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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一致性，故选进样量为10弘L。

4．3在目前太子参活性成分或指标性化学成分尚

不明确的情况下，制定指纹图谱时，没有适宜的对照

品参照，故以供试品中峰面积适中、峰形好、纯度好、

较稳定的1号峰作为参照峰来标定其他各共有指纹

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4．4 目前指纹图谱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控制中药

或天然药物质量的最有效手段，以不同产地太子参

的相对保留时间作为对照模板，进行相似度计算，优

点是能较全面反映太子参药材的整体特征。如果利

甩道地药材的标准提取物建立标准图谱，则通过待

测样品与标准图谱相似度的比较，有可能判断样品

的品种，这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目标[1]。总之，中

药指纹图谱技术对提高中药质量控制的科技含量，

提高中药工业整体水平，实现中药走向世界，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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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为了积累蒿属(Artemisia L．)植物种子微形态特征方面的分类学资料，以探讨和解决其分类学中的一些

问题。方法对其11种植物的种子进行了光学显微镜(L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下的比较观察研究，其电镜资料

为首次报道。结果种子微形态特征具有一致性，种子形态为长椭圆、倒卵形至矩圆形；颜色为灰褐色至黑色；表面纹饰

以脑纹状、纵条纹一网状和搓板状梯形为主。在大小、颜色、表面纹饰的次级结构等方面仍存在种间特异性。结论蒿属11

种植物的种子微形态特征存在细微的种间差异，对该属植物的系统分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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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属(Artemisia L．)隶属于菊科(Compositae)

春黄菊族(Anthemideae L．)，为一、二年生或多年生

草本，少数为半灌木或小灌木，全世界300余种，我

国约有200种，各省均有分布。该属植物在医药上多

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活血、

止血等功效[1]。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从

黄花蒿A．annua L．(惯称青蒿)中提取出具有抗疟

成分青蒿素(artemisinin)，掀起了世界医药学界对

蒿属植物药用价值开发的研究高潮，称为天然药物

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2]。目前人们对青蒿素及其衍

生物在抗疟作用、抗疟作用原理、抗肿瘤以及其他方

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3~5]。2005年11月在广州举

行了题为“国际菊科艾蒿类植物系统演化与资源利

用”的研讨会，凸显了学界和医药界对蒿类植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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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关注。但对蒿属野生植物资源利用的前提是 选择发育良好的成熟种子，自然干燥。在光镜下

首先对其进行科学的系统分类，由于蒿属植物分布 观察其形状、大小、颜色、表面纹饰等，并测量其大

广、分化大、生活型多样等特点，很多种之间性状很 小，计算长宽比例。每份样品测量20粒，求其平均

相似，近缘种之间不易区分，所以积累其微观分类学 值。然后将种子置于双面胶带纸上，喷金镀膜后移入

资料仍有必要。由于种子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与 JSM--6360LV型扫描电镜下观察并拍照，每份样

其他营养器官相比，受外界环境因子影响较少，其性 品观察4～5粒‘n]。

状在分类学上的意义不亚于花被和花粉形态[6~1 0|。 2结果

在此背景下，笔者对国产11种蒿属植物种子进行了 2．1 一般特征：11种蒿属植物种子呈长椭圆、倒卵

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对比观察研究， 形至矩圆形；颜色为灰褐色至黑色；大小为0．8一

观察结果可供该属植物分种鉴定作参考。 2．36～0．26—1．08 mm，P／E为1．21～3．29；多数顶

1材料和方法 端可见衣领状环和花柱残痕；表面纹饰以脑纹状、纵

实验材料来自西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WUK) 条纹一网状和搓板状梯形居多。

馆藏种子，凭证标本见表1。 2．2分种描述：见表1。显微镜形态见图1。

表1 11种蒿属植物的种子微形态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eed from 1 1 species of Artemisia．L．

种 名 颜色(LM) 形状(LM)跫竺需萼署7 极轴／赤道轴(P／E)表面纹饰(sEM) 凭证标本* 存放地图1

南牡蒿A．eriopoda 黑色 卵形 1．88—1．29 1．46 搓板状梯形 孙焱森f河南登封13024． WUK 3、4

艾A．argyi 灰褐色 椭圆形 2．16—1．26 1．71 网状 张志英；陕西华山}18245 WUK 5、6

黄花蒿A．annua 褐色 卵形0．58—0．46 1．26 纵条纹一皱褶状 何叶旗；内蒙阿旗巴音17644 WUK 7,8

米蒿A．dalai—lamsii 黄色
’

卵形 2．35—1．21 1．94 纵条纹一网状 朱兆仪清海；532 WOK 9、10

山蒿A．brachyloba 黄色 卵形 2．26—1．02 2．22 纵条纹一网状 彭枫林；甘肃皋兰山t2987 WUK 11、12

暗绿蒿A．n虮mlrms 黑褐色 长椭圆 2．43—0．70 3．47 纵条纹一瘤状 李陆昆；广西付中县1401726 WUK 13、14

奇蒿A．anomala 黑褐色 矩圆形 2．76—0．83 3．33 纵皱褶 粱向日，地址不详i60849 WUK 15、16

侧蒿A．deversa 黑色 矩圆形 2．15—0．83 2．60 纵皱褶 刘继盂}陕西凤县116195 WUK 17、18
龙蒿A．dracunculus 黑色 卵形 1．53—1．18 1．30 搓板状梯形 王作宾；青海l兴海县}20148 WUK 19、20

自蒸蕉垒丝2111坐2垒 塑鱼 丝煎璺 ；：!!：!：!§ !：!! 蕉堑鉴竖垄 堡鲞基!芏基堇垫墨!§＆Q 型鉴；!：丝
*凭证标本由西北植物研究所贺学礼和陈彦生教授鉴定

Vouchers were identified by Prof．Chen Yan—sheng from Northwest Institute of Botany

1、2一中亚苦蒿3、4一南牡蒿5、6-艾7、8一黄花蒿9、10一米蒿11、12一山蒿13、14一暗绿蒿15、16一奇蒿

17、18一侧蒿19、20一龙蒿-21、22一白沙蒿

1，2-A·absinthium 3，4-A·eriopoda 5，6-A．argyi 7，8一A·annua 9，10一A．dalai—lamsii 11，12一A．brachyloba

13，14一A-atrovirens 15，16一A·anomala 17，18一A·deversa 19，20一A．dracunculus 21，22一A．blepharolepis

图1显微镜形态图

Fig．1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under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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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和结论

3．1通过以上光镜和电镜下的比较观察可以发现，

11种蒿属植物种子的微形态特征总体上来说具有一

致性，但也有一定的种间特异性，具体体现在：颜色

多在灰色至黑色之间变化，但同属艾蒿组(Sect．

Abrotanum Bess)的米蒿和山蒿为黄色；形状以卵形

居多，但同属白苞蒿组(Sect．Albibractea Y．R．

Ling)的奇蒿和侧蒿都近似矩圆形。大小有一定差

异，例如：较大的有奇蒿(2．76—0．83 1Tim，P／E为

3．33)和暗绿蒿(2．43—0．70 1Tim，P／E为3．47)；黄

花蒿(O．58—0．36 mm，P／E为1．26)的最小。就表面

纹饰来说，艾的网状纹饰和中亚苦蒿的脑状纹饰很

容易把它们与其他种分开；同属艾蒿组的黄花蒿、米

蒿和山蒿的复合纹饰明显具组级分类上的特点；白

苞蒿组的奇蒿和侧蒿皆为均匀的纵皱褶；虽然龙蒿

组[Sect．Dracunculus(Dracunculi)Bess．]的龙蒿

和白莎蒿的搓板状纹饰类型与牡蒿组(Sect．

Latilobus Y．Y．Ling)的南牡蒿的纹饰类型相似，但

南牡蒿纹饰的细皱褶次级结构比较明显，从而把二

者区分开；绢毛蒿组(Sect．Viscid@ubes Y．R．

Ling)的暗绿蒿的纵条纹一瘤状复合纹饰也能很好地

把它与其他种区分开。

以上结果与其他学者关于蒿属植物种子微形态

特征的研究报道结果基本一致，只是描述术语有个

别差异[1卜14]。由于蒿属植物属下分类阶元多，很多分

类阶元实际包括的种比较少，所以种子微形态特征，

特别是表面纹饰的不同，对蒿属植物的系统分类和

实际鉴定是大有帮助的。

3．2 11种蒿属植物种子微形态特征既有一致性，也

表现出种间的特异性；种子微形态特征具有组、系乃

至种级水平上的分类学意义；种子微形态特征研究

是植物系统学和野生药用植物(特别是近缘种)鉴定

种时值得考虑和重视的切入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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