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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本草相关书籍及资料,对吴茱萸的名称、分布、种类形态、性味、归经、功效、毒性、食

疗作用进行整理归纳。吴茱萸用药历史悠久,在东汉时期该药物的功效及用法已在医书中多次出现,
在敦煌医学卷子中多次出现相关记述。在现代不断重视中药毒性,以及药物研究逐渐深入的背景下,
吴茱萸作为常用的有毒中药,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在本草古籍中出现多种茱萸相混淆的情况,对吴茱

萸减毒方法记载存混杂,且在敦煌医学卷子和现代养生相关书籍中又出现食疗用法,因此对吴茱萸进

行本草考证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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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consultingbooksandmaterialsrelatedtomateriamedica,summarizesthename,distribution,species
andmorphology,sexualtaste,attribution,efficacy,toxicity,anddietarytherapeuticeffectofEvodiaVulgaris.Evodia
Vulgarishasalonghistoryofmedication,andtheefficacyandusageofthedrughaveappearedmanytimesinmedical
booksduringtheeasternhandynasty.TherearemanyrelevantaccountsinDunhuangmedicalvolumes.Underthe
backgroundofthecontinuousattentiontothetoxic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thegradualdeepeningofdrug
research,evodiaasacommonlyusedtoxic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hasgreatresearchvalue.Atthesametime,there
aremanykindsofconfusionbetweendogwoodintheancientbooksofthisherb,andtherearemixedrecordsoftheat-
tenuationmethodofevodia.InDunhuangmedicalvolumesandmodernhealth-relatedbooks,dietarytherapyusagealso
appears,whichshowsthatthereisagreatneedforherbalresearchonev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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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茱萸是种植及药用历史非常悠久的一味中
药,《神农本草经》是最早记录吴茱萸药用的本草书
籍。吴茱萸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功
效,广泛用于头痛、腹痛、呕吐、泄泻等疾病。敦煌医
学是指对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藏的医学卷子

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汉唐医学文献进行研究并指导
临床的医学研究。敦煌医学卷子中含有大量的本草
学内容,其集中于7种卷子中,分别为《新修本草·
序例》《新修本草》P.3714、P.3822、S.4534、《食疗本
草》S.76、《本 草 经 集 注 第 一·序 录》《残 本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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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968。吴茱萸既是临床常用的有毒本草,又是食
疗的保健中药,敦煌医学卷子中广泛提及,大多是在
医方中作为药味出现。在敦煌医学卷子《食疗本草》
(S.76)中吴茱萸作为食疗药物记载,可见在隋唐时
期吴茱萸已可用于药膳。故笔者对吴茱萸名称、分
布、种类形态、功效主治等进行本草考证,以期为有
毒中药运用提供参考。

1 吴茱萸的古籍收载情况

吴茱萸药用首载于《神农本草经》[1],其记载为:
“吴茱萸,味辛,温。主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热。
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被列为中品。此后,
吴茱萸药用记载在历代本草及医用书籍中均有出
现。对历代收载吴茱萸功效的中医药本草古籍进行
检索,共检索出40本。见表1。

表1 吴茱萸古籍检索情况

时间 古籍数量 古籍名称

秦汉 1 《神农本草经》
南北朝 2 《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

唐 2 《新修本草》《千金翼方》
宋 3 《本草图经》《本草衍义》《证类本草》

元 3
《汤液本草》《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增广和剂局方药

性总论》

明 6
《本草纲目》《本草乘雅半偈》《本草蒙筌》《雷公炮制

药性解》《药鉴》《医学入门》

清 22

《本草备要》《本草便读》《本草崇原》《本草从新》《本
草撮要》《本草分经》《本草害利》《本草经解》《本草

求真》《本草思辨录》《本草新编》《本草易读》《本草

择要纲目》《本经逢原》《得配本草》《冯氏锦囊秘录》
《顾松园医镜》《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药性切用》《外
科全生集》《长沙药解》《药笼小品》

国外 1 《药征》

2 吴茱萸的本草考证

2.1 历史名称
吴茱萸的名称为地理名加植物名的组合,可分

别进行考证,其中的“吴”字包含有地理位置的含义。
陈藏器曰:“茱萸南北总有,入药以吴地者为好,所以
有吴之名也”[2],似以道地为名。“茱萸”在我国种植
历史悠久,所用名称众多,早在先秦时期,《礼记》中
载有“藙”指为茱萸。屈原在《离骚》中提到的“榝”即
指代茱萸。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当中亦有“朱臾”
字样。吴茱萸单独作为本草名称应在宋以后。宋代
《太平御览》所引《神农本草经》为“茱萸”而非“吴茱
萸”,清代孙星衍辑《神农本草经》“吴茱萸”条曰:
“《御览》引:无吴字,是”,提示《神农本草经》中的“吴
茱萸”当为“茱萸”[3]。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提
到食茱萸,并认为吴茱萸即食茱萸,而唐代《新修本
草》则记载,此是陶弘景错误地将两者相混淆。敦煌
医学卷子中《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则证明了唐代

已有“吴茱萸”称谓。在唐代《新修本草》《千金翼方》
中才始将食茱萸单独作为中药列出。由此可见,宋
及宋以前吴茱萸与茱萸、食茱萸并不明确区分,可能
是名称通用。
2.2 种植分布

吴茱萸分布记录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本草
经集注》[4]中写道:“生上谷、川谷及冤朐。”张瑞贤[5]

认为,上谷郡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张家口市怀
来县、宣化、涿鹿县、赤城县、沽源县以及北京延庆县
等地,冤朐县在今山东菏泽市曹县西北。至唐代,陈
藏器认为茱萸“南北总有,入药以吴地者为好”,说明
至唐代吴茱萸的种植区域已十分广泛。宋代《本草
图经》[6]中言:“今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明代
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7]中写道:“所在有之,江浙、
蜀汉尤多,闽中最胜。”后世医书记载便无太大差异。
吴茱萸适宜种植于气候湿润区域,在我国主要为秦
岭以南地区,主产于江西、贵州、广西、云南、湖南、湖
北、四川等省。
2.3 种类形态

宋代《本草图经》首次详细描述了吴茱萸的植物
形态:“木高丈余,皮青绿色;叶似椿而阔浓,紫色;三
月开花,红紫色;七月、八月结实,似椒子,嫩时微黄,
至成熟则深紫。”[6]据江西省药物研究所调查,现今
吴茱萸的产地及形态与上述引文基本符合,只是花
是白色,与文献所载花红紫色不同[8]。明代《本草纲
目》[9]载:“茱萸枝柔而肥,叶长而皱,其实结于梢头,
累累成簇而无核,与椒不同。一种粒大,一种粒小,
小者入药为胜。”后世医书记载皆与以上引文相同。
在查阅古籍记载中发现,吴茱萸、山茱萸、食茱萸有
相混淆的情况。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的干
燥成熟果肉。《神农本草经》[1]载:“山茱萸,味酸平。
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与吴茱
萸记载相类似。《本草图经》[6]描述食茱萸植物形
态:“木高丈余,叶似榆,花白;子初熟未干,赤色,似
胡颓子,有核;亦可啖,既干;皮甚薄;九月、十月采
实,阴干。”食茱萸为芸香科落叶乔木,食茱萸在《本
草图经》[6]中首载形态功用:“云功用与吴茱萸同,或
云即茱萸中颗粒大经久色黄黑,堪啖者是。今南北
皆有之。其木亦甚高硕,有长及百尺者;枝茎青黄,
上有小白点。”《本草纲目》[9]引:“苏恭谓茱萸之开口
者为食茱萸。孟诜谓茱萸之闭口者为檔子。马志谓
粒大、色黄黑者为食茱萸,粒紧小、色青绿者为吴茱
萸。陈藏器谓吴、食二茱萸是一物,入药以吴地者为
良,不当重出此条,只可言汉与吴,不可言食与不食。
时珍窃谓数说皆因茱萸二字相混致误耳。不知吴
茱、食茱乃一类二种。茱萸取吴地者入药,故名吴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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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檔子则形味似茱萸,惟可食用,故名食茱萸也。”
由此看来,吴茱萸与食茱萸更为接近。现代《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及《中华本草》中记载吴茱萸、食茱萸
皆芸香科植物,证明了吴茱萸、食茱萸为一类两种。
2.4 性味考证

《神农本草经》[1]中始载有吴茱萸“味辛温,主温
中”。自此,对吴茱萸的性味有了“辛”“温”的认识。
《名医别录》[4]载其有“大热”。南朝陶弘景在《本草
经集注》集合两书中所载内容:“吴茱萸,味辛、温、大
热。”自南北朝以后,多数古籍记载吴茱萸其性味以
“味辛、温、大热”为最多,如《新修本草》《千金翼方》
《证类本草》《增广和剂局方药性总论》《本草纲目》
《本草乘雅半偈》《医学入门》《本草崇原》《本草经解》
《本草易读》《本草择要纲目》《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10]写道:“气热,味辛、苦,气
味俱浓,阳中阴也。辛温大热。有小毒”,增加了
“苦”味。含有“苦”味记载的本草书籍有元代《珍珠
囊补遗药性赋》,明代《本草蒙筌》《雷公炮制药性解》
《药鉴》,清代《本草从新》《本草撮要》《本草新编》《本
经逢原》《得配本草》《冯氏锦囊秘录》《顾松园医镜》
《药性切用》《长沙药解》。在清代,本草书籍又提出
吴茱萸拥有“燥”性,持此类说法的有《本草备要》《本
草便读》《本草求真》《本草思辨录》,笔者认为其“燥”
性应来源于功效主治,苦味能燥,吴茱萸能疏肝燥
脾,治疗呕吐吞酸,“燥”性应来于此。
2.5 归经考证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中记载吴茱萸入足太阴
经。明代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认为吴茱萸入肝
脾胃大肠肾五经。李梴《医学入门》则认为其入足三
阴经。李时珍又创立气分、血分划分中药方法,在
《本草纲目》[9]中记载吴茱萸为“入足太阴经血分,少
阴、厥阴经气分”。至此,元明两代医家基本认为吴
茱萸归足三阴经。清代汪昂《本草备要》[11]采纳李时
珍的观点,在其中写道:“入足太阴(脾)血分,少阴、
厥阴(肾、肝)气分(其气燥,故专入肝而旁及脾、
肾)。”张秉成所著《本草便读》[12]虽未明确写出吴茱
萸归经,却写道:“吴茱萸辛苦而温,芳香而燥,本为
肝之主药,而兼入脾胃者,以脾喜香燥,胃喜降下
也。”可以看出,张氏亦认为该药入足三阴经。黄宫
绣在《本草求真》中又增加了肾、膀胱二经。同为清
代医家的陈其瑞则提出不同观点,其在《本草撮要》
中认为吴茱萸“入足太阴阳明厥阴经”,笔者认为陈
氏应该参考了吴茱萸汤的文献记载,该方上治疗厥
阴头痛、中治疗阳明呕吐、下治疗少阴下利,故吴茱
萸可入阳明经,持此观点者还有顾靖远等。清代医
家冯兆张、荆中允则认为吴茱萸入肝脾胃肾经,此观

点与现代中药学相同。

3 吴茱萸毒性考证

3.1 毒性认知
中药的毒性观念由来已久,自《黄帝内经》便有

诸多记载,如《素问·移精变气论》[13]云:“今世治病,
毒药治其内。”《神农本草经》虽未提出毒性,但对药
物进行上、中、下三品分类。笔者认为中医学对于中
药毒性的认识来源于两点,首先是中药本身含有毒
性物质,例如乌头、朱砂等;其次是因运用配伍不当
导致产生了副作用,例如人参等。很多有毒中药是
两者皆有之,《神农本草经》中并未提及吴茱萸的毒
性,但其被划分为中品。《名医别录》中最早提及吴
茱萸有小毒。后世本草书籍载有吴茱萸毒性的记录
众多,皆写出吴茱萸有毒或有小毒。部分书籍虽未
明确提到其有毒,但却提出了服用吴茱萸不当会产
生毒副作用。宋代《本草图经》[6]载:“茱萸气好上,
言其冲膈,不可为服食之药也。”宋代《本草衍义》[14]

则写道:“此物下气最速,肠虚人服之愈甚。”后世历
代本草对吴茱萸毒副作用记载与上所述相似。
3.2 减毒方法

中医医家运用毒性本草十分慎重,诸多本草书籍
记载了毒性本草减毒方法。早在《神农本草经》[1]中即
提到:“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煞,不尔,勿合”“若毒
药治病,先起黎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
去为度。”敦煌医学卷子《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中
亦有所载:“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
不可恒服,疾愈则止,地体收煞,故云应地。独用一百
二十五种者,当谓戌、亥、子、丑之月,兼以润之,盈数加
之,法万物枯藏时也。”[15]吴茱萸用药历史十分悠久,
其减毒记载较为丰富。本草书籍中记载其减毒方法
主要有三种:第一为采摘时间,首载于《名医别录》;第
二为炮制手段,茱萸炮制方法首载于《雷公炮炙论》,
吴茱萸炮制方法首载于《本草衍义》[14],其载:“须深汤
中浸去苦烈汁,凡六七过,始可用”,后世医书记载亦
多采取相似方法;第三为药物相畏,以减毒性,敦煌医
学卷子《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中载:“恶丹参、硝石、
白垩,畏紫石英。”[15]这说明自古至今的医家对于降低
吴茱萸毒性十分重视。

4 吴茱萸药食两用功效探析

4.1 药用考证
吴茱萸药用历史悠久,古代医籍记载丰富,用方

广泛。《神农本草经》[1]记载其功效为“主温中,下
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根
杀三虫”。《名医别录》[16]对其进行了补充:“主去痰
冷,腹内绞痛,诸冷、实不消,中恶,心腹痛,逆气,利
五脏,根白皮,杀蛲虫,治喉痹咳逆,止泄注,食不消,
女子经产余血,疗白癣。”唐代以前及唐代的本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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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对吴茱萸的功效描述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
的记载相同。宋代《证类本草》将吴茱萸的功效主治
进行了扩展:“能主心腹疾,积冷,心下结气疰,心痛,
治霍乱转筋,胃中冷气,吐泻腹痛不可胜忍者可愈,
疗遍身痹,冷食不消,利大肠拥气。削皮能疗漆疮,
主中恶,腹中刺痛,下痢不禁,治寸白虫。”[2]宋代《本
草图经》[6]则记载了民间习俗用法,《风土记》曰:“俗
尚九月九日谓为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
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这表明,古时民众认
为吴茱萸有避晦去邪、预防瘟疫的作用。元代李东
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17]载吴茱萸功效有四:“咽嗌
寒气噎塞而不通;胸中冷气闭塞而不利;脾胃停冷腹
痛而不住;心气刺痛成阵而不止。”明代李时珍总结
前人经验,在《本草纲目》[9]中记载吴茱萸功效更为
丰富:“霍乱转筋,胃冷吐泻腹痛,产后心痛,治遍身
痹刺痛,腰脚软弱,利大肠壅气,肠风痔疾,杀三虫”
“杀恶虫毒,牙齿虫,鬼魅疰气”“下产后余血,治肾
气、脚气水肿,通关节,起阳健脾”“主痢,止泻,浓肠
胃,肥健人”“治痞满塞胸,咽膈不通,润肝燥脾”。后
世医家对其功效记载大抵相似。明清医家各有发
挥,有以脏腑论治,如张秉成《本草便读》[12]云:“本为
肝之主药,而兼入脾胃者,以脾喜香燥,胃喜降下也,
其性下气最速,极能宣散郁结,故治肝气郁滞,寒浊
下踞,以致腹痛疝瘕等疾。”此外,还有以六经论治,
如《得配本草》中认为吴茱萸得东方震气,直入厥阴。
总之,吴茱萸在中医临床中运用甚广。
4.2 食疗考证

中医中药发展史与饮食密不可分。相传商初大
臣伊尹,既为庖人,又通本草,被奉为汤液之祖。《黄
帝内经》[13]中提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
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
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表
明食疗思想由来已久。隋代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
太素》[18]亦提出:“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
物”,体现出古代医家已具有“药食同源”思想。吴茱
萸的食疗功效来源于本草古籍中的记载,在敦煌医
学卷子《食疗本草》(S.76)中明确载有吴茱萸方六
首,分别治疗奔豚气、鱼刺在肉、鱼刺在腹、阳痿、风
痒、牙疼。因其为单味用药,同卷子中,前后分别为
榆荚和葡萄,皆是食物,故认为吴茱萸在此处应为食
疗用药。元代忽思慧所撰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19]

中载有:“吴茱萸粥,治心腹冷气冲胁肋痛,吴茱萸
(半两,水洗,去涎,焙干,炒,为末)上件,以米三合,
一同作粥,空腹食之。”清代费伯雄撰写的食疗著作
《食鉴本草》中同样载有吴茱萸粥。由此可见,吴茱
萸的药膳食疗作用古时已得到广泛运用。在这些记
载中,对吴茱萸的运用均先炮制减毒,这表明古代医

家对其毒性给予重视。在2020版《中国药典》中吴
茱萸被明确划分为有小毒的中药。2002年,在国家
卫生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
的通知》中将吴茱萸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
单》,这说明吴茱萸的药用与食用得到了国家明确的
规定和认可,表明吴茱萸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

5 结语

吴茱萸种植与药用历史悠久,中医辨证用药不
可或缺,其在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等方面
作用重要。在敦煌医学卷子中吴茱萸药用既在医方
中广泛出现,又出现于食疗药膳之中。随着现代研
究的发展,毒性中药的安全性备受人们关注。吴茱
萸既是毒性本草,又为食疗保健品所用,更应对其毒
性、炮制、配伍等进行深入挖掘,并规范其用药、食疗
标准,从而更好地保障吴茱萸在临床治疗及保健食
疗上的疗效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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