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件带来一定的困难。如在人参的细胞培养过程中 ,其

皂苷的量在不同批次之间往往有差异 ,有时高有时

低 ,这个环节也是工业化培养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药用植物的活性成分 ,

最成功的例子是紫草细胞培养生产紫草素 ,节约了

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日本和香港在高丽参的细胞培

养方面也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 ,特别是日本反

应器的规模比较大。韩国在高丽参的不定根培养方

面探索出了一条很好的工业化道路 ,而且用培养出

的高丽参开发出了一系列的产品。韩国在高丽参不

定根方面的成功有两个因素:一是培养不定根 ,二是

研制了适宜于不定根培养的反应器。 我国天津等地

在虫草菌大规模培养方面也开展得很成功 ,发酵罐

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30 t ,此外 ,在黄芪、三七、红豆

杉、雪莲、丹参和甘草等细胞的培养方面也不断地向

工业化迈进 [8～ 12 ]。

采用组织培养方法生产的愈伤组织或者细胞 ,

其小分子有效成分的量往往不如大田生产的原料药

材 ,但从产品研究的角度来看 ,比较适宜于化妆品的

开发 ,可能是其木质部成分的量比较少的缘故。因

此 ,建议通过安全性评价的方法来规定这些培养物

的应用范围 ,比如在保健品和化妆品中的应用等。

4　结语

生物工程技术在药用植物资源上的应用 ,特别

是对濒危药用植物资源保护方面的应用 ,对中国有

着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是中药资源是整个中医药的

基础 ,另一方面是中国是世界上使用和出口药用植

物原料最多的国家。

生物工程技术在药用植物资源上的应用 ,可以

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通过生物工程方法快速培

育优质的种苗 ,与野生抚育和大田栽培相结合 ,达到

增加种群数量的目的 ;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化组织和

器官培养的方法 ,直接生产药用植物的活性成分 ,以

解决工业用药用植物的原料问题 ,达到节约资源的

目的。在当前情况下 ,这两方面的工作是药用植物生

物技术最需要开展的工作。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应

当进一步在基因工程育种、与活性成分相关的功能

基因、活性成分的次生代谢途径等方面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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