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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及其组成对水母雪莲悬浮培养细胞生长及黄酮形成的影响

赵德修 李茂寅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04）

摘 要 5种不同的基本培养基对水母雪莲（3+)&&)*%+4%5)&+）细胞生长和黄酮形成的影响不同。实验结果表明，

@A培养基较有利于细胞生长和黄酮形成。从@A培养基修饰得到的@B和@C培养基比前者细胞生长量与黄酮

产量分别提高4#D和3$D。碳源、氮源、植物激素对细胞生长及黄酮形成的影响较为明显。用ECFG对细胞培养

物中两种有效黄酮（*+?H&I8;8,和E8IJ8;-’8,）作了定性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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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雪莲（3+)&&)*%+4%5)&+ @+<87）为菊科

（G&7J+I8O+H）风毛菊属雪兔子亚属植物，分布于我

国青海、甘肃、西藏等地，是我国高山地区常用的一

种名贵药材［!］。

雪莲含多种有效提取物，其中黄酮为主要成分，

如用来治疗偏瘫的雪莲动脉丸［#］和雪莲注射液［4］，

都是以黄酮含量为质量标准的，以及LP，2，31三羟基

14P，"1二甲氧基（*+?H&I8;8,）和LP，2，31三羟基1"1甲

氧基（E8IJ8;-’8,）黄酮对治疗腹水型肝癌、消除自由

基、抗疲劳有良好效果［L］。本文对水母雪莲细胞悬

浮培养条件下，不同基本培养基及其组分以细胞生

长和黄酮形成的影响作了调查，这对提高水母雪莲

细胞培养物中有效成分产率，实现大规模生产具有

重要意义。

! 材料和方法

!"! 实验材料

采用本实验室筛选得到的水母雪莲（3+)&&)*%+
4%5)&+）红色细胞系（2）。

!"# 培养方法

水母雪莲悬浮细胞在#2QR!Q下培养，L$S
白色荧光灯连续光照，辐照强度为"$"7&’·7T#IT!。

摇床转速为0$.／78,。接种量为鲜重4$U／F。#M!中

的各种基本培养基均添加VN$M27U／F、)NN#
7U／F。在对@A基本培养基修饰实验中，一旦得到

一个较理想的组分浓度后，就开始使用，并对下一个

组分的浓度作调查。

!"$ 培养细胞生长测定

参照文献［2］。

!"% 培养细胞中黄酮含量测定的紫外分光光度法、

#种有效黄酮的高压液相色谱法

参照文献［2］。

# 结果与讨论

#"! 基本培养基对水母雪莲悬浮培养细胞生长及

黄酮形成的影响

不同种类的基本培养基对植物培养细胞生长和

次生产物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探索不同

基本培养基对雪莲悬浮培养细胞生长和黄酮形成的

影响，我 们 选 择 了5种 基 本 培 养 基：S:8OH（S）、

)8OI?:（)）、V2（V）、@A、@8’’H.（@）、W、E培养基［3］和

XC@培养基［5］，其余4种培养基的组成见表!。测

定了对雪莲悬浮培养细胞生长及黄酮形成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图!，@A培养基不仅最有利于细胞

生长，也最有利于黄酮的形成。依次是@8’’H.、W、E
培养基。较差的分别是 S:8OH、)8OI?:、V2、XC@培

养基。从5种培养基的成分组成中可以看出，后L
种培养基其成分不含)EL)Y4。实验结果表明，硝

酸氨的浓度与黄酮含量虽并非绝对的相关性，但含

高浓度的)EL)Y4培养基较适合于雪莲细胞生长

及黄酮形成。







表! "##和$#组合对水母雪莲悬浮培养细胞生长及黄酮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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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现，随着.，3CD浓度的升高，细胞生长和黄酮形

成受到抑制；而!""的作用正好相反，随着!""
浓度的升高，细胞生长量和黄酮产量有所增加。进

一步作不同浓度的!""与&"组合实验（表2），结

果表明：!"".(’’#$／%与&")(’’#$／%组合细胞

生长率最高，达到.*(0.$（7:;）／%，适合细胞中黄

酮 形 成 的 激 素 组 合 为 !"".(’’ #$／% 与

&"’(*#$／%，达到)(/*$／%。

;<= 培养物中活性产物分析

EF%4对培养物中G=H5?BA7A@和EABIA7AJ6A@黄

酮的定量定性分析表明，2种不同培养基条件下，水

母雪莲培养细胞中抗癌黄酮成分G=H5?BA7A@、EABIA7C
AJ6A@的含量分别占黄酮的.’K!.3K和’(’K!
’()0K。培养基不同，.种黄酮单体在黄酮中所占

的比例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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