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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褥用石 料研 究进展
看生铸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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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石 解的生药学研究经历 了传统植物器官水平到组 织水平
、

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的发

展过程
。

这一过程显示
∃
社会需求是生药学发展的 内在动 力

,

新技术新方法的运 用有力地促进 了生

药学的发展
。

生药学将在微观和宏观方面 深入发展
,

为中药现代化做贡献
。

关键词
∃ 石 解 生药学 进展

生药学与中药炮制
、

中药化学
、

中药药理学与

临床等学科是中药学的重要组成
,

广义的生药学包

括药用动植物 �含矿物药材 #分类
、

资源分布及生态

环境调查
、

生药鉴定
、

药材质量研究
、

种质资源与遗

传育种及人工培植
、

产地加工等多方面的内容
。

建

国以来
,

生药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特别是近年来
,

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

推动生药学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

石解是一种常用 中药

材
,

具有益胃生津
、

滋阴清热
、

清咽润喉等功效
,

来

自兰科石解属的多种植物
。

笔者从事药用石解研究

多年
,

试图从近 ∀! 年来药用石解的研究进展
,

分析

生药学的发展趋势
。

一
、

杜会需求为石解生药学研究

提供了强大 的内在动力

我国有中草药资源 %∀
,

&!∋ 种
,

其中药用植物达

% %
,

!!! 多种
。

但至今常用的 %!!! 多种中药材中近

& ! ( 的品种
、

) ! ( 的用量靠野生资源供应 “ ’
。

药材

品种多
,

而大部分品种用量少
,

相当大一部分是地

方习惯使用品种
。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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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
、

中成药工业的发展壮大
,

一些

社会需求量大 的品种特别是中成药的原料药材
,

很

快成为紧缺品种
。

社会需求的动力和资源 的压力
,

对药材的生药学研究提供了内在动力
。

石解是一味常用中药材
,

中国药典收载了兰科

石解属 的金钗石解
、

铁皮石解等 Φ 种药用植物作为

石解药材的来源
%∀ ’。

∀! 世纪 ∋ ! 年代以来
,

石解的需

求量大增
,

特别是石解夜光丸
、

脉络宁注射液等中

成药的问世
,

野生石解资源 已不能满足需求
。

由于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过度开采
,

铁皮石解等名贵品

种 已濒临灭绝
,

市场上的混淆品
、

假冒伪劣产品屡

禁不止
,

迫使人们加强石解鉴别
、

寻找新资源和发

展人工资源的研究
【−

,

 ’。

经中国期刊 网 Γ ΕΗ= 数字图

书馆 《医药卫生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
,

%∗ &∗ 年以

来
,

与石解有关的中文文献报道近  !! 篇
,

其中化

学成分研究约 )! 篇 �%) ( # Ι 临床与药理作用研究

约 ∋ ! 篇
,

�%∋
7

Φ ( # Ι 分子生物学研究 %∋ 篇 � ( # Ι

资源调查及生药鉴别近 Φ ! 篇 �%∀
7

Φ( # Ι 组织培养

及栽培研究共约 % ! 篇 �−Φ ( #
。

其中与发展人工资

源有关的资源调查
、

生药鉴别
、

组织培养
、

栽培技术

及分子生物学研究
,

占全部文献的 Φ! ( 以上
,

以发

展人工资源 为目的的生药学研究成为近 ∀! 年来石

解研究的重点
,

而组织培养
、

试管苗培育
、

栽培管理

等石解人工 培植技术研究则成为石解生药学研究

的热门课题
,

试管苗的培育及移栽成活技术研究成

为最大的热点和难点
。

二
、

多学科研究为解决石解药源紧缺

提供 了技术支撑

首先
,

我们在大量的资源调查和商品药材药源

调研中发现
,

∀! 世纪 &! 年代以来
,

我 国先后在河

南
、

广西
、

四川等地共发现石解新种 ∋ 个
,

并发现多

处石解属新分布记录
『, 一 ∗ , 。

到目前为止
,

全世界已发

现石解属植物约 %!!! 种
,

我国约 ∋) 种
「‘”, ,

其中供药

用的石解属植物约 −∗ 种
‘川

。

其次
,

为遏制假劣石解充斥市场
,

石解真伪鉴别

研究不断深人
。

鉴别技术已从植物形态鉴别的器官

水平
,

向以显微粉末为基础从维管束
、

薄壁细胞
、

石

细胞等形态和结构来鉴别的细胞水平发展
,

并正向

以 < Εϑ 鉴别和多态性分析
、

化学成分鉴别等为特征

的分子水平深人
。

如马国祥等报道 了对药用石解药

用部位茎的显微构造的聚类分析
” ∀ ’。

刘学平等报道

了对 %! 种石解类中药粉末的显微分析
,

重点比较

不同种间的显微特征
,

在粉末研究的基础上对
“

石

解夜光丸
”

进行了显微分析
2” 2 。 近几年来

,

人们开始

从遗传物质 < Εϑ 角度研究石解的准确鉴定
‘’‘

,

’Φ % ,

从
8 <Ε ϑ =Κ + 序列

一 生活型性状特征
一 居群类型三

者之 间的相关性研究石解的道地性
Λ ’) ’,

使石解的生

药学研究进人分子水平
。

第三
,

由于现代植物生物技术的运用
,

石解的人

工培植在以组织培养为基础 的快速繁殖研究方面

取得可喜成果
〔川

。

先后对金钗石解
、

铁皮石解
、

鼓褪

石解
、

曲茎石解
、

霍山石解等多种药用石解进行组

织培养研究
,

通过茎节
、

茎段
、

种子等材料的培养获

得石解再生植株
‘’& 一 ∀ ∀ ’。

此外
,

遗传转化
、

菌根技术

等生 物技术在药用 石解研究中均进行了 成 功应

用
。

笔者研究表明
,

诱导金钗石解茎节的潜伏芽萌

发
,

并通过在无菌培养条件下
“

以芽生芽
”

技术
,

可

以每年 %! 一 %∀ 代
,

每代 − 倍左右的繁殖系数大量繁

殖金钗石解试管苗
2’& ’Ι 铁皮石解种子萌发成原球

茎
,

球茎继代培养过程中能 以高达每代 ∀ ! 倍的速

度增殖
,

以球茎萌发成的小苗培育试管苗 Ι 以
“

多因

素复合梯度炼苗
”

法炼苗后
,

金钗石解和铁皮石解

试管苗移栽成活率可达 ∗! ( 以上
,

人工栽培的石解

成熟后开花并结果
,

人工栽培的石解材料又可作为

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
,

从而实现 以生物技术为基础

的石 解快速繁殖和人 工培植的生产循环 �另文发

表 # Ι 经过初步比较
,

组织培养试管苗栽培的石解与

野生石解在品质上没有显著差别
‘∀ − ’。

石解快速繁殖

和人工 培植技术的推广应用
,

将克服野生石解自然

繁殖率极低
、

生长缓慢的缺陷
,

在试验室大量繁殖

石解种苗
,

在适度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石解的规模

化生产
,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石解资源紧缺的问题
。

可以预见
,

随着生物技术
、

分子生物学技术
、

现

代仪器分析技术
、

现代中药化学与中药药理研究等

多种高新技术和方法的应用
,

石解在遗传育种
、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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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理
、

品质改 良
、

产业化生产
、

药理作用及资源深

度开发等方面
,

必将取得新的进展 和突破
。

此外
,

解

决石解资源 紧缺问题的技术同样适用于其他中药

材
,

而且对药用植物人工培植各个环节 的深人研究

从而按《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ΟϑΠ# 的要求制

定规范化种植的标准操作规程 �Κ>Π #
,

从源头控制

中药材质量
。

三
、

从石解研 究看生药学的发展趋势

广义 的生药学包括药用动植物 �含矿物药材 #分

类
、

资源分布及生态环境调查
、

生药鉴定
、

药材质量

研究
、

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及人工培植
、

产地加工

等多方面的研究内容
。

从近 ∀! 年来石解的研究进

展
,

可以看出生药学研究的某些规律和趋势
。

%
7

生药学逐步深入到分子水平

传统生药学研究
,

基本停留在从简单的形态进

行药用植物分类研究
、

从药材性状
、

色泽
、

气味等进

行生药鉴别的植株水平和器官水平
,

一些 近缘植物

特别是一些混淆品的鉴别常常出现偏差
。

∀! 世纪中

后期
,

我国科学家开始从组织的显微结构
、

细胞形

态
、

细胞内容物等微观层次进行生药鉴别的研究
,

使生药学研究向组织水平
、

细胞水平深人
,

而 电子

显微镜的应用将生药学推进到亚细胞水平
。

中药材

在生产成中成药之后
,

药材 已经过粉碎
、

足展磨
、

过筛
、

提取
、

浓缩等处理
,

药材形态已不复存在
,

传统形态

鉴别已不可能对中成药进行鉴别
。

但中成药还保留

了原料药材的许多粉末特性和显微特征
,

从组织和

细胞水平可 以鉴别 中成 药中的原料药材是否 有

误
。

因此显微鉴别已成为中国药典采用的中药材
、

中药饮片和中成药鉴别的经典方法之一
。

∀ ! 世纪 ∗ ! 年代 ΠΓΘ 技术发明并广泛应用
,

分

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
,

使整个生药学研究深人到分

子水平
。

< Εϑ 分子作为生物遗传信息的直接载体
,

同种药用植物或动物的每一个体的所有细胞均包

含相同的遗传信息
,

具有相同的遗传物质 < Ε ϑ
,

它

不受气候
、

土壤等环境影响
,

也不会随个体发育阶

段或因组织器官的不同而变化
。

因此 < Εϑ 分子标记

技术为鉴别原植物或动物形态 已遭到破坏 的药材

的鉴别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

< Ε ϑ 测序技术 【∀  一 ∀ ) ’、

限制性长度多态性分

析
‘∀ , 一 ’∗ ’、

基于 ΠΓΘ 反应 的鉴别
〔’ 

,

’“’、

蛋白质鉴定与

免疫技术鉴别
、

蛋白质电泳图谱鉴定
【− ‘一 ’− ’、

动物药

材 的血清免疫技术鉴别 〔−  
,

川
、

利用基因芯片鉴别中

药材
‘’) 一 − & ’

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中药材的分

子鉴定以其准确性高
、

需要样品少
、

不受样品形态

干扰等优点
,

而表现 出很好的发展前景
。

分子生物

学技术的应用
,

使中药鉴别
、

品种改良
、

人工资源培

育的研究进人了分子水平的新时代
。

∀
7

生 药学以 满足社会对中药资源的 需求为终

极 目标

建国以来生药学深人研究的集中在三类
∃
社会

需求量大的中药材 Ι 濒临灭绝的中药材 Ι 社会需求

量大且野生药用植物 �动物 #濒临灭绝 的中药材
。

野

生药材濒临灭绝 的根本原 因是社会需求量大而野

生资源再生能力有限
。

如人参
、

三七
、

天麻
、

鹿茸
、

熊

胆等 %! ! 多种常用中药材
,

由于社会需求量大而对

其原植物 �动物 #种类
、

生物学特性
、

生药性状及鉴

别
、

人工培植技术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

目前

已实现人工种植或养殖
。

如石解
、

红豆杉
、

冬虫夏草

等野生中药材资源枯竭
,

使其以发展人工资源为重

点的生药学研究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门课题
。

%∗ ∗∀ 年美国 Ρ< ϑ 批准从太平洋红豆杉的树皮

中提取的紫杉醇用于治疗乳腺癌以来
,

迅速形成全

世界的红豆杉热
,

含有紫杉醇的野生红豆杉属植物

遭到灭顶之灾
。

我国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西藏红豆

杉
、

云南红豆杉
、

东北红豆杉等被大量偷伐
,

仍远远

不能满足提取紫杉醇的需求
。

巨大的资源压力促使

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资源
,

包括从枝叶等新部位
、

新

的近缘物种中提取紫杉醇或同系物
,

研究红豆杉的

生物学特性和人工培植技术 沈” ’
,

相关文献不断涌

现
。

目前四川
、

重庆等地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红豆杉

种苗和人工种植基地
。

冬虫夏草有巨大的国内外需

要
,

但长期资源紧缺
,

价格大幅度上涨
。

国家科技攻

关项 目从
“

六五
”

开始启动冬虫夏草人工培植的研

究
,

已经历整整  个五年计划
,

取得了巨大进展
。

目

前国家投人大量资金启动的冬虫夏草人工培植产

〔ΣΑ 829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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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项 目已经展开
,

最终将突破冬虫夏草人工培植

技术
,

解决资源紧缺问题
。

生药学发展 的这种趋势
,

要求广大生药学工作

者要有发展 的眼光和市场意识
,

对于市场潜力大的

中药材应尽早开展相关研究
,

积累资料
,

在市场潜

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时研究成果将会转变成现

实生产力
。

−
7

提高中药材质量是生药学的 当务之急

目前
,

中药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 !Υ

。

中医药在国外进一步普及
,

英国
、

荷兰
、

加拿大
、

澳

大利亚等国家已发展 了大量 的中医诊所
。

很多国家

政府开始关注 中医药
,

一些 国家对中医药进行立

法
,

中医药在 国际上走 向合法化
。

同时
,

ς + > 的规

则
、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药品的严格的

审批
,

也对中药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

我国中药

材及中成药的出 口 已遭遇一些 国家的技术壁垒
。

由

于野生药材来源复杂
、

生长环境差异大
、

采收加工

不规范等原 因
,

野生药材质量极不稳定
,

中药材
、

中

药饮片和 中成药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声誉受到

影响
。

而且
,

由于 国外资本进军中国医药领域
,

我国

中药产业面临跨国医药公司资金
、

技术
、

人才的激

烈竞争
。

提高中药材质量及其稳定性
,

为中药材饮

片和 中成药生 产提供质量稳定 可控 的中药材原料

资源
,

已成为生药学的当务之急
。

面对这种机遇和挑战
,

推进中药现代化已成为

中药发展 的必 由之路
,

并愈来愈被政府有关部门所

重视
〔 , 一  , ’。

中药现代化有着丰富的内涵
,

目前一些

观点已引起广泛关注
,

如
“

中药现代化要从中药材

种植规范化
”

做起 Ι 要
“

建立量化与可控的中药质量

标准
” Ι “

中药现代化要 以国际化为目标
,

国际化程

度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 Ι “

以国际标准和规范

研究开发新药
”

等
。

笔者认为中药现代化的根本 目

的是确保广大人民使用中药安全有效
,

中药产业为

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

中药在国际医药中占

有一席之地
。

要实现这些 目标
,

首先必须能够提供

安全有效
、

质量稳定可控的中药材资源
。

因此中药

材的人工培植
、

中药材生产的规范化
、

规模化和集

约化是中药现代化的根本和基础
‘∀吕’,

是历史发展 的

必然趋势
,

而且变得越来越迫切 【’
,

 “, 。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生药学作为中药现代化的

基础将在宏观与微观两方向继续深人
。

在微观方面
,

将继续从分子水平或更深人的研究
,

阐述中药的生

物学特性
、

生物活性
、

药理作用及防病治病的机理
。

在宏观方面
,

将以实施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即 ,ϑ Π
,

即Α 9 。Ν 9 , Ω 2ΒΩ 80 2 Ξ 80 , Β1, ,
#为契机

,

综合传统

和经典生药学
、

农学
、

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
,

研究中药材生产的技术规范
,

为中药材生产基地建
‘

设和中药材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  一  “’。

如近

∀ ! 年来对药用石解的生药学研究
,

在组织培养的材

料
、

培养基
、

培养条件
、

试管苗壮苗
、

炼苗移栽
、

栽培

过程中的光温控制
、

肥水管理
、

人工种子
、

菌根研究

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

积累了大量 的技术资料
,

已为药用石解的人工培植和石解资源 的产业化发

展创造了条件
。

可 以预见
,

在不远 的将来
,

石解产业

化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而丰富的石

解人工资源必将为石解的综合开发
,

特别是 以石解

为原料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新药研发打下

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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