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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针变种及类型间的小叶形态比较 

余 丽莹 ，谭小 明，周雅琴 

(广西壮族 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南宁 530023) 

摘 要：为更好地分类和鉴定两面针原变种、毛两面针变种以及原变种的3个类型，对两面针 2个变种及原变 

种 3个类型的小叶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 ，并利用扫描电镜和解剖镜对叶片表皮和叶脉进行 了显微观察和微形 

态研究。结果显示：两面针原变种各类型和毛两面针的植物形态主要区别在 叶片质地和被毛情况，叶片质地 

在类型内较为稳定，是首要分类性状。毛两面针的叶表面特征与原变种区别明显，类型三有别于前两种类型。 

叶脉特征中毛两面针和类型一也与类 型二和三有所不同。叶表面和叶脉的微形态均具有较好 的分类意义和 

鉴别意义，支持《中国植物志》关于两面针 2个变种以及 3个类型的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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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leaflet characters between variant 

and type of Zanthoxylum nitidum 

YU Li—Ying，TAN Xiao—Ming，ZHOU Ya-Qin 

(Guangxi Botanical Garden of Medicinal Plants，Nanning 530023，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in order to better identify of the two variaties and three types of Z．nitidum，the variation of 

leafle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m was analyzed，the micro-morphology of the leaflet epidermis and nerve was 

observed by SEM and AM．The results was showed that the leaflet characters of each variaty and type were mainly 

on Ieaf texture and pubescence on the surface of plant．The leaflet texture iS the first taxonomic character because of 

its stabilization among the typ e．There is obvious distinguish between original variety and z．nitidum var．tomento— 

“m，and between Type III and other two typ es on the surface characters of leaflet．There are some special characters 

of leaflet nerve for type I and Z．nitidum var．tomentosum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s．As a result，micro-mor— 

pology of the surface and nerve of the leaflet of Z．nitidum is significant for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Based on 

ahove studies，it's confirmed that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ivision of two varieties and 3 types in Z．nitidum re— 

corded in the book named Flor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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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针(Zanthoxylum nitidum)是我国南方地 

区常用中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92005年版一部 

记载其有活血化瘀，驱风活络的功效，主治跌打损 

伤、风湿痹痛 、胃痛、牙痛，毒蛇 咬伤 ；外用 治汤火烫 

伤(国家药典委员会，2005)。近代研究发现其具有 

抗癌、抗肿瘤、洁齿等功效(黄治勋等，1980；刘华钢 

等，2007a，b，2009；李丹妮等，2008；王博龙，2007；覃 

青云等，2003)。分布于广西、广东、云南、福建、湖 

南、台湾等地，其中主产于广西，且不同分布地的有 

效成分含量差异大(刘绍华等，2005)。 

关于两面针药材的基源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收载为芸香科(Rutaceae)花椒属(Zanthoxy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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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植物两面针，药用部位为根 ，并明确规定检查项 

中不能检出毛两面针素 ，指出毛两面针不可作两面 

针使用 。《广西 中药材标准》收载两面针药材为两面 

针和毛两面针 (Z．nitidum var．tomentosum)的干燥 

根，二者等同使用；此外 ，在民间还有同属植物竹叶 

花椒(Z．armature)、岭南 花椒 (Z．口“ r0 n g)和 

同科植物飞龙掌血 (Toddalia asiatica)等其他 16 

种植物用作两面针，两面针药材在应用上较混乱(余 

丽莹等，2009)。 

《中国植物志》第 43卷第 2分册记载两面针下 

分原变种(Z．nitidum var．nitidum)和毛叶两面针 2 

个变种 ，原变种根据叶片、刺和果实的形态差别又分 

为 3个类型 ，不 同类型在分布上也有所 区别 (黄成 

就，1997；余丽莹等，2009)，但在各变种和类型间的 

微形态鉴别没有更多的报道 。本文对两面针 2个变 

种和 3个类型的叶片进行 了叶表面形态特征分析、 

叶表皮微形态观察以及叶脉特征观察，旨为两面针 

的多个变种和类型的分类鉴别提供更多的资料，也 

为指导两面针药材的正确使用提供一些帮助。 

1 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叶表面形态特征分析和叶脉特征观察所用的叶 

片取 自成年植株中部叶片，叶表皮微形态观察所用 

的叶片取 自成年植株中部叶片的中部。实验材料全 

部来 自野外调查时采集定植于广西药用植物园两面 

针种质圃的活植株叶片，其中类型一来 自广西苍梧 

县，凭证标本为黄宝优 20060087(GXMG)；类型二 

来自广西 东兰县，凭证 标本 为黄 宝优 2005944 

(GXMG)；类型三来自广西南宁市，凭证标本为黄 

宝优 200602l6(GXMG)；毛两面针 来 自广西 那坡 

县 ，凭证标本为黄宝优 2005898(GXMG)。 

1．2方 法 

扫描电镜制片：取多片新鲜成熟叶片中部，切成 

5 mm×5 mlT1小块 ，经 FAA 固定后带回实验室 ，用 

KB一250超声波清洗机振荡 15 rain，系列酒精脱水， 

叶片自然十燥后用双面胶布粘贴在样品台上 ，镀膜 

喷金后在JSM一6360LV扫描电镜下观察，选择能代 

表各类型或变种的特征的视野进行拍照(图版 I)。 

叶脉的制作方法：用 4O 9／6 NaOH水煮叶片 5～ 

15 min，揭去表皮，超声波振荡去除叶肉，蔡司 V6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照相(图版 Ⅱ)。 

2 结果和分析 

2．1叶表面形态特征 

两面针的叶为奇 数羽状复 叶，小叶 3～11，互 

生，无毛 ；嫩枝、嫩叶紫红色、浅黄色或绿色；叶轴有 

弯钩锐刺 ，／J,,f两 面刺少或元 ；叶的质地较为稳定， 

原变种类型一和毛两面针的小叶为革质，类型二为 

厚纸质，类型三为纸质；类 型一和类型二叶缘近全 

缘 ，类型三有疏锯齿；先端钝或短尾状 ，先端有凹口， 

凹口处有一油腺点。此外，类型二的叶片干后明显 

变黑，其余的叶片干后为苍绿或淡棕色，类型一叶面 

干后有光泽 。毛两面针与两 面针的主要区别在 ：叶 

背被粗糙短毛，革质，叶缘背卷 。 

2．2叶表皮微形态特征 

对两面针原变种的三个类型和毛两面针植物叶 

片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观察 、照相 ，记录上下表皮细胞 

角质 、蜡质 、气孑L器拱盖内缘以及气孔器拱盖外角质 

层特征，描述如下(表 1)： 

从观察结果看出，毛两面针叶表皮颗粒状蜡质 

的特征与原变种区别 明显，类型三的角质层也有别 

于前两种类型，说明叶表皮微形态具有较好 的分类 

意义。 

2．3叶脉形态特征 

对两面针原变种的三个类型和毛两面针植物叶 

脉进行解剖镜观察 、照相 ，记录脉序特征(表 2)。从 

表 2看出，原变种类型一的一级脉比较直、二级脉分 

出角度小、小二级脉的间距短以及脉环不规则等特征 

与其他类型和毛两面针区别明显，毛两面针的主脉较 

细、二级脉的ebZ．级脉数量也有别于其他类型，叶脉 

的形态特征也具有较好的分类意义。 

3 结论 

叶表面形态特征分析认为原变种各类型和毛两 

面针的主要区别在叶片质地 、被毛和干后色泽的情 

况，其中叶片质地较为稳定，是首要分类性状。通过 

叶表皮和叶脉的微形态观察，毛两面针变种明显的 

颗粒状蜡质与两面针原变种三个类型的蜡质特征存 

在较明显的差异，因此通过表皮 的微形态可准确鉴 

别原变种和毛两面针变种；原变种类型三的角质层 

也与类型一和二有所区别 ；通过一级脉和二级脉的 

特征也较容易 区分毛两 面针 、原变种类型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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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一 弓曲羽 两侧 

状脉 对称 

类型二 弓曲羽 两侧 

状脉 对称 

类型三 弓曲羽 两侧 
状脉 对称 

毛两 弓曲羽 两侧不 
面针 状脉 对称 

直向行走，粗壮，占 
叶宽 3．2 

基部 和 叶尖 弯 曲， 
粗壮 ，占叶宽 2．5％ 

基部 和 叶尖 弯 曲， 
粗壮，占叶宽 2．2％ 

基部 和 叶尖 弯 曲， 
细，占叶宽 1．7 

每侧 9～1O条，以5O。～7O。从主脉开出， 
二级脉环每侧 2～3个，脉环不规则 

每侧 1O～11条 ，以 70。～85。从 主脉 开 
出，二级脉环每侧 3～4个，脉环规则 

每侧 8～9条，以 6O。～75。从 主脉开出， 

二级脉环每侧 2～3个，脉环规则 

每侧 9～10条，以6O。～75。从主脉开出， 

二级脉环每侧 5～6个，脉环规则 

不规 

网状 

规则 

网状 

则 脉岛发育不 1个分支 结环 
完善 

不规则 
网状 

不规则 

网状 

脉岛发育完 1个分支 结环 
善 

脉岛发育完 1个分支 结环 
善 

脉岛发育完 1个分支 结环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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