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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植物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一部分，最初它只是
人类的“敌人”，但一代代的生命代价，终于使人类在
人、毒关系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仅积累了大量辨
别有毒植物的知识，而且开始在食用、渔猎(用于箭毒和
毒鱼料)、医药和宗教(用作迷幻剂，主要集中在大麻和
毒蕈类)等领域利用有毒植物。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食
用方面的讨论。 

 
一、有毒植物的概念 

 
    有毒植物，一般是指人和动物食用后会引起中毒现
象，严重者导致死亡的植物，也包括人、动物的皮肤、
粘膜接触其汁、皮、叶及果后，产生痒痛、红斑等症状
的植物(有些植物，如鱼腥草等，有刺激性气味，人闻后
会产生厌恶感，但不引起中毒症状。这类植物，一般不
归入有毒植物)。 
    按照生物学系统分类，植物包括菌、苔藓、蕨、裸
子植物和被子植物五大类群。菌类植物真菌门下的蕈类
(俗称蘑菇)，有毒者约有100种，大约占蕈类的10％。苔
藓植物有25，000种左右，蕨类有12，000种左右，虽然
数量巨大，但有关它们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目前只知风
尾蕨等几种是有毒的。裸子植物多为常绿树木，常组成
大面积的森林，包括苏铁、松柏、紫杉、买麻藤4纲，约
70属700种，但仅有东北红豆杉等少数几种有毒。东北红
豆杉的果、茎皮、叶含紫杉碱，食后可致死。被子植物
即有花植物，包括乔木、灌木、藤本、草本，是现代植
物中最繁茂和分布最广的一个类群，约有300余科，25
0，000种，占植物种的一半以上，绝大部分的有毒植物
均属于被子植物。但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有毒植物，至今
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Duke说世界上约有1，000种植物
含有毒成分，Arehart-Treiehel估计有数千种，Gadd记
录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938种有毒植物，1987年出版
的《中国有毒植物》(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有
毒植物的专著)，则收集了约1300种分布于中国的有毒植
物。(1) 
    中国有毒植物的种类和资源都很丰富，其地理分布
与我国植被区域有密切的关系。有毒植物多集中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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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和热带雨林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
云南、四川和华南地区的广西、广东以及福建等省区。
有毒植物主要分布在杜鹃花科、茄科、毛莨科、天南星
科、大戟科、马桑科、豆科、夹竹桃科和百合科，以杜
鹃花科的杜鹃花属和毛莨科的乌头属中最多。 
    有毒植物，通常并不是它的每个组成部位都有毒，
一般只有其中的1—2个部位有毒，食用时只要避开这些
部位就行了。例如，蔷薇科中的杏、枇杷、苹果、樱
桃、李、梨、桃、梅等多种水果，是人类最主要的水果
来源，果肉鲜美且完全可安全食用，但种仁、叶、花
芽、树皮等部位大多含有苦杏仁甙，不能食用。因为苦
杏仁甙是最常见的氰甙，可水解生成氰氢酸，人食后易
引起中毒。(2)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就有杏核仁
“有毒……杀狗毒……其一核两人(即仁)者害人，宜去
之”(3)的记载，宋·周密《癸辛杂识》“杏仁有毒”条
则有“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须煮令极熟中心无白为
度，方可食用，生则能杀人。凡煮杏仁汁，若饮犬猫立
死。’”(4)的记载。又如，甜瓜味香美，但瓜蒂有毒不
可食，主要毒素为葫芦苦素和甜瓜毒素(即喷瓜苦素)，
主要中毒症状为剧烈呕吐，腹泻，严重者会因循环衰
竭、呼吸麻痹而死亡。(5) 
    许多植物经栽培驯化后，毒性会减弱。例如，野生
苦杏核仁中所含的苦杏仁甙达1—5％，最高可达7.9％，
栽培甜杏核仁中所含的苦杏仁甙只有0.11％左右。(6)因
为野生植物得靠一些特殊的成分(包括有毒威分)来保护
自己的种子，如果没有这类自然的化学保护就很难生存
下来。热带的大量木本科植物，要不是种子里含有氰化
物，90％以上的种子都会被象鼻虫吃光。菜豆也是靠富
含有毒的氰化盐，才保住它高蛋白的种子免遭禽兽之
口。(7)而栽培植物因为有人的干预和照顾，其野生祖先
用于御敌的苦涩味、怪味及毒性会逐渐丧失。从而更适
合人的食用和口味。 
    不同生长期的植物，毒性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例
如，甜杏仁中苦杏仁甙的含量，在开花后会逐渐增加，2
个月以后达0.02—0.052％，此时不可食，但此后又转而
逐渐减少，到杏果成熟时仅存0.0135—0.0186％，成为
可少量食用的食品。(8)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在幼苗期含
有有毒的氰甙，未成熟的蚕豆也含有毒成分，但成熟时
均无毒或只有含量极低的微毒，可安全食用。荞麦是中
国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谷实无毒，但开花时有
毒，历史上曾因春荒饥食荞麦花而屡酿惨祸。清·魏源
《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一诗对此就有详细的记
述，“中野种养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秀，三月花
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
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
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遂成坟。明年土依然，春风吹麦
新。勿食荞麦花，复作坑中人。”(9)马铃薯全株有毒，
未成熟或发芽的块茎和果毒性较大，尤其在芽及芽孔周
围毒素含量比正常块茎高5—6倍，可达0.025—0.06％，
有时高达0.43％，幼芽、叶和嫩枝中的含量更高，毒性
成分为茄碱，但成熟马铃薯中的茄碱含量极微，只有0.0
05—0.01％，不致引起中毒。(10) 
    因土壤、气候条件不同，同一种植物在不同地区的
含毒量有时也会不一样。如原产巴西等南美洲地区的木
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有毒成分氢氰酸的含
量，就常因栽种季节、土壤、肥料、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而有差异。据测定，新种木薯地所产块根并于当年收获
时，其氢氰酸含量比连种两年土地上所产块根并在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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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收获者要高些。(11)因此，木薯最好是种在老木薯地
上，并在过冬后再挖收。石蒜科的石蒜(Lycoris radiat
a Herb．)，含有石蒜碱等有毒成分，广西产的含量高，
毒性大，苏北及上海产的含量就较低。(12) 
    同种有毒植物的不同品种，在毒素含量上有时也会
不一样，应尽可能选用毒素含量低的品种。例如，广
东、福建的木薯有红茎、青茎两种，青茎的氢氰酸含量
就要稍高于红茎。(13)又如，栽培的甜杏，其核仁所含
苦杏仁甙很少，只有0.11％左右，可用于炒制消闲食品
杏仁干，榨取食用杏仁油，或作为蛋白质的生产原料。
野生的苦杏，其核仁所含苦杏仁甙较多，可达1—5％，
味苦，误食者极易引起中毒，因此只供药用。(14)台湾
学者李亦园1955年在调查台湾Et月潭附近的邵族时，发
现他们所种的树薯可分为红、白和黑枝三种，除红树薯
偶尔供人食用外，白树薯和黑枝树薯的外层都有毒，大
多磨成粉或刨成小条以饲猪。(15) 

有些植物只含有微量的有毒成分，大量食用时才会
引起中毒。云南是世界杜鹃花科杜鹃花属植物的分布中
心，共有310种，当地民族传统食用的杜鹃花属植物至少
有15种。其中大白花杜鹃(Rhododendron decorum Franc
h．)是最常用的一种。大白花杜鹃别名大白花、羊角
菜、白花菜、白豆花，花和叶有小毒，经过煮、浸后可
鲜食或腌渍为菜，但往往因腌渍或漂洗煮沸除毒不够或
食用过量而致中毒。(16)荔枝、桔子等过量食用也会造
成中毒症状。例如，广东南部及海南岛地区在荔枝收获
高峰期经常会发生的“荔枝病”，就是因为大量连续食
用荔枝引起的突发性低血糖症。荔枝果实所含的丰富果
糖，进入人体后，很快就会溶入血液，但是和易于消化
吸收的葡萄糖不一样，果糖需要经过肝脏内一系列的转
化酶催化分解为葡萄糖后，才能被身体吸收利用。如果
突然有过多的果糖进入血液，肝脏内的转化酶一时难以
应付，果糖就会充斥于血液内，从而引发暂时性的低血
糖症，严重时可致人死亡。同理，大量连续食用香蕉、
柿子、苹果、梨、杏、桃、李等水果，也会引起类似的
症状。(17) 

 
二、有毒植物的识别 

 
    对野生植物的采食几乎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只
是越早期的人类对其越依赖而已。云南少数民族的一首
古歌就形象地说明了早期人类以野生植物为生的情景，
“爬上高山，摘背野果回家来，剥剥过一天。进到深
箐，找把野菜回家来，煮煮吃一顿。扛一捆栗柴回家
来，烧一塘旺旺的大火，双脚弯弯过一夜。”(18) 
    但在辨别这些植物有毒无毒的过程中，人类不仅付
出了艰辛的汗水，而且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例
如，傣族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勇敢的傣族猎人，率
众外出狩猎，碰到一只老虎，猎人一箭射向老虎，虎未
死，反被箭伤的疼痛激怒，疯狂地扑向猎人。机警的猎
人急忙爬上身边的～株大树，折断一根树枝使劲向老虎
嘴巴扎去，不料老虎倒地就死了。为证实老虎的死因，
猎人对周围的人说，我想亲口尝尝树枝，看它究竟有没
有剧毒。说完他便咬了一口树枝，结果顷刻身亡。(19)
从此，人们就认识了这种剧毒植物——见血封喉，并广
泛用作箭毒狩猎。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淮南子·修
务训》对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
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20)的追忆，就是
一个经典的历史概括。 



当然，人类也想了很多办法以尽可能地减少牺牲。
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观察动物的食物来扩展自己
的食谱。例如，西盟佤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分别从蛇
窝、野牛粪堆中发现了早稻和小红米(鸡爪粟)(一些种子
未被肠胃消化，随粪拉出后，又会在粪堆中发芽生长出
新的植株)，从一只猎到的野鸽子(斑鸠)食管里发现了小
豆，从而知道了这些植物是可食之物。(21)但这种方法
并不绝对保险，有些植物某些动物吃了没关系，但人吃
了就会中毒甚至死亡。例如，明·谢肇淛《五杂组》中
就讲到过“人食巴豆则泻，鼠食巴豆则肥”(22)的事。
巴豆用量稍多，人就可能腹泻而死。 

 
三、有毒植物的去毒 

 
    人类在与有毒植物的较量中逐渐发现，有些有毒植
物，直接吃会中毒，但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后，毒性会
减弱甚至彻底消失，人、畜食用后就不会再中毒。 
    最常用的去毒方法，一是用清水、草木灰水、石灰
水等浸泡；二是用清水、草木灰水、石灰水、豆叶(亦可
用豆子)、泥土等蒸或煮；三是水浸发酵。实际操作中，
这些方法往往混合并用，以加强去毒的效果。 
    例如，长生在怒江流域的“木噎”，又叫水豆付，
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块根，叶伞形，丛生，每一分株下
均有一块根，块根很长，每年可挖一次。知子罗村的怒
族把它们挖回家后，削皮，用弯起的竹篦刮碎，用灶灰
水(灶灰浸水)煮后，凝成块状，可以切开炒吃。云南碧
江县的托克扒村怒族食用一种叫“咩儿夸”(傈僳语叫
“达格来”)的植物，即食用观音座莲(Amgiopteris esc
ulenta Ching)的块茎。这种植物在野地里到处都能找
到，但有毒性，吃多了脚酸手软，产生失血现象。在粮
食不足的情况下，人们才采以为食。它的加工最费事，
剥皮、切片、晒干后，装在麻袋中用流水(不能用死水)
冲五六天，再晒干舂成面，可以掺些粮食做成粑粑，也
可以放在火灰中煨熟，以后一种吃法为好。此外，他们
还经常食用一种叫“败儿”(傈僳语叫“仕几朴”)的葫
芦科雪胆属植物的块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块根可
长到四五十斤，一个即够装一背箩。人们先把它切成片
或丝，晒干，舂碎，用水泡发后，“捂”七八天，也就
是说要经过一个发酵的过程。如浸泡过的“败儿”长起
白毛，说明发酵程度已经够了。这就可以把它洗干净，
放在锅里蒸，或掺“苞米砂砂”(玉米碎粒)煮，或放在
面里煮成面饭，亦可酿酒。独龙族会处理食用多种有毒
块根，如梅嫩、萨恩、芒等。梅嫩会在露出地面的主根
旁边形成口盅大块根，把它用刀柄打下来后，切成薄
片，放在水中煮出粘浆，洗干净，在灶灰里揉搓，
“捂”半小时，再洗，再煮，再压，即可食用。萨恩，
有微毒，要把老皮去掉，连嫩皮在灰水中煮，洗净，然
后在清水中浸泡，即可食用。芒，形如山药，但有毒
性，粘滑。从长须根以下一段好吃。挖出后洗净，与灰
水共煮，或舂碎，与其他粮食混合蒸吃，也可酿酒。(2
3)明·朱*[木+肃]《救荒本草》记白屈菜“采叶和净土
煮熟捞出，连土浸一宿，换水淘洗净，油盐调食。”记
章柳根“取白色根，切作片子，炸熟，换水浸洗净，淡
食，得大蒜良。凡制：薄切，以东流水浸二宿，捞出，
与豆叶隔间入甑蒸，从午至亥；如无叶，用豆依法蒸之
亦可。”记“《本草》芋有六种，青芋细长毒多，初煮
须要灰汁，换水煮熟乃堪食。白芋、真芋、连禅芋、紫
芋，毒少，蒸煮食之。又宜冷食，疗热止渴。野芋大



毒，不堪食也。”(24) 
    历史上最常见的食用类有毒植物有木薯、魔芋和黄
独等。 
    木薯原产南美洲，为大戟科木薯属一年生或多年生
块根植物，别名木落、木番薯、树薯、臭薯、葛薯、树
番薯，为世界三大薯(马铃薯、甘薯、木薯)之一。木薯
已有4000年的栽培历史，是南美印第安人的主粮之一。
人们食用的是其块根，木薯块根主要含有淀粉、蛋白
质、脂肪和维生素，但木薯全株有毒，新鲜块根毒性较
大，其表皮、内皮、薯肉及薯心均含有不同量的氰苷类
物质，尤以内皮含量最多，毒性成分为氢氰酸。其中毒
原理是：木薯中含有一种亚麻配糖体，遇水和胃液时，
经过其所含的亚麻配糖体酶的作用，可以析出游离的氢
氰酸，从而使人中毒。氢氰酸食入量达到每千克体重1毫
克时，即可致人迅速死亡。南美印第安人很早就摸索出
了木薯去毒的方法：妇女们先把含毒量最高又没有食用
价值的块根皮剥除，放入水中浸泡1—2天后，再煮熟或
加工成木薯粉，就可以放心食用了。(25)因为木薯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能在别的什么也不生长的地方繁
殖生长。木薯因此曾是生活在西印度群岛上的一支印第
安人——阿拉瓦克人(已灭绝)制作面包的唯一原料。(2
6)木薯在明清时期传入我国后，也曾在我国南方地区尤
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种植及食用，加工方法与南
美印第安人的差不多，具体有以下四种方法：①剥去内
皮法：新鲜木薯内皮含氢氰酸90％左右，故剥去内皮即
可去除大部分毒物。放入锅内煮，等水开后换水再煮一
次，然后放入水中浸泡24小时，取出煮熟或蒸熟食用。
这是在去除最主要有毒部分的基础上，再配以水浸法的
一种处理办法，去毒效果比较好。②熟薯漂水法：先换
水煮两次，每次2小时，煮熟后换水浸泡6小时以上，再
吃。这样做可以去除约84％的毒素，一般无中毒危险。
③生薯浸水法：将生薯浸于水中4—6日，每日或隔日换
水1次，然后取出切片晒干备用。④干薯浸水法：将生薯
切片晒干保存，食用前，磨粉，用水浸泡。(27) 
    磨芋(亦写作魔芋)，为天南星科有名的有毒食用植
物。天南星科约有ll5属2000余种，产热带、亚热带和温
带地区，以热带最多。我国有35属206种，主要分布在西
南、华南各省区。此科约有10属38种有毒，主要集中在
花叶万年青、海芋和天南星等属中，《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将其中的天南星(一把伞南星)、海芋、磨
芋列为大毒植物。一般认为磨芋原产印度及斯里兰卡，
传入中国后经朝鲜传入日本，现分布在印度半岛以东亚
洲各国。磨芋属有100多种，中国有20种，这20种中只有
花磨芋(Amorphophallus konjack K．Koch或A．riv- ie
ft Durieu)、白磨芋、滇磨芋、东川魔芋、疏毛磨芋
(A．sinensis Beival)(俗称翦头、华东磨芋、蛇六谷、
花杆莲、花杆南星)和疣柄魔芋6种经过处理后可食用。
花磨芋是磨芋属中唯一有悠久栽培历史的广布种，主要
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我们平时所说的磨芋，
多指花磨芋。滇磨芋及东川磨芋分布于云南，疏毛磨芋
分布于江苏、浙江及福建大部地区，疣柄磨芋分布于广
东、广西，白磨芋是新发现的种，品质在所有种之上，
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流域。葡甘露聚糖(KGM)是磨芋中最特
殊的成分，白磨芋含量最高，花磨芋次之，疏毛磨芋则
不含葡甘露聚糖。(28)花磨芋有蒟蒻(左思《蜀都
赋》)、鬼头(《本草纲目》)、鬼芋(《图经本草》、
《物理小识》)、鬼肉、蒻头(《通雅》)、鬼庙(《云南
通志》)、罗汉芋(《南狱志》)、花麻蛇(因其植株有状



如蛇皮之花纹)等俗称，全株有毒，块茎毒性较大，但用
石灰水处理后，可磨粉制成磨芋豆腐以供食用，这种技
术首记于宋代的《开宝本草》，“捣碎以灰汁煮成饼，
五味调食。”(29)至迟在元代，人们在采集之外，已开
始种植磨芋，元至正二十年(1560年)的《山居四要》和
元末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都记载有磨芋的栽培方
法。明朝时，磨芋的种植和食用技术已相当成熟，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曰：“蒟蒻出蜀中，施州亦有之，
呼为鬼头，闽中人亦种之。宜树阴下掘坑积粪，春时生
苗，至五月移之。长一二尺，与南星苗相似，但多斑
点，宿根亦自生苗。……经二年者，根大如碗及芋魁，
其外理白，味亦麻人。秋后采根，须净擦，或捣成片
段，以酽灰汁煮十余沸，以水淘洗，换水更煮五六遍，
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汁则不成
也。切作细丝，沸汤汋过，五味调食，状如水母丝。”
(30)
    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 Linn．)为薯蓣科植
物，有黄药子、零余薯、雷公薯、金钱吊蛤蟆等别名。
块茎卵圆形或梨形，表面长满须根。分布于陕西和华
东、华中、华南及西南，日本及亚洲东南部也有。其块
根误食和服用过量，可引起口、舌、喉等处烧灼痛，流
涎、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瞳孔缩小等症状，严重
者会导致昏迷、呼吸困难和心脏麻痹而死亡。主要毒素
为二萜类化合物黄独素。(31)浙江民间食用前先将其切
成薄片，涂以草木灰，再浸于池水中2—3日，取出晒
干，然后煮熟可食。(32)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曰：
“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
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33) 

用清水浸泡或蒸煮，是为了让有毒成分溶解在水
中，随水倒掉。例如，木薯用水浸泡，就可以让木薯所
含的亚麻配糖体与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的氢氰
酸，析出并溶解在浸泡水中，这样一来，木薯本身就基
本无毒了。用草木灰或石灰浸泡或煮，是因为灰中含有
碱性物质(如碳酸钾、碳酸钠、碳酸氢钾、碳酸氢钠
等)，其溶液PH值较大，一些不能在碱性环境中存在的有
毒成分就会水解，如果水温高可能会分解得更快，从而
脱去毒性。与豆叶或豆子同蒸，可能是因为在蒸的过程
中，豆叶或豆子所含的某种成分参与了化学方应，从而
使章柳根的有毒成分的分子分解。发酵可能是为了让酵
母菌分解掉一些有毒成分。白屈菜与净土同煮同浸，则
是利用了净土的吸附作用。(34)将一些有毒或有色物
质，与净土、硅藻土、活性碳等多孔性物质放在一起，
有毒成分或色素便会被吸收，这种作用称为吸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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