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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白术作为一种重要的中药材，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但其
野生资源日益减少，因此建立白术再生体系对于保护中药
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药资源保护

通过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技术，可以将优良基因导入白
术基因组中，实现白术的遗传改良，提高其产量和品质。

遗传改良

白术再生体系的建立和遗传转化技术的成功应用，将为植
物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推动相关领域的进步。

生物技术发展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在白术组织培养、再生体系

建立以及遗传转化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整体而言仍

处于起步阶段。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植物再生体系建立和农杆

菌介导的遗传转化技术方面研究

较为深入，已成功应用于多种植

物，为白术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发展趋势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中药

现代化的推进，白术再生体系建

立和遗传转化技术将成为研究热

点，有望实现白术的大规模生产

和品质提升。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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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建立白术高效

再生体系，并通过农杆菌

介导的遗传转化技术将目

标基因导入白术基因组中，

为白术的遗传改良和品质

提升奠定基础。

建立白术高效再
生体系

通过优化培养基配方、激

素配比和培养条件等关键

因素，建立白术的高效再

生体系。

农杆菌介导的遗
传转化

利用农杆菌介导法将目标

基因导入白术基因组中，

实现白术的遗传转化。

转化植株的筛选
和鉴定

通过PCR、Southern blot

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转化

植株进行筛选和鉴定，确

保目标基因的稳定整合和

表达。

转化植株的表型
分析和品…

对转化植株进行表型观察、

生理生化指标测定和药效

成分分析等综合评价，以

验证遗传转化的效果。

03 04 05

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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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再生体系建立



选择健康、无病虫害的白术种子，经过消毒处理后，接种
在MS培养基上。

植物材料

在光照强度为2000 lx、光照时间为16 

h/d、温度为25±2℃的条件下进行培养。

培养条件

通过器官发生途径或体细胞胚胎发生
途径，诱导白术愈伤组织形成不定芽
或体细胞胚，进而再生出完整植株。

再生体系的建立

01

02 03

材料与方法



在MS培养基中添加适宜
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成功
诱导出白术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诱导 不定芽分化 再生植株的鉴定

在愈伤组织上添加分化培
养基，诱导出不定芽，并
逐渐形成完整植株。

通过形态学观察和分子生
物学方法，对再生植株进
行鉴定，确认其遗传稳定
性。

030201

结果与分析



白术再生体系的建立为白术的遗传转化和基因工程育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通过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方法，

可以将外源基因导入白术基因组中，实现白术的遗传改良。

讨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白术的再生体系，为白术的遗传转化和基因工程育种奠定了基础。同时，该体系的建立也为其

他药用植物的遗传转化和育种研究提供了参考。

结论

讨论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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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



植物材料
选用健康、生长良好的白术植株，取其叶片作为

外植体。

培养基与试剂
准备适用于白术组织培养的培养基，如MS培养基，

并添加适当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同时，准备用于

遗传转化的试剂，如乙酰丁香酮（AS）等。

转化方法
采用农杆菌介导的叶盘法进行遗传转化。将白术

叶片切成适当大小，浸泡在含有农杆菌的侵染液

中，经过共培养后，将叶片转移到含有抗生素的

培养基上筛选转化细胞。

农杆菌菌株
选择适用于白术的农杆菌菌株，如LBA4404等。

材料与方法



统计转化后白术植株的再生情况，计算转化效率。通过观察再生植
株的生长情况，评估遗传转化的效果。

转化效率

提取转化植株的DNA或RNA，利用PCR或RT-PCR等方法检测目的
基因是否成功整合到白术基因组中。

分子检测

观察转化植株的表型特征，如生长速度、叶片形状、颜色等，与未转
化植株进行比较，分析遗传转化对白术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表型分析

结果与分析



转化体系的优化01

讨论影响农杆菌介导遗传转化效率的因素，如农杆菌菌株的选择、侵染

液的浓度和侵染时间、共培养条件等，提出优化转化体系的建议。

目的基因的功能验证02

根据分子检测结果和表型分析结果，讨论目的基因在白术中的功能及其

作用机制。如需进一步验证目的基因的功能，可设计相应的实验方案。

遗传转化在白术育种中的应用前景03

总结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在白术育种中的优势和局限性，探讨其在白

术品种改良和基因工程育种中的应用前景。

讨论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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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再生体系与遗传转化
结合研究



植物材料

选用健康、无病虫害的白术植株，取其叶片和茎段作为外植体。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采用MS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如6-BA、NAA等，以诱导愈伤组织形

成和不定芽分化。培养温度为25±2℃，光照时间为16h/d，光照强度为2000lx。

农杆菌菌株及侵染方法

选用根癌农杆菌LBA4404菌株，将白术叶片和茎段切成适当大小的外植体，浸泡在农杆

菌菌液中，进行侵染处理。

材料与方法



结果与分析

通过PCR扩增和Southern杂交等方法，对转基因植株进行分子检测，证实外源基因已

整合到白术基因组中。

转基因植株的分子检测

在添加适宜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的MS培养基上，白术叶片和茎段外植体能够形成愈伤

组织，并进一步分化出不定芽。

愈伤组织诱导及不定芽分化

经过农杆菌侵染处理的白术外植体，在共培养后能够形成转化细胞，进而分化出转基因

植株。转化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农杆菌菌株、侵染时间、共培养条件等。

农杆菌侵染及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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