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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发展很

快，也有若干变化，在国际上当前的形势是，

植物基因工程已逐渐形成高潮，而在国内则可

以说刚刚开始[1-5]。对于国内植物细胞和组织

培养这-范畴的工作情况我们曾作了调查，粗

略的估计如下: 1977 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单位

约有 1000 个，到 1980 年左右减少到约 300 个，

而近几年又增长到 1200 个左右。 1977 年是国

内细胞和组织培养工作的高峰期，约有 1000 余

个单位主要从事花药培养和单倍体育种工作，

1980 年研究单位数量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花药培养工作发生了收缩。而最近二年来又出

现了另一个高潮，是无性系快速繁殖工作迅速

发展的结果。这种调节现象虽起因于某些人为

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于形势的转变和科研的

需要决定的，预计今后还会有其他内容的消长

情况发生。我们的者法是科研单位应逐步开展

植物分子生物学和植物基因工程等方面的研

究，而无性系的快速繁殖工作将逐步转移到基

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去。 我们曾将植物细胞

和组织培养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五个方面z 花

药培养和单倍体育种、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

杂交、无性系的快速繁殖、植物基因工程和植

物的代谢产物生产。下面就这五个方面的发展

前景阐述我们的观点。

花药培弊和单倍体育种

七十年代在我国形成了一个"花培热"，这

时期内培养出了小麦、玉米、水稻、杨树、橡

胶等许多单倍体植株。后来研究的单位虽然减

缩了，但工作逐渐向纵深发展，如利用花药培

养中产生的异源代换系和附加系等材料进行遗

传学和细胞学方面的研究。在生产应用方面，

已逐渐认识到花培必须与常规育种技术密切结

合，才可能获得育种的效果。如胡道芬选得了

冬小麦"京花一号"， 李梅芳等选育获得了"中

花十号"水稻。这些选育出的新 材料正在较大

面积上进行试种或参加多点品种比较试验。因

为一切育种所得到的新材料都要在生产实践中

经受考验，就是说要具有农业上要求的必须经

济性状。对于近年所取得的新成就是非常可喜

的，我们认为这表明单倍体育种工作向前跨了

一大步。

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杂交

从七十年代体细胞杂交研究开始以来，许

多人是盲目乐观的，认为通过原生质体融合的

体细胞杂交新技术可以克服远缘不亲和的障

碍，从而可以迅速得到新品种。但经过十余年

的工作后，认识才逐渐深入而明确了。现在国

内外通过体细胞杂交巳获 得了约 40 余个杂交

组合。关于体细胞融合过程的细胞学方面的资

料尚嫌不足。远缘不亲和性以及属 、科间杂种细

胞的分化等问题仍未能克服。此外，在融合产

物中存在有二个亲本的二套遗传物质，因此比

有性杂交的情况远为复杂。细胞器和基因组间

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发生重组或是排斥的机

理尚不清楚，因此对这些过程都有待于较详细

的研究。看起来，体细胞杂交技术是否能获得

有用的杂种以应用于生产实际尚有待于今后的

·本文是 1985 年 3 月 19 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植

物组织培养专业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细胞生物学会、中
国植物生理学会和中国植物学会联合召开)大会上的

的报告提纲的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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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

无性系的快速繁殖

在七十年代这一课题没有受 到 应有的重

视，八十年代后却逐渐变成了热门， 其原因是

由于它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例如花卉、 果

木、树木、 蔬菜园艺、 药用植物以至于农作物

都可利用这一技术进行快速繁殖， 取得利润。目

前国内在推广应用的已有十余种植物 : 土豆 、

甘廉、水稻、 夜萝 、 按树 、 芋麻、 菊花、 罗汉

果、月季、 香石竹等 [6)。有人企图对细胞培养

快速繁殖产生的胚状体加以包装， 然后采用机

械播种， 并开设生产"超级种子"的工广 [7 )。 这

一设想如能实现，将会导致整个农业的技术革

命。

按器官发生途径曾将无性系快速繁殖划分

为四个类型， 即原球茎(protocorm) 、胚状体发

生(embryogenesis) 、 器官发生 ( organogenesis)

以及短技杆插手日芽增殖(cuttings ， bud muIt ip

lication)。国内许多单位对这些技术的急需，

大有急不可待之势。我们曾举办了四次《植物组

织培养》的短期学习班 ，远从边疆如黑龙江和新

疆等地都有人前来报名，要求参加学习，由于

人数较多 ， 我们还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后

还将继续举办这种学习班。

我们纵观国内这方面工作的发展趋势， 他

计 2-3 年内 ， 国 内花卉市场将供过于求。 今

后要以讲求质量 、 加强检疫等工作为主， 并且

以扩展外销为目标。同时要加强常规育种、引

种和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无性系快速繁殖作为

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才能充分显示它的作

用。而且，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单位数量 也将会

随市场的调节而有所增减。

植物基因工程

植物基因工程是 近年来新形成的研究领

域， 在这儿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技术和植物原生

质体及细胞培养技术密切结合了起来，并获得

了可喜的结果。近十余年国内外的许多以植物

基因工程为主的公司纷纷成立。西德科恩马普

育种研究所、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 麦迪生

的威斯康新大学以及比利时根特大学等几个集

体的工作进展较快[卜 19)。他们的工作初步显示

外来基因能整合进植物的基因组， 经过改建的

Ti 质粒可作为基因载体。脂质体包裹基因的转

化效率低而不稳定。 利用裸露的 DNA 进行转

化也可得到一些初步结果。利用 Ti 质粒作载体

引入的植物基因种类有z 豌豆 RuBP 竣化酶小

亚基及其转运肤(transit peptide ) 、 菜豆球蛋白

Gl 和玉米醇溶蛋白等基因。在受体植 物细胞

内它们发生了表达， 这些基因的转录产物一

mRNA 以及翻译出来的微量蛋白均被检测到

了。今后应继续改建 Ti 质粒载体，以提高转化

和表达效率， 并需要使引入的基因表达能在特

定的发育时期和恃定的组织内进行，甚至能对

光照和温度等环境因子发生反应，从而实现按

人类的需要去改造植物的最终目标。我国在

1984 年年底举行了"全国植物分子遗传学工作

会议"，会上有关单位报告了工作进展情况，工

作均刚开始。 我们认为，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

由于基因的分离、引入和表达等能做到随心所

欲的程度，例如可利用特定基因的引入控制细

胞分化，这时 ，植物基因工程自然将冲击单倍体

育种、体细胞杂交 、 抗逆性等课题的研究。所

以我们建议， 当前应开始考虑加强植物分子生

物学和基因工程的研究力量。 我国这方面的力

量还较薄弱， 需要国家支持。这方面的技术人

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术和发扬相

互协作的精神，才能迎头赶上。

植物的代谢产物的生产

目前国内只有 20 余个单位在进行这方面

的工作，但是这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项目。

利用细胞悬浮培养方法培养某些植物细胞， 并

进行工业生产以提取药用成份，如人参、毛地

黄毒苦、蛇根碱、 阿 l吗碱 、 紫草素 、 黄连素等

已实现了工业生产 [20) 。 这项工作既可解决药材

的不足，也可减少药材的进口问题。同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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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快速繁殖的技术繁疆一些用途独特、市场

急需和需要进 口的紧张的药材。近年还在向调

味品和色素等代谢产物的生产发展。

后语

我们展望前途，见到枪端已露，认为曙光

在前，齐心努力 ， 就可促使我们的这一门科学

早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虽

然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但是纵观今日，我们

的队伍壮大了 ， 工作也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了，

这是值得庆贺的 ， 我们也感到无限欣慰。党和

国家重视科学研究，同时也对我们提出更高的

要求， 这是推进我们工作的动力。 前途无限光

明， 寄希望于在座的同行及青年同志们。祝愿

同志们在党中央召开的三月七日 全国科技工作

会议的号召下， 合作分工，奋力前进，作出光

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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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体基因的定位和结构

肖伟

(南京农学院〉

自 从 1 962 年发现叶绿体 DNA(ctDNA) ，

以及后来证明叶绿体分裂和叶绿体基因组自主

复制以来， 2 0 余年间对叶绿体的研究有了长足

的进步，成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的"生长点"之一。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揭示光合作用过程、叶绿体

基因的作用及其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为止

已有几十种蛋白质及核酸分子被证明是由叶绿

体基因指导下合成的 ， 其中有些基因已经定位，

有些并做了较详细的研究。对于探索生物的演

化规律、人工模拟光合作用过程，以及通过改

造光合过程来改良植物品种，无疑具有一定的

指导作用。

叶绿体蛋白质的合成

高等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的分子量为 10 ~道

尔顿' ( D) 或 120一160 干碱基对(kb) ，可编码

100 种以上蛋白质和核酸分子。 但 是仅叶绿体

中 DNA 复制 、 转录和翻译就需要约 100 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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