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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荃菜属植物化学分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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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荃菜属植物是一类具有开发价值的植物
,

它既能入药
,

又可观赏和食用
。

历史上
,

虽经许

多学者
,

尤其是 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

但至今仍存在许多分类学间题
。

和 认为 本属组的划分还末确定
,

有待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

周荣汉 指出

植物叶乙醇提取液紫外吸收光谱具有种的特异性
。

本实验就是此技术在荃菜属中的首次尝

试
。

结果表明 叶乙醇提取液紫外吸收光谱不仅具有种的特异性
,

而且对本属组的划分也有

一定的价值
。

取正常发育的叶

片
,

经 干燥
、

剪碎
、

研

磨 成 浆 乙 醇
、

恒温 回流 提取
,

过滤

及萃取 等步骤 后
,

采

用
一

型分光光度计在

一 间 自动 描

绘光谱
。

凭证标本现存于

北京师范大学植物标

本室
。

种茧菜属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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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茧菜属植物紫外吸收光谱

紫外光谱的吸收峰的位置为
, , , ,

和
,

其 中具 峰的种类则 在

处又有 峰 图
。

这更进一步说明
,

本属植物含有相似的化学成分
,

是一极为 自然

的分类群
。

根据峰的大小和 曲线的形状等特征
,

可以将所有的种区分开
,

说明紫外光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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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特异性
。

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
,

必然具有相近的药用功效
,

因此本实验结果不仅在分类

学上有意义
,

而且为中草药的开发利用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

根据吸收峰数 目
,

可以将所有样品分为 峰和 峰两大类
。

凡是具有地上茎的种都具有

个峰 多数无地上茎的种具有 个峰
。

但荃菜亚属 的合生托叶组 在植化

成分上有分化 叶窄且叶柄有翅者为 峰
,

而叶圆且叶柄无明显翅者为 峰
。

因此
,

合生托叶

组很可能不是一个 自然类群
,

至少在植化成分上可分为两大类群
。

荃菜属植物紫外吸收峰分为两类
。

具六峰的类群有 美丽荃菜亚属 材七

三色荃 二裂花柱亚属 双花荃菜 况 茧菜亚属

的鸟嘴柱头组 鸡腿荃菜
,

奇异茧菜

合生托叶组 八 白花地丁
,

紫花地丁
,

早开

荃菜 双缘柱头组 砧 。 荃菜
。

具有 七 峰 的类群 有 荃 菜亚 属 的荃菜组 球 果 荃 菜

合生托叶组 八 茜荃菜 人
,

深山荃菜 庵 是
,

西 山董

菜 入 庵 ,

蒙 古 荃 菜
,

北京茧 菜
,

斑 叶 茧 菜
,

细 距 荃 菜
· ,

毛 尊 荃 菜

裂 叶荃 菜组

南 山 荃 菜 入 护

勺
,

裂叶茧菜
,

总裂叶

茧菜
。

至于光谱特征在董菜属亲缘关

系及演化方面 的意义
,

可以结合分

支分类学研究结果加 以推断
。

以外

类群 比较法及 和 的

研究结果为依据
,

选择 个特征确

定性状极性
,

采用法莱斯 提

出的构造瓦格纳树的方法 图
。

结

果表 明 峰是本属 较为原 始的类

笋

图 荃菜属各亚 群系统分支 图

功 功 入介 了 从

及

“

了 功

刀 亡

群
,

而具有较复杂化学成分的 峰类群应处于进化水平较高的阶段 裂叶荃菜组与合生托叶

组中具 峰的类群 具有共同起源
,

而荃菜组显然与它们是独立发展为 峰的
。

这一点从茧

菜组具有钩状咏这一特化性状上也能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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