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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跖草的显微鉴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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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鸭跖草药材的微观组织形态进行研究，为鸭趾草的显微鉴别提供依据。方法　对药材徒手

切片并进行显微制片，利用光学显微镜对其进行微观特征观察，并拍摄图片。结果　鸭跖草茎横切面表皮细

胞一列，偶尔可见非腺毛，内侧有３～４层厚角组织，维管束纤维连续排列成环，维管束间断排列，茎中部薄壁

组织中还具散在维管束。叶横切面上下表皮细胞大小不一，维管束鞘细胞两层，栅状细胞一列，上下表面可

见两种类型的非腺毛，叶肉细胞含草酸钙针晶、棱晶、方晶。总苞片表面密被短硬毛。结论　本研究结果鸭

跖草显微特征进行了补充，为鸭跖草药材的相关鉴别标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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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跖草犆狅犿犿犲犾犻狀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狊Ｌｉｎｎ．为鸭跖草

科鸭跖草属植物，其在农业生产上属于一种田间恶

性杂草，危害较强［１］。在中医临床上，鸭跖草全草洗

净切段干燥后可入药使用。其性味甘、淡，寒，可归

肺、胃、小肠经，临床上常用于用于感冒发热，热病烦

渴，咽喉肿痛，水肿尿少，热淋涩痛，痈肿疔毒等病

症［２］。鸭跖草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四川、甘肃等省

及其以东的南北各省区，常见生于湿地［３］。鸭跖草

主要含黄酮类、生物碱类、多糖、有机酸等多种成分，

其水提取物有抗流感病毒、抗炎、抗氧化作用，其乙

醇提取物有抗炎镇痛作用［４５］。鸭跖草的形态鉴别

研究较少。有研究表明，通过分子条形码ｐｓｂＡ

ｔｒｎＨ序列能够快速准确地鉴定鸭跖草及其易混伪

品。张晓玲等［６］应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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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鸭跖草药材粉末，确定了以导管、非腺毛、种皮等

为特征的鉴别依据。马红等对不同叶龄鸭跖草的显

微构造进行比较［７］。本研究通过徒手组织切片制片

对不同产地的鸭跖草进行微观形态鉴别研究，为临床

一线简便、迅速、准确鉴别以及完善现行鸭跖草相关

鉴别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　仪器　ＤＭ２７００Ｐ光学显微镜：德国莱卡；薄层

板加热器：瑞士ＣＡＭＡＧ。

１．２　材料　鸭跖草样品共６批，样品均经鉴定为鸭

跖草科植物鸭跖草犆狅犿犿犲犾犻狀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狊Ｌｉｎｎ的干

燥全草。样品详细信息见表１。

２　方法

按照显微鉴定方法，从６批鸭跖草样品选取同

等大小的茎、叶稍稍润湿，用立式手法对其进行徒手

切片并制片观察［８］，利用细砂纸轻轻刮去叶鞘与叶

片中叶肉细胞，保留上下表皮，并用水合氯醛透

化，装片后观察。对鸭跖草的主要显微特征进行显

ｇｅｎｅｗａｓｃｌｏｎｅｄａｎｄａ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Ｃ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ｃＵＥＲ１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犘狅犾狔犵狅狀犪狋狌犿犮狔狉

狋狅狀犲犿犪Ｈｕａ．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ｈｅｃ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ｃＵＥＲ１ｇｅｎｅｉｎ犘狅犾狔犵狅狀犪狋狌犿犮狔狉狋狅狀犲犿犪Ｈｕａｗａｓ９００

ｂｐ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ｅｎｃｏｄｅｄ２９９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犘狅犾狔犵狅狀犪狋狌犿犮狔狉狋狅狀犲犿犪 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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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ＰｃＵＥＲ１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ａｆ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ｅｍ．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ＣＵＥＲ１ｇｅｎｅｉｎ犘狅犾狔犵狅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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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ｈａｖｅｓｔａｂ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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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拍摄。将样品总苞润湿展平后，利用光学显微镜

的金相光源（顶光）对其总苞部位进行观察。对鸭跖

草的主要微性状特征进行图片拍摄，并利用显微镜

的自动景深合成软件对图片进行景深合成。

表１　鸭跖草样品信息

样品编号 采集时间 来源及采集地点 经纬度 生态环境

０１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 自采；江西省德兴市饶守坤公园 １１７．５７９７８２Ｅ，２８．９５８７６６Ｗ 路边湿地

０２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 自采；安徽省阜阳市冉庙乡 １１５．９７１８０５Ｅ，３３．０５０７２４Ｗ 水田沟边

０３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 专家赠送；天津市西青郊野公园 １１７．１６４９６６Ｅ，３９．００１５７６Ｗ 河边草地

０４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 自采；河北省山海关火车站旁花园 １１９．７７３７０３Ｅ，４０．００９８２９Ｗ 池边草地

０５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自采：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平山村 １１６．７１７３９８Ｅ，３０．４７６３３３Ｗ 水库滩地

０６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日 自采；贵州省都匀市螺丝壳山腰 １０７．４１８２２７Ｅ，２６．２６２６０７Ｗ 路边草地

３　结果

３．１　茎横切面特征　表皮细胞一列，外侧角质增厚

明显，偶尔可见非腺毛，２～３个细胞。表皮内侧有

３～４层厚角组织。边缘维管束纤维连续排列成环，

维管束间断排列。维管束为外韧型，木质部导管排

成“Ｖ”字形状。茎中部薄壁组织中具散在维管束，

导管孔径较大，６０～７０μｍ，导管壁较薄。见图１。

　　注：Ａ．茎横切面观（×５倍）；Ｂ．局部（×１０倍，示维管

束）；Ｃ．局部（×１０倍，示非腺毛）；Ｄ．局部（×１０倍，示中部

维管束）；１．表皮；２．边缘维管束；３．厚角组织；４．中部维管

束；５．韧皮部；６．导管；７．木纤维

图１　鸭跖草茎横切面

３．２　叶组织显微特征　叶横切面观：上下表皮细胞

大小不一，叶脉处上下表皮细胞较小。维管束鞘细

胞两层，外层细胞大，内层较小。叶肉组织中栅状细

胞一列。上下表皮可见两种类型的非腺毛，一种呈

长锥形；另一种呈棒状，基部细胞较厚，顶端细胞较

粗长呈棒状，先端钝圆，细胞壁薄，常脱落。叶表面

观：叶上表皮细胞表面观略呈四边形，沿一侧细胞壁

分布有草酸钙针晶束；气孔稀疏排列成行，副卫细胞

两两相对；表面可见长锥形非腺毛和棒状非腺毛，均

由２个细胞组成，叶边缘具单细胞的乳头状非腺毛。

叶下表皮细胞不规则，可见大量草酸钙方晶与柱晶

散在，气孔排列较密；表面可见长锥形非腺毛，由２

个或３个细胞组成，棒状非腺毛由２个细胞组成。

叶鞘表面观：表皮细胞多边形，草酸钙针晶束沿轴纵

向排列，有黄色油细胞散在。非腺毛类型两种，棒状

非腺毛２个细胞，锥状非腺毛２～７个细胞。见图２。

　　注：Ａ．叶横切面观（×１０倍）；Ｂ．叶横切局部（×５０倍，

示棒状非腺毛）；Ｃ．叶边缘（×５０倍，示非腺毛）；Ｄ．叶下表面

观（×２０倍）；Ｅ．叶上表面观（×５倍）；Ｆ．叶上表面局部

（×５０倍，示草酸钙针晶束）；Ｇ．叶鞘外表面观（×５倍）；Ｈ．

叶鞘边缘（示非腺毛）；１．上表皮细胞；２．维管束鞘；３．韧皮

部；４．木质部；５．栅栏组织；６．下表皮细胞；７．气孔；８．棒状非

腺毛；９．草酸钙方晶、柱晶；１０．非腺毛；１１．草酸钙针晶束；

１２．油细胞

图２　鸭跖草叶组织显微图

３．３　总苞片表面特征　表面可见众多点状凹陷与

白色气孔，表面及边缘均被较密集的短硬毛，硬毛倒

伏状，为２～３个细胞组成的非腺毛。见图３。

４　讨论

在２０１５年版及２０２０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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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总苞片表面观（×１０倍，示非腺毛）；Ｂ．总苞片边

缘（×１０倍，示非腺毛）

图３　鸭跖草总苞片表面观

典》中均只有叶上表面观特征，笔者对鸭跖草茎、叶、

苞片的组织微观形态进行观察研究，确定了主要的

鉴别特征，补充完善了现行鸭跖草相关显微标准。

笔者通过对不同产地鸭跖草的深入研究，发现不同

地区的鸭跖草在毛被密度上与非腺毛类型上存在差

异，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叶龄鸭跖草亦不相同，叶片上

表皮非腺毛的数目随叶龄的增大而增多［７］。不同产

地鸭跖草之间的茎横断面特征未发现明显区别，但

在叶片被毛类型上存在差异。根据地理位置和纬

度，采用非加权平均法可将中国从东北到南方划分

为３组
［９］。低纬度贵州的高海拔地区以及较高纬度

的山海关地区所采鸭跖草样品叶表面被毛较多，且

非腺毛常见３个细胞，其他地区所采集的鸭跖草则

均为２个细胞。出现这一特征可能与植物的环境胁

迫有关，具体影响因素可能包括纬度、海拔等。同

时，不同产地的鸭跖草叶缘均可见单细胞非腺毛，与

药典中描述的“非腺毛有两种，均为２个细胞”存在

差异。不同地区的鸭跖草在成分类型和含量高低方

面是否存在差异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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