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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前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曾因吃早餐時，誤食姑婆芋而出現中毒現象，也有民

眾因食用「姑婆芋葉粉蒸排骨」而引發喉嚨痛、口腔痛等症狀之中毒案例。而一

般國小學生對姑婆芋與芋(俗稱芋頭)這兩種植物十分陌生，並不知如何分辨姑婆

芋與芋頭這兩種植物。但兩者在花蓮卻是非常普遍的植物，因此本研究針對如何

分辨姑婆芋與芋頭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做一探討與整理。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藉由研究本題目，認識姑婆芋與芋，並找尋一簡

易分辨姑婆芋與芋的方法及瞭解這兩者本土植物作為民族植物，在各民族日常生

活中的應用。 

 

三、研究問題  

 

1.姑婆芋與芋的分辨 

2.姑婆芋與芋在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四、研究方法  

 

   本論文是以調查法、觀察與訪談及文獻蒐集等方式完成小論文的探究。 

 

五、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一則新聞的省思 

訂定主題 確定方

向、蒐集

資料 

問卷、統計、分

析、調查訪談、

觀察、文獻蒐集 

整理資料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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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載前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在家中吃早餐時，誤食姑婆芋而出現麻、刺等中

毒現象，緊急前往新店耕莘醫院治療(註一)及台北市一餐廳誤將姑婆芋的葉子拿

來包裹餐點，都引起受害者的中毒症狀。這是 106 年一月及五月發生的案例，喧

騰一時（註二）。 

      在花蓮，姑婆芋是路旁、野外、山林常見的植物。而芋是花蓮縣田間的農

作物，也是吉安鄉的三大特產之一。因此在花蓮，姑婆芋與芋是十分普遍的常

見植物。根據台灣毒藥物控制中心的資料顯示，姑婆芋在成人及孩童的中毒情

況都名列前十（註三），為避免誤食中毒的事情發生，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對

兩者的區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作探討。 

 

二、國小學生對姑婆芋與芋的認知 

    為了瞭解國小的小朋友對姑婆芋與芋頭的認知，我們製作了一份問卷，調查

明恥國小中年級(四年級、33 人)與高年級(六年級、42 人)的兩班學生作為問卷對

象。問卷結果如表一、表二、圖一、圖二，顯示中年級 84.4%的小朋友沒聽過或

不知道姑婆芋，全部的小朋友不知道如何分別姑婆芋與芋頭。而高年級有 58.1%

的小朋友沒聽過或不知道姑婆芋，97.4%的小朋友不知道如何分別姑婆芋與芋。

顯然絕大部分的小朋友對如何分別姑婆芋與芋頭是陌生的。 

    而趁此研究機會，我們對校園植物做一次巡禮，看看學校有哪些植物？發現

在學校內竟然也有一棵姑婆芋，由此更堅定我們的小論文研究了。 

 

表一 你聽過姑婆芋嗎？            表二 你知道如何分別姑婆芋與芋頭嗎？ 

 

 聽過 沒聽過 不知道 

四年級 5 12 15 

六年級 18 21 4 

 

 

 

                圖一                             圖二 

三、姑婆芋與芋的田野觀察 

    姑婆芋在路邊或野外山林常可發現其蹤跡，鯉魚潭的環潭公路沿線可見；在

 知道  不知道 

四年級 0 31 

六年級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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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山的嶺線步道沿路皆可看到叢生的姑婆芋，在一大片姑婆芋中偶而可見部分

雜生的大野芋、千年芋與山芋(台灣青芋)，但不容易區辨姑婆芋、大野芋與千年

芋，三者十分類似。 

    而芋是花蓮縣吉安鄉的農特產品，其中主要種植分布在吉安鄉的南華、干城

地區，全鄉芋頭種植面積為一七三公頃，一年一獲。 

 

四、姑婆芋與芋的生態資料 

（一）姑婆芋的特性 

    姑婆芋大部分位在森林的底層，陽光不是很充足，但它的地下走莖繁殖力很

強，會迅速的聚集成群的占據整片山野，不容易剷除而且它的種子又有鳥類吃食

幫忙傳播，所以繁殖得更多。 

    除了在野外生長外，台灣姑婆芋主要被當成園藝植物栽種在庭園、花圃中。

其寬大的廣卵形葉片是許多人在山區遇到驟雨時，順手採用的「克難雨傘」；也

是遊客撿拾野果時，信手捻來的「臨時包裝紙」（註四）。關於姑婆芋的特性整理

如下表三 

                 表三 

姑婆芋是天南星科、海芋屬（圖三）又

稱山芋、野芋、觀音蓮、天荷等 

 

 

 

 

 

 

 

         圖三姑婆芋 

葉 葉大為廣卵形，葉子基部開裂較

深、葉緣波浪狀。 

莖 多年生草本，莖粗大而斜上，株

高常超過一公尺。 

花 花為白色或淡黃色佛焰狀花序，

佛焰苞管綠色，呈長橢圓狀披針

形。（圖四） 

果實 果實為漿果，成熟果實球形紅色。 

（圖五） 

圖四佛焰狀花序     

有毒

部位 

因全株有毒，根、莖、葉皆不可

食。塊莖常被誤食或將莖梗炒菜

而中毒。毒性成份為草酸鈣及神

經毒素。 

中毒

症狀 

汁液有腐蝕性，使上消化道的腸

胃炎腹瀉、腹痛、噁心、嘔吐等

及口腔有燒痛、潰瘍、麻木感、

喉嚨痛、失聲、吞嚥困難、胸悶

及唇腫。（註五） 圖五果實球形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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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

中毒

處理 

1.與用牛奶或冷開水漱口 

2.口含冰水或吃冰冷食物以減輕  

 疼痛 

3.使用止痛劑 

4.皮膚接觸，可用水及肥皂清洗 

 患處或冰敷。 

 

 

 

（二）芋的特性                              

    芋俗稱「芋頭」，是多年生作物，其球狀地下莖（塊莖）可食用亦可入藥。

芋原產熱帶亞洲，是熱帶亞太地區重要糧食作物之一；在台灣檳榔心芋是主要的

芋頭品種。 

    芋生食有毒，烹調時一定要煮熟，否則其中的黏液會刺激咽喉。芋獨特的黏

液(草酸鹼)會使手掌引起紅腫發癢，若要避免芋頭讓手發麻，要戴手套，或手和

芋頭可用鹽水浸過、泡過醋再削，或者直接將芋頭先煮熟再削皮即可。如接觸手

癢，用火將手烘一烘，加熱即可緩解。其特徵如如下表四 

 

表四 

芋，天南星科、芋屬（圖六），俗稱芋頭、

水芋等 

 

圖六 芋 

葉 葉柄長於葉片，綠色、葉片卵形，

葉緣並不呈現波浪狀。 

莖 橢圓形莖肉質較軟，塊莖長卵

形，常生多數小球莖，富含澱粉。 

圖七芋 

花 芋的花是佛焰花序，芋頭花是金

黃色的花朵但芋很少開花。 

圖八芋的花 

果實 漿果球形。 

 

五、姑婆芋與芋的分辨 

（一）關於姑婆芋與芋頭的辨別可從葉、根、莖、葉柄、果等方面來做分辨，如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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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特徵 姑婆芋 芋頭 

葉片色澤 蠟質富光澤會反光 

 

葉表有細毛，葉面色澤白 

  霧、白霧有消光感。 

葉片形狀 1.葉片端尖銳 

2.愛心形、廣卵形 

1.葉片比較圓 

2.像一端較尖的盾形 

葉脈 葉脈較為明顯葉脈(上凸下凸) 葉面光滑(上滑下凸) 

葉基 葉基凹陷較深(缺口比較深) 葉基凹陷較淺(缺口比較淺) 

葉柄著生位置 離葉基較近(葉柄在邊邊) 離葉基較遠(葉柄在中間) 

葉柄著生位置

的色澤 

葉柄與葉面相接處無紫紅色 

 

葉面中心有暗紅色斑點，大

小如一元。葉柄與葉面相接

處呈深紫色。 

莖 莖肉質粗壯呈圓柱形 橢圓形莖肉質較軟 

灑水 1.水會散開、黏附於葉表 

2.不會形成水滴 

葉表因為有細毛，水會成水

珠，不會打溼。 

果實 會結紅色漿果、內有種子 1~2

顆。  

漿果球形芋一般不太看得

到結果 

形色 app 野芋、大野芋、海芋 芋 

     

    對於姑婆芋與芋頭的判別不應由單一特徵決定。除了用水外還應從葉形、葉

脈、葉基葉、柄與葉面相接處是否有小斑點來做判定較為準確。而在美崙山的實

地觀察中，發現美崙山有姑婆芋、大野芋及山芋(圖九)，而姑婆芋與大野芋非常

像，山芋又與一般的芋頭極類似。姑婆芋有毒、大野芋及山芋是可食（註六），

大野芋和山芋的葉片上有臘質，防水，滴些水後容易形成一個個的小水珠。 

    所以一般誤判的情形大致可分為：誤判姑婆芋和芋、分不清姑婆芋和大野芋

及山芋和芋頭或整個都混了。其中將姑婆芋當成大野芋、芋頭或山芋，而造成中

毒，這是我們討論後新的發現。                              

                                                                        

姑婆芋 大野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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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芋 芋頭 

  

左成水珠為大野芋，右為姑婆芋 2018.09.30 美崙山 

圖九 

（二）手機 app 對姑婆芋與芋頭的分辨的使用 

    手機是現今普遍的科技工具，有許多軟體可供應用。在路邊看到花草樹木，

如果不知道名字，就可用形色 App 來查詢。只要拍下花朵或樹葉的照片，就會

自動掃描出此植物的名稱和學名、生長習性等簡單的介紹。 

     

   其中形色 app 即可用來判別姑婆芋與芋的分辨，但因其為大陸的軟體，有些

 
  

2018.09.30 美崙山 2018.09.30 美崙山 2018.09.30 美崙山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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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名稱與台灣的名稱會有差別。如姑婆芋經形色查詢顯示為野芋、大野芋、

海芋，但芋的名稱還是相同的，如圖十。用形色拍照時要對準無水的葉子，得出

的結果較正確；若是照有水的葉子或莖的部分會有誤判的情形產生，因此形色的

準確率還蠻高的，不失為一個使用方便的工具。 

 

六、姑婆芋與芋作為民族植物在各民族的生活應用 

(一) 姑婆芋的生活應用 

    人類運用植物做為食材、建材、藥物、衣物及工具，但不同種類的民族或文

化環境，其運用的植物各具特色，所運用方式也不同。有些植物不僅被使用在食

衣住行等生存需要上，甚至還被使用在特定民俗祭典中。也因此讓我們覺得好奇

與佩服先民的智慧。其中關於姑婆芋與芋在各民族的生活應用，經蒐集相關資

料，整理如下表六： 

表六 

姑婆芋 內容 

當作藥用 碰觸咬人貓、咬人狗，太魯閣族、排灣族、阿美族、撒奇拉雅族、達

悟族人則會用姑婆芋的汁液塗抹，來減緩疼痛，但說法各有不同。 

泰雅族 

腫瘍，將其葉搗碎後貼於患部並以布包紮之。 

排灣族 

腫瘍，將葉與台灣車前草，黃水茄共同搗碎後敷於患部並以布包紮之。 

皮膚病，將莖切後，以其汁塗於患部。 

火傷，取葉之煎汁洗滌患部，並其葉貼於患部。（註七） 

生活用品 

（註八） 

在傳統市場中，許多魚販攤位上，仍用滿山遍野生長的姑婆芋葉片作

為襯墊。 

姑婆芋大型葉片可充做雨傘擋雨，或接合多片葉子做成暫時性的雨衣。 

原住民獵人入山居住的臨時獵寮，屋頂和四邊也常以姑婆芋葉覆蓋，

阻風擋雨效果很好。 

在過去沒有塑膠袋的年代，姑婆芋的大葉和茳茳鹹草是最佳的環保包

裝袋與包裝繩。 

以前布農族分肉之時，如果沒有袋子可裝時都用姑婆芋的葉子把肉包

起來帶回家。阿美族亦同。  

原住民口渴時會將葉片捲成杯子形狀，做為盛接山泉或舀用溪水飲用

的器具。 

鄒族人常將採摘的野生木耳或菇類以姑婆芋葉包裹保鮮 

排灣族人則會用葉片蓋住撿到的大蝸牛，避免牠乾死；魯凱族人採集

野蜂蜜最外層時亦拿姑婆芋葉片來包裹，也會用來包住可以食用和製

作小米糕及「吉拿福」的假酸漿（lhabulu）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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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獵工具 泰雅族人和排灣族人，都有「截水工法」在乾季溪中水流較少時，堆

疊石頭攔成為水塘，再將姑婆芋葉片綑扎、重複疊放擋住水流，以利

捕魚抓蝦或引水灌溉。 

魯凱族人要將臺灣魚藤有毒汁液倒進入溪中捕魚時，為避免沾手，會

先用姑婆芋葉盛裝，再倒入水中。 

森林底層植被中的姑婆芋，因為植株遮閉性佳，下方空間常成為許多

動物往來活動的獸徑，因而也是獵人裝設陷阱最愛的處所之一。 

鄒族獵人同時觀察到，有很多鳥類喜愛姑婆芋的紅色球型漿果，誘鳥

陷阱中擺放的誘餌就是姑婆芋果實。 

布農族吊綁紅色漿果，以誘捕野鴿子；布農族人抓綠鳩、泰雅族抓山

雞和竹雞，也都是利用這些鳥類愛吃姑婆芋成熟紅色漿果的特性。 

（註九） 

動物食物 布農族、賽夏族和排灣族等原住民族都是先將姑婆芋的塊莖煮熟後，

才用以餵豬。 

鄒族人則會將姑婆芋根莖弄碎，放上一段時間發酵後，再給豬隻食用。 

山豬喜食姑婆芋的花苞、果實、葉子、根、莖。 

台灣黑熊的食物之一（註十） 

釀酒 泰雅族人會將姑婆芋、冇骨消、血桐、蕨類等植物混合發酵，製做出

酒麴，酒麴顏色以白色最佳，釀製而成的小米酒和糯米酒。 

魯凱族則是將姑婆芋葉片一起泡裝有藜和小米的酒缸中發酵，用以增

添風味，據說這樣釀出來的小米酒會特別香。（註十一） 

製作鹼水

(鹼油) 

客家人取姑婆芋、山黃麻、桂竹、台灣芭蕉、相思樹等植物莖葉燒成

灰，再放進鍋中加水熬煮濃縮而成，包粳粽做粽粄煮仙草等都需要鹼

水。（註十二） 

儀式植物 阿里山鄒族的播種祭祭儀祈雨儀式中，為了祈求上天賜予豐沛的雨

水，司祭會在小米田的中央處挖一個小洞，把姑婆芋的葉子放在凹洞

上面，並在葉片上倒水；然後用茅草刺破姑婆芋葉片，讓水經由洞口

滲入泥土，希望天神可以在此降落雨水。姑婆芋葉代表天空，把葉子

用破讓水可以流下則象徵神靈賜予的雨水，也祈求滋潤大地使萬物興

盛。（註十三） 

美白 阿美族的女生，拿姑婆芋的葉子包住小腿，有美白的效果。 

清潔劑 

 

採集芭蕉樹莖跟姑婆芋，燒成灰燼後，再與熬煮過的海新沙、藤相思、

走馬胎萃，製作成天然清潔劑，這是賽夏族老人家的傳統智慧。 

（註十四） 

     

    由上表可知姑婆芋在生活中的應用極廣，並不因其有毒性而影響其應用，尤

其在原住民的生活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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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芋的生活應用 

    至於芋是廣受民眾喜愛的食物，所以市面上可見到不少芋頭製作出的食品，

例如：芋頭酥、芋頭餅、芋頭糕、芋圓、芋頭冰等，還有藥用的價值。中醫認為

芋頭有開胃生津、消炎鎮痛、補氣益腎等功效，可治胃痛、痢疾、慢性腎炎等。 但

芋頭忌與香蕉同食，同食會腹脹。 

    對於客家人芋是男女訂婚時不可少的吉祥植物，但避諱將芋放於屋內或種在

庭院，免得漏財（註十五）。芋頭蓮蕉組是訂婚時女方準備禮品之一，因蓮蕉花

和芋葉都是野生且繁殖力極強的植物﹐意即這對新人將來結婚之後﹐能多子多孫﹐

為兩家增添福氣。 

    在蘭嶼的達悟族至今以芋為主糧。葉柄可剝皮煮食或曬乾貯用。全株為常用

的豬飼料。塊莖入藥可治乳腺炎、口瘡、癰腫療瘡、頸淋巴結核、燒燙傷、外傷

出血，葉可治蕁麻疹、瘡疥（註十六）。芋頭也是蘭嶼主要的贈禮—稱為禮芋，

在新房子蓋好、新船下水及祭典時會準備很多芋頭，結束後再分給大家享用。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姑婆芋與芋、青芋、千年芋及大野芋的分辨，用水即可以區分。只有姑婆芋不 

 能形成水滴，其它皆能形成水珠。 

2.姑婆芋與芋的區別並不難，除水外，芋的葉面中心處有一斑點，姑婆芋則無， 

 芋的葉柄與葉面交接處呈紫色，姑婆芋則無，這是最容易區分之處。反倒是姑 

 婆芋與大野芋、千年芋很難區分。 

3.姑婆芋有毒，大野芋、千年芋無毒，一般造成中毒的原因，很可能是將姑婆芋 

 誤當成大野芋、千年芋而食用導致中毒，這是本研究推測的發現。 

4.可運用現代科技的產品手機下載「形色」app 軟體使用作為判別的參考，很方 

 便。  

4.姑婆芋雖然有毒但在包含藥品、生活用具、漁獵工具、動物食物、釀酒、製作 

 鹼水、儀式植物等生活應用上極廣，尤其在各原住民族的生活中佔了很重要的  

 地位，也可見先民的智慧。同樣的芋頭除了是食用糧食外，在儀禮用品上也有 

 重要的角色。 

 

二、建議 

1.校園中可種植姑婆芋、芋、大野芋與千年芋，除做為造景外，也可作為自然與 

 生活科技課程領域的補充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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