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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要

E'杨′re i″臼″
'J口

愈伤组织最高生产率为 0· 0133g.dry wt.dayˉ 1· bottleˉ 1。 培养物中

麻黄孩含且在 0· 78%-0.34%之 间,随断代培养次效增加而降低,转移至第 4代起基本保持

稳定。愈伤组织麻黄该含旦 (CONT)与意伤组织相对生长率 (Rr)呈 紧密负相关,其回归方

程为:CONT=0,8327-6.6160Rr。 麻黄嫉含量还与培养基和愈伤组织苡色有关,二者共同作

用可以抑制麻黄碱含且在继代培养中的
“
退化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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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的主要有效成分是麻黄碱 (崔建芳等 ,1991)。 麻黄该是拟肾上腺素药,能促进

人体内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具有中枢神经兴奋作用 (北京医学院等 ,1980)。 除直接具

有药用价值外,对麻黄碱进行修饰的衍生物具有新的药用价值,如抗炎药及药物释放的

前体药物,而且还可进行不对称立体化学研究 (穆莉等,1992)。

目前麻黄孩是从麻黄科植物的某些种中提取得到的,近年来由于过度开垦和乱采滥

挖,麻黄资源日趋减少 (武素功等,1990)。 用组织和细胞培养方法对麻黄进行培养,从

培养物中提取麻黄碱是保护麻黄自然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材料与方法

(1)材料 Ep肪
'田

扌″e`刁纟dj口 的茎段培养所获得的愈伤组织。

(2)方法 Ep△刃抑励纟
'仞

ed0夕 的培养方法见李毅等,本集。

采用中国药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1978)记述的方法澍定麻黄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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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以麻黄碱占愈伤组织于重的百分比表示)。

干重测定:愈伤组织于 45C烘箱中烘 72-100小时至恒重,分析天平称重。

生长速率澍定:生长速率分为绝对生长速率Ra=(wf-Ws)/T,(单 位:g.day^1.

boule^l),和相对生长速率Rr=T-1.Ln(Wdf/Wds)(单 位:日 ^1);Wf为
每 100毫升

培养瓶中的终产物平均重量 (单位:g.b°“le^1),Ws为每 100毫升培养瓶中的起始物

平均重量 (单位;g.boule^1),Wdf为 每 100毫升培养瓶中的终产物平均于重 (单位 :g·

bo“le^1),Wds为每 100毫升培养瓶中的起始物平均干重 (单位:g.b°“le^l),T为时

间 (单位:日 )(周立刚等,1992,singer,1986)。

二、结  果

1· 继代次数与麻黄时合Ⅰ

麻黄愈伤组织每 60天左右继代培养 1次 ,培养至 40天时测定鲜重、于重和麻黄碱

含量。结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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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继代培养次效与麻黄△含量

Fi8. 1 Thc ulfluence of subcultural times on alkoid content of Eph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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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 LC+培养基上。Note,On LC+medium.

s2代麻黄孩含量最高 (0· 78%),但比原采集地植物中的麻黄碱含量 (1· 48%)低。

随着继代培养次数的增加,麻黄碱含量急剧下降,至 s‘ 代降到最低点 (0· 34)时开始稳

定。

2· 愈伤组织生长速率与麻黄砍含】

由表 1可知愈伤组织无论转移到LC培养基上还是 LC+培养基上,绝对生长率和相

对生长率总是黄色>绿色>杂合色愈伤组织。黄色愈伤组织的绝对生长率在 LC+培养基

上>在 LC培养基上,而绿色愈伤组织的绝对生长率则是在LC培养基上>在 LC+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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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说明LC+培养基有利于黄色愈伤组织的高速生长,LC培养基适合绿色愈伤组织的

生长。

表 1 愈伤组织生长速率与麻黄弦含】

Table 1  The】△fluente of cnI1us grow· 1△ rnte on aikniold Content

LC培养基

Callus on LC Inediutn惫伤组织

Callus
杂合色惫伤

Motley

接种上
Inoculating

quantlty

g/b· ottlc

o,7881

±0.0501

o.0631

士0.0110

愈伤产△

Ylcld of callus

g/bottle

5.5488

士0,8068

o,3560

△=0.0521

绝对生长率

Abso· lute lgro-

wtll rate g.day^l

bottle-l

o.1190

o.0073

o,0433

相对生长率

Ralative lgrc)wt1】  rate

day-l

麻黄孩含量%
A.lkaloid content

注:s‘ 代念伤组织。Note:from s‘ goneFatlon callus

相对生长率 (Rr)和麻黄碱含量 (CONT)间的关系如图 2所示。

C.C〉NT=08327ˉ6.616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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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相对生长率 (Rr)和麻黄苡含量 (CONT)

Fig.  2  The inflllence of ralative lg:owth rate of callus (Rr) (n alkaloid

CoFltent(CONT〉

从图 2看出,麻黄喊含量与相对生长率密切相关,两者间呈负线性关系,其回归方

程为CONT=0.8327-6.6160Rr,相 关系数=-0· 9938。

黄色愈伤

Yen。w
绿色念伤

Crccn

黄色愈伤

Yellow

绿色念伤

Grecn

饼上

iresh wt.

干玉

dry△t.

5.8202

士0,1277

o.4952

±0.OlO7

饼重

fresh、;`t.

于重

dry wt.

16,2263

士0,1322

o,5617

1:0.o198

5.1251

士0.0563

o.3843

士0.0042

7.9△ 59

士0,1561

o,5477

士0,008衽

0.3867

0.0133

o,lO92

o.0089

o.178θ

o.0121

o.1258

o.0108

辞虫

fresh wt.

干重

dry wt.

o.0643 o,0540 o.0515o.0737

o.do o.47 o.50o,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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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培养基

Ca11us on

LC+medium

o.7572

±0,0105

o,2294

士0.0078



3· 培养基与麻黄破含Ⅰ

s。 ss代 ,在 LC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的麻黄碱含量均高于在 LC+培养基上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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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培养基与麻女氵含玉

Flg. 3  
·
r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edia on alkaloid conte:lt

注;黄色愈伤组织。Note:The ye11ow calli.

4· 愈伤组织颜色与麻黄该含】

无论在何种培养基上,绿色愈伤组织的麻黄碱含量总是高于黄色愈伤组织。这与黄

色愈伤组织生长速率高有关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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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
The influence of calli with diffcrent color on alkaloid content

注:s5代 。  Note,ss sub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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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1看出,麻黄碱含量:LC培养基上S5代的绿色愈伤组织 (0· 50%)高出 s‘

代 LC+培养基上的黄色愈伤组织 (0· 34%)很多,接近 sa代 (0· 61%)。

论

通常认为用组织培养方法产生生物该是格外地因难 (郑光植 ,1980)。 因难之一是在

培养物中罚不到生物饯或生物孩含量很低。Ramawat等 (1979)在麻黄 Ep△纟‘J叼 foJjor。

培养物中没有测到麻黄孩,在 Ep杨J抑 ger口材:@″口培养物中麻黄孩含量 0· 17%,仅为原

植物 (1· 7%)的 1/10。 在我们的试验中Ep△edm枷砌 ε历@培养物中麻黄碱含量最低点

降到 0· 34%,为原植物 (1· 48%)的 1/4。 另一个因难是培养物的生长和药物含量随继

代培养次数的增加而下降的
“
退化现象

”(郑光植等 ,1983)。 我们得到了不同的结果:麻

黄碱含量与培养物的相对生长率间呈密切的负相关。麻黄苡含量随继代培养次数增加而

下降,与我们逐代选择高速生长的愈伤组织有关。

研究还表明,培养基与愈伤组织颜色的共同作用,至少可以抑制继代中麻黄孩含量

的
“
退化

”,这样,我们就可以采用 2步法来生产麻黄孩:第 1步在LC+培养基上扩增愈

伤组织,第 2步在 LC培养基上实现高的愈伤组织转化 (本文第 I部分)。 通过 2步法既

可以获得多的愈伤组织,又可以得到高麻黄碱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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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EDRA rⅣTER″EDIA IN VITRo
CULTURE AND ITs ALKALOID CONTENT

I.The ALKALOID CONTENT OF EP乃 rEDR△ rivTER`犭EDr火 Cnzzε
·
s

Li Yi, zhao iXulan , Liu Hui and Ji I'anju

(Ⅳ访功口沼oP勿 ″口“ r,:￠ :‘″e or Bia‘ 。gy,`助 C加″ s口

^‘
'd|枷

。`or sac″
·6,xt″ ,:g,81oo01>

The alkaloid content of Ep历纟J'口 ″
`e″`ed″

cultures went down from O.78%of dry

weight in the 2nd subculture to 0.34%in the 4th subculture,but beca1m.e stable after the

4th subculture. The abgolute growth.rate was O.01338· dryˇ ·̌t. day^1. bottle^1. When

the raletive growth rate (R.r)was decreased,the alkaloid content(CON△ ′
)increased and

showed CON'r.==o.8327-6.6160Rr. EXfferent media and colors of callus ihad an influ-

ence on.allkaloid content.

Koy words:E夕万e''夕 |″″
`勿

召d初 ;Plant tissue culture;Callus;Alkal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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