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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薬名 芍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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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源 ボタン科シャクヤク Paeonia albiflora Pall. var. の根．粗⽪を去らず、乾燥したものを「⾚芍」といい， 粗⽪を去り蒸
乾したものを「⽩芍」という．またヤマシャクヤク P. japonica Miy. et Tak. の根を⼭芍薬として供⽤する．

部位 根: 剉細蜜蒸晒乾 [本草綱⽬]，洗浄蒸過⽇乾⽔洗剉細 [古⽅薬議]，剉 [国医薬研]．

作⽤ 無毒 [本草綱⽬]，或有⼩毒 [新修本草, 本草綱⽬]．⽌痛 [神農本草,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
綱⽬, 和蘭薬鏡, 古⽅薬議, 満洲漢薬]，利⼩便，益気 [神農本草,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
⽬]，緩中，散悪⾎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 古⽅薬議]，通順⾎脈，去⽔気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通経，退熱 [証類本草, 本草綱⽬, 満洲漢薬]，強五臓，補腎気，治⾵，
補労，除煩，明⽬ [証類本草, 本草綱⽬]，瀉肝 [本草綱⽬, 満洲漢薬]，安脾肺，収胃気，固腠理 [本草綱
⽬]，利腸胃 [⼀本薬選]，活⾎，平肝，清肺，安胎，収斂，補虚 [満洲漢薬]，鎮痙 [和蘭薬鏡]，通宣蔵府
壅気 [古⽅薬議]．

応⽤ 腹痛 [神農本草,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 薬徴, 満洲漢薬]，⾎痺 [神農本草,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 古⽅薬議, 満洲漢薬]，疝瘕 [神農本草,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
草綱⽬, ⼀本薬選]，堅積 [神農本草,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 古⽅薬議]，腰痛 [新修本
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癰腫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 満洲漢薬] (= 癰疽 
[⼀本薬選])，腸⾵瀉⾎，瘡疥，⾵毒，⾻痛，喀⾎，五淋，⾦瘡 [証類本草, 本草綱⽬]，⽬⾚，痔疾，婦⼈
⾎閉 [証類本草, 本草綱⽬, ⼀本薬選] (= 経閉)，⾚⽩帯下 [証類本草, 本草綱⽬, 満洲漢薬]，⼼痞脇痛 
[本草綱⽬, 満洲漢薬]，下痢 [本草綱⽬, 薬徴)] (= 痢疾 [⼀本薬選], 瀉痢 [満洲漢薬])，喘欬 [本草綱⽬] 
(= 欬逆 [薬徴])，鼽衂，⽬濇，脚気，消渇，⽊⾆，⿂哽 [本草綱⽬]，痘瘡 [本草綱⽬, ⼀本薬選]，頭
痛，⾝体不仁，腹満，腫膿 [薬徴]，痙攣搐掣，⼩児癇瘈，頭旋眩暈，⼦宮衝逆，痛⾵ [和蘭薬鏡]，⼥⼈
⼀切疾，産前後諸疾 [古⽅薬議]．

処⽅ 芍薬湯，合壁飲〔痢疾〕，三⽩散〔泄潟〕，温胃湯〔脹満〕，⾚芍薬散，中⾏円〔痛⾵〕，養栄湯〔虚弱〕，湯泡散
〔⽬⾚痛〕，陰瘡膏〔陰瘡〕，⽩芍薬散，加減⼋物湯〔帯下〕，芍薬散〔崩中漏下〕，四物湯，温経湯，⼤補経湯
〔⽉経不順〕，無憂散〔胞⾐不下〕，枳実芍薬散，芍薬⻩耆湯，芍薬湯，調中湯〔産後腹痛〕，⾚芍薬散，乳頭
散〔夜啼〕．

備考 別名：⽩芍，⾚芍 [邦産薬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