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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蝎 ＤＮＡ条形码分子鉴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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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ＣＯＩ序列对全蝎及其混伪品进行ＤＮＡ条形码鉴别，为全蝎药材分子鉴定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通过野外采集东亚钳蝎正品，对采集样品形态学鉴定、ＤＮＡ提取、ＰＣＲ扩增ＣＯＩ序列，测序建立东
亚钳蝎的正品ＣＯＩ数据库，通过比对确定东亚钳蝎正品和伪品的ＤＮＡ条形码。结果：实验共获取３１０份东亚钳蝎
样本。通过序列分析，确定东亚钳蝎ＣＯＩ序列长度为６５８ｂｐ。采用ＭＥＧＡ６０软件对东亚钳蝎样品及混伪品进行
序列比对，构建邻接（ＮＪ）树。结果表明东亚钳蝎ＣＯＩ序列扩增成功，与混伪品ＣＯＩ序列明显区分。结论：本研究
运用ＣＯＩ条形码序列可准确鉴定全蝎的基原动物及其混伪品，为后续全蝎药材的分子鉴定提供了新的可行性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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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蝎为钳蝎科动物东亚钳蝎 Ｂｕｔｈｕｓ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
Ｋａｒｓｃｈ的干燥体，具有息风镇痉、通络止痛、攻
毒散结的功效［１２］。全蝎作为动物入药在我国有

着悠久的历史，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

炎、小儿惊风、癫痫、无名肿痛等［３６］。由于全

蝎药材价格高，且通常以粉末、中成药等形式入

药，外部形态不完整或被破坏，混伪品增多，给

全蝎药材鉴定带来极大的困难。线粒体 ＣＯＩ基因

被公认为动物界中标准的 ＤＮＡ条形码基因［７］。

基于 ＣＯＩ基因的中药 ＤＮＡ条形码技术建立和推广
应用，有利于实现中药鉴定客观化、规范化和标

准化。本研究拟利用 ＤＮＡ条形码 ＣＯＩ序列对全蝎
进行鉴定研究，通过对样品标准序列进行测序，

建立全蝎 ＤＮＡ条形码数据库，实现全蝎的标准化
快速化鉴定，为后续全蝎药材的分子鉴定提供新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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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

１１样品采集及鉴定

东亚钳蝎采自山东泗水、山西吕梁、河南伊川、

河北邯郸、陕西绥德、内蒙古清水河、宁夏盐池、

甘肃天水、青海贵德等地。所采集样本经南京师范

大学戴建华教授鉴定，均为钳蝎科动物东亚钳蝎

Ｂｕｔｈｕｓ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标本均保存于江苏省中医药
研究院资源中心。伪品家鸡鸡肉购买自南京月苑菜

市场。全蝎及其混伪品信息见表１。

１２仪器及试剂

水浴锅（ＸＭＴＤ８２２２，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
司）；超速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ｔ２２３３１Ｈａｍｂｕｒｇ，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ＡＢＩＰＣＲ仪（美国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琼脂糖凝胶电泳仪（ＰｏｗｅｒＰａｃＵｎｌｖｅｒｓａｌＴＭ

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美国伯乐ＢｉｏＲａｄ公司）；凝胶成像系

统ＧｅｌＤｏｃＸＲ（美国伯乐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琼脂糖凝胶粉（ＢＩＯＷＥＳＴ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ＧＡＲＯＳＥ

Ｇ１０）；染料（ＧｅｌＲｅｄＴＭ１００００Ｘｉｎｗａｔｅｒ）；聚合酶
（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ｍｐＭａｘ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２ＸＰｒｅｍｉｘ）；引物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ｄｄＨ２Ｏ；ＤＬ
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基因组ＤＮＡ小量试剂盒购买自ＡｘｙＰｒｅｐ。测序
工作委托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２　方法

２１全蝎基因组ＤＮＡ提取

从液氮中取出保存的全蝎样本，放入研钵进行

研磨使组织充分破碎，后加入１５～２０ｍＬ５６℃预
热的ＰＢＳ溶液，继续研磨至组织溶液分布均匀。后
续提取ＤＮＡ步骤按照ＡｘｙＰｒｅｐ基因组ＤＮＡ小量试剂
盒依次完成实验。

表１　全蝎样品及混伪品来源信息

样品编号 中文名 拉丁名 数量 样品来源

ＱＸ０００１ＳＳ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０ 山东泗水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ＳＳＺ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０ 山东泗水养殖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ＹＳＱ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８ 山东沂水前官庄村附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ＬＬ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１ 山东兰陵县卞庄镇龙沂庄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ＭＳ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８ 山东蒙山养殖场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ＹＣ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５ 山西运城平陆县曹川镇下涧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ＹＣＺ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０ 山西运城平陆安铺养殖场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ＬＹ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３ 河南洛阳伊川县鸦岭乡楼子头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ＨＤ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９ 河北邯郸武安县北安乡南安东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ＹＬ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３ 陕西榆林绥德满堂川镇王家沟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ＹＬＺ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２ 陕西榆林开源蝎业有限公司王家沟养殖场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ＮＭ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３ 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县城关镇八龙湾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ＮＸ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５ 宁夏盐池县青山乡海子塘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ＮＸＺ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０ 宁夏盐池繁延平蝎子养殖场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ＬＺ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３ 甘肃兰州榆中县冯湾村野生种群

ＱＸ０００１ＱＨＹ 东亚钳蝎 Ｂ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ｉＫａｒｓｃｈ １０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园艺村野生种群

ＤＪ０００１ＣＹＣ 家鸡 Ｇａｌｌｕｓｇａｌｌｕ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 ３ 购买自南京月苑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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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ＣＯＩ基因的ＰＣＲ扩增

用试剂盒提取获得的基因组 ＤＮＡ，利用通用引
物 （ＬＣＯＩ４９０： ＧＧＴＣＡＡＣＡＡＡＴＣＡＴＡＡＡＧＡＴＡＴＴＧＧ
与ＨＣＯ２１９８：ＴＡＡＡＣＴＴ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ＴＣＡ）
进行扩增［８］。４０μＬＰＣＲ体系中包括：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２０μＬ，引物 ＬＣＯＩ４９０与 ＨＣＯ２１９８各 １μＬ，
ＤＮＡ４μＬ以及去 ＲＮＡ无菌水１４μＬ。ＰＣＲ循环参
数：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５℃变性１ｍｉｎ，５０℃退
火１ｍｉｎ，７２℃延伸 １ｍｉｎ，共 ４０个循环；４℃
保存。

２３琼脂糖凝胶电泳及测序工作

用电子天平称取１ｇ琼脂糖粉，置于装有５０ｍＬ
１ＸＴＡＥ溶液的锥形瓶中，用微波炉加热至完全溶
解，冷却片刻后加入５μＬ染料，摇晃至充分混匀，
倒入胶槽等待其完全冷却凝固。取３μＬＰＣＲ扩增产
物和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在２％的琼脂糖凝胶中电泳
分离，在凝胶成像系统中拍照并保存，以确定 ＣＯＩ
目的序列被准确扩增。ＰＣＲ产物进行双向测序，由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２４测序数据的拼接及分析

返回的序列数据采用 Ｃｈｒｏｍａｓ软件打开。样品
经送测序完成后均获正向和反向两条序列，将同正

向序列比对，反向序列进行反向补，校正结果，确

定序列准确无误。然后在 ＮＣＢＩ中用 Ｂｌａｓｔ程序进行
相似性检索，以确定基因片段的准确性。用Ｍｅｇａ软
件对上述序列进行比对。整理所得数据，采用 ＮＪ
（邻接）法对序列构建一个系统聚类树，同时再把所

有序列用ＭＥＧＡ６０６软件比对并对其进行遗传距离
等分析。

３　结果

３１东亚钳蝎样本的野外采集及流通市场调研

我们采集的东亚钳蝎正品均为野外采集，蝎子

为昼伏夜出物种，晚上出来活动及捕食。采样过程：

东亚钳蝎在紫外灯光的照射下发荧光，很容易辨别，

通常在蝎子容易出没的农村山脚下，石头缝内容易

捕捉到，采集的样本为东亚钳蝎主产区的大部分范

围，具体的采样地点参见表１。活体样本放入整理
箱内带回南京实验室，由南京师范大学戴建华教授

进行个体鉴定。我国国内蝎子的主要流通方式：当

地农民采集，每隔几天会有相应的小贩到农民处收

购，后有更大的商贩再从小商贩手中收购，最后主

要于洛阳中药材市场集散交易，也有药厂直接从大

商贩处定点产地采购，最终东亚钳蝎被炮制成全蝎

饮片进入中药厂或各大药店及中医医院入药使用。

至于混伪品，全蝎打成粉后呈土黄色，与鸡肉

粉颜色相仿，通过常规的形态学鉴定往往很难区分，

加上不法商家的一些伪造手段，导致药材相对混乱。

因此亟需一种新的快速鉴定方法，来鉴定全蝎药材

中的混伪品，继而有效帮助建立良好的全蝎药材市

场秩序。

３２东亚钳蝎ＤＮＡ提取与ＰＣＲ扩增

实验结果表明，东亚钳蝎的 ＣＯＩ基因片段可用
通用引物扩增出来，长度与 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７００ｂｐ
序列相近，与理论大小（６５８ｂｐ）一致，且无非特异
性扩增（见图１）。ＰＣＲ产物可用于测序，测序成功
率为１００％。本实验共测序东亚钳蝎正品３１０份，前
期实验凝胶电泳验证东亚钳蝎的 ＣＯＩ基因片段被成
功扩增出来，且无非特异性条带，证明引物序列及

ＰＣＲ条件稳定可靠，后续样本 ＰＣＲ产物直接送至金
斯瑞公司测序。

图１　ＣＯＩ基因ＰＣＲ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３３全蝎单元型间遗传距离及种群遗传结构分析

本次研究共采集东亚钳蝎正品３１０条序列共有
３５个单元型。３５个全蝎单元型之间的遗传距离在
０１４％～５４２％，在种内遗传距离范之内，表明所
分析的个体为同一个种。东亚钳蝎单元型多样性

Ｈｄ＝０９７０，核苷酸多样性Ｐｉ＝００３１２７。整个种群
高的单元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ｈ＞０５，π＞
０５％）意味着种群是由多个地方种群混合而成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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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稳定的群体，或分化支系的二次接触形成。

如表２所示，对不同采集地区的东亚钳蝎进行
分析，显示种群内遗传距离范围为０００％～３４８％。
其中种群１（山东泗水野生种群）、种群２（山东泗水
养殖场种群）、种群４（山东沂水凤凰养殖场种群）、
种群５（山东兰陵野生种群）、种群６（山东蒙山养殖
场种群）、种群８（山西平陆安铺养殖场种群）、种群
１２（陕西榆林开源养殖场种群）内遗传距离在２５６％～
３４６％，明显大于其他种群内的遗传距离。东亚钳
蝎养殖场种群的遗传距离明显高于其他野生种群，

推测为因适应养殖的需要，养殖场对当地捕获的东

亚钳蝎与其他地区的优势种进行了杂交，因此其遗

传距离明显高于其他野生种群。

３４系统发生分析
如图２所示，基于东亚钳蝎 ＣＯＩ序列构建分子

系统发育树，研究东亚钳蝎物种的进化关系。本次

分析同时加入已经报道的东亚钳蝎序列ＪＦ７００１４６１、
ＪＦ７００１４５１［８］和ＺＧＹＤ０１８６［９］，已报道的３条序列均
涵盖于本研究采样分析的３５个单元型中。ＪＦ７００１４６１、

ＪＦ７００１４５１和ＺＧＹＤ０１８６序列均可以有效聚类，其
中ＪＦ７００１４６１与 ＱＸ０００６ＭＳＹ（山东蒙山地区）为同
一单元型，ＪＦ７００１４５１与 ＱＸ０００３ＨＤＹ（河北邯郸地
区）为同一单元型，ＺＧＹＤ０１８６与 ＱＸ０００１ＬＹＹ（河南
伊川地区）为同一单元型。伪品家鸡肌肉粉末（鸟

纲）可以很明显地与东亚钳蝎（蛛形纲）正品分开，

显示出于ＣＯＩ基因在种间鉴定的准确性。基于 ＣＯＩ
基因的全蝎 ＤＮＡ条形码技术鉴定正伪品有效、可
行。在我们的样本采集中，来自宁夏盐池县青山乡

海子塘野生种群、山东沂水前官庄村附近野生种群

和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园艺村野生种

群可以聚类在一起；而来自陕西榆林开源蝎业有限

公司王家沟养殖场种群、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县

城关镇八龙湾村野生种群及山西运城平陆县曹川镇

下涧村野生种群较为离散，分布在不同的分支，显

示出该地区东亚钳蝎样本的基因多样性。东亚钳蝎

作为地球生物的 “活化石”，已在地球上存活超过２
亿年，进化上即便相对保守的 ＣＯＩ基因，在种内的
突变也要显著高于其他物种。

表２　全蝎种群内（对角线值）及种群间遗传距离

Ｇｐ７ Ｇｐ８ Ｇｐ１５ Ｇｐ４ Ｇｐ１０ Ｇｐ２ Ｇｐ１３ Ｇｐ５ Ｇｐ６ Ｇｐ１２ Ｇｐ１ Ｇｐ３ Ｇｐ１１ Ｇｐ１４ Ｇｐ１６ Ｇｐ１７

Ｇｐ７ ０００１８

Ｇｐ８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２５６

Ｇｐ１５００１２６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１８５

Ｇｐ４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３４６

Ｇｐ１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１０３

Ｇｐ２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２８０

Ｇｐ１３００３３２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４０５０

Ｇｐ５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３１８００４５５ ００３２０

Ｇｐ６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３５８００４８２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２９５

Ｇｐ１２００３０３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３５１００４３４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３１２

Ｇｐ１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３６６００４８１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３０４

Ｇｐ３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３４２００４９２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３５８０

Ｇｐ１１００３６４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３８９００４２５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３７２００４１０ ０

Ｇｐ１４００３５６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３８１００４３３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３７５００４０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５

Ｇｐ１６００３６４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３８９００４２５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３７２００４１０ ０ ００００８０

Ｇｐ１７００３５６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３８９００４１７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３７５００４０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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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ＣＯＩ序列构建的全蝎ＮＪ树

４　讨论

全蝎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又名钳蝎、全虫、

蝎子，古书上称虿。在中国产地达十几个省份，有

十余种，统称东亚钳蝎。 《蜀本草》记载，入药有

１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因主要产于沂蒙山区腹地的临
朐、沂水、沂源、蒙阴、平邑等县，故名沂蒙全蝎。

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中药产业的快速

发展，全蝎药材市场出现大量的混伪品，比如全蝎

打成粉后与鸡肉颜色相仿，通过传统方法很难鉴别。

本课题通过野外样本采集，采集了主产区的东亚钳

蝎正品，并从市场上购买伪品家鸡鸡肉，通过 ＤＮＡ
提取、ＰＣＲ扩增ＣＯＩ基因，建立基于 ＣＯＩ基因的东

亚钳蝎正品数据库；通过数据库比对，很容易将正

品全蝎与伪品家鸡进行区分，而且两者相差很大。

东亚钳蝎为无脊椎动物蛛形纲下的生物，而家鸡为

卵生的脊椎动物，在进化上两者差得较远，通过

ＣＯＩ数据库比对很容易进行快速鉴定，可以看出，
ＤＮＡ条形码技术能高效、准确地鉴别中药材全蝎及
其混伪品，继而有效帮助建立良好的全蝎药材市场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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