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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狭叶松果菊鉴别与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　形态、性状与显微鉴定。结果　完成了原植物形态、
药材性状与显微特征的描述。 结论　部分结果可为制订狭叶松果菊的质量标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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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To provide a basis fo r the identi fic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hinacea angusti folia

DC. . Methods　 Pha rmacognostical studies were ca rried out by phy to tomy , macro scopic and micro scopic

analysis. Results　 Detailed description o f i ts pha rmacogno stical characteristics w ere accomplished and de-

scribed. Conclusion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for quali ty standardization of commercial product of E . an-

gustifol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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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果菊属 ( Echinacea )植物原产北美 ,是近年风

行于北美与欧洲的药用植物之一。该属植物有 3个

常用种 ,即紫花松果菊 E. purpurea、淡紫松果菊

E. pall ida和狭叶松果菊 E. angusti folia ,其中紫

花松果菊作为花卉早已在华北得到引种驯化 ,北京

植物志上亦有记载
[5 ]
。近年来 ,狭叶松果菊和淡紫松

果菊也在北京引种成功。由于松果菊具有很强的免

疫增强作用与抗炎作用 [1～ 3 ] ,因此受到广大药学工

作者和制药企业的关注
[6 ]
,有可能在国内得到进一

步的开发和利用。鉴于国内相关的研究很少 [7 ] ,与质

量标准相关的研究工作成为开发利用的第一前提。

我们对我国栽培的狭叶松果菊的部分生药学特征进

行了研究 ,为该种植物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菊科松果菊属植物狭叶松果菊 E. angustifol ia

多年生草本 ,株高 30～ 45 cm。主根明显 ,长圆柱形 ,

可长达 1 m ,并有多个发达分枝 ,外皮黄褐色。 茎直

立 ,少有分枝 ,具浅槽或纵棱 ,被较硬的刚毛。叶多基

生 ,单叶 ,连柄长 8～ 25 cm;叶片狭披针形或宽披针

形 ,先端急尖 ,全缘 ,长 6～ 18 cm,宽 1～ 5 cm,两面

疏被白色刚毛 ,具 3～ 5出脉 ;叶柄长 2～ 7 cm,具狭

翅 ;茎生叶对生或互生 ,近无柄 ;头状花序单生枝端 ,

花托凸起成半球形至球形 ,直径 2～ 4 cm,具有长于

管状花的细长而具硬尖的托片 ;边花一轮 ,舌状 ,淡

紫色 , 15～ 18朵小花 ,花冠长 2～ 2. 5 cm,伸展或稍

下垂 ,先端具有 2～ 3齿 ;盘花管状多数 ,两性 ;托片

狭长卵状 ,稍对折 ,黄色 ,至尖端渐变为紫红色 ;花萼

具 4齿 ,一长三短 ;花冠长筒状 ,白色 ,具 5齿 ;花药

5枚 ,紫色 ,与花冠近等长 ;子房下位 ,花柱近顶端

1 /3分成 2叉 ,分叉紫红色 ,外向生有紫色毛 ;瘦果倒

圆锥状 ,具 4棱 ,长约 4～ 5 mm;冠毛具冠齿。 花果

期 6～ 10月。

1　实验材料

采自北京市怀柔县。 原植物标本经艾铁民教授

鉴定为狭叶松果菊 Echinacea angust ifol ia。

2　实验方法

2. 1　生药性状描述。取干燥的狭叶松果菊全草药

材 ,按 1995年版药典附录Ⅱ B药材检定通则所载方

法对狭叶松果菊药材的形状、大小、色泽、表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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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断面特征及气味等性状进行描述。

2. 2　显微鉴别: 取干燥的狭叶松果菊全草药材 ,按

1995年版药典附录Ⅱ C药材及成方制剂显微鉴别

法对该药材进行石蜡切片、粉末制片、表面制片、解

离组织制片、细胞及细胞内含物的测量、细胞壁性质

的检定、细胞内含物性质的检定等方面的显微鉴别 ,

绘制该药材的显微特征墨线图并进行详细描述。

3　实验结果

3. 1　生药性状:本品主根长圆柱形 ,常被折断 ,直径

1. 5～ 3 cm ,表面黄褐色 ,具有纵皱纹 ,上部常有紫色

的叶柄残基 ;分枝根发达 ,粗壮 ,质硬 ,易折断。 切开

断面外周为白色 ,内有墨绿色菊花状纹理。茎表面棕

色或棕褐色 ,有多条纵棱 ,疏生白色刚毛 ,断面实心。

基生叶叶柄基部为紫色 ,叶片灰绿色至绿褐色 ,披针

形 ,两面疏生白色刚毛。花托凸起成半球形至球形 ,

托片长于管花 ,有硬尖。瘦果倒圆锥形 ,具 4棱。气

微 ,茎叶味淡 ,根味麻涩。以叶多 ,根肉质者为佳。

3. 2　显微鉴别

3. 2. 1　根横切面: 本品根薄壁组织较多 ,在根中所

占的比例在 1 /2以上。木栓层为 3～ 5列细胞。在栓

内层与射线薄壁组织中均有分泌腔分布 ,其中含黄

色挥发油。形成层明显 ,呈环状。韧皮纤维未见 ,射

线宽阔 ,贯穿于韧皮部与木质部之间。在靠近形成层

的射线薄壁组织中含有大量菊糖。在栓内层及贯穿

韧皮部与木质部的宽大射线薄壁组织中有石细胞呈

星散状分布 ,且在射线薄壁细胞中分布的石细胞周

围有黑色胞间物质存在。次生木质部导管呈辐射状

稀疏排列并为多列射线隔开 ,木纤维呈不规则带状

分布于导管之间 (图 1-A, B)。

3. 2. 2　根粉末: 黄褐色 ,纤维较少 ,成束或散在 ,大

多碎断 ,壁木化加厚 ,长度为 ( 480± 112)μm。 直径

为 ( 15. 7± 8. 1)μm。 石细胞单个散在或三两成束 ,

长度为 ( 269± 132)μm。木质部导管成束或散在 ,多

为梯纹导管 ,导管分子长为 ( 177± 75)μm,直径为

( 34. 7± 23. 9)μm。木栓细胞近长方形 ,栓内层细胞

间具不规则胞间隙。薄壁细胞众多 ,成群或散在 ,细

胞中常含有大量菊糖 (图 1-C)。

3. 2. 3　茎横切面:表皮细胞近长方形 ,外被角质层 ,

并稀疏分布有刺状多细胞非腺毛。皮层薄壁细胞类

圆形或不规则形 ,具有明显的细胞间隙 ;在靠近表皮

的部位常有含叶绿体的近圆形薄壁细胞成群分布。

维管束为外韧型 ,呈环状排列 ,束中形成层十分明

显。在每一维管束外侧均分布有呈新月形排列的初

生韧皮纤维束。木质部导管径向排列成列或偶尔散

A-横切面简图 (× 5. 6)　 B-横切面详图 (× 32. 4 )　 C-解

离组织与粉末图 (× 55. 2)　　 1-木栓层　 2-栓内层　 3,

4-石细胞　 5-黑色胞间质　 6-分泌腔　 7-韧皮部　 8-形

成层　 9-射线　 10-木质部导管 (梯纹 )　 11-木纤维　 12-

含菊糖结晶的薄壁细胞　 13-挥发油

图 1　狭叶松果菊根的显微鉴别特征图

在 ,木纤维在靠近形成层区域成群存在。髓薄壁组织

十分发达 ,细胞阔大近圆形 ,具有较大的细胞间隙 ,

靠近维管束的髓薄壁组织及束间薄壁组织细胞壁有

较强木质化加厚 (图 2-A, B)。

3. 2. 4　茎粉末:黄白色 ,纤维众多 ,成束或散在 ;长

度为 ( 1 272± 619)μm,直径为 ( 14. 2± 9. 7)μm。多

细胞非腺毛散在 ,先端锐尖 ,外壁硅质化加厚 ,长为

( 1 201± 372)μm。 导管类型以螺纹、梯纹与孔纹较

为常见 ,长为 ( 625± 252) μm,直径为 ( 23. 7±

10. 9)μm(图 2-C)。

3. 2. 5　叶横切面:等面叶 ,上下表皮均为角质层所

覆盖 ,并分布有多细胞非腺毛。表皮细胞近长方形 ,

中脉处的上下表皮细胞壁均有不同程度的加厚。 在

中脉处上表皮内侧有 2～ 3层厚角组织细胞 ,下表皮

内侧有 1层厚角组织细胞。栅栏组织细胞多层 ,排列

紧密 ,不通过中脉。未见明显的海绵组织。中脉维管

束发达 ,维管束外韧型 ,形成层明显 ,木质部导管径

向排列成列 ,并由射线分开。侧脉维管束由一层薄壁

细胞组成的维管束鞘所包围 (图 3-A, B)。

3. 2. 6　叶粉末:暗绿色 ,上表皮细胞垂周壁平直或

稍呈波状弯曲 ,气孔众多。 下表皮细胞垂周壁较平

直 ,气孔数目较上表皮稍多 ,气孔密度为 ( 114± 13)

个 /毫米
2
,气孔轴式为不定式。上下表皮均分布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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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横切面简图 (× 9. 2)　 B-横切面详图 (× 55. 2)

C-解离组织与粉末图 (× 46)　　 1-多细胞非腺毛　 2-

表皮　 3-含叶绿体的薄壁组织　 4-初生韧皮纤维　 5-

韧皮部　 6-髓　 7-木质部　 8-皮层　 9-木纤维　 10-束

中形成层　 11-髓射线　 12-木薄壁细胞　 13-孔纹导

管　 14-梯纹导管　 15-螺纹导管

图 2　狭叶松果菊茎的显微鉴别特征图

种类型的多细胞非腺毛 ,一种为刺状多细胞非腺毛 ,

先端锐尖 ,其细胞壁较厚并硅质化 ,且具疣状突起 ,

长度为 ( 1 112± 315)μm。另一种为棒状多细胞非腺

毛 ,细胞壁较薄 ,长为 ( 80± 9) μm(图 3-C)。

4　讨论

圆锥形头状花序与细长而具硬尖的托片是松果

菊属植物的代表性形态特征 ,而披针形的叶片形态

与少分枝的茎以及长圆柱形的主根是狭叶松果菊与

淡紫松果菊区别于紫花松果菊的主要形态特征 ,狭

叶松果菊与淡紫松果菊在形态上较为相似 ,其主要

区别在于狭叶松果菊的边花较短而伸展 ,而淡紫松

果菊的边花较长而下垂 ;且淡紫松果菊比狭叶松果

菊稍高。从药材性状上看 ,狭叶松果菊与淡紫松果菊

极为相似 ,难以区分。 从显微特征上看 ,狭叶松果菊

与淡紫松果菊均易与紫花松果菊 [7 ]相区分 ,二者均

A-横切面简图 (× 18. 4)　B-横切面详图 (× 46)

C-解离组织与粉末图 (× 46)　　 1-上表皮　 2-下表皮

3-韧皮部　 4-木质部　 5-厚角组织　 6-中央维管束

7-维管束鞘　 8-栅栏组织　 9-气孔　 10-孔下室　 11-刺

状多细胞非腺毛　 12-棒状多细胞非腺毛

图 3　狭叶松果菊叶的显微鉴别特征图

具有等面叶、较长的非腺毛、黑色素包裹的石细胞

等 ;而叶片上的气孔密度可能是区别狭叶松果菊和

淡紫松果菊的最明显的显微鉴别特征 [淡紫松果菊

的气孔密度较小 (尚未发表 ) ];另外 ,狭叶松果菊的

花粉是黄色的 ,而淡紫松果菊的花粉为白色 ,这是另

一个明显的鉴别特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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