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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明确我国栽培柴胡种质现状。方法：实地调研我国栽培柴胡主产区，收集５省５６个栽培柴胡
居群种质并进行形态学特征挖掘整理。结果：我国栽培柴胡产区主要位于甘肃、山西、陕西、河北、黑龙江，多为

当地野生或外地调拨，各地俗称较多，主要栽培种质可被分为６种类型、４个物种 ［北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
红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三岛柴胡 ＢｆａｌｃａｔｕｍＬｉｎｎｅｕｓ、窄竹叶柴胡 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ｖａｒ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Ｗｏｌｆｆ）
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其中，北柴胡占主流。结论：将复杂多样的栽培种质梳理归类对澄清栽培柴胡药材来源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新发现的种质区分特征可作为柴胡属物种特征的补充，为柴胡的深入研究及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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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柴胡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多作为中药

饮片或中成药原料应用，可用于治疗伤寒、疟疾、

流行性感冒、肝炎、月经不调、乳房胀痛等疾

病［１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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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２０１５年版规定的柴胡基原为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和狭叶柴胡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１］。
然而，柴胡属植物种类繁多、外形相似［６］，存在较

多的近缘易混物种，非专业人士难以区分。柴胡属

植物生境适应范围广，多个物种的自然分布区域常

常重叠。长期以来，各地区依据当地柴胡资源分布

状况，采集当地野生柴胡资源混作柴胡使用，形成

了各自独特的用药习惯［６］。目前，野生柴胡品种资

源已不能满足市场对柴胡的需求，栽培柴胡由于供

应稳定、产量可观，已成为主要来源［７８］。然而，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柴胡开始人工栽培以来，易混物种是
否已被完全剔除及目前栽培柴胡种质主要类型、来

源、资源分布等是何状况，均有待准确调查分析。

本研究采用从业人员访谈和实地调查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对主产区栽培柴胡种质进行调查分析，

了解主产区栽培柴胡类型、品种、分布和来源等信

息；根据对各产区栽培柴胡种质形态观察的结果，

总结归纳各栽培种质间的区分特点；根据区分特点

将各产区栽培柴胡样品划分为不同类型，为柴胡的

后续研究及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１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初步确定实地调查地区；通过电

话询问从事药品生产研究的企业或各产区的科研机

构，了解柴胡在各省的分布、种植品种、发展历史

等基本信息；通过实地走访合作社、种植户，获得

新的产地信息，进而增加调查地点。实地走访调查

内容包括产区分布情况、栽培历史、栽培品种类型

及来源、各栽培类型特点等，并进行标本采集。对

栽培柴胡种质间有明显区分意义的性状进行二态性

状和多态性状编码赋值，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系统聚类分析采用平方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和
组间连接法，将各产区材料分为不同类型。

２　结果

２１　我国栽培柴胡主产区调查

栽培柴胡主产区种质类型、起源及分布调查结

果见表１。从产区当地对柴胡的习惯称谓看，存在
“柴胡”“小柴胡”“红柴胡”“藏柴胡”“三岛柴

胡”５种类型。但详细调查后发现，“柴胡”和 “红

柴胡”在同样的称谓下存在多种类型，如 “柴胡”

类型下有 “黄胡”“红胡”“黑胡”“窄叶”“宽叶”

“毛胡”“硬胡”“早熟品种”类型，“红柴胡”分

为主根红褐色的 “红柴胡”和主根棕黄色的 “黄根

柴胡”２种。

表１　各主产区栽培柴胡类型、起源及分布情况
主产区 类型 起源 分布情况

甘肃　 “小柴胡”或 “柴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栽培，采用甘肃庆阳或
定西野生种质

定西市陇西县、漳县、渭源县、安定区，临

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

县、卓尼县

“藏柴胡” ２００７年左右开始栽培，采用青海或西藏野
生种质

定西市临洮县

山西　 “柴胡”，细分为 “黄胡”“红胡”“黑

胡”“宽叶”“窄叶”“毛胡”“硬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栽培，主要采用当地野
生种质，后期有甘肃种源引入

运城市万荣县、新绛县、稷山县、闻喜县、

绛县、夏县

陕西　 “柴胡”，细分为 “黑胡”“红胡”“黄

胡”“毛胡”“窄叶”“宽叶”

２００４年左右开始栽培，主要采用本地种质，
后期有甘肃种源引入

渭南市澄城县、合阳县

“柴胡”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栽培，采用本地野生
种质

宝鸡市陈仓区、凤县、眉县、太白县

“柴胡”，细分为 “大面积”“早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栽培，“大面积”一说
来源于当地野生，一说来源于外地引种，

“早熟”为后期引入的外地种质

商洛市商州区

河北　 “三岛柴胡”或 “３１号柴胡” ２００４年左右开始栽培，采用日韩提供的
种质

保定市安国市、博野县

“柴胡”，细分为 “本地种”“外来种” ２０１０年左右开始栽培，采用本地种质和外
地种质

邯郸市涉县

黑龙江 “红柴胡”，细分为 “红柴胡”“黄根柴

胡”

２００２年左右开始栽培，主要采用本地野生
种质

绥化市明水县，大庆市林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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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各产区不同称谓的栽培柴胡种质特征
根据实地调查情况，黑龙江地区主要栽培种质

因根色红而称 “红柴胡”（图１Ａ、２Ａ），其栽培群
体中存在１种混杂类型，与 “红柴胡”地上部分相

似，根色和 “红柴胡”明显不同，为棕黄色（图１Ｂ、
２Ｂ），且叶片相对 “红柴胡”宽大，因两者共同起

源于当地野生，且未能分开栽培，有研究将其作为

红柴胡的另一种类型处理［９１０］。河北保定市栽培的

“三岛柴胡”为日韩引入种质（图１Ｃ、２Ｃ），与其他
主产区的主流种质形态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但与黑

龙江 “红柴胡”栽培群体中的间杂种质 “黄根柴

胡”相近。甘肃地区栽培的２种类型分别称为 “藏

柴胡”（图１Ｄ、２Ｄ）和 “小柴胡”（图１Ｅ、２Ｅ），可
能由于两者之间根部形态大小存在显著差异，所以

用 “小”字体现。

“柴胡”还包括不易厘清的 “黄胡”“红胡”

“黑胡”“宽叶”“窄叶”“毛胡”“硬胡”类型。其

中，“黄胡”“红胡”“黑胡”的类型（图 ３Ａ～Ｃ），

实际是依次按照根色由浅至深色划分的类型。山西

运城和陕西渭南地区的 “黄胡”和 “红胡”被认为

来源于各自当地的野生种源，“黑胡”来源于甘肃

种源。调查中发现渭南和运城地区主栽种质类型（图

２Ｆ～Ｇ）形态特征较为一致，“黄胡”和 “红胡”为

主栽种质中的类型，两者地上部分无明显差异，有

时会出现在同一地块中，分析后认为是因出苗时间

不同或收获时间早晚导致的颜色不一致，生长年限

短者颜色浅，随着年限的增加，根色加深。“毛胡”

和 “硬胡”从质地和根的明显特征来区分，根上有

较细的毛状须根（晾干后会脱落），且质地偏软者称

为 “毛胡”（图 ３Ｄ），根上没有较细的毛状须根，
并相对较硬而被称作 “硬胡”（图３Ｅ）。“宽叶”和
“窄叶”是按照叶片的相对宽窄来区分（图４Ａ～Ｂ）。
前述 “黄胡”和 “红胡”在田间主要表现为 “窄

叶”，“黑胡”在田间主要表现为 “宽叶”。“毛胡”

兼具 “宽叶”和 “黑胡”的特征，“硬胡”兼具

“窄叶”和 “黄胡、红胡”的特征。

注：Ａ黑龙江 “红柴胡”；Ｂ黑龙江 “黄根柴胡”；Ｃ河北 “三岛柴胡”；Ｄ甘肃 “藏柴胡”；Ｅ甘肃 “小柴胡”。

图１　黑龙江、甘肃、河北产区不同称谓栽培柴胡类型的药用部位

注：Ａ黑龙江 “红柴胡”；Ｂ黑龙江 “黄根柴胡”；Ｃ河北 “三岛柴胡”；Ｄ甘肃 “藏柴胡”；Ｅ甘肃 “小柴胡”；Ｆ渭南 “柴

胡”；Ｇ运城 “柴胡”；Ｈ商洛 “大面积”；Ｉ宝鸡 “柴胡”。

图２　各产区栽培柴胡种质类型新鲜植株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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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黄胡”；Ｂ“红胡”；Ｃ“黑胡”；Ｄ“毛胡”；Ｅ“硬胡”。

图３　山西、陕西产区不同称谓栽培柴胡类型的药用部位

注：Ａ“宽叶”；Ｂ“窄叶”；Ｃ“早熟”；Ｄ“大面积”；Ｅ宝鸡 “柴胡”。

图４　山西、陕西产区不同称谓栽培柴胡类型形态

　　陕西商洛地区的 “早熟”品种（图４Ｃ），为外地
引种，但具体来源地不详。此类型在当地占比较小，

田间观察其与运城地区的 “毛胡”在花果期的早晚及

形态特征等的表现相一致，且均为外地流入的种源，

推测应为甘肃来源种质。商洛主栽种质 “大面积”

（图２Ｈ、４Ｄ）与宝鸡主栽 “柴胡”（图２Ｉ、４Ｅ）整体特
征相似，两者主要在根色上有所差异，分析认为主要

由两者在各产区的生长年限不同导致。另外，河北涉

县栽培的外来种质，具体来源地不详，根据形态特

征，发现与运城地区的 “毛胡”和商洛地区的 “早

熟”种质表现一致，推测应为甘肃种源。

２３　栽培柴胡种质聚类

调查研究共涉及栽培柴胡产区的５６个居群（甘
肃１８个、黑龙江６个、河北６个、山西１２个、陕
西１４个），共发现１３项区分特征（表２），包括基生
叶叶序排列方式、叶柄形状、叶基部白膜（图 ５），
叶形（图６），叶片中脉是否下陷（图７），根茎芽排
列方式（图８），根头纤维状叶鞘，根茎长度，鲜根
香味，鲜根软硬，茎表面粗糙度（图９），果实长度
（图１０），第一次花期茎节疏密。其中，基生叶叶序

排列方式、基生叶叶柄形状、叶片中脉是否下陷、

根茎芽排列方式、茎表面粗糙度、第一次花期茎节

疏密均为前人研究中未提及的新发现区分特征。根

据各产区种质差异特征的编码及聚类分析结果

（表３～４，图 １１），所调查材料共分为 ６种类型
（Ａ～Ｆ），分别是河北保定栽培的外来种质和黑龙江
栽培 “红柴胡”的间杂种质（“三岛柴胡”，用Ａ型
表示，图２Ｂ～Ｃ），基原为三岛柴胡 Ｂｆａｌｃａｔｕｍ；黑
龙江栽培的当地野生来源种质（“红柴胡”，用 Ｂ型
表示，图２Ａ），基原为红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甘
肃栽培的西部高原野生来源种质（“藏柴胡”，用 Ｃ
型表示，图２Ｄ），基原为窄竹叶柴胡 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ｖａｒ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当地野生来源种质（“小柴胡”“黑
胡” “毛胡” “宽叶” “早熟”，用 Ｄ型表示，图
２Ｅ），为北柴胡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陕西渭南和山西运城地
区栽培的当地野生来源种质（“黄胡”“红胡” “窄

叶”，用 Ｅ型表示，图 ２Ｆ～Ｇ），基原为北柴胡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商洛地区大面积栽培种质和陕西宝鸡栽
培的当地野生来源种质（“晚熟”“宽叶”，用Ｆ型表
示，图２Ｈ～Ｉ），基原为北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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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６种栽培柴胡类型的区分特征

基原
类

型

基生叶叶

序排列

基生叶

叶柄
叶形

叶基部

白膜

叶片中

脉是否

下陷

根茎

芽

根头纤

维状叶

鞘

根茎

长度

鲜根

香味

鲜根

软硬
茎表面

果实长度／
ｍｍ

第一次

花期茎

节疏密

Ｂｆａｌｃａｔｕｍ Ａ 簇生　　 扁圆柱凹陷 披针形　 不明显　 不明显 分散 无 短 淡　 中等 微革质

触感　
２５～３５ 中等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Ｂ 簇生　　 扁圆柱凹陷 线形　　 不明显　 不明显 分散 有 短 浓香 软　 微革质

触感　
２５～３５ 中等

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 平行两列 匙状凹陷　 线形到长

披针形　
明显　　 下陷　 平行

两侧

无 长 淡　 中等 微革质

触感　
３５～６０ 疏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Ｄ 平行两列 匙状凹陷　 披针形　 不明显　 下陷　 平行

两侧

无 短 微香 硬　 明显粗

糙　　
２０～３０ 疏　

Ｅ 平行两列 匙状凹陷　 线形披针

形　　　
不明显　 下陷　 平行

两侧

无 短 微香 硬　 粗糙　 ２０～３０ 密　

Ｆ 平行两列 匙状凹陷　 披针形　 不明显　 下陷　 平行

两侧

无 短 微香 硬　 粗糙　 ２０～３０ 密　

注：ＡＡ型；ＢＢ型；ＣＣ型；ＤＤ型；ＥＥ型；ＦＦ型；图６～１０同。

图５　６种栽培柴胡种质类型基生叶排列方式、叶柄形状、叶基白膜特征

图６　６种栽培柴胡种质类型基生叶、茎生叶和上部叶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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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６种栽培柴胡种质类型叶片中脉特征

图８　６种栽培柴胡种质类型根茎芽特征

图９　６种栽培柴胡种质类型的茎表面特征

图１０　６种栽培柴胡种质类型果实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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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栽培柴胡种质的关键形态指标及编码
编号 形态指标 编码 编号 形态指标 编码

１ 基生叶叶序排列 平行两列 ０ ９ 鲜根香味 淡 ０

簇生 １ 微香 １

２ 基生叶叶柄 扁圆柱凹陷 ０ 浓香 ２

匙状凹陷 １ １０ 鲜根软硬 软 ０

３ 叶形 披针形 ０ 中等 １

线形 １ 硬 ２

线形披针形 ２ １１ 茎表面 微革质触感 ０

线形到长披针形 ３ 粗糙 １

４ 叶基部白膜 明显易见 ０ 明显粗糙 ２

不明显 １ １２ 果实长度 ２０～３０ｍｍ ０

５ 叶片中脉是否下陷 下陷 ０ ２５～３５ｍｍ １

不明显 １ ＞３５ｍｍ ２

６ 根茎芽痕 分散 ０ １３ 第一个花期茎节疏密 密 ０

平行两侧 １ 中等 １

７ 根头纤维状叶鞘 无 ０ 疏 ２

有 １

８ 根茎长度 短 ０

长 １

表４　栽培柴胡居群性状数据矩阵

产区 居群编号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甘肃省临洮县 ＧＳＣ０１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２

甘肃省临洮县 ＧＳＣ０２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２

甘肃省临洮县 ＧＳＣ０３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２

甘肃省陇西县 ＧＳＣ０４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２

甘肃省渭源县 ＧＳＣ０５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２

甘肃省陇西县 ＧＳＣ０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陇西县 ＧＳＣ０７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陇西县 ＧＳＣ０８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康乐县 ＧＳＣ０９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康乐县 ＧＳＣ１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康乐县 ＧＳＣ１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漳县 ＧＳＣ１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漳县 ＧＳＣ１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漳县 ＧＳＣ１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临潭县 ＧＳＣ１５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卓尼县 ＧＳＣ１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卓尼县 ＧＳＣ１７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甘肃省张家川县 ＧＳＣ１８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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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产区 居群编号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河北省安国市 ＨＥＣ０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河北省博野县 ＨＥＣ０２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河北省博野县 ＨＥＣ０３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河北省涉县 ＨＥＣ０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河北省涉县 ＨＥＣ０５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河北省涉县 ＨＥＣ０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黑龙江省林甸县 ＨＬＣ０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黑龙江省林甸县 ＨＬＣ０２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黑龙江省林甸县 ＨＬＣ０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２ ０ ０ １ １

黑龙江省林甸县 ＨＬＣ０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２ ０ ０ １ １

黑龙江省安达市 ＨＬＣ０５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黑龙江省安达市 ＨＬＣ０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２ ０ ０ １ １

山西省万荣县 ＳＸＣ０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万荣县 ＳＸＣ０２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万荣县 ＳＸＣ０３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稷山县 ＳＸＣ０４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稷山县 ＳＸＣ０５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稷山县 ＳＸＣ０６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夏县 ＳＸＣ０７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夏县 ＳＸＣ０８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２

山西省夏县 ＳＸＣ０９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新绛县 ＳＸＣ１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新绛县 ＳＸＣ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山西省新绛县 ＳＸＣ１２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澄城县 ＳＮＣ０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澄城县 ＳＮＣ０２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澄城县 ＳＮＣ０３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合阳县 ＳＮＣ０４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合阳县 ＳＮＣ０５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合阳县 ＳＮＣ０６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商州区 ＳＮＣ０７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商州区 ＳＮＣ０８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商州区 ＳＮＣ０９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陈仓区 ＳＮＣ１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陈仓区 ＳＮＣ１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陈仓区 ＳＮＣ１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岐山县 ＳＮＣ１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陕西省太白县 ＳＮＣ１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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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栽培柴胡种质表型特征聚类图

３　讨论

３１　对栽培柴胡种质的调查解析有利于澄清栽培柴
胡药源

　　通过本研究发现，我国栽培柴胡种质类型多样，
是柴胡药材混乱多样的主要原因。经仔细梳理，各

种质可被归并为６种类型，其中，所种植的各类型
以北柴胡为主，既包含物种层面的差异类型（北柴

胡、红柴胡、三岛柴胡、窄竹叶柴胡），也包含种下

的差异类型（北柴胡类型Ｄ～Ｆ）。从不同类型种质的
产地分布格局看，山西运城和陕西渭南虽分属２省，
但分处黄河两岸，地理气候环境均为暖温带晋南关

中盆地半湿润区，栽培的种质类型相似，主要栽培

的种质均来自当地野生，运城地区栽培历史较久，

起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８］。陕西宝鸡和商洛的柴胡

产区均位于秦岭山区，为暖温带和北亚热带过渡地

带，在几个柴胡主产区中气候最为温和，雨量充沛。

两地主要栽培的种质和其他地区均存在形态上的明

显差异，表现为比甘肃种质花果期晚、茎节密、茎

表面棱不明显，比山西运城及陕西渭南种质的叶片

明显更宽。甘肃产区位于甘肃中、东部暖温带陇中

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所产的 “藏柴胡”类型为

２００７年左右才从西部高原地区引种的种质。由于不
被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收录，产量正在萎缩，当
地生产的主流种质来源于当地野生，栽培历史均可

追溯到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８，１１１２］，与其他产区存在差

异，即具有前面所描述相对于山西运城和陕西渭南

种质的 “黑胡”“毛胡”“宽叶”特征，相对于陕西

商洛种质的 “早熟”品种特征，并且该种质随着甘

肃整体种业的快速发展，向外地扩散最多。黑龙江、

河北产区分别距离其他产区最远，分别所产 “红柴

胡”和 “三岛柴胡”与其他产区明显是物种层面的

差异。本研究通过各栽培柴胡种质特征的异同将各

栽培柴胡分类，厘清种质间混乱不清的问题，对澄

清栽培柴胡药材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３２　新发现的区分特征可作为柴胡属物种特征的
补充

　　本研究发现在以往研究中未有记载的柴胡属鉴
定特征。其中，红柴胡、三岛柴胡基生叶为簇生生

长，北柴胡、窄竹叶柴胡基生叶为两侧对称生长；

红柴胡、三岛柴胡基生叶叶柄呈扁圆柱微凹状，北

柴胡、窄竹叶柴胡基生叶叶柄呈匙状凹陷；北柴胡、

窄竹叶柴胡叶片中脉处多凹陷向背突出，红柴胡、

三岛柴胡叶脉中脉处凹陷常不明显；北柴胡茎表面

因布有晶状小尖突而较粗糙，红柴胡、三岛柴胡、

窄竹叶柴胡茎表面近革质，未发现晶状小尖突，粗

糙感不明显。北柴胡、窄竹叶柴胡根茎芽呈两侧对

生排列，红柴胡、三岛柴胡根茎芽为非对生生长。

这些特征不仅可作为本研究中各产区种质区分的依

据，也可作为柴胡属物种特征的补充用于后续柴胡

属物种的分类及鉴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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