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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野菜100种精选图谱》由长期从事植物资源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历经3年多时间精心编撰而成
。在对浙江野菜资源种类广泛调查访问并先后组织30余次野菜品尝活动的基础上，精选出100种重要野
菜。所有收录的野菜均经作者亲自采摘、亲手烹调、亲口品尝过。每种野菜附有多幅精美图片。另附
有30种常见有毒植物、浙江野菜名录及野菜保健功效指南。
《浙江野菜100种精选图谱》可供农林业科技工作者、旅游管理部门、植物专业师生、农家乐与餐饮业
经营者、城乡家庭、野外生存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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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根有，1955年12月出生，浙江金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82年1月毕业于浙江林学院。现为浙江
林学院植物资源研究所所长，浙江林学院植物园管委会副主任，浙江省自然保护区、花卉、园林、种
苗、湿地、植物分类、野生珍稀植物鉴定等方面的专家，花卉学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中国林学会树
木学分会委员。长期从事观赏植物、植物分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近年主持或参加各级各类科研课
题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48篇，其中1篇被SCI收录，主、参编专著或教材9部，获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
成果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各1项，省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主持），厅局级奖5项。曾获浙江省高校
“三育人”先进个人、校第二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荣誉。
    陈征海，男，1963年9月出生，浙江金华人，1983年7月毕业于浙江林学院林学系林学专业。现任浙
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植物学会、生态学会理事，浙江省林学会森林生态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先后主持或主要参与完成了全省野生植物、野生动物、湿地、古树名木、红树林、海岛与
海岸带植被调查与监测等多项国家级重大林业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研究项目，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三等奖1项，
全国林业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7部，其中主编3
部(卷)。研究发表植物新分类群10余个，其中新种4个。
    女，浙江浦江人，1987年6月毕业于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一直从事自然保护区的基础
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天目山柳杉古树衰退死亡原因调查与防治对策”、“天目山柳杉种群遗传变异
与维持和更新策略”、“天目铁木、羊角槭二种特有濒危植物的繁育更新机制研究”、“天目山特有
植物种群特性及扩繁技术研究”等课题；并参与“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资源调查”、“南方古树名
木复壮技术研究”、“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昆虫资源研究”、“天目山古柳杉群衰退机理和综合调
控技术研究”、“天目山水青冈种群结构及更新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参与主编《天目山植物志》、
《天目山昆虫》等专著5部；发表《浙江西天目山土壤理化性质的海拔梯度格局》、《天目山兰科植
物的分类和区系特点》、《Evaluation of cytotoxic activities of some medicinal polyporefungi from China》等
科技论文20余篇。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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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不采污染野菜野菜总体上比家菜受污染少，但因某些环境污染较严重，如厂矿附
近的水沟、旱地中多富集有重金属，路边常喷施过除草剂或有汽车尾气污染，有些野菜如水芹、凤眼
莲、喜早莲子草等，在污染地带常常生长繁茂，因其能吸收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故食用这种生境的野
菜对身体极为不利；垃圾场、农地、苗圃地、废墟、城镇附近的抛荒地中的野菜也不宜采集。采集地
宜选取远离污染源的山区或旷野为好。三、合理利用资源大部分野菜的资源蕴藏量均较大，适当采集
对资源不会造成破坏，而对一些入侵或有害植物则鼓励多多采食，这也是对环境保护的贡献，但对一
些稀有或国家保护植物则必须注意保护，如金荞麦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因资源较多，可适量采集
，但采集时不要连根拔起；野生莼菜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对象，在浙江已濒临灭绝，千万不能再采集；
又如棘茎榴木，虽然分布较广，但分布零星，生长周期长，且其主要食用部位为根皮，故采挖时应注
意留下部分根系，并将挖开的土壤回填，以利其再发新根，同时其木质部也含有一定量的有效成分，
故最好不要扔掉，可斩碎后晒干备用，用时以纱布包好用于炖煮菜肴或熬汤后烹调。对于有些野菜，
可采集种子、枝条、根状茎等繁殖材料，在无污染环境中种植利用，如鸭儿芹、牯岭野豌豆、五加、
树参等。四、处理必须适度野菜常具有特殊的风味，但有些味道并不是人人都会喜欢，且有的有小毒
，有的有苦涩味，故应做适当处理。常用方法为先用开水烫过，再用清水浸漂，但有些野菜处理程度
重了会造成营养大量流失并失去野菜的原有风味。要不要处理及处理程度轻重可在事先取点鲜品用嘴
尝试判定。五、对症适量食用有些野菜风味独特但具小毒，虽经处理可以食用，但不宜一次大量食用
。食用野菜时还应注意野菜性味与体质之关系，如体质虚寒者不宜多吃味苦、性凉之野菜，若过量食
用会损伤脾胃等，如白花败酱、益母草、甘菊花、黄连木、栀子花等；肝火旺盛者不宜多吃热性野菜
，如小根蒜等。另外孕妇及体弱者等也不宜随意多食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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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野菜100种精选图谱》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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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买过的各种野菜书里面最详尽的一本，不仅浙江的朋友可以买，全国的朋友都可以参考。100种
野菜，编者都找餐馆试做，试吃，写了很简明的操作方法，是野菜爱好者和驴友可以入手的一本好书
。
2、有毒植物的图片挺好，又大又清楚。不幸的是可食用野菜有些图片不够清晰，有的太小。版面都
被一些菜盘子给占用了。
3、编得不错⋯⋯好想吃着试试看！
4、我是浙江人，从小在田间见过不少野菜，看了这本书有种恍然的感觉。
5、隐居必备之一。
6、书内容不错。但书本后封面有点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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