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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

△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４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财社 〔２０１４〕７６号），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甘肃省试点
临夏县普查子项目（２０１５ＧＳＺＹＺＹＰＣ０４）；２０１７年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财社 〔２０１７〕６６号）

 ［通信作者］　马毅，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及质量评价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ｓｌｚ＿ｍｙ＠１２６ｃｏｍ
蒲训，教授，研究方向：植物学及应用真菌的教学与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３３９６１２７６５＠ｑｑｃｏｍ

甘肃省被子植物５个分布新记录种△

郭延秀１，晋玲１，崔治家１，王振恒１，马毅１，蒲训２

１甘肃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２兰州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甘肃省（试点）工作中，临夏县中药资源普查队通过调查整理发现甘肃省
被子植物分布新记录５种，即松叶西风芹Ｓｅｓｅｌｉ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Ｆｒａｎｃｈ、阔萼粉报春ＰｒｉｍｕｌａｋｎｕｔｈｉａｎａＰａｘ、黄堇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ｐａｌｌｉｄａ（Ｔｈｕｎｂ）Ｐｅｒｓ、异条叶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ｌｅｐｉｄｏｓｔｏｌｏｎｏｓａＨＳｍｉｔｈ、多苞蔷薇 Ｒｏｓａｍｕｌｔ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ＨｅｍｓｌｅｔＷｉｌｓ。
其中松叶西风芹、黄堇等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这些类群的新分布，为丰富和补充甘肃省药用植物物种多样性及相

关文献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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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临夏县中药资源普查队对甘肃省
临夏县植物物种及其多样性进行了本底调查。通过

样地样方调查、标本采集、制作标本、拍摄照片、

查阅在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ＰＥ）、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的馆藏标本及相关文献
资料并结合 《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３］，最
终鉴定出伞形科、报春花科、罂粟科、虎耳草科、

蔷薇科５种甘肃省被子植物分布新记录种。现将其
予以报道。其引证标本均存于甘肃中医药大学药用

植物标本室（ＧＵＣＭ）。

１　松叶西风芹

Ｓｅｓｅｌｉ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ＦｒａｎｃｈｉｎＢｕｌｌＳｏｃＰｈｉｌｏｍＰａｒｉｓ
８（６）：１２９１８９４

甘肃：分布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马集镇

城村西，海拔 ２６００ｍ的草丛中，凭证标本号：
６２２９２１１５０７２３０２６ＬＹ，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３日。

分布：产云南西北部（大理、鹤庆、宾川）、四

川西部（雷波、德昌）［４５］。甘肃省首次发现。

区别要点：西风芹属（Ｓｅｓｅｌｉ）约８０种，分布于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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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腊叶标本；Ｂ果实；Ｃ叶。

图１　松叶西风芹Ｓｅｓｅｌｉ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Ｆｒａｎｃｈ

欧洲和亚洲。我国约１０种，１变种，甘肃省分布有
２种，锐齿西风芹 ＳｉｎｃｉｓｏｄｅｎｔａｔｕｍＫＴＦｕ，分生果
长圆形，无毛，小总苞片有柔毛、内蒙古西风芹

Ｓｉｎｔｒ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ＹＣＭａ，分生果长圆形，表面有乳
头状毛，小总苞片光滑无毛，而本种叶裂片分裂处呈关

节状，分生果卵形，光滑无毛，可与两者区分（图１）。
药用价值：《中华本草》［６］将其作为云防风记

载，以干燥的根及根茎入药，具有祛风胜湿，止痛

止痉的功效。主感冒，头痛，牙痛，胃脘胀痛，泄

泻，风湿痹痛，瘫痪，破伤风，惊风，风疹，湿疹，

疮肿。王建华等［７］通过比较防风与地区习用品作用

发现，云防风与关防风药理作用基本一致，具有解

热、镇痛、抗炎、抗过敏的作用。林玉萍等［８］通过

研究其化学成分，进一步确定其镇痛活性成分，概

括出其具有镇痛的药理作用。

２　阔萼粉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ｋｎｕｔｈｉａｎａＰａｘｉｎＥｎｇｌ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ｒ２２（ＩＶ２３７）：
７９ｆｉｇ２５１９０５，ｉｎｃｌｖａｒｂｒｅｖｉｐｅｓＰａｘｅｔｖａｒｍａｊｏｒＰａｘ

甘肃：分布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达理加

山，Ｅ１０２°４６′２６″，Ｎ３５°３４′２５″，海拔３１９４ｍ的草原

上，凭证标本号：６２２９２１１５０５２８００９ＬＹ，２０１５年 ５
月２８日。

分布：产于陕西（户县、岐山、眉县、宝鸡、太

白山）［９１０］。生于山坡林下。甘肃省首次发现。

区别要点：报春花属（Ｐｒａｍｕｌａ）植物甘肃省约有
２２种，在该区域分布有 ４种，分别是多脉报春
Ｐ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ａＦｒａｎｃｈ花冠粉红的或深玫瑰红色；甘青
报春Ｐ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Ｄｕｔｈｉｅ花冠朱红色；匙叶雪山报春
ＰｌｉｍｂａｔａＢａｌｆｆｅｔＦｏｒｒ花冠蓝紫色、裂片全缘，花
萼筒状，蒴果长筒形、近等长于花萼；散布报春

ＰｃｏｎｓｐｅｒｓａＢａｌｆｆｅｔＰｕｒｄｏｍ花冠蓝紫色、裂片先端
深凹缺，花萼钟状，蒴果长圆形、略长于花萼；本

种花冠蓝紫色、先端２深裂，花萼钟状，蒴果近球
形、稍短于花萼（图２）。

药用价值：《全国中草药汇编》［１１］ 《中华本草》［６］

记载本属鄂报春ＰｏｂｃｏｎｉｃａＨａｎｃｅ具有治腹痛、解酒
毒的作用；紫花雪山报春 Ｐｓｉｎ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Ｂａｌｆｆｅｘ
Ｈｕｔｃｈ具有散瘀止血、消疳作用，主产后恶露不止、
崩漏、小儿疳积；偏花报春ＰｓｅｃｕｎｄｉｆｌｏｒａＦｒａｎｃｈ能
泻肝火、清湿热，主小儿高热抽风、湿热泻痢；

报春花 ＰｍａｌａｃｏｉｄｅｓＦｒａｎｃｈ能清热燥湿、泻肝胆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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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止血，治小儿高热抽风、急性胃肠炎、痢疾

等；但本种还尚未发现药用价值，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３　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ｐａｌｌｉｄａ（Ｔｈｕｎｂ）ＰｅｒｓＳｙｎＰｌ２：２７０．
１８０７；ｉｎＤＣＰｒｏｄｒ１：１２７１８２４

甘肃：分布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麻尼寺乡

观滩村附近，Ｅ１０２°４９′４８″，Ｎ３５°３１′１４″，海拔２５７３ｍ
的石坡地，凭证标本号：６２２９２１１５０５２８０１２ＬＹ，２０１５年
５月２８日。

分布：产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

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江

苏、浙江、福建、台湾，朝鲜北部、日本及俄罗斯

远东地区有分布［１２］。甘肃省首次发现。

区别要点：紫堇属（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植物约 ４２８种，
我国约有 ２９８种，甘肃省约有 ３２种。本区域分布
２种，分别是曲花紫堇 ＣｃｕｒｖｉｆｌｏｒａＭａｘｉｍ和条裂黄
堇ＣｌｉｎａｒｉｏｉｄｅｓＭａｘｉｍ，其中曲花紫堇花瓣淡蓝色、
淡紫色或紫红色；条裂黄堇花瓣黄色，蒴果长圆形；

而本种花黄色至淡黄色，蒴果线形，念珠状，可与

以上两者区别（图３）。

注：Ａ生境和全株；Ｂ叶。

图２　阔萼粉报春ＰｒｉｍｕｌａｋｎｕｔｈｉａｎａＰａｘ

注：Ａ、Ｂ花；Ｃ叶。

图３　黄堇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ｐａｌｌｉｄａ（Ｔｈｕｎｂ）Ｐｅｒ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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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用价值：《新华本草纲要》［１３］述其本种全草有
清利湿热、止痢、止血的功效，临床上用于治疗热

毒痈疮、无名肿毒、皮肤顽癣、痔疮、腹痛等症。

Ｋｉｍ等［１４］对其全株细胞毒性成分进行研究，发现其

含有异喹啉类生物碱，对人癌细胞具有细胞毒活性。

４　异条叶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ｌｅｐｉｄｏｓｔｏｌｏｎｏｓａＨＳｍｉｔｈｉｎＢｕｌｌＢｒｉｔＭｕｓ．
Ｂｕｔ２（９）：２４０ｔ１７Ｂ１９６０

甘肃：分布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达

里加山２６００ｍ的 高 山 草 甸 上，凭 证 标 本 号：
６２２９２１１５０７２７０３６ＬＹ，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７日。

分布：产我国西藏（错那），不丹也有［１５１６］。甘

肃省首次发现。

区别要点：虎耳草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本区域分布有２
种，分别是黑虎耳草ＳａｔｒａｔａＥｎｇｌ和唐古特虎耳草
Ｓ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Ｅｎｇｌ。黑虎耳草花葶疏生白色卷曲柔
毛，聚伞花序圆锥状或总状，花梗被柔毛；花瓣白

色，花药黑紫色，心皮黑紫色；唐古特虎耳草茎被

褐色卷曲长柔毛，多歧聚伞花序，花梗密被褐色卷

曲长柔毛，花瓣黄色，或腹面黄色而背面紫红色，

具２痂体；而本种茎被褐色腺柔毛，单花生于茎顶，
花梗被黑褐色腺毛，花瓣黄褐色，无痂体（图４）。

药用价值：本种尚未发现药用价值，还有待研

究，但其同属植物具有一定药用价值。《全国中草药

汇编》［１１］记载青藏虎耳草 Ｓ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Ｅｎｇｌ以全草
入药，苦、寒，能清肝胆之热，健胃，主治肝炎、

胆囊炎、流行性感冒发热、消化不良。虎耳草

Ｓ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Ｃｕｒｔ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主治小儿
发热、咳嗽气喘等症；《藏药志》［１７］记述了唐古特虎

耳草Ｓ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Ｅｎｇｌ可治并发风热之胆病。

５　多苞蔷薇

Ｒｏｓａｍｕｌｔ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ＨｅｍｓｌｅｔＷｉｌｓｉｎＫｅｗＢｕｌｌ．
１９０６：１５７１９０６

甘肃：分布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马集镇

城村附近，海拔 １９００ｍ以上的灌丛中，凭证标本
号：６２２９２１１５０７２３００４ＬＹ，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３日。

分布：产四川、云南［１８１９］。生林边旷地。甘肃

省首次发现。

区别要点：蔷薇属（Ｒｏｓａ）植物甘肃省约有２５种。
本种小叶片边缘有尖锐单锯齿，近基部全缘。花２～３
朵或数朵成伞房花序，有３～５或８～１０苞片，边缘有
细腺齿，无毛；花瓣淡红色，先端微凹。果近球形，

红色，有腺毛，萼片宿存。其近似种小叶蔷薇

ＲｗｉｌｌｍｏｔｔｉａｅＨｅｍｓｌ，小叶通常为单或重锯齿，花单
生，苞片１～２片，果实成熟后萼片脱落（图５）。

药用价值：陈封政等［２０］通过研究其化学成分，

发现本种含有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ｃａｃｉｄ、齐墩果酸、槲皮素、
β谷甾醇、胡萝卜苷、３ＯβＤ葡萄糖（６Ｏ对羟基
反式香豆酰基）山奈素苷和山奈素等化学成分，可
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等。

临夏县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地质上处于祁连山与秦岭２个褶皱地带，山塬川水
俱全［２１］。这种过渡地带使得其植物区系与青藏高

原，特别是横断山区区系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其

注：Ａ全株；Ｂ、Ｃ花。

图４　异条叶虎耳草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ｌｅｐｉｄｏｓｔｏｌｏｎｏｓａＨＳｍ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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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全株；Ｂ花。

图５　多苞蔷薇Ｒｏｓａｍｕｌｔ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ＨｅｍｓｌｅｔＷｉｌｓ

中本次调查发现的松叶西风芹、异条叶虎耳草的自

然分布与其最初发现地（横断山区或青藏高原南部）

呈现较为明显地理间断，这种分布格局可能与青藏

高原的形成密切相关，作者推断间断分布区内，可

能尚有两种的自然分布尚未发现。

本研究对丰富和补充甘肃省物种多样性和相关

文献资料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黄堇药用价值较高，

对人癌细胞具有细胞毒活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阔萼粉报春、异条叶虎耳草相关药用价值的文章尚

未见报道，但其同属的植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可进一步研究开发，以扩大寻找新药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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