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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闊地常常可以見到它的蹤跡，尤其是在河床

的沙質地上，石薺薴往往大片生長，讓人走過

路過很難不去注意到這種不起眼的芳香植物。

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度受環境影

響，強日照的乾旱地植株會較為矮小，高約

20~30 cm，而高草地裡的個體植株高度可

達130 cm，具直立主莖，從植株基部起多分

岔。莖橫切面方形，具稜，被短柔毛；葉柄長

0.3~0.8 cm，被短柔毛；葉對生，三角狀狹卵

形，長1~2.5 cm，寬0.5~1.3 cm，葉基鈍形，

葉緣具淺鋸齒，葉尖銳形，葉薄紙質，上表面

被短伏毛，下表面葉脈上被毛，具多數明顯

凹陷腺體。頂生總狀花序，花序軸上密被柔

毛，花柄長約0.2 cm，花萼筒鐘形，內外側皆

被毛，上3裂，深度約1/2，下2裂，裂至近基

飄香的里山植物―石薺薴

北風吹過蕭瑟的原野，原野上矗立著一

枝枝乾枯的植物隨風搖曳，在強勁的風中飛

撒出大量微小的小堅果，原野的空氣中沾染

上一股怡然的香氣，景德鎮的居民稱這種植

物為「北風頭上一枝香」，也就是臺灣民俗上

稱為「痱子草」的石薺(ㄐㄧˋ)薴(ㄋㄧㄥˊ) 

(Mosla scabra (Thunb.) C. Y. Wu & H. W. Li)。

植物藉由散發特殊的氣味，做為和其他

生物的溝通語言，人類雖聽不懂卻早就學會

利用植物的氣味，例如可用來敬天祭神或居

家驅蟲安神的焚香植物、添加在食物裡增添

風味延長期限的香料植物、用來抑臭增香醫

療保健的精油植物等，植物的氣味總是能滿

足感官(味覺、嗅覺)需求且兼具實用功能。

認識石薺薴

筆者第一次與石薺薴相遇是在一次野外

調查的路上，當下的環境是在炎炎夏日的乾涸

河床上，拖著沉重的步伐走過河床上仍抵禦

著嚴酷日曬的草叢，忽然間迎來香氣撲鼻，瞬

間讓人精神一振，蹲下身子搜尋香味的來源，

答案正是石薺薴。隨行的調查人員說他們小

時候都稱他作「痱子草」，每當長痱子的時候

大人就會用石薺薴讓他們泡澡，是早期民間

常常使用的民俗植物。實際是否具有療效還

需要再確認，但石薺薴在熱水浸泡後會散發

出濃郁的芳香，這個澡肯定是令人舒暢！

石薺薴是唇形花科(Lamiaceae)乾汗草屬

(Mosla)的植物，在平地到中低海拔山區向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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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薺薴形態特徵。1.開花植株；2.花(側面，含苞片)；3.花(正
面)；4.花萼筒(側面)；5.苞片。(林建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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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花冠白色至粉紫色，唇形，外側被短毛，

上唇頂端凹陷，下唇3裂，中央裂片較大，略

呈方形；雄蕊4枚，2強，上長下短，花藥丁字

著生；子房上位，4室，花柱單一，柱頭2裂。

核果狀分果4枚，球形，果皮表面具網紋。

臺灣原生乾汗草屬植物共三種，形態比

較如表1。

石薺薴的栽培方式有二，種子繁殖與扦

插繁殖。

1. 種子繁殖

  石薺薴在4月起就能開始陸陸續續開

花，花期可持續至年底，因此大半年都有

種子可以採收。當花序已經接近尾聲時可

以將花序剪下，然後放置至乾燥後輕輕敲

打花序，堅果就會紛紛落下。石薺薴每朵

花可以產生4個小堅果，每個堅果內含種

子1枚，一株石薺薴採收下來的種子多可

達上千顆。

  種子收成後可稍做乾燥處理後常溫收

藏，然後隔年春天撒播在砂質介質上，當

溫度達20℃時種子便能陸續發芽，小苗在

全日照至半日照環境都能生長良好，種植

約90天後就能開花結果。

2. 扦插繁殖

  扦插繁殖可以快速擴展植株數目。扦

插時全株皆可取用，保留1-2節即可，斜

插於砂質介質，維持介質濕潤而不積水，

並頻繁灑水維持空氣濕度，在20℃以上

約7日內便會發根，完整保留葉片的插穗

發根速度較快，但空氣濕度需求較高。

表1 臺灣原生乾汗草屬植物形態比較

石薺薴、痱子草 粗鋸齒薺薴、小魚仙草 乾汗草、華薺薴

學名 M. scabra M. dianthera M. chinensis

葉形 三角狀狹卵形 三角狀卵形至闊卵形 卵狀披針形

葉緣 5~10對淺鋸齒 4~7對粗鋸齒 稀疏且不明顯淺鋸齒緣

花序
頂生總狀花序

花序軸密被長柔毛

頂生總狀花序

花序軸近無毛或被短絹毛

單花腋生或頂生短總狀花序

疏被短柔毛

苞片 披針形，短於花冠 披針形，短於花冠 寬卵形，略長於花冠

花萼
2唇狀5裂
上唇裂較深，裂片狹三角形

2唇狀5裂
上唇淺裂，裂片闊三角形

近等5裂
非唇狀裂

果實 具密集網紋 具疏網紋 具深穴狀雕紋

石薺薴種子苗。(林建融 攝)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7 No. 4 2020 29

專
題
論
述

發根後約2週後可略為施肥，加速扦插苗

成長。扦插繁殖時應避免取用已開花之個

體，否則插穗很快就會開花，植株無法健

壯，因此扦插應趁春天執行，可以獲得較

健壯的植株，也可以收到更多種子。

  石薺薴天然下種的狀況十分良好，通

常第一年需以人工繁殖建立族群，往後便

能依靠天然下種小苗擴展族群數量。石薺

薴並無嚴重病蟲害問題，對於肥料需求也

不高，生活史中僅需使用一次基肥就可旺

盛生長，無需特別進行病蟲害防治。

氣味分析

筆者在泛黃的日文書籍圖檔裡循著前人

的篳路藍縷，驚見石薺薴的精油化學成分分

析早已發表在日治時期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的

研究報告之中。1921年成立的總督府中央研究

所工業部，有機化學的研究發展包括樟腦及

樟腦油、香料製造、纖維染色、臺灣產植物成

分基本調查等，精油研究是有機工業化學科

的重點研究項目，包括本樟、芳樟、栳樟、冇

樟等樟腦植物，扁柏、臺灣紅檜、臺灣肖楠、

杉木、臺灣二葉松等針葉樹，茉莉花、黃梔

花、秀英花等香花植物，然而其中有一個名不

見經傳的植物，石薺薴卻引起了我的注意。

故事是這樣開始，1930年從助手升任技

手的藤田安二，在野外採集了二種長得很相

似的植物，一種有明顯氣味，另一種則香氣

很少，並於 1933年發表了M. lanceolata(已歸

為M. scabra的同種異名)和M. formosana(已歸

為M. dianthera的同種異名)的二份精油報告；

1938年則發表M. chinensis的精油報告，自始

為一系列乾汗草屬植物精油的研究。後來在

1941年已成為技師的藤田，一直到1945年期

間，更發表了一系列的報告，共24份，以及

相關精油發生學的研究。甚至到1965年已返

日任職於大阪工業技術試驗所的藤田，發表

了乾汗草屬精油分類系統的總結，將29種乾

汗草屬植物依精油成分分為九個種群(species 

group)。透過化學家藤田的描述，石薺薴的

氣味有明顯的樟腦感，主要成分是桉油醇

(cineole 60-80%)，粗鋸齒薺薴微微帶黃樟素

(safrole)的臭氣，主成分為蒔蘿油腦(dillapiole 

65-78%)，乾汗草則是強烈的苯酚(phenol)味，

以香芹酚(carvacrol 65%)及乙酸香芹酯(carvyl 

acetate 6%)為主成分。由於精油成分除了植物

本身的遺傳特性外，也受到環境因子及不同

發育階段所影響，再加上乾汗草屬外形相似

度高，不排除學名混用的可能性，致使精油

成分眾說紛紜。大體而言，乾汗草是以香芹

酚為主；粗鋸齒薺薴是以倍半 及酚酯類化合

物為主，但卻未發現如藤田所述以蒔蘿油腦

為主，可能是化合物鑑定錯誤或存在其他的

化學品系(chemcotypes)。石薺薴做為一個廣泛

40日之石薺薴扦插苗。(林建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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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種，長期適應不同環境，分化出不同化學

品系，依不同地區分別以桉油醇、甲基丁香

酚(methyl eugenol)、側柏酮(thujone)等為主，

藤田所提及以桉油醇為主的M. lanceolata，和

以側柏醇為主的M. punctulata，目前均歸於M. 

scabra，可視為石薺薴的不同化學品系。

在近代分析化學科技進步及分子系統

學的趨勢下，再加上精油成分往往因產地而

有所差異，藤田安二長時間獨力根據精油

成分所建立的乾汗草屬植物分類系統，無法

做為植物分類的依據或完全說明演化的方

向，只能做為分類的佐證之一，但以現代精

油市場會將單一種類精油依化學成分區分為

不同品系的銷售方式來看，不同化學品系對

精油生產深具參考價值。分布廣且使用歷

史悠久的迷迭香(Rosmarinus officinalis)和百

里香(Thymus vulgaris)精油就是最著名的例

子，迷迭香最常見的化學品系是樟腦迷迭香

(R. officinalis ct. camphor)，主要產在伊比利

半島，其次是桉油醇迷迭香(R. officinalis ct. 

cineol)，為北非摩洛哥特產，較少見的馬鞭

草酮迷迭香(R. officinalis ct. verbenone)則是

產於南歐；百里香精油更是品系眾多，如

沉香醇(linalool)、側柏醇(thujanol)、百里酚

(thymol)、牻牛兒醇(geraniol)等化學品系。

發展潛力

人類利用植物氣味的方式反映出不同的歷

史文化背景，西方的芳香療法經過古埃及木乃

伊防腐及宗教儀式，古羅馬時代的浴場文化，

後循著蒸餾技術的發展、香水工業的加持，地

中海地區擅長藉由精油來利用植物香氣；東方

則從祭祀鬼神宗教信仰的歆饗，到文人雅士的

焚香操琴，製香的材料和工序不乏中藥材的使

用和醫療保健的目的，品香是利用溫度(焚香、

薰香、悶香、煎香)讓香氣揮散出來，薰蒸、藥

浴或茶飲則是利用水蒸氣帶出植物香氣。

近年來中國也關注乾汗草屬的利用，探

討12種乾汗草屬植物，其精油、黃酮類、木酚

素等化學成分，以及抗菌、抗病毒、抗發炎、

鎮靜、鎮痛、抗氧化等藥理活性，其中石薺

薴、乾汗草為民間常用中草藥，具有較高的臨

床應用價值，乾汗草屬植物在不同地區均曾

做為香薷(中藥名，主發汗解表，化濕和中，

利水消腫)藥用，但臨床上代用、混用的情況

嚴重。石薺薴精油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對

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等7種菌株有一定

的抑制效果，在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腫脹及

腹部皮膚毛細血管通透性等發炎反應有明顯

的抑制作用，具可縮短小鼠的睡眠潛伏期及

延長睡眠持續時間的鎮靜作用，可延長小鼠

咳潄潛伏期及減少咳嗽次數的止咳作用。

石薺薴分布於日本、韓國、臺灣、中國

中部至南部、越南等地，在臺灣分布於全島

低至中海拔山坡地，以草生地及水邊較常出

現，生長適應性強，全株具有明顯香氣，種

子繁殖容易，可做為香草植物進行栽培。有

著各式各樣的俗名的石薺薴，代表著在不同

場景下的樣貌，不論是有著特殊香氣的土荊

芥、野香茹、野蕾香，還是具有治療功效的

熱痱草、蚊子草，乘載著民間中草藥的使用

文化，具有生產芳療精油潛力。繁殖容易、

可適應多種棲地環境的臺灣原生植物石薺

薴，可做為水土保持的綠被植物，也具有為

泡澡、茶飲、精油生產等用途，為里山生活

文化風景增添一抹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