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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毒和致敏植物是一类与人们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植物。
有毒植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非常受重视，明代李时珍在其著名的《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有毒植物中
药150余种。
无论是在深山老林，还是在村口路边，甚至是在城市花园和居室内，都可以看到有毒植物的踪迹。
一些食用植物有时会因食用不当发生中毒，也有将有毒植物误认为食用植物而发生中毒的事件。
同样，致敏植物近年来也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以及外来种入侵等，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
是每年的夏秋季节，一些致敏花粉导致大量的患者发病，严重影响工作和学习。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收集了有毒和致敏植物的相关文献资料，并重点参考了《中国有毒植物》和
《中国气传和致敏花粉》，整理和筛选了295种植物予以介绍，尽可能选择科属类群的代表种及较为常
见的植物。
因此，无论是去郊外旅游、公园散步，或者在房屋前后闲逛，都可以通过本书查找和识别，以从中获
益，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我国幅员广阔，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仅维管植物就约有3万余种。
拿有毒植物来说，仅《中国有毒植物》就收录了有毒植物943种，隶属于101科。
而且由于有毒植物的中毒效应差异很大，有的有毒植物仅一两粒种子或一两片叶子即可致人于死地，
而有的则需要摄入一定的量才能引起中毒。
但是毒性较小的植物也会发生中毒事件，并且也有可能造成死亡。
因此在本图册中有关有毒植物种类的选择上，难免会限于编者的知识和认识水平，使得一些本该收载
的种类未能收录进来。
　　本书共收录有毒植物258种（其中的一些种类也为致敏植物），致敏植物37种，共计295种。
书中植物的排列，在科的水平上采用《中国植物志》的系统——恩格勒系统（种子植物），所采用的
拉丁学名也主要依据《中国植物志》。
中文的别名也仅选择最常用的3个。
关于有毒植物中毒后的救治方法，仅选择有可靠资料记载的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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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身边美丽的植物让您赏心悦目，但同时有毒和过敏危险也常会悄然而至，那么常见的有毒及致敏植物
有哪些？
怎样辨识它们？
它们的毒性怎样？
一旦不小心中毒该怎样急救？
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教研的刘全儒副教授带领团队基于野外调查和科学文献，整理和筛选了295种代表
性强、常见的植物（有毒植物258种，致敏植物37种），配以多部位照片予以介绍，还包括俗名、毒性
、相似植物辨识、简易解毒法等实用信息。
希望您无论是去郊外旅游，还是在公园散步，或者在房前屋后闲逛，都可以通过本书查找和识别，以
期趋利避害并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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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年生草本。
块根倒圆锥状。
茎下部叶具长柄；茎中部叶五角形，3全裂，裂片近羽状深裂。
花序常分枝，具花9～22朵；萼片5，蓝紫色，上萼片盔形；花瓣2，特化：雄蕊多数；心皮4～5。
瞢荚果。
生于山坡草地或灌丛中。
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有分布。
　　全草有毒，块根有剧毒。
中毒后口唇麻木、流涎、恶心呕吐；严重时出现视物模糊，吞咽、呼吸困难，肌肉麻痹，血压下降，
休克。
救治应先行洗胃，而后灌入动物炭末以吸附生物碱，然后再与催吐。
也可选用以下方法：①绿豆100g，黄连6g，甘草15g，共水煎，加红糖适量，调匀服；②生姜3g，金银
花50g，甘草60g，共水煎服；③白萝卜籽50g，捣烂，沸水冲泡，候温服；④蜂蜜50g，芝麻油50g，兑
温开水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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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见有毒和致敏植物》关注我国动植物资源；作者均为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文字内容科学，注
重趣味性与可读性；图片资源多为本领域专家第一手拍摄资料；除作为科普书外，可以作为相关领域
工具书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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