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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火乾。　陶隱居云。此亦是今烏梅也。用當去核。微熬之。傷寒煩熱水漬飲汁。生梅子。及白梅亦應相似。今人多用白梅。和藥以點痣。蝕惡肉也服〉

〈黄精。人云禁食梅實。　唐本注云　别録云。梅根療風痹。出土者殺人梅實利筋脉去痹宋嘉祐本按。　藥性論云。　梅核人亦可單用味酸無毒。〉

〈能除煩熱。　蕭炳去　今人多用烟熏為烏梅　孟詵云。　烏梅。多食損齒。又刺在肉中。嚼白梅封之刺即出大便不通氣奔欲死。以烏梅十顆置〉

〈湯中。須臾挪去核。杵為丸。如棗大。内。下部。少時即通。謹按擘破水漬。以少蜜相和。止渴霍亂心腹不安。及痢赤。治瘧方多用之。　陳藏器云。　梅實。〉

〈本功止渴。令人膈上熱。烏梅去痠。主瘧瘴。止渴調中。除冷熱痢。止吐逆。梅葉搗碎湯洗衣。易脫也嵩陽子云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余試〉

〈之驗。　日華子云。　梅子暖。止渴。多啖。傷骨蝕脾胃。令人發熱。根葉煎濃湯治休息痢并霍亂。　又云　白梅暖無毒。能治刀箭止血研傳之。　又〉

〈云。　烏梅暖無毒。除勞治骨蒸。去煩悶。澁腸。止痢。消酒毒治偏枯皮膚麻痹。去黑點。令人得睡。又入建茶乾薑為九。止休息痢大驗　圖經曰。　梅〉

〈實生漢中川谷。今襄漢川蜀江湖淮嶺。皆有之。其生實酸。而損齒傷骨發虛熱。不宜多食之。服黄精人尤不相宜。其葉煮濃汁服之。已休息痢。根主〉

〈風痹。出土者不可用。五月采其黄實火熏乾。作烏梅主傷寒煩熱及霍亂躁渴虛勞瘦羸産婦氣痢等方中多用之。南方療勞瘧劣弱者用烏梅十〉

〈四枚。豆豉二合。桃柳枝各一虎口握甘草三寸長生薑一塊童子小便二升。煎七合。温服其餘藥使用之尤多。又以鹽殺為白梅。亦入除痰藥中用。〉

〈又下有楊梅條亦生江南嶺南。其木若荔枝而葉細陰厚。其實生青熟紅肉在核上。無皮殻南人淹藏以為果寄至北方甚多。今醫方鮮用。故附於〉

〈此。政和本　聖惠方。　主傷寒下部生䘌瘡。用烏梅肉三兩。炒令燥杵為末。煉蜜丸如梧子大。以石榴根皮煎湯。食前下十九。　又方。　治痰厥頭〉

〈痛。以十個取肉。𥂁二錢。酒半盞。合煎至七分去滓。非時温服。吐即佳。　又方。　治痢下積久不差。腸垢已出。以二十箇。水一盞煎取六分。去滓。食前〉

〈分為二服。肘後方同。　又方。　治瘡中新弩肉出。杵肉以蜜和。捻作餠子。如錢許大厚。以貼瘡。差為度。　外臺秘要。　治下部蟲嚙。杵梅桃葉一斛〉

〈蒸之。令極熱内。小器中。大布上坐蟲死。　肘後方。　治心腹俱脹痛短氣欲死。或已絶。烏梅二十七枚。水五升。煮一沸。内大錢二十枚煮。取二升半。〉


〈强人可頓服。羸人可分之再服　又方。　治手指忽腫痛。名為伐指。以烏梅仁杵。苦酒和。以指漬之。須臾差。　又方　治傷寒。以三十枚去核。以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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