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松金芳著「新訂和漢薬」より

⽣薬名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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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源 丁⾹: フトモモ科チョウジ Eugenia caryophyllata Will. の樹枝，樹⽪，根，花蕾，精油．

部位 樹枝 (了⾹枝);  
樹⽪ (丁⽪); 
根 (丁⾹根); 
花蕾 (丁⾹，丁⼦，公丁); 
精油 (丁⾹油)〔花蕾より採る〕: 切 [福⽥⽅]，微焙乾 [福⽥⽅]，剉 [⼀本薬選]; 
果実 (⺟丁⾹，鶏⾆⾹）．

作⽤ 樹枝 (了⾹枝):  
無し．

樹⽪ (丁⽪): 
無し．

根 (丁⾹根): 
有毒．

花蕾 (丁⾹，丁⼦，公丁):
 無毒．温脾胃，壮陽 [証類本草, 本草綱⽬, 蒙古薬⽅]，治⼝気，療腎気，暖腰膝，殺⾍，貯悪，去邪 [証
類本草, 本草綱⽬]，⽌吐 [蒙古薬⽅]．

精油 (丁⾹油)〔花蕾より採る〕
壮陽，煖腎 [和漢標本]．

果実 (⺟丁⾹，鶏⾆⾹):
温胃，利胆，解毒，利関節 [和漢薬物]，去悪気 [千⾦翼⽅]

応⽤ 樹枝 (了⾹枝):  
冷気，⼼腹脹満，悪⼼，泄潟，⽔穀不消 [本草綱⽬]．

樹⽪ (丁⽪): 
⻭痛[証類本草, 本草綱⽬]，⼼腹冷気 [本草綱⽬]．

根 (丁⾹根): 
⾵熱毒腫 [新修本草, 証類本草, 本草綱⽬]．

花蕾 (丁⾹，丁⼦，公丁):
⾵毒諸腫，冷労，痃癖，奔豚気，陰痛，五⾊毒痢，五痔，酒毒，⻤疰蠱毒 [証類本草, 本草綱⽬]，腹痛，
霍乱 [証類本草, 本草綱⽬, 蒙古薬⽅]，反胃， 嘔逆 [証類本草, 本草綱⽬, ⼀本薬選, 蒙古薬⽅]，噦 [本草
綱⽬, ⼀本薬選] (＝吃逆 [蒙古薬⽅])，⻭疳䘌 [証類本草, 本草綱⽬] (= 齲⻭痛 [⼀本薬選])，⼩児吐瀉，
痘瘡 [本草綱⽬]．

精油 (丁⾹油)〔花蕾より採る〕
胃寒痛 [和漢標本] (＝胃虚冷痛 [蒙古薬⽅])，疝痛 [本綱拾遺] (＝寒疝 [蒙古薬⽅])，吃逆 [和漢標本, 蒙
古薬⽅]，⼝臭，嘔吐，瘰癧 [本綱拾遺]，失気，昏冒，⼦宮衝逆，経閉，⻭痛，⾆痱 [蒙古薬⽅]．

果実 (⺟丁⾹，鶏⾆⾹):
⾵⽔毒腫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霍乱，⼼痛 [新修本草, 千⾦翼⽅, 証類本草, 本草綱
⽬, 満州漢薬]，翻胃，腹痛 [満州漢薬]，齲⻭痛 [証類本草, 本草綱⽬]．

処⽅ 花蕾 (丁⾹，丁⼦，公丁):
五⾟寛膈湯〔腹痛〕，令寿丸〔積聚〕，梅鶯春丸〔陰萎〕，透頂散〔頭痛〕，通正散，丁⾹柿蒂湯〔吃逆〕，五⾹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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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湯〔癰疽〕，五番湯〔疔〕，五⾹円，含⾹円〔⼝臭〕，含嗽湯〔⻭痛〕，鶏⾆散〔胡臭〕，丁⾹飲〔帯下〕，催⽣丹
〔難産〕，五⾹揚，五番散〔⼩児初⽣〕．

備考 別名：丁⼦⾹ [和名抄]，鷄⾆⾹ [千⾦翼⽅, 和名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