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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品种选育与“中药品质育种”研究思路1 

王  洁 1, 2，陈  江 1, 2*，鲜  彬 1, 2，王  瑞 1, 2，裴  瑾 1, 2* 

1.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2. 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成都  611137 

摘  要：中药是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物质基础。优良的中药品种是药材质量的保证，直

接影响着中药的临床疗效。中药良种选育是传承创新中药品质的根本途径。作为中药产业的源头工程，中药良种选育起步虽

晚，但发展迅速，已选育了许多品种，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药品质选育理念的缺失，造成中药品种选育缺乏中药

特色，成为中医药事业中最薄弱的环节。总结了近 20 年来中药品种选育的成果并对当前中药品种选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探讨，最后针对中药品质特征，提出“中药品质育种”的研究思路，同时以红花为例介绍了中药品质育种的具体应用，为

今后中药品种选育提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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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TCM. Excellent varieties of TCM are the guarantee of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The variety breeding of TCM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its quality. As the source project of TCM industry, although it started late,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many 

varieties have been br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especially the lack of breeding concepts on quality of TCM,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TCM characteristics in the varieties, which has become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TCM.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outcomes of the breeding of TCM varieties in recent 20 years and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breeding of TCM 

varieties.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CM, the research idea of “quality breeding of TCM” was propo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breeding of TCM was introduced by taking safflower as an example,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thinking for the breeding of TC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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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不仅是我国民族医药的瑰宝，也是世界

人民的宝贵财富。发展药材生产，提髙人类健康水

平，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是在当前人类健

康观念不断加强的时代。几千年来，中药为我国人

民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药产业的

源头工程，中药良种选育是提升中药材生产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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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同传统作物相

比，中药品种选育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

新世纪以来，中药资源研究工作者选育了许多中药品

种，促进了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虽然中药品种选育

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

药品质选育理念的缺失。同时，当前中药品种选育多

以传统作物为参考，重在产量和抗性的选育，技术手

段多以常规育种为主，品种选育缺乏中药特色，很难

体现中药品质特征要素。因此，如何开展符合中药特

色的品种选育，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我国中药育种工作者利用不同的育

种技术选育出的品种进行了总结。其次，对当前中

药品种选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针

对中药品质特征，提出“中药品质育种”研究思路，

以期为中药品种选育提供新的思考。 

1  中药品种选育研究进展 

21 世纪以来，我国中药品种选育发展迅速，品

种选育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品种逐渐增多的过程。

在育种方法上，中药品种选育多以常规育种为主，

辅以分子育种等技术选育取得了重要进步，选育趋

势也实现了从“选”到“育”的转变，部分代表性

成果见表 1。 

表 1  中药品种选育情况统计 (部分) 

Table 1  Statistics of breed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rieties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省、市、自治区 审定（登记）编号/年份 

人参 新开河 1 号 选择育种（系统选育） 吉林 吉登药 2013002 

天麻 鄂天麻 1 号 杂交育种 湖北 鄂审药 001-2002 

红花 新红花 7 号 杂交育种 新疆 2007 

川红花 3 号 选择育种（系统选育） 四川 川审药 2014001 

川贝母 川贝 1 号 选择育种（系统选育） 四川 川审药 2015005 

白术 浙术 1 号 选择育种（系统选育） 浙江 浙（非）审药 2014003 

三七 苗乡抗七 1 号 分子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云南 云林园植新登第 2016060 

紫苏 多紫 1 号 多倍体育种 河北 冀 S-SV-SM-019-2012 

中研肥苏 1 号 分子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北京 京品鉴药 2016054 

菊花 脱毒菊花 植物组织培养（茎尖脱毒） 河北 2004 
 

1.1  选择育种 

选择育种是利用现有品种在繁殖过程中产生

变异或原来性状表现出显著差异的现象，通过人

工选择选出有益的变异个体，进行比较鉴定，择

优去劣而成为新的品种，是常规育种的主要手段。

在中药育种初期，采用选择育种法从混杂群体中

选出优良品种是育种工作采用的最主要方式。例

如，徐昭玺等[1]耗时约 20 年，利用选出的 3000

株优良人参，经连续四代自交纯化，不断淘汰不

良品种并进行品系比较，选育出了我国第一个边

条人参新品种“边条 1 号”，其抗逆性、产量和总

皂苷含量均大幅度提高。陆中华等 [2]培育出的早

熟、高品质杭白菊新品种“金菊 2 号”，具有分枝

力强、花紧凑、品质优良、商品性和丰产性好的

特点等。虽然选择育种在大多数中药新品种选育

种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药用植物自身的生长周

期长，加上选择育种过程繁琐，很大程度影响了

选择育种的进程。 

1.2  杂交育种 

杂交育种是通过人工杂交将 2 个或多个基因型

不同的亲本的优良性状通过交配集中在一起，再从

分离的后代群体中经过人工选择和培育，最终获得

新品种的方法，包括种内杂交和远缘杂交，这种方

法能综合不同品种的优良性状，是农作物育种中十

分有成效的方法。药用植物的遗传背景复杂，通过

杂交可以引起基因重组，进而会出现新的性状，杂交

育种在中药育种中应用也较为广泛。如魏建和等[3]利

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自交系配制，选育出了长势

强、抗病能力强、根部药材产量高的桔梗杂交新品

种“中梗 1 号”“中梗 2 号”“中梗 3 号”，成为我国

中药材育种领域中真正意义上的首个杂种一代新品

种。马小军等[4-5]采用杂交育种育成了果实大、果形

美观、丰产稳产、抗逆性强的罗汉果新品种“永青

1 号”“普丰青皮”等。该方法虽然能培育出具有突

破性的新品种，但也有一些缺点，例如选育过程繁

琐，杂交进程缓慢，且不同种属间杂交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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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诱变育种 

诱变育种是利用物理因素或化学试剂处理目标

植物，促进其遗传物质发生突变，然后根据育种目

标从突变材料中筛选出突变株系，形成新品种。例

如，贾彩凤等[6]利用 60Co γ 射线辐射绿茎金荞麦的

幼嫩根茎，获得表儿茶素含量高于对照组的红茎突

变株。Gao 等[7]研究发现太空搭载乌拉尔甘草种子

后，可溶性蛋白含量及过氧化物酶活性与对照组相

比均增加，且基因组发生了改变，研究结果为甘草

品种的选育提供参考。Qi 等[8]对太空搭载的灵芝进

行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结果表明飞行组材料

与地面组及对照组材料之间具有基因组多态性。张

秀省等[9]利用甲基磺酸乙酯处理长春花愈伤组织，

发现处理组比对照组生长的更快，吲哚总碱含量更

高。人工诱变育种可以提高突变频率，扩大变异范

围，加速育种进程，改良某些性状，但难以控制突

变方向，无法将多个优良性状进行综合。 

1.4  植物组织培养 

植物组织培养是将植物的组织或器官进行消毒

后，置于无菌培养基中进行培养，使之生长再生的

方法。组织培养不受地区、季节、气候、有害生物

等条件限制，较正常自然条件下生长速度快，有利

于种苗的快速繁殖。谢晓亮[10]采用脱毒技术获得了

产量明显提高、药效成分丹参酮 A 含量比药典规定

提高了 88%，比对照材料提高了 95.8%的脱毒丹参。

黄浩等[11]研究发现，在 MS 培养基中添加 2.0 mg/L 

6-苄氨基嘌呤加 0.4 mg/L 萘乙酸诱导红大戟效果较

好，不但可诱导出愈伤组织，还可直接分化芽。潘

超美等[12]对类原球茎和愈伤组织进行诱导得到了

大量的铁皮石斛幼芽，成功建立了既能保持品种优

良性状又能快速大量繁殖的石斛无性繁殖体系。 

1.5  多倍体育种 

多倍体育种是根据育种目标采用染色体倍数增

加的方法选育植物新品种的方法。由于染色体加倍，

药用植物特定部位常表现出巨型增大，有利于提高

药用植物入药部位产量及药用成分含量，植株的抗

逆性也较普通植株强。张青华等[13]利用组织培养结

合秋水仙素处理对铁皮石斛原球茎和丛生芽进行多

倍体诱导，获得了稳定的四倍体植株，其化学成分

和产量均增加。段英姿等[14]探讨了秋水仙碱含量、

处理方式和处理时间对诱导多倍体的影响，对南丹

参进行了诱导，为选育出药用成分高的南丹参品种

奠定了基础。 

1.6  分子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与常规育种注重表型选择不同，分子育种强调

基因型选择，它是以优异表型性状为育种目标，建

立起基因型和表型之间的联系，通过基因型选择外

观表型[15]。其中利用较多的为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它是利用遗传标记与决定目标性状的基因紧密连

锁，通过检测分子标记，从而达到选择目标性状的

目的。分子标记种类很多，如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randomly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RAPD）、限

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简单重复序列标记及单核苷

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等。常规育种的育种周期达 7～20 年，而分子标记

辅助育种周期仅为 3～5 年，大大加速了育种进程。 

分子标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农作物、经济作物、

水果等的品种选育中[16-22]。但在中药新品种选育中

分子标记技术应用还极少。陈中坚等[23]基于简化基

因组测序技术检测出抗病群体的特异 SNP 位点，利

用与三七抗根腐病相关的 SNP 位点筛选抗病群体

进而辅助系统选育，选育出了“苗乡抗七 1 号”。沈

奇等[24]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大量可用的紫苏遗

传标记，并参考基因组比对分析，建立了特异的SNP

标记指纹图谱，选育出了叶籽两用、丰产、高抗、耐

瘠的紫苏新品种“中研肥苏 1 号”。此外，基于组学

分析已成功开发了丹参 [25-27]、天麻[28]、蓖麻[29]、

毛茛 [30]、川贝母[31]等分子标记，为开展分子标记

辅助育种奠定了基础。 

2  中药品种选育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药品种选育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1）从已育成的品种

可以看出，中药品种选育大多以产量和抗性为育种

目标。中药与传统农作物存在较大不同，农作物以

产量为先兼顾品质，而中药材更注重品质，中药品

质直接影响着中药的临床疗效。（2）选育方法上，

有些选育方法不适合生产发展所需。国家药监局

2017 年发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

见稿）中，提到禁用人工选育的多倍体或单倍体品

种、种间杂交品种和转基因品种；如需使用非传统

习惯使用的种间嫁接材料、人工诱变品种（包括物

理、化学、太空诱变等）和其他生物技术选育品种

等，应当提供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实验数据证明新品

种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今后的育种方法都应当

遵守管理规范。（3）大多数品种选育周期较长，如

“边条 1 号”人参选育耗时近 20 年[1]，“滇重楼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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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8 年选育而成。还需加强新技术（如分子辅助标

记育种）的利用，以期缩短育种年限。（4）大多数

人工栽培的中药材品种没有进行系统的种质资源收

集、整理、鉴定、评价、保存等工作，与农作物相

比差距还很大。（5）中药品种选育以一种或一类活

性成分作为选育评价指标之一，与中医临床治疗疾

病物质基础是中药化学成分的整体性相悖，缺乏基

于中医药理论的选育品种品质评价，即品质育种。 

总体来看，当前中药品种选育多以传统作物

为参考，重在产量和表型性状的选育，技术手段

多以传统常规育种为主。而中医药在几千年的

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是

中医药生存发展的根基，能体现中药自身“品

种-品质-效用”三位一体特色的品种选育、品种

创新严重缺失。因此，如何开展符合中药特色的

品种选育，提升中药质量，传承中药品质，是当

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  “中药品质育种”研究思路 

优良的中药品种造就优异的中药品质，直接影

响着中药的临床疗效。中药品质育种是中药良种选

育的核心举措。中药品种不同于农作物或普通药用

植物，中药品种选育目标和育种技术同农作物或普

通药用植物存在差异，中药品种选育更倾向以药物

质量属性、品质特点为目标，于自然种质资源中高

效选择与优化药用品种。基于中药品质观，提出“中

药品质育种”的思路：种质资源系统收集、纯化、

评价与核心种质库构建→品质育种目标性状确定

（外观品质为目标、药效成分为目标等）→品质特

征遗传机制解析→品质关联关键基因挖掘与功能

鉴定→优质遗传标记筛选及开发→标记应用→品

质育种→中药品质提升、传承并发展。（图 1）。 

3.1  中药品质观是育种目标的具体体现 

3.1.1  中国古代的中药品质观  中药品质是中药

的生命，自古以来就有中药品质的观念。《神农本草

经》中有中药的上中下三品、“土地所出，真伪陈新”，

“有毒、无毒”和“性、效、用”的论述，并记录了

少数中药的品质，如“蝼蛄夜出者良，生平泽”。体

现了原始的中药品质观。《名医别录》中有对药材的

产地、采收时间、药用部位及加工方法的记载，并

记载了对部分中药的品质评价，如“地黄，黄土地

者佳”“石韦，生华阴山谷，不闻水及人声者良”“麝

香，生中台及益州雍州山中，春风取之，生者益良”

等。《本草经集注》中将中药材的品质分为四个等级：  

 

图 1  “中药品质育种”思路 

Fig. 1  Research clues of “quality bree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优良品质，用“最好”“最佳”“第一”“最胜”“甚

良”“至良”等评价；良好品质，用“为好”“为佳”

“亦好”等评价；一般品质，用“可用”“少用”“方

用至少”等评价；劣等品质，用“不入药”“不好”

“不堪用”等评价。并按产地、外观性状等对药材进

行了品质评价，如“细辛，今用东阳临海者，形段

乃好，而辛烈不及华阴、高丽者”“桑寄生，今处处

有之，以出彭城为胜”“当归，今陇西叨阳、黑水当

归，多肉少枝气香，名马尾当归，稍难得。西川北

部当归，多根枝而细”。《千金翼方》中有“其出药

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

土皆有不堪进御”的记载。由此看见，不同产地所

致药物品质存在很大差异。《本草纲目》中对中药基

源、产地、采收与加工、炮制以及“性、效、用”

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系统地表达了中药品质观。后

来逐渐形成了以人们长期经验总结的“辨状论质”

的中药材品质评价方法，即依据药材形状、大小、

色泽、质地及气味等特征，判断药材的真伪优劣。

可见，中药品质的形成是基于特定生态环境的，即

道地产区造就优良品质。 

3.1.2  现代的中药品质观  近现代来，出现了“中

药品质”一词，其含义包括：（1）中药的品种和质

量，即药物的“真、伪、优、劣”；（2）中药的质量，

但这两个概念均强调“品质即合乎标准或规格品”；

品质育种 

优质遗传标记筛选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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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一组中药固有特性达成中药临床要求的整体

特征或特性[32-37]。万德光教授[36]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提出“品种是根、疗效是魂”，从中药品质的研究对

象、目的及技术的角度将中药品质分为遗传品质、

环境品质、栽培品质、形态品质、加工品质、化学

品质、效用品质等，并首次提出了中药品质理论，

包括“遗传主导论”“环境饰变论”“传承发展论”

“性效决定论”“多元调控论”等论点。其中，遗传

品质是中药品质形成的根本。中药有效成分是临床

疗效的保证，临床疗效是中药品质的最终体现。药

用植物的有效成分绝大多数为代谢产物，而大部分

的代谢产物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因此，中药种质

是中药品质形成的源头，提高中药品质，必须重视

品种选育。 

中药具有复杂的体系，彭成提出了由中药品种、

品质、制药、药性、功效、应用（简称“品、质、

制、性、效、用”）六要素构成的系统中药学思想[38]。

其中品质包括外在品质和内在品质。外在品质指中

药的性状质量，即以“辨状论质”为基础的形、色、

气、味和显微鉴别、理化测定等为主的质量评价。

内在品质包括遗传品质和药效品质，遗传品质主要

包括优质品种的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品种多

样性、分子标记以及遗传物质与优质药材的生产、

临床疗效的关系等，用于中药真伪鉴别等。体现

了中药品种、品质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关键性

及特殊性。 

肖小河等[39]提出中药大质量观的质控策略，

以生物评价为核心，并用传统感官评价和化学评价

的多元化质量评价控制模式，凸显了中药整体性的

质量属性。刘昌孝院士[40]提出“中药质量标志物

（quality marker，Q-marker）”的新概念，反映中药

质量本质的科学内涵、中药功效与质量的关系。中

药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临

床，中药的品质是该过程中的核心。从传统依据外

观性状评价中药材优劣的“辨状论质”到现代的化

学分析、生物技术鉴定、品质评价综合体系的建立

等都是对中药品质的传承。 

3.2  “中药品质育种”是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品种选

育，是传承中药品质的重要举措 

目前，对于中药品质评价的研究较多，并建立

了多种有关中药质量、中药品质评价的方法、体系，

但真正将中药品质传承发展下去的却很少。中药品

质的形成涉及一系列因素，如种质、环境因素、人

为因素等。其中，种质是中药品质形成的根本，优

良的种质来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具有优良的遗传

物质，即中药品质是基于道地性而形成的。这一点，

从古代各典籍记载的“以……为胜”“出……者为佳”

即可证明。 

农作物、经济作物、花卉中品质育种已开展较

多。商海红等[41]以陆地棉、海岛棉为材料，挖掘了

与棉花优异纤维品质相关的基因及分子标记，为棉

花品质、产量、抗性性状的同步改良奠定了基础。

石细胞含量是梨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Zhang

等[42]以砀山酥梨及低石细胞含量的变异品种良梨

早酥不同发育时期的果实为材料进行转录组分析，

检测到了香豆酰奎尼酸 3-单加氧酶、莽草酸-O-羟基

肉桂酰基转移酶、过氧化物酶等 7203 个差异表达基

因 ， 并 进 行 了 定 量 逆 转 录 聚 合 酶 链 反 应 

（ quantificational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检测分析，为培育低石细

胞含量的新品种梨提供了科学依据。中药材在长期

人工栽培中只种不选，常出现品种混杂、品质下降。

只有经过选育的品种，中药品种才能稳定，才能得

到传承、提升并发展。因此，在中药育种中必须首

先突出中药品质的特点与要求，把保持外观性状、

提高内在品质作为育种重要目标，开展具有中医药

特色的“中药品质育种”。 

3.3  种质资源收集、评价是开展“中药品质育种”

的前提 

当前我国中药种质资源系统研究工作缺乏。种

质资源是发现变异、利用变异、挖掘优异性状、进

行性状机制解析和培育优良品种的物质基础。开展

中药种质资源的系统收集、保存、评价是保障药材

质量，保证临床疗效的前提。种质资源的研究主要

包括：表型性状分析、种质亲缘关系鉴别、核心种

质的筛选和保护等方面。中药材在长期栽培中常发

生变异，产生许多变异类型，表现为不同的外观性

状。表型性状的分析可为新品种选育提供参考。亲

缘关系鉴别研究可为品种选育提供特色的种质材

料。采用分子标记技术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可为

进一步挖掘利用优异性状提供数据基础。Peng 等[43]

采用相关序列扩增多态性技术对栽培与野生红花共

23 个品种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用 30 对引物扩增

出 483 个条带，其中 274 条具有多态性，多态性比

率为 57%。彭云滔[44]采用简单序列重复（inter simple 

sequence repeat，ISSR）和 RAPD 标记对广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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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9 个种群的罗汉果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

明广西永福和金秀的居群遗传多样性较高，应该重

点保护利用。核心种质的筛选和保护可最大程度地

保留原有种质的遗传多样性，为育种工作者从核心

种质库中筛选亲本材料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极大

地促进种质资源的利用。 

3.4  品质形成机制解析是开展“中药品质育种”的

基础 

中药有效成分是临床疗效的保证，临床疗效是

中药品质的最终体现。中药品质是由多个基因控制

的，是由遗传因素通过决定其“代谢特征”与“性

状特征”而发挥主导作用，由环境因子通过调控相

关基因表达而发挥间接作用，即品质形成是特定种

质与环境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基础是育种工

作中的重要部分，但目前中药品质形成的遗传规律

研究相对滞后，严重影响中药品种选育进程。因此，

阐明中药品质性状的形成规律及其生物学实质，挖

掘影响药材品质特征形成的关键遗传基因是开展

中药品质育种的前提，对中医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组学技术的

发展为药材有效成分合成关键基因的挖掘与鉴定以

及次生代谢产物的代谢途径解析提供了有效方法，

加速了对中药品质“代谢特征”和“性状特征”的

遗传机制研究。Lu 等[45]研究发现转录因子乙烯响应

因子 1（ethylene responsive factor 1，AaERF1）和

AaERF2 通过与青蒿素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基

因 紫穗槐 -4,11- 二烯合酶（ amorpha-4,11-diene 

synthase，ADS）及细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

CYP71AVA）的启动子特异结合来激活青蒿素生物

合成途径，调控青蒿素和青蒿酸的生物合成。Chen

等[46]研究表明转录因子籽粒大小和质量（grain size 

and weight，AaGSW1）通过与 CYP71AVA 的启动子

结合来调节青蒿素和二氢青蒿酸的高效合成，促进

了对青蒿素合成途径的了解。Frusciante 等[47]通过深

度转录组测序，确定了一种新的双加氧酶——类胡

萝卜素裂解双加氧酶 2，该酶是藏红花中藏红花素生

物合成第一步专属代谢途径的关键酶。Ma 等[48]从菘

蓝中分离并鉴定了 AP2 乙烯响应因子（APETALA2/ 

ethylene responsive factor，AP2/ERF）型转录因子基

因 Ii049，并揭示了该转录因子通过参与水杨酸信号

转导来调控落叶松脂素及其衍生物等板蓝根中抗病

毒成分的生物合成。陈祥慧[49]对不同发育时期的番

红花柱头进行转录组和代谢组分析，从转录组中组

装得到 269 943 条 Unigenes，共注释出 181 条可能

参与西红花苷合成的酶基因，筛选出 63 个可能调控

西红花苷合成的转录因子，共表达分析分别选出 7、

4 和 4 个目前在西红花苷合成途径中未被具体研究

的 关 键 酶 基 因 谷 氨 酰 胺 合 成 酶 （ glutamine 

synthetase ， β-GS ）、 乙 醇 脱 氢 酶 （ alcohol 

dehydrogenase，ADH）和尿苷二磷酸糖基转移酶

（uridine diphosphate glycosyl transferase，UGT），

促进了对西红花苷合成的遗传机制解析。Li 等[50]

利用 Solexa 测序平台，以红花种子、叶、花瓣为

材料，获得了 153 769 个 unigenes 转录组数据，

注释到 82 916 个基因，代谢途径分析表明，23 个

基因参与类黄酮的生物合成，鉴定到 8 个参与种子

特异性油质蛋白的基因，一定程度解析了红花品质

形成机制。 

3.5  分子技术是加快“中药品质育种”的有效手段 

常规育种是人们长期实践经验的育种方法，但

我国中药材种类多、大多数生长周期长、生长习性

各异、遗传背景复杂，常规育种进程缓慢，且存在

亲本及后代选择的主观性强、子代评价手段单一、

尤其是农艺性状与品质特征性状难以兼顾等不足，

育种水平无法满足中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中药品

质育种首先要突出品质特征，同时还需兼顾农艺性

状、产量等性状，这些性状均是由多个基因控制的

数量性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具有准确、快速、不

受环境条件影响、适应性广等特点，能够兼顾多个

性状，进行分子水平上的育种，是开展“中药品质

育种”的有效手段。部分中药品种选育情况见表 1。 

4  “中药品质育种”应用——以红花为例 

红花自汉代“张骞得种于西域”引入我国，从

最初的染料到“活血通经、去瘀止痛”要药，对其

应用进行了创新。川产红花，从西晋的《蜀都赋》

“红葩紫饰”到《新唐书•地理志》“土贡红蓝”的

州郡包括蜀州唐安郡，再到《图经本草》《证类本

草》等记载红蓝“生梁、汉”，即历史上川产红花

久负盛名。《本草求真》“红花专入心包、肝。辛苦

而温，色红入血，为通瘀活血要剂”“以色红黄、

鲜艳、质柔软者为佳”等论述，可见以效用为目标

的性状评价在红花品质控制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川红花的性状尤其是色泽，同其化学成分和功效存

在密切关联。阐释红花品质内涵，特别是色泽表征，

挖掘表征特征关键指标，解析其生物遗传机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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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优良药用品种的选育，实现对川红花品质的

控制。 

基于中药品质育种思路，对红花进行品质育种

可以通过如下进行。首先，通过系统收集、保存并

纯化红花种质资源，构建群体，形成基于“性状-

成分-功效”关联性分析，阐明川红花品质形成的内

涵，明确品种选育目标性状——品质特征关键指

标；其次，通过基因组测序，采用群体全基因组关

联分析，筛选并验证与川红花品质关联的重要基因，

解析其控制品质的分子遗传机制；最后，筛选品质

形成关键基因 SNP 并进行衍生酶切扩增多态序列

（derived cleaved amplified polymorphic sequences，

dCAPS）标记开发，快速鉴定优质药用川红花材料

并建立组织培养快繁及育种加代技术体系，对选育

红花新品种（系）进行品质评价。红花品质育种思

路图见图 2。 

 

图 2  红花品质育种思路图 

Fig. 2  Research clues of quality breeding of safflower

5  结语与展望 

中药是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物质基础。优良的中药品种是药

材质量的保证，直接影响着中药的临床疗效。中药

良种选育是传承创新中药品质的根本途径。当前虽

已选育了许多品种，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针对目

前我国中药品种选育现状，今后应加强以下工作的

研究：（1）开展中药种质资源的系统收集与保存工

作，进行核心种质的筛选与核心种质库的构建，为

“中药品质育种”提供特色的资源基础；（2）利用分

子生物学技术开展中药品质特征形成的遗传机制研

究，从多个层面探讨品质性状发育机制，为“中药

品质育种”提供科学支撑；（3）借鉴农学中先进的

分子育种技术，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中药品质

育种”，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好的发展；（4）加强品种

认证审定工作，建立完善的中药材新品种审定体系。

提出“中药品质育种”思路，旨为今后中药育种提

供思考，铸力中药源头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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