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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斛是一种常用中药 ,以新鲜或干燥茎入药 ,有益胃生

津、滋阴清热之功效。不同种类石斛药用成分及含量差异较

大 ,药理活性也不尽相同 ,历代本草著作中称之为医工难辨

之种类。近年来 ,以石斛为原料开发的保健品日益走俏 ,对

石斛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但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石斛中 ,

药典收载较少 ,主流品种大多为非药典收载种 ;植株在采集

后 ,往往就地进行加工 ,加工后药材外形相似 ,形态鉴别比较

困难 ;药材市场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现象时有发生。为确

保石斛使用安全有效 ,有必要对石斛属药用植物进行鉴定。

1 　生境及资源概况

石斛生境独特 ,多附生于悬崖峭壁和高大的乔木上 ,生

长缓慢 ,对小气候环境要求十分严格 ,尤其是对湿度的要求

较高 ,分布地域狭窄 ,资源稀少。由于野生资源紧缺 ,野外能

采集到的石斛均被收购作药用 ,不但使野生资源遭到毁灭性

的破坏 ,而且造成商品石斛的来源十分复杂。

石斛属 ( Dendrobium Sw1)是兰科第二大属 ,约 1 500 多

种 ,主要分布于热带东南亚及大洋洲[1 ] 。从地理分布区来

看 :西起斯里兰卡 ,东至太平洋塔希提岛 ,北至印度西北部及

尼泊尔、锡金、不丹和喜马拉雅山一带 ,经缅甸向东北到我国

的南方并远至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岛屿和日本的九州、四国以

及琉球群岛 ,南达大洋洲南边的塔斯马尼亚岛。从种类的数

量来看 ,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热带东南亚。

在我国 ,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 ,从纬度而言 ,大多数种

类集中于北纬 15°30′～25°12′,向北种类逐渐减少 ,最北不超

过北纬 34°24′。我国已发现的约有 80 种 ,分布以云南居首

位 ,有 39 种 ;其次是贵州和广东 ,各有 28 种 ;再次是广西 ,有

24 种 ;台湾也有 15 种。云南、广西、贵州、广东、台湾是国产

石斛的分布中心。我国供作药用的石斛属植物约有 39

种[2 ] 。

2 　商品石斛的鉴定

商品石斛及其原植株鉴定目前还没有规范的质量标准。

形态鉴定需要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知识的人员 ,而药材加工又

增加了形态鉴定的难度 ,因此研究一种简单易行的鉴定方法

将会对商品石斛产业起到极大的规范与促进作用。

传统的石斛鉴定主要是根据石斛的表型特征。广西壮

族自治区医药研究所对石斛主要产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

等省区原植物和药材进行调查 ,确定了商品石斛原植物 21

个种 ,并做了原植物检索表和药材检索表 ,提供了药材鉴别

和采集加工的方法。徐珞珊等 [3～6 ]对 34 种石斛药材进行组

织鉴定 ,研究其性状包括表皮 ,角质层 ,皮下层细胞 ,维管束 ,

内、外侧纤维群 ,木质部导管 ,基本薄壁组织等。结果表明 ,

不同种类的石斛 ,某些性状之间存在差异。李满飞等[7 ]对

16 种药用石斛属植物的叶鞘进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 ,表

皮细胞的形态、大小 ,所含草酸钙结晶的性状、大小、分布等

种间区别较明显 ,可作为鉴别石斛种类的科学依据之一。刘

学平等[8 ]以 10 种较多见的中药石斛粉末为材料进行显微鉴

定 ,依据茎表皮细胞的形状、直径、壁厚、纹孔 ,束鞘边缘是否

突起或分支、壁厚及层纹有无 ,木纤维是否分支 ,非腺毛有

无、多少、束长等 ,找到了种间的鉴别特征。孙安慈 [9 ]对兰科

植物的兰属、兜兰属、石斛属 16 个种的叶片及其横断面进行

了扫描电镜的观察。发现石斛属各种上、下表皮细胞均为多

边形 ,表面平坦无纹饰 ,叶片叶肉组织没有栅栏组织及海绵

组织的分化。

鉴于形态特征种类繁多 ,标准难以量化 ,马国祥等 [10 ]对

中药石斛茎显微构造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最小距离法 ,选取

35 个具有显微鉴别特征的变量 ,对市场上常见的 22 种中药

石斛的显微构造进行系统聚类分析 ,分析结果与药材性状及

显微鉴定结果基本一致。

石斛的品质取决于有效成分的种类及含量 ,主要是多糖

类及石斛碱类 ,不同石斛种类差异十分显著。李满飞等 [11 ]

对国内常入药的 25 种石斛属植物 36 个样品的多糖进行了

含量测定 ,发现不同品种间多糖含量差别极大。例如产于广

西的加工品一级枫斗中多糖质量分数高达 45198 % ,比其原

植物铁皮石斛 D1 candidum Wall1ex Lindl1 中多糖质量分数

(18120 %)高了一倍多 ,而产于贵州的细叶石斛 D1 hancockii

Rolfe 中多糖质量分数仅为 612 %。此外 ,还发现凡是达到传

统标准 :“质重 ,嚼之粘牙 ,口甜 ,无渣者为优”的样品其多糖

质量分数均高于 30 %。可见 ,多糖是石斛重要的有效成分。

对石斛碱类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 ,到目前为

止 ,已报道分离到 29 种生物碱。此外 ,还有 stibenoids 成分、

甾体糖苷类化合物、倍半萜、香豆素等。由于有效成分复杂 ,

差异大 ,因此很难从有效成分的含量来确定商品石斛的品

质。据此 ,近年来不少学者探索建立有效的中药石斛鉴定方

法。目前 ,DNA 分子标记技术已广泛用于药用植物多样性、

系统学、分类学研究 ,并逐渐渗透到中药材鉴定领域 ,如人

参、西洋参、沙参、蒲公英、党参等的 DNA 分子鉴定。不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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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也尝试采用 DNA 分子标记技术进行石斛药材鉴定 ,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Lau 等[12 ]对 16 种石斛内转录间隔区 ITS2 进行了 DNA

测序 ,结果表明 ,种间差异百分率平均为 1214 % ,与外类群

及杂质 (掺杂物) 的差异百分率分别为 2918 %和 1818 % ,而

种内的差异百分率只有 1 % ,认为 ITS2 区可作为区分石斛

种间、石斛与外类群的分子标记。张铭等 [13 ]用 RAPD 技术

对 26 种石斛进行聚类分析 ,特别对铁皮石斛特异性条带进

行测序 ,从而设计出一对长度大于 15 bp 的高度特异性引

物 ,该引物只能与铁皮石斛基因组中的某一区域特异性结

合 ,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徐红等[14 ]对黄草石斛 ITS 片段进

行遗传多样性分析 ,结果表明 :石斛种间 ITS1 序列的差异百

分率 为 11179 % ～ 31158 % , ITS2 序 列 为 10129 % ～

25130 % ;而石斛各类群与外类群的差异百分率 ITS1 序列为

23156 %～36189 % , ITS2 序列为 26152 %～33131 %。金钗

石斛种内 ITS1 序列差异百分率为 0187 % , ITS2 无差异 ,据

此认为这两段序列可以作为黄草石斛分子鉴定的标记。丁

小余等探讨了束花石斛 [15 ] 、曲茎石斛的品种鉴定[16 ] ,认为

其 ITS序列具有显著而稳定的差异。丁小余等 [17 ]还建立了

枫斗类石斛的 rDNA ITS 区碱基全序列数据库 ,利用该数据

库可对枫斗类石斛待检种进行鉴定。另外 ,也有报道指出可

以利用 mat K基因 (叶绿体基因 ,编码成熟酶 K) 序列将石斛

与其混淆品区别开来 [18 ] 。

总之 ,传统的鉴别方法仍然不失为鉴定石斛的重要依

据。但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 , PCR 扩增 DNA

的直接测序资料将成为分子数据的主流。分子标记种类繁

多、各有利弊 ,目前在石斛鉴定方面应用最多的是 rDNA 的

ITS 序列 ,其他诸如 RAPD、cpDNA/ mtDNA2RFL Ps、ISSRs、

AFL Ps 以及共显性 SSRs 等都可以用于种间的鉴定研究。

更直接的方法需要在建立基因组文库的基础上 ,进行单核苷

酸多态性分析 ,从而获得迅速而可靠的鉴定结果。随着分子

标记技术的日益成熟 ,有可能在基因组上寻找多态位点 ,用

以揭示属间、种间、居群间甚至个体间的遗传变异 ,从而指导

人们在植物居群生物学、保护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等领域开

展研究 ,并在良种培育以及遗传资源研究、保护和利用过程

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3 　结语

作为一味名贵中药 ,石斛的市场需求量不断扩大 ,近年来

国内外对石斛进行了大量深层次的开发 ,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是

不计其数。由于多年来大量收购野生资源 ,致使野生石斛资源

日渐枯竭 ,例如石斛中的上品———铁皮石斛 ,已濒临灭绝。

目前 ,利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石斛珍贵品种方兴未艾。

在科研工作者努力下 ,霍山石斛、铁皮石斛、束花石斛、兜兰

石斛等品种已有大量的试管苗进入市场 ,从而缓解了石斛市

场的燃眉之急。

药用石斛品种的研究是石斛其他研究的基础 ,因此有必

要应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石斛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系

统学研究 ,即对野生资源的种类、亲缘关系、分类地位、野生

资源的生境、药材道地性等情况进行考察研究 ,并力求建立

石斛属植物的种质资源库 ,保护濒临灭绝的石斛资源。在此

基础上 ,进行良种选育、引种驯化、无性繁殖等工作 ,因地制

宜开展一定规模的栽植。同时 ,要深入开展研究 ,确定石斛

有效成分 ,并深入研究其药理作用 ,扩大石斛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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