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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基源植物的数量分类学研究与生药鉴别

韩　婷，张　宏，张巧艳，黄宝康，郑汉臣，秦路平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目的：对中药苍耳子的基源植物进行数量分类学及生药鉴别研究，为苍耳属药用植物的分类、鉴定与种质优选提供

参考。方法：采集全国２５个居群苍耳属植物果实进行异地栽培试验，出苗后观察生长情况、形态特征；选取２０个分类性状，

如生长周期、植株高度、叶柄长度、总苞刺长度、密度、喙长及成熟果实颜色等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和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法，

以２５个分类运算单位的２０个性状数据形成２５×２０的原始数据矩阵Ｘ＝｛Ｘｉｊ｝２５×２０，对矩阵经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与结论：以２０个性状为指标的聚类分析结果将２５个居群分成四大类，基本支持作者根据样品形态指标观察得出的鉴

定结果。第一类鉴定为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第二类为蒙古苍耳Ｘ．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第三类为近无刺苍耳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ｖａｒ．

ｓｕｂｉｎｅｒｍｅ；第四类暂将其命名为“深圳型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ｐ．（未定种），有可能为新的栽培变种。根据此结果可将国产苍耳子

基源植物整理为３种１型（深圳型），并对已有分类标准进行了修订。本文报道的聚类分析法可以用于苍耳属植物及生药的鉴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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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耳属植物为一年生草本，全世界约有２５种，
我国有３种及１变种，即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Ｐａｔｒ．、蒙古苍耳Ｘ．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Ｋｉｔａｇ．、偏基苍耳

Ｘ．ｉｎａｅｑｕｉｌａｔｅｒｕｍ ＤＣ．及苍耳 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的变
种近无刺苍耳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ｖａｒ．ｓｕｂｉｎｅｒｍｅ（Ｗｉｎ
ｋｌ．）Ｗｉｄｄｅｒ．［１］。苍耳子（ＦｒｕｃｔｕｓＸａｎｔｈｉｉ），为菊
科植物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ｕｍＰａｔｒ．的干燥成熟带
总苞的果实［２］，用于治疗风寒头痛，鼻渊流涕，风疹
瘙痒，湿痹拘挛等症，为历代治疗鼻病及头痛的要
药［２３］。苍耳属植物的果实仅从性状上看区别不明

显，《中国植物志》等现有分类学依据对几个种的形
态学描述又过于简单，并且种内普遍产生较大的变
异；加之苍耳子药材采收期即果实成熟期难以采集
到带花、叶的完整植株，因此几种苍耳在分类鉴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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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问题，极易产生混淆。国内药材市场上最
常见到的有蒙古苍耳及近无刺苍耳的果实作为苍耳

子药材出售。

　　本研究在药源调查和经典分类学研究的基础
上，将采自全国２５个居群的苍耳果实异地播种于同
样的生态环境下，比较它们在形态、习性上的各种差
异，并运用数量分类学方法对国产苍耳属植物进行
较系统的分类整理，从而为制订更科学的苍耳属分
类标准、药材质量标准和选择优良性状的苍耳种群
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苍耳果实成熟期叶、花已枯萎，所以野外采集样
品时不可能全面了解整个植株的信息，分类材料是
根据引种栽培后的观察结果，苍耳果实于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采集于相应地区，选取２５个较
具代表性的居群，每个居群随机选取３０粒果实，于

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０日统一种植于本校药用植物园（上
海市杨浦区国和路３２５号，东经１２１°３０′，北纬３１°
１８′）。出苗后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形态特征和物
候期等，每个居群随机选取２０个以上的完整植株进
行测量。

　　以来自２５个居群的苍耳作为分类运算单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ｕｎｉｔ，ＯＴＵ），选取２０个有变
异的性状，主要分三类：二元性状（ｔｗｏｓｔａｔ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以Ｏ表示，包括生长后期叶柄是否带有红色、
叶面是否有白斑及苞刺基部是否增粗；数量多态性
状（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以Ｎ表示，包
括植株高度、叶柄长度、叶长径、叶短径、叶长短径
比、总苞长度、总苞直径、总苞刺长、总苞刺密度、喙
长、果实百粒重；定性多态性状（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
ｓｔａ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以Ｑ表示，包括出苗期、花期、果期、
生长周期、成熟果实颜色、喙分离或联合。

　　对于二元性状的处理：有（是）记为１，无（否）记
为０。

　　对于定性多态性状编码的处理：１号性状（出苗
期）：按出苗时间（４、５、６月份）分为早、中、晚，分别
记为０、１、２；２号性状（花期）：按开花时间５～６月
份、７～８月份、９～１０月份分为早、中、晚，分别记为

０、１、２；３号性状（果期）：按结实时间６～７、８～９、

１０～１１月份分为早、中、晚，分别记为０、１、２；４号性
状（生长周期）：少于１５０ｄ的记为０，１６０～１８０ｄ的
记为１，多于１８０ｄ的记为２；１８号性状（成熟果实颜
色）：浅褐色记为０，褐色记为１，深褐色记为２；１９号
性状（喙分离或联合）：单喙记为０，两喙联合记为１，

分离记为２。

　　形态性状以各植株的平均值作为 ＯＴＵｓ的原
始数 据，形 成 ２５×２０ 的 原 始 数 据 矩 阵 Ｘ ＝
｛Ｘｉｊ｝２５×２０，对矩阵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Ｑ型聚类）［５６］。

２　结　果

２．１　异地栽培苍耳属植物的形态和习性差异

２．１．１　物候期差异　２５个产地的果实统一于２００５
年３月３０日播种，播种后出苗期、花期、果期和生长
周期的异同见表１。

２．１．２　原植物形态差异　选取苍耳属植物生长过
程中１０个代表性的性状，如植株高度、茎上是否带
紫色斑点、叶柄长度、生长后期叶柄是否带红色、叶
片分裂程度、叶长径、叶短径、叶长短径比、叶基部与
叶柄连接处是否呈相等的楔形、生长后期叶面是否
有白斑等进行栽培植株的观察，其中茎上是否带紫
色斑点、叶片分裂程度、叶基部与叶柄连接处是否呈
相等的楔形３个性状各地样品无差别，因此剔除。
以有差别的７个性状进行植株形态的比较分析，见
表２。

２．１．３　果实形态差异　果实为苍耳的药用部位，也
是品种鉴定的主要依据，我们选取成熟果实的９个
典型的性状，比较分析２５个居群苍耳引种栽培后果
实形态上的差异，见表３和图１Ａ～１Ｄ。

２．２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结果见图２。根据 Ｑ型
聚类分析树系图，由结合线水平（类间距离约等于

５）可将国产苍耳属的２５个居群分为四类：Ⅰ（２２，

２３，２４，１７，１１，１９，１，１３，１６，４，１２，１４，１５，８，２０，３，６），

Ⅱ（９，２５，７），Ⅲ（５，２１，２，１０），Ⅳ（１８）。第一类包括
海南定安、贵州凯里、浙江杭州、山东济南、福建三
明、上海、湖南汨罗、江西高安、江苏南京、安徽黄山、
湖北天门、河南驻马店、江苏连云港、浙江衢州、辽宁
大连、山东临沂、安徽蚌埠共１７个居群；第二类包括
广西桂林、湖南长沙和山东烟台共３个居群；第三类
包括陕西西安、河北任丘、北京和内蒙古赤峰共４个
居群；第四类为广东深圳苍耳，仅１个居群。第一类

１７个样品经鉴定为药典品种苍耳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第
二类３个居群样品鉴定为蒙古苍耳 Ｘ．ｍｏｎｇｏｌｉ
ｃｕｍ，第三类４个居群鉴定为近无刺苍耳Ｘ．ｓｉｂｉｒｉ
ｃｕｍｖａｒ．ｓｕｂｉｎｅｒｍｅ，第四类深圳产苍耳形态特征及
生长习性与已有记录的几种苍耳均有较大差异，暂
将其命名为“深圳型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ｐ．”（未定种）。
以２０个性状为指标的聚类分析结果基本支持作者
根据样品形态指标观察得出的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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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异地栽培苍耳物候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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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异地栽培苍耳生长形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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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异地栽培苍耳成熟果实形态的差异

Ｔａｂ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ｒｉｐｅｆｒｕｉｔ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ｏｃｋｌｅｂｕ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ａｋ，珚ｘ，ｌ／ｃ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ｅ
（珚ｘ，ｌ／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ｅ
ｔｈｏｒｎ
（珚ｘ，ｌ／ｃ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ｅ
ｔｈｏｒｎ
（珚ｘ，ｃｍ２）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ｂｅａｋ

（珚ｘ，ｌ／ｃｍ）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ｒｉｐｅ
ｆｒｕｉｔｓ
（珚ｘ，ｍ／ｇ）

Ｃｏｌｏｒｏｆ
ｒｉｐｅｆｒｕｉｔ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ｒｕｎｉｔ
ｏｆｂｅａｋ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
ｏｆｔｈｏｒｎ
ｔｈｉｃｋｅｎ

１ Ｍｉｌｕｏ，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６２ ０．６２ ０．３２ ５２ ０．３５ １７．５ Ｂｒｏｗ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ｆｅｗｕｎｉｔ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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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０ Ｃｈｉｆｅ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１．２６ ０．５２ ０．１５ ２５ ０．１３ ８．０ Ｌｉｇｈｔｂｒｏｗｎ Ｓｉｎｇｌｅｂｅａｋ Ｎｏ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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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８５ ０．６８ ０．３２ ６９ ０．４３ １５．０ Ｂｒｏｗ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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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Ｋａｉｌｉ，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６９ ０．５８ ０．２６ ６４ ０．３２ １２．０ Ｂｒｏｗｎ Ｕｎｉｔ Ｎｏ
２４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７５ ０．５３ ０．２５ ６１ ０．３５ １３．０ Ｂｒｏｗｎ Ｕｎｉｔ，ｆｅｗ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Ｎｏ
２５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８ ０．６５ ０．４５ ６８ ０．４０ １３．５ Ｂｒｏｗ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Ｙｅｓ

图１　４种苍耳的干燥果实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ｉｐｅｆｒｕｉｔｓｏｆ４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Ｂ：Ｘ．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Ｃ：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ｖａｒ．ｓｕｂｉｎｅｒｍｅ；Ｄ：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ｐ．

　　进一步分析，１７个居群的苍耳在种内水平上又
分成四型，即第一型：定安、凯里和杭州；第二型：济
南；第三型：三明、上海、汨罗、高安、南京、黄山、天
门、驻马店、连云港、衢州和大连；第四型：临沂和蚌
埠。其中第三型又可以再分成３个亚型。

　　综上，聚类分析结果将２５个居群分成４类，与
作者的品种鉴定结果基本相一致。其中最大的一类
又分为４个型，组下分亚型，在不同层次上同时体现
了种间（类间）与种内（类内）样本相似性程度的概
况。苍耳种内变异复杂，影响变异的因素较多，但从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看，可以推测经度、纬度等地理位
置因素与变异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２．３　苍耳果实主要鉴别特征

２．３．１　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的干燥成熟果

实　带总苞的果实宽卵形或椭圆形，连同喙长１３～
１８ｍｍ，宽４～６ｍｍ。表面黄褐色至褐色，具钩状的
刺，苞刺密度４０～６５个／ｃｍ２。刺极细而直，基部微
增粗或几不增粗，长２～３ｍｍ。喙坚硬，锥形，上端
略呈镰刀状，分离或联合，长２．５～３．５ｍｍ。瘦果２
个，倒卵形（图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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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Ｑ型聚类分析树系图

Ｆｉｇ２　ＰｈｅｎｏｇｒａｍｏｆＱ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３．２　蒙古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ｍｏｎｇｏｌｉｕｍ 的干燥成
熟果实　带总苞的果实椭圆形，连同喙长１８～２２
ｍｍ，直径６～１０ｍｍ。总苞表面褐色至深褐色，具
钩状的总苞刺，苞刺密度４０～７０个／ｃｍ２，刺长３～５
ｍｍ，基部微增粗。顶端具２个锥状的喙，喙直而粗，
长３．５～５．５ｍｍ。瘦果２个（图１Ｂ）。

２．３．３　近无刺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ｖａｒ．ｓｕｂ
ｉｎｅｒｍｅ的干燥成熟果实　带总苞的果实梭形，连同
喙长１２～１４ｍｍ，直径４～６ｍｍ。表明浅褐色，有
极疏的刺或几无刺，苞刺密度２０～４０个／ｃｍ２，刺长

１．５～１．８ｍｍ。基部缩小，上分离，喙长１．２～２
ｍｍ。瘦果２个，倒卵形（图１Ｃ）。

２．３．４　深圳型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ｐ．的干燥成熟果实

　带总苞的果实近球形，连同喙长约１０ｍｍ，直径约

６ｍｍ。总苞表面浅褐色，有极细的钩状刺，苞刺密
度４０～６０个／ｃｍ２，刺长１．５～１．８ｍｍ。上端常具２
个较短的喙，彼此紧密联合，喙长端常具１个较长的
喙和１个较短的侧生的喙，有时侧生的短喙退化成
刺或不存在，即为单喙，喙长１．２～２ｍｍ。瘦果１
（图１Ｄ）。

２．４　药材性状检索表

１．成熟带总苞的果实较大，表面黄褐色至深褐色

　　２．成熟带总苞的果实卵形或椭圆形，连同喙长

１３～１８ｍｍ，直径４～６ｍｍ，外面具钩状的总苞刺，
总苞刺细，长２～３ｍｍ，喙长２．５～３．５ｍｍ

苍耳果实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
!!!!!!!!!!

　　２．成熟带总苞的果实卵形或椭圆形，连同喙长

１８．５～２２ｍｍ，直径６～１０ｍｍ，外面具钩状的总苞
刺，总苞刺坚硬，长３～５ｍｍ，两喙彼此分离，长

３．５～５．５ｍｍ 蒙古苍耳果实Ｘ．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１．成熟带总苞的果实极小，表面浅褐色

　　３．成熟带总苞的果实梭形，连同喙长１２～１４
ｍｍ，直径４～６ｍｍ。外面具极稀的刺或几无刺，长

１．５～１．８ｍｍ。常有１个较长的喙和１个较短的
喙，有时单喙，喙长１．２～２ｍｍ

近无刺苍耳果实Ｘ．ｖａｒ．ｓｕｂｉｎｅｒｍｅ

!!!!!!!!
!!!!

　　３．成熟带总苞的果实近球形，连同喙仅长１０
ｍｍ左右，直径６ｍｍ左右，总苞刺极细，长１．５～
１．８ｍｍ。２个较短的喙紧密联合，喙长１．５ｍｍ左右

深圳型苍耳果实Ｘ．ｓｐ．!!!!!!!!!

３　讨　论

３．１　数据采集　由于苍耳子药材采收期植株的花、
叶等主要器官均已枯萎脱落，因此选取来自全国２５
个居群的苍耳果实作异地栽培实验，以物候期、原植
物形态和果实形态作观察指标，对植物的整个生活
周期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为苍耳属植物的分类、鉴
别提供了新的依据。

３．２　物候期差异　从物候期上看，苍耳异地栽培后
出苗期集中在播种３０～６０ｄ左右，花期集中在９～
１０月份，果期集中在１０～１１月份。进一步分析，北
京、西安、赤峰和任丘４个产地的苍耳相对出苗早（４
月份下旬或５月份上旬）、开花早、结实早（９月份下
旬已全部枯死），生长周期短（不超过１５０ｄ），其中内
蒙古赤峰样品在６月份下旬已结实枯死，整个生长
周期只有７０ｄ。以上４个产地的苍耳物候期相似，
与初步鉴定时认为同为变种近无刺苍耳相符。而桂
林、长沙两个产地的苍耳相对而言出苗、开花和结实
较晚，生长周期在１８０～１９０ｄ；深圳产苍耳出苗在６
月份中旬，开花在１０月份，结实在１１～１２月份，此
为其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性之一。

３．３　植株形态主要差异　生长在同样条件下的苍
耳，植株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尤其是近无刺苍
耳植株矮小、分枝少、枝叶相对短小，以及叶柄始终
为绿色不变红，与苍耳和蒙古苍耳容易区别。苍耳
与蒙古苍耳从植株形态上看区别不明显，《中国植物
志》中以植株高度、根的形态等指标来区别二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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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中已没有鉴别价值。深圳产苍耳在生长过
程中叶柄也不变成红色，且是唯一一个所有植株在
生长后期未染白斑病的品种，此为其值得深入研究
的特殊性之二。

３．４　果实形态主要差异　苍耳子在性状上区别主
要依据果实的颜色、大小，喙的多少、长短、方向，苞
刺的疏密、长短等。如近无刺苍耳总苞长度较小、苞
刺较短且明显稀少、喙较短以及果实颜色为浅褐色
等特征，使其较易与其他苍耳区别。桂林、长沙两地
苍耳总苞长度超过２ｃｍ，苞刺长度超过０．４ｃｍ，是
典型的蒙古苍耳；而烟台和济南两地的苍耳，前者总
苞宽度达到０．８４ｃｍ，后者总苞长度达到１．８ｃｍ以
上，认为属于苍耳与蒙古苍耳之间的过渡类型。深
圳苍耳在形态上与其他产地的苍耳也有显著区别，
如总苞长度最小且长度和宽度的比值最接近，整体
形状上接近球形，此为其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性之
三。作者认为其有可能是新的栽培变种或新的登录
种，在未定种之前暂将其单独划为一型，称“深圳
型”。

３．５　种内变异　同种不同地区的苍耳果实栽培于
同一地点后，生长过程及植物形态也表现出一定的
差异，说明植物长期生长在某种生态环境下，形成了
自身固有的生长分化规律。异地栽培未能改变这种
规律，可能是植物长期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产生了
自身代谢、生长分化和遗传物质ＤＮＡ的改变。

３．６　数量分类研究　数量分类学是一门将数学、统
计学理论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用于生物以及一般事物

分类工作的科学，具体地说是“用数量方法评价有机
体类群之间的相似性，并根据这些相似性值把这些
类群归成更高阶层的分类群”［７］。对于种内变异的
研究采用居群比较合适，采用数量分类的聚类分析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这些居群间的亲缘关系，以
便进一步研究性状与生境环境及遗传相关的变异规

律［８］。

　　值得一提的是，近无刺苍耳为苍耳的一个变种，
但在形态上与原变种容易区分，而蒙古苍耳在特征
上与苍耳更为接近，不易区分。聚类分析结果将苍
耳与蒙古苍耳先聚为一类，后再与近无刺苍耳聚类
也证明了这一点。烟台苍耳和济南苍耳从果实的外
观性状上看属于苍耳和蒙古苍耳之间的过渡类型，
鉴定上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综合指标聚类结果可以
判定，烟台苍耳与蒙古苍耳特征更为相似，因此鉴定
为蒙古苍耳Ｘ．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济南苍耳与苍耳特征

更为接近，因此鉴定为苍耳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聚类树
系图中也可以看出，济南样品单独成一组，说明其与
其他居群的苍耳相似性低；烟台样品与其他２个居
群样品的相似性也较低。另外，深圳苍耳与国产苍
耳属３种１变种的特征均有较显著的差别，聚类分
析又单独聚为一类，说明其有可能是新的栽培种或
者新的登陆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形态学性状在传统分类中一直是最重要的分类
证据，因此我们对中国苍耳属２５个居群性状选取
上，首先选择了植株和果实比较重要的形态学性状，
其次选取了物候期的性状，将该属植物整个生长周
期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观察、记录与分析，获得了大
量第一手资料，为苍耳属植物的鉴别和分类修订提
供了依据。在本研究中，应用数量分类学方法将２５
个居群样本的２０个重要性状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和
聚类，分类结果与形态学观察得出的种间鉴别结果
基本相一致。对于聚类结果中对种内（类内）的分型
以及亚型，体现了苍耳种内变异的程度，单从药材性
状上看是无法准确加以分析和描述的。实际上，对
于苍耳属植物的数量分类，还可以利用组织构造特
征、化学成分相似性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但从

ＤＮＡ水平上对苍耳属植物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无疑
是种间分类和种内变异研究最重要的佐证。我们已
拥有进行这方面研究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样本，研
究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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