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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目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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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历代本草著作，对椒目的名称、基原产地及采收、

功效主治、性味归经等方面进行综述。椒目作为药材名始载于《本草经集注》，后世也

多以“椒目”作为正名；椒目为芸香科植物花椒或青椒的种子，秋季8~10月成熟时采摘，

炮制方法有净制、炒制和盐制；能利水消肿，治疗肾虚耳鸣，主治水腹胀满，无毒或小

毒。本文对椒目追本溯源，考究药史，厘清椒目的中药基原性能，为椒目的临床正确使

用及为国家制定该药材的中药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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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consult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herbal literature, the 
name, origin and harvesting, efficacy and indications, as well as nature, taste, and meridians 
of Bunge pricklyash seed were reviewed. “Jiaomu” as a medicinal herb name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Annotations”, and later generations also 
used "Jiaomu" as a proper name. Bunge pricklyash seeds are the seeds of the Rutaceae plant 
Sichuan Bunge pricklyash seed or green Bunge pricklyash seed. They are harvested when 
they mature in autumn from August to October, and can be processed by net, stir-frying or 
salt. It can promote diuresis and reduce swelling, treat kidney deficiency and tinnitus, and 
is mainly used to treat bloating in the abdomen. It is non-toxic or slightly toxic. This article 
traced the origin of Bunge pricklyash seed, studied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clarified the 
origin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perties of Bunge pricklyash seed, and provide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rrect clinical use and the national formulation of quality standards 
for this 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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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椒目为我国常用中药，用药历史悠久，在各

地均广泛应用。其单独作为药材使用首载于《本

草经集注》，古代主要制备为方剂“椒目丸”、

“葶苈丸”等用于治疗涌水等症 [1-2]，现代主要制

备为强龙益肾胶囊、肾炎消肿片等中药成方制剂

中 [3]，以及制成椒目油用于改善骨质疏松、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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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喉癌等；并进行相关药理拓展研究；制备为椒

目泄水贴联合西药治疗肝硬化腹水等 [4-6]。但古

籍文献等对椒目药材本身的叙述较少且不精确，

仅有少数学者对原植物之一花椒进行本草考证，

临床应用也并未详细叙述椒目的情况，另外《中

国药典》也未收录椒目的药品标准。因此有必要

将历代本草以及医学古籍进行整理归纳，对其名

称、基原产地及采收、功效主治、性味归经等方

面进行考证，为椒目的临床应用及开发利用提供

本草依据，为其标准制定给予理论指导。

1  名称考证

椒目作为药材始载于《本草经集注》：“椒

目冷利去水”[7]，但并未被单独收录，只作为附药

出现在蜀椒的描述之中。“椒目”意为“花椒内

的黑子”，对于其名称来源，陈淏子在《花镜·椒》

中有“内有小黑子突出，如人之瞳子，故有椒目

之称”的记载，《本草述》中也记载其椒目命名

原因为“蜀椒肉厚皮皱，其子光黑如人之瞳人，

故谓之椒目”[8]。盖其源于椒、形如目，故称之为

椒目。有其花椒项下别名记载为椒目者，如《房

县中药志第一卷》“花椒，别名大花椒、椒目”[9]，

其性味归经等均与药典所载椒目不同而与花椒相

同，可能将花椒与椒目未分离混用所致。

其从南北朝至明代基本以“椒目”作为通用

药名，但“川椒目”这一别名首次在明代《赤水

玄珠》“椒目散”一方中作为主药之名出现 [2]，

之后出现其他别名“花椒子子”[10]、“花椒子”[11]、

“花椒种”[12]、“花椒籽、川椒籽、野花椒籽”[13]

和“椒子、蜀椒子”[14]，其意均以其来源及药用

部位的组合命名。《本草释名考订》中首次根据

其来源不同出现较为全面的“川椒目、花椒目、

蜀椒目”：“呈卵圆形或半球形，外表面黑色，

具光泽，形似目珠，故名椒目”[15]。另因椒目在

三都水族中作为民族药应用，故有其民族药名为

水药名：（mai4ciu1）梅秀 [16]。《中药别名大辞

典》中记载：“椒子、花椒目、川椒目、蜀椒目、

檓目、南椒目、巴椒目、大椒目、秦椒目、汗椒

目、汉椒目、点椒目、红花椒目、红椒目、大红

袍目、陆拨目、蓎藙目”[17]，大都来源于花椒之

别名。椒目在《中国药典》中尚未单独收录药材

标准，但在地方标准中有记载：《上海市中药材

标准》1994 年版，以花椒目为药材名；《四川省

中草药标准》（试行稿）（第四批）1984 年版、

《山西省中药材标准》1987 年版、《四川省中药

材标准》1987 年版、《贵州省中药材质量标准》

1988 年版、《河南省中药材标准》1993 年版、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和 1995 年版、

《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准》2003 年

版、《甘肃省中药材标准》2009 年版均以椒目

为药材名 [16]。“炒椒目”首次在清代《秦伯未选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中治疗肿胀之法时提到 [18]，

意为炒法炮制后的椒目入药，并未作为别名；在

《常用中药处方名辨义》中首次作为别名出现：

“入药时常先炒至油出，故又称炒椒目”[19]。在

《中药炮制技术指南》中总结为“椒目、花椒目、

川椒目、蜀椒目、炒椒目”[20]，但后世未得到广

泛应用。综上，椒目虽别名众多，且多体现产地

地域特点，但后世仍多以“椒目”作为正名。

2  采收炮制基原产地考证

2.1  采收炮制考证
椒目原植物采收始载于《新修本草》：“八

月采实，阴干”[21]，后世本草皆延续下来而未变

动；现代的《中华本草》《邹平中药志》中记载

“9~10月果实成熟时采摘，晾干，待果实开裂，

果皮与种子分开时取出种子”[22-23]。故考证得椒

目于秋季 8~10 月成熟时采摘。

椒目的炮制方法记载甚少，多为产地加工，

近代典籍中才渐有说明。炮制工艺有 3 种：一

种是“净制”：将原药材拣去果皮及果柄 , 筛去

灰屑 [20]；一种是“炒椒目”：炒制将筛选净的

花椒目，放入锅内用文火拌炒，炒至黑褐色发

香，取出晾凉；一种是“盐椒目”：将净花椒目，

用文火拌炒，加食盐1.5%兑适量水，边炒边洒，

炒至水干发香，枯焦色，取出晾凉 [24]。

2.2  基原产地考证
椒目原植物最早记载于《诗经》：“椒聊之实，

蕃衍盈升。视尔如蔽，贻我握椒。有椒其卑，胡

考之宁”，指椒目可喻多子多福、可作定情之物、

可作祭祀之用 [25]。《本草经集注》首次记载椒目

源于蜀椒 [7]，唐宋时期也多认为椒目来源于蜀椒，

如《新修本草》《开宝本草》《证类本草》《本

草衍义》于蜀椒项下云“其子椒目”[21,26-28]；明清

时期多认为椒目源于蜀椒和川椒，时珍曰：“蜀

椒肉厚皮皱，其子光黑如人之瞳人，故谓之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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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椒子虽光黑，亦不似之，若土椒则子无光彩

矣”[29]。蜀椒与川椒经考证属同种，《医学入门》

记载：“出四川，谓之蜀椒”[30]；《药物出产辨》

记载：“产四川者为川椒”[31]；《药性切用》记载：

“川椒，一名蜀椒”[32]；《金匮要略》：“椒目，

即川椒之仁”[33]。此外，清代出现椒目归于花椒项，

如《本草问答》记载：“至于花椒之仁，称椒目”[34]。

《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秦椒蜀椒为同种 [35]，另《本

草撮要》云：“蜀椒，一名川椒。秦产俗名花椒”[36]，

故蜀椒、川椒、秦椒、花椒均为同种，皆为椒目

之来源。近代本草中“蜀椒、川椒、秦椒”逐渐

归于“花椒”项下，大多记载椒目来源于花椒、

青椒：《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中药学》：“芸香科

植物青椒 Zanthoxylum schinifolium Sieb. et Zucc.

或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的种子”[37]。

《药材资料汇编》：“1. 花椒呈 1~2 个相连球形

果或开裂成基部相连的两瓣状。果皮表面红色、

紫红色或红棕色，极皱缩，有多数突起又凹下的

油腺，内果皮光滑，淡黄色，有的残存黑色球形

种子。香气浓郁，味麻辛。2. 青椒呈 1~3 个相连

的球形果或每果已开裂成两瓣状，果顶端具短小

喙尖，果皮表面草绿色、黄绿色或棕绿色，有网

纹及多数凹下的点状油腺，内果皮淡黄色”[38]。

唐宋时期对椒目产地优劣进一步研究，《新

修本草》《开宝本草》《证类本草》《嘉祐本草》云：

“今椒出金州西域者最善”[21,26-27,39]，今甘肃一带，

与现代考证结果相符；《精编中草药彩色图谱》：

“以四川、陕西、河北产品最为驰名，视为道地

药材”[40]。故可知椒目为芸香科植物花椒或青椒

的种子，四川、陕西、河北一带为其道地产地。

部分古籍中椒目原植物绘图见图 1[27,35,41-46]，由图

可知，椒目原植物蜀椒、川椒、秦椒、花椒的历

代典籍绘图虽绘画方式不同、名称记载变更但均

属同种，是为中药椒目的原植物。

图1  部分古籍中椒目原植物绘图

Figure 1. Drawing of the original plants of the order Bunge pricklyash seed in some ancient books
注：A.《证类本草》蜀椒；B.《本草便读》川椒；C.《本草蒙筌》蜀椒；D.《祁州中药志》花椒；E.《植物名实图考》秦椒蜀椒；F.《山西中药
志》花椒；G.《本草原始》蜀椒；H.《湖南药物志》花椒。



China Pharmacist, Feb. 2024, Vol. 27, No.2360

https://zgys.whuznhmedj.com

3  功效主治考证

椒目于《本草经集注》首载“利去水”[7]。

唐宋元时期，多记载为“利去水，主水腹胀满，

利小便”[21,47]，意为“通利水道，主治腹胀水肿，

利尿”；宋代《本草衍义》记载：“治盗汗尤功，

又治水蛊”为首次提到椒目治盗汗、水蛊之功

效 [28]。“盗汗”：“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

喜盗汗也”[33]，意指睡中出汗，醒后即止；“水

蛊”：“此由水毒气结聚于内，令腹渐大，动

摇有声，常欲饮水，皮肤粗黑，如似肺状，名

水蛊也”[48]。《素问逆调论》云：“肾者水藏，

主津液”[49]，元代将利水进行更进一步精确，

椒目对水的作用可引申至脏腑：《食物本草》

中提到“治十二种水气，膀胱急”[50]。甄权《药

性论》记载：“椒气下达，故椒目能治肾虚耳

鸣”[47]，但并未在椒目项中明确列出，在元代《食

物本草》才明确记载其有治疗“肾虚耳卒鸣聋，

止气喘”的功效 [50]。“肾虚耳鸣”：“治肾虚

耳鸣，夜间睡著如打战鼓，觉耳内风吹，更四

肢抽掣痛，黄芪圆”[51]，指肾虚精气不足所致

之耳鸣。“肾虚耳聋”：“论曰耳聋之证有二。

有肾虚精脱耳聋者，肾气通于耳也。有经脉气

厥而聋者，经脉络于耳也。肾虚耳聋者，其候

面色黑”[52]，指肾虚精脱所致耳聋。

明清时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本草备要》

将利水明确为“专行水道，不行谷道”[53]，水道

指前阴，谷道指后阴；《医林纂要药性》更发现

椒目对肾功能有益：“坚肾，润命门，行淫水，

安相火”[54]，与椒目入肾经相符合。椒目在古代

已有成方应用：“己椒苈黄丸”、“疏凿饮子”、

“椒目丸”等，皆与其功效相符合 [55-57]。

近代本草中功效对古代本草所提到的进行了

概括总结，较为统一：“利水消肿、祛痰平喘、

主治水肿胀满、哮喘”。《名医用药经验荟萃》

中强调：“椒目戒喘有奇效”、“特点：起效快、

临床疗效好、运用范围广”[58]。综上，椒目利水

消肿，治肾虚耳鸣，主治水腹胀满，平喘，为利

水之佳品。历代本草典籍中椒目的功效主治记载

见表 1。

表1  历代本草典籍中椒目的功效主治记载

Table 1. Records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indications of Bunge pricklyash seed in ancient 

Chinese herbal classics

年代 出处 功效主治

南朝梁 《本草经集注》 利去水

唐代 《新修本草》 冷利去水，则入药不得相杂尔。主水腹胀满，利小便

宋代 《证类本草》 主水腹胀满，利小便

宋代 《本草衍义》 治盗汗尤功，又治水蛊。

元代 《食物本草》 治水肿胀满，利小便。治十二种水气，及肾虚耳卒鸣聋，膀胱急，止气喘。

明代 《本草纲目》 治水肿胀满，利小便。治十二种水气，及肾虚耳卒鸣聋，膀胱急，止气喘

清代 《本草述》 水气，及肾虚耳卒鸣聋，并止气喘

清代 《本草备要》 专行水道，不行谷道，能治水蛊，除胀定喘，及肾虚耳鸣

清代 《药性切用》 利水消肿

清代 《医林纂要药性》 坚肾，润命门，行淫水，安相火

清代 《本草便读》 功专入肾治水，一切肿满，小便不利，而致气逆喘上者，皆可用之

近代 《中华本草》 利水消肿、祛痰平喘、主治水肿胀满、哮喘

近代 《邹平中药志》 利水消肿、祛痰平喘、主治水肿胀满、哮喘

4  性味归经考证

历代文献中对于其性味，多描述为味苦、辛，

性寒，少量描述为性温平。苦味“泄、燥、坚”，

辛味“散、行”。椒目的性味决定了其归经主要

与主水之经有关，其主入脾、肺、肾、膀胱经。

4.1  性味
椒目性味首载于《本草经集注》，谓之“冷”[7]；

东汉时期《金匮要略》中记载“椒目性凉”[33]，

均为寒凉之意；唐宋时期于药性论述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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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论》中记载：“味苦、辛”[47]；《新修本草》 

《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要药分剂》

《本草求原》记载：“味苦、性寒”[21,26-27,39,59-60]，

盖因“寒”与“冷”相应意为其性寒；“辛”则

因其发散之功，与“利水消肿，治水肿胀满”之

功效相符合。明清时期除《药性切用》“微温”、

《青海常用中草药手册第一册》“味辛，性温”[32,61]，

总体记载谓“苦、辛、寒”，各书取其一二而记，

与各书所载功效相关，《本草纲目》：“苦、寒”[29]；

《本草蒙筌》《本草易读》《本草从新》：“苦、

辛”[42,62-63]。近现代基本确定了椒目性味“辛，

苦，寒”：《实用中医方药手册》《中国药物大

全中药卷》记载：“味辛、苦，性寒”[64-65]，但

仍有少量本草亦记载：“味、苦、辛，温”[59,66-67]。

对于“寒”与“热”的记载歧义，近代郑公硕认为：

“椒目寒中有温，水气并治”[14]，故虽有寒热差别，

但寒性仍得到历代主流本草认可。综上，椒目的

性味为“苦，辛，寒”。

4.2  归经
古本草中关于椒目归经的记载甚少，明代以

前未有说明。其归经首载于明代《本草释名考订》

中“归脾、肺、膀胱经”[15]；清代本草中也少有

记载：《要药分剂》记载为“脾、膀胱经”[59]，

去掉“肺经”盖因其记载归经后阐述“为利水之品。

行积水，逐留饮”[59]，降泄利水，不走肺经。近

现代大多数本草记载更为详实，如：“归脾、膀

胱经”[14,17,24,59,68-70]；“归脾、肺、膀胱经”[13,22-

23,66-67,71]；“归肺、膀胱经”[65,72] 皆与之功效相符

合。另有少部分近代本草增加记载椒目归于肾

经：“归脾、肾、膀胱经”[73]：“苦寒，性善降

泄下行，入肾、膀胱经，利水消肿”[37]。肾主水，

入肾经正应椒目“专行水道，不行谷道”之功效，

赋利水消肿之功。综上，椒目归脾、肺、肾、膀

胱经。

5  毒性考证

椒目之毒性在历朝历代本草中具有争议。其

最早记载于《药性论》“有小毒”[47]，而后世有

毒无毒记载均未统一。《中药药理与临床运用上》

记载：“临床：川椒目无毒，在常规剂量内水煎

服没有不适反应”[74]；《毒药本草》记载：“少

数人内服椒目制剂后出现头昏、口干、恶心、胃

不适、自觉有热感，不影响继续服药”[14]。故可

推测椒目之毒性在小部分人中出现，具体机理有

待进一步研究。椒目毒性在各本草中记载见表2。

综上，椒目有毒无毒待进一步验证。

表2  历代本草典籍中椒目的有毒无毒记载

Table 2. Toxic and non-toxic records of Bunge 

pricklyash seed in ancient Chinese

herbal classics

成书年代 书名 有毒无毒

唐代 《药性论》 有小毒

唐代 《新修本草》 无毒

宋代 《开宝本草》 无毒

宋代 《嘉祐本草》 有小毒

宋代 《证类本草》 无毒

明代 《本草纲目》 无毒

明代 《本草原始》 无毒

清代 《本草述》 无毒

清代 《本草易读》 有小毒

清代 《本经逢原》 无毒

清代 《本草从新》 小毒

清代 《要药分剂》 无毒

清代 《本草撮要》 小毒

现代 《中华本草》 小毒

现代 《邹平中药志》 小毒

现代 《常用中草药彩色图谱》 小毒

6  讨论

6.1  名称
经考证椒目的别名众多，椒子、花椒目、川

椒目、蜀椒目等基本都为“花椒别名”加“子”、

“目”之类，还有以炮制方法之一命名的炒椒目，

为椒目的名称溯源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基原考证

可得椒目为花椒或青椒的种子，但未有本草记载

其别名为“青椒别名”加“子”、“目”之类，

因此其青椒来源部分仍需进一步考证。

6.2  来源
蜀椒与川椒经考证属同种，产于四川。唐宋

时期记载“今椒出金州西域者最善”[21,26-27,39]，清

代出现“花椒之仁，称椒目”的说法 [34]，《本草

撮要》中更有提到“蜀椒，一名川椒。秦产俗名

花椒”可知均为同种 [36]。近代本草中“蜀椒、川椒、

秦椒”逐渐归于“花椒”项下。来源不同的原因

大致归为：第一，不同朝代对其药材原植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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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同；第二，椒目的产地不同而导致各地文献

古籍记载有所出入。

6.3  性味与功效
由本草典籍中功效记载及现代药理研究结合

可知，椒目“利水”“平喘”等功效已在现代医

药研究中进行了验证并得到应用，其药味为“辛”，

药性“寒”“温”皆有大量记载，对于寒热之性

的记载歧义，近代郑公硕认为：“椒目寒中有温，

水气并治”[14]，虽有寒热差别，但寒性仍得到历

代主流本草认可。这为椒目现代药理研究以及临

床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进一步的实验研究仍

有必要进行。

6.4  炮制与毒性
椒目炮制方法仅为“净制”“炒制”“盐制”，

但因何成分作用需要采用此方法炮制仍需进一步

探索。椒目有毒无毒结论不一，净制的主要目的

是分离药用部位、除去杂质如灰屑、泥沙等；炒

制可以降低毒性、提高疗效、还能易于粉碎便于

有效成分溶出；盐制中盐咸寒入肾，主沉降，可

以增强药物入肾治下之功。查阅了天津市、辽宁

省等多个地方的炮制规范，仅在《四川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2015 年版）中提及炒制目的为了

减轻毒性 [75]。虽然都已经过临床试验，但其仍需

进一步研究探索。

6.5  结语
综 上 可 知， 椒 目 为 芸 香 科 植 物 花 椒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n.或青椒Zantharylum 
shimifolium Sieb. et Zucc.的种子，味苦、辛、性寒、

无毒或小毒（因毒性有争议需进一步研究）；归

脾、肺、肾、膀胱经；利水消肿，治肾虚耳鸣，

主治水腹胀满，炮制方法净制、炒制和盐制。目

前对于椒目的研究主要围绕椒目油、椒目成药、

椒目质量标准的研究，但普遍对于椒目药材本身

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从此入手对于椒目

的名称、基原产地及采收、功效主治、性味归经、

炮制及毒性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地归纳并

展开了基础性研究，对椒目追本溯源，考究药史，

厘清椒目的中药基原性能，为临床正确使用提供

科学依据，为椒目中药标准的完善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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