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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amounts of plant branches and leaves were unear thed from Tomb No. 303 at

Dasikong Village, Yinxu excavated in 2004. These plant rem ains were put around t he r im o f a bronze

Zun vessel. A fter careful sample recover ing , they are subject t o morpholog ica l and molecular gene tics

studies. T 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plant remains w ere that o f rosthorn bitter sweet ( Cel as trus

ros thornianus L oes ) w hich be longs to St aff v ine ( Celastr us ) Genus, Celas traceae Family . T he reasons

w hy this kind of plant w as bur ied in the tomb w ould be that t he people of the Shang Dynasty have known

it s medical function, or t hat these branches and leaves w ere used to cover the grave goods. T hat they

could be preserved t o the present would b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taphonom ic env ironment and their own

com ponents.

前 言

大司空遗址是殷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

发掘为研究殷代墓葬的分期和陶器组合提供

了十分重要的资料。2004年春夏, 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豫北纱厂早

年所建厂房所在地点进行了补充发掘, 共清

理房基 70余座,灰坑、窖穴和水井近 500座,

墓葬 480余座,车马坑 4座,获得了大批有价

值的遗物。其中 2004AST 1418M 303(简称

M303)保存完整, 是此次发掘中出土遗物最

为丰富的一座墓葬。M303与 M 225为异穴

并葬墓, 位于 M 225东侧 2米处, 长方形竖

穴墓,葬具有棺和椁。有殉人和殉狗,随葬品

丰富。椁内棺北侧是主要随葬品放置区, 包

括所有的青铜礼器、大部分青铜兵器和大批

陶器。其中大部分青铜礼器放在棺东北一

隅, 其中一件折肩尊(腹内有一件铜觚)放在

椁室东北角
[1 ]
, 在口部有叠压在一起呈薄饼

状的数层植物枝叶(图一) , 枝条平行地朝一

个方向放置(图二) ,厚度约 1厘米。枝叶颜

色为浅褐色, 叶片很薄且柔软, 已失去原有

的强度和张力, 稍一用力就会破碎, 但叶片

构造特征清晰可见。

一、出土叶片的取样

我们用木签和薄刀片将叠在一起的叶

片轻轻拨开, 取到了几片较完整的叶片, 结

构特征清晰。较大的叶片难取完整, 取得个

体都较小。此外, 还取到了一些保存着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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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枝叶在折肩尊口上摆放的情况

图二 枝叶平行放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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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出土植物叶片和小枝特征

图三 叶片标本一

图四 叶片标本二

图五 叶片标本三

图六 叶片标本四

着生方式的小枝。

二、研究方法

(一)出土叶片的形态学研究

首先用尺子量测叶片的长、宽和叶柄的

长度, 记录 4个叶片标本的叶形、叶尖、叶

缘、叶基的形状及叶脉种类 (表一) , 并进行

拍照(图三~ 六)。同样,对取到的小枝进行

记录和拍照(图七)。

四件标本的主要特征大致相同,叶缘皆

具稀疏浅锯齿, 叶脉为网状脉,叶尖渐尖,叶

基楔形。仅叶形一项不同,标本三为倒卵状

披针形特, 其他为椭圆披针形。四枚叶片大

小和叶柄长度略有差异。鉴于同种植物的叶

形会稍有变化而主要特征相同,断定出土叶

片属同一种植物。需要说明的是没有取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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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片叶片多是倒卵状披针形。

标本五为小枝,从小枝上可以看到叶片

的着生位置为互生叶序。叶序是指叶在枝上

的排列方式, 有互生、对生、轮生和簇生四

种。互生叶是指一个叶着生于每一节的一个

面, 而其上或其下的一个叶着生于节的另一

面。(标本五)。

(二)出土叶片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1 DNA的提取 试验参照王关林等提

取和检测基因组 DNA 的方法
[2 ]
进行, 并进

行了如下修改:将叶片研磨成粉末并迅速装

入 5毫升的离心管中, 加入 1毫升氯化钠、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核

分离缓冲液, 在温度 4度、5000转/ 分钟的

离心机里分离 5分钟,进行 2次。弃去上清

液, 加入 3毫升、温度为 65度的 3%十六烷

基三甲基溴化铵 DNA 提取液。抽提时加入

等体积的氯仿/ 异戊醇/ 无水乙醇 ( 24/ 1/

16) , 重复抽提操作 2次。

2 引物合成 试验参照翟焕趁等、王

奇志等、泰博莱特 ( T aberlet ) 对多种植物核

糖体 DNA 的内转录间隔区序列和 tRNA

基因编码间隔区内含子的研究
[ 3]
, 各合成 3

对引物(上海生工合成) ,经过多聚酶链反应

( PCR) 筛选, 最终确定核糖体 DNA的内转

录间隔区序列和 tRNA 基因编码间隔区内

含子的各一对特异引物。

引物序列 : t rnL CGAAATCGGTA

GACGCT ACG(第一对引物的上游序列)

tr nF ATT T GAACTGGTGACACGA

G(第一对引物的下游序列)

ITSF T CCGTAGGT GAACCTGCGG

(第二对引物上游序列)

ITSR TT CCTCCGCTT ATT GATAT

GT TAAACT C(第二对引物的下游序列)

反应体系为 2 5微升 10倍PCRBuf fer、2

微升MgCl2、2微升dN TPs、1微升上、下游引

物( 10微摩尔/升)、1微升DNA模板、0 2微升

Taq酶 5单位/升, 加灭菌超纯水后总体积为25

微升。

在多聚合链式反应仪中反应程序为: 第一

步: 1个循环, 在温度 95度下变性 5分钟; 第二

步: 35个循环, 94度下变性 30秒, 48度下复性

30秒, 72度下延伸120秒; 第三步: 1个循环,

72度下延伸 10分钟。然后将反应产物点入

2 0%琼脂糖凝胶中, 在110伏下电泳 40分钟

观察反应结果。

3 目的片段的回收和重组 把 PCR扩增

得到的目的片段利用胶回收试剂盒, 从琼脂糖

凝胶上回收, 连接于pMD18 T 载体, 在16度

温度下放置 4小时。转化到DH5 大肠杆菌感

受态细胞中, 涂布于含有安苄选择培养基的平

板上,震荡培养。然后,在 24小时内挑选阳性克

隆接种到含安苄的液体培养基中震荡培养。最

后, 直接吸取阳性克隆培养液1微升作为模板,

按照上述引物合成中 PCR反应体系进行扩

增。

4 目的片段的测序及分析 对含有目的

片段的重组质粒菌液进行测序。对测序结果进

行初步分析,推导外显子编码的氨基酸序列,利

用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 CBI) 中序列

对比搜索引擎BLAST 进行了同源性比对。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分子遗传学研究结果

1 多聚酶链反应 ( PCR) 产物的扩增和

克隆 根据已有的几种植物的核糖体 DNA

图七 小枝标本(箭头指的位置为叶子存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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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样品 ITS 和 t rnF 同源基因片段的 PCR 扩增

图九 样品 IT S和 t r nL- trnF 同源基因片段的菌落

PCR 扩增

图一 样品 ITS 和 t rnL - trnF 同源基因片段
BLAST 搜索结果

的内转录间隔区 ( IT S) 序列和 tRNA 基因

编码间隔区( t rn) 内含子基因片段各筛选出

一对特异引物, 利用 PCR技术从样品的全

DNA 中分离得到核糖体 DNA 的内转录间

隔区 ( ITS) 序列和 tRNA基因编码间隔区

( t rn) 内含子的基因片段。各扩增出一条长

度约为 700碱基对 ( bp) 和 400碱基对 ( bp)

的 DNA 片段(图八)。

多聚酶链反应 ( PCR) 产物纯化后直接

与 pMD18 T 载体连 接 , 采用氯化钙

( CaCl2) 法制备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 连接

产物 8微升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 取

100微升菌液涂布于含 5 溴 4 氯 3 吲哚

D 半乳糖苷和异丙基 D 硫代半乳糖

的筛选培养基 (含氨苄青霉素) 平板, 37度

温度下培养 24小时后挑取几个白色菌落分

别接种于加有氨苄青霉素 50微克/ 毫升的

Lur ia Bertani( LB) 液体培养基中, 37度温

度下培养至对数生长后期。重组质粒进一步

采用多聚合链式反应( PCR)法筛选,反应体

系同前。图九为样品核糖体 DNA 的内转录

间隔区 ( IT S) 序列和 tRNA 基因编码间隔

区( tr n) 内含子同源基因片段的菌落多聚合

链式反应( PCR)扩增图。

2 目的基因序列分析 通过多聚合链

式反应( PCR) ,扩增出了一条长度为 610碱

基对的核糖体 DNA的内转录间隔区( IT S)

序列片段和一条长度为 385碱基对的 tR

NA 基因编码间隔区 ( t rn) 内含子基因片

段。

利用序列对比搜索引擎 BLAST 工具

搜索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基

因数据库, 进行序列比较。核糖体 DNA的

内转录间隔区 ( IT S) 序列的搜索结果显示

样品的序列与千屈菜科 ( Lythraceae) 的十

种已知植物的同源性在 85% ~ 74%之间 ;

tRNA 基因编码间隔区 ( t rn) 内含子的结果

显示样品的序列与卫矛科( Celast raceae)的

24 个属中 87 个种已知植物的同源性在

77%~ 65%之间(图一 )。

通过上述两项比对, 试验的搜索结果是

出土植物应为千屈菜科 ( Lythraceae) 或卫

矛科( Celast raceae)。

(二)形态学研究结果

在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又

基于小枝和叶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鉴

定。

分子遗传学的鉴定结果认为植物叶片

属于千屈菜科或卫矛科。千屈菜科叶片具有

如下特征: 叶对生, 叶片的边缘为全缘(叶缘

成一连续的平线,不具任何齿和缺刻) , 无托

叶。由于出土植物叶片的叶缘具稀疏浅锯

齿,叶互生,所以不是千屈菜科的叶片。卫矛

科有互生叶,而且叶缘具锯齿。因此,出土植

物应该属于卫矛科。卫矛科植物南蛇藤属短

梗南蛇藤, 是单叶互生;叶柄长 5~ 15毫米;

叶片倒卵状披针形或椭圆披针形, 长 4~ 11

厘米, 宽 3~ 6厘米, 叶尖渐尖,叶基微楔形,

叶缘具稀疏浅锯齿 [4 ](图一一)。短梗南蛇藤

的叶片与标本叶片特征相同 , 因此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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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短梗南蛇藤的枝叶
(引自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科学出版社, 2002)

M303出土植物为短梗南蛇藤 ( Celast rus

rosthornianus Loes )。

四、讨 论

(一)关于研究方法

传统的植物系统与分类, 不管其为何种

学派,其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分类群的性状

分析基础上, 无论这些性状是来自形态学、

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还是植物化学都是

表现型。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来看, 表现型的

差异归根结底应追溯到基因型的差异, 即在

DNA 序列上的差异, 而对基因序列差异的

比较研究无疑为植物系统与进化提供最直

接的证据,也是植物分类的依据 [5 ]。所以,我

们采用传统的形态学方法与分子遗传学方

法同时对出土叶片进行研究, 极大地提高了

鉴定的准确率。

在分子遗传学研究中, 选用了 ITS 和

t rnL trnF 这两个比较常用的基因片段, 对

植物进行初步的系统分类查找。一些研究表

明, t rnL trnF 非编码区在一定分类水平上

适用于系统关系重建,如近缘科间、亚科间、

族间或属间 [ 6],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一区

域的序列变化并不足以解决种间关系。而在

被子植物中, IT S区既具有核苷酸序列的高

度变异性又有长度上的保守性,说明这些间

隔区的序列很容易在近缘类群间排序, 而且

丰富的变异可在较低的分类阶元上 (如

属间、种间) 解决植物系统发育问题。在

分 子 遗 传 学 研 究 中 , 选 用 IT S 和

tr nL tr nF 这两个比较常用的基因片段,

对出土植物进行系统分类查找 , 既考虑

了近缘科间、亚科间、族间又考虑了属

间、种间的变异。

(二)古人随葬枝叶的用意

短梗南蛇藤是藤本灌木, 高可达 7米。

花雌雄异株; 雄花序顶生及腋生, 3 7花, 花

黄绿色; 雄花具杯状花盘, 雄蕊着生于花盘

边缘, 退化雌蕊短柱状;雌花有退化雄蕊,子

房与杯状花盘离生, 花柱细长,柱头 3列、每

列 2叉分枝,蒴果近球状,径约 1厘米。种子

3~ 6颗, 具橙红色假种皮, 具有观赏特性。

根皮可入药, 具有清热解毒, 祛风除湿功

能。该植物产于甘肃、陕西西部、河南、安徽、

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福建、广

东、广西、云南,生于海拔 500~ 1800米的环

境中 [7 ]。近年来从南蛇藤属植物中得到了多

种 二氢沉香呋喃型倍半萜和 f riedlane等

型三萜, 其中一些具有昆虫拒食、抗肿瘤和

细胞毒活性 [ 8]。

大司空 M303内的敞口折肩尊的口部

盖有数层短梗南蛇藤植物枝叶,可能有如下

两种原因。

首先, 在大司空文化时期, 古代人类有

可能认识到短梗南蛇藤的药用价值。

在距今 8000年前后的浙江萧山跨湖桥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一件绳纹小陶釜

( T 0411∀A # 25) , 内盛有一捆形状相近的

植物茎枝, 枝长约 5~ 8厘米 , 单根直径

0 3~ 0 8厘米, 共 30余根。陶釜外壁有烟

熏火燎的痕迹, 发掘者认为煎煮的可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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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 [9 ]。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期墓葬随葬

品标本 04号罐内, 除有豆科草木樨的种子

外, 还夹杂着小枝和小碎木块, 草木樨可药

用,有清热解毒之效 [ 10]。在属于周文化范畴

的高家堡戈国一到四号墓, 在敞口的簋、

等器物内, 沙参叶似原覆盖于部分器物之

上, 在有盖器物卣上粘附着沙参叶
[11 ]

, 沙参

具有药用价值,上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

的材料或可说明古人很早就懂得用药。因

此, 大司空文化时期古人认识到短梗南蛇藤

的药用价值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覆盖随葬器物。

 说文! (段注本) : ∃ , 鼎覆也。从鼎,

冖、冖亦声%。段玉裁 注!: ∃此九字各本无。

以 篆 ,解牛头马脯而合之,今补正。 见

 礼经!, 所以覆鼎, 用茅为之, 今本作 , 正

字也。&&古者覆巾谓之 , 鼎盖谓之 ,而

 礼经!时亦通用。%

 说文 鼎部!: ∃ ,以木横贯鼎耳而举

之。从 ,冂声%。 周礼!: ∃庙门容大 七 ,

即易玉铉大吉也。% 仪礼 士昏礼!: ∃设扃
。%郑玄 注!: ∃ , 覆之。% 玉篇 鼎部!:

∃ , 覆樽巾也。又 盖也。%在大司空 303

号墓随葬品敞口折肩尊的口部,有数层叠压

在一起的植物枝叶,这些枝叶都是细嫩的小

枝,有可能起布巾的作用,覆盖随葬器物。

(三)枝叶的保存情况

发掘者在发掘时发现墓葬中只有折肩

尊上的叶片新鲜如初,周围的其他植物遗存

都已经炭化。叶片的长期保存,是由于叶片

本身固有的化学成分具有防腐作用,还是由

于墓葬中的环境使植物枝叶能长期保存,值

得进一步探讨。

五、结 论

通过对 303号墓敞口折肩尊口部的植

物枝叶进行分子遗传学和形态学两方面的

研究, 我们认为, 该植物枝叶属于卫矛科南

蛇藤属短梗南蛇藤 ( Celast rus rosthorni

anus Loes )。药用植物短梗南蛇藤的发现,

对于研究我国医药卫生史、民俗和礼仪以及

现代医药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 本研究得到了科技部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编号: 2006BAK 21B02)资助。

本文覆盖随葬器物部分承蒙冯时研究员的

帮助,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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