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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植物的毒性成分

植物的毒性是 由于含有某些毒性成分引

起的
。

在讨论有毒植物之前
,

有必要对这些

物质作扼要说明
。

近年来植物化学成分知识迅速发展
,

植

物中许多具有特殊生理作用的成分已经被分

离
、

纯化和鉴定为明确的化学物质
。

其中许

多成分的药理作用已采用现代定量方法进行

了研究
,

然而相当大量的植物中已知或估计

有毒的成分尚有待研究
。

植物碱类 含氮的植物碱类是一类

重要的化合物
,

它包括胺
、

漂岭和生物碱
。

胺 胺是已知的较简单的天然碱
,

主

要是由构成蛋 白质的氨基酸衍生而来
。

存在

于植物中的某些胺使植物带有恶臭味
,

使蘑

菇具有毒性
。

为害不大的简单胺 三甲胺

能使英国山植
 

花产生特殊的味道
。

鸡矢藤
 

的粪臭味是由于叫垛的存在引起的
,

黄美洲寄生子

的升压作用和苯乙胺有关
,

从麦角  

 中分离出的 活 性 胺 是

异戊胺
、

日一组织胺 咪哩乙按 等
。

某 些

细菌在作用于不同食物蛋白质时
,

分解产生

具有生理活性的和有毒性的胺
,

然而这样的

胺类物质在高等植物中比较少见
。

缥吟 嘿吟或甲基黄嘿吟是另一类含

氮化合物
,

为存在于某些热带植物中的活性

成分
,

如茶
 、

咖啡

 、

柯柯
、

柯拉果 和

 、

瓜拉那  
等

,

但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属中
。

具有某些生理作

用的喋吟类的重要代表物质是咖啡因
、

柯柯

碱
、

茶碱等
。

嘿吟类化合物可以认为是
“ 三

尹 这个母体物质的衍生物
,

将其氢 化 即

成漂吟
。 ‘ ‘

生物碱 生物碱是植物碱中最重要的

一类成分
,

其定义通常是 有碱性的复杂的

含氮杂环化合物
,

大多是叔胺
,

游离碱通常

比其盐类难溶于水
。

生物碱在植物体中通常

与不同的有机酸结合成盐
,

这些 盐 易 溶 于

水
。

有些生物碱是无毒的
,

但前文提及的那

些有重要生理作用的一类生物碱
,

在许多情

况下和其强烈的毒性有关
。

大多数生物碱的

通性是有苦味
,

除了牲畜特别饥饿外
,

植物

中含有的这类物质可以充分地保护植物不被

牲畜吃掉
。

生物碱并不广泛地分 布 在 植 物

界
,

在藻类
、

地衣类
、

醉类植物中没有发现

生物碱
,

在真菌中也很少
,

在维管隐花植物

和裸子植物中也不多
,

在单子叶 植 物 中较

多
,

己经报道的绝大多数来自于 双 子 叶 植

物
。

另外
,

在显花植物中亦仅限于少数几个

科
,

含生物碱较多的科是 毛 莫 科
、

婴 粟

科
、

豆科
、

茜草科
、

夹竹挑科
、

茄科
、

百合

科等
。

典型的有毒生物碱有乌头属某些植物

根中的乌头碱
、

婴粟  

认。 葫果中的吗啡
、

吐根
。

 
根 中的吐根碱

、

马钱子

 
一 种子 中 的 士 的

宁
、

烟草属某些种中的尼古丁
、

毒芹
。 。 。 中的毒芹碱

,

毒 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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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柯拉灵

。

武类 试类大概是比生物碱更广泛

地分布在植物界的一类化合物
,

在酸或酶的

作用下分解产生糖或若干同糖密切相关的化

合物和一分子或一分子以上的其 它 化 合 物

通常是酚类
、

醛类
、

醇类或酸类 称为配

糖体
,

多数不含氮
。

近代某些学者建议称这

些化合物为搪杂体
 ,

而葡糖

杂体  ! 这个名称仅限于糖 的部

分是葡萄糖
,

但并不总是如 此
。

因 此 本 书
“
贰

” 这个术语用
“ ” 表 示

。

根

据其水解产物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类型
。

自然

界许多试是无毒的
,

我们讨论的仅限于那些

直接对人或动物有毒或水解后能产生毒性物

质的试类
。

有毒的试中最重要的是氰试
,

虽然这些

试本身几乎无毒
,

但水解后产生最毒的氢氰

酸
。

例如苦杏仁 中

的苦 杏 仁 试
,

亚 麻

或金甲豆
 

中

的菜豆试
、

李属野李中的李试
、

马蛋果

 ! ∀
中的接骨木黑试 等

。

特

别有经济价值的和有毒理学意义的是禾本科

禾草中的氰试
,

这些禾草是牲畜 的 重 要 饲

料
。

另一些试类在水解时产生一些有害的成

分
,

如黑芥子 种子中的

黑芥子试
,

白芥子 种 子

中的白芥子试
,

由于这些精油中含多种硫化

物
,

而使其有刺激作用
。

传说对动物有直接毒性的试是 毛地黄

属中的毛地黄毒试
、

海芒果属中 的 海 芒 果

试
、

毒毛旋花子属中的毒毛旋花子试
、

黄花

夹竹桃属中的黄花夹竹桃贰
、

重楼属中的重

楼贰
、

血见封喉属中的见血封喉贰等
。

、

皂式类 皂贰类是另一类化合物
,

存在于大约 种植物中
,

分属于 多 个不

同的科中
。

本文讨论的含皂贰的科不少于钧

个
,

含有皂贰的典型的属是无患子属
、

槛藤

子属
、

玉蕊属 主
、

肥皂草属
、

肥皂树属
‘

等
。

虽然它们是试的一个类型
,

但

是它们有特殊的性质
,

在许多植物中广泛分

布
,

因而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

皂贰因同水一

起振摇时产生肥皂样泡沫而得名
,

皂贰味苦
、

辛辣
,

干燥的粉末对鼻子有刺激性
,

它们对

于鱼
、

蛙
、

昆虫等冷血动物特别有毒
,

鱼在
, , ,

的稀释液中仍能被杀死
。

而

温血动物口服时
,

常常产生胃肠道刺激
、

呕

吐和腹泻
。

当其进入体内接触血液
,

能产生

溶血作用
。

比较有毒的皂武常称为毒皂试
,

当水解时可产生不同的糖
,

一般为己糖和戊

糖
,

另一部分为有生理活性的皂试元
。

苦味质 这种苦味成分是中性的非

贰类成分
,

已在许多植物中发现
,

一般存在

于葫芦科的一些野生种植物中
。

含有苦味质

的几种镇物制剂用于增进食欲
,

其中也有用

其泻下的作用
。

种种苦味质包括象芦荟苦味

剂
,

这是在芦荟的汁液中发现的
,

这些成分

味苦
,

令人恶心
,

具泻下作用
。

芦荟苦味质

中最重要的是芦荟素
,

这是戊糖和经基蕙酮

的衍生物
,

经基蕙醒的衍生物还存在于决明

属
,

大黄属和鼠李属许多植物中
。

而内醋是

醇与酸脱水而成的
,

山道年是一个内醋
,

在

篙属多种植物中发现
。

另一个例子是印防己

中的印防己毒素
、

毒蛋 白 蛋白质都是 由不同的氨基

酸单位或其衍生物缩合形成的
。

象已经发现

的毒白蛋白一样
,

在豆科的相思豆属
、

决明

属
,

大戟科的巴豆属
、

蓖麻属
、

麻风树属和

沙箱树属均发现含有毒蛋白
。

相思豆
、

巴豆
、

蓖麻子的毒蛋白和麻风树
。。二

中的泻果素都是毒白蛋 白
,

、

这些毒 白

蛋白是主要的血液毒素
,

能凝集和沉淀红血

球
,

但对动物来说
,

如果是小剂量或逐渐增

加剂量则具有免疫作用
,

这种免疫作用是专

一的
,

即对抗特殊的毒白蛋白有作用
,

而不

是对所有的毒白蛋 白都有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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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

脂肪油 脂肪油通常是由甘注同名

种脂肪酸组成的化合物及溶于其中的则浮等

物质的总称
。

它们是油状液体
,

相当普遍地

存在于掉物的种子中
,

加热时分解释枚出具

有辛辣味的丙烯咚
。

脂肪油不溶 于 水 成 甘

油
,

稍演于醇
,

污和乙醚
、

氯仿
、

苯
、

二硫

化碳等有机溶剂任意混溶
。

脂肪油具有缓泻

作用
,

其中某些具百剧泻洋用
,

例 如 巴 豆
一  ! ∀ #! ∃ % &

、 一

长椭圆形 叶 巴 豆

(C
·

o

‘

b
l

o n
g i

f

o

l
i
、: s

)
、

麻风树
、

蓖 麻 等

植物中灼脂肪油
。

从巴豆种子中得到的巴豆

油的泻下作用最强
,

外用于皮肤引坦刘故和

水泡
。

另外象蓖麻油的泻下作用是由于经基

酸中的甘油醋所致
,

但麻风树中 不 含经 基

酸
,

其作用是由于溶解在甘油脂中的其它成

分所致
,

这些脂肪油
卜

的其它毒 注也许是由于

树脂或别的毒性成分溶工达些油中引起的
,

如巴豆油的糜烂作用是由于树脂类物质溶解

于油中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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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
:
精油 (挥发油) 是具有特殊

气味的物质
,

因此含精油灼植物也有相应的

气味
。

通常精油水身就这样存在于植物中
,

有时以结合成试的形式存在
,

在酶的作用下

释放出来
,

例如十字花科某些植物
。

精油不

同于脂肪油
,

能以挥发性气体的形式存在
,

通常是多种化合物的混合物
,

其中包括 已知

的菇烯和涪
.
飞砧肺

、

开环的婷
、

醛
,

樟脑系

列的芳香寿旅其驹
、

苯系列的芳香婷
、

醛
、

酮
,

倍半枯德
、

附咬居、衍生物
,

各种醇的醋

和硫化物
。

从化合物的性质来看
,

可以 用 作 防腐

剂
、

消毒剂
、

驱虫剂
,

有些甚至 作 为 杀 虫

剂
。

它们有强烈 寸味道和局部刺激作用
,

待

别对皮肤粘膜
。

大剂量内服产生整个胃肠道

的强烈刺败作用
,

继而引起疼痛
、

呕吐和腹

泻
、

充血以至扩
一

展到腹腔和所有 相 邻 的 部

位
。

在女性主殖器内充血时
,

可表现为出血

和流产
,

特 别 象 桧 树 (Ju n iP e: u S C 。 m -

, n u n i s
)

、

新疆巨i柏 (J
. 5:、

b i
n a

)

、

芸香

赞
,

t
a g r 。

一

e

ol

o

ns
)

、

除蚤薄 荷 (M en -

:h a p 。 l e g i : m ) 不不,欧芹 (p arsle丁) 中 的

情油
。

象苦艾 (洋艾
,

A
r

t
e

m i
s

i
a a

b
s

i
n -

t
h i

:
m )

、

肉豆 衣 (入工y ri: :iea f:a g ra n :)

等植物中的挥发油直接牛用于中枢 甲经系统

而作为 冲经毒
。

其活性变化也大
,

压多效情

况下
,

首先对中枢神经系统先兴 奋 而 后 抑

制
,

而洋艾的作用仅有一个显著的兴奋而导

致惊厥
。

含有精油的植物广泛分布于植物界
,

而

某些科象唇形科
、

芸香科
、

伞形科
、

桃金娘

科
、

樟科
、

胡椒科和松柏科的植物中特别丰

富
。

精油中含有毒性成分的植物的属有
:
葛

属
、

芸香属
、

薄荷属
、

欧芹属
、 ;

黎属
、

肉豆

范属
、

按属
、

白珠树属
、

桧属
、

松属
、、

徉豆

属
、

银莲花属
、

毛食属
、

驴蹄草属
、

楼桃属
、

葱属
、

芸苔属以及十字花科的一些属
,

_

胡椒

属
、

阿魏属等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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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服
:
树指为一尖具有相似物理性

质
、

具有不同沁学组成的复杀物 质 的 混 合

物
。

许多树脂的主要成分是 尔为树脂醋的醋

类
、

亦为褚对施酸的复东旧有庵几酸类和称为树

垢烃的术知物质
。

含有汾注物质的某些树脂

具有强烈的刺激让
,

而另一些 含苦味物质则

有强烈的与下作用
,

树脂头大多数的化学还

不清楚
。

近年来已经研究分离出属于其它类

型的个另」活性成分单体
。

例如从喷瓜 (E
cb a-

11iu m ela ter iu m ) 由得到的有泻下 作 用

的树脂 p一 喷瓜素
, 、

、

鱼藤属某些种中得到

的杀虫成分鱼藤酮
、

鱼华素
、

灰毛豆酚等
。

这些都是纯化学物贡
,

戈
!
{分在树脂这个范畴

时间不长
。

有泻下作用
}、 ,

对指发现 序在于喜马鬼臼

份
odop hyllum em od i)

、

小 桑 藤 黄

(G arCin ia m o r ella)
、

药西瓜 (C 全tr u -

l lu s e o lo e y n th is )
、

喷瓜
、

司格蒙 (C
。-

n v o
l
v u

l
u s : c a o l m o n

i
a
)

、

裂叶牵牛 (Ip
o-

m o e a h ed e rae ea )
、

泻下牵牛 等 中
。

有

发泡和刺激作用的树脂存在于腰果 (A n a。-



、

H
o

l i g
a r n z a

a r n o

tt
i
a n a

、

盐肤木属的某些 种
、

打 印 果

(S em eea rp u S a n ae a rd itim )
、

大 戟 属

等一些种 中
,

具有杀虫和有毒性的树脂存在

于鱼藤属
、

灰毛豆属
、

牛角瓜属某些种和大

麻 (C annab is sativ a)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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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 酸
:
从毒性观点来看

,

有机酸

中有意义的是草酸
,

这是一个原生质毒素
。

以钙
、

钠
、

钾的草酸盐形式存在于大量的植

物中
。

常规情况下
,

存在于植物中的少量草

酸盐即产生毒性
,

但在己报道的人 和牲畜的

几个中毒例子来看
,

是因为吃了大黄属
、

土

大黄属植物的叶子所致
,

而在这些情况下
,

草酸盐可以大量存在
, ‘

已l’i’j 通过沉淀作用夺

走了组织中的钙
。

因此人们应该记住
,

含草

酸钙在正常量时是没有危险的
一

,

动物的死亡

是由于摄进了过量的钙
。

甲酸是一个刺激性的物质
,

存在于寻麻

科的有锐刺的尊麻等少数几种植物中
,

但不

久前表 明算麻的刺激作用不是由于甲酸引起

的
,

而是由于更复杂的树脂酸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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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质
:
揉质是酚的衍生物

,

同铁盐

反应产生蓝或绿色
,

不含氮
,

有些是试
。

具

有收敛作用
,

存在于许多植物
、

特别是存在

于植物的叶子和树皮 以及病理性 的 组 织 中

(五倍子)
,

有些牲畜中毒的例子是由
一

于吃

了橡实和栋属植物的叶子引起的
。

1 2

.

光能物质 (P h o to d y n a :n ie su b-

sta n c es ) : 近年来的工作表 明某些植物的

毒性作用是由于光的影响
。

当牲畜吃 了含有

这类物质的植物则对光敏感
,

再暴露到阳光

下就会产生严重的光敏作用
。

光敏作用发生

在动物皮肤没有色素的部分及白色的动物
,

而且仅出现在吃了足量的光能物质
、

并消化

吸收之后
,

又再暴露到阳光下
。

如果这些条

件的任何一个不具备
,

症状就不会出现
。

然

而光能物质并不总是产生光敏反应
。

有光敏

作用的植物有荞麦 (F
agop y ru m

一

e s c u

l

e n -

t

u

m
)

、

黑点叶金丝桃 (H y p erieum p er-

fo ratuzn )
、

羡 葵(T
ribul::5 te rres*ris)

和三叶草属
、

首蓓属
、

寥属的某些种类等等
。

荞麦的果实和叶在猪和别的动物身上有光敏

作用
,

但在人体则没有
。

1 2

.

硒和氛化合物
:
近年来 已经表明某

些植物在硒的土壤中生长
,

吸收硒化合物到

足够量时而使这些植物带有毒性
。

例如小麦

(T ritieu m a u tiv u m lin n ) 对动物 一 般

是无毒的
,

而生长在含硒的土壤中的小麦变

得有害
,

’

若它们原来有毒则毒性可以增加
。

“
慢性硒中毒

”
这个病叫 洋酒醉肩 ” ,

在牛

和马中已经发现是由于吃了那些吸收硒的有

毒植物
。

氟使人和动物中毒
,

发生在马德拉

斯和旁遮普的某些地区
,

因为那里的土壤里

存在着过量的氟化物
,

通过食物或水而被吸

收
,

或由于食用在那些地区生长的植物
、

或

两种情况兼有
。

这些毒性物质因植物死亡和

分解及中毒的动物死亡后又吸收回土壤
,

这

样的恶性循环继续下去
,

使有毒的作用永久

地延
‘

续下去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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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有毒成分
:
此外还有许多成分

不能包括在上述各类化合物巾
,

侵木毒素存

在于卵叶马醉木 (p ieris o v a lifo lia ) 和

杜鹃花科杜鹃属及其它属的一些植物中
,

紫

雪花精是一种具有刺激性的毒性物质
,

这是

存在于白花丹属
_
(Pl
um b a g ) 的一个 蔡 醒

衍生物
。

一种能引起皮炎的樱草素存在于四

季樱草 (Prim ul二 o
b
e o n

i
e a

) 中
。

水 芹

毒素是从水芹 (O enanth e eroeato) 中发

现的毒性物质
,

具有杀虫作用的木蔡芦毒素

存在于木黎芦属 (L eueoth o e ) 中
,

灰 叶

素
、‘

鱼藤素
、

灰毛豆酚等是很强的杀虫剂
,

存在于豆科的鱼藤属
、

灰毛豆属
、

M

u o
d
。-

l
e a 属

、

鸡血藤属
。

这些成分的化学性 质 已

逐渐阐明
,

以后有可能在专门的 章 节 中 叙

述
。

〔p o is o n o u s p la n ts fo In d ia 《印度 有 毒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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