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葉



基本資料

【來源】本品為桑科植物桑Morus alba L. 的乾燥
葉。初霜後採收，除去雜質，曬乾

【性味】甘、苦，寒

【歸經】歸肺、肝經

【功能主治】疏散風熱，清肺潤燥，清肝明目。
用於風熱感冒，肺熱燥咳，頭暈頭痛，目赤昏花

【用法用量】5～9g

【貯藏】置乾燥處

【注意事項】經期婦女及孕婦不宜使用



各家論述

1. 《本草經疏》："桑葉，甘所以益血，寒所以涼血，甘寒相合，故下氣而益陰，
是以能主陰虛寒熱及因內熱出汗。其性兼燥，故又能除腳氣水腫，利大小腸，
除風。經霜則兼清肅，故又能明目而止渴。發者血之余也，益血故又能長髮，
涼血故又止吐血。合癰口，罨穿掌，療湯火，皆清涼補血之功也。"

2. 《重慶堂隨筆》："桑葉，雖治盜汗，而風溫暑熱服之，肺氣清肅，即能汗解。
息內風而除頭痛，止風行腸胃之洩瀉，已肝熱妄行之崩漏，胎前諸病，由於肝
熱者尤為要藥。"



現代藥理
現代研究發現,桑含有多種活性成分,主要有黃酮類(桑
酮、桑酮醇)、生物鹼(1-deoxynojirimycin、fagomine)、
甾類、香豆素類和茋類化合物,還含有多醣、氨基酸、
有機酸、揮髮油及多種維生素等。

桑科桑属植物具有

1. 降血糖
2. 降血壓
3. 抗癌
4. 抗菌

5. 抗病毒
6. 抗炎
7. 鎮痛
8. 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謝等廣泛藥理活性
9. 臨床可用於治療高血壓、高血脂和糖尿病等



鑒別

【產地】主產江蘇、浙江、安徽、四川等
地。

【性狀】

- 多皺縮，破碎。完整者有柄，葉片上面
黃綠色或淺黃棕色，有的有小疣狀突起

- 下表面色較淺，葉脈突起，小脈網狀，
脈上被疏毛，脈基具簇毛

- 質脆，氣微，味淡、微苦、澀
【品質】以色黃綠且葉大者為佳



1. 中藥霜桑葉，即霜降節氣以後採的，經霜打過的桑葉。近代名醫張壽頤說：「桑葉，以老而經霜者為佳，欲
其氣之全、力之厚也，故入藥用冬桑葉，亦曰霜桑葉。」

2. 春夏的桑葉，稟受春生夏長之氣向上、向外生長，升降沈浮之性是向上、向外升浮，歸屬於「風升生」一類
，是一味性味辛涼的升散之藥。夏天的桑葉升散之力又比春天的桑葉更強。春夏的桑葉多用於辛涼解表。

3. 晚秋至初冬，霜降節氣以後的霜桑葉，稟受秋收冬藏之氣準備落葉歸根，升降沈浮之性是向下、向內收降，
歸屬於「燥降收」一類，是一味性寒涼、味甘苦的、質輕潤的沈降之藥。

4. 所謂的「霜葉」和「霜桑葉」是指初霜後採收的桑葉；「冬桑葉」是指立冬後採收的桑葉；「經霜桑葉」是
指經苦霜打後採收的桑葉。《中國藥典》上所講的「初霜」，不一定是指24節氣中的「霜降」，而是指初次
的下霜，樹葉上結霜凌後。霜打後的桑葉，大多會漸漸的脫落樹下。一般情況下，採收的越晚，其顏色越深
，越早，顏色越綠。

5. 另外，由於南北方氣溫的不同，相同季節的性狀差別較大，但應該遵守的原則是，必須下霜後經過霜打的桑
葉。

霜桑葉



有關桑葉採收時期與含量研究

•研究結果反映，冬桑葉某些成
分的峰面積更大，甚至還含有
嫰桑葉不具備的成分，或與冬
桑葉的獨特療效相關

•秋季氣溫開始下降→葉片停止
生長→次生代謝產物相增加

資料來源: 游元元等【川產桑葉 “經霜為上”合理性的LC-MS法驗証】
資料來源:王止等【桑葉中蘆丁含量的動態變化研究】



食療

夏桑菊茶

材料：夏枯草9克、桑葉9克、杭菊9克

製法：將所有材料放進煲中，加入適量清水，浸20分
鐘後，用大火煲滾後改用文火煲15至20分鐘即可

功效：清肝疏風，清熱解毒；脾胃虛弱人士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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