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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糖素对滇紫草愈伤组织色素合成的影响 

周立刚 郑光植 王世林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摘 要 从黑节草．红花和人参中提取的寡糖素荆滇紫草愈伤组缉的色素合成均 

能起促进作用，当它们单独使用时，分别找到了它们作用于愈伤蛆织 生产色素的 

最适浓度．卒研究对将来采用组织培养方法进一步工 业化生产紫草毒提供了侬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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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紫草 (O~：azma ， ic“IatuⅢ)属 

紫草科 (Boraginacea e)植物，其 根 部 

皮层富含的紫草素 (a-萘醌色素)可用作 

治疗外伤与痔疮的药物或高级染料以及化 

妆品 ‘ 。滇紫草主产云南，由于人 工 栽 

培困难，加之不断采挖，致使这一资源受 

到严重的破坏，产品供不 应 术。寡 糖 素 

(O1igosaccharin)作为一类新的植物调 

节因子，目前 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郑光植等 f 曾 报 遭 从 人 参 (PanaX 

gi~seng)培养细胞获得的寡糖素来培 养 

三七 (PaH ”0t 0 inseng)细 胞，既 

能促进三七细胞生长，又能提高细胞培养 

物中皂甙的含量。寡糖素对滇紫草色素台 

成的影响还未见报遭。本文报道从高等植 

物人参、黑节草 (Den rtrobiztm ca~edid一 

“m)和红花 (Calha'ra s i M riuz)中 

分离的寡糖素对滇紫草愈伤组织培养物中 

紫草素含量的影响．以探讨应用组织培养 

拄术工业化生产紫草素的可能性。 

肢 档 日期 ：I 990午 1月 口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是云南昆明产的 

滇紫草 (0 ㈣ panic lat“Ⅲ)，从其 

幼苗茎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为附加 2，4-Dlppm、KTlppm 的 LS 

培养基。在LS培养上经8—9代继代培养 

后，用于愈伤组织培养的研究。 

培养条件 以 LS培 养基为愈伤组织 

生长和接种物继代培养的培养基，激素组 

台 为IAA10 M和I~T10～M 。以 M一9【 】 

培养基为愈伤组织培养阻生产 紫草素的培 

养基，激素组台为IAA1 0～M。均置于25℃ 

恒温条件下暗培养。除接种物继代培养时 

间为3O天外，其它培养时间均为4O天。 

寡糖素曲制备 寡糖素由人参、黑节 

草、红花培养细胞的新生细胞壁经水解后 

制得，纯度为96％以上。 

斑伤组织中紫草素耆■的蔫窟 愈伤 

组织样品经沭冻干燥后打成纲粉，含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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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同于 Mizukami等 (1977) 文 中 

所列结果均来自 4次重复平均值 将紫草 

素含量乘 愈伤组织干重即得 紫 草 素 产 

量 。 

】敷伤组织产量的计算 5oml容 积 的 

三角瓶内装培养基20ml，将 收获的愈伤组 

织干蠡 (g)除以培 养基体积 (1)即得愈 

伤组织产 量 。 

结果与讨论 

1． 黑节草寡糖素对滇紫萆愈伤组织 

色素合成的影响 

采用LS~HM一9培养基，进行了黑节草 

寡糖素 (Do)对滇紫草愈伤组织 色 素台 

成影响的研究。所加^的黑节草寡糖素浓 

度为 0ppm． a卿m， 10ppm、 l5ppm， 

20ppm和25ppm，结果如表l所示。在LS 

培养基 中，所觚人不 同浓度 的 DO，对紫 

草素含量的影响均不大，当DO为 ppm时 

能轻微地提高紫草索台置，其余均比对照 

要差。在 M-9培养基中，DO在 5ppm． 

10ppm、l5ppm和20ppm时，均能 明显地 

提高紫草素含量和产量，促进色素合成的 

最遣浓度亦为5ppmo 

表l 黑节草寡糖素对滇紫草愈伤组织色素台成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the olig0snccharins from Dend robit,m candfdI，棚 OH 

pi gmertts synthesis of O．pa"ieula“Im call LI$ 

与甘睫相 -P<0．05．●●P< 0．01 

2。 缸花寡椅素对滇紫蕈愈伤组织色 

素台成的影响 

红花寡糖素 (CO)对滇紫草愈伤组织 

色素台成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在LS 

培养基中，所加人 的CO浓度 5—25ppm均 

能明显地促进紫 草 素 的 台 成， 当 浓 度 

为 1 0ppm时，紫 草 素 产 量 达最高值为 

34．船rag／1，是对照(16．43rag／1)的2．2倍。 

在 M-9培养基中，当CO浓 度为 5ppm、 

10ppm和t5ppm~~，能有效地提高紫草素 

的含量。当CO浓度为20‘ppm和25ppm时， 

对愈伤组织生长呈现轻微的抑制效应。 

3． 人参寡糖素对滇紫萆愈伤组银龟 

素台成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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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参寡糖素 (Go)对滇紫草愈 伤 组 

织色素合成的影响，结果 见 ：戋3。在 Ls培 

养基中，5 15ppm~ GO浓度，能抑制紫草 

VOI
．
2 NO．2 

素的台成，在 GO浓度较高肘，对紫草素的 

合成不呈现抑捌作用 在M一9养培基中， 

5-25ppm均能提高紫草素 的 含量和产量。 

囊2 ： 红袍蠹糖素对滇紫草愈伤组织色素台成的影响 
b1 e 2 Effe'cts of馐 oligosaccharins from Catha ：坫 tincfor s 

L  l o'n p．igmcnts sy
．nthesis of 0．panicula~u研 caI】us 

培葬基 ’ 寡惦索 黄 、 -- 囊章秉否酉———— 石五 i———— 罩 

1  

衰0， 人参寡糖素对滇蘩蕈磨俦蛆舔色素合成的影响 

Table l Effects of the o1igOsacchafins f rom lanax ginseng 

’ on pigments synthesis of 0． paniculatum callus 

气甘照相噶 尊P ． 5，瞢 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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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以上三种寡糖素在 Ls培养基中对紫 

草素的合成效应 ，CO的 作用最为明显， 

所加入不 同浓度的CO均能提高色素含量 

和产量，DO的作用不 明显，Go则呈现轻 

微的抑制作用。DO、CO和G0在 M一9培 

养基中对紫草素合成影响，其最适浓度分 

别为 5ppm、I5ppm和20ppm，紫草素的 

产量分别为 I8I．39mg／l、I30．37rag／I和 

25 2．82mg／l，是对照 (85．38mg／1)的2—3 

倍，阱 GO的作用最为明显，三种混合寡 

糖素在M一9培养基中对愈伤组织的生长均 

呈现轻微的促进作用，这是与在 Ls培养 

基中所不 同的。从表中还不难看出，不论在 

LS培养基中还是在M-9培养基中，DO在 

低浓度(5ppm)下就能提高紫草素的产量， 

而GO 要在比较高的浓度 (20ppm)下才 

能明显地促进紫草素的合成 总之，寡糖 

素对滇紫草愈伤组织色素合成影响是 明显 

的，对提高色素产量不失为一个很有效的 

方法 寡糖素的种类不 同，作用效果会差 

别很大，一些寡糖素甚至还有抑制细胞生 

长和色素台成的作用 。寡糖素对培养细胞 

的作用机理、合适的使用 时期以及使用方 

法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相信寡糖素的应 

用，对植物细胞培养及其次生物质 (包括 

色素)生产的研究会产 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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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LIGOSACCHARINS ON PIGMENTS 

OF ONASMA PANICULATUM CALLUS 

Zhou Ligang， Zheng Ouangzhi， W ang Shi fin 

( *”min~In2it“te o／Botany，Aeademia Sinica，Kunming 650204) 

A bstract 

O1igOsaccharins which Were from Dendrobium can didam， Catha— 

m “s incloris and P anax ginseng cell s could stimu1ate thc pigm ents 

synthesis of Onasma paniculatum．The app ropriate content ration were 

fOund when they were used respEcfiVEIy． The results COUId well hc 

employed to produce shikonins by using tiSSUE culture method o“ an 

in dustrial seaIe in the futu re． 

gey wo rds Onasma paniculatum， CaIIus，OligosaEcharin， Shik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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