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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在现代中药材生产领域

的应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

口张永清
� �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 ∀ ∀ #∃%

摘 要 & 本文对生物技术在中药材种质保存与鉴定
、

育种
、

种苗与活性成分工业化生产等领域的

应用进行 了综述
,

并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

为中药材的现代化生产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生物技术 中药材生产 中药现代化

生物技术已经在现代中药材生

产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

但中药

材临床疗效 的发挥
,

有赖于其物

质组成与中医理论的指导
。

生物

技术 在中药材生产领域 的应用
,

应 以稳定和提高临床疗效为指导

原则
。

本文对生物技术在现代中

药材 生 产领域 的应 用进 行 了综

述
,

并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

一
、

生物技术在现代中药材

生产领域的应 用概况

生物技术在中药材种质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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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与鉴定
、

育种
、

种苗与活性成分

工业化生产等领域用途广泛
,

进

展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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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于 中药材种质保存 与鉴

定

�+% 中药材种质保存

种质是长期 自然选择与人工

选择的产物
,

是进行作物品种改 良

的基础
。

中药材野生资源正逐步减

少
,

种质保存迫在眉睫
。

中药材种

质保存有两种基本形式
&
就地保存

与异地保存
。

异地保存主要为种质

圃
、

养殖园 的迁地保存和试管保

存
。

通过置地种植或设园养殖延续

保存
,

适用于一般种质
,

优良种质

仍然会退化 , 试管保存是通过组织

培养在诱导培养基上建立无性系
,

获得试管植株
、

愈伤组织或悬浮培

养细胞等贮存材料
,

再对其内部生

长因子
、

外部环境条件进行调控
,

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
。

此方式占

用空间小
,

可避免外界害虫
、

病菌

与病毒侵害
,

不经检疫便可进行种

质交换
,

并可在短期内实现快速繁

殖
。

通过两步冰冻法实现的超低温

试管保存技术
,

更具有长期性和稳

定性
,

已成为种 质保存的常规技

术
。

目前
,

千年健
、

金钗石榔
、

绞股

蓝等药用植物 已实现种 质试管保

存 −”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专题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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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等三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
” ,

负责人
&

张永清
。

张永清
,

副教授
,

山 东中医药大学中药栽培学科主任
,

主要从事中药材栽培与养殖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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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药材品种 鉴定与 纯度

检验

选育 良种是保证中药材质量

和提高中药材产量 的有力举措
。

开展 良种选育首先要进行品种鉴

定
,

以形态学方法鉴定品种周期

较长
,

并且与环境互作
,

而依靠生

物技术发展起来的各类电泳指纹

图谱
,

多态性丰富
,

具高度个体特

异性和环境稳定性
,

非常适于品

种鉴定
。

用于 中药材 品种鉴 定的

指纹图谱主要有蛋 白质 电泳指纹

图谱和 ϑ Ι Κ 指纹图谱两类
。

蛋白

质 电泳指纹图谱涉及 的蛋 白质包

括同工酶和贮藏蛋 白
,

其组成 由

生物遗传性决定
,

不受环境影响
,

所以它们组分上的差异可反映 出

基 因型的不 同
,

因而可作为区别

品种的
“

生化指纹
” ,

并且分辨率

高
、

重复性强
、

简便快速
,

通常只

需 # 一  天 即可完成品种检测
。

ϑ Ι Κ 指 纹 图谱直接反 映 ϑ Ι Κ 水

平上 的差异
,

其技术 主要包括限

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Λ 2ΜΝ %
、

随

机扩增多态性 ϑ ΙΚ �Λ Κ Νϑ %
、

小卫

星 ϑ Ι Κ
、

微卫星 ϑ ΙΚ
、

扩增片段长

度多态性 �Κ 2ΜΝ% 等
,

其中微卫星

ϑ ΙΚ 与扩 增 片 段 长 度 多 态 性

�Κ 2ΜΝ %为目前遗传标记研究的热

点
。

中药材 种子质量 主要依据纯

度与真实性来控制
。

种子纯度和

真实性 的传统检验方法是生长测

验
,

费工费时且结果易出现偏差
,

而采用指纹 图谱法进行检验
,

却

具有简便
、

快速
、

准确等优点
。

因

此
,

建立一套中药材种子标准指

纹 图谱
,

对 于防止伪劣种 子流人

市场
、

提高种子质量
、

促进生产发

展意义重大
’ ’。

�∋% 道地 药材研究

道 地性 是 中药 材 的特 色之

一
。

道地药材形成受 三方面因素

的推动
,

即遗传变异
、

环境饰变与

人文作用
,

但它们对道地药材形

成的贡献大小不同
,

因而道地药

材的形成模式有生境主导型
、

种

质主导型
、

技术主导型
、

传媒主导

型 以及多因子关联决定型等
。

利

用生物技术甄别道地药材 的形成

模式
,

找出主导因子
,

是正确认识

地道药材优势
、

发展道地药材生

产 的前提和关键
‘”

。

如湖南产玉

竹根条粗壮
、

色泽黄亮
、

柔润
,

被

推崇为道地药材
,

刘塔斯等人对

广东
、

北京与湖南产玉竹进行了

Λ ΚΝϑ 分析
,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

广东
、

北京产玉竹的遗传距离小

且聚为一类
,

与湖南产玉竹有明

显区分
‘∃ ’。

郭兰萍等应用 Λ ΚΝϑ 技

术分析了南北苍术的差异
,

认为

其道地性是在遗传和生态两 因素

长期作用下形成的遗传与化学成

分有稳定差异 的居群
‘! ’。

提取道

地药材入药部位中的 7 Λ ΙΚ
,

构建
Β ϑ ΙΚ 文库

,

筛查有用蛋白基 因并

进行克隆
,

可建立起我国道地药

材的基 因储备 , 同时通过遗传分

子标记
,

找出其道地性遗传分子

基础
,

建立完善的道地性评价的

遗传学
、

分子 生物学和天然药物

化学指标体系
,

是促进中药材质

量标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0 ’
。

 
∗

用于中药材育种

利用 当代育种和生物高新技

术对现有中药材农家品种进行筛

选
、

改良或创新
,

可达到提高产量

与质量的目的
。

利用生物技术育种

的方式有单倍体育种
、

多倍体育

种
、

细胞无性系育种
、

体细胞杂交

育种
、

远缘杂交育种等
。

基因工程

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药用植物某些

遗传特性的定向改 良
。

�+% 杭性 育种

环境不适是限制中药材质量

与产量的 主要 因素
,

采用基因工

程手段增强药用植物对不 良环境

与病虫 的抗性
,

对于提高产量
、

避

免或减少农药污染等均有重 要意

义
。

� 抗病毒基 因工程育种 �
采用

基 因主要有 向植物转移病毒的外

壳蛋 白基因
、

复制酶基 因
、

核酸裂

解酶基因
、

毒蛋白基 因
、

抗病毒基

因等
,

以病毒外壳蛋白基因和复

制酶基 因工程较为成功
。

 抗线

虫基 因工 程育种
�
是防治线虫最

为经济有效的方法
,

近年来利用

转座子标记法和定位克隆法 已从

几种重要植 物中克隆到 ! 个抗线

虫 基 因
,

即 抗 胞 囊 线 虫 基 因

∀ # ∃% & ∋ 一 ’

和 () ∗ +
,

在植物中使其得

到表达均可提高抗线虫能力川
。

, 抗细菌病害基 因工程育种 �
利

用基因工程技术可同时把多个抗

病性状导人感病植株
,

从而快速

有效地获得抗病品种
,

现已 克隆

了昆虫裂解肤
、

溶菌酶等非植物

抗菌蛋 白
,

并在植物体内得 到表

达
【− ’。 .抗真菌病害基 因工程育

种
�
将外源抗真菌基 因导人植物

体
,

可有效防治真菌性病害
,

如将

几丁质酶和葡聚糖酶双价基 因导

人小麦
,

就可抵抗赤霉病
、

纹枯病

和根腐病等真菌性病害
/”】

。

0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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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基 因工程育种
&

经常使用 的基

因主要有更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

因 �ΟΠ.Θ%
、

植物凝集素基因 �+/ / Φ 8;

Ρ/ ;/ %和来源于苏云金芽胞杆菌的

杀虫结晶蛋白基因 �ΣΦ 基因 %
Τ ’“’

三类
,

有 ∃∀ 多种抗虫基因已被导

人植物体
‘川

,

如罗氏等将对蚜虫

具明显抗性 的雪花莲外源凝集素

酶基 因导人
,

获得 了转基 因拘祀

植 株
,

目前 已经得 到 !∀ 多个株

系
,

为构祀抗蚜虫育种 开辟 了新

途径
〔‘ ’。 =抗除草剂基因工程育

种
�
主要途径是除草剂所作用 的

酶或蛋 白质的基因导人
,

使其拷

贝数增加
,

从而使转基因植物中

这种 酶或蛋 白质的数量 大大增

加 > 转移一种能以除草剂为底物

酶的基因到植物中
,

该基因编码

酶在转基因植物中可将除草剂催

化掉 > 针对除草剂能识别其作用

的酶上的一定位点
,

用基 因突变

法使该位点上 的相应氨基酸发生

突变
,

使除草剂不能识别
’川

。

? 其

它抗性育种如利用 花粉管通道法

将芦苇和细菌的耐盐碱基因导入

小麦
,

育成了抗盐碱转基因小麦

!≅+
,

!−!
,

!!∃等新品系
,

使耐盐碱

能力得到 明显提高 > 将鱼 的抗寒

基因转人番 茄
,

获得了首例抗寒

转基因番茄
,

增产近 ∃倍
,

Α <
含

量增加 巧
Β

≅Χ > 将仙人掌基因导

人小麦
、

大豆等作物
,

育成了抗

旱
、

抗痔的新品种等
〔Δ ’

。

Ε!Φ 高活性成 分含量 或 高品

质 育种

一些活性成分
,

如生物碱
、

皂

昔
、

黄酮
、

菇类等
,

在药用植物体

内的含量往往较低
,

通过改 良栽

培措施来大 幅度提高其含量难度

很大
。

多数活性成分属于植物次

生代谢产物
,

是在酶的作用下经

过多个反应步骤 而合成的
,

而酶

的合成受基 因调控
。

因此在掌握

次生 物质代谢分子 机制 的 基础

上
,

借助转基因技术来调节基因

表达和酶合成
,

可培育出高活性

成分含量或高品质品种
。

如绞股

蓝具有苦涩味
,

口感不好
,

有人期

望将甜蛋 白 6 74Γ Η 483 5
基因转人绞

股蓝并使之表达
,

以利用极甜的

67 4 Γ Η 4 83 5 蛋白遮掩其苦涩味
‘川

。

+
Β

应用 于 中药材种 苗或种子

工业化生产

通过药用植物组织或器官离

体培养和形态建成
,

可使 中药材

种苗或种 子得到大量快速繁殖
,

实现工业化生产
。

欧美国家试管

苗的年产量在数千万株以上
,

且

以每年 Ι Χ 一 − Χ 的速度增加
。

利

用离体培养和体细胞胚胎发生制

成的人工种子
,

可 能在不远的将

来实现产业化
。

一 些药用 植 物 病毒 非常严

重
,

药材产量与质量大 幅度下降
,

通过 无病毒茎尖离体培养生产无

毒苗
,

可有效地解决该问题
。

有的

药 用 植 物 有性败育不能形 成种

子
,

采用无性繁殖时繁殖系数较

低
,

如菊花
、

番红花等
,

在需要大

面积种植时
,

可采取组织或器官

培养实现快速繁殖
。

有些药用植

物种子 比较贵重
,

如西洋参
,

或由

于药材市场行情看涨种子价格较

高时
,

也 可采取此种方式进行繁

殖
。

对 于那些繁殖用材同时属于

药用部位的植物
,

实行快速繁殖

可节约药材
,

如百部
、

百合
、

贝母
、

丹参等
。

快速 繁殖对 于保护渐危

或濒危药用植物尤其重要
。

最近

发展起来的封 闭式强化快繁通风

育苗系统和 自动 大规模 培养系

统
,

为优质药材种苗生产提供了

有力保证
。

ϑ
Β

在活性成分生产领 域的应

用

将中药 材活性成分提取
、

分

离
、

纯化研制新药
,

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
,

部分品种 已实现工业化

生产并应用 于临床
。

中药材活性

成分含 量 在 自然状态 下 往 往很

低
,

单纯从植物资源中获取
,

实际

收率不高
,

很难适应批量生产
,

同

时也易造成 自然资源枯竭
。

生物

技术 的应用 使这 种 局 面 得 以改

观
。

Ε 1Φ 活性成分 生产

活性成分的生产 主要是通 过

植物组 织或细胞培养及毛状 根或

冠瘦组织培养得 以实现
。

� 植物

组织或细胞培养
�
人工培养条件

下的药用植物组 织或细胞进仍能

进行次生代谢
,

其强度甚 至大于

原植物
,

从而产生与积累大量活

性成分
,

为其快速生产创造 了有

利条件
。

组织 培养时愈伤组织与

亲本植株相 比活性成分含量往往

较低
,

可通过分化的根
、

茎
、

叶等

器官培养来提高其含量
,

如利用

长春花茎器 官培 养生 产 长春花

灵
、

长春花质
、

长春花碱等
Κ ’≅ ’。

利

用细胞培养生产活性成分最 为常

用
,

!Λ 世纪 ΙΛ 年代 日本利用 细胞

培养生产人参皂昔
,

现已采用大

容量发酵罐
,

产出的皂昔组分及

肠)1 2 # ∗ 3 ∗ 5< ∗ 4 5 2 6∗ ∗ 75 ∋ 1∋群 Μ ;∋ 2∗ )5 油8 3∋ 。 ∋9 6)4 己38 3∋ 5 4 Ν(7 35∗ : ∗

婉Ο 3∗ 35∗ 4 5 2 ;4 8 ∗ ) 34 娥Ο3∗ 4 〕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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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活 性与亲本植 物基本相同
,

皂昔含量为亲本植株的 ∋ 倍以上
‘” ’。  毛状根与冠瘦组织培养 �

利

用 毛状根培养进行活 性成分生

产
,

增殖速度快
,

合成能力强
,

产

物稳定
,

转化后遗传性能较稳定
,

并利于进行高产株系选择
,

如用

长 春花 毛状根培养生产 阿马碱
、

长春花质
、

长春花灵
、

长春花碱

等
,

利用人参毛状根培养生产人

参皂昔
,

利用紫草毛状根培养生

产二经基经 甲茂烯基蔡二酮等
。

据不完全统计
,

药用植物毛状根

培养已在 !Π 个科 ∃ΛΛ 多种植物

上获得成功
‘’≅ Θ 。 对于那些由植物

绿色器官合成 的活性成分
,

可通

过绿色毛状根培养来实现生产 目

的
,

如洋地黄含有强心昔
,

利用绿

色洋地黄毛状根培养物不仅繁殖

速度快
,

而且还使强心昔的产量

提高
。

另外
,

有些活性成分不能在

根中合成
,

可利用冠瘦培养达到

目的
,

如用根癌农杆菌感染留兰

香获得冠瘦瘤
,

以其组织进行离

体培养产生 的芳香 油总产量 虽然

低于原植物叶片
,

但主要有效成

分芳樟醇
、

乙 酸芳樟醇 的含 量达

芳香油总量 的 ΔϑΧ
。

Ε!Φ 活性 成分合成促进 与转

化

在人工生产过程中
,

采取措

施促进活性成分的合成与转化
,

可以提高产量
、

降低成本
。

� 合成

促进
�
活性成分是植物长期适应

环境的产物
,

当遭受外界不良因

素影响时
,

植物细胞即趋向于合

成一些 活性成分
。

在进行组织或

细胞培养时
,

往往据此机制采取

措施
,

刺激活性成分的生成与积

累
。

一些生源物质如葡聚糖
、

糖蛋

白
、

有机酸和真菌细胞壁材料等
,

以及非生源物质如重金属和某些

能破坏细胞膜完整性的物质
,

都

可以起到诱导植物细胞次生代谢

活性加 强的作用
,

这些 因素被称

为诱导子
。

如用人参寡糖作为诱

导子
,

可使红花细胞培养物中 4 Ρ

生 育酚含量提高 +
Β

≅ 倍
,

同时使

细胞生长率提高 ∃−
Β

∀ Χ > 在蜜环

菌诱导 子作用下
,

延胡索愈伤组

织细胞培养物中的生物碱
,

尤其是

具抗菌
、

消炎作用 的生物碱
,

如延

胡索乙素
、

黄连碱
、

海婴粟碱
、

原鸦

片碱等的合成能力显著增强
‘’“’。

通过生物技术手段
,

可 阐明活性

成分生物合成途径并找出其限速

步骤
,

通过基因工程克隆此关键

步骤催化酶 的基 因然 后高效表

达
,

也可达到提高含量 的 目的
,

如

蓑若碱 Π
一

俘
一

经化酶是蓑若烷生物

碱生物合成途径中催化食若碱合

成 Π
一

%
一

蓑若碱
、

再经环氧化作用

合成东蓑若碱的关键酶
,

以发根

农杆 菌作 为载体
,

将天 仙子 胺

Π
一

日
一

经化酶转人到富含 天仙子胺

的颠茄发状根中
,

结果经化酶活

性增 强
,

Π
一

%
一

轻化蓑若碱含量 比

用野生 型发根农杆菌诱导 出来的

发状根高
,

东蓑若碱的含量提高

了 ≅ 倍 「” ’
。

 活性成分转化或产

生新的活性成分
�
培养的植物细

胞具有酷化
、

氧化
、

乙酞化
、

还原

化
、

甲基化
、

轻基化
、

糖基化等多种

生物转化能力
,

利用游离细胞
、

固

定细胞和酶提取物进行生物转化
,

是获得活性更高
、

毒性更小或价值

更大的先导化合物的有效途径
,

如

德国科学家利用洋地黄培养物具

有的经基化能力
,

已将 %
一

甲基洋

地黄毒昔转化为临床上使用 的 %
Ρ

甲基地高辛
。

利用毛叶曼陀罗
、

长

春花
、

蛇根木培养细胞进行氢醒转

化为熊果昔的研究也 已成功
。

二
、

应注意的问题

中药材生产现代化离不 开生

物技术
,

但就 目前的发展趋势来

看
,

生物技术的利用对传统中医

药理论的继 承及实现
“

安全
、

有

效
、

稳定
、

可控
”

目标
,

产生 了某些

不利影响
,

要引起足够重视
。

∃
Β

关于 中药材的安 全性

中药相对于西药来讲更加安

全
,

这是中药的特色之一
。

其原 因

有二
�
一是中药多直接来源于动

植物
,

人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

一直

以动植物为伴
,

并将动植物作为

食物
,

人体对其有着天然的适应

能力
,

内服后易于吸收
、

代谢 > 二

是中药材由多种成分组成
,

活性

成分含量相对较低
,

既使含有一

些对人体有害成分
,

通过复方配

伍
、

加工炮制等也可使其毒性降

低或消除
。

可以说
,

复杂的成分组

成是保证中药材安全性 的基础之

一
,

如果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某些

活性成分的含量
,

或将活性成分

提取为单一的化合物
,

就会影响

中药材的安全性
。

目前
,

人们对中

药材的安全性有了更高要求
,

如

重金属与农药残 留等
,

已被纳人

中药材质量控制指标
。

生 物技术在 中药材生产 领域

的应用
,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药

肠 /伪)12 :< 8∗ 5< ∋ 4 52 6∗ <7 5∋ 1∋邵了;∋ 2∗ ) 5 74 83∋ 5
∋9 6) 4 23 痴54 1 (7 35∗:

。

腕23 <3 5∗ 45 2 南)4 名∗ )3 4 脚∗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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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的安全性
,

另一方面也对 中药

材 的安全性造成了不 良影 响
。

重

金属含量与农药残 留量超标
,

主

要是 由环境污染与农药不合理使

用造成 的
。

通过脱毒育苗与基因

工程抗病虫育种
,

摆脱病虫危害

或提高药用植物对病毒
、

细菌
、

真

菌
、

线虫
、

昆虫等病原物与虫害的

抗性
,

减少或避免农药使用
,

可 降

低农药残 留量与重金属含量
,

利

于进行绿色或有机 中药材生 产
,

达到符合国际市场需求标准的目

的
。

但需注意
& � 基因工程存在着

对人或动物潜在毒性或过敏的问

题
�
当人或动物 吃了转基因植物

后
,

由于有些被利用 的基因不是

人或动物的正 常食物
,

就有可能

对人和动物产生毒害
。

 对环境

的不 良影 响
�
抗病基 因工程 基因

表达产物会影 响自然界微生 物群

落
,

如某种病毒的外壳蛋 白能够

装 配 虫传 的其它病毒 & Σ Τ 就很

可能发生危险
,

昆虫对 Υ8 杀虫 晶

体蛋白也会产生抗性
,

抗除草剂

基 因如从作物 自然扩散到杂草上

则形成杂草防治困难等等
。

, 对

药用植物本身产生影响
�
一些转

化基 因的组成型表达导致药用植

物 生长发育受到一定抑制 > 单个

孤独基因的转移可能会使植物难

以适应新环境
。

.影响中药材的

成分组成
� 目前在中药材生产领

域应用生物技术强调 的主要是活

性成分含量
,

无论是育种还是活
Ο

性成分培养生产均是如此
,

其结

果往往使中药材活性成分的含量

得到大幅度提高
,

但最终会改变

其成分组成
,

降低安全性
。

!
Β

关于中药材的有效性

中药是根据不同病症
,

依据中

医理论组方
,

并按中医理论要求配

制和使用的物质
。

中药的有效性体

现在临床治疗效果上
。

从古至今
,

无论是汤剂还是丸剂
,

都包含着所

有能溶解吸收的成分
。

中药疗效
,

是这些复杂成分在多层次
、

多靶点

上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不能讲其中的

哪些成分是没有用的
。

如果单纯将

中药提纯精制
,

用其单体来开发新

药
,

实际上是
“

中药西化
” ,

偏离了

中医药理论体系
。

生物技术的利用 无疑有力地

推动了现代 中药材 生产的 发展
,

但首先需要 明确如何保证产出中

药材的有效性
。

既然中药的有效

性体现在其整体成分上
,

中药材

的质量控制就应 是对整体成分进

行控制
。

现在一般认为的有效成

分 实际 上 是其活 性成分 的 一部

分
,

并不能完全代表临床疗效
。

进

行中药材生产需 要考虑 的是其所

有成分组成
,

不应仅是部分活性

成分含量
,

而 目前利用生物技术

时
,

基本上均是以部分活性成分

含量作为 工作目标
,

这就偏离了

中医药传统理论所要求的有效性

方向
。

那么
,

控制中药材有效性以

什么作为衡量指标呢 ς 最好是以

地道药材 的整体成分作为标准
,

严格控制生 产 过 程 中的 各 项技

术
、

方法与手段
。

但是某些提纯后

的中药材活性成分确有显著的药

理作用
,

以其研制的新药也确有

临床疗效
,

并具有 巨大市场潜

力
。

为适应市场需求
、

创造经济价

值
,

我们不妨将现代中药材生产

划分为两类
,

一类是传统中药材

生产
,

一类是高活性成分含量 中

药材生产
。

二者的攻关方向不同
,

对后者来讲生物技术能发挥更大

作用
。

+
Β

关于 中药材 的稳定性

中药材 的稳定性是指其质量

稳定
。

从根本上讲
,

中药材质量稳

定决定于物质基础稳定
,

具体反

映在临床疗效的稳定上
。

中药材

质量的物质基础是其含有的整体

成分
,

只要整体成分稳定
,

中药材

的质量就能稳定
,

临床疗效就能

稳定
。

无论是植物药材
,

还是动物

药材
,

其整体成分主要决定于种

质
、

栽培或养殖环境与条件
、

采收

与加工三个方面
。

前以述及
,

保证

中药材有效性宜以地道药材 的整

体成分作为标准
,

而保证地道药材

整体成分的稳定须以保证种质稳

定为前提
。

为达到种质稳定的 目

的
,

生物技术的利用是必需的
。

其

一
,

现存地道药材种质的优选需要

利用生物技术
,

只有依靠生物技术

才能正确
、

快速区分
、

鉴定品种 >其

二
,

为保护种质进行改良
,

比如进

行抗病
、

抗虫育种等
,

以增强其适

应性
、

提高中药材产量
。

按照 中医

药理论以饮片配伍人药的药材
,

重

在稳定质量
,

不宜提倡高活性成分

含量育种
。

因为每味饮片的中医处

方用 量是在长期的临床经验基础

上总结出来的
,

如果某味饮片有效

成分的含量发生变化
,

就会影响到

处方的实际用量
,

从而影响到方剂

临床疗效
。

如以提取活性成分作为

生产 目的的中药材
,

可 以提倡高含

量育种
,

如红豆杉的紫杉醇含量较

乳 )1己:< 3∗ 5< ∗ 4 5 Ο 几
∗人5 ∋ 1卿

Μ 肠山)5 汤8 3∋ 5
∋9 玩成83 ∋54 Ν (7 35∗:

∗

娥2 3 ∗ 35∗ 4
耐 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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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若能培育出高含量 品种
,

则可

以节约植物原料
、

降低生产成本
。

∃
∗

关于中药材 的可控性

中药材 的可控性是指其质量

可控
。

中药必 须与 国 际标准接

轨
。

建立和完善中药质量标准控

制体系
,

是中药现代化需要着重

解决的问题之一
。

中医药理论及

其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是 中药研究

的基础
,

也是中药材标准质量规

范制定的保证
。

中药材成分的种类
、

含量及其

组成比例均会对其质量 与临床疗

效产生影响
。

长期以来
,

中药材质

量控制一直缺乏有效的检验方法

与手段
。

近  ∀ 年来
,

以主要成分

或活性成分含量作为指标对质量

进行检测与控制的做法较过去有

突破
,

但从传统 中医药理论的角

度来看
,

仅对指标性成分含量进

行控制
,

难 以达到真正控制质量

的 目的
。

每种中药材的物质组成

是非常复杂的
,

要把质量控制建

立在研究清楚每种内含成分的基

础上很不现 实
,

而现代色谱
、

光

谱
、

波谱
、

质谱等所得整体成分的

指纹图谱
,

却体现了这种可能
。

因

此
,

近 年中药指纹 图谱的研究普

遍受到关注
,

发展迅速
,

也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认可
。

常用 的指纹图

谱有薄层色谱
、

高效液相色谱
、

气

相色谱
、

高效毛细管电泳图谱
、

紫

外光谱
、

红外光谱
、

核磁共振图

谱
、

质谱
、

4
一

射线衍射图谱和 ϑ Ι Κ

图谱等
。

由于 中药材成分的复杂
Γ

陛
,

有时一种指纹图谱难以全 面

反映中药材成分的整体性
,

这时

就需 要将多 种 指 纹 图谱配 合使

用
。

在现代中药材生产领域应用

生物技术的前提应是能保证产 出

药材的各种指纹 图谱相对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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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癌反疚苗即将
∗

九市

法国和美国各有一家公司已向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递交有关防治骨

癌疫苗的材料
,

首批癌症疫苗有望

 ∀ ∀ ∃ 年初在美国首先上市
。

法国 Θϑ [ 生物技术公司总裁罗梅
·

勒莫奈介绍说
,

癌症疫苗的原理是
,

科学家确定出一种癌症肿瘤表面常见

的蛋白
,

将载有这种蛋白的载体注入

人体内
, “

训练
”

人体免疫系统识别这

种蛋白
,

激发免疫系统抵抗含有这种

蛋白或类似蛋白的癌细胞
,

这种疗法

还能使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扩散到机

体其他部位的癌细胞
。

具有治疗简单
、

副作用小
、

疗效彻底等优点
。

长期以来
,

人们一直期望能研制

出癌症疫苗
,

使治疗癌症如同预防和

治疗普通疾病一样简单
。

但由于受到

技术条件限制
,

这一愿望在  ∀ 世纪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实现
。

进入  ∀

世纪 (∀ 年代
,

基因重组技术
、

抗肿瘤

免疫理论的发展
,

为癌症疫苗的研究

和开发提供了条件
。

目前
,

市场上还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癌症疫苗产品
,

但不

少癌症疫苗已处在临床试验或即将上

市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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