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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种药食两用傣族药急性经口毒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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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西双版纳州傣药南药重点实验室，云南　景洪　６６６１００

［摘要］　目的：初步考察５２种药食两用傣族药的急性毒性。方法：将５２种药食两用傣族药参考惯用烹饪方式
分别处理后，采用限量法和寇氏法开展小鼠急性经口毒性评价实验。结果：４５种傣族药经过限量法实验，在较大剂量
下未引起小鼠死亡，未见明显毒性。７种傣族药可测出半数致死量，均属于无毒级别。结论：多数药食两用傣族药不
具备明显毒性，安全性较好，但仍建议进一步开展亚急性毒性或长期毒性实验研究以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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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也是世界上植物种类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１２］。傣族

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各种植物的

保健功能以适应西双版纳地区炎热潮湿的环境，最

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傣族饮食与食疗文化。目前，傣

族常食用的植物可达１００种以上［３］。傣族医药在发

展过程中，吸收了部分具有保健作用的傣族食物入

药，逐渐形成了 “雅解”理论［４］。该理论指出，日

常服用排除毒素的药物可减少发病、延年益寿，这

类药物称为 “解药”。

在传统饮食习惯和 “解药”思想的影响下，西

双版纳地区有大量的药用植物以菜肴、茶水或泡酒

的形式端上了餐桌，如薄荷、鱼腥草幼苗、刺五加、

千张纸幼果、龙葵嫩枝叶等。除此之外，还常以肾

茶、傣百解、倒心盾翅藤、大剑叶木、剑叶龙血树

叶等泡酒或代茶饮［５６］。虽然这些药食两用植物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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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开展过安全性评价，但是因食用非药用部位、样

品处理方式不同、有毒成分含量不明确、基原植物

混淆等问题，其食用安全性仍不明确［７］。因此，本

课题组通过查阅云南省地方标准和相关文献，筛选出

日常大量食用或安全性报道较少的５２种药食两用傣
族药，参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ＧＢ／Ｔ１５１９３３—２０１４进行经口急性毒性实验研究，以
期为药食两用傣族药品种的使用和开发提供参考。

１　材料

１１　实验动物

ＳＰＦ级ＩＣＲ小鼠，雌雄各半，５周龄，体质量为
（１８±２）ｇ，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
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６０００６。
动物常规饲养于ＳＰＦ级实验室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号：ＳＹＸＫ（滇）２０１９０００２］，饲养７ｄ，给予维持饲料和
饮用水，自由进食和进水，保持室温为（２３±２）℃，相
对湿度为（５５±１０）％，维持１２ｈ光照和１２ｈ黑暗的
昼夜节律。实验前禁食不禁水１２ｈ。本研究中所涉及
的动物实验经过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

分所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２０１９００３。

１２　样品
受试样品均采自西双版纳地区，经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李学兰研究员鉴定，

具体信息见表１。
１３　仪器与试剂

ＤＶ２１５ＣＤ型分析天平（美国奥豪斯公司）；ＦＤ５３Ｐ
型冻干机 ［金西盟（北京）仪器有限公司］；ＦＯＲＭＡ９００
型超低温冰箱（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Ｒ２１０
型旋转蒸发仪（瑞士Ｂｕｃｈｉ公司）；１０１型电热鼓风干
燥箱（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３Ｋ１５型离心机
（德国Ｓｉｇｍａ公司）；９８１Ｂ型电子调温电热套（泰斯
特仪器有限公司）；羧甲基纤维素钠（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供试品制备

样品的处理方式主要依据其常见的食用方式，生

食的低温干燥或者冻干后粉碎；需加热烹饪食用的均

经水提浓缩后用于实验。其中部分花类样品质地轻，

提取物收率极低，经水提后烘干粉碎与提取物混合均

匀共同用于毒性评价。各样品的处理方法见表１。

表１　药食两用傣族药样品信息及处理方法
序号 植物名 食品名称 基原 使用部位　 处理方法　　

１ 白花洋紫荆 大白花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ＬｖａｒＣａｎｄｉｄａ（Ｒｏｘｂ）Ｖｏｉｇｔ 花 水煮后烘干粉碎

２ 食用双盖蕨 水蕨菜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Ｒｅｔｚ）Ｓｍ 嫩茎叶 水提浓缩

３ 臭茉莉 白花臭牡丹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Ｏｓｂｅｃｋ） Ｍａｂｂｖａｒｓｉｍｐｌｅｘ
（Ｍｏｌｄｅｎｋｅ）ＳＬＣｈｅｎ

根、茎、叶 水提浓缩

４ 刺芹 刺芫荽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ｆｏｅｔｉｄｕｍＬ 全草 水提浓缩

５ 刺芋 刺芋 Ｌａｓｉａｓｐｉｎｏｓａ（Ｌ）Ｔｈｗ 根、茎、叶 水提浓缩

６ 大蓟 鸡刺根 Ｃｉｒｓｉｕ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ＦｉｓｃｈｅｘＤＣ 根 水提浓缩

７ 大叶仙茅 大叶仙茅 Ｃｕｒｃｕｌｉｇｏ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ａ（Ｌｏｕｒ）ＯＫｕｎｔｚｅ 根 水提浓缩

８ 短序栝楼 野苦瓜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ｂａｖｉｅｎｓｉｓＧａｇｎｅｐ 果实 水提浓缩

９ 野茼蒿 革命菜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Ｂｅｎｔｈ）ＳＭｏｏｒｅ 嫩茎、叶 水提浓缩

１０ 鬼针草 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ｐｉｌｏｓａＬ 嫩叶 水提浓缩

１１ 红葱 小红蒜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ｉｎｅｐｌｉｃａｔａＨｅｒｂ 鳞茎 水提浓缩

１２ 红薯 番薯叶 Ｉｐｏｍｏｅａｂａｔａｔａｓ（Ｌ）Ｌａｍａｒｃｋ 叶 水提浓缩

１３ 连蕊藤 滑板菜 Ｐａｒａｂａｅｎａ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ａＭｉｅｒｓ 嫩茎、叶 水提浓缩

１４ 茴香 茴香根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Ｍｉｌｌ 根 水提浓缩

１５ 火烧花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ｉｇｎｅｕｍＫｕｒｚ 花 水提浓缩

１６ 鸡蛋花 白鸡蛋花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ｒｕｂｒａＬｃｖ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ＰｌｕｍｅｒｉａｏｂｔｕｓａＬ 花 水提浓缩

１７ 积雪草 马蹄草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Ｌ）Ｕｒｂａｎ 全草 水提浓缩

１８ 假 荜拨菜 Ｐｉｐｅｒ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Ｒｏｘｂ 嫩叶 水提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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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植物名称 食品名称 基原 使用部位　 处理方法　　

１９ 金刚纂 金刚纂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ａＬ 茎 、叶 水提浓缩

２０ 金荞麦 野荞菜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ｄｉｂｏｔｒｙｓ（ＤＤｏｎ）Ｈａｒａ 茎、叶 水提浓缩

２１ 疏柔毛罗勒 荆芥 Ｏｃｉｍｕｍ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Ｌｖａｒｐｉｌｏｓｕｍ（Ｗｉｌｌｄ）Ｂｅｎｔｈ 茎、叶 水提浓缩

２２ 苦竹 苦笋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ａｍａｒｕｓ（Ｋｅｎｇ）Ｋｅｎｇｆ 嫩苗 水提浓缩

２３ 宽叶韭 癗菜 Ａｌｌｉｕｍｈｏｏｋｅｒ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ｓ 全株 水提浓缩

２４ 辣木 辣木 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ａｍ 根、叶、嫩果、子 水提浓缩

２５ 龙葵 苦凉菜 ＳｏｌａｎｕｍｎｉｇｒｕｍＬｉｎ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Ｍｉｌｌｅｒ 根、叶 水提浓缩

２６ 马齿苋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茎、叶 水提浓缩

２７ ?果 ?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ＷａｒｂｇｅｘＣｒａｉｂ 叶 水提浓缩

２８ 毛车藤 酸扁果 ＡｍａｌｏｃａｌｙｘｍｉｃｒｏｌｏｂｕｓＰｉｅｒｒｅ 根 烘干粉碎

２９ 密蒙花 密蒙花 Ｂｕｄｄｌｅ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Ｍａｘｉｍ 花 水提浓缩

３０ 蜜花胡颓子 羊奶果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ｃｏｎｆｅｒｔａＲｏｘｂ 果实 冻干粉碎

３１ 大果榕 大象耳朵叶 Ｆｉｃｕｓ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Ｌｏｕｒ 嫩叶、果实 水提浓缩

３２ 木蝴蝶 海船 Ｏｒ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Ｌ）Ｋｕｒｚ 种子、树皮 水提浓缩

３３ 木薯 木薯 Ｍａｎｉｈｏｔ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Ｃｒａｎｔｚ 叶 水提浓缩

３４ 南山藤 苦藤花 Ｄｒｅｇｅａ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Ｌｆ）ＢｅｎｔｈｅｘＨｏｏｋＦ 嫩枝叶 水提浓缩

３５ 大车前 大车前草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ｍａｊｏｒＬ 全株 水提浓缩

３６ 肉果金合欢 酸叽叽藤 Ａｃａｃｉａｃｏｎｃｉｎｎａ（Ｗｉｌｌｄ）ＤＣ 嫩茎、叶 水提浓缩

３７ 肾茶 肾茶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ｕｓｓｐｉｃ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ＣＹＷｕ 茎、叶 水提浓缩

３８ 云南石梓 石梓花 ＧｍｅｌｉｎａａｒｂｏｒｅａＲｏｘｂ 花 水煮后烘干粉碎

３９ 树番茄 树番茄 ＣｙｐｈｏｍａｎｄｒａｂｅｔａｃｅａＳｅｎｄｔ 果实 水提浓缩

４０ 水香薷 水薄荷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ｋ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ｒａｉｎ 嫩茎、叶 烘干粉碎

４１ 水茄 苦子果 ＳｏｌａｎｕｍｔｏｒｖｕｍＳｗａｒｔｚ 果实 水提浓缩

４２ 守宫木 甜菜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ｕｓ（Ｌ）Ｍｅｒｒ 嫩叶 水提浓缩

４３ 铜锤玉带草 米汤菜 Ｌｏｂｅｌｉａ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Ｌａｍ 全株 水提浓缩

４４ 显齿蛇葡萄 藤茶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ＷＴＷａｎｇ 茎、叶 水提浓缩

４５ 香椿 香椿 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Ｊｕｓｓ）Ｒｏｅｍ 嫩芽 烘干粉碎

４６ 小果野蕉 芭蕉花 Ｍｕｓ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ｏｌｌａ 花序、假茎心 水提浓缩

４７ 薤
!

头 Ａｌｌ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ＧＤｏｎ 鳞茎 水提浓缩

４８ 葛 葛根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ｎｔａｎａｖａｒ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ＭａｅｓｅｎｅｔＳＭ
ＡｌｍｅｉｄａｅｘＳａｎｊａｐｐａｅｔＰｒｅｄｅｅｐ

根 水提浓缩

４９ 羯布罗香 油树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ｕｓＧａｅｒｔｎＦ 花 水煮后烘干粉碎

５０ 羽叶金合欢 臭菜 Ａｃａｃｉａｐｅｎｎａｔａ（Ｌ）Ｗｉｌｌｄ 鳞茎、叶 水提浓缩

５１ 云南癷 云南癷 Ｄｏｃｙｎ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Ｓｃｈｎｅｉｄ 果实 烘干粉碎

５２ 紫茉莉 紫茉莉根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ｊａｌａｐａＬ 根 水提浓缩

２２　预实验

各受试样品按照最大剂量（最大浓度、最大体

积）给予６只小鼠，观察２４ｈ，无动物死亡的样品使
用限量法进行毒性评价，若出现动物死亡现象则进

行半数致死量（ＬＤ５０）实验。

２３　限量法评价毒性

取小鼠１０只，雌雄各半，受试样品以最大剂量
给予小鼠。对照组给予 ０５％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
０８ｍＬ。给药后观察 １４ｄ，记录小鼠的中毒表现，
每天饲料、饮用水消耗量和体质量变化情况。采用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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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法，将各实验组小鼠日均消耗水、
饲料质量及实验结束时的体质量与对照组比较，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４　寇氏法测定ＬＤ５０

每个剂量组３只小鼠，按照１∶０７等比递减给
药剂量，观察小鼠全部死亡和不死亡的最高剂量和

最低剂量。将最高、最低剂量换算成对数后，按照

对数差分为等距的５个剂量组，每组６只小鼠。给
药后，观察动物死亡数和中毒表现，按照公式（１）
计算ＬＤ５０。

ｌｇＬＤ５０ ＝ＸＫ－ｄ（∑Ｐ－０５） （１）

式中，ＸＫ为最高剂量对数，ΣＰ为各组动物死
亡百分比之和，ｄ为组间剂量对数值之差。

３　结果

３１　限量法实验结果

百花洋紫荆、臭茉莉等４５种傣族药未引起小鼠
死亡，其中木薯、铜锤玉带草组小鼠的日均摄食量明

显减少，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提示上述２种傣族药对小鼠的消化系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实验初各组小鼠体质量无明显差异，

百花洋紫荆、大蓟和肾茶组小鼠给药１４ｄ后体质量
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但对小鼠的
摄食量和饮水量未产生明显影响。结果表明，百花

洋紫荆、大蓟和肾茶可能会影响营养成分吸收，与

文献报道的肾茶糖苷酶抑制作用一致［８］。各样品给

药剂量和小鼠饮水、摄食、体质量数据见表２。

３２　ＬＤ５０实验结果

苦竹、刺芹等傣族药提取物给药后，较高剂

量下可引起小鼠死亡，采用寇氏法测定 ＬＤ５０值，
按照国际化合物经口毒性分级标准［９］，ＬＤ５０＞
５０００ｍｇ·ｋｇ－１为无毒级，苦竹、刺芹等７种傣族
药 ＬＤ５０值均大于５０００ｍｇ·ｋｇ

－１，因此，均属于无

毒级别（表３）。从毒性反应来看，均涉及中枢神经系
统，刺芹、革命菜的中枢毒性可能与其含有的黄酮类

成分的中枢性抑制作用相关，但是其他５种因报道较
少，尚无法判断［１０１２］。

表２　香椿、石梓等４５种傣族药急性毒性限量法测定结果（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给药剂量／ｇ·ｋｇ－１ 折算生药剂量／ｇ·ｋｇ－１ 日饮水量／ｍＬ 日摄食量／ｇ 给药１４ｄ后体质量／ｇ

对照 ６２２±０８６ ６５８±０５１ ３４０４±３２９

白花洋紫荆 ７６３ ４２９５２ ４９２±０４４ ５３５±０７４ ２６１９±２８１

食用双盖蕨 １０２０ ７７０６４ ６９９±０６０ ６８３±０８１ ３７６６±３０６

白花臭牡丹 １４４１ ６０５５４ ６１２±０６２ ７２１±１７６ ３４６４±２９７

刺芹 １４４６ ５３４８６ ７０２±０４７ ５８７±０５５ ３３５８±４１３

大蓟 １２４９ １８１７４ ６１５±０６１ ６０２±０８３ ２８５０±４４４

大叶仙茅 ８１１ ９４９１３ ７７１±２５２ ５８８±１２５ ３２１９±４９５

短序栝楼 １２０９ １８２７５４ ６９７±１７２ ６４９±０５７ ３６５３±３３８

鬼针草 １２８５ ４２５４９ ６４１±１９３ ５５２±１８４ ３４２６±５３７

红葱 ８８０ ７１６３ ７７８±２７６ ５６４±０８９ ３２９５±３７８

红薯 ８０６ ４９３６１ ５１８±１６５ ５５４±１６９ ３４８２±４６０

莲蕊藤 １２００ ９４６１４ ６７４±１４０ ７４９±１５０ ３２０４±３９２

茴香 １６４４ ５４９５１ ６５５±０５６ ６２８±１１７ ３３８０±２９１

火烧花 ９２０ ５０５１８ ６８７±０４２ ６１７±０８８ ３６０９±６０７

鸡蛋花 １２８１ ３４６９７ ６６４±２１３ ５９２±１０３ ３２８３±４３８

积雪草 １４４４ ４７５４１ ６１４±１５６ ６５０±１１３ ３２７７±３２４

假 １００２ ４１４３１ ５３６±１３２ ５００±０７８ ３２２２±２９４

金刚纂 １２０４ ３９９１９１ ７０１±２４１ ７９８±２１５ ２９７７±３３０

金荞麦 １１６０ １４７６５４ ７５４±２８１ ５３０±０９５ ３３１６±３９９

疏柔毛罗勒 １０１２ ４３６４１ ６２５±０６０ ６５１±０６８ ３５２３±３７８

宽叶韭 ６３２ ３２８９ ６５２±０３３ ６３８±０３０ ３６４２±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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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组别 给药剂量／ｇ·ｋｇ－１ 折算生药剂量／ｇ·ｋｇ－１ 日饮水量／ｍＬ 日摄食量／ｇ 给药１４ｄ后体质量／ｇ

辣木 １４１２ ５９８２６ ６７５±０３５ ６５２±０４３ ３６７４±２７１

龙葵 ８４５ ８１５３６ ６３６±０６７ ６６８±１１６ ３４４８±２６１

马齿苋 １６８３ １９６３７８ ６８５±０８６ ７０２±１９８ ３３３１±５１４

?果 １２８２ ２４４９２ ７４３±３００ ５７１±１０３ ３１９６±３０４

毛车藤 ７１２ １８００５ ６６５±０３０ ６４２±０３９ ３６７０±１４２

密蒙花 １４９４ １８７０７ ７４１±０４５ ７１０±０６２ ３５８４±２９５

蜜花胡颓子 ８５４ ７２６７ ６３９±０６８ ６２７±０５９ ３６７５±２１３

大果榕 １２０９ ８９４０１ ７５０±２２１ ５１２±０６２ ３３２８±４５４

木蝴蝶 １１５２ ４７９１８ ７０８±０４４ ７７８±２１２ ３８０４±３７９

木薯 １５２２ ６４８７０ ３３５±２１５ ３４２±１６３ ３０８２±６１６

南山藤 ８４０ ３６７１２ ６１４±１０４ ６０９±０６２ ３５２５±５０９

大车前 ８８１ １３３３８ ６２２±０５２ ６１７±０１９ ３５７５±４８２

肾茶 １２４４ ６０５９３ ６３１±０８２ ６３６±０８０ ２８７５±４９６

云南石梓 １３６２ ４８９７１ ６１９±１３２ ６３５±０３８ ２９７１±３４６

树番茄 １００３ ４０４０４ ６７８±１２６ ５７４±０８４ ３２４７±３６８

水香薷 ６４３ ６１４９ ５７０±０５６ ５４８±０５４ ３３４９±２５６

水茄 １６００ ３８９６１ ６１４±０２４ ６３１±０６３ ３６３２±４５０

铜锤玉带草 １０８７ ８４１４９ ７１０±３１９ ４１４±１００ ３１８８±３９０

香椿 １１６０ ３５７１１ ７５２±２２９ ６６９±２３８ ３２２１±３９７

薤 ６５６ １３６２４ ６６７±０６０ ６８７±０５２ ３６５４±４０９

葛 １１６４ ４２９００ ５９８±０３１ ７８５±０８７ ３００２±５２０

羯布罗香 １０８０ １６９５２ ７３２±１３２ ５８０±０７９ ３３６５±４２１

羽叶金合欢 １２００ ４０４９５ ６３８±１４３ ５８５±０８７ ３２６５±３２８

云南癷 １０１２ ５５３８ ６５８±０６６ ６１６±０５３ ３５０４±３２８

紫茉莉 １１２７ １７７３８５ ６５５±１１６ ５９２±１１２ ３３１５±５４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苦竹等７种傣族药对小鼠的ＬＤ５０
组别 毒性反应 涉及部位 ＬＤ５０／ｇ·ｋｇ－１

刺芋 自主活动减少，震颤 中枢神经系统 １４２４

野茼蒿 眼睑下垂，搔鼻，震颤，鼻翼翕动，抓挠口周，自主活动减少 中枢神经、肌肉系统 ２８０５

苦竹 抓挠口周，痉挛，眼睑下垂 中枢神经、肌肉系统 ８３０

肉果金合欢 眼睑下垂，震颤，叫声异常 中枢神经、肌肉系统 １６６８

守宫木 自主活动减少，震颤 中枢神经系统 ７４０

显齿蛇葡萄 眼睑下垂，自主活动减少，抓挠口周，反复梳理 中枢神经、肌肉系统 １７００

小果野蕉 自主活动减少 中枢神经系统 １１２６

４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食疗、药膳、养生

学等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１３］。西双版纳地区植物

资源丰富，其中不乏有毒植物，常引起中毒事件的

发生［１４１５］。明确药食两用傣族药植物的毒性，对

于避免中毒事件的发生和合理应用药食两用傣族

药具有重要意义。因傣医用药和傣族饮食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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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食用的植物部位和入药部位、食物烹饪

与药物炮制方法存在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

评价药食两用傣族药食用安全性可参考的资料较

少。因此，本研究在准确鉴别植物种类的基础

上，参考惯用的烹饪方法处理食用部位后进行急

性毒性评价。

本研究中，香椿等４５种药食两用傣族药食用部
位经过最大限量实验，未引起小鼠死亡。其中木薯、

龙葵虽然含有毒性成分，但实验中未发现明显毒性，

或许跟加工方法和食用部位有关［１６１８］。苦竹等７种
傣族药按照 ＬＤ５０也划分到无毒级别。综上所述，本
研究中的５２种药食两用傣族药经过急性毒性实验均
未发现明显毒性。但是引起实验动物死亡并不能作

为毒性评价的唯一指标。本研究仅开展了急性毒性

实验，所获得的数据十分有限。建议进一步开展亚

急性毒性或长期毒性实验以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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