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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由通化师范学院长白山生物资源开发利

用研究所所长周密、教授、科研处处长朱俊义教授、制药与食品科学系主任于俊

林教授历经 29 年野外实地考察与研究完成，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地研究长白山

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植物图志，全书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主审。全书配

有彩色图片 1543 张，收录长白山区野生食用植物 123 科、 348 属、 690 种、 16

变种、 12 变型(藻类植物 l 科、 1 属、 1 种， 菌类植物 40 科、 83 属、 182 种，

地衣植物 1 科、 1 属、 1 种 ， 厥类植物 7 科、 9 属、 14 种，裸子植物 2 科、 2 属、

5 种， 被子植物 72 科、 252 属、 487 种、 16 变种、 12 变型)。全书共 7 章，重

点介绍菌类植物、藏类植物、被子植物等食用植物，系统介绍植物的中名、学

名、科名、别名、俗名、形态特征、生境、分布、采收、营养成分、食用方法、

附注等。另外，附录一收录常见有毒植物 23 科、 35 属、 51 种 。

本书对研究长白山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有关

部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进行植物资源保护的重要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周踩 ， 朱俊义，于俊林著.一北京 : 科学出

版社， 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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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周至系，男，汉族， 1962 年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

1983 年毕业于通化联合大学生物系，现为通化师范学

院生物系教授，长白山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所长。

2008 年、 2009 年连续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拍摄植物照片 80 000 余张。先后出版了 《中国

长白山植物资源志》、《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

《中国长白山蝶类彩色图志》、《长白山植物资源学》

4 部专著。

朱俊义 ， 男，1966 年生，1988 年 7 月毕业于东

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长白

山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曾任通化师范学院生

物系主任，现任通化师范学院副院长兼科研处处

长，吉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2 部， 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 10 项、教研项目 2 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

奖励 6 项、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1 项 。

于俊林，男，汉族 ， 1962 年出生于吉林省

长春市 ， 1982 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

学院药用植物专业。现为通化师范学院制药与

食品科学系主任、教授。曾与周踩 、 朱俊义合

作出版《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中

国长白山蝶类彩色图志)) 2 部专著。承担的教

育部项目 "长白山区野生中草药信息库的建构

研究"获 2005 年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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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圣系、

大美长白山，雄踞吉林东 。 乌瞰日本海，笑傲北极风 。

白云脚下走， 日月绕前胸 。 终年积五名雪，洁白映碧空

天池风尤美，湖水湛蓝清。 群峰冲霄汉，崔鬼竞峰味。

苔原史辽阔，沟却圣纵横 。 法急乘搓河，奔腾赛坟龙 。

飞流三千尺，轰鸣震苍穹 。 峡谷峰秀秀，奇景各不同 。

雪域赏杜码，萃谷闻鹿鸣 。 莺嬉圆池里，鹤咬林海中，

美人松窃究，白桦林多情。 草地百花艳，山峦枫叶红 。

斑斓五花山，霜重色念浓。 游历全天下，长白最称雄 。



王文采院士序

长白山峰峦叠峰，沟整纵横，地域广袤，植被类型多样，森林覆盖率高，自然条件十分

优越，野生食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是中国北方野生食用植物的主要产区，是中国绿色食品

出口创汇的王要基地之一。这里加工的各种类型食用植物系列产品，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

誉。在很早以前，长白山区就享有"山野菜王国"的美誉。

通化师范学院长白山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的周舔教授、科研处朱俊义教授、制药与

食品科学系于俊林教授多年来对长白山区食用植物资源进行了详细研究，采集到了大量的植

物标本，拍摄了大量的植物照片，测定了大量植物的营养成分，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他们废寝忘食， 一方面博览群书，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另一方面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亲

身采集，亲手加工，甚至亲自品尝。这不仅丰富了长白山区食用植物的种类，而且总结出辨

别食用植物的方法，加工食用植物的技术，采收食用植物的日期、运输食用植物的经验、贮

藏食用植物的技巧及营销食用植物的方式等，为国内外研究长白山区食用植物资源的专家、

学者提供许多重要信息和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将长白山区 690 种食用植物按照植物进化的顺序划分

为六类，主要有被子植物、菌类植物及藏类植物等。该书对每一种植物都详细介绍其中名、

学名、别名、俗名、形态特征、生境、分布、采收、营养成分、食用方法等。特别是对那些

老百姓经常食用的种类，还专门增加保健价值、开发利用及鉴别易混有毒植物等内容。该书

在第一章详细介绍长白山区的界定、自然概况、食用植物的类型、民间采食习俗、常见食用

植物的俗名及开发利用的现状等。在附录中，还特别介绍 51 种常见有毒植物及山野菜毒性

的鉴定、去毒的方法和急救方法等内容。

据我所知， 20 世纪出版的《中国野菜图谱》记述的植物不足 200 余种，而该书介绍了

690 多种植物。 一方面说明，长白山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另一方面说明，作者对

长白山区植物的研究下了很大的工夫，付出了很多的劳动。

为了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白天考察拍

摄，晚上整理资料，夏季不怕蚊虫叮咬，冬天不畏冰雪严寒，每年在野外工作都在 180 天以

上，拍摄照片累计 10 万余张，为该书的出版打下坚实的基础。真正做到每种植物都有照片，



中国仨臼山自用植物穆巴图志

\ I_ 

每张照片都清晰生动，每种植株的分类学特征都拍得十分准确，每种幼苗都拍得非常典型。

综上所述， ((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这部巨著全面、准确、翔实、科学、系统

地介绍了长白山丰富的食用植物资源。我坚信，该书在出版发行后， 一定会对长白山区植物

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使那些鲜为人知的山野菜早日离开大山，走向人们

的餐桌，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此，我谨对该书全稿的完成表示衷

心的祝贺， 并殷切期盼该书早日付梓问世，成为一把开启长白山食用植物宝库的金钥匙。

20 t{ 

II 



李文华院±序

长白山雄踞中国东北的东南部，属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是北半球同纬度地区一个

重要的种质基因库，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长白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野生食用

植物，自古以来，就享有"山野菜王国"、 "食用真菌摇篮"和"野果故乡"等多项美

誉。 近年来，这里出产的红松种仁、葡萄酒、蓝莓饮料、薇菜干、脂渍大腿蘑、苹果梨、

紫锻蜜等系列产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各国，长白山成为中国绿色食品出口创

汇的主要基地之一 。

长白山野生食用植物种类多，分布广，资源量大，食用期长。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山坡、

林缘、草地、林下、沟谷、河岸等处，未受农药、化肥、城市污水、工矿废水、废渣、废

气等污染，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它们不仅营养价值极高，而且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与

人工栽培植物相比，这些野生食用植物具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不仅可以简单地生食、蘸酱、

做汤，而且可以炒、炖、炸、怆拌、熠等，甚至有些种类已经进入工厂，加工成风味独特、

营养丰富、贮藏期长的即食食品或调味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食用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和发展经济的必需条件。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对绿色食品需求量的不

断加大，吉林省进行"生态省"建设，全方位开发长白山植物资源，调整林区产业结构。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府和群众等迫切需要一部系统介绍长白山野生食用植物资

源的专著，为研究、利用、开发、育种、驯化、保护长白山食用植物资源提供第一手信息

和科学依据，为人类开启这一自然资源宝库提供一把金钥匙，使大量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

不仅改善该地区人民的膳食条件，丰富人们的菜篮子，而且尽快走出大山，为人类的福祉

提供优质的服务。

通化师范学院周舔、朱俊义和于俊林教授为了发掘宝贵的植物资源，以严谨的科学态

度和不畏艰险的精神，深入林海草地 ， 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历经 29 年磨难，收集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 完成这部巨著，实属难能可贵。

全书收录食用植物 123 科、 348 属、 690 种、 16 变种、 12 变型，附录一收录常见有毒

植物 23 科、 35 属、 51 种。全书配有彩色图片 1543 张。 这根本解决了长白山食用植物资

1.1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仨臼山自用植俯柔乡色图志

源研究资料匮乏的问题，为其他地区出版地方植物图志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当前，中华

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吉林省正在申报"长白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该书的问

世，不论在科学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作者甘于寂寞，埋头苦干，

为祖国科学事业默默奉献，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和学习。

该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内容全面、系统，图片清晰生动，填补了长白山区

食用植物资源研究的空白。该书既可作为国内外研究长白山区食用植物资源的重要文献，

又可作为有关部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进行植物资源保护的重要参考资料，还可作为高等

学校有关专业的教学和实习用书。该书图文并茂，易为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接受，达到

雅俗共赏的效果。我很高兴应周踩教授的约请，审阅全书，并为之作序。

之ott jJ s'自 l 臼

lV 



蒋有绪院士序

长白山雄踞吉林省东南部 ， 像一条玉龙横亘在中朝两国的边界， 是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

北亚一个巨大的立体资源宝库，自古以来就享有"食用植物王国"的美誉。这里盛产通化

葡萄酒 ， 早在 1959 年人民大会堂就选用它招待国内外宾客，其系列产品誉满海内外，成为

当地的一个特色品牌。长白山区梅河口市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松子加工基地，其产品已销

往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

长白山区的原居民食用蘑菇、野菜和野果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远古时期， 生活在这里

的肃慎人就有食用野生植物的习俗。每年春季，人们上山采集分株紫真、猴腿蹄盖藏、 藏、

英果藏、 兴安升麻、 展枝唐松草 、 荠菜 、 大叶芹、东北牛防风、轮叶沙参、烟管割、东北蒲

公英、鹿药、 牛尾菜等植物的嫩苗 ， 采集辽东梅、木、刺五加、无梗五加等植物的嫩茎叶， 采

挖轮叶党参、桔梗、玉竹、 毛百合和菇白等植物的根及鳞茎;秋季， 人们上山采集山植、山

荆子、秋子梨、山葡萄、软枣狲猴桃、笃斯越情、 酸浆、山植叶悬钩子、东北李等果实 ， 采

集蜜环菌、 猴头菌、 美味牛肝菌、 厚环粘盖牛肝菌、侧耳、亚侧耳、血红例钉菇、 棕灰口蘑、

紫丁香蘑、红菇蜡伞、拧棱黄蜡伞、尖鳞环锈伞、 淡黄枝湖菌等真菌。

这些食用植物被采回后，人们对其进行仔细的分类。例如，东北杏、 李、郁李等用于制

作果脯， 山刺玫、刺蔷薇、 长白蔷薇等用于制作果酱，山葡萄、东北扁核木、越楠、软枣狲

猴桃、毛山植、库页悬钩子、水榆花揪、 蓝能果忍冬 、 笃斯越情等用于制作果汁、果酒等饮

料，银线草、大三叶升麻、 展枝唐松草、 荠菜 、 东北土当归、烟管颈、宦卖菜、 东北蒲公英、

菇白、鹿药可蘸酱，分株紫莫、猴腿蹄盖藏、藏、 英果藏、轮叶党参、 牛尾菜、 羊肚菌、 金

顶侧耳、美味牛肝菌、厚环粘盖牛肝菌可炒食或脂渍，狭叶尊麻、荠菜、侧耳、亚侧耳可做

汤，蹄叶囊吾、狭苞囊吾、大叶蟹甲革可包饭 ， 等等。

人们长期食用植物 ， 在长白 山区已经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昔日那些用于

度过饥荒的食用植物，如今己登上大雅之堂。有的已经成为传统的烹调模式。例如，用金顶

侧耳做馅包饺子，用蜜环菌炖小鸡，用木耳拌凉菜，用猴腿蹄盖厥炒虾仁，用英果厥炖鸡腿，

用牛尾菜炒肉，用烟管商值小豆腐，等等，已经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长白 山区的食用植物资源虽然很丰富，但由于图文资料极其匮乏，许多百姓 "守着宝山

不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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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进行长白山食用植物研究时

只能找到一些枯燥的数据和文字，缺少具体的图像资料、食用方法和其他信息等。鉴于此，

人们迫切需要一部系统、科学、翔实反映长白山食用植物资源的大型彩色图志，为人类开启

这一自然宝库提供一把金钥匙，为人们对这些植物资源进行研究、利用、开发、育种、驯化

等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通化师范学院长白山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周舔教授是我的朋友，他与同事科研处朱

俊义教授、制药与食品科学系于俊林教授"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以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严谨的治学态度、顽强的毅力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肩负着几代人的梦想，承载着广大长白山

食用植物者研究的希望，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

这部大型专著(彩色图片 1543 张，食用植物 123 科、 348 属、 690 种、 16 变种、 12 变型，

常见有毒植物 23 科 、 35 属、 51 种) ，令人钦佩。这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以平常心、执著顽强

的精神为社会所做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也是长白山野生食用植物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该书

的出版对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无疑会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对东北地区"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及吉林省申报"长白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无疑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为作者尽快出版更全面、更权威的《吉林省野生经济植物彩色图

志》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衷心地祝贺作者，为这本大型图志的出版感到高兴，特此提笔作序。

20 11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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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形地貌及气象条件，造就了丰富的生物物种，是北半

球同纬度地区生物种类最丰富、生态系统保持最完整的地方，它以原始和自然著称于世。

长白山区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不仅种类多，而且自然储量大。其中，重要的

野生食用菌主要有松口蘑、木耳、羊肚菌、猴头菌、金顶侧耳、亚侧耳、棕灰口蘑、蜜环菌、

血红例钉菇、美味牛肝菌等;山野菜主要有藏、猴腿蹄盖藏、分株紫英、英果藏、展枝唐松

草、叉分寥、辽东棺木、刺五加、大叶芹、羊乳、桔梗、蒲公英、蹄叶囊吾、菇白、大苞宣草、

鹿药、牛尾菜等;野生果实(含种子)主要有红松、胡桃揪、棒、软枣狲猴桃、东方草莓、

山植叶悬钩子、山植、秋子梨、东北杏、山葡萄、笃斯越楠、蓝前果忍冬等。这些野生食用

植物是国内城乡居民喜爱的山珍野昧，有的还出口到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各国等，每年

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长白山区已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山野菜出口创汇基地，是吉林

省东南部山区人民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长白山区的食用植物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大山之中，远离城乡居民区和农耕区，没有污染，

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这些植物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具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有的还具有

特殊的保健作用。山野菜、野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为了更加全面、翔实、系统、科学、准确地反映出长白山丰富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从

1982 年起，我们就开始对长白山周围 20 多个市(县)的广大地区按照不同季节、不同区域

进行野外调查和照片拍摄工作，对不同区域的民间野菜食用种类和食用方法进行访查，对大

部分植物亲自尝食，同时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基本上掌握了长白山野生食用植物的种类、

形态特征、分布、生境、俗名 、食用方法等第一手原始资料，为本书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周毒系教授主要负责全书撰写、植物标本鉴定(真菌主要由吉林农

业大学图力古尔教授鉴定)和植物图片拍摄工作。朱俊义教授主要负责植物的引种、栽培、

植物营养成分测定和出版资金的筹集工作。于俊林教授主要负责植物标本采集制作、书稿校

对及植物图像库的建设工作。

在本书收录植物种类的选择上，我们一方面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另一方面采访经常采

集山野菜的村民。对于那些在部分地区被少数人采用特殊加工方法食用的有毒植物，如白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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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苗、鸭绿乌头的幼苗、叶底珠的嫩茎叶等，我们没有收录。我们亲自品尝，发现许多新

的种类。全书收录食用植物 123 科、 348 属、 690 种、 16 变种、 12 变型。

在内容编排上，第一章概述主要介绍长白山区的界定、自然概况、食用植物的历史和现

状等内容，以便读者对长白山及野生食用植物有大概的了解。在种类的编排顺序上，我们按

照植物分类中常用的恩格勒系统排序，以体现"植物志"的属性，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

减少篇幅。详细介绍植物的中名、学名、别名、俗名、形态特征、生境、分布、采收、营养成分、

食用方法等条目。对于重点种类，增加附注条日，重点论述种质资源、保健价值、开发利用

以及有毒易混淆植物的鉴别等。为了避免在野外误采有毒植物，引起一些恶性中毒事件，我

们还专门介绍一些常见有毒植物，希望大家不要随意去采集它们。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在图片的选配上，原则是一种植物两张图片: 一张为花期或果期的植株图片，另一张为

食用部位或食用期的形态图片。对于比较重要的种类、食用期形态变化较大的种类或在食用

期形态与有毒植物易混的种类，我们选配了多张图片，包括易混的有毒植物苗期图片，目的

是方便读者鉴别，防止因错采、误食而引起中毒。遗选的图片共 1 543 张，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和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资助。中国著名生态学和森林学家李文华院士担任本书主审并作序，中国著名植物学家

王文采院士和中国著名森林生态学家蒋有绪院士也为本书作序。在野外考察过程中，我们得

到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徐克学研

究员、吉林农业大学博导图力古尔教授、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刘利馆长及《中国长白山野生花

卉》摄影家李春光先生等还提供几张珍贵照片。在此，向为本书主审、作序的专家，为本书

提供照片的作者，为本书提供资料的作者，为我们在野外考察、出版等工作中提供帮助的有

关单位和个人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出版《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 一书，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下面，我们用一首小

诗表达自己多年来对长白山食用植物研究的执著和热爱。

野外考察不畏难，虎啸位嗷只等闲 。

巍巍白山随驱车 ， 浩浩松水任行船 。

针叶林下觅草菌，苔原带上摄杜码 。

风餐露宿廿九载 ， 一部心若荐轩较。

周 部 未千发义 于俊才木

2011 年 11 月 1 1 日

ν111 



说明

1 . 本书标有***的为自然存储量大，加工比较方便，食用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经常被

普通百姓长期食用的种类。

2. 标有** 的为自然存储量较大，加工比较方便， 食用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经常被有

长期采集山野菜经验的百姓食用的种类。

3 . 标有*的为自然存储量较大，被有一定植物学知识的人采集的口感较差或口感好但自

然存储量较小的种类。

4. 本书标有#的为作者在野外亲自品尝，目前还没有在文献中见到报道的种类。由于每

个人对山野菜中化学成分的生理反应不同，因此食用这类山野菜时要特别谨慎，尽量不食或

少食!

5. 没有标符号的为有一定的自然存储量，在其他地区被人食用(文献有记载) ，但在长

白山区极少被人食用的种类。由于植物在不同地区生长时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不同，因此食用

这类山野菜时要特别谨慎，尽量不食或少食!

6. 本书藏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学名均按照中国科学院 《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

会编的 《中国植物志》统一标出，菌类植物学名均按照卵晓岚主编的《中国大型真菌》统一

标出。

7. 本书裸子植物按照郑万钧系统排列，被子植物按照恩格勒 1964 年新系统排列， 菌类

植物按照安兹沃斯教授新系统排列，厥类植物按照秦仁昌教授新系统排列。

8. 本书介绍的植物除了少数是外来栽培种逸为野生外，其余均为长白山区野生植物。

9. 本书所指长白山的范围包括吉林省东南部的通化、白山、延边等 28 个市(县) 。本

书植物在长白山区以外的分布情况均引自《中国植物志》 。

10. 本书植物生境条目中介绍的海拔范围仅指长白山区范围。

11. 在本书高等植物形态特征中，绝大多数种类引自《中国植物志)) ，部分种类引自《中

国高等植物图鉴》、 《黑龙江植物志》及《中国高等植物》等书。菌类形态特征引自《中国

大型真菌》。

12.本书野生山菜营养成分引自《中国长白山植物资源志》、《植物资源学以《长白山野菜》、

《中国东北野生食药用真菌图志》、《野菜》等书。本书蜂蜜营养成分引自《中国蜜源植物》。

13. 本书所有图片除署名摄影者外，均由周恶系教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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