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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种类鉴定及分布区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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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盐生肉苁蓉（Cistanche salsa （C. A. Mey.） G. Beck）为列当科肉苁蓉属寄生性草本植物，为目前已知寄主植物种类

最多的肉苁蓉属物种，也是我国西北地区传统常用中药材。为探明我国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种类及分布区域，本研究结合

DNA条形码鉴定和形态鉴别技术，对采集到的66份带有寄主根的盐生肉苁蓉样品进行分布区域分析和寄主植物种类鉴定。

结果表明盐生肉苁蓉在新疆及宁夏等地区海拔400~2000 m的区域分布广泛。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为菊

科绢蒿属聚头绢蒿（Seriphidium compactum （Fisch. ex DC.） Poljakov）和苋科滨藜属疣苞滨藜（Atriplex verrucifera Marsch. von 

Bieb.），塔城市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为苋科盐爪爪属里海盐爪爪（Kalidium cuspidatum Ung.-Sternb.）、疣苞滨藜和驼绒藜属驼

绒藜（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 （L.） Gueldenst.），该地区优势寄主植物为疣苞滨藜。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寄主植物为

聚头绢蒿、苋科驼绒藜属心叶驼绒藜（Krascheninnikovia ewersmanniana （Stschegl. ex Losinsk.） Grubov）和驼绒藜，吉木乃县寄

主植物为驼绒藜和聚头绢蒿。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寄主植物为苋科戈壁藜属戈壁藜（Iljinia regelii （Bunge） Korovin），巴里坤

县寄主植物为里海盐爪爪。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寄主植物为苋科碱蓬属囊果碱蓬（Suaeda physophora Pall.）。宁夏吴忠市

盐池县寄主植物为苋科盐爪爪属细枝盐爪爪（Kalidium gracile Fenzl）和合头草属合头草（Sympegma regelii Bunge），合头草为

该地区优势寄主植物。其中聚头绢蒿是我国新记录的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本研究为盐生肉苁蓉及其寄主植物保护和优良

品种选育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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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stanche salsa （C. A. Mey.） G. Beck is a parasitic herb of the genus Cistanche in the family 

Orobanchaceae， which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host plant species identified. I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monly used in northwest China. To clarify the distribution of C. salsa resources and the identify 

host plants， 66 samples of C. salsa with parasitic roots were analyzed using DNA barcoding and morp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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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 salsa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regions of Xinjiang and Ningxia 

municipality， at the elevation ranging from 400 to 2000 meters. Specifically， the host plants in Yumin County， 

Tacheng City， Xinjiang Municipality including Seriphidium compactum （Fisch. ex DC.） Poljakov 

（Seriphidium genus， Asteraceae） and Atriplex verrucifera Marsch. von Bieb. （Atriplex genus， 

Amaranthaceae）， the host plants in Tacheng County of Tacheng City including Kalidium cuspidatum 

Ung. -Sternb. （Kalidium genus， Amaranthaceae）， A. verrucifera and 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 （L.） 

Gueldenst. （Krascheninnikovia genus， Amaranthaceae）， among which A. verrucifera was the dominant host. 

The host plants in Habahe County， Altay City， Xinjiang Municipality including S. compactum， 

Krascheninnikovia ewersmanniana （Stschegl. ex Losinsk.） Grubov （Krascheninnikovia genus， 

Amaranthaceae） and K. ceratoides， the host plants in Jimunai County of Altay City including K. ceratoides and 

S. compactum. In Yiwu County， Hami City， Xinjiang Municipality， Iljinia regelii （Bunge） Korovin （Iljinia 

genus， Amaranthaceae） served as the dominant host plant， and the host plants in Barkol County of Hami City 

including K. cuspidatum. Besides， Suaeda physophora Pall （Suaeda genus， Amaranthaceae） was host plant in 

the plantation of Jumisar of Changji City in Xinjiang Municipality. Kalidium gracile Fenzl （Kalidium genus， 

Amaranthaceae） and Sympegma regelii Bunge （Sympegma genus， Amaranthaceae） were both host plants in 

Yanchi County of Ningxia Wuzhong region， with S. regelii being the dominant host. And S. compactum is a 

new recorded host plant of C. salsa. Collectively， this study provided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tection and 

breeding of C. salsa and its cultivated host plants in future.

Key words： Cistanche salsa；parasitic plant；parasitic；ITS

肉苁蓉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具有补肾阳、

益精血、润肠通便、延缓衰老等功效，素有“沙漠人

参”之称，是应用历史比较悠久的滋补类中药材，现

已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正式列入药食同源目录［1］。历代医药古籍记载的

肉苁蓉基原植物主要为盐生肉苁蓉［Cistanche 

salsa （C. A. Mey.） G. Beck］和肉苁蓉（Cistanche 

deserticola Y. C. Ma），常称荒漠肉苁蓉，其产地为陕

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新疆等省区［2］。《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1964年版（一部）收载肉苁蓉药材基原

植物为盐生肉苁蓉［3］，由于我国盐生肉苁蓉资源蕴

藏量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一部）

收载的肉苁蓉药材基原植物改为产量较大的荒漠肉

苁蓉［4］。目前，盐生肉苁蓉被我国新疆、宁夏、内蒙古

等地方药材标准收录，在民间广泛使用［5］。

肉苁蓉为全寄生性草本植物，其生长所需各种

营养物质与水分需要从寄主获取，并且其种子需要

在寄主植物根系分泌物刺激下才能萌发［6］。Press

等［7］研究表明寄主植物类型会影响寄生植物的化学

成分种类及含量。寄主植物种类也是《中国植物

志》肉苁蓉属植物的重要分类依据之一［8］。现代研

究发现荒漠肉苁蓉寄生于梭梭属（Haloxylon spp.）

和滨藜属（Atriplex L.）植物根部［9］，管花肉苁蓉寄生

于柽柳属（Tamarix spp.）植物根部，而盐生肉苁蓉具

有广寄生性，不仅寄生于苋科多个种属植物根部，

还 寄 生 于 向 日 葵（Helianthus annuus L.）、芦 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和芨芨

草（Neotrinia splendens （Trin.） M. Nobis， P. D. 

Gudkova & A. Nowak）等植物根部［10］，丰富的寄主

植物使得盐生肉苁蓉的生物学特征、化学成分种类

及含量出现了多样性变化，但目前关于盐生肉苁蓉

寄主植物的种类和分布范围尚不明确，仍然存在许

多疑点及争议有待解决。

目前肉苁蓉寄主植物的确定仍沿用传统植物

分类方法，即将肉苁蓉整株及其四周土壤全部挖

开，与其寄主根相连的植物即为肉苁蓉寄主植物。

因肉苁蓉寄主根多分布于地下 40~150 cm范围内，

这种鉴定方法在野外实施难度极大，不仅破坏植被

地貌，而且可能引起误判。DNA条形码鉴定是一种

利用生物体内DNA片段进行身份认证和物种鉴定

的技术，ITS序列是DNA条形码鉴定领域常用的序

列，通过分析 ITS基因的遗传信息，可以高效精准地

对待测物种进行分类鉴定［11］。本研究在野外大量

调查取样的基础上，结合待测样品形态特征描述和

DNA条形码鉴定结果，准确鉴别盐生肉苁蓉的寄主

植物种类，为肉苁蓉未知寄主植物鉴定提供思路和

方法，对肉苁蓉分类学及寄生生物学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也为盐生肉苁蓉及其寄主资源保护及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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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品种选育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盐生肉苁蓉分布区域调查与样品采集

盐生肉苁蓉的花期为4-6月，果期为7-8月。本

研究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共调研了新疆

塔城地区裕民县和塔城市，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和

吉木乃县，哈密市伊吾县和巴里坤县，昌吉州吉木萨

尔县及宁夏吴忠市盐池县等地区，主要采集盐生肉苁

蓉及连接肉苁蓉长约10~15 cm的寄主根（图1），取盐

生肉苁蓉鳞片和寄主根置于硅胶中干燥保存，同时

详细记录采样植株周围的伴生植物种类，供后续寄

主鉴定参考。本研究共采集到完整带寄主根的盐

生肉苁蓉样品66份，所有盐生肉苁蓉样品均经过了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陈君研究员的形

态特征鉴定和DNA条形码鉴定。凭证标本及照片

资料保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样品

详细采集信息见表1。

1.2　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鉴定

分别以采集到的盐生肉苁蓉寄主根为材料，采

用DNA条形码鉴定技术对寄主根进行分子鉴定，同

时参考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文献报道［12-17］，结合盐

生肉苁蓉采样植株周围植物种类，进一步溯源及确

定寄主植物种类。寄主根DNA提取方法参考刘玲

等［18］进行，利用荧光计测量提取的 DNA 浓度。针

对采集的寄主植物根样品，通过在 NCBI（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https：//www.

ncbi.nlm.nih.gov/）数据库内进行引物筛选，选取了

A：新疆裕民县盛花期盐生肉苁蓉及其寄主聚头绢蒿；B：新疆哈巴河县盛花期盐生肉苁蓉及其寄主驼绒藜；C：新疆伊吾县出土期的盐生肉苁

蓉；D：新疆巴里坤县出土期的盐生肉苁蓉

A： Cistanche salsa in full bloom and its host Seriphidium compactum in the Yumin county， Xinjiang； B： C. salsa in full bloom and its host 

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 in the Habahe county， Xinjiang； C： C. salsa in the exhumation stage in the Yiwu county，Xinjiang；D： C. salsa in the 

exhumation stage in the Balikun county， Xinjiang

图1　盐生肉苁蓉及其寄主植物形态特征

Fig.1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istanche salsa and their host plants

表1　盐生肉苁蓉采样信息表

Table 1　Sampling information table of Cistanche salsa

居群

Identity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来源

Origin

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

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

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

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

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

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

新疆哈密市伊吾县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

海拔（m）

Altitude

520.8

423.7

427.3

424.0

446.2

432.2

1160.7

1420.1

700.0

1500.0

采集时间

Acquistion time

2016/04/27

2017/05/07

2016/04/28

2017/05/23

2016/05/10

2016/04/30

2016/06/13

2017/05/20

2016/06/14

2017/05/21

2017/05/07

2015/06/14

份数

Counts

7

6

7

5

8

8

5

5

2

5

5

3

类型

Type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野生

栽培

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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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丰富多态位点的 ITS cpDNA片段，对所有样品

进行PCR扩增。

PCR 扩 增 ：PCR 扩 增 正 向 引 物 ITS5F（5'

-GGAAGTAAAAGTCGTAACAAGG-3'），反向引物

ITS4R （5'-TCCTCCGCTTATTGATATGC-3'）。PCR

反应体系为 25 μL，包含 25 mmol/L MgCl2 2 μL、

2.5 mmol/L dNTPs 2 μL、Taq DNA 聚合酶 1.0 μL、

10×PCR buffer 2.5 μL、2.5 μmol/L正反引物各1 μL、

模板 DNA 约 2μL，加 dd H2O 至 25 μL。扩增程序：

94 ℃变性5 min；94 ℃变性1 min，50 ℃退火1 min，

72 ℃延伸1.5 min （+3s/循环），35个循环；最后72 ℃

延伸7 min［19］。PCR扩增产物送交上海美吉生物公

司进行测序，测序结果在NCBI数据库中进行碱基

序列相似度比对分析，用于鉴定寄主根的植物

种类。

2　结果与分析

2.1　盐生肉苁蓉资源分布

盐生肉苁蓉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陕西、宁夏、甘

肃、青海、新疆等地，生长于砾漠、沙漠、盐漠等生

境，且多生长于地势平坦的荒漠中，海拔约为 400~

2000 m。调研发现盐生肉苁蓉在新疆分布区域的

地表植被稀疏，主要植被类型多为灌木或小灌木，

土壤类型以砾漠、盐漠等为主（图 2A~I），而在宁夏

盐池地区的生境主要以风沙土及红粘土等为主，植

被稀少（图2J）。野外调查发现，盐生肉苁蓉采挖痕

迹随处可见，且采挖过后留下的深坑致使寄主植物

根系暴露，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破坏。有些生于

灌木丛中不易采挖的盐生肉苁蓉，由于草场过度放

牧，往往也会被牛、羊等牲畜吃掉，植株不能正常开

花结实，致使盐生肉苁蓉资源蕴藏量急剧下降，陕

西定边等部分地区已经很难发现野生盐生肉苁蓉

植株，资源量极少。

2.2　寄主植物鉴定结果

通过DNA条形码技术对寄主植物进行鉴定，经

序列比对确定所采集的寄主植物包括 2科 7属 9种

植物，不同居群寄主物种NCBI比对结果见表2。研

究表明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S1和S2）盐生肉苁蓉

寄主植物包括菊科绢蒿属聚头绢蒿（Seriphidium 

compactum （Fisch. ex DC.） Poljakov）和苋科滨藜属

疣苞滨藜（Atriplex verrucifera Marsch. von Bieb.），

塔城市（S3）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主要为苋科盐爪爪

属里海盐爪爪（Kalidium cuspidatum Ung.-Sternb.）、

疣苞滨藜和驼绒藜属驼绒藜（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 （L.） Gueldenst）。新疆塔城地区3个采样

点共鉴定出12份疣苞滨藜，为盐生肉苁蓉在该地区

的优势寄主植物。调查得知疣苞滨藜为多年生草

本植物，主要分布于新疆，生于海拔1100~2900 m的

干旱山坡、荒漠草原、半荒漠草原、草甸、冲积平原

及干河谷地带，也见于林中空地或灌丛中，蒙古、

俄罗斯及北欧各国也有分布。新疆阿勒泰地区哈

巴河县（S4 和 S5）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包括聚头

绢 蒿 、驼绒藜属心叶驼绒藜（Krascheninnikovia 

ewersmanniana （Stschegl. ex Losinsk.） Grubov）和驼

绒藜，吉木乃县（S6）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包括聚头

绢蒿和驼绒藜。新疆哈密市伊吾县（S7）盐生肉苁

蓉 寄 主 植 物 为 戈 壁 藜 属 戈 壁 藜（Iljinia regelii 

（Bunge） Korovin）。戈壁藜为单种属，半灌木，新疆

全疆分布，在伊吾县、和硕县等地可形成大面积戈

壁藜纯群落，多见于海拔500~1600 m的山前洪积扇

砾石荒漠，但在盐生荒漠、河漫滩沙地、塔里木盆地

周围沙地及干旱山坡也有零星分布。新疆哈密市

巴里坤县（S8）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为盐爪爪属里

海盐爪爪。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博林种植基地

（S9）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为碱蓬属囊果碱蓬

（Suaeda physophora Pall.）。囊果碱蓬为半灌木植

物，主要分布于新疆北部、甘肃西部，生于戈壁及盐

碱化的山坡，因植株较大，可作为人工种植盐生肉

苁蓉的优选寄主植物。宁夏吴忠市盐池县（S10）盐

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为合头草属合头草（Sympegma 

regelii Bunge）和盐爪爪属细枝盐爪爪（Kalidium 

gracile Fenzl）。

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中鉴定出苋科植物47份，

其中驼绒藜属植物有 17份，该属 4个居群（S3~S6）

分布于新疆西北部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驼绒

藜主要分布于我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

等省区，生于戈壁、荒漠、半荒漠、干旱山坡或草原

中。心叶驼绒藜在我国仅见于新疆，生于半荒漠、

砂丘、荒地、田边及路旁等。

苋科盐爪爪属植物鉴定出 6 份样品，该属植

物分布最广，从新疆西北地区的塔城市、新疆东部

的巴里坤县到宁夏盐池县均有分布。里海盐爪爪

为小灌木，主要分布于新疆东北部，生于低洼盐碱

滩地及盐湖边，在新疆巴里坤县为优势寄主，是我

国西北荒漠地带的非地带性植物类型。细枝盐爪

爪为小灌木，分布于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等省区，生长在河谷碱地、芨芨草滩及盐

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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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1（新疆裕民）生境；B：S2（新疆裕民）生境；C：S3（新疆塔城）生境；D：S4（新疆哈巴河）生境；E：S5（新疆哈巴河）生境；

F：S6（新疆吉木乃）生境；G：S7（新疆伊吾）生境；H：S8（新疆巴里坤）生境；I：S9（新疆吉木萨尔）生境；J：S10（宁夏盐池）生境

A： S1 （Xinjiang Yumin） habitat； B： S2 （Xinjiang Yumin） habitat； C： S3 （Xinjiang Tacheng） habitat； D： S4 （Xinjiang Habahe） habitat； 

E： S5 （Xinjiang Habahe） habitat； F： S6 （Xinjiang Jimunai） habitat； G： S7 （Xinjiang Yiwu） habitat； H： S8 （Xinjiang Balikun） habitat；

I： S9 （Xinjiang Jimusar） habitat； J： S10 （Ningxia Yanchi） habitat

图2　盐生肉苁蓉分布区域生境概况

Fig.2　Habitat profile of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Cistanche sa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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苋科合头草属鉴定出2份植物样品，为单属种。

合头草俗称黑柴，半灌木，为宁夏盐池居群的优势

寄主植物，在我国甘肃西北部、青海北部、宁夏、内

蒙古西北部及新疆东疆和南疆均有分布，常形成单

优势种群落。合头草喜生于海拔1200~2100 m的洪

积扇砾质荒漠、轻度盐化荒漠及山地干旱荒漠，在

昆仑山北坡可分布于海拔 2600~2900 m范围内，生

境土壤中砾石化很明显。

菊科绢蒿属植物共鉴定出 6份样品，该属在我

国有 186 种，44 变种，其中新疆分布 47 种。其 ITS

序列与 NCBI 数据库中多种绢蒿属植物序列相似

度接近，但当时未能准确鉴定到物种，后经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高天刚教授对植物样品进行了形

态 鉴 定 ，确 定 为 菊 科 绢 蒿 属 植 物 聚 头 绢 蒿

［Seriphidium compactum （Fisch. ex DC.） Poljakov］，

此寄主植物为盐生肉苁蓉在我国发现的新记录寄

主植物。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DNA条形码鉴定技术对采集到的

66份盐生肉苁蓉及寄主植物进行序列比对分析，发

现新疆地区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主要包括聚头绢

蒿、疣苞滨藜、驼绒藜、心叶驼绒藜、戈壁藜、里海盐

爪爪、囊果碱蓬等；宁夏吴忠地区的寄主植物主要

为细枝盐爪爪和合头草等。结果表明盐生肉苁蓉

在我国分布广泛且寄主较多，不同分布区域盐生肉

苁蓉对寄主的选择存在差异，可能是受环境和寄主

植物的生长影响［10，20］。新疆塔城地区盐生肉苁蓉居

群S1、S2和S3均位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北

部，该区域气候偏冷，盐生肉苁蓉植株肉质茎为圆

柱形，花筒直立，裂片深紫色，大苞片三角形，居群

S1、S2和S3外观形态上相似性较大，寄主为聚头绢

蒿、疣苞滨藜和驼绒藜。但哈密地区盐生肉苁蓉S7

居群位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部，该地区生境

恶劣，土壤类型为砾石戈壁，其肉质茎含水量低，形

状不规则，植株较小，寄主植物为戈壁藜。造成同

种不同形态特征的原因是两地受到新疆博格达等

山脉阻隔，导致这些居群间呈斑块状分布，在长期

进化过程中形成各居群特有的遗传结构。盐生肉

苁蓉及其寄主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对该物种生存及

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盐生肉苁蓉在新疆各地均有分布，以北疆分布

表2　盐生肉苁寄主植物 ITS序列比对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ITS sequence alignment of host plants of Cistanche salsa

居群

Identity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NCBI登记号

Registration 

number

KX581815.1

HM587575.1

HM587575.1

KX133025.1

HM587575.1

AM849239.1

KX581815.1

AM849249.1

AM849239.1

AM849248.1

AM849248.1

KX581815.1

HM131635.1

KX133025.1

AY556435.1

KX133088.1

EF453510.1

中文名

Chinese name

聚头绢蒿

疣苞滨藜

疣苞滨藜

里海盐爪爪

疣苞滨藜

驼绒藜

聚头绢蒿

心叶驼绒藜

驼绒藜

心叶驼绒藜

驼绒藜

聚头绢蒿

戈壁藜

里海盐爪爪

囊果碱蓬

细枝盐爪爪

合头草

科

Family

菊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菊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菊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苋科

属

Genus

绢蒿属

滨藜属

滨藜属

盐爪爪属

滨藜属

驼绒藜属

绢蒿属

驼绒藜属

驼绒藜属

驼绒藜属

驼绒藜属

绢蒿属

戈壁藜属

盐爪爪属

碱蓬属

盐爪爪属

合头草属

拉丁名

Latin name

Seriphidium compactum

Atriplex verrucifera

Atriplex verrucifera

Kalidium caspicum

Atriplex verrucifera

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

Seriphidium compactum

Krascheninnikovia ewersmanniana

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

Krascheninnikovia ewersmanniana

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

Seriphidium compactum

Iljinia regelii

Kalidium caspicum

Suaeda physophora

Kalidium gracile

Sympegma regelii

份数

Counts

1

4

6

1

2

2

3

2

7

1

5

2

6

4

4

1

2

相似度（%）

Similarity

99

100

100

99

100

100

99

100

100

100

100

99

99

99

100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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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广泛，但其资源量少，喜生于干旱、疏松的砂质

性荒漠盐碱地［21］。广寄生植物对寄主植物的依赖

程度较专性寄生植物弱，对寄主植物的养分索取较

少，寄主植物次生代谢物质对寄生植物可能带来的

毒害作用较弱，这可能是盐生肉苁蓉分布广及寄主

植物多的主要原因之一［22］。调研中发现盐生肉苁

蓉野生资源在我国的分布正不断减少，陕西省定边

等地区已经很难采到野生盐生肉苁蓉。掠夺式采

挖对其寄主植物也带来很大灾难，这些寄主植物大

多为戈壁砾石荒漠的重要建群植物，对盐碱土壤改

良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盐生

肉苁蓉为名贵药材，多年的滥采滥挖导致其资源蕴

藏量较低，现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国家明

令禁止采挖野生肉苁蓉。当前多地区已开展荒漠

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及其寄主植物的人工种植，已

具有一定种植规模［23-24］，但盐生肉苁蓉的人工种植

面积极少，仅在新疆吉木萨尔县有小面积以囊果碱

蓬作为寄主植物进行探索性种植。本研究发现盐

生肉苁蓉寄主囊果碱蓬分布广泛，生于戈壁及盐碱

化的山坡，因其植株较大，能够给盐生肉苁蓉提供

较为充足的营养物质，可作为人工种植盐生肉苁蓉

的优良寄主进行选育。

Hřibová 等［25］通过大量研究表明 ITS 序列可以

用于被子植物的物种鉴定，解决科内不同等级的系

统发育和分类问题，因此 ITS序列在物种鉴别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对盐生肉苁蓉寄主

植物的分析表明，ITS序列用于植物鉴定具有较高

的准确性。本研究寄主植物类型与文献报道的盐

生肉苁蓉寄主基本吻合，分布区域也与样品采集区

域一致［10］。另外，本研究中通过 ITS序列相似度比

对，结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天刚教授对植物

样品的形态鉴定，发现了盐生肉苁蓉新记录寄主植

物聚头绢蒿。但目前我国许多植物种质资源的序

列资料以及相关研究相对缺乏，在分子鉴定和系统

发育研究等方面尚存较大空白，所以此次寄主植物

鉴定结果还需结合形态鉴定进一步完善，对于本研

究中分子鉴定尚未确定种类的13份寄主植物，后续

将对其植物标本做详细的形态鉴定以及进行再次

野外采集鉴定，以弥补分子鉴定资料的不足。本研

究通过野外形态调查和DNA条形码分子鉴定，明确

了新疆和宁夏不同居群的盐生肉苁蓉寄主植物种

类和分布区域，为盐生肉苁蓉及其寄主植物资源保

护、人工栽培以及优势寄主品种选育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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