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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宝典》

内容概要

芳香疗法三大权威著作之一，全球畅销200000册。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精油类书籍，共收录了四百多个条目，内容涉及精油、精油运用方法、
化学成分、疾病及其相关症状等六大方面，不仅帮助读者在运用精油之前扩大对精油的认识，更引领
读者在使用精油之后强化觉知的深度，实用性极高，是专业人员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一般大众也能
够轻松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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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宝典》

书籍目录

芳香疗法简介
一 精油
二 与精油相关的名词
三 化学成分
四 精油运用法及其他疗法
五 疾病及其症状
六 其他
附录A 危险的精油
附录B 精油的主要特性
附录C 药方和调制法
中文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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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宝典》

精彩短评

1、【芳疗】全面、查阅用书
2、基本上已经是很全面了，不过还需要好好研读。
3、居家旅行必备
4、详细实用
5、想了解精油和芳疗，只想买一本书，那就是这本。
6、簡單、安全的精油可參照其中。
7、我有PDF的，有需要的豆邮给我
8、嗅觉系人类 必看
9、实用的。头痛脑热都找它。不过过时了。。。
10、工具书 条目齐全
11、很系统，很入门。有没有同好？
12、很全面也很细致。从每种精油的介绍到一些日常疾病的芳疗护理都有点到，真是一本实用宝典。
13、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常见精油，植物油，病症讲解，有参考价值
14、非常实用
15、看过那么多的芳疗专业书，这是最全面，翻译也最好的一部。没有之一~
16、芳疗师很好的专业书。
17、一本辞典。放在手边常读
18、无论是入门还是作为工具书，都很不错。
19、3/10 入门中，觉得大部分都非常赞，就是看到作者说直接用水果敷脸，越天然越有益的时候，想
起了前几天很出名的那个面膜根本没有，还会繁殖很多细菌的贴的洗白贴⋯⋯有的地方还是自己斟酌
一下的好
20、与芳香疗法精油宝典搭配，入门级的黄金搭档~种下一排罪恶的小草苗~
21、目前看过的，写得最全面，翻译得最好的精油专业书。
22、没有从头到尾读过，被我拿来当辞典和入门教材用的。不玩精油好久了，耗钱耗时间，还得把自
己当作试验田⋯⋯
23、还挺好看的
24、是那么多芳疗书中阅读率最高的一本
25、找个永久花的方子⋯
26、可以对精油什么的彻底拔草了，就是把天然香精往脸上糊，天然香精也是香精！这货刺激性超大
，功效什么的不要抱有太大期望。看看就知道有多少被吹得神乎其神精油的相对真实的面目，跟水晶
的灵性、星座什么的同个路数~！
27、严谨详细，使用方便
28、我是巫婆我是巫婆。。。
29、我的副业
30、国内版，绝！看电子书，不过瘾。
31、芳香疗法
32、对精油很感兴趣，很好很实用
33、还是感觉不太全，尤其在药方那一章~操作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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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宝典》

精彩书评

1、这本书还可以，喜欢芳疗的可以学习下。推荐去魔香网看看，是交流精油和芳疗的论坛，很多芳
疗爱好者都在魔香网呢。还有个微信公众号：魔香网，可以关注下，每天都发表国内外优秀芳疗师的
文章，还会有免费送精油的活动。微博也叫魔香网
2、以下摘自《芳香宝典》   芳香疗法简介  芳香疗法可说是一种整体治疗法，其考虑到人类的身体、
理智和心灵深处的需求，以及生活状态，饮食结构和人际关系等方面，也是一门使用植物油治疗疾病
的艺术科学。虽然&quot;AROMATHERAPY&quot;(芳香疗法）这个英文词语，在二十世纪才出现（最
早提出芳香疗法的是一位法国人，或许芳香疗法应该写成，用以描述利用植物精油来治病的疗法），
但是芳香疗法依循的原理本身却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芳香疗法的前身-药草疗法，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
古老的治病方法。在蒸馏萃取精油的技术出现前，几千年以来，人们一直将这些会产生精油的香料植
物当作重要的药材。考古学家发现，在早期人类的墓园或居住地区，都能够找出许多药用植物的遗迹
，利用变成化石的花粉，就可以分辨出植物的种类。当时的人们对这些药用植物的疗效，必定有某种
程度的认识，虽然他们可能只是偶尔地发现这些植物的效用。早期的人类可能会意外地发现，某些他
们当作食物的叶片，浆果或树根，病患吃了之后竟然觉得比较舒服；或者他们发现这些叶片，浆果或
者树根的汁液，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他们也可能观察到生病的动物会选取某些特殊的植物来吃；这
些发现，对当时完全依赖四周环境资源维生的人类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知识；因此，一旦有了这类的
新发现，大家就口耳相传，慢慢地整个部落的人都具有了这种知识。也或许有人发现燃烧某些灌木的
小枝条或树干，会发出烟和香气，让人们昏昏欲睡、快乐、兴奋或有某种神秘的感觉。如果所有围在
火堆旁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而再次燃烧同种灌木的枝条时，又出现相同的情况，人们就会认为这种
灌木具有魔力，会产生特殊的功用。利用烟来治病，可说是最早出现的医疗方式之一，又由于早期的
人类社会中，医疗和宗教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中，也可以看到特殊的点火
起烟仪式。当古代的人们把芳香植物当作祭礼献给他们的天神时，可说是献上他们最大的诚心，把他
们最珍贵的东西-芳香植物，奉献给天神。目前，东西方的主要宗教，仍然维持使用神圣或神奇的烟，
即保留了熏香（烧香）的仪式。到二十世纪，使用芳香植物进行烟熏消毒法，甚至已成为标准的医院
消毒程序。最明显的例子是，法国的医院过去一直都在病房中燃烧百里香和迷迭香，作为消毒的方式
。但讽刺的是，在科学研究证实百里香和迷迭香具有强力杀菌功能的同时，法国的医院竟然停止使用
百里香和迷迭香来消毒病房。不过，在世界上其他落后的地区，烟熏消毒法仍是标准的医院消毒程序
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人就利用芳香植物作为药材和化妆品，甚至用来保存尸体。基于公共和个人使用
的目的，埃及人储存许多香料。遇到重大庆典，他们就会点燃熏香，把香料涂抹在跳舞女奴的手上，
让香气随着女奴的舞蹈散布在空气中。从多本古籍的描述中（最早的记载约是公元前2890年），我们
知道了数种埃及人使用的药材以及使用方法。他们将内服药制成药丸、药粉、栓剂药饼和药汤，外用
药制成油膏和药糊等。他们使用的药材十分广泛，包括树木、花草、动物和矿物，连植物的灰烬和烟
也是药材之一。洋茴香、蓖麻油、雪松、芫荽、小茴香、大蒜、葡萄和西瓜等，都是当时埃及人常用
的药材。早期的埃及人是否具有提炼精油的技术，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埃及的古籍中，没有任何萃
取精油方法的记录，墓穴里也没有发现适合储存精油的容器。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大量装盛油膏和
化妆品的罐子以及油瓶都存放在金字塔中，而少部分瓶罐中的物品还保存得很好。瓶罐中的物品大部
分是油膏和黏稠的药糊，而且还能够由气味分辨出是乳香和安息香等香料。有些泥板上记载着雪松油
和丝柏进口的记录，证明当时已经有国际油品的贸易，但这些都是简单的浸泡油（使精油及其他药用
成分溶入植物油内，然后沥去原植物）。不过，从墙壁涂料的证据显示：最晚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
埃及人就已经有简单的蒸馏技术。在埃及的东部----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
达米亚平原上，巴比伦的医师已经把药物的制法和处方记录在泥板上，而早期刻在泥板上的文字，都
是苏美人的锲型文字。巴比伦的泥板记录和埃及古籍最大的差异在于：巴比伦人没有记录药物的使用
剂量（药物的使用剂量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普通常识），反而很详细地记录治疗时机----通常是在清晨
，尚未吃早餐之前。有个巴比伦的国王，命令他的臣民种植一花园的药用植物，当时种植的植物有：
苹果、温辛树、胡瓜、南瓜、大蒜、洋葱、番红花、茴香、百里香、芥末、藏茴香、芫荽、玫瑰、杜
松和没药。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药用植物和芳香疗法植物，当时的巴比伦人就已经应用在他
们的药材了。古希腊人学习到很多埃及的药物学知识，并以埃及人的成就为基础，继续深入研究，产
生许多新发现。例如，希腊人注意到某些花的气味会刺激而振奋精神，而某些花的味道会让人放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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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宝典》

昏昏欲睡。他们利用橄榄油（希腊在过去和现在产量都很高的一种农产品）来吸收花瓣或草药的气味
，再将这些具有香味的油当作药物或化妆品。希腊的士兵随身携带没药制成的油膏上战场，用来治疗
他们的创伤。至今仍被尊为“药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他的著作种提到许多药用植
物，包括大量的天然麻醉剂----鸦片、颠茄和曼陀罗花，以及食用植物如大黄、温樟等等。他曾写道
：“让你的药物成为食物，让你的食物成为药物。”希波克拉底不仅是个药草学家，更具备了洞察力
、谦逊和奉献等医师所具有的特质。希波克拉底的格言仍然提醒着医学院的学生，虽然他们学了很多
医药方法，但世上的医药学仍是一片混沌，丞待人们更深入的研究。罗马人从希腊聘请许多医师担任
军医或御医等职务。马克思.奥锐里欧斯的御医----盖林（Galen),曾在一所罗马竞技学校担任医师的职
务。根据记载，在盖林任职期间，没有一位格斗竞技者因格斗受伤而死亡。或许这并不值得惊讶，因
为盖林知道非常多的药草制剂，善加利用这些药草就可以挽救人命。盖林写下了许多植物要学的理论
，并依照植物的医药功能，将植物分门别类，就是现在所谓的“盖林分类法”。盖林还发明了最早的
“冷霜”，它是现在所有药膏的原始形态。另一位希腊人----狄欧斯科里德（Dioscorides)，是尼禄时
代的罗马军医，他手记许多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药用植物，并且在公元78年，完成五卷巨著----《药材
医学》，记载他所收集到的药用植物知识和使用方法。起初，希波克拉底、盖林、狄欧斯科里德和其
他医师的著作部分地翻译成阿拉伯文，而在罗马帝国败亡之后，部分存活的罗马医师，带着这些不朽
的典籍和精湛的医学知识逃到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堡将大量的希腊罗马医学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
。著名的亚历山大医学图书馆也收录许多经典著作，经由这些文化交流，古希腊、罗马建立的医学知
识，便广泛地传播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师是阿布.巴尔.穆罕默德.印毕.
沙卡利历亚.欧--瑞奇（公元865~925年），他写了超过二十四本医学的书籍，详细记载了药草的收集方
式和制作程序。但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师必定是阿布.阿里.欧--苏山.印毕.亚奔.阿拉.印毕.苏纳（
公元980~1037年），也就是西方人说的阿比西纳。他精通数学、几何学、形而上学、哲学、天文学和
当时所有的自然科学，当然包括医学，事实上，他可以说是标准的“现代文艺复兴人”（现代文艺复
兴人----兴趣广泛，而且样样精通的现代人）。他是个天才儿童，十八岁时就以精湛的医术闻名。他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记录了八百种以上的植物，以及它们对人体的效用。目前，有些他使用地区
俗名称呼的植物，我们还无法辨认出来。而在已经完成辨识的植物中，我们发现了洋甘菊、薰衣草、
玫瑰和其他现代芳香疗法常用的植物。他也提到全水果膳食、脊椎调整术和许多医学知识的细节。不
过，在芳香疗法的历史上，阿比西纳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蒸馏精油的技术，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他改良
了蒸馏精油的技术，而非发明这项技术。考古学家在早些时代的遗迹中，找到了简单初步蒸馏技术出
现的证据，而阿比西纳可能为这个装置添加了冷却圈环，改良旧有的技术。罗马帝国灭亡后，到十世
纪之间的欧洲历史（就是所谓的黑暗时代，缺乏有条理的历史记录），我们都不甚了解，不过可以确
定当时已经有使用药草的习惯，延续到现在成为民间的药草偏方。我们已经知道，十二世纪时的“阿
拉伯香水”就是精油，闻名全欧洲。参与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不但把香水带回欧洲，也把蒸馏萃取精
油的技术带回来。由于这些具有香气、会产生胶状物质的东方植物，欧洲十分缺乏，因此欧洲人尝试
在欧洲内陆栽种一些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具有香味的灌木，并以这些灌木及欧洲原产的薰衣草、迷
迭香和百里香作为原料生产精油。中世纪的文献，记载了制作薰衣草纯露和浸泡油的多种方法。印刷
术发明之后，很快的这些制作方法被印制在“药草学”的书中。十六世纪时，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可
以按照书中的制作程序，制造浸泡油、纯露、药汁、浸液和其他的药草制剂。当时的家庭主妇都会制
作这些药草制剂，来治疗家人的疾病；或是制成香包、薰衣草袋和其他的药草包，用以增加家中的香
气或防止害虫蛀蚀，而更复杂的药草制剂，必须向药剂师购买。药剂师通常都有栋大房子，内有一间
蒸馏室，可以自己生产和贩卖珍贵的精油（当时称为“化学油”）。在瘟疫流行的地区，人们将花瓣
和药草撒在路上，用脚踩踏，挤出花草内含的油汁；公共场所也挂上香包和一束束的方向花草，作为
“护城符”，避免流行病扩大蔓延。这些举动经常被历史学家视为迷信而忽略不谈，但现在我们已经
知道，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植物，大多数都是强力的消毒剂、杀菌剂，有些甚至可以杀死病毒；还有些
植物是很好的杀虫剂或防虫剂，可以防止跳蚤、虱子和苍蝇孽生，传染疾病。英国的杰拉德（Gerard)
、班克斯（Banckes)和卡尔培波(Culpeper)，德国的布朗佛(Bmnfels)、方奇(Fuchs)和波克(Bock)，西班
牙的尼古拉斯.莫纳迪斯(Nicolasmonar.des)，这几个人各自编撰了几本当时赫赫有名的药草学。而将新
大陆（美洲）上的植物列入药草学中的，则有法国的夏乐第.乐库斯(Charlesde l'Eculuse)和意大利的皮
耶特洛.马地欧里两人；马地欧里的药草学，是根据狄偶斯克里德的著作再修订的，当时翻译成好几种
欧洲语言，卖出三万二千本，成为十六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中世纪和都铎王朝的医师、药剂师甚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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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众，都运用各种植物制成的药剂来治疗大小疾病，但到了十七世纪，一门新科学----试验化学的
出现，引发了化学物质在医学上的应用。卡尔培波以激烈的言辞公开指责那些让病患服用水银类有毒
物质的医师，只可惜当时的人完全忽略卡尔培波的先见之明，仅把卡尔培波视为一个“紧抓古老药草
疗法的顽固老学究”，或是嫉妒其他成功医师社会地位的小人。某些危险有毒的药物会引起副作用，
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常识，因此当时对运用化学物质治病的方式持保留态度的医师，反
而是比较先进的医师呢！十七世纪欧洲爆发“烧死女巫”的风潮，正好和早期化学疗法出现的时间相
同，这可说是当时化学药物取代古老秘方的趋势和宗教强烈排挤异端邪说的浪潮结合，而形成的疯狂
除魔扫巫行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化学物质都有害，现在我们已知道在当时重要的矿物质中，部分
（例如硒）和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安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化学家佛莱局克.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1660~1742年）针对精油的特性做了许多研究，同时他也针对不同种类温泉的天然矿物水作了
深入探讨。这些专门的研究，使得这方面的知识越来越艰深难懂，渐渐脱离一般人的生活，进入学术
领域。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化学家们持续研究药用植物中的有效成分，分离出咖啡因、奎宁、吗啡
和阿托品等有效物质，这些分离纯化的研究成果，促使化学家们将几种有效的单一物质合成新的药物
，不再依赖天然的混合物来治病。不过，人们仍然使用精油，二十世纪之前，许多精油的使用方法还
完整地保留在药典中，只是人们实用的精油种类缩减很多，只剩下常用的几种（例如薰衣草、没药和
薄荷等）。合成的药物，尤其是煤焦油的衍生产物，逐渐取代天然的精油，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期，
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也造成了现在时常可见的种种灾难。用植物药材治病，可以说是古埃及和古希腊
这两个东方古国绵延千年不绝的传统之一，和欧洲世界极为不同，西方人是重新发现他们“遗失”的
传统知识。印度人对植物的利用，反映出他们面对自然界生生不息、持续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和哲学观
。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公元前两千年的《吠陀经》，记载了药方以及对植物的祈祷文：“药草
啊！你们是如此的长寿，甚至在天神诞生之前，你们就已经繁衍于世上，我希望了解你们所有的秘
密......来吧！智慧的药草，请为我治愈这个病患吧！”印度的药物，全部使用植物制成的，充分反映
出印度主要宗教的素食精神。印度的阿育王（公元前三世纪）组织和管理药用植物的种植方法，使得
人们在药用植物生长成熟的过程中，必须投注相当大的精力并且还要注意：“只有纯洁至善的男人，
才能采收药物......并且事先不得进食。药材必须种植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栽种在肥沃、排水良好的土
地上；同时必须远离寺庙或其他神圣的地区，也不可以种在墓地附近......”印度的药材因而成为亚洲
著名的高贵药材，甚至在西方的药方中也可以找到印度药材的踪影。印度药材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传
统印度医学（阿输吠陀医学）的基础。印度药材的种类有：安息香、藏茴香、豆蔻、丁香、姜、胡椒
和檀香、大麻、海狸香油、芝麻油、芦荟和甘蔗。现代的芳香疗法中，还保留着使用前七种植物的精
油。中国也拥有使用植物药材的悠久历史，这些药材可作为附加药剂、补药或针灸疗法。同样的，许
多药物的特性、使用方法，也都已经发展了数千年；《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一部药典，在公元前两千
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中国药学经典中，最伟大的就是《本草纲目》，书中记载了两千多种药材（大
多为植物），以及八千一百六十多种不同的药方。这些药学典籍显示了当时中国人使用药草的程度，
可说是远远胜过其他国家。许多中国人使用的药草，西方人也有使用，例如雏菊、龙胆、甘草、胡桃
、桃子、车前草、大黄等。中国茶可以治疗感冒、头痛和腹泻。公元前一千年，中国人就已经使用鸦
片来治疗痢疾，直到十六世纪明朝禁酒之后，中国人才又重新开始吸食鸦片。让我们再回到现代欧洲
，我们可以发现有工业界支持的合成药物的研发，正蓬勃旺盛地发展，芭芭拉.葛莉丝(Barbara Griggs)
指出：植物不能申请专利，因此研发植物药剂获利很低，工业界不愿投资。同时，人们也重新检视传
统医学，用更完整、更天然的方式使用植物药材。在这个潮流中，人们也开始对精油的特性和功用产
生兴趣。19世纪20年代，在家族企业的香水公司担任化学人员的雷内.莫利斯.盖特佛塞（Rene-Maurice
Gattefosse)，对精油医疗效用发生兴趣。他发现添加精油的产品，保存期限比添加化学药剂的产品更长
，也就是说，精油的杀菌防腐效果比化学药剂更好。在一次实验室爆炸的意外中，他的双手受到严重
灼伤，而他选择使用薰衣草油来治疗。薰衣草油的神奇功效，使他对这些精油的疗效产生浓厚的兴趣
，因此他针对精油的医药用途，做了许多实验。1928年，他首次在科学论文中提出“芳香疗法”一词
，并在193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芳香疗法》的专著。其他的法国医师、科学家和作家，也随之投入芳
香疗法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尚.瓦涅（JeanValnet)医师，他在做军医时，运用精油治疗士兵严重的
烧伤和其他创伤。随后，他利用精油和其他的植物药材治疗精神病院的患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
管医院的工作人员都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成果。他所著的《芳香疗法》（译为《芳香疗法之临床
应用》），成为正统芳香疗法的“圣经”。之后借着玛格丽特.莫利（Marguerite Maury)、费比斯.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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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bice Bardeau)和马索.伯纳特（Marcel Bernadet)等人的试验和论著，让我们对芳香疗法又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直至近年，英国政府才将芳香疗法视为一门正式学科，但在此之前，芳香疗法早就在民间
广泛流传，大家也将芳香疗法视为一种整体治疗法。芳香疗法治疗师的训练标准非常严格，而医院中
使用芳香疗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不过，大多数的治疗师，都是从事整体治疗方面的医疗工作。一个
受过适当训练的芳疗师，只懂得使用精油是不够的，他必须设法帮助患者达到心智、生理和精神三方
面的平衡。精油和药物不同，精油是一种很精致、微妙的东西，每种精油都有许多不同的特质，一般
的合成药物，或甚至从植物中萃取出来的活性物质，仅只能治疗某种特定的症状而已。精油的主要作
用就是“平衡”：让身体从不平衡的生病状态，改变成健康的理想平衡，有些芳疗师还应用到东方的
阴、阳概念----两种呈现动态平衡的相反能量。当人的身体和心灵，所有的能量都维持在平衡的状态
，这个人就会拥有健康。人体缺乏平衡会引发很多问题，像是极端的体温----发烧或体温过低；血压
过高或过低；荷尔蒙的分泌失调等症状。心智和精神缺乏平衡，也会出现病态，如同忧郁、歇斯底里
、情绪急速改变（最极端的例子是躁郁症）等。借着精油温和地调整心智，再加上治疗师的细心照料
，提供一个完全整体、温和的照顾，和传统服用冷冰冰的精神异常药物治疗相比，效果要好很多。芳
香疗法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精油的广泛应用，方法众多。利用精油进行按摩治疗，不但可以发挥精
油的疗效，还能通过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接触改善病情，这可说是最重要的部分。运用精油进行芳香
浴是仅次于按摩治疗的重要疗法。水本身就具有许多疗效，想想我们在辛勤工作一整天之后泡在热水
中的感觉，就可以明白水的功效。如果在水中添加精油，水和精油会相互增加彼此的效能。芳香浴是
最容易进行的芳香治疗步骤，即使在服用西药的情况之下，仍可一并使用，而不会干扰或影响它的功
效。依照各种不同的生理情况，精油可以热敷、冷敷或混合冷霜、化妆水和乳液来保养皮肤，或者用
来治疗湿疹、面疱和促进健康，进而维持美丽、红润的气色。皮肤可以很轻易的吸收精油，而且不论
是按摩、芳香浴或涂抹皮肤，我们都会借由呼吸而吸入一定分量的精油所挥发的精华。精油的香气会
对心智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此外，借由皮脂所吸收的精油，也会由肺
部的微血管进入血液，直接对身体产生影响。自己进行芳香疗法时，要特别小心谨慎，切忌粗心大意
，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精油是很安全的。但某些精油的危险性比较高，任何人使用时都要特别注意
，即使是少量或者毒性很低，长期累积使用也会伤害人体，更何况某些精油的毒性的确很强。医学期
刊中就曾经刊登几则死于精油中毒的案例.希望提醒大家精油的使用安全，让更多人能避免精油使用不
当的危险，而享受精油带来的健康与乐趣。
3、最近比较迷精油，于是翻到了芳香宝典，算是扫盲。书的内容很丰富，介绍了各类精油以及用法
，最实用的是可以对照着不同的症状去使用精油。打算在泡澡的时候使用，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自
己的屋子里能够有一个浴缸，想必置身于芬芳的世界必定是极美的！
4、可惜买不到了，下的pdf.非常推荐，描述每种精油特性娓娓道来，是很有个性化的传授，而不单单
是有逻辑有条理的机械分析。先看的牛尔那本芳疗百科，觉得很棒，这本更棒。感觉那些小小的精油
瓶开始一个个在微笑，在说话，熏衣草，佛手柑⋯⋯ 各个个性十足，不再是难分彼此的名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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