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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野菜种质资源与利用

李根有 楼炉焕 吕正水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泰顺县林业局�

顾振强 吴丽君

�宁海县林业局� �龙游县林业局�

摘 要 根据野外调查及有关资料
，
列 出 了泰顺县维管束野菜植物���种及其处理

、

加工方法
，
阐述 了野菜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

，
分析 了野菜食用部分和采收期 的分布

情况
，
提 出 了开发利用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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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是指可作菜肴食用的野生植物及不以蔬食为目的的栽培植物
。

野菜在我国的利用历

史十分悠久
，
劳动人民为了救荒疗饥

，
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大量可供蔬食的野生植物

，
积累

了丰富的识别和烹食方法
，
总结了许多食疗保健的经验

。

有些种类经选育改良已发展成今天

的栽培蔬菜
。

这在《诗经》 、 《齐民要术》 、 《新修本草》 、 《全芳备注》 、 《救荒 本 草》 、 《野菜博

录》 、 《野菜谱》 、 《本草纲 目》
、 《茹草编》和《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中均有较详尽 的 记载

，
是

构成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以野菜为主
、

食疗兼用的药膳则是其精髓部分
。

但在近

代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国在野菜的研究利用上一直没有大的进展

，
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则

基于下列原因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
一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现状

和相对单调的蔬菜品种
，
口感风味的新奇独特及多样化已成为一种新的追求

。

众多的野菜正

可以丰富菜谱
，
调剂 口味

。

二是药蔬同源
、

食疗保健
、

素食益寿的观念和认 识 日益 深入人

心
，
对食物营养成分的多样化更加讲究

。

许多野菜不仅 口味鲜美
，
营 养 丰富�富含纤维素

、

多种维生素
、

蛋白质
、

脂肪和有益人体的各种常量和微量元素�
，
而且具有良好 的 防病治病

及保健功效
，
故能受到人们的青睐

。

三是崇尚自然
，
返朴归真

，
追求原始与乡土野趣 已成为

都市人的一大潮流
。
四是旅游业发达后

，
为吸引游客

，

地方土产和特色饮食的研究开发 已成

为一个重要课题
。

五是野菜受化肥
、

农药和工业污染的公害较少
。

六是野战部队和登山考察
、

地质勘探及其他野外工作者在缺乏新鲜食物供应时可就地取食
，
渡过难关

。

我国虽然有着十分丰富的野菜资源和悠久的利用历史
，
但目前在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

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和地区
。

我国的台湾省在野菜的研究利用上 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

如桑科植物爱玉子�尸�
��� ������ ���

� �翔���������
，
从品种选育的研究

，
商品基地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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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加工成
“
明列子

”
等系列罐装食品

，
已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
产品除供

本地消费外
，
还大量出口 日本

、

东南亚
、

美国
，
并已打入大陆市场

。

而在我国大 陆 已 开 发

出口 的种类极少
，
且生产水平低下

，
具有一定规模的仅有东北的薇菜

、

威菜
，
华东一带的竹

笋
、

香菇
，
四川

、

湖北和云南等省的魔芋等
。

从浙江省情况来看
，
利用量较大的种类仅有香

椿
、

旅
、

莽菜
、

马兰
、

竹笋
、

苑菜
、

香菇
、

印度篙
、

鼠曲草
、

败酱和水芹等
，
但大都处于自采

自食或就地出售的状态
。

出口产品除竹笋
、

香菇和蔗菜外
，
襄荷 已在天 目山区开始栽培供出

口
。

绝大部分种类未被利用
，
任其自生自灭而无人间津

。

许多人至今仍不了解野菜的食用价

值和经济价值
。

在人 口剧增
、

耕地锐减的今天
，
充分发掘利用新的野生食物资源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

的
。

而以草本为主的野菜
，
不少是农林业中所谓的杂草

。

开发这些植物
，
变废为宝

，

不仅可

增加山区农民的经济来源和收入
，
也可间接起到保护林木资源的作用

，
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
。

另一方面
，
事实表明野菜的开发潜力巨大

，
经济效益良好

。

在 日本等国
，
已有

许多野菜品种进入大众餐桌
，
有的已成为名菜佳肴而登上高档筵席甚至国宴

。

其市场前景明

显看好
。

据报道
�
出口 � �薇菜干可换取外汇 �力美元以上

。

仅就 日本而言
，
不 仅 对 野 菜

品种需求甚多
，
而且消费量也极为可观

。

年需薇菜干和咸蔽菜都在 �万 �以上
。

同时 必 须

注意到
，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

饮食观念的更新
，
国内本身就是

一个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
。

泰顺县是浙江省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县之一
。

作者在调查临安镇
、

永嘉四梅山两地野菜资

源的工作基础上
，
又对泰顺县植物种质资源作了多年调查

。

查阅并考证了大量有关资料�
‘一 ’ “ 〕，

结合民间访间
、

市场观察及一些野菜种类烹调尝食的情况
，
列出泰顺县维管束野菜植物���种

�含种下等级
，
已囊括本省种类的大部�

。

鉴于省内尚缺系统的资料
，
特撰此文

，
以供有关部

门开发利用时参考
。

� 种类选择的几点说明

��� 野生种为主
，
适当选入少数逸生种�如南首着和菊芋等�和不以蔬食为目的的栽培种

�如紫云英
、

刺槐
、

槐树
、

漆树和凤尾兰等��种�
。
���尽量要求有文献依据

，
个别根据作者访

间及尝食列入
，
也列入了少量与文献记载极相近的种

。

���以作菜肴种为主
，
根据习惯也选入

少量制作凉粉
、

青团
、

粉皮及调味
、

佐料配餐种类
。
���一些野生水果类如桑属

、

榕属
、

悬钩

子属
、

山碴属和称猴桃属等多作生食
、

酿酒和饮料等用途
，
但有时也可作甜食

、

拔丝和冷盘

等入菜
，
因种类较多

，
篇幅有限而未列入

。

� 食用前的处理

有些野菜可不需特别处理即可直接烹调食用
，

但大多种类则因含有生物碱和俄类成分而

具苦味或低微毒性
，
或因含有单宁和挥发油等而具苦涩味及令人不悦的异味

。

因此它们在被

食用前要用佛水烫过或煮过
，
或进一步用清水浸泡一段时间甚至多次换水漂洗处理

。

单宁
、

试类和生物碱等大多易溶于水
，

沸水烫煮及清水浸泡通常能有效地除去其苦涩味
、

异味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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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分
。

但另一方面
，

一些有益成分如维生素等也易溶于水
，
处理不当会造成营养成分的大

量流失或者失去野菜的特殊风味
，
故在处理轻重上应视具体种类而定

，

特别是一些柔嫩的花

朵
，
可不处理或处理宜轻

。

另需特别强调的是
�

采集野菜时务必认清种类
，
以防误采误食有毒植物

。

� 泰顺县的野菜种类及加工方法

为节省篇幅
，
用表格形式列出

，
附于文后

。

另外
，
野生食用菌也是一类重要的山珍野菜

，
但资料不全

。

据《乌岩岭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

综合考察报告》记载 ，
仅该保护区内就有近��种

。

其中重要种类有银耳����，。��� �������二���
、

木耳���，�������� ���������
、

小鸡油菌����亡几������� 二�����
、

美味牛肝菌�������� 。������
、

粘盖

牛肝菌�������� �����
���

、

香菇��������� 。������
、

密环菌��
�二���������� �������

、

浓 香乳菇

���������� ����几。 ��君���
、

松乳菇��
�

�亡���������
、

白林地菇 ��������� ����������和长裙竹

荪��才��夕������ �
���������等

。

食用藻类等资料缺
。

� 食用部位及采收期分析

�
。
� 食用部位分析�对具 �种或 �种以上食用部位的均作贡复统计�

� 叶菜类
，
指以带叶幼芽

、

嫩苗
、

嫩叶
、

叶柄和嫩梢作食用的
，
计���种

。

� 茎菜类
，
指以地上茎作食用的�含竹笋�

，
计��种

。

� 花菜类
，
指以花和花序作食用的

，
计“ 种 。

� 果菜类
，
指以果实和种子作食用的

，
计��种

。

� 根菜类
，
指以地下部分如块根

、

肉质根
、

块茎
、

鳞茎
、

球茎和根状茎等供食用的
，

计��种
。

�
�

� 采收期分析�对跨季节食用的均作盆复统计�

�类春季采收的计有���种� �类夏季采收的计有���种� �类秋季采收的计有��种� �

冬季采收的计有��种
。

� 野菜种类的科分布与生境分布

上述���种野菜�其中木本���种�分布于��科���属中
。

种类以菊科
、

豆科
、

百合科
、

蔷薇

科
、

禾本科
、

唇形科
、

十字花科
、

壳斗科
、

寥科和览科最为丰富
。

这��个科的野菜种类占了

全部种类的���以上
。

从生境分析
，
约���的种属于郊野田间野菜

，
主要生长于郊野荒地

、

路边地头
、

水田池沼

等处
。

而另�邝的种则属山地森林野菜
，
主要生长于林中林缘

、

溪涧两侧
、

山坡灌丛 等 处
。

前者优点为采集方便
，
后者优点为受污染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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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
�

� 泰顺县是浙江省贫困县之一
，
林木资源已相当曦乏

。

充分发挥山地优势
，
开发野 菜 资

源出口创汇是发展山区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
。

该县气候及环境条件十分优越
，
极适宜发

展野菜生产
。

‘ �

� 野菜开发应确定一个职能部门或经济实体牵头
，
负责协调管理

、

资金落实和 科 技 力 量

的组织
，
并设立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以研究解决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技术间题

。

制 订 野 菜 原

料
、

加工和销售三大环节的长远发展计划
。

要点有
� ���种类的选择

。

在市场�特别是国外市

场�调查的基础上
，
测试筛选开发种类

，
尽量考虑选择具特色或多用途种类

。

���加工
。

产品

开发起点要高
，
必须走深加工

、

精加工的外向型
、

产业化道路
。

晒干菜
、

腌制等老的加工方

法因风味改变
、

外观不雅
、

卫生不好等已不受欢迎
，
且经济效益低下

。

要摒弃输出原料
、

初

级产品或低档产品的开发方式
。

注意做好加工流程和包装工艺的设计等前期工作
。
���原料

。

在采收野生原料的基础上
，
根据生态习性

，
选择无污染的环境建立具一定规模的原料繁育基

地
，
以保证原料供应

，
做到永续利用

。

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
还应注意开展野生优良类型的选

育改良和栽培管理技术的研究
，
以提高产量

、

品质和效益
。

许多野菜喜在林下生长
，
可结合

林业生产
，
利用野菜生产周期短

、

见效快的特点发展立体栽植以弥补林业生产的不足
。
���市

场
。

开拓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外市场为主
。

加强市场消费动态的调查研究
。

做好产 品 宣 传工

作
，
努力提高产品知名度

。

有条件时可在一些大城市开设野菜馆
、

药膳馆或野菜专卖店
。

�
�

� 从资源状况
、

适 口性
、

营养保健价值
、

栽培难易
、

食用习惯和目前市场需求等综 合分

析
，
认

�

为下列种类具有较高开发价值
，
供选择时参考

�

竹笋类
，
蔽类�蔽

、

紫其
、

东方荚果蔗
、

乌毛蔽�
，

香椿
，
敲菜

，

虎杖
，
马齿览

，
养菜

，
马兰

，
野葛

，

薛荔
，
凉粉草

，
百 合 类

，
败酱

类
，
惚木

，
觅类

，
苑菜

，
构祀

，

魔芋类和载荷等
。

其中苑菜本系杭州名产
，
过去记载本省仅

分布于杭嘉湖一带
，

近年笔者在泰顺发现有野生群落
，
且生长良好

，
说明适于该县发展

。

襄

荷在天 目山区已开始栽培
，

用花序罐装出口 日本
。

泰顺山地同样可以发展
。

香椿在泰顺一些

地方生长较多
，

但当地并未作蔬菜利用
。

虎杖幼茎口感极好
，
是很好的凉拌菜

，
适于山区沟

谷栽培
，
可多年收获

，
且产量高

，

易加工
。

美
、

日等国已利用种子培育幼苗食用
，
并可常年

供应市场
。

葛粉作为保健食品在国际上十分走俏
。

葛藤生长强健
，
可在土层深厚的荒坡上种

植淀粉含量最高的
“
粉葛

” ，

用淀粉深加工成系列保健品供出口
。

凉粉类植物如薛荔
、

凉粉草

等均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

薛荔与台湾开发成功的爱玉子相近
。

凉粉草在广东已开发 出
“
仙 草

可乐
”
及汽水

、

罐头等系列产品供应市场
。

该种宜在山沟及疏林下栽培
。

魔芋食品目前风靡世

界
，
开发前途广阔

。

‘ �

� 对野生资源的采收应适度
，
不可采用杀鸡取卵的开发方式

，
注意做好资源保护工作

。

呜谢 本文得到浙江 自然博物馆研究员韦直先生的指正并提供资料
，
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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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泰顺县野菜种类及加工方法一览表

��� ���������� ��������� ��� ���������� ������� �������� ���� ����� �� �������

科 名 种 名 食用部分 采 收 期 加 工 方 法 资料代号

紫 其 科 紫 其 幼 叶 �，�，��

截 科 幼叶
、
根茎淀

粉

春
、

秋 �，�
，
�，�，�，�，�，

��，��一��

水 旅 科

蹄盖联科

春
、

夏

春

�
，
�，��

，
��

�，�，��

叶叶嫩嫩获改水菜

球子联科 东方荚果联 嫩 叶 �，�，�，��

乌毛联科

民 间

三白草科

嫩 叶

地下肉质块茎

嫩 叶

嫩茎叶
、
根茎 春

、

夏 ��

�
，
�，�，�

，
��，��

春秋秋秋秋春芽果果坚嫩坚栗柳桔垂锥甜科科 ��

�，�
，
�

�
。

��

水 青 冈 坚 果

苦 储 坚 果 �
，
�

，
��

愉 科 春 榆 嫩果幼叶 �
，
�，�，��

，
��一��

桑 科 薛 荔 雌 榕 果 夏
、

秋 �，��，��，��

叶茎尊 麻 科 竺 麻

庐山楼梯草

春春苗 春苗

酸 模

李 科 黎

嫩

嫩

嫩

嫩

嫩茎
、

幼苗
、

幼苗
、

春

春
、

夏

篇水科

幼叶

称薇莱
。
去毛

，
水煮去涩

，
清水浸泡

。

蘸酱
、
凉拌

、

炒食或做汤
。
也可水煮后

，
搓揉烘千或晒干

，
还

可盐渍保存
。
附种

�

福建紫其

称蔗菜
。
水煮去涩或置容器中

，
加入石灰水或小苏

打
，
注入开水浸泡��去涩

，
清水漂洗后食用或干

制
、

盐渍
。

食用方法同紫其
。

根茎淀粉可做汤
、

羹
、
粉条

水费
。

凉拌
、
妙或做汤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食

、

蘸酱
、

凉拌或做汤
。
味美

胜过截莱

食法同莱获
。
还可醋渍

、
油煎或做沙拉

。

荚果截是

北美印第安人春季传统食品

食法同紫其

刮去表皮
�

切片
，
凉拌

、
炒

。
味 同孽算

，
鲜爽可 口

食法同水蔗

水煮
，
流水中浸泡 ��

，
除去异味

。
凉拌

、
炒或 做

汤
。
加醋可除异味

。
风味独特

，
食用历史悠久

。

现西南数省仍流行食用
，
并有大量栽培出售

水煮
、
漂洗后油炒

。
北方民间有食用柳芽习俗

坚果去果皮
。
煮肉

、
炒鸡

、
炖鸭均宜

。
附种

�
茅栗

煮 肉
、
炒鸡

、
炖鸭均宜

。
附种

�
南岭拷

、
米储

、
乌

相拷
、
罗浮拷

、
丝栗拷

煮 肉
、
炒鸡

、
炖鸭均宜

。
附种

�
米心水青冈

、
亮叶

水青冈

去果皮
，
磨粉

，
浸水脱涩后

，
可做

“
苦储豆腐

”
或粉

皮食用

水烫
。
妙

、

凉拌
、

做汤
、
裹面油炸

、
和面燕食或煮

粥
、
做馅

。
附种

�

杭州榆
、
多脉榆

、
兴 山榆

剖开榕果
，
取出瘦果装入纱布袋

，
在冷开水中搓 出

胶质
，
置片刻即凝成凉粉

，
加糖

、
桂花

、
薄荷油

及冰块后食用
。

为暑期极好的清凉食品
。
附种

�

珍珠莲

民 间用叶掺入米粉做糕团食用

去叶
、
去茎皮

，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或做汤菜

。

附种
�
透茎冷水花

沸水烫一下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或切细和面蒸食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食

。
附种

�
火 炭 母 草

、
何 首

乌
、
蚕茧莎

、
春薯

、
酸模叶要

、
粘毛事

嫩茎去皮去节
。
切段压裂加盐

、
糖

、
麻油凉拌或做

沙拉
。
酸甜松脆

、
清爽可 口

。
嫩叶 水 烫 后 可凉

拌
、
炒食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

、
做汤或和面蒸食

。
附

种 �
羊蹄

水烫
，
清水浸��

。
炒

、
凉拌

、
能昔

、
做汤或晾干贮存

备用
。
附种

�
红心蔡

、
小葬

�，�

����

�
，
�，�

蓄萝杖

嫩茎

嫩茎叶 春末至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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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名 种 名 食用部分 采 收 期 加 工 方 法 资料代号

地 肤 幼 苗 春末至 夏 �，
�

，
�

，��
，
��

，
��

春春览 春下夸 牛

穗 览

幼 苗

嫩 苗

嫩茎
、
叶

幼苗
、
嫩茎叶

、

粗壮老茎

春至秋

�

�，��

�
，
��

，
��

�，
�，�，�， �， ��

��，��

莲青繁

侨 杏 科

马 齿芡科

容

夏
、

秋

民 间

�
�

�，�，
�

，�
，
���

��

石 竹 科 牛 繁 线 幼 苗 �
，
�，
��，��

麦 瓶 草 嫩 苗 早 春 �
，
�

，
�，��

�唾 莲 科 药 菜 嫩 茎 �十 春末至秋 �
，
�

，
��，��，��

木 通 利 才丈 通

叶柄
、

花梗
、

根

状茎
、
果

幼芽
、
嫩叶

春至秋

木 兰 科 早 春 �，��
，
��，��

，
��

，

蜡 梅 科 蜡 �雏 冬末春初

自花莱科 自 花 菜 幼 苗

十字花科 葬 菜 嫩 苗 初冬早春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
、
傲馅

、
腌咸莱或晒 干

莱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食

水烫
，
浸泡

。
凉拌或炒食

沸水烫 一下
。
炒

、
凉拌

、
做馅或烧汤莱

水烫
，
清水浸泡片刻

。

炒
、
凉拌

、

作馅
、
做 汤或晒

干菜
。
老茎可腌制霉芡莱梗食用

，
别有风味

。
览

类富含各种氨基酸
，
特别是赖氨 酸

，
为 益 智 食

品
。
附种

�
绿毽宽

、

大序绿 铭�览
、
凹 头 芡

、

刺

觅
、

皱果觅

水费
，
浸泡

。

炒食或盐渍食用
。

称辣辣菜

沸水烫软
，
清水中过一下

，
轻挤去水

。
凉 拌 �加蒜

泥
、
味精

、
盐

、
醋

、
麻油�

、

炒食
、
作馅

、

烧汤
、

和面燕食或晒干
。
清香味美

、

润滑可 口

水烫
、

漂洗
。
凉拌或炒食

。

杭州街头有少量 出售
。

附种
�

繁缕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或做汤

。
附种

�

女萎莱
、
拟

漆姑

沸水烫一下
。
凉拌

、
炒

、
盐渍

、
烧汤�药菜鸡丝汤

、

绣球药莱汤
、
三丝药菜汤等�

。 “
西湖苑 菜

”
名扬

海外
。

烧药菜不宜用铁锅

去皮
，
水烫

。
凉拌

、

炒或腌食
。

果名
“
鸡头米

” ，
可

烧多种菜肴

水费
，
清水授泡 ��，

控千水 后炒
、
凉拌食用

。
附

种
�
三叶木通

花被片洗净
，
在鸡蛋面糊 中拖一下油 炸 �称

“
玉 兰

饼
�

�
，
或作鱼

、

肉
、
禽

、
蛋的配莱

，
也可搪演食

用�玉兰搪�
。
清香可 口

。
还可烧汤

。
苏州名点

可烹制
“
蜡梅蛋花汤

” 、 “
蜡梅火锅

” 。
清香爽 口 ，

风

味别致

水烫
，
清水中漂洗��

。
炒

、

做汤等
。
本种有小毒

，

不可过盆食用

沸水烫后
，
清水授泡片刻

。
切细

，
凉拌

、
炒或烧汤

、

傲馅
，
也可腌食

。
名菜点有

�
莽菜丸子

、
莽莱炒

冬笋
、
葬莱谈子

、
莽莱春卷

、

莽莱豆腐羹
、
葬莱

粥等
。
清香甘甜

、
营养丰富

、
令人百吃不厌

，
并

有保健作用
，
是目前最受欢迎的野莱品种

。
有些

地方 已作栽培

水贾
、
漂洗

。
妙

、
凉拌

、
傲汤

。
鲜嫩多汁

，
食之爽

口 。
附种

�
风毛莱

、
掉莱

、
无瓣薄莱

水稍烫
，
清水授泡一下

。
炒

、
凉拌

、
做汤或晒干莱

。

附种
�

弯曲碎米葬
、
碎米葬

、

弹裂碎米葬

水烫
，
清水浸泡

。
落告

、
炒

、
作馅

、
做汤或和面蒸

食

水烫
，
炒或和面燕食

。
附种

�
北美独行菜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

浙 药 志

�，�，�，�，�，��，

��，��

广东薄莱 幼 苗 �
，
�，��，��，��

水田碎米莽 嫩 茎 叶 春
、

秋 �
，
�

，
��

，
��，��

�
” �

春眷春萃 苗 幼 苗

菜莱

景 天 科

幼 苗

幼苗
、
嫩茎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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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名 种 名 食用部分 采 收 期 加 工 方 法 资料代号

��，��，��，�︺

︸匕一﹄口毖几舀�占�人虎耳草科 落 新 妇 幼 苗

钻 地 风 嫩 芽

春春春

幼苗
、

苗

芽

嫩茎叶

春至秋

春至夏初

叶嫩嫩

科科

海 棠 花 花

翻 白委陵菜 幼 苗 春至夏初 �，�，�一��

�����几丹工���‘�几，二，二�人弓上花

花
、
果仁

春

春
、
夏

杏梅梨

月 季 花 春
、

夏

金 樱 子 花
、
果 容

、

夏
、

秋

地 榆 幼苗
、

嫩花序 卷
、

夏

豆 科 合 欢 嫩 芽

嫩苗
、

花

花

秋至春

春末夏初 �，��

嫩苗
、

嫩

幼果

芽 春末夏初

水烫
，
清水漂洗

。
炒

、
凉拌

、

酷渍
、
油炸或做 汤

。

附种
�
大落新妇

水烫
，
漂洗

。
炒

、
凉拌

、
裹面油炸或做汤

。
附种

�

棒叶钻地风

洗净
，
水烫

，
漂洗

。

炒
、

凉拌
、

做 汤或拖面油炸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或做汤

嫩芽又称棉芽
，
水烫漂洗后炒食或做汤

沸水烫一会
，
清水浸��

。
炒或蘸酱食用

。

附种
�

小

花龙芽草

炒或做汤
，
如海梁花汤

、
海棠花爆猪肚等

。
附种

�

湖北海桨

沸水烫������
，
清水浸泡去苦味

。
炒食

。
附种

�

朝天委陵莱
、
三叶朝夭委陵莱

、

苟叶委陵菜

花瓣煮粥�梅花粥�
、
烟�梅花摘鱼片�

花瓣烧
“
杏花马蹄肉

” 。
杏仁名莱有

“
杏仁蒸鸡

” 、 “
杳

仁豆腐
，

花瓣可烧
”
梨花滑怕肉片

” 、 “
梨花糖醋肉

” 。
附种

�

豆梨

鲜花瓣糖渍食用或拖面油炸
，
作鱼配菜或炒肉丝

、

做汤
。
附种

�
野蔷薇

、
粉团蔷薇

花瓣洗净可烧
“
金樱花汤

” ，
汤味鲜香

。
呆去毛

、
核

后加擂米烧
“
金樱子粥

， ，
醉香味润

。
附种

�
硕苞

蔷薇

幼苗水烫后
，
清水浸泡�� �，

除去苦味
。
炒食

。
花

序也可食用

水烫
，
浸泡

。
控水后炒或油炸

。
柔嫩味甘

。

也可腌

食

水烫
。
炒

、
凉拌或做汤

。
花�春�

�

水烫
，
醋演食用

水烫一下
，
凉水中稍浸

，
捞出控干

。
箱赔拌食或打

入鸡蛋炒食

水煮一会
，
清水浸泡��

。
炒或盐渍

。
不宜多食

水烫
，
浸泡后晒干

。
与肉同煮食

。
大别山区 民 间作

菜食用

水烫
，
浸泡

。
妙食

沸水烫后
，
清水浸����

。
妙或做汤

，
也可晒干掺

入面粉中蒸食
。
附种

�

短曹鸡眼草

水烫
。
炒食或做汤

，
也可和面蒸食

。
附种

�
天蓝首

若
、
萦首落

花�夏�
�
水烫

，
清水过一下

。
拖面油炸或做面饼

，

也可醋拌食用或晒干
，
烧汤可醒 酒

。
幼 芽�春�

夏�
�
水烫

，
搓洗去毛

。
炒

、
凉拌

。
根部 淀 粉可

做凉粉
、
粉皮等食用

。
附种 � 三裂叶野葛

、
越南

葛藤

花
�
水烫

。
拖面油炸

、
炒

、
凉拌或拌入面粉蒸食

，

还可烹制
“
槐花酥虾

” 、 “
糖醋槐花饼

” 。
嫩芽

�
水

烫
，
浸泡后炒食

。
附种

�

槐树

�，��一��一��

�

明决 植黄

春

春至夏初 ，��一��一��

芽苗嫩嫩

南 首 括 嫩 茎 叶 �一�一��一��

野 葛 花
、
幼芽

、
根

部淀粉

夏
、
春

、

秋末冬初

�，�，�一 ��一 ��，

��，��

刺 槐 嫩芽
、
花蕾 春至夏初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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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巢 菜 幼苗
、
嫩荚 春至初夏

紫 藤 花

醉浆草科

扰牛儿苗

科

金莲花科

春
、

及

春

嫩苗
�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
、
做 汤

。

嫩荚
�
油 炸

， �，�，�，
��

， ��，

炒食
。
附种

�
小巢莱

、
广布野豌豆

、
四籽野豌豆 ��

，
��

花洗净
，
晾干

，
加盐拌匀

，
切细

、
和 面

，
做

“
炸藤 ��，��，��，��

萝饼
”
�京城名点�

，
也可鲜花加葱丝挂糊油炸�酥

炸紫藤花�食用

水烫
，
清水浸��

。
炒

、

做汤
、
凉拌 �

水烫 ����
，
清水浸��

。

炒或盐溃 �

金 莲 花 嫩茎叶
、

花

芸 香 科 椿叶花椒 嫩芽
、

叶
、

幼果 春
、
夏 �，�一��，��

春春格格臭香 幼芽
、

嫩叶

幼芽
、

嫩叶

春春春春漆 树 科 漆 树 嫩 芽

��，��

�，�，�，���，��，

��一��
，��，�乏

��

�，��，��

黄 连 木 嫩 芽 �，��一��一��

芽芽嫩嫩冬 青 科

省沽油科

��，��

�，��

春春嫩嫩 芽芽清风藤科 异色泡花树

鄂西清风藤

凤仙花科 凤 仙 花 嫩茎
、

叶
、

芽 春
、

夏

果 序 梗

花�白色�

秋
、

冬

夏
、

秋

洗净
，
切细

。
拌入甜面酱中腌制

“
金莲花酱

” ，
作炒

莱
、
面条调味品

。
辛辣

，
别有风味

嫩芽
、

叶
�
水烫

。
盐渍作莱

，
芳香可 口 ，

或切细作凉

拌莱调料
。
幼果

�

烧鱼等调料
。
附种

�
野花椒

、

青花椒
、

竹叶椒

水煮
，
浸泡�� �

。
炒食

沸水烫一下
，
清水冲凉

，
沥去水分

，
切细

。
凉拌

、

拌豆腐
、
炒鸡蛋

、

炸香椿鱼或晒 干 莱
、
盐 渍 保

存
。
清香爽口

、
风味独特

水煮
、

漂洗去涩
。
炒食

。
风味独特

、
味似鸡肉

。
附

种
�
野漆树

、

木蜡树
。

过敏者不宜采食
。

水煮
，
漂洗去异味

。
妙

、
凉拌或腌食

。
清香爽 口 ，

味苦回甘如橄榄
，
暑 日可清热生津

水烫
，
浸泡去苦味

。
炒或凉拌

水烫
，
浸泡

。
妙

、
凉拌

、
油炸或盐渍

。
附种

�

膀肤

果

水烫
，
漂洗

。
炒食

水烫
，
浸泡

。
炒或凉拌

。
附种

�
清风藤

、
白背清风

藤

嫩叶
�
酒渍�� �食用

，
别具风味， 嫩芽

�

水烫后晒

干与豆腐炒食， 肥嫩茎
�
盐腌渍后食用

，
味如窝

芭
。
附种

�
阔曹凤仙花

、
睫毛尊凤仙花

、
枯岭凤

仙花

洗净
，
裹面油炸或炖鸡

、
鸭

水稍贾
，
凉拌

、
煮豆腐

、
炒食

、
拖面加葱花油炸或

做汤
。
香甜可口

、
细腻软滑

，
有

‘
精肉花

”
之称

。

附种
�
白花重瓣木模

水烫
，
清水过一下

。
可拖面油炸或烧

“
芙蓉豆腐汤

” 、

“
芙蓉鸡蛋汤

”

水烫
，
捞出控干

。
切细

，
凉拌

。
味美

水稍烫
。
妙食或傲汤

。
附种

�
中华野葵

沸水烫一下
，
清水浸泡

。
炒

、
傲汤

、

醋渍
、
煮菜粥

或和面蒸食

水稍烫
，
清水过一下

。
凉拧

、
做汤

水烫
。
凉拌

、
妙食

。
附种

�
圆叶节节草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

、
做汤

、
作馅

、
和面蒸

食
、

盐渍
、
做酱菜

、
晒干菜

。
日本还用 其 做

“
五

加饭
” 。

味清香
。
附种

�

膝五加
、
甸甸五加

�，
金华民间

�一�
，��一��，��，

��一��，��

棋模权木科科李葵鼠锦

木 芙 蓉 花

董 莱 科

嫩 叶

嫩 叶

幼苗
、
花

春

春
、

夏

春

��，��

�，��，��

�，�

葵葵菜蜀野茧

秋海棠科

千屈菜科

五 加 科

春
、

夏

夏
、

秋

春至夏初

��

�一��

�，�一�

叶苗芽嫩嫩幼



�期 李根有等
�

泰顺县野菜种质资源与利用 ���

续附表

科 名 种 名 食用部分 采 收 期 加 工 方 法 资料代号

椒 木 展叶前幼芽 春至夏初 ，�，��，��

伞 形 科

春

春至夏初

鸭 儿 芹

野胡萝 卜

山 芹

幼 芽

嫩茎
、
叶柄

、

叶片
、
翻甸茎

幼 苗

嫩叶
、
根

幼 苗

橄刺水 芹

春

春
、

夏

春至夏初

�，�一�，�，�一���

��

�

�

�，��

春
、

夏

春至夏初

幼嫩 苗芽

山茱 芡科

春春春春秋山 柳 科 华东 山柳 嫩 芽

杜鹃花科 映 山 红 花

��，��叶苗嫩花幼

报春花科

木 犀 科

龙 胆 科 善 菜 嫩 茎 叶 春至夏初

萝 草 科 萝 摩 幼芽
、
嫩果 春末至夏

马鞭草科

春

春

春

春至夏初

�

��

�一�一�，��

唇 形 科 霍 香 嫩叶
、
花序 春

、
夏

香 蔚 嫩叶
、
花序 春

、
秋

水稍煮
，
清水过一下

，
切细

。
炒

、
凉拌

、
油炸

、
炒

蛋
、
盐溃

、
和面燕食或火烤越酱食用

。
风味不亚

香椿
。
附种

�
头序惚木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

、
盐溃或切细炒蛋

洗净
，
水烫

，
清水过一下

。

炒
、
凉拌

、
作馅

、
做汤

、

盐渍
，
翩甸茎可腌制酱莱

。
附种

�
西南水芹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
、
油炸

、
做汤

水烫
。
炒食或凉拌

，
根可制酱菜

。

水烫
，
清 水 过一下

。
妙

、

凉 拌
、
作馅

、

做 汤
。
附

种 �
碎叶山芹

沸水烫一下
，
清水浸片刻

。
妙

、
凉拌

、
作馅

、
腌食

水稍烫
、

漂洗
。
炒

、
凉拌

、
油炸

、
做汤

、

盐渍
。
附

种
�
浙江青英叶

水烫
、

漂洗
。
炒

、
凉拌

、

做汤或切细加 盐 做
“
山柳

饭
”
�日本�

。
附种

�

江南山柳

水稍烫
、
清水漂洗

。
妙

、
做汤或拖面油炸

。
云南白

、

彝族有食用多种杜鹃花习俗

捣汁浸米做
“
乌米饭

”
食用�江南民间习俗�

沸水烫 ����
，
清水浸泡��

。
炒或做汤

可作禽蛋鱼肉莱的配料
�
如

“
桂花鲤鱼

” ，
做汤

�

如
“
桂花栗子汤

” ，
也可糖渍

、
盐渍

、
蜜渍 或 蒸

“
桂

花糕
”
食用

沸水烫后
，
清水过一下

。

炒
、

凉拌
、
和面蒸食

，
也

可晒干莱

幼芽
�
水煮

、
漂洗

。
凉拌

、

醋淡
、

油炸
、

做汤
、
盐

溃
。
幼果

�
油炸

、
盐渍

水烫
，
妙或做汤

。
附种

�
旋花

水烫
。

凉拌
、

炒或和面蒸食

水烫
、

漂洗
。

炒食

富含果胶
。

捣烂过滤做
“
树叶豆腐

”
食用或水烫后加

酱油
、
醋

、
辣油

、
味精等凉拌

，
美味可 口 ， 也可

与肉丝烹炒
，
别具风味

嫩叶
�
水烫

，
清水浸���

。
炒

、

凉拌
、

做汤
，
也可

作调料， 新鲜花序可酱渍食用

水烫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或酱渍食用

。

花 序还可

与糯米烧
“
香蕾粥

” ，
味醇香

。

附种
�
海 州香蕾

、

紫花香蕾

沸水烫 ����
，
清水浸���

。

炒食

水烫
，
清水浸泡

。
妙食

幼苗
�
水烫后凉拌

、
炒食� 嫩根茎盐溃或做酱莱食

用

水烫后炒
、
凉拌

，
做

“
薄荷少司

”
或作凉粉调料

煎汁冲入米浆煮熟
，
冷却后即成黑色胶状物

，
质地

柔韧
，
加精等拌食

，
清凉甜美

，
为 暑 天 解 渴妙

品
。
广东

、
广西作食品出售

，
称

“
凉粉

”
或

“
仙人

饭
”

��，��

�

�

�，�，��，
安徽志

春春叶叶活 血 丹

野 芝 麻

硬毛地笋

嫩 茎

嫩 茎

幼苗
、
嫩根茎 春

、
夏

幼苗
、
嫩叶

茎
、

叶

春
、

夏

夏
、

秋

安徽志
，�

�

�开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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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苏 嫩叶
、
花 春

、
夏 �，�

裂叶荆芥 幼苗
、

花序 春
、
夏

肉质块茎

热 果

�，�，��，
安徽志

�，�

蚕蓉地苦

茄 科

幼

嫩芽
、

以�

叶
、
果 春至秋

�，
浙药志

�一�，�一�一 �， ��

��一��，��，��

秋秋春

葵祀龙构

嫩芽
、
花

幼 苗

春
、

夏

春
、

夏

��一��

�，�，�一��

前树梓车

台 草 科 桅 子 花 �，��一��

忍 冬 科 忍 冬 花 �，��

接 骨 木 幼芽
、
嫩花序 春

败 酱 科 败 酱 嫩 叶 春至夏初

秋

�，�，��

桔 梗 科 轮叶沙参 嫩芽
、
根 春

、
夏

开化民间掺入米面食品中蒸
、
煎食用 或 炒 螺 娜

，

煮肉风味独特
。
绍云 民间用叶做酱油

。
叶与花研

汁煮粥或制清凉饮料
，
清香爽 口

、
健 胃消暑

，
长

服可令人体 白身香
。
附种

�
野紫苏

亩
�
水烫

。

妙食
，
辛香

。
叶与花序可烧

“
荆芥粥

” ，

可治感 冒

洗净
，
盐演或酱渍食用

。
还可制泡菜

、

十锦菜

炒食或盐演�� �食用
。
稍带酸

，
具番茄味

。
也可做

果酱
。
附种

�
挂金灯

水烫
、
漂洗

。
炒食或凉拌

嫩芽叶
�
洗净

，
加冬笋

、
冬菇编 炒�生编构祀头�

，

永�构祀头余鸡片�
，
做汤�构祀头蛋汤�

，
也可水

烫后凉拌
。
才句祀果为药膳重要原料

，
食法繁多

，

主要有
“
构祀纫鱼

” 、 “
构祀炒肉丝

” 、 “
红祀蒸鸡

” 、

“
拘祀蒸蛋

” 、 “
银祀明 目汤

” 、 “
龙祀燕窝汤

” 、 “
胡

桃拘祀肉丁
”
等

，
具强身保健功效

嫩芽
�
水烫

、
漂洗

。
炒食

。
花可炒食或做汤

沸水烫一会
，
漂洗

。

炒
、
凉拌

、
兹酱

、
作馅

、

做汤
、

和面燕食
。
附种

�
大车前

洗净
，
调面粉鸡蛋

，
挂糊油煎或作荤莱之配菜

。
也

可糖
、
蜜溃食用

。
附种

�
大花桅子

、
水桅子

食法同上
。
附种

�

无毛淡红忍冬
、
我腺忍冬

、
大花

忍冬
、
灰毡毛忍冬

、
短柄忍冬

幼芽
�
水烫

、
漂洗

。
妙

、
凉拌

、
做汤

。
花序

�
水烫

后醋拌或炒食
。
注意不可多食

，
易引起腹泻

水烫软后即置流水中漂洗�� �
，
挤捏去苦昧

。
切细

单炒或加笋丁
、
豆腐干炒食

、
作馅

、
腌食

、
晒干

莱或和面蒸食
。
清香爽 口

。
可清凉解毒

。
附种

�

异叶败酱
、
窄叶败酱

、
斑花败酱

、
白花败酱

。
金

华民间多喜食

嫩芽
�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
、
酱渍

、
做汤

。
根去

表皮后腌食或切片水烫
、

浸泡后妙
、
煮

、
凉拌

、

盐演
、
酱演

。
附种�

华东杏叶沙参

嫩苗�春�
�
水煮

、
浸泡

。
炒食

。
肉质根�春

、
秋�

�

洗净
、
去表皮

，
切片

。
煮

、
妙

、
凉排�水烫后�或

腌酱莱

嫩苗�春一夏初�
�
水烫 ����

，
清水浸泡除去异味

。

炒
、
凉拌

、

傲汤
、
盐演

。
肉质根�秋�

�

去表皮
，

清水浸泡后植打
、
撕成细丝

。
妙

、
凉拌或盐渍�甘鲜

可 口
，
为朝鲜族家常小菜�

，
也可煮

“
桔梗擂米粥

”

嫩芽
�
水烫

、
浸泡

。
炒

、
盆渍或切细做米饼

。
根

�

浸泡后炒或腌食

水烫
、
漂洗后捣烂拌入米粉中做青团子�清明 节 食

品�
。

也可作菜

水烫
、
清水浸泡漂洗除去篙味

。
妙食

、
做馅或腌制

茜菜食用
。
附种

�
艾篙

、
野艾篙

���

羊 乳 嫩苗
、
根 春

、

秋 �，�

枯 梗 嫩苗
、
根 春至秋 �，�，�，��，��

菊 科 牛 劳 嫩芽
、
根

印 度 禽 嫩 叶 �，�，��

牡 篙 嫩 苗 春
、
夏 �，

浙药志
，
中植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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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苗

幼 苗

嫩茎叶
、
根

春

春

春
、
冬

�，��

�

�，�一�一�一��

术廉蓟飞白大

菊 花 幼苗
、
嫩叶

、

花瓣

春至秋 ��一��，�����一��

东 风 菜 幼 佑 春
、

夏

大吴风草 叶柄
、
嫩花序 春

、
初冬

鼠 曲 草

革 命 莱

菊 芋

泥 胡 莱

中华苦卖莱

春

春

秋至春

春

春至初夏

水烫
、
漂洗

。
炒食

，
清香可 口

水烫
、
浸泡

。
炒食

、
做汤

、
作馅

、
茜溃

嫩茎叶�春�
� 水烫

、
浸泡

。
炒

、
作馅

、
傲汤

、
煮莱

粥
、
腌食或切细加少量大豆粉做小豆 腐

。
根 �秋

末�冬�
�
水煮后腌酱菜

。
附种

�
刺儿蓟

、
线叶蓟

重要药膳植物
。
幼苗

�
洗净切细

，
入盐同米煮粥

，

食之明 目宁心
。
炒食

，
称

“
菊花仁

” ，
味香脆

。
嫩

叶
�

水浸去味炸熟
、
油盐调食或烧

“
菊叶蛋汤

” 。

花
�
水烫

。
凉拌

、
做汤�菊花蛋汤

、
三鲜清汤�

、

糖渍
、

捣烂拌入米粉做糕饼
、
煮菊花粥

。
广州喜

作
“
菊花蛇羹

”
�蛇肉煮熟加入 菊 瓣�

、
北 地 流行

“
菊花锅

”
�鸡汤或肉汤煮沸后投入 鸡 片

、
腰 片

、

肉片
、
菊花瓣�

。

用花瓣拌鱼片炸烩 成
“
菊 花 鱼

片
” ，
还可烹制

“
菊花 肉片

” 、 “
菊花鱼球

”
等佳肴

。

附种
�
野菊

、
甘野菊

水烫 ��讯
，
清水浸泡����

。
炒

、

凉拌
、
做汤

、

盐演
、
和面蒸食

去叶片
、
水烫

、
去叶柄表皮

，
切段

。
凉拌

、
炒

、
做

馅
、
烧汤

、
盐溃

。
脆嫩

、
清香爽口 。

嫩花序
�
油

炸或水烫后炒食
、

酱渍

水烫
、
浸泡

，
切细捣烂

，
拌入米粉做青团子

水烫
、

浸袍
。
炒或凉拌

。
附种

�

二色三七草

洗净
，
切片炒食

、
做沙拉或醋渍

、
盐渍

、
酱溃食用

水烫
、
浸泡

。
炒食或做青团子

嫩叶
�
水烫

。
炒

、
酱渍

、
凉拌

、
做汤

。
根

�
浸泡后

腌食
。
附种

�
苦卖莱

、
抱 茎 苦卖菜

、

多 头 苦卖

菜
、
兔子 菜

、

剪刀股
、
齿 缘 苦笑菜

、
平滑 苦荚

菜

水烫
、
漂洗

。
切细炒食

、
做汤或凉拌 �加 笋丁

、
豆

腐千�
。
清香爽口

，
是目前重要野莱品种

。
附种

，

全缘马兰
、
毡毛马兰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

、
做汤

同大吴风草
。
上海 已有栽培

，
用叶柄作菜

水烫漂洗后炒食

水烫
、
浸泡

。
炒

、
凉拌

、
酱渍

、
做汤

。
附种

�
高大

翅果菊
、
台湾翅果菊

洗净
，
蘸酱生食

、
加盐生拌或水烫后浸泡去苦味

，

炒
、

做馅
、
煮粥

、
和面蒸食

。
少数地方已栽培供

食用

沸 水烫 ����
，
清 水浸泡

。
炒

、
凉拌

、
油 煎 或做

汤

嫩叶
�

洗净蘸酱生食或水烫片刻换清水浸去苦味后

炒
、
凉拌

、

做汤
、
烧粥

。
花序

。
拖面油炸

、
做汤

或醋渍
。
根

�

水煮后切片做沙拉或油炸食用

水烫
、
漂洗

。
炒

、
凉拌或做汤

。

附种
� 红果黄鹤菜

、

异叶黄鹤菜

�，�，��

�，�，��

�，�一��

�，��

�，��

叶叶茎苗根茎茎卜

肠

嫩嫩块嫩嫩

马 兰 嫩 苗 冬
、
春 �一�一��

幼苗
、
嫩叶

叶柄
、
嫩花序

幼 苗

幼苗
、
嫩茎叶

冬
、
春

春
、

夏
、

冬

春

春末至夏

�，�一��

��

�，�

苦 苍 菜 幼苗
、

嫩茎叶 �，�，�，��

兔 儿 伞 幼苗
、
嫩叶 春

、

夏

蒲 公 英 嫩叶
、
花序

、

根

春
、

夏 �一�，�，��，��，��

黄 鹤 菜 幼苗
、
嫩叶 春至夏初



���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卷

续附表

科 名 种 名 食用部分 采 收 期 加 工 方 法 资料代号

香 蒲 科 水 烛 假茎
、
地下茎 春

、

夏

泽 泻 科 野 慈 姑 球茎
、
幼芽 夏至冬

禾 本 科 绿 竹 竹 笋 夏
、

秋 �，��

春笋
、
冬笋

、

鞭笋

竹 笋

春
、

夏
、

冬

取假茎的 白嫩部分和地下茎的嫩头作莱
。

炒
、
做 汤

、

盐渍
。
山东

、
江苏

、
云南 民 间有食用

球茎�秋末�冬�
�
去鳞片

，
切片

。
炒

、

煮
、

盐祯食

用
。
幼芽�初夏�

�

水烫
，
凉拌或炒食

炒
、
煮

、
红烧

、

油炯
、

做汤
、

腌食
、

晒 干等
。

附种
�

毛绿竹
、

大木竹
、

麻竹
、
六月麻竹等

炒
、

煮
、
红烧

、

汕炯
、
做汤

、

腌食
、
晒干等 �，��

早 竹 春至夏初

笋笋茎竹竹块

夭南星科 华东魔芋

秋
、

冬

夏
、

秋

秋末冬初

鸭拓草科 鸭 拓 草 嫩 茎 叶 春至夏初 �，�，�，��

雨久花科

百 合 科

嫩 〔卜

嫩叶
、

鳞茎

初 夏

春
、
秋

天 门 冬 肉 质 根 秋
、

冬

�，��

�，�，�，�，��，���

��

�，
��

茸 草 嫩芽
、

花蕾 春
、
夏 �，�，��一��一���

��

紫 芬 幼苗
、

花 春
、
夏

荞麦叶大百

合

卷 丹

鳞茎
、
幼芽 晚秋

、
春

炒
、

煮
、
红烧

、
油炯

、

做汤
、

腌食
、
晒 干等

。

附种
�

桂竹
、
刚竹

、
石竹

、

紫竹
、
金竹

、

筷竹
、
水竹等

炒
、
煮

、
红烧

、
油炯

、
做汤

、

腌食
、
晒千等

炒
、
煮

、
红烧

、
油炯

、

做汤
、
腌食

、
晒干等

块茎去毒加工成魔芋粉
，
做魔芋豆腐

、

粉皮及其他

副食品

沸水烫 ����栩
，
清水浸泡去异味

。
炒

、
凉拌

、

做

汤
、
盐渍

。
附种

�
水竹叶

水烫
，
清水浸泡片刻

。
炒

、
凉拌

、

做汤

嫩叶
�
炒蛋或做调料

。
鳞茎

�
洗净蘸酱生食

、
炒

、

做馅
、

烧汤或腌酱莱
。

附种
�

荔头

洗净切片煎浓汁
，
去渣

，
加入糯米

、
冰 糖 煮

“
天门

冬粥
” 。
此药膳滋阴润肺

、
止咳生津

嫩芽
�
水烫

。
炒

、
做汤

。
花蕾

�

蒸煮 晒 干
。
炒�炒

豆腐
、
炒肉丝

、
炒鸡蛋

、
炒鸡丝等�

、

烟�黄花烟

猪腰�
、
红烧�黄花 红烧肉

、
红烧鸡 块�

、
煮 面

、

做

汤�黄花 肉片汤
、
金银豆腐汤

、

黄花木耳汤等�
，

鲜嫩清香

水烫 ����
，
清水浸泡除去异味

。
凉拌

、
炒

、
油炸

、

做汤
。
花可拖面油炸

麟茎
�
水煮

。
凉拌或炖食

。
幼芽

�
水煮晒干食用

嫩茎叶
、

花
、

春
、

夏
、

秋

鳞茎

玉 竹 幼苗
、
根状茎 卷

、
秋

嫩茎叶�春�
�
水烫

、
浸泡

。
炒食

。
花蕾�夏�

�
水烫

。

凉拌
、
妙

、
晒干或挂糊油炸

。
麟茎�秋�

�
剥取纷

片
。
盐煮

、

搪煮
、
炒

、
凉拌

、
油炸

、
蒸 食 �百合

蛋羹
、
百合莲子羹�

、
烧粥�百合福米粥�

。
附种

�

百合
、
野百合

、

条叶百合

幼苗
�
水烫

�
炒

、
做汤

。
根状茎

�
去须根

、
浸泡后

蒸食
。
可烧

“
玉竹炯鸭

” 、 ‘
玉竹粥

”

水烫
。
凉拌

、
拖面油炸

、
切细炒蛋

、
切段炒肉丝或

做汤
。
附种

�

数英
、
华东获羹

、
黑果获葵

、
小果

羞葵
、

暗色获葵

水贾�� �
，
控干

。
炒

、

拖鸡蛋面糊油炸
、
凉拌或做

汤

嫩茎叶�春�
�

水烫
、
漂洗

。
炒

、
凉拌

、
裹面油炸

、

和面蒸食
。
块茎�秋�冬�

�
水浸数 日

，
切片

。
煮

食
、
炒

、

烧粥
。
珠芽�秋�

�
水浸去苦味

，
盐渍

。

附种
�

尖叶薯莎
、

薯祯
、

光叶薯获
、
五叶薯预

�一�，�，�，�一�，��

��，��一��一��
，

��

�，�，�，��

牛 尾 莱 嫩芽
、
幼叶 春至夏初

凤 尾 兰 花 秋 给云民间

薯 菠 科 黄 独 嫩 茎 叶
、
块 春

、

秋
、

冬 �，�，�一�，��，��

茎
、
珠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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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科 名 种 名 食用部分 采 收 期 加 工 方 法 资料代号

根状茎
、

嫩芽 夏
、

秋

嫩花序
、

幼芽 夏
、

秋 ��，��

姜荷山貌
礴冲七叮一

姜

兰 科 春 兰 花 春 ��一��

白 蔑 假 鳞 茎 冬 初

洗净
。
炒肉或腌食

。
有特殊辛辣香味

炒
、

油炸
、

醋溃
、

腌食
。
临安已开始栽培瓶装 出 口

日本

鲜花去唇瓣
、
蕊柱

。
烧汤

，
色 鲜 味美， 炒食� “

兰

花肚丝
” 、 “

兰花肉片
” ， 做馅

� “
兰花 包 子

” ， 也

可拖面油炸
、

糖渍
、
蜜渍食用

。
为幽香扑鼻

、
清

心爽口之雅莱
。
附种

�
蕙兰�夏�

、

建兰�秋�
、
寒

兰�秋末冬初�

切片�也可晒
、
烘干备用�加红糯米

、
大枣

、

蜂蜜煮
“
白友红糯米粥

” ，
为胃病患者之理想药膳

��

注
� �

�

学名及通称
、
别名

、
土名请参见附录， �

�

食用方法有的来自访问
，
有的为作者烹食经验， �

�

资料代 号与文末参

考文献号一致

附录 泰顺县野菜植物名录�维管束植物部分�

�������� � ���� ������� ���� ����� ��������� ������

紫其科 ��� ���� ��� � 垂 柳 ���泣� 乙��夕���‘���

�杨柳树
、

倒挂柳�

福 建 紫 其 ��，���� ���������� � ��
�

��儿�
�” 一

壳斗科 ���� ����

���南方紫其� 锥 栗 �����” �� ����夕��珍珠栗�

紫 其 �
�

��夕����� �水骨菜
、

大叶狼衣� 茅 栗 �
�

��夕。 ���宕�毛栗
、

金栗
、

风栗树�

燕科 �������� ��� � 米 储 ����������� ������‘��小红拷�

孩 ������玄�沉 ��������爪 ��� �

������
一

甜 储 �
� �少��泣

���。 。 �碳菜
、

蔗其
、

龙头菜
、

狼箕尊� 罗 浮 拷 �
�

��乙
��

水蔗科 �� ������ ���� 丝 栗 拷 �
�

���口
�����拷树�

水 旅 ������������ ���������了��� �水柏� 南 岭 拷 �
�

����‘�

蹄盖蔗科 ������� ��� � 乌 相 拷 �
�

�“ �“ ���

菜 政 �����夕����� ��������� 苦 储 �
� ������夕�夕���

球子孩科 ������� ���� 米心水青冈 ��口�� ���������� �米心树�

东方荚果孩 ��������‘� ���������。 �虎爪� 水 青 冈 �
�

����幼��������

乌毛旅科 ������� ���� 亮叶水青冈 �
�

���‘��

乌 毛 获 �����。 。 二 ��������� 榆科 ���� ����

榆榆榆榆山脉州兴多春杭肾获科 ������������ ��� �

肾 孩 ��夕�������� ���������� �凤凰卵
、

金鸡蛋
、

锦鸡孵蛋�

藏科 ������������

藏 �������� ����������� �田字草
、

茉

菜
、

四叶菜
、

水铜钱�

三白草科 ����� �� ��� “

敢 莱 ����一�少��� ��������鱼腥草
、

臭胆

味
、
臭莱�

杨柳科 ����������

��附�� ����沉�路” ��月�

�
�
�����” �������

�
�
�����东�

�
�

�����苦��� � �� �

��夕�����

桑科

薛

� ��� ����

荔 �‘��� 夕。 协￡�� �木莲果
、

凉粉藤
、

吸

壁藤
、

鬼馒头
、

木笃藤�

珍 珠 莲 �
� ������才��� � � � �

����少����’ 木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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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尊麻科

声鱿

� ����� ����

麻 ����爪���� 成口�� �

�纸麻
、

野苦麻
、

麻叶
、

上青下白�

庐山楼梯草 ��������协� ���即������冷坑青
、

接

骨草�

透茎冷水花 ����� �“ 沉��� �野麻
、

直竺麻�

萝科

篇

�������� ����

蓄 ����口��。 沉 �口��������扁竹
、

地寥
、

猪牙草
、

牛鞭草�

火 炭 母 草 尸
�
���������赤地利

、

苦荞麦
、

冷饭

团
、

清明山水�

虎 杖 尸
�
�����’���� �活血龙

、

酸杖
、

大活

血
、

水斑竹�

水 萝 �
�

�少���������辣寥�

蚕 茧 萝 �
�

����抢玄�
�川 �萝草

、

小寥�

酸 模 叶 萝 �
�

����������‘�。

何 首 乌 �
�

��������
��。 �夜交藤

、

首乌藤
、

野蕃薯�

春 萝 �
�

夕���‘�����

粘 毛 萝 �
� 右������沉

酸 模 �� 。 。 � ������� �野菠莱
、

山菠菜
、

酸木通�

羊 蹄 �
�

��������
‘� �山壳菜

、

雪糖莱
、

野

大黄�

葵科 ���� ������ ����

葬 ����������爪 ���。 。 �灰菜
、

灰览菜
、

野觅菜�

红 心 冀 �� �
�

����������。 沉

小 黎 ��
� ����才���爪

地 肤 ������ �������� �扫帚草
、

千条子�

览科 ��������� ����

牛 膝 过��夕������� ����，�����鼓褪草
、

白

土牛膝
、

对节草
、
山觅菜�

莲 子 草 �������” ����� ����‘�‘� �虾钳菜
、

白

头翁
、

马兜草�

绿 穗 览 才沉���” ��“ � �夕����“ �

凹 头 觅 月
�

�玄讨����野觅菜�

繁 穗 览 �
�

夕��‘�������

大序绿穗览 月
�

�����“
刺 觅 �

� �户�” ���� �野刺苑菜�

皱 果 览 �
�

沉������野芡菜
、

灰觅�

青 箱 ������� �����才�� �野鸡冠花
、

狗尾

花�

番杏科 ��� �� “ �� “

粟 米 草 ������� 夕�” ����少����辣辣莱�

马齿觅科 �� ����� �� ��� “

马 齿 芡 ��������� �������� �酱板草
、

豆板

菜
、

酸菜
、

指甲菜
、

和尚菜
、

瓜子菜
、

猪母菜�

石竹科 ���������������

牛 繁 缕 �
�����亡�， �������� 。 �鸡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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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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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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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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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莲科 �������� ����

药 菜 �����” 萝� ���������

芡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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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通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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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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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 �八月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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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木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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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科 �������� ����

玉 兰 ��口���玄� �������� �白玉兰
、

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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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科 ��������五�����

蜡 梅 ���沉���” ���� 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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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菜科 �������������

白 花 菜 ������ 口���” ����羊角菜�

十字花科 ����������

葬 菜 ��夕����� �����
一

�������� �香览
、
田

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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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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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生菜�

弯曲碎米荞 �����， ‘�� �������� �米花香莽菜�

碎 米 莽 �
�

����“ ��

弹裂碎米莽 �
�

�用��才����

水田碎米莽 �
�

勿�����水田莽�

草 劳 ���乙� ” �爪����。



�期 李根有等
�

泰顺县野菜种质资源与利用 ���

续附录

独 行 菜

北美独行菜

广 东 薄 莱

无 瓣 掉 菜

��夕���。 爪 �夕������ �大叶香葬菜
、

辣辣菜�

乙
� �����，‘�。 川�大叶香莽菜�

������� ������玄��盆��

�
�

�����

刀
�

口�������球果薄菜
、
银条菜�

尸
�

角成���野油莱
、

野田菜
、

大叶香

养菜
、

印度掉菜�

景天科 ������������

费 菜 ����协 �亡之����墙头三七
、

土三七
、

养心草�

虎耳草科 �� ������� ��� “

落 新 妇 ������� ���路���‘� �金毛三七
、

红毛

三七
、

阴阳虎�

大 落 新 妇 �
�

盯���枯�金毛三七
、

伏虎草
、

野

升麻
、

金鸡脚�

扯 根 莱 ��������沉 ��������

虎 耳 草 ��石�
��口� ������窟�

��� �金丝荷叶
、

耳朵草�

棒叶钻地风 ���‘�����。 口，� ���少������
� 。

钻 地 风 �
�

�����������
�沉�桐叶藤�

杜仲科 �������� ����

杜 仲 �����二�� �‘�，�����
�

�丝棉木
、

玉

丝皮
、

棉皮�

蔷薇科 ���� ��� ”

龙 芽 草 ����川���� �������脱力王
、

仙鹤草
、

龙芽肾�

小花龙芽草 � �� �
�������，����

湖 北 海 棠 ����� ��夕���“ ���

海 棠 花 �
� ���������‘��

翻白委陵菜 ����” ����� �������� �翻白草
、

白头

翁
、

天青地白�

毒叶委陵菜 尸
�

�
�����沁记���雄子筵

、

七叶蛇苟�

朝天委陵莱 尸
�

��户‘��

三叶朝天委陵菜 ���·
�������

杏 ���，。 � ��份������
�

梅 �
·
���爪�

豆 梨 �少��� �����昭�” ��棠梨
、

野梨�

沙 梨 尸
�

���������
�

硕 苞 蔷 薇 ���� ��������� �搪钵
、

大红袍
、
老

虎山植�

月 季 �
� ��亡������

今

�月月红�

金 樱 子 �
�

���口����。 �糖罐头
、

长鸡桃�

野 蔷 薇 刀
�

����‘������奶标刺
、

子驮娘�

粉 团 蔷 薇
����

���人�夕������七姐妹�

地 榆 ��” �“ ������ �了���玄������山红枣
、

小土参�

豆 科 ������� ����

合 欢 月������ ，�’ 。 �‘������，�夜关门
、

葛麻
、

夜夜合�

紫 云 英 �����口���� ��” ����
�

�草籽
、

花草
、

红花菜
、

红花草子�

锦 鸡 儿 ����夕��� ��’�����土黄蔑
、

金雀花
、

金桔梅
、

金吊仔�

决 明 ������ �����汀����

黄 檀 �����，��� ��������黄檀树�

皂 荚 ��������� ������玄��皂角刺
、

牙皂树�

短曹鸡眼草 � 。 沉沉���功�� ���夕。 ����。 �野 花 生

草
、

铁钉草�

鸡 眼 草 �
� �����才� �蚂蚁草

、

小关门
、

关门

草
、

莲子草�

天 蓝 首 偕 �
��才���� �“ �������了雀扭�

南 首 偕 �
�

���少爪���人� �金 花 菜
、

黄 花

草子�

紫 首 蓓 �
� ������

野 葛 ��������
·

��吞����葛藤�

越 南 葛 藤 �
�

川������

三裂叶野葛 �
�

夕�����������

刺 槐 ���‘�￡� 夕�����������
�

槐 树 ������� ����” ���
�

�豆槐
、

金药树�

广布野豌豆 厂‘��� ������

小 巢 菜 厂
�

��������野豌豆
、

小麦豆�

大 巢 莱 犷
�

����沙��野豌豆
、

野草子
、

野若子�

四籽野豌豆 犷
�

�����������

紫 藤 牙亡
������ ���������藤萝树�

靡浆草科 �二���������

醉 浆 草 ������ ������������酸酸草
、

酸滋草
、

老鸦饭
、

盐酸草�

忧牛儿苗科 ���������� “

老 鹤 草 ����” ��娜 口����
��‘��鸭脚草

、

两支

菜菜花风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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