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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養蠶的

經驗？蠶吃的葉子叫桑葉，

桑樹的葉（桑葉）、枝（桑枝）、果

實（桑椹）、根部內皮（桑白皮）都可

供藥用，就連蠶的排泄物（蠶砂），也被

當成中藥。蠶吃進桑葉，開始分解，其中的蛋白

質、醣類、脂肪等被吸收，加工成各種氨基酸，

最後就變成蠶絲啦！

所以，桑樹一身都是寶。在家裡種棵桑

樹，既能觀賞，又能養蠶，果實還能摘來

吃，豈不甚好！

桑的基源為桑科桑屬植物桑Morus alba L.，葉互生，具

柄，葉片卵圓形，先端尖或長尖，基部近心形，邊緣有粗鋸

齒。花單性，雌雄異株，為穗狀花序。果實由許多雌花發育聚

合而成，橢圓球形，又名桑椹，初綠色，成熟後變肉質，黑紫

色。

桑樹各部位的藥用價值如下：

桑　葉

桑的乾燥葉。臨床上認為經霜者質佳，稱「霜桑葉」。藥

性為甘、苦、寒。可歸肺經、肝經。含胡蘿蔔素、異槲皮

、腺嘌呤、膽鹼、芸香 、維生素B1、糖、鞣質等。
● 臨床應用

1.�清肺熱、潤肺燥，常用於風熱感冒，或溫熱犯肺，發熱、

咽癢、咳嗽等症。常配伍菊花、桔梗、薄荷等藥，如桑菊

飲。

2.�可用於肺熱或燥熱傷肺、咳嗽痰少，或乾咳少痰、咽癢等

症。輕者配貝母、杏仁、沙參等同用；重者配生阿膠、麥

門冬、石膏等同用，如清燥救肺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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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苦寒，兼入肝經，可用於治療肝陽上亢，頭痛

眩暈，頭重腳輕。常與菊花、白芍、石決明等平

抑肝陽藥同用。

4.�疏散風熱、清泄肝熱，常用於治療風熱上攻、肝

火上炎所致的目赤、澀痛、多淚。可與菊花、夏

枯草、決明子、蟬蛻等疏散風熱、清肝明目的中

藥同用。

桑白皮

桑的根皮。秋末葉落時至次春發芽前挖根，刮

去黃棕色粗皮，曬乾，切絲生用，或蜜炙用。含樺木

酸及黃酮類衍生物、α-及β-香樹精、揮發油、軟脂酸

等。生桑白皮用於瀉肺利水準肝清火，蜜炙桑白皮用

於肺虛咳嗽。

● 臨床應用

1.�性寒入肺經，治肺熱咳喘。常配地骨皮同用，如

瀉白散。

2.�能清降肺氣，通調水道而利

水，可用於全身水腫，面目肌

膚浮腫，小便不利者。常配茯

苓皮、大腹皮等同用，如五皮

飲。

3.�止血清肝，可治肝陽肝火偏旺

的高血壓症。

桑　椹

桑樹的成熟果穗。味甘、性

寒。歸心、肝、腎經。含多種氨

基酸、葡萄糖、蘋果酸、花青素、

胡蘿蔔素、鐵質、維生素A、B1、

B2、C、脂類等。可滋陰補血、生

津潤腸。因性寒，懷孕初期不建議

食用，但懷孕後期若有燥熱體質則

可用。《中藥大辭典》記載：桑椹

具有明目聰耳、利五臟、治關節

痛、止咳化痰等藥效。

● 臨床應用

1.�含脂肪酸，主要由亞油酸、硬

脂酸及油酸組成，有降低血

脂，防止血管硬化等作用。

2.�富含鐵、維生素，是補血佳

品。

3.�含多種有機酸，能加快胃液分

泌，刺激腸黏膜，加快腸蠕

動。

4.�含有豐富維生素A，可以明

目、緩解眼睛的疲勞乾澀症

狀。

桑葉的葉緣有鋸齒

桑椹初呈綠色，熟時轉為黑紫色

可口的桑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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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樹可種成觀賞盆栽 你吃過這種超甜的桑椹嗎？ 桑的各部位皆可入藥（桑葉、桑枝、桑椹、桑白皮）

5.�所謂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桑椹能養血，故能去風，可用於風濕性關節炎。

桑　枝

桑的乾燥嫩枝。春末夏初採收，去葉曬乾，或趁鮮切片曬乾。味微苦、性平。歸肝經。含

桑色素、桑橙素、酚性物質、果膠、葡萄糖、琥珀酸等。功效為祛風濕，利關節，行水氣。生

桑枝性偏寒，可清熱，以祛風行水為主；炒桑枝可緩解寒性，增強祛風濕、通絡止痛的作用。

● 臨床應用

1.�祛風活絡，善治風濕痹痛、四肢麻木，常與防己、威靈仙、獨活等祛風濕藥同用；亦常配

桑葉以祛風解表；配桑寄生一補一通，補肝腎、祛風濕、通經絡。

2.�對水腫小便不利且肢痛者較適宜，可利水氣、消浮腫。

桑每個部位都可入藥，但桑性偏寒，身體虛寒者需慎用。使用前最好先請教中醫藥專

家，以免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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