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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四川省３个五年计划 “中药材育种攻关”项目成果进行梳理，从发展历程与主要成绩、育种目标和

方法、育种基础以及市场化推广等方面分析了四川省中药材育种取得的成效及存在问题，进一步提出系统选育结合

其他选育方法培育品质好、抗性强的品种；强化基础研究，探索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规范种子种苗生产，加大新品

种的推广力度，推动四川省中药材新品种选育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　中药材；药用植物；川产药材；育种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２０）０９１５２１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００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ＥＮＧＦａｎｇ１，ＴＡＯＳｈａｎ１，ＺＨＯＵＨｕｉ２，ＬＩＯｕ３，ＹＵＡＮＣａｎ１，ＳＨＩＴｉａｎｔｉａｎ１，ＷＵＹｕ１，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１

１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Ｍｅｄｉｃ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ｅ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３Ｌｅｓｈａ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ｓｈａｎ６１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ｓ，
ｔｈ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ｗｉｄｅｌ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ｓｓｉｓ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ｉｌｌ
ｂ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ｅｄｓａｎｄ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ｕｓ，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ｗｏｕｌｄｂ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Ｓｉｃｈｕａｎｇｅｏｈｅｒｂｓ；ｖａｒｉｅｔｙ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四川省素有 “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

据 《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
统计，四川省中药材蕴藏量、常用中药材品种数、

道地药材品种数和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ＡＰ）
基地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位；中药材年产量１０２００００ｔ，
年总产值１７３亿元，出口额２５７亿元。截至２０１７年，
全省种植中药材面积约４２４６６７ｈｍ２，单品种种植面
积上万亩（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的药材有５３种，其中
川芎、川麦冬等道地药材的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

为了逐步实现药材标准化种植，从源头上保证中药

材种源可控及质量安全，四川省自 “十一五”以来

十分重视川产道地药材的品种选育工作，已取得了

显著进步和成绩。本文从四川省育种发展历程与主

要成绩、育种目标和方法、育种基础及市场化推广

等方面进行系统总结，就育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应对策略，以期为推动四川省中药材品种选育和

药材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１　发展历程与主要成绩

四川省在２００６年成立了药用植物品种审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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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定了 《四川省药用植物新品种审定标准》，

并从２００６年起将中药材品种选育纳入了四川省育种
攻关计划，经历了３个五年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共有３３家单位参与品种选育，形成了科研院所、大
学（１１家）为主体和企业、地方机构（２２家）为辅助
的 “产学研”联动的品种选育模式。截至２０１６年，
审定了白芷、半夏、柴胡、川贝母等２５种中药材共
４６个品种（见表１），具体情况如下：１）“十一五”
攻关计划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育种栽培研

究所主持，以产量为主要选育目标，开展红花等

１０种中药材资源调查和整理，发掘出一批地方良
种，审定１１个品种。２）“十二五”攻关计划由成
都中医药大学主持，提出产量和品质并重的育种目

标，并积极推进新品种的示范推广应用，审定２６个

品种，推广应用面积超过２００００ｈｍ２［１］。３）“十三
五”攻关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主持，

２０１６年审定９个 “十二五”育成的品种，从２０１７年
开始四川省暂停了中药材的审定工作，２０１８年出台
《四川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２０１９年底四
川省启动了中药材品种认定工作。“十三五”的育

种目标是在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指标成分

含量的同时，部分品种增加了提高抗病性的选育；

同时为培育突破性品种深入开展了一系列机制研究。

例如：柴胡内参基因的筛选及验证［２］，铁皮石斛中

多糖生物合成途径的阐释［３］，川芎转录组简单重复

序列（ＳＳＲ）分析与基于表达序列标签的简单重复序
列（ＥＳＴＳＳＲ）标记的开发［４］，这些工作对加快四川

省中药材品种改良具有重要意义。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四川省审定的中药材品种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选育方法 选育单位 品种特征特性

白芷 伞形科植物杭白芷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
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ｆｖ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Ｂｏｉｓｓ）Ｓｈａｎｅｔ
Ｙｕａｎ

川白芷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０７００１
川白芷现

有 混 杂

群体

系统选育 遂宁市银发

白芷产业有

限公司

生育期５８７～６１７ｄ。叶柄紫色，株型紧
凑矮健，生长健壮，早期抽苔率低，适

应性强。比对照增产４９０６％。

附子 毛茛科植物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Ｄｅｂｘ

中附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０９００１
四川青川

产乌头种

质资源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 科 学 院、

四 川 农 业

大学

生育期约２００ｄ。株高４２～４７ｃｍ，茎绿
色，叶色黄绿，质地较软，叶片外缘略

下垂，裂片张度小，中裂片宽，叶片较

大；须根较多，块根大、纺锤形。比对

照增产２５８３％。

附子 毛茛科植物乌头

Ａ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Ｄｅｂｘ
中附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０９００２
四川平武

乌头种质

资源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 科 学 院、

四 川 农 业

大学

生育期约２００ｄ。株高４５～５１ｃｍ，茎色
浓绿，叶色浓绿，质地较硬，叶片向上

直立，裂片张度大，中裂片窄，叶片中

等；须根较少，块根较大、纺锤形偏圆

形。比对照增产２０１２％。

附子 毛茛科植物乌头

Ａ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Ｄｅｂｘ
川附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０９００３
四川青川

乌头混合

群体中的

自 然 变

异株

系统选育 西 南 科 技

大学

生育期约２８５ｄ。株高约１３１ｃｍ，茎圆形、
直立，株型较紧凑；叶片卵圆形、掌状三

深裂；中部叶中裂片菱形，中裂片叶缘大

粗齿，叶片质感偏软。子根数 １０５个，
子根总质量９３６ｇ；田间表现对白绢病、
霜霉病的抗性较好。比对照增产１９８０％。

红花 菊科植物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Ｌ

川红花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０９００４
四川简阳

红花地方

品种

系统选育 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经济

作物育种栽

培研究所

生育期约２０８ｄ。株高约１３０ｃｍ，分枝高
度６６６ｃｍ，叶色浓绿，果球呈扁平状，
果球直径 ２６ｃｍ，平均单株果球数
１４４个，苞叶卵圆型，苞叶少并有少量
的小软刺，开花集中，花色橘红，种子

千粒质量５４５ｇ。比对照增产１７６７％。

灵芝 多孔菌科真菌赤芝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
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
Ｋａｒｓｔ

药灵芝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０９００５
野生灵芝

菌株

系统选育 德阳市食用

菌专家大院

生育期约１２５ｄ。子实体呈扇形，菌盖厚
度１０～２０ｃｍ，半径５１～９３ｃｍ，菌
柄直径１０～１９ｃｍ，长度５７～９５ｃｍ。
比对照增产１０７１％。

赶黄草 虎耳草 科植物赶黄草

Ｐｅｎｔｈｏ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Ｐｕｒｓｈ
赶黄草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０００１
四川古蔺

赶黄草地

方品种

系统选育 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经济

作物育种栽

培研究所

生育期约１５０ｄ。植株高约１２５ｃｍ，较抗
倒伏；茎秆粗壮、淡红色，分枝多，平均

１５４个，分枝节位低；叶片细长、披针
形，长约１５ｃｍ，宽２６ｃｍ，叶脉不明显，
叶色浓绿，叶多，平均８３４片；蒴果红紫
色，种子直径约２００～２４０μｍ，千粒质量
１０～１１ｍｇ。比对照增产２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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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选育方法 选育单位 品种特征特性

石斛 兰科植物叠鞘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ｍＲｃｈｂ
ｆｖａｒｄｅｎｎｅａｎｕｍ（Ｋｅｒｒ）
ＺＨＴｓｉ

川科斛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０００２
四川夹江

人工栽培

群体

系统选育 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研

究所

茎长平均５３３ｃｍ，茎粗平均０５ｃｍ，单
茎鲜重平均７８ｇ。叶线形或狭长圆形。
分蘖力较强，抗病性较强。比对照增

产２１７７０％。

麦冬 百合科植物麦冬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Ｌｆ）
ＫｅｒＧａｗｌ

川麦冬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０００３
四川三台

川麦冬混

合种质中

的自然变

异株

系统选育 西南交通大学 生育期约３０５ｄ。植株深绿，花茎较短，
紫色间有绿色，花紫白色。株型直立紧

凑，株高约２２ｃｍ，分蘖数约５个，叶细
长，叶片约６３片，叶长约 ２４ｃｍ，叶宽
约 ３ｍｍ。须根粗壮，块根粗大，约
３８个，单株平均鲜质量１２８ｇ，优级品
寸冬约 ３９ｇ，寸冬率３０４４％。比对照
增产１７５５％。

川芎 伞形科植物川芎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ｒｔ

川芎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０００４
四川都江

堰石羊镇

的 优 良

单株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株高５０～６５ｃｍ。苓子 １０ｄ发芽率≥
８０％，出苗整齐。植株早期生长快，幼
苗株高较高、冠幅较大。比对照增

产１２４０％。

郁金 姜科植物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Ｌ

黄 丝 郁 金

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０００５
缅甸引进

的 姜 黄

群体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育期约１８３ｄ。株高约８７５ｃｍ；叶鞘
和叶柄紫红色，叶片长且厚，叶柄和叶

鞘均较长，叶片约１０４片。主根茎纺锤
形，较大；侧根茎粗壮，分支少，呈长

圆柱形；块根大、多，纺锤形。比对照

增产３７３０％。

天麻 兰科植物乌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ＢｌｆｇｌａｕｃａＳＣｈｏｗ

川天麻金乌

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１００１
川西南天

麻野生混

合种质中

的自然变

异株

系统选育 西南交通大

学、乐 山 市

金口河区森

宝野生植物

开发有限公

司、乐 山 市

金口河区生

产 力 促 进

中心

生育期约 ５２６ｄ，茎高大粗壮，株高约
１５０ｃｍ，灰棕色，带白色纵条纹；花被
片兰绿色；蒴果大、灰棕色；块茎粗壮

肥大，椭圆形或卵状长椭圆形，表面黄

色或淡棕色，表面具黑褐色环纹及针眼，

顶生芽大、灰棕色，优级品率 ４５１％。
比对照增产７３５５％。

丹参 唇形科植物丹参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Ｂｇｅ

川丹参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１００２
川丹参栽

培 混 杂

群体

系统选育 四川农业大学 生育期２４０～２７０ｄ，长于对照品系１０ｄ。
植株呈匍匐状，密被柔毛，高 ６０～
７５ｃｍ。叶片卵圆形而大，顶生小叶大于
侧生小叶，根粗短肥厚，质硬而脆，较

易折断。比对照增产２９８０％。

灵芝 多孔菌科真菌赤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
（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

药灵芝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１００３
四川攀枝

花地区的

一株野生

灵芝

系统选育 德阳市食用

菌专家大院

生产周期约 １２４ｄ。子实体朵型大而美
观，菌盖、菌柄颜色较深。比对照增

产１１８３％。

紫苏 唇形科植物紫苏 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Ｌ）Ｂｒｉｔｔ

川紫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１００４
重庆南川

收集紫苏

材料

系统选育 四川农业大学 生育期约２１６ｄ，比对照早熟１４ｄ。平均
株高１７７０ｃｍ。叶片阔卵圆形，边缘粗
圆齿型，被稀疏浅毛；叶面紫绿色，叶

背紫色。茎杆绿紫色；花冠粉红色。比

对照增产２１２０％。

川芎 伞形科植物川芎

Ｌ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ｒｔ
绿芎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１００５
川芎地方

品种

系统选育 成都中医药

大 学、四 川

农业大学

生育期２８０～２９０ｄ。株高４０～４８ｃｍ，叶
片数３５～６５片，茎砨数１５～２５个；茎干
中下部成紫红色。叶色浓绿，持绿期长，

生长旺盛，抗病性强。块茎表面黄褐色，

断面黄白色或灰黄色，气浓香。比对照

增产２２８０％。

白芷 伞形科植物杭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
ｃ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Ｈｏｆｆｍ）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
ｆｖ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Ｂｏｉｓｓ）
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

川芷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２００１
重庆南川

收集的白

芷材料

系统选育 四川农业大学 生育期约 ３００ｄ。株高 ８７０～９６４ｃｍ，
叶柄基部紫色，叶色深绿、褪绿迟。根

圆锥形，根头部钝四棱形，表皮浅黄色

至黄棕色。比对照增产２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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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选育方法 选育单位 品种特征特性

川牛膝 苋科植物川牛膝 Ｃｙａｔｈｕｌ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Ｋｕａｎ

宝膝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２００２
四川宝兴

县蜂桶寨

乡的半野

生种群

系统选育 四川农业大

学、雅 安 三

九中药材科

技产业化有

限公司

株高８０～９５ｃｍ，分枝数４～６个，叶片
３５～６５片。茎干中下部呈紫红色，叶色
浓绿，持绿期长，生长旺盛，倒苗后回

苗率高且回苗期一致，耐寒性强。根呈

圆柱形，微扭曲，主根长３０～６０ｃｍ，直
径０５～３０ｃｍ，向下略细或有少数分
枝，表面黄棕色，质韧，味甜。比对照

增产１５２２％。

丹参 唇形科植物丹参

Ｓ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Ｂｇｅ
中丹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２００３
四川中江

丹参栽培

混杂群体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育期 ２５０～２７０ｄ，出苗早，齐苗快。
茎具多级分枝；叶片阔卵形或类圆形；

小叶３或５，较小。根圆柱形，肉质，外
表面呈砖红色，断面黄白色，中央有细

小木心。比对照增产２９２４％。

天麻 兰科植物天麻ＧｅｌａｔａＢｌ 川天麻金红

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３００１
四川盆周

山地收集

的 野 生

天麻

系统选育 西南交通大

学、乐 山 市

金口河区森

宝野生植物

开发有限公

司、乐 山 市

金口河区生

产力促进中

心、四 川 千

方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

生育期约４７５ｄ。花葶高约１５０ｃｍ，带白
色纵条纹，节上具鞘状鳞片、淡橙红色。

花黄白色；蒴果具短梗、长圆状倒卵形、

淡橙红色；块茎粗大、长椭圆形，长约

１１ｃｍ，宽约５ｃｍ，厚约２ｃｍ。比对照增
产１３３５％。块茎的醇浸出物质量分数
１５８％，天麻素质量分数 ０８７％，比对
照川天麻金乌１号分别高２０６％和９３３％。

麦冬 百合科植物麦冬

Ｏ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Ｌｆ）ＫｅｒＧａｗｌ
川麦冬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３００２
四川三台

收集的栽

培川麦冬

匍 匐 型

材料

系统选育 西南交通大

学、四 川 代

代为本农业

科技有限公

司、四 川 千

方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

生育期约３１５ｄ。株型匍匐松散，株高约
１４ｃｍ，冠幅约 ２９ｃｍ，分蘖约４个；叶
丛生，宽线形，绿色，叶片约５３片，叶
宽４ｍｍ；花茎较短，紫色间有绿色，小
花紫白色；浆果类球状，黑蓝色。根系

发达，不定根粗壮，根深约１６ｃｍ，根幅
约９ｃｍ；块根长纺锤形，外表淡黄色，
断面黄白色，优级品寸冬率３５４６％。比
对照增产１２４０％。块根水浸出物质量分
数８５７８％，总皂苷质量分数０３５％，比
对照高２７０％和２９３５％。

藁本 伞形科植物藁本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Ｏｌｉｖ

诚隆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３００３
四川茂县

藁本地方

品种

系统选育 四川诚隆药

业有限责任

公司

生育期约１８９ｄ。株高３０～４０ｃｍ，花葶
下部茎微带紫色；根茎褐色；叶色深绿；

花小，花被片５，椭圆形至倒卵形；花药
椭圆形，２室，纵裂，花柱２，细软而反
折；双悬果广卵形，无毛，分果具 ５条
纵棱。比对照增产２２６５％。

莪术、

郁金

姜科植物蓬莪术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ｐｈａ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ｌ

川蓬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３００４
四川成都

金马河流

域的优良

蓬 莪 术

材料

系统选育 成都中医药

大 学、四 川

金土地中药

材种植集团

有限公司

生育期约２２０ｄ。株高约１５２ｃｍ。叶鞘下
段褐紫色。叶４～７枚基生；叶片长圆状
椭圆形，长约３８ｃｍ，宽约１８ｃｍ，上面
沿中脉两侧有１～２ｃｍ宽的紫色晕斑；叶
柄短。根茎卵圆形块状，肉质、肥大，

侧生根茎圆柱状分枝；根细长，末端膨

大成长卵形块根。根茎（莪术）比对照增

产 ３２４０％。块 根 （郁 金）比 对 照 增
产２２４０％。

红花 菊科植物红花

Ｃ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Ｌ
川红花３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４００１
红花资源

材料

系统选育 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经济

作物育种栽

培研究所

生育期约２０８ｄ。平均株高１４７４ｃｍ，分
枝低，叶色浓绿；果球呈扁平状，直径

２６～２８ｍｍ，平均单株果球数 １４个，果
球总苞叶呈卵圆型，苞叶较少而无刺，

开花集中，花色橘红色，种子呈乳白色，

普通壳型，千粒质量 ４７ｇ。比对照增
产１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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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选育方法 选育单位 品种特征特性

川芎 伞形科植物川芎

Ｌ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ｒｔ
新绿芎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４００２
四川栽培

川芎

系统选育 四川新绿色

药业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生育期２８０～２８５ｄ。株高３６～４５ｃｍ，株
型紧凑；茎秆基部紫红色，茎节呈红、

绿、褐斑杂色；叶色深绿，边缘羽状全

裂，裂片细小无毛；叶鞘包藏部分为紫

红色；平均分枝１９６个；５月中旬开花，
小花白色，花瓣卵状、倒披针形。比对

照增产２１７５％。

射干 鸢 尾 科 植 物 鸢 尾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

川射干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４００３
四川仁寿

野生川射

干 种 质

资源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育期约 １０８９ｄ，株型紧凑，平均株高
４２ｃｍ；叶嫩绿色，顶端渐尖，嫩叶基部
有明显白霜状蜡质；叶片向上，中等大

小。根 茎 较 重，圆 锥 形。比 对 照 增

产２３０３７％。

附子 毛茛科植物乌头

Ａ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Ｄｅｂｘ
中附３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４００４
四川安县

附子种质

资源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育期约２００ｄ。株高４２～４７ｃｍ；茎圆
柱形，节数较少（平均９８７节），节间距
较大，茎浓绿色；叶片较硬、大、厚、

重，向上，掌状 ３全裂，中央全裂片宽
菱形，侧裂片不等 ２裂，裂片张度大，
中裂片宽度中等；叶色浓绿、光亮。块

根大，纺锤形，外皮黑褐色。比对照增

产１６３７％。

半夏 天南星科植物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

川半夏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１
四川南充

市的野生

优良半夏

种质材料

系统选育 成都中医药

大 学、成 都

格瑞恩勤恳

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生育期约１３５ｄ。株高１５～３０ｃｍ；叶片
卵形，中间叶片宽大，长７～１２ｃｍ，宽
３～６ｃｍ；珠芽白色或棕色，直径 ３～
８ｍｍ；雌蕊２０～７０个；块茎近球形，直
径０５～２５ｃｍ。比对照增产１４１０％。

赶黄草 虎耳草 科植物扯根菜

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Ｐｕｒｓｈ
赶黄草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２
四川古蔺

赶黄草地

方品种

系统选育 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经济

作物育种栽

培研究所

生育期 ２１４ｄ。株高１４０６５ｃｍ，茎杆粗
壮，表面绿色或淡红色，较光滑，单叶

披针形，长约１３６ｃｍ，宽１６ｃｍ；聚伞花
序２～３分枝，每个分枝花序６朵小花，蒴
果直径６ｍｍ，种子千粒质量约１１０ｍｇ。
根状茎平均分枝 ８７个。比对照增
产１６１２％。

柴胡 伞形科狭叶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

川红柴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３
北京引种

的红柴胡

引种驯化 四川德培源

中药材科技

开发有限公

司、中 国 医

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

所、四 川 农

业 大 学、西

南科技大学

生育期约５３０ｄ。平均株高８１７５ｃｍ，节
１０３个，茎多有分枝，平均 ９１个。单
株叶片数平均 ８６５片。鲜根呈红棕色，
主根 长 平 均 １９８５ ｃｍ、直 径 平 均
０８２ｃｍ。双悬果淡褐色。比对照增
产１１６８％。

柴胡 伞形科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 川北柴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４
北京引种

的北柴胡

引种驯化 四川德培源

中药材科技

开发有限公

司、中 国 医

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

所、四 川 农

业 大 学、西

南科技大学

生育期约 ５４０ｄ。平均株高 ７５１５ｃｍ，
节平均 １３６个，茎上有分枝，平均
１１３个。单株叶片数平均９０６片。主根
长平均２０５８ｃｍ，直径平均０８９ｃｍ。种
子千粒质量平均 １１４ｇ。比对照增
产１１３４％。

川贝母 百合科植物川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ｃｉｒｒｈｏｓａＤＤｏｎ

川贝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５
川贝母资

源材料

系统选育 成都恩威投

资（集团）有

限 公 司、康

定恩威高原

药材野生抚

育基地有限

责任公司

年生育期约１３５ｄ。抽茎开花结果植株高
约４８ｃｍ，鳞茎大、类圆锥状或类扁球形，
由３枚白粉质鳞片互抱而成；茎生叶（连
同叶状苞片）在５枚以上；顶端花通常约
２枚叶状苞片；外花被片比内花被片狭窄；
叶状苞片先端卷曲；花黄绿色而具紫色斑

点或小方格；蒴果棱翅状，果实较大，平

均长３２８ｃｍ，宽１４１ｃｍ，种子平均千粒
质量为４１１ｇ。比对照增产３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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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选育方法 选育单位 品种特征特性

瓜蒌 葫芦科植物栝楼 Ｔｒｉｃｈｏ
ｓａｎｔｈｅｓ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Ｍａｘｉｍ

川瓜蒌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６
瓜蒌资源

材料

系统选育 成都理工大

学、四 川 回

春堂药业连

锁有限公司

生育期约２５０ｄ。卷须２～３歧，叶３～５
浅裂至深裂，两面稍被毛；花梗长约

６ｃｍ。根块呈不规则圆柱形、纺锤形或
瓣块状，表面黄白色或淡棕黄色，断面

白色或淡黄色。果实宽卵状椭圆形至球

形，长７～１５ｃｍ，直径６～１０ｃｍ，成熟
后表面深橙黄色至橙红色，果瓤橙黄

色。种 子 深 棕 色，光 滑。比 对 照 增

产１０１６％。

石斛 兰科植物叠鞘石斛 Ｄｅｎ
ｄｒｏｂｉｕｍ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ｍＲｃｈｂ
ｆｖａｒｄｅｎｎｅａｎｕｍ（Ｋｅｒｒ）
ＺＨＴｓｉ

川科斛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７
四川夹江

人工栽培

石斛群体

系统选育 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研

究所

株型直立；茎圆柱形、墨绿色、质脆易

折断，茎表面光滑或有纵沟纹，茎长平

均４９８６ｃｍ，茎平均直径０６２ｃｍ；单茎
鲜重平均１２４５ｇ；分蘖力中等，每窝平
均分蘖数２７５。比对照增产３８３％。总
多糖质量分数为 １６９６％，比对照提
高１８１９％。

灵芝 多孔菌科真菌赤芝 Ｇ
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
Ｋａｒｓｔ

宇泽灵芝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８
四川绵阳

地区的一

株 野 生

灵芝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产周期约８７ｄ。菌盖直径１３～１５ｃｍ，
厚１２～２ｃｍ，皮壳坚硬，红褐色，腹面
灰白色，菌肉浅黄白色。比对照增

产１２４８％。

灵芝 多孔菌科真菌赤芝 Ｇ
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
Ｋａｒｓｔ

三祥灵芝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０９
四川峨眉

山的一株

野生灵芝

系统选育 德阳市食用

菌专家大院

生产周期约１００ｄ。菌盖直径１０～１６ｃｍ，
厚１～２ｃｍ，皮壳坚硬，浅黄褐色，腹面
黄白 色，菌 肉 黄 白 色。比 对 照 增

产１１６３％。

云芝 多孔菌科真菌彩绒革盖菌

Ｃｏｒｉｏｌｕｓ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Ｌｅｘ
Ｆｒ）Ｑｕｅｌ

云芝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５０１０
四川江油

地区的一

株 野 生

云芝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产周期约１１８ｄ（子实体采收３潮）。菌
盖单个呈扇形或半圆形，常数个叠生成

莲座状，直径３～７ｃｍ，厚１～４ｍｍ。表
面整体呈黑褐色；腹面浅灰色，无菌管

处呈白色。比对照增产１５１９％。

姜黄、

郁金

姜科植物姜黄ＣｌｏｎｇａＬ 川姜黄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１
四川成都

市金马河

流域栽培

姜黄资源

系统选育 成都中医药

大 学、四 川

智佳成生物

科 技 有 限

公司

生育期约２１０ｄ。株高７５～１１０ｃｍ。主根
茎卵状椭圆形，表面灰褐色，断面橙黄

色；侧生根茎指形，圆柱状，断面红黄

色；根粗壮，末端膨大成长卵形或纺锤

状的块根。叶 ５～７片，长圆形或椭圆
形，长２０～４５ｃｍ，宽６～１８ｃｍ；叶柄长
１５～４５ｃｍ，叶鞘约与叶柄等长；总花梗
长１５～２５ｃｍ，穗状花序长 １２～２０ｃｍ。
根茎（姜黄）比对照增产 ２０６８％，块根
（郁金）比对照增产５６０６％。

莪术、

郁金

姜科植物蓬莪术Ｃｐｈａｅｏ
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ｌ

川蓬２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２
四川成都

市金马河

流域的优

良野生蓬

莪术资源

系统选育 成都中医药

大 学、四 川

智佳成生物

科 技 有 限

公司

生长周期约 ２２０ｄ。株高 １７０～２１０ｃｍ。
叶基生，叶片长椭圆形或狭卵形，长

１２～３５ｃｍ，宽７～１２ｃｍ，叶脉中部具紫
色晕；叶柄下延成鞘状。穗状花序长约

１５ｃｍ，具梗，花密集；苞片卵圆形，顶
端苞片亮红色；花萼具３钝齿；花冠裂
３片，１片较大，唇瓣圆形，淡黄色，先
端３浅裂，中间裂瓣先端微缺。蒴果卵
状三角形，光滑。种子长圆形，具假种

皮。根茎卵圆形块状，肉质，肥大；侧

生圆柱状分枝，根细长，末端膨大成长

卵形块根。根茎（莪术）比对照增产

２２１３％。块 根 （郁 金 ）比 对 照 增

产１９２２％。

益母草 唇形科植物益母草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Ｈｏｕｔｔ

川益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３
四川普格

县野生益

母草资源

系统选育 成都中医药

大 学、成 都

壹瓶科技有

限公司

春播生育期约１００ｄ，花期７～８月，果期
８月；秋播生育期约 １９０天，花期 ３～
４月，果期４～５月。株高１２０～１６０ｃｍ。
比对照增产１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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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选育方法 选育单位 品种特征特性

天麻 兰科植物天麻ＧｅｌａｔａＢｌ 川天麻金绿

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４
四川盆周

山地的优

良川天麻

混杂群体

资源

系统选育 西南交通大

学、四 川 金

土地中药材

种植集团有

限 公 司、江

油市明东生

态农业开发

有 限 公 司、

阿坝州九寨

沟汇康中药

材开发有限

公 司、南 江

县昌全中药

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

有性繁殖生长期约４６２ｄ。花薹高１３０～
１５５ｃｍ。花薹直立，节上具鞘状鳞片、
青绿色。花淡蓝绿色至绿色。蒴果具短

梗、长圆状倒卵形、绿色；块茎粗大，

长椭圆至倒圆锥形，长约９０～１５０ｃｍ、
宽约 ３５～６０ｃｍ、厚约 １５～２５ｃｍ，
折干率３０２％，优级率５８４％。比对照
增产１７６０％。

附子 毛 茛 科 植 物 乌 头 Ａ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Ｄｅｂｘ

中附４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５
四川安县

收集的栽

培附子种

质资源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育期约２００ｄ，平均株高４６ｃｍ，茎绿
色，圆柱形；叶互生，质地硬，叶片较

大平展，掌状３全裂，中央全裂片宽菱
形，侧裂片不等 ２裂，裂片张度中等，
中裂片中等宽度，叶色浓绿光亮，叶片

厚；块根较长（平均约 ５４１ｃｍ）、须根
少，整体较大，纺锤形，外皮黑褐色。

比对照增产１１２０％。

云芝 多孔菌 科彩绒革盖菌

Ｃｏｒｉｏｌｕｓ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ＬｅｘＦｒ）
Ｑｕｅｌ

仙山云芝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６
四川雅安

地区的一

株 野 生

云芝

系统选育 四川省中医

药科学院

生产周期约１２５ｄ（子实体采收３潮）。孢
子为浅褐色、卵圆形。菌丝浓白、粗壮。

子实体菌盖单个呈扇形、半圆形或贝壳

形，常数个叠生成莲座状，直径 ３～
７ｃｍ，厚 ｌ～４ｍｍ。表面整体呈灰褐色，
密生灰、褐色的绒毛（菌丝）；腹面浅褐

色，无 菌 管 处 呈 白 色。比 对 照 增

产１２４２％。

何首乌 蓼科植物何首乌 Ｐｏｌｙｇｏ
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Ｔｈｕｎｂ

攀首乌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７
四川攀枝

花市野生

和省内外

２７份 何
首乌种质

资源

系统选育 攀枝花市农

林 科 学 研

究院

生育期２年。茎基部呈木质化，木质化
部分茎为暗红色，非木质化部分为绿色，

基茎平均直径０７５ｃｍ；叶片深绿色长卵
形，平均叶长８９０ｃｍ，平均叶宽５２７ｃｍ，
基部心形，顶端尾尖，边缘全缘；花被

绿白色，瘦果近卵形，黑色；块根近长

椭圆形，外表红褐色，块根平均直径

５９２ｃｍ。比对照增产２２０２％。

石斛 兰科植物叠鞘石斛 Ｄ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ｍＲｃｈｂｆｖａｒ
ｄｅｎｎｅａｎｕｍ （Ｋｅｒｒ） Ｚ
ＨＴｓｉ

乐斛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８
四川夹江

县野生叠

鞘 石 斛

资源

系统选育 乐山农业科

学 研 究 院、

乐山市乐福

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株型较分散，茎尖略微淡红色。鲜茎长

约３８ｃｍ，茎粗约０４４ｃｍ，单茎鲜重约
６３６ｇ，节间长３０～４５ｃｍ，分蘖力较
强；叶宽线形或狭长圆形，长 ７０～
１２０ｃｍ，宽０６～１５ｃｍ，总状花序长
５０～１４０ｃｍ，通常 １～２朵花，有时
３～４朵，花苞片长１８～３０ｃｍ；花瓣唇
瓣近圆形，长２５～３０ｃｍ，宽约２０～
２５ｃｍ，蕊柱长约 ５ｍｍ，药帽长约
５ｍｍ。折 干 率 约 ３０％。比 对 照 增
产１３３４％。

川银花 忍冬科植物细毡毛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Ｈｅｍｓｌ
南银１号 川审药

２０１６００９
四川盆周

北部山区

南江县栽

培种

系统选育 南江县农业局 株高约 １５０ｃｍ；茎杆粗壮，直立性强；
分枝多、节位低，３年分枝数可达１０个；
叶片浓绿、近革质，长约 ６ｃｍ，宽约
３５ｃｍ；成熟花蕾黄白色、簇生，生长
整齐，长约 ５５ｃｍ，单枝花蕾数可达
１２０个。田间表现抗根腐病、白粉病、蚜
虫。比对照增产２５１０％。花蕾绿原酸质
量分数１０２％，较对照高２１４％。

　　注：比对照增产是统计的多点试验和生产试验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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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育种目标和方法

经过十余年发展，四川省中药材品种选育的目

标已从最初单纯追求产量逐渐向产量与品质并重的

方向转变。在已审定的４６个中药材品种中，以高产
为目标的品种有４２个，高产、高成分含量 ［《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指标成

分］并重的品种只占４个，新品种的总体增产幅度
为３８３％ ～２３０３７％。在高产品种中川贝１号、黄
丝郁金１号、川白芷１号和川天麻金乌１号的增产
幅度在 ３４９０％ ～７３５５％，川科斛 １号和川射干
１号分别增产２１７７０％和２３０３７％。当品种目标以
产量和品质并重时，包括麦冬等４个新品种增产幅
度均在３０％以下，但在 《中国药典》指标成分含量

方面有较为突出表现。例如川麦冬２号水浸出物和
总皂苷含量分别比对照高２７０％和２９３５％，川科
斛２号总多糖含量比对照高１８１９％，南银１号绿原
酸含量比对照高２１４０％，川天麻金红１号醇浸出物
和天麻素含量分别比对照高２０６０％和９３３０％。此
外，一些品种的抗性特征也有所描述：川科斛１号
的抗病性较强，绿芎１号抗病性强，川附２号田间
表现对白绢病、霜霉病的抗性较好，南银１号田间
表现抗根腐病、白粉病、蚜虫，宝膝１号耐寒性强。
但这些抗性特征均是大田调查的结果，缺乏标准的

鉴定。

四川省已审定的中药材品种其选育方法主要是

系统选育和引种驯化。育种材料主要来源于引种优

良品种、野生特异单株或农家品种。系统选育是

一种利用现有品种群体中出现的自然变异，特别是

本地区推广的优良品种中的有利自然变异，从中进

行选择，具有方法简便、选育速度快的优点。但由

于该育种方法培育出的品种遗传背景较为单一，大

面积推广种植后，存在病虫害爆发的潜在危险。同

时，由于系统选育是从现有自然群体中筛选优良个

体，不能创造新的基因型，也难以直接获得有重大

突破的品种。

３　育种基础

近十多年来，四川省的中药材育种工作由过去

的随机性、间断性向计划性、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自启动四川省中药材育种攻关计划以来，参与该攻

关计划的１１个科研院所和大学先后建立了数个中药
材种质资源圃，为四川省道地药材遗传改良研究打

下了坚实基础。２０１７年，在国家支持下，四川省建
立了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成都试验站和绵阳试

验站，川产道地药材的资源、育种和繁育研究得到

相对稳定的支持。虽然中药材品种选育工作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与之配套的良种繁育技术研究滞后，

规范化、标准化的基地建设才刚起步。目前，只有

秦艽等５种药材的繁育技术规程制定了地方标准。

４　市场化推广

中药材新品种的种子种苗繁育是中药材规范化

生产的源头工程［５］。但由于中药材单品种面积小，

各地重视程度不高，加之种植技术要求高，各乡镇

缺乏中药材种植技术服务的专业人才，严重制约了

中药材新品种推广工作的开展。目前，省内还没有

专门从事中药材种子种苗经营的企业，种子种苗仍

然是中药材生产的副产品，各乡镇农业技术服务站

没有将中药材品种推广纳入工作计划，因此中药材

新品种推广工作进展缓慢，应用面积十分有限。

５　展望

中药材品种选育是中药材生产中十分重要的环

节，也是中药材基地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５］。虽然

四川省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但仍有７５％以上的川产
道地药材没有优良品种。因此，亟待从育种方法和

目标、遗传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培育更多遗

传稳定、品质优良、抗性强的川产道地药材新品种，

从源头上推进中药材的有序、安全、有效生产。

５１　系统选育为主，辅助应用其他选育方法

目前，四川省已选育的４６个药材品种中，采用
系统选育方法的有４４个，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
２０１９年四川省正式发布了 《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包括了８６种四川省道地药
材，其中还有６６种药材没有审定（认定）新品种，因
此，应继续坚持以系统选育为主，快速从自然混杂

群体中选出良种并推广，尽快提高四川省药材良种

化率。另一方面，为了加速四川省中药材种子产品

尽快商品化和产业化，在辅助应用其他选育方法中

应重点考虑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近年来，通

过该方法已选育出金银花、丹参、红花、天麻、桔

梗等药材的优良品种，大幅度地提升了药材的品质

和产量［６］。目前，四川省在采用系统选育方法选育

出川贝母、川牛膝、天麻等新品种的同时，对其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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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特性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亲

本材料，可以探索开展杂交育种或杂种优势利用。

此外，从用药安全性考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在２０１８年发布的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对于种间杂

交品种原则上是禁止的，除非作为提取单体成分的

原料开展的育种。对于转基因和人工诱变加倍等育

种技术选育的中药材品种，禁止用做饮片，但可以

作为提取单体成分的原料药。因此，可以对提取成

分明确且有较大需求的药材开展相关探索性研究，

如川贝母等名贵药材。

５２　重视药材品质育种和抗性育种研究

优质优价已成为中药材发展的趋势，因此开展

品质育种是实现药材优质的主要途径之一。药材品

质不仅包括外观性状和 《中国药典》指标成分，其

他活性成分和药效也是其重要品质特征。如伍贤进

等［７］提出了中药谱效育种理论，以生物效价检测药

理药效、以化学指纹图谱和谱效分析评价有效成分

种类和含量，并确定质量控制的关键性成分，利用

这种综合评价方法探索性地开展了新品种 “湘白鱼

腥草”选育，这为进一步探索其他川产药材品质育

种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

随着农药减施工作的推进，以及 《中国药典》

２０２０年版增修订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中加强对药材
农残和重金属限量标准的要求，中药材抗性育种，

特别是抗病虫育种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四川省在

该领域研究不足，尚没有突出的抗性品种，而其他

省已取得一定成绩，如山东的西洋参品种 “三抗

１号”（抗旱）和太子参品种 “抗毒１号”（抗花叶
病毒病），浙江的浙贝母品种 “浙贝２号”（抗灰霉
病和干腐病），云南的三七品种 “苗乡抗七 １号”
（抗根腐病）［６，８９］。因此，亟待加强川产药材的种质

资源收集和抗性鉴定，重点对附子（白绢病、根腐

病）、川芎（根腐病、菌核病）、黄连（褐斑病、炭疽

病）等开展系统的抗病性鉴定，为选育抗性品种奠定

良好基础。

５３　加强基础研究，探索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目前，四川省在药材品种选育过程中获得了

一批较纯的资源材料，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一批中

药材开展全基因组测序、次生代谢产物合成相关基

因定位和克隆、遗传图谱构建等基础研究，为分子

标记辅助育种奠定基础。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能有效

提高选择的效率与预见性，但在药用植物上的研究

才刚起步。目前，国内已开展了桑树［１０］、黄花

蒿［１１］、罗 汉 果［１２］、北 柴 胡［１３］、长 春 花［１４］、丹

参［１５］、石斛［１６］和菊花［１７］８种药用植物连锁图谱研
究，丹参［１８］和石斛［１９］已有数量性状位点（ＱＴＬ）定位
研究报道，三七［９］和紫苏［２０］的２个品种利用单核苷
酸多态性（ＳＮＰ）分子标记辅助鉴定指导新品种选育。
但对于构建高精度连锁图谱，还需要进一步扩大研

究的群体数量和标记数量，并运用大量群体来跟踪

重组事件。同时，也需要高通量的表型观测技术来

进行精确的表型数据收集［２１］，以便充分发挥分子标

记技术辅助进行田间选择的准确性和高效性，最终

加快药用植物的育种进程。

５４　加强中药材新品种的种子种苗繁育推广示范工作

为了更好地衔接基础研究和市场化推广，需要

加强种子种苗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利用选育的中

药材新品种，采用 “三圃制”（株行株系原种）等
良种繁育方法，开展新品种的种子种苗保纯繁殖研

究，建立满足市场需求的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向

药农和栽培基地提供优良品种。在市场化推广过程

中，考虑到四川省中药材种类繁多，且大多数药材

为多年生，每种药材投入经费和技术人员相对较

少，需要更多激励资金促进新品种转化应用；同

时，为保证资源圃、示范基地的稳定运行及育种工

作的持续开展，也需要从政策和经费上得到持续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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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６０％乙醇为提取溶剂。通过考察超声和回流
２种提取溶剂，结果回流提取的效率优于超声提取，
因此选用回流作为提取方式。对提取时间进行考察，

发现提取时间对色谱峰影响不大，为节省时间，选

择回流提取３０ｍｉｎ作为样品的提取方法。
本研究以蒙花苷为参照峰确定了野菊花药材和

菊花药材的６个共有峰，计算绿原酸峰与蒙花苷峰
的相对峰面积，发现１５批野菊花药材的相对峰面积
在０１５２～０２６５，均小于１０，而１２批菊花药材的
相对峰面积均大于１０，根据特征图谱中绿原酸峰与
蒙花苷峰的相对峰面积可快速鉴别野菊花药材和菊

花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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