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芎

【药材来源】伞形科植物川芎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的干燥根茎。

【品种考证】川芎又名芎，药用历史悠久。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

经》，被列为上品，书中记载其原名，曰：“芎味辛、温，主中风入

脑，头痛，寒痹，筋挛，缓急，金创，妇人血闭，无子。”《名医别录》

曰：“一名胡，一名香果。”《本草经集注》记载：“今惟出历阳（今

安徽和县），节大茎细，状如马衔，谓之马衔芎。蜀中亦有而细。”

安徽等地所产恐非今日所用之川芎，缘因当时南北阻隔，就地取用所

致，到了唐代已被淘汰。宋代《本草图经》曰：“形块重实，作雀脑

状者，谓之雀脑芎。生武功川谷、斜谷西岭。生雍州川泽及冤句，今

关陕、蜀川、江东山中多有之，而以蜀川者为胜。关中所出者，俗呼

为京芎，亦通用惟贵。”并附有永康军芎图，系伞形科植物。永康

军在今四川都江堰境内。南宋时期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载灌县（今

四川都江堰）栽培川芎的历史：“癸酉（1153）西登山五里，至上清

宫……上六十里，有坦夷白芙蓉坪，道人于此种川芎。”可见到了宋

代，四川一带种植川芎较为普遍，且质量较佳，已在当时闻名。《本

草品汇精要》正式将川芎定为道地：“〔图经曰〕生武功（今陕西咸

阳武功）川谷。〔道地〕蜀川（今四川）者为胜……今出川中大块，

其里色白，不油，嚼之微辛，甘者佳。”指出了四川为川芎的道地产

区，且质量佳，同时新增一幅“四川芎”图，与今所用川芎基原一

致，足见明代四川所产芎已经成为当时主流。《本草乘雅半偈》描



述川芎为：“芎，川中者胜。胡戎者曰胡芎，关中者曰京芎，蜀中

者曰川芎，天台者曰台芎，江南者曰抚芎，皆以地得名也。”提出了

产于四川者为川芎的定义，且四川所产药材质量优，至此后续逐步使

用川芎名称。《本草蒙筌》曰：“生川蜀名雀脑芎者，圆实而重，状如

雀脑，此上品也。”

【道地沿革】《神农本草经》曰：“生川谷。”《本草崇原》描述为：“芎

今关陕、川蜀、江南、两浙皆有，而以川产者为胜，故名川芎。”

提出了产于四川者为川芎的定义。《本草从新》曰：“蜀产为川芎。”

民国时期《灌县志·食货书》有“河西商务以川芎为巨。集中于石羊

场一带，发约 400万～500万斤，并有水路传输，远达境外”的记载，

说明当时灌县川芎产销两旺。另据《彭州志》记载：“早在明代彭州

就家种川芎。”

综上分析，自宋代起芎质量均以蜀川为胜，其历史道地产区应

是今四川都江堰（灌县）金马河上游以西地区，而其临近县历史上也

有栽种。宋代以后用药均以产于四川的川芎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为正品。川芎产地沿革见表 1。

表 1川芎产地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秦汉 《神农本草经》 生川谷

南北朝

《名医别录》 生武功、斜谷、西岭（今陕西武功县、陕西郿县西南）

《本草经集注》
今惟出历阳（今安徽和县），节大茎细，状如马衔，谓之马衔

芎。蜀中亦有而细



宋

《本草图经》
生雍州（今陕西凤翔雍山）、川泽及冤句，今关陕、蜀川、江

东山中多有之，而以蜀川者为胜

《吴船录》
癸酉（1153）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宫……上六十里，有坦夷白

芙蓉坪，道人于此种川芎

明

《本草品汇精

要》
〔道地〕蜀川（今四川）者为胜

《本草蒙筌》 生川蜀名雀脑芎者，圆实而重，状如雀脑，此上品也

清

《本草崇原》
芎今关陕、川蜀、江南、两浙皆有，而以川产者为胜，故名

川芎

《本草从新》 蜀产为川芎，川产大块，里白不油，辛甘者良

民国
《灌县志·食货

书》

河西商务以川芎为巨。集中于石羊场一带，发约 400 万～500

万斤，并有水路传输，远达境外

【道地产区】四川盆地中央丘陵平原区的成都都江堰、彭州、崇州、

邛崃，德阳什邡，眉山等地。

【性状鉴别】川芎为不规则结节状拳形团块，表面灰褐色或褐色，粗

糙皱缩，有多数平行隆起的轮节，先端有凹陷的类圆形茎痕，下侧及

轮节上有多数小瘤状的根茎。质坚实，不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或灰黄

色，散有黄棕色的油室，形成层呈波状环纹。气浓香，味苦、辛，稍

有麻舌感，微回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