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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生物学研究是 !"# 研究

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都晓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哈尔滨 $%&&’&）

刘鸣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 哈尔滨 $%&&(&）

摘 要：生物药材的质量是由其物种的遗传性和环境条件决定的，规范药材生产过程，保证药

材的质量，首先要用植物分类学来界定药材的种质来源，发现生态环境因子与药材生长发育的关

系，探索道地药材的成因，使药材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达到最佳质量。在药用植物栽培过程中，研

究种子的生物学特性和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根据不同物种在不同时期的特殊需要提供必要的种

植条件和管理措施。按照植物的生长发育节律，综合有效成分含量和产量两方面来考虑，以植物自

身的阶段性性状发育特征为指标，客观判断药材的最佳采收期。掌握时间、空间环境条件对药材质

量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药材的适宜加工方法和贮藏条件，使其在外观性状和内在质量上达到

优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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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的颁布，使我国中药材的生产

和 质 量 管 理 有 了 一 个 基 本 准 则 ，

它以法规的形式规范中药材的生

产，保证中药材的质量，进而促进

中药的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的发展。围绕着药材质量和可能

影响药材质量的内在因素和外在

因素的调控，!"# 共制定了 $& 章

%3 款，从第 ) 至第 3 章的内容均

与生物学密切相关 C $ D。我们在多年

的药材生物学和质量学研究中也

深刻体会到，生物学研究是质量

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弄清药材

的生物学特性，按照药材的生物

学特点制定具体的生产标准操作

规程，是保证正确实施 !"# 的先

决条件。

一、生态学研究在 !"#
实施中的意义

!"# 的第 ) 章，对药材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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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环境做出了规定，指出除

空气、土壤和灌溉水或动物饮用

水要符合国家的相应标准外，首

先生产基地应按中药材产地适宜

性优化原则，因地制宜，合理布

局。表明了产地生态学对保证中

药材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

说，任何生物都是其遗传基因型

和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同

一物种在不同生态环境中接受不

同的选择，经常在遗传上、生理

上、生化上和形态上有所不同，对

于生物药来说，也就是药材质量

上的不同。如果遗传型是一致的，

那么适宜的生态环境条件就是决

定其质量的关键因素了，只有具

备其生长发育的最佳生态条件时

才有可能达到最佳质量，也就形

成了道地药材。

例如，黄连以川连为佳，地黄

以河南产者质优，这些都是长期

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所形成的优

良药材品种。我们在对龙胆的调

查中发现，东北龙胆在栽培过程

中病害普遍比较严重，几乎每月

需要喷洒一次农药，长期使用势

必 造 成 农 药 残 留 ， 影 响 药 材 质

量。但令人惊奇的是在黑龙江省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附

近 生 长 的 东 北 龙 胆 却 长 势 良 好 ，

极少发生病害。虽然还不清楚其

中 抑 制 病 菌 生 长 的 生 态 学 因 素 ，

但至少表明生态环境在东北龙胆

引种栽培中的重要作用，或许这

正 是 药 材 道 地 性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

因 此 ， 要 制 定 出 真 正 达 到

+,- 要 求 的 药 材 生 产 方 法 和 措

施，就需要通过深入的生物学研

究，找出环境条件中各个因子与

药材生长发育的关系，即发现道

地药材的成因。根据某一地区的

自然条件，选择种植适宜的种类

或品种，进而强化那些有利于优

化药材质量的生态因素，为药材

生长发育创造最佳的综合环境条

件。

二、种质资源和种子生物学

研究在 +,- 实施中的意义

对 于 药 材 的 种 质 和 繁 育 材

料，+,- 规定要准确鉴定其物种，

包括亚种、变种或品种，记录其中

文名及学名。这就要求用（动）植

物 分 类 学 来 界 定 药 材 的 种 质 来

源，判别药材的真伪优劣。从生物

学观点来说，任何一个物种都有

其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点。其有

效成分或活性成分主要属于植物

的次生代谢产物，是由种质即基

因决定的。从理论上讲，每一个生

物药应该是同一物种，甚至是同

一生物型或品种，才能保证其特

点的一致，药效的稳定。当然药材

中的某一种或一类有效成分，可

能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种类中。因

此，常有几个近缘种作为同一药

材使用的。例如麻黄来源于同属

三种植物的草质茎，龙胆来源于

同属四种植物的根及根茎，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所有特点都是

完全相同的。因为，尽管同属近缘

植物所含的成分可能类似，但这

些成分的含量或相对比例往往有

一定的差异，在使用时，即使用药

量相同，疗效也会不一致。

这种种质来源的复杂性，给

中药材和中成药的标准化带来了

一定的难度。比如我们在对药典

收载的正品柴胡进行有效成分积

累动态研究时发现，其有效成分

柴胡皂苷和挥发油在东北地区采

收的野生和栽培两年生的南柴胡

（ 9:;$):#:< 6’"#2"*)#(4"$(:<）和 北

柴胡（ 9= ’-(*)*6)）根中的含量有

明显差别：北柴胡中各发育期皂

苷的含量均高于相应时期的南柴

胡，约为 * . / 倍；而南柴胡中挥

发油的含量均高于北柴胡，约为

! . * 倍 0 ! 1 。进一步的药理实验表

明，南柴胡的解热作用明显强于

北柴胡，北柴胡的保肝作用明显

强于南柴胡。据此，我们建议在临

床上使用以柴胡为主药的方剂疏

肝理气时，应选用北柴胡；而清热

解表时应选用南柴胡 0 * 1。类似的现

象提示我们，要想使我国中药符

合国际化的质量标准，与国际接

轨，首先要从生物学的角度在入

药 源 头 上 解 决 药 材 种 质 资 源 问

题，必要的话甚至要在近缘种之

间作出区分，制定标准。

药材生物学 研究对了 解种子

的生物学特性，进而实现药用植

物 的 人 工 繁 育 同 样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关于龙胆的引种栽培工作曾

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和失败，后

来我们在野外调查中发现，东北

龙胆分布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的

半湿润草甸草原地区，主要集中

在 季 节 性 积 水 地 段 的 局 部 较 高

处，群众将其生境形象地概括为

“洼中岗”，揭示了本种的生存依

赖于足够的水分而又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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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耐水淹的生态特点。通过进一

步的生物学研究，发现了其种子

萌发既需要高温高湿又需要光照

的生物学特性，改变了以往播种

直接覆土的方法，才在龙胆种子

的繁殖上取得突破。

三、植物生物学研究指导

药用植物 !"# 栽培管理和采收

植物生物学是研究 植物有机

体生长发育规律的科学，应用于

中药材生产管理，就是研究植物

性中药材的生长发育规律，尤其

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质量变化的

规律，以指导中药材生产与应用

的实践。在 !"# 有关药用植物栽

培管理条文中，第 $$ 条、$% 条、$&
条和 $’ 条明确规定，要根据药用

植物生长发育要求、营养特点、发

育时期和生长发育特性，制定相

应的种植规程，施肥、灌溉、排水

和田间管理。这就要求首先要对

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深入的

研究和掌握，根据不同植物生长

发育的特点和要求，提供必要的

栽培条件和管理措施，制定药材

的生产标准操作规程，以保证药

材的质量，提高药材的产量。

例如，防风在野生情况下生

长 ( ) $* 年以后才抽薹开花，但

引种栽培后个体发育时间大大缩

短，一般第三年即可抽薹，开花结

实后根部不堪入药，而如在开花

结实之前采收，则其根部小，产量

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防止防风

抽薹开花，我们对防风进行了生

物学研究，发现其根部的截断损

伤可诱导再生芽，在第三年开花

之前人为诱导根部生芽，使植株

呈现幼龄形态，从而加速了根的

生长，提高了药材质量，缩短了生

长周期，解决了这一栽培品种的

药材质量问题 + & , 。

药材适宜采收期的 确定同样

需要以植物生物学研究为基础。

植物药在其个体发育中，从种子

萌发，经过营养生长，进入生殖生

长，最后衰老死亡，其外观形态和

内在生理生化性质会发生很大变

化。化学成分是植物生理代谢过

程中的产物，它必然随着植物的

生长、发育、物质在植物体内的运

转和贮存而变化，因此药材适宜

采收期的确定是要按照植物的生

长发育节律，综合有效成分含量

和产量两方面来考虑。

曾有人将人参在某地的最佳

采收期固定在每年的某月某段时

间，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客观

的，因为即使同一地区也会因不

同 年 份 而 在 气 候 节 律 上 有 所 不

同。仅就温度这一因素而言，就有

高温年和低温年的差别。高温年

可 使 植 物 的 生 长 发 育 周 期 缩 短 ，

而 在 低 温 年 植 物 生 长 发 育 缓 慢 ，

生长发育周期延长。此外，还有很

多其他因素制约着植物的生长发

育。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植物性

状的变化都客观地反映着环境因

素的影响，同时，地上器官的宏观

性状变化又反映着植物地下部位

的质量变化。如果搞清楚这两种

变化的相关规律，就可以从地上

器官宏观性状的变化判断人参根

系的质量变化。

为此，我们连续 - 年在对黑

龙 江 铁 力 市 参 场 进 入 采 收 年 度

的 人 参 进 行 折 干 率 及 皂 苷 含 量

测定的同时，平行进行地上性状

的系统观察与记录，对照折干率

和皂苷含量高峰出现的时间，找

出 与 之 相 关 的 代 表 最 佳 采 收 期

的相关性状组。结果发现折干率

和皂苷含量高峰出现的时间，虽

然在不同年度可相差 $* 天以上，

但 各 年 人 参 地 上 器 官 的 若 干 性

状表现却是基本一致的。概括起

来这些性状即为相关性状组，也

就 是 用 来 判 断 最 佳 采 收 期 的 客

观指标。有了这样一个基于生长

发 育 规 律 的 便 于 掌 握 的 宏 观 指

标，虽然在不同地区、不同年度

由 自 然 条 件 的 差 别 造 成 人 参 生

长发育的超前与错后，只要出现

上述相关性状组，就表明人参根

的质量达到了最佳状态，从而为

人 参 高 产 优 质 的 生 产 提 供 了 最

佳采收期的保证 + & , 。

四、生物时空变化规律研究对

!"# 药材产地加工和贮藏的意义

所谓生物药 材时空学 就是研

究药材的形成与时间和空间的关

系。在加工贮藏过程中，就可以理

解为是研究加工贮藏的时间和条

件与药材质量的关系。当药材采

收后，其外观性状和有效成分仍

处于动态变化状态，而且会随着

加工贮藏的时间和方法条件的不

同而改变。因此，适宜的加工和贮

藏方法的选择对保证药材质量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红参的传统加工是蒸

鲜参 - ) & .，然后取出晒干或烘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中药材种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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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目的是易于储藏保存。人们一

般认为由于加热过程使一些化学

成分发生变化，结果红参中所含

皂苷含量提高，其质量优于生晒

参。我们在考察红参的加工工艺

时发现，随着蒸制时间的延长，人

参中的几种指标性的人参皂苷的

含量确实增加，但相应其他有些

皂苷的含量却显著降低，而且总

皂苷的含量也随之降低，表明在

加工过程中化学成分之间有一个

动态转化过程和损耗，实际上并

没有发生有效成分的增加。因此，

在红参的加工过程中，需要适当

控制加工时间，既要使红参的外

观性状达到商品要求，又要尽量

减少有效成分的损耗，保持人参

质量。

我们在考察西洋参 的适宜贮

藏条件时，同样观察到了这种人

参皂苷之间的转化过程和损耗。

相对于低温、低湿、避光的贮藏条

件，在高温、高湿、光照的环境条

件下，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西洋

参样品中的几种主要人参皂苷的

含量逐渐升高，但实际总皂苷的

含量却呈现下降趋势，从而从机

理上明确了西洋参的适宜贮藏条

件，以保证其药材质量。

因此，真正弄清生物药材与

其周围环境的时空关系，掌握时

间、空间环境条件对药材质量的

影响，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药材

的适宜加工方法和贮藏条件，使

其在外观性状和内在质量上达到

优质标准。

中药材是通过一个 复杂的生

产过程而形成的，要想通过调控

可能影响药材质量的那些内在和

外在因素，保证药材质量稳定、可

控，就要了解植物药的个体发育

全过程的生长发育规律，即生物

学特性，了解诸因素在种质、繁

育、栽培管理、采收加工、包装、运

输与贮藏等环节中可能对药材质

量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强化和正

确应用那些有利因素，避免和尽

量减少不利因素，形成一条从种

植到市场柜台的中药生产绿色优

质通道，为准确可靠地实施 +,-
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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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克隆流感病毒复制基因

哈尔滨医科大学对流行性感冒病毒体内具有复制功能的蛋白质 5), 聚

合酶基因的克隆，日前获得成功。

负责此项研究的哈医大流感病毒研究课题组专家曲章义博士介绍，对于

流感病毒遗传基因的亚克隆，并绘制出该基因的图谱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这次流感病毒遗传基因的成功克隆，标志着利用基因克隆技术，控制流感病

毒传播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流感病毒的 5), 聚合酶相当于人类的 6),，它具有复制等遗传

学功能。同时流感病毒与其他病毒相比，具有高度变异性。这种特性，直接导

致了应用流感疫苗研制、开发跟不上病毒抗原变异的尴尬局面。曲章义说，通

过非对称定向克隆法，将流感病毒 5), 聚合酶的 * 个亚基分成 !. 个片段进

行基因克隆和测序，经表达、分离和纯化后，研究每一个片段的功能。课题组

下一步将根据每一个片段功能鉴定结果，筛选切断流感病毒传播途径的有效

药物。曲章义教授说，此项研究的目的是破坏这种高度变异性 5), 聚合酶的

结构，抑制其功能，以便彻底阻断流感病毒的遗传和传播途径。

流行性感冒病毒，简称流感病毒，是引起流行性感冒的病原体。在 !" 世

纪人类遭受了 # 次流感大流行，致使数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至今仍没有能够

有效控制流感病毒的措施和方法。

曲章义认为，这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意义，还有助于建立完

善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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