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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毒植物的历史

古代和中古 时代的发现和应 用

古人在寻找食物时
,

偶然发现含存有毒

物质的植物
,

通过实践很快学会了如何避免

中毒
。

开始为了某些目的而利用有毒植物
,

例如利用它们从动物界获得食品和 消 灭 敌

人
。

众所周知
,

即使现在印度仍有许多人生

活在森林中
,

其中就有一千八百万人使用植

物
“
果腹

” ,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受到文明

的影响
,

虽然他们 已开始耕种土地
,

但不是

以农业为主
,

而主要靠使用弓和毒箭去捕杀

野生动物
,

为了捉鱼
,

他们用多种植物毒杀

鱼
。

无疑人类获得食品的这些实践活动可以

追溯到远古时代
。

此外经典的
“
毒理学

”
术

语起源于希腊词 意指毒物
,

原

来是指箭把浸泡在毒物中
,

来自毒箭的中毒

—
这是指东欧一些凶悍的部落早期应用有

毒物质涂抹在箭上作杀人武器
。

远征军进入遥远的印度地区
,

使得人们

必须防备毒箭以保护自已
。

另有人说
,

西方

世界关于有毒植物的大量知识是来自东方民

族的资料
。

几乎是在史前
,

至迟是在公元前

年
,

远古的印度 《圣经》 就包含了很多

毒物的资料
。

苏斯卢塔
。 在其著 作

中描写 了如何把毒物和食
,

泊
、

饮料混合
,

或

掺进汕
、

香科
、

药品
、

洗澡水
、

鼻烟中
,

或

喷洒到衣服
、

鞋子
、

床和珠宝上
,

或注入耳
、

目等
。

还有大量中毒是 由于有毒植物生
一

民而

隐秘地污染泉水和井水所致
。

自私
、

妒忌
、

仇敌和政治上也是一些仇敌
,

有关者和朋友

残酷投毒的原因所致
,

因而逐渐出现了一些

“
职业投毒者

” ,

他们能巧妙地把苦味和不

熟悉的气味伪装成甜味的乐于接受的物质
,

为此
,

人们保护 自已防止中毒是很必需的
。

怀斯 翻译 《印度医学》 中 的 一篇

文章有
“
由于仇敌

、

坏女人和忘 恩负义的奴

仆将毒物混在食品中
,

医生必须知道不同中

毒的症状
、

剂量等知识
” 的 记述

。

尽管对已

经发现的某些使意识丧失的毒品或其它毒品

还不清楚
,

大约在公元 年时
,

博雅

一
普

拉汉德 一 写的专著认

为 在佛教时期就有外科手术前的吸入药剂

和称为
“ ” 的麻醉药的记载

。

在

印度史上
,

肯定很早就发现了引起流产的药
,

现在广泛使用的麻醉药曼陀罗 和大麻
,

在刑

事犯罪实践中可以追溯得更远
。

收载大麻的

是阿瑟尔瓦 写的吠陀经

—
这

是印度唯一的四本权威著作
。

。

医药方面的应 用

除作为获得动物性食品和杀伤敌人等用

途外
,

有毒植物在远古时代就用来治病
。

在

人类早期历史上医学科学和毒物学 紧 密 相

连
,

有关药用植物的记载可追溯到最早的书

籍之一

—
里格吠陀经

,

该书在

人类知识宝库中即使不是最早
,

也可追溯到

公元前 一 年之间
。

而在《印度草药》

一书中已经相当详细记载了药物的性质和用

途
,

事实上 《印度草药》 是印度医药学的奠

基石
,

其年代可 确定为大约 公 元 前

年之间
,

这 著作是从苏斯卢塔和 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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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著述的两本著作而来的
,

卡

拉卡写的第七章完全为泻下药和催眠药
,

苏

斯卢塔也和卡拉卡一样大约在同一时期完成

了这部著作
,

一

这两部著作牵涉到印度医学中

出现的两大分枝
。

毒物学的现代研完

国外的研完

有毒植物的现代研究方法起源于西方国

家
,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初
,

化学科学迅速发

展
,

因而能够检测砷化物和其它重要的无机

毒品
。

现代毒物学之父是法国毒理学家奥尔

菲拉
,

他首先发现许多毒品
,

诸

如有名的砷化物
,

并从中毒体的组织和食物

中分离出来加以鉴定
,

且多方面阐述毒物在

组织系统中的吸收
、

」

分布机理
。

奥尔菲拉亲

自对不同的植物进行试验
,

并在 年发表

了他的著作
。

这本著作已被公认为对植物界

有特殊参考价值的毒物学的权威著作
。

由于

在他那个时代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为有毒植物

的研究贡献了才智
,

分离鉴定了很多植物的

活性成分
,

还研究了它们对动物器 官 的 作

用
。

鉴于有毒植物的广详用途
,

‘

最近已日益

弓撇人们的兴趣
,

各国出版了有关有毒植物
的大量著作

。 ‘

印度的研 完情况

印度在英国统治时期就较深人地研究了

印度植物的性质
,

许多有毒植物的有价值的

资料
,

包括约内
、

弗来明
、

恩斯里克 等及其合作

者的大量作者的工作
,

虽然他们多人进行 了

实验研究
,

但直到近年来对本国产的有毒植

物的药理学仍不清楚
。

毒理学和化学是 密切

相关的
,

药理方面的实验工作必须在有现代

设备的正规实验室进行
。

直到 年研究热

带医学的加尔各答医学院成立后才能在印度

国内进行
,

因而使植物学家
、

化学家和药理

学家的初次合作成为可能
。

现代作者在印度

这个大国新近才对有毒植物这个领域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
,

但尚未有综合性的专门著作
,

而且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空白
。

二
、

有毒植物的定义

通俗 定义的不足

根据一般概念
,
有毒植物是指当用量很

少即能引起死亡或使机体受到损害的一类植

物
。

但这个概念不能完全满足于下述涉及现

代研究的见解
。

因为我们知道

针茅属 盆
、

三芒草属
、

黄茅属 等的一些熟

悉的野草能刺破皮肤或肌肉引起脓肿
,

已经

报道的病例有刺伤家畜的食管而引起严重损
伤

,

这可能是由于芒刺所致
,

这完全属于机械

损伤
,

而不是有关植物的毒性
。

许多对人和

动物有害的有刺植物不属于这个范畴
。

例如

发痒薰豆 即 五

的尖锐的棕 色毛刺入皮肤而致痒
,

这

种刺伤皮肤是机械性刺激
。

某些经常食富含

纤维的干草的动物
,

在胃肠中形成植物纤维

球 植物粪石 而致严重的消化紊乱
,

有时

甚至对胃肠道形成严重的堵塞
,

产生这些机

械损伤的植物不能称为有毒植物
。

尊 麻 属

的毛致痒并诱发尊麻疹
,

这不是

机械性刺激
,

而是由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

进入机体所致
,

这与薰豆属的截然不同
。

植物的全株不一定都有毒
,

其中

一部分或多部分可能是有毒的
,

其它部分是

无毒的
,
甚至对健康是有益的

。

例如桃子等

蔷薇科植物的种字含致死量的氢氰酸
,

而果

实外面多肉部分通常是可以食用的
。

有时植物仅对一种动物有毒
,

而

对其它动物没有影响
,

例如颠茄对多种动物

都有高度的毒性
,

俱对某些啮齿动物 如兔

子 即在大剂量时也能耐受
。

某些植物在食用时仅影响机体的某

一个器官或某些器官
,

虽然它们不能立即引

起死亡或严重的机体损害
,

但却使涉及的器

官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

从而明显影响寿命

或产生病态
。

例如值得提及的菊科千里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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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某些种
·

能哪
和动物产生肝硬

化
,

从而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
。

某些植物在新鲜状态时对人和动

物是有毒的
,
在干燥或烧煮后则失去毒性而

作为食品
,

例如众所周知的薯预属植物和天

南星科植物
。

毛莫属的许多种植物在新鲜状

态时是有毒的
,

千燥后可作为饲料
。

某些植物在正常情况下可作为动

物的有价值的食品
,

但车一定情况下能产华
大量的有毒物质

,

足以引起死亡
。

这可用马

铃薯为例
,

马铃薯是最有价值的蔬菜之一
,

但在发芽时能产生致死量的茄碱
。

禾本科的

某些植物在干旱或枯萎时能释放大量的足以

致死的氢氰酸
,

并导致全世界大量的牲畜死

亡
,

例如高梁
“ 。

很多象草香碗豆

这样的植物在长时间过量食用 后 会

产生病理状态
,

但在正常情况下
,

这个植物

可供人和牲畜食用
。

有些经常供食用的植物缺乏维生

素
、

矿物质
、

蛋白质等
,

也会导致有害的结

果
,

偶而甚至引起死亡
。

细菌是彼此独立的单细胞植物
,

它们产生的毒素 外毒素和内毒素 使人和

动物发生各种疾病
,

但它们通常不被划分为

有毒 植物
。

植物毒 素和细菌毒 素不同
,

长期

使用一定量的植物毒素在血清中不会产生抗

体或保护性物质
,

虽然蓖麻
“ 二

、

想思豆
〕

和巴豆属 某 些 种类的种子的植

物毒 素也是来源于活的细胞
,

并产生抗体
,

但均不属细菌之列
。

寄生在人和动物体的真菌是另一

种类型的植物
,

能引起癣
、

带状色 斑 等 疾

病
,

但通常也不属于有毒 植物之列
。

有毒植物 的定义

显然有毒植物的任何科学概念 都 必 须

是 这些植物会损害健康
。

对该课题有兴趣

的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概念
,

但都

不能满足上述各种情况
,

木文作者根据现代

知识提出的科学解释对有毒植物作了如下定

义 “
有毒植物是指这样一些植物

,

它们在

全部或某一部分
、

以一种或多种方式和机体

接触后立即产生有害的效应或立即 引 起 死

亡
,

或者由于其中存在的 已知的或未知的化

学物质而使毒性增加
,

但 非 机 械 作 用 所

致
。 ”

从前述的资料似乎可以看出
,

这个定义

包含一些烈性有毒植物
,

例如 乌头属
、

马钱

属和其它一些药用植物
,

也包含用作食品和

饲料的马铃薯和禾草
。

自然我们所指的一些

植物既是毒物
、

药物
,

同时又是食 物 和 饲

料
。

待续

〔  ,

《印度有

毒植物 》
, ,

 
,

英文 〕
‘

崔 熙译 苏中式校
‘

英 国 治 疗 风 湿 病 的 草 药

, 工  
等 英国

,

伦敦大学药学系生药教研室

在英国列夕
、
风涅病治疗的药用植物有

种
,

《英国草药药典》  推荐 种

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

此外还有一些草药

也常被用于治疗风湿病
,

如熊果叶
、

牛芬
、

着草
,

其中一部分在英国已普及应川
,

从它

们作出众多制剂的成份即可说明
。

在英国草

药的
“抗炎制剂

”
中最常使 用 六种 是 愈

创木 英国市场有 种制剂
、

芹菜子
、

熊果叶
、

睡菜
、

花椒
、

牛芬
。 一

卜
‘

面简介 种英国最常用的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