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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药材质量和产量的 思路和实践

口高山林
#  中国药科大学 中药学院遗传育种教研室 南京 �∗ � � +(!

摘 要 ,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 �� 多年在药用植物育种工作和中药材优 良品种培育方面 所取得的

阶段性进展
,

结合作者在 −% 种 中药材优良品种培育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认为
, 应 用 生物技术进行

中药材优 良品种的培育是迅速提高中药材质量和产量的有效途径
,

并对今后我 国中药材优 良品种培

育工作及其技术培训等提 出了建议
。

关键词
,
中药材 优 良品种 生物技术 育种

我 国中药材 生产长期处于 自由发 展的状态
,

良

种选育工作基本上处 于空 白“.
,

品种退化混杂十分严

重
,

中药材生产产量低
,

药材质量得不到有效 的保

证
。

近 几年
,

药用植物的品种改 良
一

/ 作在国内引起 了

有关 专家 的重视 ∗�∗
,

徐 国钧 院士
、

肖培根院士都认 为
,

药用植物 资源的利用
,

正 面临一场新 的世界性技术

革命
,

必然 首先受到生物工程等先进技术飞跃发展

的影响
,

将会更多地 采用生物技术 和组织培养等手

段
,

生产 出疗效更好
,

毒副作用更小以及产量和质量

都较传统方法高得多的中药材优 良品种
。

生物技术是当代 发展最快 的新技术之一
,

在农

业
、

医学
、

食品
、

制药等领域均有 十分 重要的应用价

值和研究开发前景
,

农业上应用生物技术进行优 良

品种的培育
,

使粮
、

棉
、

油产量得以 大幅度增长
,

被誉

为
“

绿色革命
” 。

目前我国中药材生产和农业 生产相 比
,

有很大

差距 在移植和引进农业育种成功经验 的同时
,

充分

应用 当代生物技术手段
,

根据药用植 物的特点和对

有效活性成分 的特殊要求 ∗+∗
,

进行药用植物优 良品种

的育种新技术 的研究
,

全面开展中药材优 良品种的

育种工作是当前我 国实现 中药现代 化进程的的重要

任务 ∗0∗
,

应该成为 中药现代化项 目的重中之重
〕

一
、

我国中药材生产及育种人才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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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尽快提 高我 国中药材 的质量 和产量
,

国家

科技部 已经投资立项在各省建立了一批 中药材 2 34

生产基地
,

而且基地 的数 目和规模正 在不断扩大
,

但

是由于中药材优 良品种 的培育工作明显滞后
,

大部

分省市在国家立项 的中药材生产基地 / 只 能仍 旧 采

用原来的地方 药材 品种
,

这些 品种退化混杂 ∗
·

分严

重
,

质量和产量都 已经明显下降
,

尤其是质货 不能够

得到保 障 516
。

这样生产 出来 的 中药材虽 然通过实施

2 34 规程
,

农残含量能够有所控制和下降
,

但 是
,

∗
,

药

材根本性 的质量指标一有效化学成 分的含量还是 不

能得到保证
。

中药材质量 和产量 的提 高取决 于两 力
7

面的条件
,

即首先需要有质量好
,

产量高的
‘

.
,

药材优

良品种
,

这是生产出高质量药材的根本内 89& : 只有有

了优 良品种
,

然后按照国家 2 3 4 药材生产的规程
,

进

# 联系人
,

高山 林
,

本刊编委
,

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从事药用植物 生物技术育种
、

脱病毒研究
、

组 织培养和 细胞培养等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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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中药材生产

行 良种 良法的原则来进行药材生产
,

按照 2 3 4 的规

程在农药
,

肥料和初加工等方 面把关
,

才能生产 出高

质量 的药材 &+6
,

因此要清醒地认识 到
,

药 材的优 良品

种是内因
,

药材 2 34 生产规程是外因
,

外 因只有通过

内因才能起作用
。

根据我们调查
,

目前我 国已 经建立的 2 3 4 药材

生产基地
,

技术力量 只有 中药材栽培方 面的技术人

员
,

而没有专业从事育种方面的技术 力量和技术基

础
。

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育种是一个新兴边缘或交叉学

科
,

无论在人才培 养和技术力量培训
、

还是在历年的

科研项 目支持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
。

因此从事

药用植物遗传育种方面的技术人员很少
,

人才非常缺

乏
,

有些省
、

市地方甚至是空 白
。

虽然各省农业 院校在

农作物育种方面技术力量较强
,

但 多缺乏药用化学成

分分析
、

检测和药理药效方面的基础和技术力量 :而

各省的中医药院校
,

药用化学成分分析
、

生药学
、

质量

检测和药理药效方面 的技术力量虽然较强
,

但是缺乏

药用植物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技术力量和人

才队伍
。

因此尽快地组织和培训各省中药材育种技术

骨干
,

大力支持药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是全面开展我

国中药材优 良品种培育工作 的前提和关键
。

二
、

培育和应用中药材优良品种是

提高药材质量和产量的关键

我们教研室长期从事药用植物的遗传育种工作
,

经过 � � 年来研究室全体人员和 +� 位博士
、

硕士研究

生的努力和攻关
,

在药用植物遗传 育种的技术和方法

等方面不断进行摸索
、

研究
,

应用 当代生物技术先进

手段
,

先后对 ∗( 种大宗药材品种进行了资源调查
、

品

质评价和优 良品种的培育工作
。

目前我们已经在 ∗�

种中药材优 良品种的培育方 面取得 了研究成果或阶

段性成果
,

下面简要地介绍我们取得的结果
。

∗
∋

母参选良墨秒
Υ

的迷聋直全生产Δ 范推广

应用生物新技术手段
,

∀ 年来 先后培育出江苏丹

参
、

安徽丹 参和陕西丹参不同地 区类 型丹参 的多倍

体优 良品种 :培育 出的丹参优 良品种 8∀6 和原品种类型

进行 了多年 的品种 比较和对 比试验
,

结果表明
,

产量

提高了 1 � ς
∋

有效化学成分提高了 1 � Υ (� ς
。

这一技

术成 果 已 经通过 了国家 中医 药管 理局 科技 成果 鉴

定
,

正在 2 3 4生产基地上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
。

�
∋

黄荃优良品种的培育和生产全范试验

对河北承德地区 的黄芬地道品种
,

进行 了多倍体

优 良品种的培育工作
,

用离体组织培养材料诱导了大

量多倍体株系
,

然后对多倍 体株系进行 了连续 + 年的

黄答贰含量和农艺性状 的鉴定和筛选
。

目前 已经培育

出了产量提高 (� ς
,

黄芬贰含量提高 +� ς的黄答优良

品种 &>6
。

并于 �� �0 年初通过 了江苏省科技成果鉴定
,

可以在 2 3 4 生产基地上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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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梗生上良晶种的培直
桔梗为药食两用经济作物

,

既用于配方和药厂的

药材原料 : 又可满 足东南亚国家对桔梗 的蔬用需求
。

药用要求桔梗化学成分含量高
,

产量也较高 : 而蔬

用要求产量高
、

口 味鲜嫩
、

纤维少
,

化学成分含量中等

 口 味不太苦 !
,

因此对桔梗品种就应根据不同用途
,

进行桔梗优 良品种 的定向育种
。

为此我们从诱导获得

的大量多倍体优 良株系中
,

经过 � 一+ 年的定向选育和

鉴定
,

分别培育出了化学成分含量高
,

产量高的药用

型品种 � 个 :产量高
、

口味鲜嫩
、

纤维少的蔬用型桔梗

优 良品种 � 个 5(6
。

合理地满足了市场对桔梗优 良品种

的不同需求
,

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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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吐薯益选良是种的选直血月鱼病直快速整殖

技术

盾叶薯菠又名黄姜
,

是开发激素类药物的重要原

料
,

被誉为
“

药用黄金
” 。

黄姜由于采用根状茎繁殖姜

种
,

生产上病毒病严重
,

尤其缺乏皂昔元含量高的优

良品种
。

目前生产上乱引乱调
,

田间栽培种质缺乏均

一性
,

整齐度差
,

一

皂昔元含量低
,

且有不断下降趋势
。

我们 对盾 叶薯祯的种质资源进行 了广泛的评 价和选

育
,

选育出了皂昔元含量达到 + 一 ∀ς 的盾叶薯祯优 良

品种
,

通过组织培养脱病毒 和工厂化快 繁育苗
,

大大

加快了优 良品种繁殖和生产应用推广速度
,

同时我

们进行了多倍体优 良品种的培育工作
,

目前 已经获

得多倍体株系 � � 个
,

可望从中进一 步选育出皂昔元

含量更高
,

产量高 的优 良品种
,

适合黄姜基地科技发

展公司进 行技术引进和规模化生产应用
,

将产生 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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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优良品种的培育技术的研究

已经诱导获得 了产量高
,

有效化学成 分含量高

的白术优 良株系 �( 个 5<&
。

再经过 � 一+ 年的进一步选

育鉴定
,

就可以选育出产量高
、

质量好的优 良品种 � 7

+ 个
。

同时已研 究成功白术优良品种 的组织培养快速

繁殖技术
,

达到了种苗工厂化生产 的技术水平
,

可 以

提供在 白术 2 3 4 生产基地 上示范推广应用
。

∀
∋

生姜
、

川麦多
、

薄荷
、

菊花和半夏 的生物技术

脱病
∋

每技术研究
1 � ς 以上的药用植物是通过无性繁殖生产的

,

因

此在长期的无性 繁殖过程中
,

就必然要感染 多种病

毒病
,

而且 日益严重
,

病毒病 的感染使药材产量减

少
,

质量降低
。

而大量使用各种农药
,

又造成了药材

的农药残留超标
。

我们应用生物技术进行了药用植

物脱病毒技术的研究
,

先后获得了生产 面广量大的

无性繁殖药用植物菊花
、

生姜
、

川麦冬
、

薄荷 和半 夏

等脱病毒彻底的优 良种苗
,

生产应用结果表明 ,
脱病

毒的菊花花大而重瓣
,

增产效果达到 ∀ � ς 以上 ∗∗� .:脱

病毒的生姜抗病 好
,

姜块 大
,

产量 可提高 1� ς : 脱病

毒的麦冬产量高
,

个大饱满
,

可以 达到特级或一级药

材标 准 :脱病毒 的薄荷产量较 高
,

薄荷油质量较高
,

薄荷醇含量较高&川 :脱病毒的半夏药材产量高
、

质量

好
。

我们还对菊花
、

生姜
、

川麦冬
、

薄荷和半夏进行 了

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 的研究
,

达 到了工厂化生产

的技术水平
。

同时我们还进行 了半夏
、

生姜和盾叶薯

祯人工种子制作技术 的研究
。

这类无性繁殖药材经过脱病毒和快速 繁殖推广

应用
,

不仅能够较大幅度地提高药材 的产量和质量
,

而且有效地减少 或避免 了药材生产 中农 药的污染
,

可 以真正生产 出无农药残 留的绿色药材
,

市场销路

好
。

可提供各地 的 2 34 生产基地上示范推广应用
。

>
∋

暗紫贝量些茎丝丝巡音养生产挂玉的研究

川贝母是我 国特有的名 贵中药材
,

暗紫 贝母 是

川 贝母药典来源品种之一
,

又 叫珍珠 贝
、

松 贝
,

是川

贝母中珍品
。

暗紫贝母
,

只能生长在 +1 �� 米 的高原

山区
,

人工引种 驯化不成功
,

由于滥采滥挖
,

资源 日

趋枯竭
,

价格不 断上涨
,

真品难求
。

我室开展 了暗紫

贝母鳞茎组织和细胞培养 的研究
∋

从 暗紫贝母 的地

道产区 四川阿坝地区 采集了新鲜暗紫 Ψ川寸材料进行

了鳞茎培养
,

取得 了很好 的效果
。

目前已经完成 了暗

紫 贝母鳞茎  药用 部位!器 官和细胞 培养的基本 方法

和技术 5&� 6: 研究结果表 明
,

进行暗紫 贝母鳞茎快速 培

养生产鳞茎药材在技术和方法上是 可行的
,

经济效

益是明显的
。

工厂化生产川贝鳞茎药材
,

既能有效保

护珍贵的 自然资源
,

又可以产生高的经济效益
、

此外
,

我们还正在进行金银花
、

除虫菊
、

&Ζ’草
、

何

首乌
、

山慈姑
、

惹该
、

和罗汉果等大宗
、

紧缺和濒危 药

材 的优 良品种 培育和脱病毒技术的研究
。

目前已取

得的成果可应用到我 国中药材 23 4 生产基地
,

阶段

性成果也可望在今后 � 一 + 年 内用 于生产
Θ

三
、

培育 中药材优良品种需要有

专业化的队伍
,

需要组织攻关

我 国农业 生产 中
“

绿色革命
”

的成就有 「∗共 睹
,

其中培育优 良品种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

在水稻
、

小

麦
、

棉花
、

玉米
、

大豆等一系列农 作物上
,

先后培 育成

功 了数以 千计的优 良品种
,

在推广应用
,

取得 Ζ
’

卜分

明显的高产优质效果
。

在园艺
、

蔬菜和林业 方面
∋

优

良品种的培育 和推广应用
,

在提高产量和质量 方面

效果十分 明显
,

园 艺上又 大又甜 的葡萄优 良况
,

种就

是培育成功的六倍体
,

产量 高日 味好的草薄优 良品

种就是八倍体
,

而野生的二倍体草葛
、

二倍 体葡萄 义

酸又小
,

基本没有食用价值
。

由此可 见
,

利用 我国丰

富的植物 自然资源  包括 中药材资源 ! 作 为育 种材

料
,

进行优 良品种的培育对产 品质量和产量 的提 高

将起着根本性 的改 良效果
。

可是在我 国
‘

=
,

医药行业

中
,

由于传统
、

固有思想 的影 响
,

有些人 认为中药材

就是要野生的好
,

中华 民族历来就是用野生药材
,

而

忽视 了中药材资源的保护
、

利用
、

品种改 良和优 良品

种在提高 中药材质量 和产量方面的巨 大潜 力
。

囚此

我们 呼吁中医 药方 面的同仁和 国家管理部门
,

以农

业
“

绿 色革命
”

使 我们生活发生 的巨 变 为契机
,

积极

支持药用植物  中药材 !优 良品种 的培育
、

小 范和推

广工作
,

经过 + 一 1 年 的组织攻关
,

培育 出一批
「

=
,

药材

优 良品种 5&+&
,

在 国家 2 3 4基地示范推厂
‘ ,

从根本 & 解

决我国中药材的质量和产量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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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农业
“

绿色革命
”

成功的经验

 &! 农业部
、

各 大专院校
、

各 省都十分重视优 良

品种培育 的科研工作
,

历来都把优 良品种的培育作

为科研项 目的重中之重
,

培 养了一大批水稻育种专

家
、

小麦育种专家
、

棉花育种专家和科技梯队人才
。

 �! 建立 国家级专业育种队伍
,

以 国家队为领头

羊
,

和各省协作攻关
,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下属的 +<

个专业研究所就是 国家专业育种 队伍
。

主要承担 国

家重大育种项 目和有关攻关任务
。

 +! 在经费上 国家大力支持
,

除了对组织 的国家

重大育种攻关项 目 ( ∀ +
、

< > + 等 !
,

给予大量经费支持

外
,

对经过 国家鉴定的优 良品种 的推广
,

农业部还专

门安排优 良品种推广补助经费
,

补助给推广 的基地

 相 当于我们的 2 3 4 基地 !和农 户
,

支持 他们应用 和

推广优 良品种
。

与我国农作物相 比
,

中药材育种工作差距很大
,

我们应该引进和汲取农业方面 的成功经验
。

目前我

国中药材基地的技术 力量较弱
,

而且都是栽培方面

的技 术人员
,

基本 上没有育种方面的专 业技术力量
,

加上育种工作难度较大
,

周期较长
,

要 目前的 2 3 4 基

地技术人员立 即转 向育种研 究不是件容 易的事
,

或

者就可能流于形式
,

因此需要组织和安排 2 3 4 药材

基地的人员
,

由有技术实力的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
,

对各省 中药材技术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和协作

攻关
,

组成以科研单位为主
,

基地人员积极配合 的育

种攻关协作小组
,

以培育本地 区药材优 良品种 为攻

关 目标
,

经过 +一 1 年的不懈努力
,

培育出优 良品种
。

�
∋

对于组织培育优良品种攻关的建议

现就 �� 多年药用植物育种工作 的经验体会
,

提

出以下 + 个方面的建议
,

 &! 建 立国家药用植 物遗传育种研 究和 培训体

系
,

在全国技术力量强的大专院校 和重点科研单位
,

建立各级 中药材育种研究 中心和培训 中心
,

作为骨

干队伍培训基地 主要工作包括
,

组织
、

协调 和制定

主要 中药材品种 改 良的 目标和化学成 分指标要求 :

进行现代生物技术在 品种改 良上的应用培训 : 和 国

家 2 3 4 基地密切合作
,

进行优 良品种的示范推广 和

克隆化快速繁殖技术 : 为各省培训 中药材品种改 良
、

良种 繁育生产的合格技术人员
,

在 国家 中医 药管理

局组织领导下
,

对 中药材育种技术人员进行必要的

业务检查和考核
。

 � !进行 中药材优 良品种培育 方面的技术 培训

工作
,

可 以采取短期培训班 和研修班相结合 的办法
,

在全国或各 省尽快安排举办此类 的中药材育种培训

班或研修班
,

培训 出大量热心 于中药材优 良品种培

育和示范推广的合格技术人 才
。

 +! 建立国家中药材优 良品种鉴定委员会
,

通过

中药材优 良品种 鉴定委员会评审的品种
,

才能作应

用和推广
。

以避 免药材生产单位 为了宣传和本身利

益
,

冒用 或盗用优 良品种的名义进行炒作
,

造成药材

生产的质量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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