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材辨識 

從「莖有細孔，兩頭皆通」剖析「通草與木通」下 

 

文/中藥局 謝雲忠 藥師 

 

        考之歷代本草圖文，校之現代植物圖鑑，神農本草經之藥名：通草，即現代植物學木通科之

木通。陳藏器本草拾遺所植通草（通脫 木）其藥用部位為花，其用法主治亦皆外用，其所徵

引葉似蓖麻，與本經繞莖藤生性狀不符，不足考慮。至此吾人確知宋以前本草所言通草，實

即為木通科木通，宋 以前諸方無庸置疑，筆下通草，取用木通，放諸四海皆準。藥材名木通

則起自五代南唐陳士良食性本草。 

        近世何以木通之用反生疑惑，其理實藥典之過： 

1.藥典收載 

  1963 1777 1985  1990  1995 2000 

木 通  ＋ －  －  －  －  －  

川 木通 ＋ ＋ ＋ ＋ ＋ ＋ 

關 木通  ＋ ＋ ＋ ＋ ＋ ＋ 

通 草  ＋ ＋ ＋ ＋ ＋ ＋ 

正品通草不 再收載，其用煙飛灰滅，不足為奇！ 

 

2.藥典所錄主治功能 

川木通 清熱利尿、通經下乳。用于水腫、淋病、小便不通、關節痺痛、經閉乳少。 

關木通 清心火，利小便，通經下乳。用于口舌生生瘡，心煩尿赤，水腫，熱淋澀痛，白帶，

經閉乳 

少，濕熱痺痛。 

通 草 清熱利尿，通氣下乳。用于濕熱尿赤，淋病澀通，水腫尿少，乳汁不下。 

按：上列不同種屬之藥材，其功用只有排列組合之別，道地藥材何義？ 



 

3.中華民國中藥材典範 

第一輯第一冊（正文）  

第二冊（正文）  

第三冊（附錄）  

第四冊（附錄）  

 

 

木通 Akebiae Caulis 

    來源：本品為木通科植物白木通 

    白木通（Akebia trifoliata (THUNB.)  

    KOIDZ.或馬兜鈴科植物 

    木通馬兜鈴（Aristolochia manshuriensis  

    KOMA.）及近緣植物之乾燥莖 

通草 Tetrapanacis Medulla 

    來源：本品為五加科植物 

    通脫木（Tetrapanax papyriferus  

    (K.KOCH)之乾燥莖髓。謝按：一種生藥名 

    會有二科屬藥材皆合定義，不也怪哉！ 

 

三、處方藥味選用 

    處方─用途、主治考驗 

    備急千金要方─唐．孫思邈（AD652） 

    下乳第九方二十一首 

    治婦人乳無汁 鍾乳湯方 

    石鍾乳、白石脂各六銖 

    通草十二銖 桔梗半兩切 



    消石六銖（一方用滑石） 

        註：下乳方凡二十一首，其中藥味組成含通草者共十方。 

七竅病上 

治鼻塞 窒香膏方 

白芷 芎藭 通草各十八銖  

當歸 細辛 莽草 辛夷各 

三十銖 

 

處方選用 

龍膽瀉肝湯 

【方源】《醫方集解》引《局方》。 

【組成】木通 龍膽草（酒炒） 黃芩（炒） 梔子（酒炒） 澤瀉 車前子 當歸（酒洗） 生地

黃（酒炒） 柴胡 甘草（生用） 

 

導赤散 17 

【組成】木通 生地 甘草梢木通丸 12 木通湯 42 木通飲 10 木通散 66 木通粥 1 木通膏 5 撲

朔迷離，通與不通如是而已。阿拉伯數為歷代以木通為方名彙總數。 

 

四、討論 

1.藥材名通草始著神農草經，一脈傳承至新修本草，性味、功用、主治確著，生長環境、採

收時節、藥用部位亦頗明晰。 

2.產地直指近道，按唐朝行政區：京兆府－西京（西安）京畿道－長安、咸陽。還有劍南道、

黔 

中道…近道即京城近郊，與圖鑑所記分布無不殊。 

3.新修本草為第一次全國生藥大普察，衍生之彩色圖譜，直截「屬」之特徵，今以植物「屬」

之識別法，循軌謀合，法之圓也。 

4.通草（木通）闖入通草（通脫木）始本草拾遺，但其藥用部位為「花上粉」，主治為外用，



用法「內瘡中」，斑斑可考，「髓」為女工飾物，字正辭嚴，醫藥人 不求甚解，下筆便誤。 

5.毛莨科小木通，川木通除非藥理、成分、實驗證明，若謂能代木通，失之遠矣，充其量不

含馬兜鈴酸如是而已。 

6.植物名誤承藥材名，積非成是久矣，無本草，方藥即無繩墨。 

 

備註： 

圖 1：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科學出版社，第一冊，p748。 

圖 2：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科學出版社，第一冊，p749。 

圖 3：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科學出版社，第一冊，p544。 

圖 4：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科學出版社，第二冊，p1027。 

圖 5：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科學出版社，第二冊，p606。 

圖 6：本草綱目藥物彩色圖鑑，人民衛生出版社，p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