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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了不同产地的中药丹参及其近缘种植物白花丹参、雪山鼠尾草、云南鼠尾草、甘

西鼠尾草、贵州鼠尾草、血盆草、粘毛鼠尾草、峨眉鼠尾草、黄鼠狼花、短唇鼠尾草和犬形鼠尾草中的Cu，
Zn，Fe，Mg，Ca，Cr，Pb，Mo，Mn和Cd共10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应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法对测定结果进

行了研究。经过主成分分析得出3个主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9.3%。第一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49.6%，

故所对应的Fe，Mn，Cu，Zn，Cd和Pb是丹参及其近缘种的特征元素。聚类分析将21个样品聚成2组，除浙江

栽培丹参和白花丹参外，来自不同产地的9个丹参样品聚为一组；除贵州鼠尾草外，其他鼠尾草样品聚在一起，

故此法可以将丹参和鼠尾草属其他植物区分开，总符合率达90%。因此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丹参及其近缘种
中微量元素含量并对测定结果进行聚类分析是鉴别正品丹参的一种快速、准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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