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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及利用现状与开发对策

许良政, 廖富林
(嘉应学院生物学系, 广东梅州 514015)

摘要: 报道了广东省梅州市的野生食用植物 72科 150属 198种 (不包括可食用的蕨类、藻类、菌类 ) ,

并对其种类特点、生物学性状、食用部位等指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分析了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的

利用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开发对策.

关键词: 野生食用植物; 植物资源; 开发利用; 梅州市

中图分类号: Q949. 91 文献标识码: A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EXPLO ITATION STRATAGEMS

OFW ILD EDIBLE PLANTS IN MEIZHOU CITY

XU L iang- zheng, L IAO Fu- lin

( Departm en t of B iology, J iaying Un iversity, M eizhou 514015, Guangdong, Ch in a)

Abstract: 72 fam ilies, 150 genera and 198 spec ies( except ed ib le w ild fung,i pteridophyte

and phycophte) ofw ild ed ible plants w hich distributed inM eizhou c ity, w ere reported. The

statist ics an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 f species, b io log ica l propeties, eatab le parts

w ere conducted. The present cond itions o f ut i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stratagems of w ild ed i

b le plants inM e izhou w ere ana lysed and presented, respective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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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梅州市地处 115 18 ~ 116 56 E, 23 23 ~ 24 56 N之间, 是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

过渡地带,总面积 15 835. 7 km
2
.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海拔 1 000m以上的山峰 10余座,

最高峰铜鼓嶂海拔 1 560m,位于阴那山脉东北端.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是南亚热带和中

亚热带气候区的过渡地带,具有夏长冬短,气温高,光照充足和雨水多且集中,冷热悬殊、气流

闭塞, 地形小气候突出等低纬度山区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在 20. 6! ~ 21. 4! ,年均日照时数

为 1 714. 6~ 2 010. 5 h,年平均降雨量 1 483~ 1 798mm,光、热、水、气资源充足,自然条件独特

而优越. 植物资源丰富,野生食用植物种类较多. 最近 10年来, 广东各地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

调查, 除有文献报道湛江市野生蔬菜
[ 1]
和粤东地区野生蔬菜及果树资源

[ 2, 3]
外,其他地区尚未

见报道,对野菜等野生食用植物存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资源不清、开发利用盲目性等问



题
[ 4]
. 本项研究旨在查明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概况,为全面开发、综合利用野生食用植

物奠定基础,对梅州山区的资源开发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服务 ∀生态梅州#的兴市战略 [ 5]
.

1 方法

结合植物野外实习和广东省及梅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于 1998~ 2004年,通过实地调查、走

访群众、小区试种和查阅文献
[ 6- 17]

, 调查研究了广东省梅州市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并进行植

物分类
[ 18, 19 ]

,考察其生育年限、生活型和食用器官
[ 6, 9 - 12]

, 参照文献 [ 9]的分类方法进行食用

类型分类.

2 结果及分析

2. 1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种类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共计 72科 150属 198种 (不包括蕨类、藻类、菌类 ) ,见表 1.

含野生食用植物 5种以上的科有 10个, 按种数多少排列依次为菊科 Compositae( 27种 )、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9种 )、禾本科 Gram ineae( 9种 )、桑科 Moraceae( 8种 )、茄科 So lanaceae

( 8种 )、苋科 Am aranthaceae( 7种 )、葫芦科 Cucurb itaceae ( 7种 )、伞形科 Umbelliferae ( 7种 )、

蓼科 Po lygonaceae( 6种 )、唇形科 Lab iatae( 6种 ). 此 10科仅占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总科数的

13. 9%, 却占其总种数的 47. 5% ,说明它们在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

含野生食用植物 3种及 3种以上的属有 10个,即蓼属 P olygonum L. ( 5种 )、榕属 F icus L.

( 5种 )、蒿属 A rtem isa L. ( 5种 )、栝楼属 T richosanthes L. ( 4种 )、蛇葡萄属 Amp elop sis M ichx. ( 4

种 )、鼠曲草属 Cnaphalium L. ( 4种 )、苋属 Am aranthus L. ( 3种 )、茄属 Solanum L. ( 3种 )、酸浆

属 Phy salis L. ( 3种 )、菝葜属 Sm ilax L. ( 3种 );单属 (种 )的野生食用植物共 120属 (种 ), 分别

占其总属数的 80%、总种数的 60. 6%. 表明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在植物系统分类上具有一定

的共性、即在科属上的相对集中性,在植物系统组成上具有突出的属种多样性.

2. 2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的基本状况

2. 2. 1 生物学性状 在 198种野生食用植物中,有草本植物 144种, 其中一、二年生草本植物

52种,如: 荠菜 [Capsella bursa - pastoris ( L. ) M ed ic. ]、扁蓄 (P olygonum aviculare L. )、皱果苋

(Am aranthus viridis L. )、刺苋 (Am aranthus sp inosus L. )、凹头苋 ( Am aranthus lividus L. )、青葙

(C elosia argentea L. )、一点红 (Em ilia sonchifolia DC. )、鼠曲草 (Gnaphalium aff ine D. Don. )、野

茼蒿 (C rep idioides Bench. )、少花龙葵 ( Solanum photeinocarpum nak. et Odash. )等; 多年生草本

植物 70种, 如: 蕺菜 (H outtuyn ia cordata Thunb. )、土人参 [ T alinnum p anicu la tum ( Jacq. )

Gaertn. ]、龙牙草 (Agrim onia p ilosa Ledeb. )、水芹 [Oenanthe javanica ( B .l ) DC. ]、山芹菜 (A ngel

ica m iqueliana Max im. )、积雪草 [ Centella asiatica ( L. ) U rban. ]、白苞蒿 ( A rtem isia latcif lora

W al.l )、凉粉草 (M esona chinensis Benth. )、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L ind.l )、薏苡 ( Co ix lachry

m al- jobi L. )等;草质藤本 22种,如:栝楼 (T richosanthes kirilow iiM ax im. )、野葛 [Pueraria loba

ta (W illd. )Ohw i]、牛尾菜 ( Sm ilax riparia A. DC. )、薯蓣 (D ioscorea opposite Thunb. )等. 草木植

物约占野生食用植物总数的 7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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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统计

科 属 数 种 数 科 属 数 种 数

1苏铁科 Com pos itae 1 1 37五加科 A raliaceae 2 2

2松科 P inaceae 1 1 38伞形科 Um be lliferae 7 7

3樟科 Lauraceae 1 1 39杜鹃花科 E ricaceae 1 1

4防已科 M en isperm aceae 1 1 40木犀科 O leaceae 1 1

5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1 1 41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2 2

6十字花科 Cruc iferae 4 5 42萝摩科 Asclep iadaceae 1 1

7堇菜科 V iolaceae 1 1 43茜草科 Rubiaceae 2 3

8石竹科 C aryophyllaceae 3 3 44忍冬科 Capr ifoliaceae 1 2

9马齿苋科 Po rtu lacaceae 2 2 45败酱科 V aler ianaceae 1 2

10蓼科 Po lygonaceae 2 6 46菊科 Com positae 17 27

11商陆科 Phy to laccaceae 1 1 47报春花科 P rim u laceae 1 1

12苋科 Am aranthaceae 4 7 48车前草科 P lantag inaceae 1 2

13凤仙花科 Ba lsam inaceae 1 1 49桔梗科 Campanulaceae 2 2

14紫茉莉科 Nyc tag inaceae 1 1 50茄科 So lanaceae 4 8

15酢浆草科 Oxa lidaceae 1 2 51玄参科 Scrophu lar iaceae 1 1

16千屈菜科 Ly thraceae 1 1 52冬青科 Apu ifo liaceae 1 1

17葫芦科 Cucurb itaceae 3 7 53爵床科 Acan thaceae 2 2

18秋海棠科 Begoniaeeae 1 1 54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1 1

19番木瓜科 Car icaceae 1 1 55唇形科 Labiatae 6 6

20仙人掌科 Cac taceae 1 1 56落葵科 Base llacea 1 1

21桃金娘科 Myrtaceae 1 1 57藜科 Chenopodiaceae 2 2

22椴树科 T iliaceae 1 2 58木棉科 Bom bacaceae 1 1

23锦葵科 M alvaceae 1 2 59泽泻科 A lism ataceae 1 1

24大戟科 Euphorbiaceae 4 5 60鸭跖草科 Comm e linaceae 1 2

25蔷薇科 Rosaceae 3 3 61芭蕉科 M usaceae 1 1

26含羞草科 M im osaceae 1 1 62襄荷科 Z ing iberaceae 2 2

27苏木科 Caesa lp in iaceae 1 1 63百合科 L iliaceae 3 3

28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9 9 64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 2 2

29壳斗科 Fagaceae 1 1 65菝葜科 Sm ilacaceae 1 3

30桑科 M oraceae 3 8 66天南星科 Araceae 2 2

31桑寄生科 Lo ranthaceae 1 1 67石蒜科 Amary llidaceae 1 1

32鼠李科 Rhamnaceae 1 1 68薯蓣科 D ioscoreaceae 1 2

33葡萄科 V itaceae 2 5 69仙茅科 H ypox idaceae 1 1

34芸香科 Rutaceae 1 1 70兰科 O rch idaceae 2 3

35橄榄科 Burse raceae 1 1 71竹芋科 M arantaceae 1 1

36漆树科 Anacardiaceae 2 2 72禾本科 G ram ineae 8 9

合 计 150 198

另有木本植物 50种,其中乔木 14种, 如: 马尾松 (P inus m assoniana Lamb. )、肉桂 ( C inna

m om um cassia Presl ) 棠梨 [ Pyrus calleryana Dcne var k iehne i( Schneib ) Yu ] 木棉 [ Go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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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inus malabarica ( DC. )M err. ]等;灌木 26种,如:木芙蓉 (H ibiscus mu tabilis L. )、木槿 (H ibis

cus syriacus L. )、羽叶金合欢 [A cacia p ennata ( L. ) W illd. ]、牛奶树 (F icus hisp ida L inn. .f )、五

指毛桃 (F icus sim p licissim a Lour. var. h irtaM igo. )、白簕 [A canthopanaa trifo liatus( L. )M err. ]、鸡

蛋花 (P lum eria rubra L. cv. acutifo lia)等; 木质藤本 8种, 如: 木防已 [C occulus rilobus ( Thunb. )

DC. ]、山鸡血藤 (M illettia- dielsiana H arms. ex D iels. )、短梗蛇葡萄 [Amp elop sis brevip eduncula

ta (M ax im. ) T ra- utv. ]、鸡屎藤 [Paederia scandens ( Lour. ) M err. ]等. 木本植物约占野生食用

植物总数的 25. 1% . 此外, 还有竹类植物 5种, 如: 苦笋 [ P leioblastus hindsii (M unro) N a

K a.i ]、麻竹 [S inocalam us latif lorus (M unro )M c C lure. ]、毛竹 (Phy llostachy s nevinii H ance. )等.

竹类植物约占野生食用植物总数的 2. 5%.

2. 2. 2 食用类型 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类型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 6, 9, 20, 21]

,本文按参考文献 [ 9]

的方法,据植物的基本属性 (生活型 )和主要食用部位对梅州市的野生食用植物归类见表 2.

需要说明的是在野生食用植物中,有许多种类是几种器官均可供食用的,如襄荷科襄荷的

嫩叶、根状茎和花均可食; 番木瓜科番木瓜的嫩叶、花果均可食; 酢浆草科酢浆草的嫩茎叶、朔

果均可食;酢浆草科红花酢浆草的嫩茎叶、块根均可食; 三白草科蕺菜的嫩茎叶、根状茎均可

食;苋科刺苋的嫩茎叶、肉质根均可食.

3 梅州野生食用植物利用现状与开发对策

3. 1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的利用现状

3. 1. 1 野生食用植物的开发 目前,梅州市的野生食用植物 (蕨类、藻类、菌类除外 )以商品

化利用、产品批量销售的只限于用作汤料的近 10种,如五指毛桃 ( F icus simp licissim a Lour. var.

hirtaM igo. )、牛奶树 (F icus hisp ida L inn. .f )、鸡矢藤 [Paederia scandens ( Lour. )M err. ]、当梨头

[Pyrus calleryana Dcne. var. k iehne i ( Schneib. ) Yu. ]、金樱根 ( R osa laevigata M ichx. )、岗稔

[Rhodom yrtus tom entosa (A i.t )H assk. ]、鸡骨草 (A brus can toniensisH ance)、溪黄草 (P lectranthus

lasiocarpas Hayata. )、五月艾 (A rtem isia ulgaris L. )
[ 22 ]

,一般都以干品出售. 且全市仅有寥寥几

家小型民营野生食用植物加工企业, 尚无生产基地. 野生食用植物生产集约化程度和开发的

深度都较低,市场面窄,效益不高.

3. 1. 2 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 以野菜为例, 与栽培蔬菜相比,野菜有特别的风味, 有的清香,

有的味道奇特, 有的口感独特. 可用于鲜食、熟食、做馅、做汤、凉拌, 也可熘、烩、煮、烧、盐渍

等. 做法多样, 别具一格. 如荠菜、鱼腥草等. 然而,用于食用的新鲜野菜梅州市场上仅常见马

齿苋 (P ortulaca oleracea L. )、枸杞 (Lycium Chinense M il.l )、淮山 (D ioscorea opp osite Thunb. ) ,季

节性偶尔少量上市的新鲜野菜也只有狗爪豆 [M ucuna cochinchinensis ( Lour. ) Cheva.l ]、苦笋

[P leioblastus hindsii (M unro) N aKa.i ]、霸王花 [Hy locereus unda tus (H aw. ) B rit.t and Rose. ]等.

绝大多数野生蔬菜种类不仅未得到开发利用, 也未被农民自采自销零星销售,或当为杂草除

灭,或充饲料绿肥,或于林地水边自生自灭. 梅州市野生蔬菜等野生食用植物的利用存在着资

源利用种类少、方式单调、时间短,资源开发不平衡、生态隐患大、经济效益低等突出问题.

3. 2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的开发对策

3. 2 1 提高认识 重视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的资源优势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的利用现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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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类型

食用类型 野菜名及其科类

鲜花类 松科: 马尾松;木防已科: 木防已;凤仙花科:凤仙花; 紫茉莉科:紫茉莉; 秋海棠科: 粗喙秋海

棠; 番木瓜科:番木瓜; 仙人掌科:量天尺;锦葵科: 木芙蓉、木槿;蔷薇科: 棠梨; 苏木科: 粉叶

羊蹄甲; 杜鹃花科:杜鹃; 夹竹桃科:鸡蛋花; 萝摩科:夜来香; 忍冬科:华南忍冬、金银花;木棉

科: 木棉;芭蕉科: 野蕉;襄荷科: 襄荷、山姜; 百合科:白百合; 雨久花科:风眼莲

果实 (种子 )类 凤仙花科: 凤仙花;酢浆草科: 酢浆草;葫芦科: 马瓜儿、钮子瓜、栝楼、多型栝楼、叉指叶栝楼、

王瓜; 番木瓜科:番木瓜; 桃金娘科:岗稔;大戟科: 余甘子; 蔷薇科: 金樱、棠梨; 蝶形花科: 狗

爪豆、长柄野扁豆;壳斗科: 板栗; 桑科: 薜荔、构树、小构树、桑树; 鼠李科: 拐枣; 芸香科: 柚

子; 橄榄科:橄榄; 漆树科:南酸枣; 木犀科:女贞; 桔梗科:铜锤玉带草;茄科: 少花龙葵、水茄、

白英、酸浆、灯笼果、灯笼草、枸杞; 马鞭草科:黄荆; 禾本科:薏苡

草本茎叶类 三白草科: 蕺菜; 十字花科: 荠、碎米荠、印度蔊菜、塘葛菜、西洋菜; 堇菜科: 紫花地丁; 石竹

科: 荷莲豆草、繁缕、牛繁缕;马齿苋科: 马齿苋、土人参; 蓼科: 长刺酸模、火炭母、何首乌、扛

板归、虎杖、萹蓄; 苋科:皱果苋、刺苋、凹头苋、青葙、莲子草、空心莲子草、土牛膝;凤仙花科:

凤仙花; 紫茉莉科:紫茉莉; 酢浆草科:酢浆草、红花酢浆草; 千屈菜科:节节菜; 葫芦科: 马瓜

儿、钮子瓜、栝楼、多型栝楼、叉指叶栝楼、王瓜、绞股蓝; 秋海棠科:粗喙秋海棠;番木瓜科: 番

木瓜; 椴树科:甜麻、黄麻;大戟科: 叶下珠、铁苋菜; 蔷薇科: 龙牙草; 蝶形花科: 鸡眼草; 葡萄

科: 短梗蛇葡萄、粤蛇葡萄、大叶蛇葡萄、显齿蛇葡萄、角花乌蔹莓; 伞形科: 水芹、山芹菜、积

雪草、天胡荽、异叶茴芹、鸭儿芹、刺芫荽;茜草科: 鸡屎藤、毛鸡矢藤、拉拉藤;败酱科: 败酱、

白花败酱; 菊科:白苞蒿、茵陈蒿、牡蒿、艾、蒌蒿、一点红、小叶一点红、白子菜、黄鹌菜、菊芋、

豨莶、鼠曲草、秋鼠鞠草、细叶鼠鞠草、多茎鼠鞠草、小飞蓬、鳢肠、黄花鳢肠、苦苣菜、三叶鬼

针草、大蓟、小蓟、地胆草、白花地胆草、山苦荬、马兰、野茼蒿; 报春花科: 星宿菜; 车前草科:

大车前、车前;桔梗科: 羊乳、铜锤玉带草; 茄科:少花龙葵、水茄、白英、酸浆、灯笼果、灯笼草、

枸杞、红丝线;玄参科: 野甘草;爵床科: 枪刀菜、狗肝菜; 唇形科:益母草、紫苏、溪黄草、罗勒、

野薄荷、凉粉草;落葵科: 落葵;藜科: 藜、地肤; 泽泻科:矮慈姑; 鸭跖草科:鸭跖草、竹节草; 雨

久花科: 鸭舌草、风眼莲; 菝葜科:菝葜、光叶菝葜、卵叶菝葜; 天南星科: 野芋;石蒜科: 石蒜;

仙茅科: 仙茅;兰科: 石斛、石仙桃、细叶石仙桃;禾本科: 牛筋草、淡竹叶

木本茎叶类 苏铁科: 蓖齿苏铁;松科: 马尾松;樟科: 肉桂;木防已科: 木防已;含羞草科: 羽叶金合欢;蝶形

花科: 葫芦茶、鸡骨草、铁扫帚、山鸡血藤;桑科:牛奶树、变叶榕、琴叶榕、五指毛桃、薜荔、桑

树; 桑寄生科:桑寄生; 葡萄科:短梗蛇葡萄、粤蛇葡萄、大叶蛇葡萄、显齿蛇葡萄; 漆树科: 盐

肤木; 五加科:白簕、广东楤木;夹竹桃科:酸叶胶藤; 冬青科: 岗梅; 马鞭草科:黄荆;忍冬科:

华南忍冬、金银花

竹笋类 苦笋、麻竹、毛竹、篌竹、禄竹

根 (茎 )类 马齿苋科: 土人参;蓼科: 何首乌;苋科: 刺苋;紫茉莉科: 紫茉莉;酢浆草科: 红花酢浆草;桃金

娘科: 岗稔;锦葵科: 木芙蓉、木槿; 大戟科:木薯、白楸;蔷薇科: 金樱、棠梨; 含羞草科: 羽叶金

合欢; 蝶形花科:豆薯、野葛、山鸡血藤; 桑科: 牛奶树、变叶榕、琴叶榕、五指毛桃、构树、小构

树、桑树;葡萄科: 短梗蛇葡萄、粤蛇葡萄、大叶蛇葡萄、显齿蛇葡萄; 菊科: 菊芋; 桔梗科: 羊

乳; 茄科:枸杞; 冬青科:岗梅; 木棉科:木棉; 泽泻科: 矮慈姑; 襄荷科: 襄荷、山姜; 百合科: 多

花黄精、白百合;菝葜科: 菝葜、光叶菝葜、卵叶菝葜; 天南星科: 磨芋、野芋; 薯蓣科:大薯、山

药; 竹芋科:竹芋; 禾本科:白茅根、淡竹叶

注:鲜花类指食用单花和花序的种类;果实类指食用种子或果皮的种类;草本茎叶类为食用草本植物的茎叶、嫩根或根系;木

本茎叶类系食用木本植物的茎叶;竹笋类特指食用禾本科竹亚科植物的嫩茎;根 (茎 )类包括食用根 茎或块根 块茎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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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生产、消费、投资与管理者对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尚未引起重视. 本文的研究已显示

仅以梅州市野生蔬菜而言, 比地处粤西南的湛江市多 12科、45种
[ 1]
、比近邻的粤东地区多 21

科、71种
[ 2 ]
,具有相对的资源优势,值得引起各方面高度注意. 在梅州境内分布广泛及比较广

泛的野生食用植物达 100余种,种类多、贮量大,且食用类型多,春夏采茎叶、秋收果实、冬挖根

茎. 这些均有利于综合开发利用野生食用植物,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 此外,梅州地区野生食

用植物中有一些种类相当集中的科 (如菊科、蝶形花科、禾本科、桑科、茄科等 )和属 (如蓼属、

榕属、蒿属等 ),同类群植物在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方面的一致性,在营养成分方面的相似性,

在自然分布方面的共性,为开发利用这些植物提供了依据,并对进一步发掘出更多野生食用植

物种类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 21 ]

.

3. 2. 2 克服 ∀猎奇#心理,促进野生食用植物的科学开发 目前, 野生食用植物需求量虽日益

增加, 但这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的一种 ∀猎奇 #心理和追求时尚的行为 [ 1]
. 毫无疑问,野生食用植

物是重要的膳食资源,值得大力开发. 在野菜方面,中国园艺学会已将重视和加强野生蔬菜资

源调查与开发工作,写进了我国蔬菜 ∀十一五 #科技发展规划咨询建议. 但是, ∀猎奇 #的心理

倾向, 将戕害野菜等野生食用植物在遗传育种学、植物生理学、民族植物学、植物文化学、营养

学、医药学、生态学与植物地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
[ 4]
, 将可能导致对野生

食用植物食用安全性的忽视,十分不利于野生食用植物的科学开发与利用、不利于广大消费者

的健康保障. 因此, 克服 ∀猎奇#心理, 树立科学的野生食用植物开发观, 高度重视野生食用植

物多学科方向的基础研究,是促进野生食用植物科学开发的根本和长期措施.

3. 2. 3 结合 ∀扶贫开发#,促进野生食用植物的生产基地建设 多年来, 广东省对贫困地区实

行了 ∀扶贫开发#政策,梅州市是广东省 ∀扶贫开发 #的主要对象之一. 我们认为, 从梅州市实

际情况出发,梅州市野生食用植物开发应与广东省对其实施的 ∀扶贫开发 #有机结合起来,将

野生食用植物开发纳入 ∀扶贫开发#计划, 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科研、土地、资金与生产管理等

资源, 充分发挥梅州市作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区 ∀后花园 #的生态环境优势, 高标准、

高起点建立野生食用植物的生产基地,研究和制订野生食用植物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生产绿

色或有机特种农产品,主要销往消费能力强的经济发达地区或直接出口国外,产品价格将至少

比普通栽培品种高出 1倍以上. 另一方面,野生食用植物生产基地建设也可吸引民间资本,以

补充基地建设资金不足. 至于种苗,既可以将当地的野生食用植物进行驯化栽培, 也可从市内

外引种扩繁. 这样, 不仅能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一条新途径,而且也能为 ∀生态梅州#的兴市战
略提供新内涵.

3. 2. 4 多元化综合利用,开发研究野生食用植物系列深加工产品 野生食用植物除可供蔬食

和简单加工成各类食品的用途之外, 多具有祛病强身的药用功能, 或可供作饲料、绿肥、香料、

鞣料、染料、木料等,还具有环境保护、生态或特色旅游的功能
[ 4]
. 尤其是利用一些野生食用植

物中含有的药用成分,对其进行深度加工,生产系列保健食品,已成为对它们开发利用的主流

方向
[ 1]
. 美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用野苋菜提取优质蛋白,用于生产各种食品

[ 23]
; 日本早已

开发了蒲公英系列保健食品
[ 24]

. 梅州地区有不少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可进行深加工开发利用,

如贮藏量大、营养丰富的桃金娘、鱼腥草等,不仅可作野果或蔬菜食用, 还可入药具有滋补或消

炎灭菌的药用功效. 可以利用本区桃金娘、鱼腥草等资源优势,加工生产茶饮料、酒、糖果等系

列保健食品和洗发水、洗面奶、营养霜等系列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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