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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国际国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已渗透到中药学的各个领域。
它对中药材的资源拓展与可持续利用、种质鉴定、遗传育种、次生代谢产物的调控、药用植物活性蛋
白多肽的表达、中药的作用机制乃至新药筛选等各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中药现代生物技术作为一门学科，目前仅具雏形。
本书作为卫生部“十一五”规划的研究生教材，适用于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师、科技人员、有兴趣的
大学生及中药领域工作人员。
    全书分十二章，各章分别简述各种生物技术的基本原理、重要概念、技术手段及其在中药研究领域
的应用与前景。
力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加深理解，拓宽知识领域：启迪思路，提高中医药科研人员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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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通过顶芽或腋芽的增殖和分化：顶芽和腋芽都含有休眠体或活动的分生组织，在本质上是
相同的。
但它们由于存在的部位不同，因而在生理上存在着差异。
在多数维管植物中腋芽均具有无限生长的能力，腋芽内常含有次生的分生组织，都有能长出枝条的潜
在能力。
但能否变成枝条，则与主轴顶芽的生理状态有关。
植物顶芽往往具有顶端生长优势，抑制着腋芽的生长，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与顶芽的生长激素有关。
要打破顶端生长优势，诱导腋芽的生长，可在培养基中添加适当的细胞分裂素。
实验证明，将带有顶芽的枝条培养在不含生长激素的培养基上，只能长出单一幼苗的枝条；将同样带
顶芽的枝条接种到含有适当浓度的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上，腋芽可以得到发展，产生早熟的分枝，发
展到由许多分枝组成的丛生芽。
这种刚形成的丛生芽可分成若干独立小苗，再进行培养，形成新的丛生芽。
只要培养基成分合适，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直到从这些枝条上得到足够的芽，把这些芽转
入适宜的培养基上。
　　腋芽繁殖是常用的方法之一，虽然繁殖速度慢，但遗传性稳定，在大多数植物中都能应用。
利用外施细胞分裂素抑制新枝顶端优势、促进腋芽生长发育。
其中6－BA对促进腋芽增殖效果较明显。
外源生长素虽不能促进腋芽增殖，但对改善外植体培养时的生长有好处，还能控制和消除经几次连续
培养后腋芽增殖潜力的减退。
　　（3）通过不定芽的增殖和分化：不定芽是随机地发生于植物茎或叶上的一种结构，它是在除了
现存的芽（包括顶芽和腋芽）之外的组织器官上，通过器官发生重新形成的芽。
可对植物或外植体进行预处理，在培养基中加入不同种类和不同浓度的生长素、细胞分裂素来诱导发
生不定芽。
常用的细胞分裂素是6－BA和KT，浓度为0.1～10mg,／L，生长素是IBA和NAA，浓度为0.1～10 mg／L
。
IAA在培养基中最不稳定，而2，4－D很容易引起愈伤组织的形成，因此通过腋芽生枝或不定芽发育进
行茎芽繁殖时，应当避免使用2，4－D。
　　在芽增殖过程中，要注意外源激素的累积问题。
由于长期反复继代增殖，外源激素的大量累积会造成各种畸形芽、透明芽的产生，从而影响不定芽的
质量。
为使不定芽正常生长、分化，可以采用在继代培养的一定阶段降低激素水平的方式。
　　（4）诱导不定胚状体的产生：与芽和根可以从许多植物的外植体诱导出来一样，植株的不定部
位也可诱导形成体胚，称之为不定体胚的诱导。
不定体胚的形成和经过愈伤组织阶段再形成体胚的过程是不同的，即不定胚是直接由最初的外植体内
部的一组细胞（即体胚原始细胞）发育形成的。
如花粉、茎薄壁细胞或表皮细胞、叶肉细胞或叶基部的表皮细胞等均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体胚
发生。
实际上，在自然界中只有少数植物（如芳香科柑橘属）可以通过体细胞胚胎发生而产生胚状体（珠心
胚）；但在培养条件下，现在已知至少有30多个科，150多种植物可产生胚状体。
从外植体的不定芽部位长出的体胚，在一定的条件下尚可分化成苗，从而可视为形成了另一种发育过
程的“不定芽”。
　　4.壮苗与生根培养物增殖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应使部分培养物进入壮苗和生根阶段。
若不及时将培养物转到生根培养基上，就会使久不转移的苗发黄老化，或因过分拥挤而使无效苗增多
，最后被迫扔掉许多材料，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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