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洋参组织和细胞培养研究进展

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 �� �� �� � 刘本叶 � 张艳萍

摘耍 概述国内外西洋奔组织和细胞培养的药用研究和签础研究
。

西洋参�“� , 叫玄。� � �� �� ‘“� 是五加科人参属植物
,

具有健胃
、

降低血脂
、

镇静和造血

等医疗作用
,

其滋补效果优于人参
。

随着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技术的发展
,
许多研究者投身

于西洋参组织和细胞培养研究
,

希望通过细胞工程新技术
,

一方面大量培养西洋参细胞
,

从

中提取西洋参皂贰
,

使西洋参生产摆脱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而进行工厂化生产 , 另一方面
,

快速大量繁殖西洋参种苗
,

以满足生产需要
,

同时进行西洋参新品种的快速培育
。

两者都有

一定的进展
。

� 西洋参组织培养的药用研究

西洋参有效药用成分是皂贰�� � � � �� ��
。

如何提高培养物中皂贰含量和质量
,

扩大培养

规模
,

最终工业化生产西洋参皂贰
,

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
。

为 获 取 西 洋参皂贰的组织培

养
,

主要研究了由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
,
愈伤组织生长与皂贰合成关系以及由细胞悬浮培养

向工业发酵罐生产过渡等
。

�
�

� 西洋参愈伤组织诱导和培养

�
�

�
�

�外植体
� 用于诱导愈伤组织的外植体有

�
不同参龄田间植株的根

、

根髓
、

差段
、

叶片
、

叶柄
、

花药
、

花蕾
、

胚及胚培养幼苗的子叶和胚轴
。

其中嫩茎
、

幼叶
、

胚及胚培养幼苗的各

部分均是较理想的外植体〔卜幻
。

愈伤组织诱导率在��
�

� � � � �
�

��
。

郭生祯报道
,

幼胚的后

熟程度对愈伤组织诱导有明显影响
。

充分后熟的种胚愈伤组织诱导率为即
�

� �
,

而未充分后

熟的种胚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仅为 � �
�

� �〔“〕
。

我们的试验�未发表�表明
,

外植体取材时期对 诱

导愈伤组织影响极大
, �月下旬到�月上旬取田间叶片

,

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 � 以上
,
而 �

月下旬以后取的田间叶片
,

愈伤组织诱导率仅为 �� �左右
,

而且愈伤组织生长缓慢
。

�
�

�
�

� 培养基
�
西洋参组织培养中使用效果较好的基本培养基有�� �

、
�� �

、
� �

、

� �等
。

现在使用最多的是� �培养基〔�
,
� � 幻

。

将� �基本培养基中的� � ��
‘ �

� � ��含量 由 � �� � � � �

降低到� �
�

� � � � �
,

可使嫩茎愈伤组织诱导率提高到 ��� �
,

愈伤组织生长速度 提 高 �
�

�� 倍

〔��〕
。

在培养基中附加大豆粉�。
�

� � �
,
使愈伤组织中皂贰含量提高�倍〔”〕

。

我们的试验结果

表明
,

在培养基中添加水解酪蛋白�� �
,

�� � � � � � �对愈伤组织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
�

�
�

� 植物激素
�
西洋参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培养必须在有生长素的培养基中进行

。

� � �
、

�� �
、

�� � 和 �
,
�一� 均可诱导外植体产生愈伤组织

,

其中�
,
�一� ��� � � � � � �的 效 果 最 好

〔刁
,
�

,

�, 幻
。

我们的试验表明
, � � � � � � �的 �� � 诱导愈伤组织的效果与�

, �一� 的效果类似
。

这

对于解除人们对 �
,
�一� 毒副作用的疑虑是一个突破

。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配合使用
,

对愈伤

组织诱导和生长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 � �
对愈伤组织生

一

长也有促进作用
。

�
�

�
�

� 培养条件
�
温度和光照对西洋参愈伤组织诱导和培养的影响

,

未见详细报道
,

一般认

为较适宜的温度为�� � �� ℃〔卜幻
。

诱导愈伤组织均用暗培养
,

愈伤组织培养在光下进行
。

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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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的试验
,

散射光下诱导出的愈伤组织质量好
,

其生长速度和胚胎发生能力均高于暗培

养诱导的愈伤组织
。

�
�

�
�

� 皂贰含量分析
�
分析结果表明

� 西洋参愈伤组织具有合成西洋参皂试的能力
。

在 添

加大豆粉 ��
�

� � �的培养基上生长的愈伤组织中
,

总皂贰含量高达 �
�

� �〔
”〕

。

西洋参 根 愈 伤

组织继代培养到第�代进行测定
,

愈伤组织中含有主要皂贰成分� �
, 、 � � �及少量抗癌皂贰成

分� �
� ,

总皂贰含量为� �〔‘�〕
。

这些结果均高于天然西洋参根中的皂贰含量 ��
�

� � �
。

�

愈伤组织诱导和培养研究结果表明
�

西洋参愈伤组织可在不含 � , �一� 的培养某上诱 导和

培养
�
愈伤组织具有合成西洋参皂贰的能力

,

皂贰含量高于天然西洋参根中的
。

因此
,

用愈

伤组织培养方法生产西洋参皂贰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

但是愈伤组织固体静止培养 细 胞 增 殖

慢
,

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生产
。

�
�

� 西洋参 细胞悬浮培养及大量培养
�

西洋参细胞悬浮培养化固体愈伤组织培养生长速度提

高近�� �
,

皂贰含量略有下降〔
’�〕周立刚等进一步研究了氮源对西洋参 细胞悬浮培养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将� �培养基 中的� � �
�

含量提高 �倍
,

同时去掉� �
�

� �
� ,

细胞的生长速度和皂

贰产量比在正常� �培养液中提高� �
�

� �和 �� �
�

� �
,

并确定西洋参 细胞悬浮培养生产皂贰的

最佳收获期在 � � � 以上
,

悬浮细胞合成皂贰高峰在细胞生长对数期稍后出现〔’
�〕

。

周立刚还进

行了西洋参细胞大量培养的工艺学研究
,

确定适合于细胞悬浮培养的培养液体积的三角瓶容
。

量的 � � �一 �� � � 培养液中氧溶浓度的输出随温度升高而升高 , 细胞发酵培养较适合的搅拌速

度为� �� 〔� �〕
。

方绮民等进行 了西洋参细胞悬浮培养中皂贰生物合成的代谢调节研究
,

结果表

明
�

葡枝根霉等�种真菌菌丝体能够促进皂贰合成
� 人参寡聚糖既能促进细胞生长

,

又 能促

进皂贰合成
,

是 �种理想的新型诱导因子〔�们
。

以上实验结果为设计适合于西洋参细胞工业化生产西洋参皂贰提供了重要依据
。

� 西洋参组织和细胞培养的基础研究

西洋参组织和细胞培养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形态 发生和植株再生
,

这些研究服务于快速繁

殖和育种
。

�
�

� 胚状体的诱导
�

在含�
, � 一� 的培养基上

,

可 由幼胚
、

胚轴
、

子叶等外植体诱 导 出胚状

体
。

与诱导愈伤组织相比
,

诱导胚状体的培养基 中不含细胞分裂 素
。

在 含 � , � 一� �
�

� � � � �

的培养基中加入 �
�

� � � � � � �
,

能明显地降低胚状体的发生频率
。

水解乳蛋白 �� � �和水解

酪蛋白�� � �对胚状体形成有促进作用
,

而酵母提取物�� � �则降低胚状体的 诱 导 率〔“〕、

西洋参胚状体可在含�
, � 一� 的培养基上形成并发育成熟的胚状体若不及时移出

,

则又重

新愈伤组织化
,

并分化出更多的胚状休
。

胚愈伤组织在�
, �一� 培养墓上分化胚状体的能力可

保持 � � �年〔�〕
。

西洋参胚状体发生是不 同齿的
。

由同一块愈伤组织上可同时见到球形期心形期
,

鱼蕾形

期和子叶期的胚状体
。

西洋参胚状体发生是外起源的
,

由靠近愈伤组织外层的细胞经脱分化

启动形成
,

但确定胚胎原始细胞的位置还有困难〔� 〕
。

成熟的西洋参胚状体在适兰
’

�

场培养基上可萌发长成绿色小植株
。

但胚状体萌发成植株的

频率仍很低〔
“〕

。

为此
,

如何控制培养条件
,

使愈伤组织上形成大量 正常
、

健壮
、

同步的胚状

体
,

进而提高再生植株的频率
,

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

�
�

� 不定芽的诱导
�

用幼胚为外植体
,

在含有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培养基上
,

由胚 的子

叶和胚轴处诱导出了不定芽不定芽
,

长至 �一 �片真叶时转入生根培养基中生根形成完整植株
,

� ��



�‘〕。 我们的试验表明
,

将胚状体转移到含有�� 和� � � 的培养基上 以后
,
胚状 体 可萌发出

芽
,

同时在主芽基部可再生出多个不定芽
。

西洋参组织和细胞培养工作在细胞大量培养生产西洋参皂贰方面虽已取得了较大进展
,

但目前仍不能付诸商业化生产
。

关键是在高产细胞系筛选方面工作很少
,

没有一个理想的高

产细胞系
。

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同时
,

在其它植物上的经验表明
,

同一细胞系很难既

有高的增殖能力
,

又有高的次生代谢物生产能力
,
因为前者需要增加细胞的胚性属于脱分化

范畴
,

后者需要增加细胞的分化程度属于分化范畴
。

不过在人参等植物上获得成功的毛状根

培养技术给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
。

因为毛状根是 �种器官
,

它集增殖和分化于 一 身
。

可

以预期
,

这项技术在西洋参上应用会极大地推动西洋参皂贰工业化生产的研究和应用
。

在快速繁殖方面
,

现在己经能够大量增殖试管苗
,
关键问题是要改进试管苗移栽技术

,

提高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

这也是利用基因工程
,

细胞融合等技术培育新品种的必要基础
。

在

育种方面
,

要积极开展花药培养
、

原生质体培养及细胞融合等的研究
,

这些技术的完善和应

用 ,
将会给西洋参育种工作带来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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