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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的一项三倍化育种新技术，可使植物药材丹参单株最高产量超过2000克，而目前国内种植

的二倍体丹参单株药材产量平均仅有200至300克。该技术不仅填补国内空白，且形成全国首创的培育体

系。不久的将来，高产高质的丹参新品种将有望实现大规模栽种。 

 

丹参是我国传统医药学中应用最早、最广泛的药物之一，由于具有祛瘀止痛、活血通经等药用功

效。近年来，随着科技飞速发展，以丹参为主原料的药品不断被开发，广泛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等心脑

血管类疾病、疑难杂症等，最新医学技术又开发了其抗癌功效，使其具有更广泛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

景。 

 

据统计，我国目前生产的丹参及其复方制剂品种很多，仅注射剂的年使用量就达30亿支以上。此

外，以丹参为原料生产的中药有100多种，其中复方丹参滴丸已进入16个国家的主流医药市场。面对供

不应求的巨大市场，培育高产的丹参新品种成为当务之急。 

 

南开大学该项技术在对我国丹参种质资源进行形态学，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将二倍

体白花丹参诱变成同源四倍体，然后与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栽培或野生丹参杂交、转育成三倍体。其优

势可以保持10年以上，适应性强，植物根部药材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度提高。 

 

课题组负责人、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力副教授介绍，“通过无性繁殖，三倍体丹参将杂种优势

和多倍体优势固定下来，成为‘永久杂种’，这将是我国丹参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 

 

据介绍，课题组刚刚结束在天津宝坻试验田的采收工作，并对近2000株三倍体丹参样本产量进行严

格测量。目前，单株最高的已经超过2000克，平均每株均在800克以上。据专家保守估计，总产量产量

超过传统二倍体丹参产量的30%到50%。该样本单位药效成分含量也已通过检测，超过国家药典的相关规

定标准。 

 

目前该课题组已经选育出亲本来自山东、河南、陕西、河北、江苏、浙江和天津等七个地区的12个

三倍体丹参新种质，为在全国推广三倍体丹参新品种作好了准备。 

 

据悉，该课题的基础研究“药用植物丹参种质资源的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 

 

南开大学陈力小组研发三倍体丹参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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