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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属秦艽组植物分类与鉴别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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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艽是常用大宗药材，但市场品种较混乱。从形态学、显微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综述了秦艽组植物及其

伪品的分类与鉴别研究进展。结合目前秦艽商品市场情况，提出有效使用分类与鉴别方法以规范市场，并应尽快发掘秦艽新

药源，缓解市场压力，使秦艽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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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是我国常用大宗药材，始载于《神农本草

经》，列为中品，临床上广泛用于病毒性、神经性、

呼吸道、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1]。秦艽组（Sect. 
Cruciata Gaudin）隶属于龙胆科（Gentianaceae）龙

胆属 Gentiana (Tourn.) L.，全世界约 20 种[2]。《中国

药典》2010 年版收录的秦艽为龙胆科植物秦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麻花秦艽 G. straminea 
Maxim.、粗茎秦艽 G. crassicaulis Duthie ex Burk. 以
及小秦艽 G. dahurica Fisch. 的干燥根[3]。随着秦艽

药用价值不断地被发现，市场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野生资源由于过度采挖逐渐减少，人工栽培又发展

较慢，造成秦艽商品市场品种混乱。一方面，一些

《中国药典》2010 年版未收载的地方习用品种被当

作秦艽使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是“合法”的，

比如甘肃、河北等地大规模种植的黄管秦艽 G. 
officinalis H. Smith 以及主产四川西北部、青海、甘

肃及宁夏西南部的管花秦艽 G. siphonantha Maxim. 
ex Kusnez. 也被用来代替秦艽使用[4]；另一方面，不

法商贩直接以伪品，如黑大艽（也称黑秦艽）、红秦

艽、黄秦艽或掺入党参须子等物来冒充秦艽使用，

严重影响了秦艽的临床用药和患者的康复[5-6]。对于

非规范使用药材情况要严格控制，对于具有优良药

用成分的新种要大力发掘，通过开展广泛研究，寻

找新药源，从而更有效地规范秦艽药材市场。随着

近年来对秦艽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的分类方法如

形态学、显微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得以应

用于秦艽的分类与鉴定，大大提高了秦艽组植物亲

缘关系分析以及秦艽用药的准确性。本文就近年来

秦艽组植物的分类与鉴别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秦

艽药用品种的规范使用以及新药源开发提供参考。 
1  形态学分类与鉴别 

纵观各大分类学著作，其重点大都基于植物形

态特征描述而进行植物分类鉴别。秦艽组植物多样

性丰富，通过总结归纳各种植物的特征形态，往往

可以达到区别于其他种属植物或鉴别药材真伪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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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性状是质量的外观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药材质量的优劣。商品秦艽按形态分为萝卜艽（鸡

腿艽）、麻花艽（辫子艽）、狗尾巴艽（山秦艽、小

秦艽、小毛艽）3 个类型。萝卜艽主根粗大单一，

很少分枝，呈圆锥形和鸡腿形，表面灰黄色或棕黄

色，习惯认为其质量 好。麻花艽为多数支根交错

缠绕成麻花状，体轻而疏松，内部常有腐朽的空心，

外部棕黄色至棕黑色，断面黄白色。狗尾巴艽体形

小，主根细长，分支多而纤细，常呈扭曲状。根头

部残存的茎基有纤维状的残叶维管束，习称“毛”，

故称之为小毛艽，习惯认为其质量 差，外表黄棕

色，体轻而质脆易断。麻花艽与狗尾巴艽扭曲旋转

的方向一致，均向左扭曲，故有“天下秦艽向左转”

的民谚[7]。根据对比秦艽药材的大小、轻重、色泽、

根形等外观形状，可以对秦艽的商品等级进行划分。 
秦艽的品种不同，其性状也会有差异，往往体

现在不同种的秦艽具有不同的外（宏）观形态。在

秦艽种间分类研究上，郭淑珍等[5]总结归纳了几种

秦艽药材的外观性状，认为秦艽根略成圆锥形，上

粗下细，根头部常膨大；小秦艽根略成纺锤形或圆

柱形，根头较细；麻花秦艽根类圆锥形，多由数个

小根纠聚，以此将这 3 个品种从根部形态区分开。

赵志礼等[7]对甘肃秦艽习用品——管花秦艽进行了

形态学研究，总结出管花秦艽的叶较秦艽窄，子房、

果实有柄，可与其近缘种秦艽相区别，为秦艽与管

花秦艽的分类鉴别提供了新的依据。刘丽莎等[8]首

次对黄管秦艽进行形态学考证，通过性状比较，发

现黄管秦艽的药材性状与文献描述的麻花秦艽相

似，因此，通过进一步研究来区分以上 2 种药材以

保证用药正确变得尤为重要。王昕[9]通过对甘肃省

秦艽资源的原植物形态进行调查，从整体形态到根、

茎、叶、花、果实分别对秦艽、粗茎秦艽、麻花秦

艽、小秦艽、黄管秦艽进行了对比，总结出各个品

种在各个部位的特征性，为甘肃省几种秦艽药材外

观形态的鉴别和优良种源的筛选提供了依据。杨青

山等[10]通过调查四川松潘县秦艽资源，以王昕的考

察指标为基础，增加了茎生叶、莲座丛叶、种子 3
个形态指标，分析了秦艽、麻花秦艽、粗茎秦艽的

特征，更加系统化地建立了四川省松潘县秦艽资源

分类与鉴别方法。这些“地方分类系统”的建立对

地方秦艽品种的种植以及药材流通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通过总结秦艽正品药材的基本形态特征，将药

材与秦艽正品进行对比，基本可以对来源于龙胆属

外的秦艽伪品进行鉴别。熊英等[11]对药材市场上出

现的秦艽伪品毛茛科植物白头翁 Pulsatilla sp. 进行

形态鉴别，通过对比发现，白头翁颜色多为棕褐色，

外皮易成片状脱落，有的具网状裂纹或裂隙，近根

头处常有朽状凹洞，特别是白头翁顶端残留鞘状叶

柄残基，并密生有白色绒毛，这些特征可将其与秦

艽区分。白头翁具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功效，与

秦艽的来源和用途均不同，不能混用，应注意鉴别。

陈叶青 [12]在药检过程中发现有毛茛科植物牛扁

Aconitum ochranthum C. A. Mey 混充麻花艽入药，

牛扁外形虽与秦艽相似但功效不同，且牛扁是乌头

属植物，有毒性，两者不能混用，必须区分。通过

形态对比，发现牛扁的根头部短而单一，根顶端黑

色且四周为扁片状叶柄残基，外皮易脱落呈灰白色

或黄白色，以此为鉴别依据，可以杜绝牛扁充伪麻

花艽的现象。戴善光[1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

了几种常见秦艽伪品，如红秦艽、黑大艽、麻布七，

通过考察药材外形、大小、切面、质地、气味等指

标，可将它们区别于正品秦艽，对规范秦艽药材市

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采用分类学研究 基础、 初级的形态学方法，

可以判定商品秦艽的等级，对秦艽种间植物进行初

步分类，还可以对属外伪品进行初步鉴别，具有简

单、易行、迅速的特点。但是植物的外观形态是遗

传物质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生长于不同地域的

同种植物往往具有不同的外观形态，并且秦艽组内

还存在自然杂交现象，如李小娟[14]研究发现麻花艽

与管花秦艽的自然杂交后代与母本的外观性状趋于

一致，其叶的形态与麻花艽相似，而花序和花冠特

征位于麻花艽与管花秦艽之间，具有典型的秦艽组

形态特征，单靠形态学方法难以准确完成此类品种

的鉴定。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入其他分类鉴别

方法进行秦艽研究已变得非常必要。 
2  显微学分类与鉴别 

形态学分类方法是以植物的宏观特征为基础而

建立，在其基础上，显微学方法则通过观察植物显

微解剖结构，以植物的微观特征为基础而建立的新

型分类方法。直观上讲，显微学分类就是利用显微

技术，将细微而有规律的植物内、外部差别放大，

从而达到鉴别、区分植物的目的。 
麻布七作为常见的秦艽伪品，在外观性状上与

麻花秦艽很相似，临床上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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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等[15]采用显微鉴别方法观察麻布七与正品秦艽，

发现通过观察它们的木质部排列规则，近内皮层处

不规则厚壁组织的有无，薄壁细胞中草酸钙针晶的

有无，可以有效地将秦艽与麻布七加以区别。吴志

成等[16]在药检工作中发现有不法药商将甘肃丹参

用硫磺熏制漂白后，再人工染成黄色，混入麻花秦

艽中充当秦艽销售的情况，经过显微观察对比发现，

甘肃丹参根横切面木栓层数列，内含紫褐色物质，

而麻花秦艽横切面则无紫褐色物质，通过木栓层中

紫褐色物质的有无即可准确鉴别出药材真伪，此法

对药检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植物花粉展示了复杂的、高度的显微形态学多

样性，提供了极高价值的分类信息。因此，通过花

粉特征进行秦艽品种鉴别的方法目前被广泛使用。

马骥等[17]对龙胆科 7 属 25 种 2 变种的花粉形态进

行扫描电镜观察，总结出所观察花粉粒属中等大小，

3 孔沟或 4 孔沟，外壁纹饰以网状、条纹状为主，

为以后以花粉形状和外壁纹饰为分类依据的龙胆属

分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汪荣斌等[18]对甘肃产

秦艽、麻花秦艽、小秦艽、管花秦艽、黄管秦艽 5
个种进行了光镜和扫描电镜观察，并对其花粉特征

以及同种植物的花粉形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数据

和电镜扫描图分析认为，秦艽组植物花粉粒类型是

由 3 沟发育形成 3 孔沟，在发育过程中极轴缩短，

赤道轴增长，花粉粒形状由长球形变为近球形。这

些研究不仅弄清了秦艽组植物的花粉粒类型，而且

发现了秦艽花粉粒发育的规律性，因此，可以通过

分析花粉粒发育过程，作为秦艽组植物更深层次的

分类与鉴定依据。 
种子的发育从胚珠的形成到脱离果实的整个过

程，都是在比较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受外界环境

的影响较小，不同产地的同种植物并不因地理环境

的改变而影响类群种皮形态的稳定性，所以种子形

态及表面细微结构是相对稳定的[19]，因此，秦艽种

子形态及表面微结构也可作为鉴别秦艽品种的依

据。Miége 等[20]早在 1984 年就使用扫描电镜对欧州

龙胆属和假龙胆属种子进行观察，结果发现结合龙

胆属和假龙胆属的种皮微形态特征，可以将龙胆属

内分到组，进一步结合种子大小、颜色等特征可以

将组分到种，为后续种子微形态研究奠定了基础。

王义祁等[21]通过扫描电镜对甘肃不同产地、不同种

秦艽组植物种子进行观察分析，发现该组植物的种

子在形态大小和纹饰等方面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但

小秦艽网胞明显宽于其他的几个种，种子超微结构

特征作为秦艽组植物的鉴定依据就此提出。武玉翠

等[4]首次对《中国药典》2005 年版所收录的秦艽 4
种原植物的种子以及 2 种常用替代品（黄管秦艽、

管花秦艽）的种子进行了观察和比较，发现这些秦

艽种子在表面纹饰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表面纹饰

差异性，可以达到区分以上 6 种秦艽组原植物的目

的。刘丽莎等[22]采用扫描电镜法对秦艽及麻花秦艽

种子种皮表面超微特征进行比较观察，发现秦艽与

麻花秦艽种子大小存在差别，在种子种脐内径、种

皮沟纹方面皆有不同，以此特征可以鉴别秦艽与麻

花秦艽。 
目前，显微学方法已广泛用于秦艽的分类与鉴

别，观察药材显微特征主要应用于药材真伪判断，

通过切片观察显微结构，对比真品特征，可以准确

地鉴别秦艽药材真伪，结果可靠；观察秦艽花粉和

种子微形态主要用于秦艽种间分类，通过电镜扫描，

可以将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微形态放大，这些优势在

以后的秦艽分类研究工作中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以

期发掘出更多特征作为新的分类依据去解决秦艽相

似种的分类难题。 
3  化学分类与鉴别 

秦艽归根结底是作为药物在使用，其有效成分

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药材的价值，秦艽药材中所含

的主要成分类型为环烯醚萜苷类、多糖、挥发油和

无机元素等，不同种质因化学成分量、种类的差异

而具有不同的品质[23]。在研究秦艽质量的同时，其

化学成分差异作为鉴别依据被逐渐引入到药材分类

与鉴别领域。 
薄层色谱是快速分离和定性分析少量物质的一

种很重要的方法，属固-液吸附色谱，近年来，薄层

色谱广泛用于中药材中黄酮类、萜类、苷类等成分

的分离鉴定。通过薄层色谱法进行秦艽中龙胆苦苷

的分离鉴定，可以达到区别于其他种属伪品药材目

的。曹雯[24]分别取秦艽、龙胆的甲醇、氯仿提取物，

用不同极性的展开剂在硅胶薄层板上展开，显色后

发现秦艽中所含主要成分龙胆苦苷可用于鉴定秦艽

及控制秦艽质量；秦艽中所含三萜类化合物可以区

别秦艽与龙胆，为秦艽质量控制和与龙胆的鉴别建

立了新方法。刘圆等[25]采用薄层色谱法对藏药粗茎

秦艽、蓝玉簪龙胆进行研究，分别以苯-丙酮、氯仿-
甲醇-水、苯-丙酮-冰醋酸、苯-醋酸乙酯-冰醋酸作

为展开剂，结果发现各个展开剂下 2 种药材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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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点数均不同，此法为 2 种植物的鉴别及应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陈叶青[12]采用薄层色谱法在秦艽与混

淆品牛扁的鉴别过程中，发现麻花艽的色谱图上在

相同位置出现龙胆苦苷斑点，而牛扁在该位置处不

显示此斑点，通过此鉴别方法可以在日常药检过程

中简便、快速地将二者区分。 
紫外光谱的特征是由化合物的结构所确定，不

同品种、不同溶剂，其峰形、峰位、光谱峰的振幅

高度比各不相同，可用来区分鉴别中药材。韦欣

等[26]采用紫外光谱鉴别秦艽及其伪品红秦艽，发现

秦艽、麻花秦艽与伪品红秦艽的 4 种溶剂浸提液的

紫外光谱各不相同，具有非常明显的鉴别特征，达

到了鉴别药材的目的，同时发现秦艽的水浸液在

283.9 nm 处有一尖锐吸收峰，而麻花秦艽在此处无

吸收峰，以此又可作为秦艽与麻花秦艽的鉴别点，

将 3 种植物区分开来，在秦艽药材的鉴别上具有很

重要的意义。 
秦艽所含化学成分复杂，检测当中的任何一种

或者一类成分都不能完全鉴定其种属，所以随着色

谱技术的发展，基于 HPLC 法进行秦艽研究，所建

立的不同产地、不同种属秦艽指纹图谱是一种综合

的、可量化的中药质量控制手段，其唯一性广泛用

于秦艽的真伪、种属及产地鉴别[27]。吴启勋等[28]

利用 HPLC 法建立了青藏高原秦艽的色谱指纹图

谱，通过比较发现秦艽样品的 13 个主要共有峰，并

建立了共有模式，可作为鉴别秦艽药材的主要依据；

同时对 12 批秦艽药材进行了相似度计算以及聚类

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所建立的秦艽指

纹图谱可用于秦艽药材的真伪鉴别和质量评价。陈

千良等[29]研究并建立了陕西产秦艽药材的HPLC指

纹图谱，确定了其中的 4 个共有峰分别为 6′-O-β-D
葡萄糖基龙胆苦苷、獐牙菜苦苷、龙胆苦苷、獐牙

菜苷，通过对 10 批药材相似度的计算，建立了共有

模式，此法对陕西秦艽的质量控制以及分类鉴别提

供了参考。汪叶庭等[30]利用 HPLC 法系统比较研究

了陕西秦艽药材与其药原植物间主要化学成分的差

异，通过确定 7 个共有峰建立陕西秦艽 HPLC 指纹

图谱，所测定的 29 批秦艽药材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而秦艽伪品相似度较低，所建立的指纹图谱可用于

陕西秦艽及其药材鉴别和质量控制。除利用 HPLC
法建立指纹图谱用于秦艽分类与鉴别研究外，紫外

光谱、X 衍射光谱等技术也被用于秦艽指纹图谱研

究。张世芝等[31]将信息吸光度法用于构建秦艽指纹

图谱，抽取 11 个 能反映药材特性的特征变量，根

据这些特征变量确定药材的信息吸光度指纹图

谱，发现样品的相似性及聚类分析结果与指纹图谱

及形态学鉴定结果一致，所构建的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法也可用于秦艽药材的分类与鉴别。 
根据化学性质差异，可以将形态学难以鉴别的

秦艽伪品药材准确地鉴别出来，也可以利用图谱的

特征性，鉴别秦艽组内药材的种类、产地和控制药

材质量。通过对龙胆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发现

了一些《中国药典》2010 年版未收载的秦艽地方习

用品种具有较高的品质，如甘肃产管花秦艽与麻花

艽化学成分就极其相似[7]，而黄管秦艽除与秦艽在

药材性状、显微特征方面相似之外，有效成分量甚

至高于《中国药典》2010 年版相关规定[8]，这些都

为秦艽新药源的开发提供了物质基础。 
4  分子生物学分类与鉴别 

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现象的科

学，是通过研究生物分子的结构、功能和生物合成

等方面来阐明生命现象的本质。构成生物体的基本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反映了生命活动中更为本质的方

面，因而比较不同种属的蛋白质或核酸的化学结构，

即可根据差异程度，来判断它们的亲缘关系。随着

蛋白质和核酸结构测定方法的发展，近年来，通过

r-DNA 内转录间隔区（ITS）序列及基于聚合酶链

式反应（PCR）技术的 DNA 分子标记技术，以及

基于简单重复序列区间扩增多态性（ISSR）分子标

记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中药材相关研究[32]。 
建立在 PCR 基础上的 DNA 分子标记技术从一

开始引入到中药品种分类与鉴别领域就被广泛采

用。姬可平等[33]提取了甘肃不同地区家种及野生秦

艽、麻花秦艽的核基因组 DNA，利用合成的特异性

PCR引物对所提取的DNA中 rRNA基因内转录间隔

序列进行 PCR 扩增，分析扩增产物通过电泳所得到

的图谱，结果发现不同 DNA 中 rRNA 基因内转录间

隔区长度均在 360 bp 左右，已具备足够的遗传信息

量进行碱基序列分析，从分子水平为秦艽、麻花秦

艽等不同品种鉴别和品质评价提供依据。rDNA ITS
序列是更加精准的分子标记，是 rDNA 中位于 16 S 
rDNA 和 23 S rDNA 基因的间隔序列，长度和序列变

化都较大，将其扩增进行序列分析，并以此建立 DNA
条形码技术已成为新兴的现代物种鉴别手段，备受

国内外研究者关注[34]。刘丽莎等[35]比较研究了甘肃

不同地区 4种野生秦艽 rDNA ITS碱基序列的差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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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规律，对 rDNA ITS 区进行 PCR 扩增、测序，分

析发现不同地区秦艽、麻花秦艽、小秦艽及黄管秦

艽的 ITS、ITS2 序列长度均不同，说明 ITS 序列在

秦艽药材鉴定中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可以

作为秦艽分子鉴定的有效依据。Chen 等[36]基于大样

本量分析证实 ITS2 序列可以作为植物物种鉴别的通

用条形码，并以 ITS2 序列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药用植

物 DNA 条形码数据库网络查询系统。Yao 等[37]研究

对比了 DNA 中 5 个区域（ITS2、psbA-trnH、matK、

rbcL 和 ITS）对 86 个秦艽样品进行鉴别的实用性，

通过对比常规鉴定结果，发现只有 ITS2 条形码识别

具有 100%的成功率，今后秦艽物种鉴定相关研究应

当更加重视对 ITS2 序列分析方法的采用。RAPD 技

术是建立在 PCR 基础之上的一种可对整个未知序列

的基因组进行多态性分析的分子技术。徐红等[38]对

产于我国甘肃省的秦艽 3 种基源植物秦艽、麻花秦

艽与小秦艽进行 RAPD 分析，共筛选出 4 条具有鉴

别意义的多态性引物，在 3 种秦艽中得到 37 条多态

性条带，据此获得了能有效区别 3 种秦艽的多态性

RAPD 指纹图谱，同时证明 RAPD 方法能有效地用

于这 3 种秦艽药材的分子鉴别。 
cDNA 文库在研究具体某类特定细胞中基因组

的表达状态及表达基因的功能鉴定方面具有特殊的

优势，从而使其在生命现象的研究中具有更为广泛

的应用价值，是研究工作中 常用到的基因文库。

尹红菊等[39]研究构建了黄管秦艽开花期的 cDNA文

库，经检测达到中等 cDNA 文库水平，通过进一步

表达序列标签分析，为将来研究黄管秦艽的功能基

因以及该物种与相关物种的群体遗传学、进化生物

学等方面提供了基础，为黄管秦艽在 DNA 水平上

的鉴别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相比过去主要依靠对不同种属植物间形态和解

剖方面的比较来决定亲缘关系，分子生物学方法可

通过直接比较不同种属的蛋白质或核酸的化学结

构，根据差异的程度对亲缘关系给出一个定量的，

也是更准确的概念来断定其亲缘关系，因此，利用

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秦艽分类与鉴别是目前 为先

进、精确的方法。但此类方法耗时、费工，对操作

者的要求较高，目前可以把分子生物学方法作为一

种辅助手段，配合形态学、显微学、化学等方法，以

期准确完成秦艽组植物的分类与鉴别。 
5  结语 

随着龙胆属秦艽组植物分类研究的发展，派生

出形态学、显微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鉴别技术，

也构建了各个分类系统的研究体系。形态学分类与

鉴别方法起源 早，主要应用于秦艽市场商品等级

区分以及属外伪品初步鉴别，也可对秦艽种间植物

进行初步分类；后兴起的显微学方法则很好地补充

了形态学方法的不足，把秦艽伪品的鉴别扩展到了

属内品种，也为秦艽组植物的分类鉴别提供了很多

新的分类依据；应用化学方法可以准确鉴别所有秦

艽伪品药材，在药检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所

建立的特征性图谱，可以鉴别秦艽组药材的种类、

产地和控制质量，在秦艽质量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定位于遗传物质，根据

遗传物质的差异进行秦艽分类与鉴别，是目前 为

先进、精确的方法。 
随着秦艽药用价值的不断开发，市场的需求量

不断增加，面临既要保护野生资源，又要满足市场

需求，实现秦艽的可持续利用的问题。对于秦艽商

品市场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单用或配合利用多种分类与鉴别技术，有效甄

别药材，规范秦艽市场。秦艽组植物种类繁多，《中

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收载的 4 个秦艽品种供应有

限，而研究发现一些未收载品种如管花秦艽、黄管

秦艽等一直作为地方习用品在使用，且质量上好，

建议今后龙胆属秦艽组的分类研究方向：一方面借

助于化学分析技术来建立指纹图谱，全面地对地方

习用品进行深入的药效学研究以及安全性评价；另

一方面借助于分子生物学技术对秦艽近似种、易混

种进行基源鉴定，以用药安全、有效为原则，发掘

秦艽新药源，缓解市场压力，使秦艽资源得到可持

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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