化的培养基配方就不同，因此配方的种类很多，目前以 

Ms(Murashige and Skoog)培养基配方为最常用的一种 

基本培养基，它利于一般植物组织和细胞的快速生长。 

4 培养条件 

4．1 温度 对大多数植物组织 16～24~C即可满足生 

长所需。 

4．2 光照 组织培养通常在散射光线下进行。光的 

影响可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些植物组织在暗处生长较 

好，而另一些植物组织在光亮处生长较好，但由愈伤组 

织分化成器官时，则每 日必须要有一定时间的光照才 

能形成芽和根，一般 300～2000Ix的光强已可满足周 

期中对光的要求。 

5 材料和方法 

从低等的藻类到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等高等植物 

的各类、各部分都可采用作为组织培养的材料，一般裸 

子植物多采用幼苗、芽、韧皮部细胞，被子植物采用胚、 

胚乳、子叶、幼苗、茎尖、根、茎、叶、花药、花粉、子房和 

胚珠等各个部分。 

由于植物在自然条件下，表面常被霉菌和细菌污 

染，故材料必须进行灭菌处理。一般用次氯酸钠溶液 

(0．5％ ～10％)、升汞溶液(0．01％)、乙醇(70％)或过 

氧化氢(3％ ～10％)等处理后，再用无菌水反复冲洗 

至净，然后在无菌室内将所取的组织培养在固体培养 

基上。在适宜的条件下不久即能长出一种脱分化的组 

织堆块，称为愈伤组织(Callus)，此种愈伤组织在适当 

的培养基上经一定时间即能诱导生长成整株植物，因 

此，愈伤组织既可是某种植物代谢产物的来源，又是诱 

导成株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培养药用植物选材时，还应考虑到所需要的次 

生物质在植物体中的合成部位，如果选材和培养方法 

适当，可使原植物内所产主的代谢物通过细胞或组织 

培养发生生化转变而获得。 

6 藏药材采用组织培养的意义 

6．1 无性系快速繁殖 植物组织培养可以人为地控 

制条件，根据不同植物、不同离体部位的要求提供不同 

的培养条件，因此，具有繁殖方法生长快 、生长周期短 

的特点，往往 1～2个月就可以完成一个生长周期。采 

用组织培养每年的增值率可达数百万倍 ，这样就可以 
一 次性获得大量基因型相同、规格整齐一致的优质无 

性系种苗。 

6．2 脱毒培养 通过扦插、分株等繁殖的植株都有可 

能感染病毒或携带病毒，而利用茎尖培养获得的脱毒 

苗，并以此作为繁殖材料可获得大量无毒苗，可大幅度 

提高产量和品质。 

6．3 濒危藏药材的繁殖与保存 传统的繁殖方法，由 

于植物的生存环境的改变和其特殊的生理因素难以成 

活或成活率极低。而组织培养可以提供所需条件，利 

用植物的一个芽或某个器官即可繁殖出新植株，并进 

行大量繁殖。 

利用组织培养还可以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传统 

上利用种子的形式保存物种，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其活 

力下降，并受到病虫害等的侵扰，加之种子繁殖遗传性 

不稳定，很难实现种质保存。但现在可以通过组织培 

养可将外植体在各种生长抑制条件下，使其生长缓慢 

或无生长，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 

总之，植物组织培养这一新技术在藏药方面应用 

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它不仅有利于探讨和阐明药用 

植物生理、遗传和成分生物合成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而 

且一旦工业化生产问题得到解决生产出新药，将可以 

为防病治病做出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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