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茱萸與山茱萸之藥材辨別  

文/中藥局 陳雪莉 藥師  

【前言】  

宋代《本草圖經》附有兩幅插圖，一幅是臨江軍吳茱萸，臨江軍是現在江西省清江縣，圖中

葉片兩兩對生，傘形花序腋生，與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 Et Zucc. 相似，

而非芸香科吳茱萸。《本草圖經》另一幅是越州吳茱萸，越州即現浙江省紹興市，從圖中看

出，葉為奇數羽狀複葉，對生，小葉 5 ─ 7 片，橢圓形，小葉片互相疏離，小花密集成聚傘

狀的圓錐花序，與芸香科石虎 Evodia rutaecarpa （ Juss. ） Benth. var. officinalis （ Dode ） 

Huang 相似。明代《綱目》記載：茱萸枝柔而肥，葉長而皺，其實結於梢頭，累累成簇而無

核，與椒不同，一種粒大，一種粒小，小者入藥為勝。  

吳茱萸與之來源  

吳茱萸 ： 為 山茱萸 芸香科植物 吳茱萸 、 石虎 及 毛脈吳茱萸 ，未成熟之果實。  

吳茱萸 Evodia rutacecarpa （ Juss. ） Benth.  

石虎 Evodia rutacecarpa （ Juss. ） Benth .var.officinalis （ Dode ） Huang  

毛脈吳茱萸 E. rutaecarpa （ Juss. ） Benth. var. （ Dode ） Huang bodinieri  

山茱萸 ：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之果實。  

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 Et Zucc.  

吳茱萸之釋名 ：《新修本草》食茱萸《本草拾遺》欓子《草木便方》吳萸（廣西）稱茶辣、

漆辣子（陜西）、曲藥子 （湖北）、氣辣子（四川）、優辣子（貴州、陜西）。茱萸，李時

珍云：義未詳今按茱萸為疊音連綿詞，在蟲有蠾臾（即社公），言其辛辣也，在形為侏儒，

言其不 高也，故謂茱萸。陳藏器曰：入藥以吳地者為好，所以稱「吳」。  

山茱萸之釋名 ：蜀棗《本經》雞足、鼠矢《吳普本草》山茱肉《小兒藥証直訣》實棗兒《救

荒草》肉棗《綱目》，棗 皮《會約醫鏡》，藥棗《四川中藥志》，紅棗肉《新華本草綱目》

山茱萸名義不祥，以“棗＂稱之。因其核果熟時形色均如小棗。藥用主要取其果肉，故處方

時亦寫 成山萸肉、萸肉。  

吳茱萸植物特徵： 常綠灌木或小喬木，高 3 ─ 10m 。樹皮青灰褐色，幼枝、葉軸及花軸均

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