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吴萸
【药材来源】本品为芸香科植物吴茱萸 Euodia rutaecarpa

（Juss.） Benth. 、石虎 Euodia rutaecarpa （Juss.） Benth.

var. officinalis （ Dode） Huang 或 疏 毛 吴 茱 萸 Euodia

rutaecarpa（Juss.） Benth. var. bodinieri （Dode） Huang

的干燥近成熟果实。

【品种沿革】吴茱萸别名吴萸、茶辣、漆辣子、优辣子、气

辣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中品,书中曰:“一名藙。

生山谷。”

南北朝时期《名医别录》记载:“生上谷及宛朐。”上谷

即今山西与河北边境附近,宛朐为今山东菏泽地区。

唐代《本草拾遗》在食茱萸项下记载:“且茱萸南北总有,

以吴（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江西一带）为好,所以

有吴之名。两处俱堪入食,若充药用,要取吴者。”这里南北是

地域上的概说,意即吴茱萸的分布范围较广,入药应选产自吴

地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吴茱萸道地药材的历史地位。

宋代《本草图经》记载:“生上谷川谷及冤句。今处处有

之,江浙、蜀汉尤多。”江浙指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蜀汉

指今四川及云南、贵州北部、陕西汉中一带。并附临江军（今

江西樟树）吴茱萸和越州（今浙江绍兴）吴茱萸图,结合形态

描述来看,越州吴茱萸应是石虎 Euodia rutaecarpa （Juss.）

Benth. var. officinalis （Dode） Huang。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记载:“〔道地〕临江军、越州、



吴地。”《本草纲目》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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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对吴茱萸性状的描述与今之吴茱萸商品

基本一致,并以小粒者质优,其中大粒吴茱萸应可能来

源于今之吴茱萸 Euodia rutaecarpa （Juss.） Benth.,小粒吴

茱萸可能来源于今之石虎 Euodia rutaecarpa （Juss.）

Benth. var. officinalis（Dode） Huang 或疏毛吴茱萸 Euodia

rutaecarpa （Juss.） Benth. var. bodinieri （Dode） Huang。

民国时期《增订伪药条辨》记述:“吴茱萸,上春出新。

湖南长沙、安化及广西出者,粒大梗亦多,气味触鼻,皆佳。浙

江严州出者,粒细梗少,气味略薄,亦佳。”《药物出产辨》记载:

“产湖南常德府为最,广西左江亦佳,右江虽略逊,亦作好论。”

通过对历代本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吴茱萸应来源于芸

香科植物吴茱萸、石虎或疏毛吴茱萸,与 2015 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一部规定相一致。吴茱萸南北均产,以产吴地

者入药为胜而得名,古代主要产于临江军、越州、吴地等,并

形成今之“江吴萸”（主产于江西樟树）、“杜吴萸”（主产于

浙江北部）、“常吴萸”（主产于湖南西部、贵州东北部、重

庆东南部各地,历来因集散于常德而得名）等道地药材。

【产地沿革】有关吴茱萸产地的记载较广,最早记载其产于河

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南北朝以后逐渐转移到南方地区;在宋

代主要产地增加了四川、陕西等地,并形成了以江西樟树、浙

江北部、贵州北部为核心的道地产区。江吴萸产地沿革见表



1。

表1 江吴萸产地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唐

《本草拾遗》 且茱萸南北总有,以吴（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

安徽、江西一带）为好,所以有吴之名。两处俱

堪入食,若充药用,要取吴者

明

《本草品汇

精要》

〔道地〕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越州（今浙江

绍兴）、吴地（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

江西一带）

【道地产区】江西樟树及周边山地、丘陵、平坝向阳地区。

【性状特征】吴茱萸呈球形或略呈五角状扁球形,直径

2mm~5mm。表面暗黄绿色至褐色,粗糙,有多数点状突起或凹

下的油点。先端有五角星状的裂隙,基部残留被有黄色茸毛的

果梗。质硬而脆,横切面可见子房 5 室,每室有淡黄色种子 1

粒。气芳香浓郁,味辛辣而苦。

江吴萸多为大粒吴萸,商品又称“中花吴萸”。多呈五角

状扁球形,直径 2.5mm~4mm。表面青绿色,粗糙,有多数点状突

起或凹下的油点。先端有五角星状的裂隙,不开口。气芳香浓

郁,味辛辣而苦。

江吴萸与其他产地吴茱萸性状鉴别要点见表 2。

表2 江吴萸与其他产地吴茱萸性状鉴别要点

比较项目 江吴萸 其他产地吴茱萸



外形 扁球形,颗粒大,均匀,不开口,直径

2.5mm~4mm

颗粒小,或大小不均匀,直

径2mm~5mm

颜色 表面青绿色 绿色,黄绿色或绿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