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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中国青藏高原青海省发现的十字花科( Cruciferae) 一个新归化属白芥属( Sinapis L． ) 。白芥 Sinapis alba
L．为一年生草本，国内多做引种栽培，青海尚未见报道。人为传播可能是白芥进入青海的主要原因。该植物具有一
定的经济和药用价值，且在西宁野外高海拔生境下生长良好，可考虑引种栽培;同时应防止其向野外扩散，以防影响
当地植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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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pis: a new naturalized genus in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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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apis，a new naturalized genus of Cruciferae in China，was discovered in Qinghai，Qinghai-Tibet Plateau，China． Sina-
pis alba L． is an annual herb and cultivated in most areas in China，however，there was no report in Qinghai before． The possible way
of it into Qinghai was anthropochory． Because of the value of economy and medicine，it could be cultivated in Qinghai based on the
well-growth in high-altitude wild field． At the same time，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tectit from going into the wild vegeta-
tion．
Keywords: Sinapis; Cruciferae; naturalized genus; Qinghai province

2013 年 9 月，笔者在青海省西宁市南山进行植被

考察时，发现一种十字花科 Cruciferae 陆生植物，形态

特殊，以前在青海从未见过( 如图 1) 。随即采集标本，

并在室内解剖鉴定，确认其为十字花科白芥属 Sinapis
的白芥 Sinapis alba Linnaeus。《青海植物志》并没有

收录该属植物［1］，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没有馆藏记录，

也没有查到白芥属在青海野生分布的文献记载，因此，

确定十字花科白芥属 Sinapis 的白芥 Sinapis alba Lin-
naeus 为青海地区新的归化属与种，现特予报道。
1 白芥属的形态特征［2，3］

一年生草本，具单毛; 茎直立，有分歧。叶羽状半

裂或深裂，下部叶有短柄，上部叶近无柄或无柄。总状

花序具多数花，果期延长，无苞片或下部花有苞片。花

常大; 萼片长圆形，近相等，基部不成囊状; 花瓣黄色，

倒卵形，具爪; 侧蜜腺棱柱状，常 2 裂，中蜜腺半球形;

子房圆柱形，具 4 ～ 17 胚珠，柱头近 2 裂。长角果短，

近圆柱形或线状圆柱形，具数个种子，每果瓣有 3 ～ 7
平行脉，喙长，有 0 ～ 9 种子，隔膜近膜质，有厚壁; 种子

1 行，球形，棕色，子叶对折。
与十字花科近缘属芸薹属( Brassica L． ) 相比，白

芥属的植物长角果的喙扁平，植株具单毛，而芸薹属的

植物的 长 角 果 的 喙 圆 锥 形，植 物 无 毛［4］。与 萝 卜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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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haphanus L． ) 相比，白芥属植物的花瓣黄色，而萝卜

属的植物花瓣白色或紫红色，常具深紫色脉纹［4］。
本属植物约 10 种，主产地中海地区，中国有 1 栽

培种，分布于辽宁、山西、山东、安徽、新疆、四川［2，3］。
青海地区首次观察到其野生生长记录，为该属归化新

纪录。

图 1 白芥野生生境中的植株外形及花、果实和种子的形态

Fig 1 The Structure of the plant morphology，flower，fruit and
seed of wild Sinapis alba L．

2 白芥的形态特征

白芥 别名: 胡芥、蜀芥、辣菜、白辣菜［3］

Sinapis alba L． Sp． Pl． 668. 1753; Boiss． Fl． Ori-
ent． 1: 395. 1867; O． E． Schulz in Engl． ，Pflanzenr． 70
( 4. 105) : 135. 1919; N． Busch in Kom． ，Fl． UＲSS 8:

468. 1939; Chater，Fl． Europ． 1: 339. 1964; Hedge in
Davis，Fl． Turk． 1: 226. 1964; Hedge in Ｒechinger，Fl．
Iran． 57: 38. 1968; Jafri，Fl． West Pakist． 55: 29. t． l．
f． 6. 1973; 东北草本植物 14: 51. 1980. ———Brassica
hirta Moench，Meth． Suppl． 84. 1802. ———B． alba
( L． ) Ｒabenh． Fl． Lusatica 1: 154. 1839; Boiss． Voy．
Bot． Midi de l，Esp． 2: 39. 1839; Hook． f． et T． Anders
in Hook． f． ，Fl． Brit． Ind． 1: 157. 1872; L． H． Bailey
in Gent． Herb． 1: 106. 1922 et 2: 267. 1930; 中药志

2: 180，图 114. 1959．

一年生草本，高达 75 ～ 100 cm; 茎直立，有分歧，具

稍外折硬单毛。下部叶大头羽裂，长 5 ～ 15 cm，宽 2 ～
6 cm，有 2 ～ 3 对裂片，顶裂片宽卵形，长 3. 5 ～ 6 cm，宽

3. 5 ～ 4. 5 cm，常 3 裂，侧裂片长 1. 5 ～ 2. 5 cm，宽 5 ～ 15
mm，二者顶端皆圆钝或急尖，基部和叶轴会合，边缘有

不规则粗锯齿，两面粗糙，有柔毛或近无毛; 叶柄长 1
～ 1. 5 cm; 上部叶卵形或长圆卵形，长 2 ～ 4. 5 cm，边缘

有缺刻状裂齿; 叶柄长 3 ～ 10 mm。总状花序有多数

花，果茎长达 30 cm，无苞片; 花淡黄色，直径约 1 cm;

花梗开展或稍外折，长 5 ～ 14 mm; 萼片长圆形或长圆

状卵形，长 4 ～ 5 mm，无毛或稍有毛，具白色膜质边缘;

花瓣倒卵形，长 8 ～ 10 mm，具短爪。长角果近圆柱形，

长 2 ～ 4 cm，宽 3 ～ 4 mm，直立或弯曲，具糙硬毛，果瓣

有 3 ～ 7 平行脉。喙稍扁压，剑状，长 6 ～ 15 mm，常弯

曲，向顶端渐细，有 0 ～ 1 种子; 种子每室 1 ～ 4 个，球

形，直径约 2 mm，黄棕色，有细窝穴。花果期 7 ～ 9 月。
中国仅 1 种即白芥，其与常见植物油菜、萝卜形态

相似，其区别在于白芥花瓣黄色，长角果的喙扁平，有

单毛; 油菜的喙圆锥形，无毛; 萝卜的花瓣白色或紫红

色，常具深紫色脉纹。
3 白芥的采集记录与评价

青海( Qinghai) : 西宁( Xining) ，南山( Nanshan) 山

顶，E36°36'39″，N101°46'03″，海拔 2374 m，生于干旱

的荒山 草 丛 中，2013 － 09 － 20，凭 证 标 本 号 为 S． L．
Chen( 陈世龙) Chen2013635 (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
主要伴生物种有阿尔泰狗娃花 Heteropappus altaicus，北

方枸杞 Lycium chinense，霸王 Zygophyllum xanthoxylon，

灌木亚菊 Ajania fruticulosa，木藤蓼 Polygonum aubertii，
多裂骆驼蓬 Peganum multisectum 等。

该种原产欧洲，在中国辽宁、山西、山东、安徽、新

疆、四川等地有引种栽培，青海省尚未见引种报道，而

且此 次 也 是 首 次 在 西 北 高 海 拔 地 区 发 现 其 野 生

种［2，3］。白芥进入青海的途径目前还不清楚，我们估

计人为传播的可能性最大。白芥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种子可供药用，有祛痰、散寒、消肿止痛、治疗哮喘作

用［5 － 7］; 全草可作饲料。同时白芥也是十字花科植物

重要育种基因资源［8］，在体细胞杂交［9，10］、抗病性［11］、
遗传连锁图谱构建［12］等方面研究较多。在西宁野外

分布的群体生长良好，植株健壮，说明其能充分适应西

宁的气候和环境，可以进行人工栽培。但其在西宁野

外生长强势，株高近 1 m，且冠幅较大，严重影响野生

生境下其他植物的生长，不利于高物种多样性群体的

构建，相关部门应密切注视，做好防治措施。
( 下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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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这可能因为黑米色素不耐 100 ℃ 以上的高温，结

构被破坏所致。
3 讨论

黑米，又称贡米，是中国重要的珍稀稻种，因其富

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钙、铁、锌、硒等矿物元

素［12，13］，备受消费者青睐。大量研究表明，黑米色素

为花青苷类色素，属植物多酚类化合物，具有降低冠心

病发病率、抗氧化和自由基清除效果［14］，因而研究和

开发利用黑米色素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国内

关于黑米色素的遗传基础已有报道［15，16］，但是由于黑

米色素结构及组成的复杂性，及材料处理、萃取剂筛

选、含量表示等方面的不同处理方法，所以前人研究的

结果也不尽相同。本试验以黑米为原料，采用单因素

试验，研究并确定了色素的最佳提取条件，为黑米色素

的开发和综合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

明: 黑米色素溶于水、乙醇、甲醇等溶剂，不溶于丙酮，

以无水乙醇为萃取剂，料液比按照 1 ∶ 8，萃取时间 60
min，萃取温度 80 ℃，提取效果最佳。

由于时间仓促，本文没有对试验提取的黑米色素

基因的遗传基础、色素的组成成分及抗氧化能力进行

探索，今后作者将根据优化工艺流程，研究黑米色素的

遗传结构及其对动物疾病干预的量效关系，为黑米的

开发和综合利用提供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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