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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褐毛忍冬具有消炎、抗菌、免疫调节等多种功效ꎬ但容易与忍冬属其他物种混淆ꎬ通过生药学研

究将为黄褐毛忍冬的鉴定工作和药材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该文采用植物学鉴定、显微镜观察、薄层

色谱鉴定和分子鉴定的方法从植物学性状、药材显微特征、薄层色谱和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ｐａｃｅｒ)序列

特征等方面对黄褐毛忍冬进行了专属性特征鉴定ꎮ 结果表明:(１)黄褐毛忍冬花朵横切面分泌细胞较多ꎬ花
瓣外表面有黄褐色腺毛ꎻ花冠表皮上层细胞为多角形ꎬ蚌形花粉囊对开ꎬ花粉粒形状规则ꎬ有三角形和卵圆

形两种ꎬ油室椭圆形ꎮ (２)粉末显微检测发现中柱鞘纤维呈短棱形ꎻ木栓细胞棱角明显ꎬ呈浅黄色ꎻ木纤维呈

粗短的棱形ꎬ偶见有弯曲ꎻ网纹导管较多ꎬ细胞腔密布草酸钙方晶ꎮ (３)薄层色谱显示黄褐毛忍冬花中三柰

酚含量较高ꎬ三柰酚可作为黄褐毛忍冬的检视成分ꎮ (４)基于 ＩＴＳ 序列系统聚类结果显示ꎬＩＴＳ 序列可以作

为 ＤＮＡ 条形码将黄褐毛忍冬、灰毡毛忍冬、华南忍冬和金银花准确地区分ꎮ 上述结果表明黄褐毛忍冬生药

学特征明显ꎬ该研究为黄褐毛忍冬药材鉴定、成分分析和质量标准制定提供了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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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初开的花或花蕾中含有酚酸、类黄酮、三
萜皂苷和生物碱等多种活性成分 ( Ｓ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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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金银花的替代品使用ꎬ为了避免黄褐毛忍冬和

金银花混用产生不良后果ꎬ有必要建立准确的鉴

定与分析方法ꎮ 虽然已有学者从形态学鉴定、显
微鉴定、光谱鉴定、理化鉴定和生物技术鉴定等方

面进行过灰毡毛忍冬与金银花的比较研究(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但由于忍冬属植物的花蕾中都含有

丰富的酚酸、类黄酮、三萜类皂苷等化合物( Ｓ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营养成分与化学组成都极为相似ꎬ
仅从成分方面将黄褐毛忍冬与金银花分开难度较

大ꎮ 目前ꎬ关于黄褐毛忍冬的生药鉴定有过一些

报道ꎬ但不够详尽ꎬ不方便实际鉴定工作ꎮ 为了更

好地对黄褐毛忍冬进行质量控制ꎬ确保其药效以

及临床应用ꎬ有必要对黄褐毛忍冬进行全面的生

药学特征鉴别研究ꎬ建立多种方法与技术联合的

鉴定分析技术ꎬ为黄褐毛忍冬药材鉴定、成分分析

和质量标准制定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仪器和试剂

样品来自贵州省兴义则戎镇ꎬ经湖南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王旭军研究员鉴定为忍冬科忍冬属植物

黄褐毛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ｆｕｌｖ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的花及花蕾ꎮ
标本存放于怀化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标本室ꎮ

仪器:ＣＯＳＵＡＩ 型粉碎机(湖南基德电器公司)ꎻ
科隆 １０１ 型恒温干燥箱(怀化科仪公司)ꎻＢＳＭ 型电

子天平(上海精平仪器公司)ꎻＨＨ￣１ 型恒温水浴锅

(长沙科仪公司)ꎻＶＩＬＢＥＲ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３０２６ 凝胶成像

仪(上海制承仪器公司)ꎻＹＨ / ＴＤＬ￣５０００ｂＲ 冷冻离

心机(四川致研科技有限公司)ꎻ１０１￣０ 电热恒温鼓

风干燥箱(上海姚氏仪器设备厂)ꎻＡＰＩ￣２５８ 轮转式

石蜡切片机(杭州艾普设备有限公司)ꎻＸＳＰ￣２０１Ｂ
生物显微 镜 ( 上 海 谱 骞 光 学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ꎻ
３ＰｒｉｍｅＸ 基因扩增仪(英国 Ｔｅｃｈｎｅ 公司)ꎮ 试剂:
碘、碘化钾、番红、甲醛、醋酸、苏木精染液、石蜡、甘
油、ＰＣＲ 试剂(ＴＡＱ 酶、ｄＮＴＰ)、ＴＢＥ 缓冲液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性状鉴别　 观察黄褐毛忍冬的茎、叶和花形

态特征及新鲜药材的颜色、形状、大小、质地、断裂

等特征ꎮ
１.２.２ 显微鉴别 　 参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
２０２０ 年版四部通则 ０５０２)试验方法ꎬ采集新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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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毛忍冬的花及花蕾放于安瓿瓶ꎬ加入适量的苏

木精染液ꎬ放于 ４０ ℃温箱中 ２４ ~ ３６ ｈꎬ冲净后用稀

氨水(１％ ~２％)浸泡 １５ ｍｉｎꎬ洗净后依次用 ３５％、
５５％、７５％和 ９５％酒精脱水ꎬ在二甲苯浸泡 ４ ~ ６
ｍｉｎ 后石蜡包埋过夜ꎮ 用刀片将包埋好的样品进

行修块ꎬ用酒精灯将其粘贴在小木块上ꎬ切片ꎬ明
胶固定ꎬ吸水纸吸去一侧水ꎬ放于烘片机上烤干ꎬ
待其干后ꎬ用生物显微镜观察ꎬ放于 ４０ ℃ 恒温箱

中烘烤 １０ ｄ 以上ꎬ脱蜡ꎬ９５％酒精配制的番红染液

复染ꎬ洗脱后封片再观察ꎮ
１.２.３ 薄层色谱鉴别 　 参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

典»２０２０ 年版四部通则 ０５０２)试验方法ꎬ分别将黄

褐毛忍冬花、幼叶和幼茎粉碎ꎬ过 ４０ 目筛ꎬ各称取

粉末 １.０ ｇꎬ分别加入 ２０ ｍＬ ５０％乙醇溶液ꎬ水浴回

流加热 ３０ ｍｉｎ 后ꎬ置冰水中冷却ꎬ抽滤后取滤液ꎬ
滤液于蒸发皿上挥发至干燥ꎬ向残留物中加入 ４
ｍＬ 甲醇ꎬ将残留物溶于甲醇备用ꎮ 另以甲醇作为

溶剂ꎬ制备 ０.５０ ｍｇｍＬ￣１的山柰酚对照品溶液ꎮ
将上述溶液点于同一硅胶 Ｇ 薄层板ꎬ采用酸乙酯 ∶
甲酸 ∶ 水(８ ∶ １ ∶ １)作为展开剂ꎬ于 ２５ ℃和 ６５％
温湿度条件下展开ꎬ喷 １０％的硫酸乙醇ꎬ干燥后置

３６５ ｎｍ 的紫外灯下检视ꎮ
１.２.４ 分子鉴别 　 参照蒋向辉等(２０１０)采用改良

ＣＴＡＢ 法分别提取黄褐毛忍冬幼叶、老叶和花的总

ＤＮＡ 提 取 并 设 计 引 物ꎬ 引 物 序 列 ＩＴＳ ~ Ｆ:
ＧＧＡＡＧＧＴＡＡＡＡＧＴＣＡＡＧＧꎻＩＴＳ~ Ｒ:ＴＣＣＴＣＣＧＣＴＴ
ＡＴＴＧＡＴＡＴＧＣꎮ 参照蒋向辉等( ２０１０) 的 ＰＣＲ 扩

增程序进行 ＰＣＲ 扩增ꎬＤＮＡ 片段回收并克隆到

ｐＭＤ １８￣Ｔ 载体ꎬ挑选 ６ 个阳性克隆提取质粒测序ꎬ
同时对 ＰＣＲ 产物直接测序ꎮ 从 ＮＣＢ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数据库下载包

含完 整 的 ＩＴＳ１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ｐａｃｅｒ １ ) 和

ＩＴＳ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ｐａｃｅｒ ２) 的忍冬属物种

ＩＴＳ 序列ꎬ采用 ＭＥＧＡ Ｘ 软件对测得序列与 ＮＣＢＩ
上登录的忍冬属物种 ＩＴＳ 序列采用非加权组平均

法 ( 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ｐａｉｒ￣ｇｒｏ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ｍｅａｎｓꎬ ＵＰＧＭＡ)构建系统进化树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性状鉴别

黄褐毛忍冬为多年生攀援植物ꎬ茎和分枝上

有黄褐色柔毛ꎬ幼枝上偶见有橘红色腺毛ꎬ幼芽鳞

片通常为 ４ 对ꎮ 不同生长时期叶形由针叶到椭圆

变化ꎬ叶色由黄褐色逐渐变为绿色ꎮ 成熟叶长为

４.０ ~ ７.０ ｃｍꎬ宽为 １.５ ~ ３.０ ｃｍꎬ叶柄长为 ４.０ ~ ７.０
ｃｍꎬ叶柄密布黄褐色腺毛ꎬ较硬ꎬ叶片为狭长椭圆

形ꎬ叶片上下表面均被黄褐色腺毛ꎬ叶脉网状分

布ꎬ中脉处腺毛明显可见ꎮ 茎顶端叶间距 １.０ ~ １.５
ｃｍꎬ下部间距较宽ꎬ可达 ６.０ ｃｍꎮ 短总状花序着生

于叶腋或幼枝顶部ꎮ 小苞片为长钻形ꎬ长为 ４.０ ~
７.０ ｍｍꎬ小苞片上密布硬而短的腺毛ꎮ 卵状椭圆

形萼筒长 １.０ ~ ３.０ ｍｍꎬ萼筒上无毛ꎬ萼齿较萼筒

长ꎮ 花朵前期白色ꎬ后期变为黄色ꎮ 开放的花朵

长 ３.０ ~ ５. ０ ｃｍꎬ花筒较唇瓣短ꎬ外被黄褐色短腺

毛ꎬ花丝和花柱较长ꎬ雄蕊和柱头外露ꎬ表面光滑

无毛ꎬ柱头为短椭圆形ꎮ 节间较短ꎬ节间花束常为

１０ ~ ２２ 束ꎬ开花较整齐ꎮ 花期较短ꎬ仅 ２ 周左右ꎮ
浆果球状黑色ꎮ
２.２ 花横切面显微鉴别

黄褐毛忍冬花冠表皮细胞垂周壁链珠状增

厚ꎬ外平周壁可见波浪状条纹ꎮ 花粉囊饱满ꎬ呈长

蚌状ꎬ左右对开ꎬ直径 ３１０.０ ~ ３７０.０ μｍꎮ 花瓣表皮

细胞狭长ꎬ排列紧密ꎬ细胞壁呈长条状增厚ꎮ 垂周

壁中有多数草酸钙簇晶ꎬ棱角较为尖锐ꎮ 花瓣薄

壁细胞近圆形ꎬ直径 ４. ０ ~ １２. ０ μｍꎮ 花粉粒微黄

色ꎬ呈长三角形或长卵圆形ꎬ直径为 ５.０ ~ １５.０ μｍꎮ
花粉粒可见有较明显的萌发孔沟ꎮ 油室呈短椭圆

形ꎬ切面分泌细胞较多ꎬ附近可见有黄棕色分泌物

和单细胞非腺毛ꎮ 具体见图 １ꎮ
２.３ 花粉末显微特征

花粉粉碎后呈黄色ꎬ单细胞球形ꎬ偶见有淡黄

绿色(图 ２)ꎮ 中柱鞘纤维呈短棱形ꎬ细胞直径

１９.０ ~ ４７. ０ μｍꎬ细胞壁较薄ꎬ厚度仅为 ２. ０ ~ ７. ０
μｍꎮ 木栓细胞棱角明显ꎬ呈浅黄色ꎬ数目较多ꎮ
木纤维呈粗短的棱形ꎬ偶见有弯曲ꎬ成束或散在分

布ꎬ细胞直径 ５. ０ ~ ５２. ０ μｍꎬ细胞壁厚 ２. ０ ~ １４. ０
μｍꎬ细胞壁纹孔明显ꎬ呈斜裂状ꎮ 木化薄壁细胞

淀粉粒复粒较多ꎮ 具缘纹孔及网纹导管较多ꎬ直
径约 ２５.０ ~ ５０.０ μｍꎮ 含晶细胞壁木质化增厚较为

明显ꎬ细胞腔内草酸钙方晶较多ꎮ 树脂道散布有

黄棕色分泌物ꎬ半透明状ꎮ
２.４ 薄层色谱鉴别

将黄褐毛忍冬、华南忍冬、金银花和灰毡毛忍

冬的花提取物与三柰酚点于同一薄层 Ｇ 板上ꎬ置
３６５ ｎｍ 紫外灯下检视ꎮ 由图 ３ 可知ꎬ 三柰酚与忍

０４７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ａ. 子房纵切面ꎻ ｂ. 花冠内表皮ꎻ ｃ. 花冠外表皮ꎻ ｄ. 花丝细胞中簇晶ꎻ ｅ. 花粉粒ꎻ ｆ. 油室ꎮ
ａ. Ｏｖａｒｙ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ꎻ ｂ. Ｉｎｎｅ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ｌｌａꎻ ｃ. Ｏｕｔｅ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ｌｌａꎻ 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ｉｎ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 ｃｅｌｌｓꎻ 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ｇｒａｉｎｓꎻ ｆ. Ｏｉ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图 １　 黄褐毛忍冬显微切片图
Ｆｉｇ. １　 Ｍｉｃｒｏｓ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ｆｕｌｖ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冬属四个物种的花提取物在相同位置都发出强的

浅蓝色荧光ꎬ其中金银花与灰毡毛忍冬能检视到

四条谱带ꎬ华南忍冬可检视到三条谱带ꎬ而黄褐毛

忍冬仅能检视到两条谱带ꎬ且黄褐毛忍冬在三柰

酚处的谱带比其他三个物种更为清晰ꎮ 结果表

明ꎬ黄褐毛忍冬花中三柰酚含量较高ꎬ通过检视三

柰酚薄层色谱谱带特征ꎬ可以将黄褐毛忍冬与华

南忍冬、金银花和灰毡毛忍冬区分开ꎮ
２.５ 分子鉴别

由图 ４ 可知ꎬ分别以黄褐毛忍冬幼叶、老叶和

花的基因组 ＤＮＡ 为模板可得到同样大小的条带

(图 ４)ꎬ长度为 ６１５ ｂｐꎮ 将测序获得的 ＩＴＳ 序列拼

接校验后ꎬ放入 ＮＣＢＩ 数据库进行 ＢＬＡＳＴ 比对确

认ꎬ从 ＮＣＢＩ 下载包含完整 ＩＴＳ１ 和 ＩＴＳ２ꎬ且长度在

６００~ ６２０ ｂｐ 之间的忍冬属 １７ 份种质 ＩＴＳ 序列ꎬ采
用 ＵＰＧＭＡ 法将黄褐毛忍冬与忍冬属其他 １７ 份种

质构建系统发育树ꎮ 由图 ５ 可知ꎬ１７ 个物种大致

分为两大组:山银花(灰毡毛忍冬、黄褐毛忍冬、华
南忍冬)和金银花可以聚为一组ꎬ这一组为忍冬属

药用物种ꎻ另一组为忍冬属其他物种ꎬ两组的自展

支持率均为 １００％ꎬ表明以 ＩＴＳ 序列为参考将 １７ 个

物种划分两组的可信度较高ꎮ 从图 ５ 还可以看

出ꎬ黄褐毛忍冬与灰毡毛忍冬、华南忍冬亲缘关系

较近ꎬ本研究为这 ３ 个物种同属于山银花这一大

类提供了依据ꎮ 同时结果表明ꎬＩＴＳ 序列可以作为

ＤＮＡ 条形码将黄褐毛忍冬与灰毡毛忍冬、华南忍

冬和金银花区分开ꎮ

３　 讨论与结论

近年来ꎬ我国中医在中药材的使用过程中对

特定的药用物种或品种及其化学成分的选择性并

未给予太多重视ꎬ中药材被当作一种天然化学混

合物使用ꎬ通常粗略地认为同属的几个药用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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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表皮毛细胞ꎻ ２. 色素细胞ꎻ ３. 纤维ꎻ ４. 腺毛ꎻ ５. 非腺毛ꎻ ６. 分泌细胞ꎮ
１. Ｔｒｉｃｈｏｍｅｓ ｃｅｌｌꎻ ２.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ｃｅｌｌꎻ ３. Ｆｉｂｅｒ ｃｅｌｌꎻ ４.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ꎻ ５. Ｎｏｎ￣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ꎻ ６.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

图 ２　 黄褐毛忍冬花粉末显微特征图
Ｆｉｇ. 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ｆｕｌｖ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可以相互替代ꎮ 然而ꎬ具有不同化学成分的同属

药材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药理作用ꎬ并且不同成分

之间 可 能 发 生 协 同 或 拮 抗 作 用 ( Ｓａｊｅ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容易导致中药在疗效上产生较大的差异ꎮ
鉴定中药材的植物来源是我国中药使用中急需关

注的问题ꎮ 中药材活性成分较多且影响其含量变

化的因素复杂ꎬ这是影响中药材质量鉴定和评价

的一大瓶颈ꎬ必须建立针对不同药材具有独特性

和专一性的检测分析技术和质量标准ꎮ 近年来ꎬ
不断完善的薄层色谱技术已经成为天然产物化学

成分鉴定与分析中一种相对便宜且易于使用的工

具(Áｇｎ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高效薄层层析法(ＨＰＴＬＣ)简单快捷ꎬ能同时检测

多个成分ꎬ该技术对于槲皮素和山柰酚等黄酮类

成分的检测极为灵敏(Ｈｉｔｅｋｓ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薄

层色谱技术在药材检测中推广和应用的前提是首

先必须要找到每种药材独特和专一性的指标成

分ꎬ对药材进行生药学研究是获得药材独特性和

专一性成分的基本途径ꎮ
忍冬属药用植物在治疗外源性风热、流行性

发热疾病、疮疥等传染病方面有特效(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其抗菌、抗炎、抗氧化等成分与其独特的药

理活性紧密相关(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忍冬属植物

是一个药用物种较多的种属ꎬ包括 ２ 亚属 ４ 组 １４
亚组 ２００ 种ꎮ 中国药典中收载的忍冬属五种植物

在花蕾形态上相似ꎬ极容易混淆ꎬ由于化学成分不

尽相同ꎬ因此临床用法用量也是各有特色(Ｃ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自 ２０１５ 版药典出版以来ꎬ山银花(灰
毡毛忍冬、华南忍冬、黄褐毛忍冬和红腺忍冬)被

视为是金银花(忍冬)常见掺假品ꎬ而在实践中ꎬ由
于我国中医或民族民间医生使用习惯与方法的差

异ꎬ所以不同医生在治疗不同疾病的过程中使用

的品种各不相同ꎮ 采用多种技术联用对忍冬属药

用植物进行全面生药学鉴定对于提高相关药材的

疗效有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本研究结合常规植物学

性状鉴别、显微观察、薄层色谱鉴定和分子鉴别从

２４７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ａ. 空白溶剂ꎻ ｂ. 三柰酚对照品ꎻ ｃ. 黄褐毛忍冬ꎻ ｄ. 华南忍

冬ꎻ ｅ. 金银花ꎻ ｆ. 灰毡毛忍冬ꎮ
ａ. Ｂｌａｎｋ ｓｏｌｖｅｎｔꎻ ｂ.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ꎻ ｃ. Ｌ.
ｆｕｌｖ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ꎻ ｄ. Ｌ. ｃｏｎｆｕｓａꎻ ｅ. Ｌ.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ꎻ ｆ. Ｌ.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图 ３　 忍冬属四个种花提取物薄层色谱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ｉｎ ｌａｙｅｒ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 Ｍａｒｋｅｒꎻ ａ. 空白对照(水)ꎻ ｂ. 幼叶ꎻ ｃ. 老叶ꎻ ｄ. 花ꎮ
Ｍ. Ｍａｒｋｅｒꎻ ａ. Ｂｌ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ａｔｅｒ)ꎻ ｂ.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ｆꎻ ｃ. Ｏｌｄ
ｌｅａｆꎻ ｄ. Ｆｌｏｗｅｒ.

图 ４　 黄褐毛忍冬 ＩＴＳ 扩增条带
Ｆｉｇ. ４　 Ｉ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ｆｕｌｖ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微观到宏观对黄褐毛忍冬进行了全面的生药学鉴

定ꎮ 杨培等(２００７)通过粉末显微检测ꎬ找到了黄

褐毛忍冬花蕾薄壁和厚壁两种不同类型的非腺

除黄褐毛忍冬外其他 １７ 个物种序列 ＩＴＳ 序列来自 ＮＣＢＩ 数
据库ꎮ
ＩＴＳ ｓｑｕｅｎｃｅｓ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１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ＣＢ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ｆｕｌｖ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图 ５　 黄褐毛忍冬与忍冬属其他 １７ 份
种质 ＵＰＧＭＡ 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 ５　 ＵＰＧＭＡ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ｆｕｌｖ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１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毛ꎬ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检测到黄褐毛忍冬粉末中

带有黄棕色分泌物的分泌细胞ꎬ这些分泌细胞可

能与黄褐毛忍冬药材颜色有关ꎻ通过薄层色谱检

测发现黔产灰毡毛忍冬和黄褐毛忍冬与绿原酸对

照品在相同的位置上虽然有相同颜色的荧光斑

点ꎬ但斑点数目与大小基本一致ꎬ不适合用于忍冬

属不同物种的鉴别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三柰酚在黄

褐毛忍冬中谱带清晰ꎬ含量较高ꎬ而在华南忍冬、
金银花和灰毡毛忍冬中除三柰酚外还发现有两个

以上其他斑点ꎬ具体成分有待鉴定ꎮ 因此认为ꎬ三
柰酚可以作为黄褐毛忍冬薄层色谱检测的一个重

要的指标ꎬ该化合物为有别于金银花特征性成分

绿原酸与木犀草素的黄酮类化合物ꎮ
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来临ꎬ忍冬属药用物种

基因组学大数据的获得更容易实现ꎬ基于分子系

统学和基因组学研究有望为揭示黄褐毛忍冬这一

道地药材的品质形成机制提供可能ꎮ ＤＮＡ 条形码

能真实反映物种进化关系ꎬ在物种鉴别中有很大

的推广应用前景(Ｇ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我国传统中

药是药材提取物或是干燥的原药材ꎬＤＮＡ 提取较

为困难ꎬ且 ＰＣＲ 产物较短ꎬ扩增产物序列越短越容

易扩增 ( Ｓａｒｋｉｎ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核糖体 ＤＮ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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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２ 序列长度通常为 ２６０ ｂｐ 左右ꎬ研究表明这是

一个较好的 ＤＮＡ 条码区域ꎬ其具有较高的种间差

异和 种 内 保 守 性 ( 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ꎮ Ｈａｎ 等

(２０１３)使用 ＩＴＳ２ 从忍冬属植物中鉴定金银花ꎬ但
其扩展得到的 ＩＴＳ２ 比预期要短ꎬ并且我国中药大

多是复方ꎬ涉及多种药材ꎬ仅凭一对 ＩＴＳ２ 通用引物

对于数十种草药的鉴别效果并不理想ꎬ这对商业

用途构成了很大的障碍ꎮ 本研究以新鲜的黄褐毛

忍冬叶和花为材料获得了 ＩＴＳ 序列ꎬ其长度为 ６１５
ｂｐꎬ从 ＮＣＢＩ 数据库获得的 ＩＴＳ 序列长度ꎬ金银花

为 ６１７ ｂｐꎬ华南忍冬为 ６１３ ｂｐꎬ灰毡毛忍冬为 ６１３
或 ６１０ ｂｐꎮ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ꎬ在忍冬属药用物

种中ꎬ黄褐毛忍冬与灰毡毛忍冬、华南忍冬亲缘可

归为一大类ꎬ而金银花归为另一类ꎮ 本研究结果

表明基于 ＩＴＳ 序列研究忍冬属药用植物的遗传和

进化机制有助于忍冬属植物的分类与鉴别ꎬＩＴＳ 序

列可以作为 ＤＮＡ 条形码将黄褐毛忍冬、灰毡毛忍

冬、华南忍冬和金银花忍冬属四个物种进行区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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