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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中药在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病中的应用

李方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郑州 450064

【摘 要】：目前慢性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头号杀手。而我国的慢性胃病患者的人数正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西

医对于慢性胃病的治疗多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愈，而中医在慢性病防治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本文旨在寻找适

合慢性胃病患者的药食同源中药和药膳食疗方，为实现慢性胃病的自我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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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

的头号杀手。[1]我国《健康管理蓝皮书：中国健康管理与健

康产业发展报告（2018）》中分析指出，我国体检人群中罹

患慢性胃炎或胃溃疡的占比高达 29.27‰。慢性胃病是一种

常见的消化道疾病，是由多种不同病因所引起的慢性胃黏膜

炎症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食欲不振、上腹胀痛、嗳气反

胃等，多发于饮食无度、加班、酗酒或经常外出吃饭的人群。

其病程长，病情复杂，临床治愈率低，复发率高，严重影响

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西医中对于慢性胃病的治疗，多为中和胃酸或抑制胃酸

的生成，治标不治本。而在中医里，多数医家认为慢性胃病

的病因多起于饮食不节、情志内伤等，脾虚是发病的基础，

脾胃虚弱是本病的病机关键。[2]脾胃乃后天之本，谷食水饮

经胃之腐熟、脾之运化转化为精微物质，与先天元气、肺中

清气相合，化为气、血、精、津、液，充养机体。[3]即脾胃

是机体获取营养物质的源泉，故有“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清肖云龙曾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

药膳食疗是中医药防治慢性疾病的特色疗法。相对于药物来

说，药食同源中药既能药用，又能食用，其不良反应少，安

全性高，能够作为食品多服、久服，患者的依从性更好，在

慢性疾病的防治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本文拟从国家卫

计委 2017年发布的药食同源中药中筛选出能够健脾养胃的

中药品种，寻找合适的药膳食疗方，从日常饮食上调理脾胃，

改善慢性胃病患者的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力争使轻、中

度患者减少或者避免服用药物，从而为实现慢性胃病的自我

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常用健脾益气、和中止痛的药食同源中药

多数医家认为慢性胃病的发病机制主要是脾胃虚弱，治

疗时宜健脾益气，和中止痛[4]。药食同源中药中能够用于健

脾益气、和中止痛的中药有很多，如山药、白扁豆、肉豆蔻

等（见表 1）。这类药物的归经集中在脾、胃经，药性多为

甘、温（微温）、平，而中医认为甘有补益、缓急止痛的作

用；温性药物能够发散表寒、温中散寒、温通气血，平性药

物则主要起到调养脾胃、益气生津的作用。所以对于脾胃虚

弱者，在日常饮食中可多食性味甘平的食物，如鸡肉、鱼类、

瘦肉、禽蛋、豆制品、新鲜蔬菜等，少食酸性食物，避免肝

火旺盛，脾胃受损。

表 1 常用健脾益气、和中止痛药食同源中药[5-18]

名

称
性味 归经 有效成分 功能主治

丁

香
辛、温

脾、胃、

肺、肾

经

挥发油 温中降逆，补肾助阳

山

药
甘、平

脾、肺、

肾经

多糖、氨基酸、脂肪

酸、山药素类成分

补脾养胃，生津益肺，

补肾涩精

甘

草
甘、平

心、肺、

脾、胃

经

三萜皂苷、黄酮类、

香豆素、生物碱

补脾益气，淸热解毒，

祛痰止咳，缓急止痛，

调和诸药

白

扁

豆

甘，微

温

脾、胃

经

蛋白质、糖类、甾体

及苷类、维生素
健脾化湿，和中消暑

龙

眼

肉

甘、温 心、脾
糖类、脂类、核苷、

微量元素
补益心脾、养血安神

肉

豆

蔻

辛、温
脾、胃、

大肠经

脂肪油、挥发油、肉

豆蔻醚
温中行气，涩肠止泻

麦

芽
甘、平

脾、胃

经

α、β淀粉酶、麦芽

糖、B族维生素

行气消食,健脾开胃，

回乳消胀

枣 甘、温 脾、胃、 三萜类、皂苷、生物 补中益气,养血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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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 碱、黄酮类、糖苷

砂

仁
辛、温

脾、胃、

肾经

挥发油、黄酮类、酚

酸类、香豆素类、

化湿开胃，温脾止泻，

理气安胎

茯

苓

甘、淡，

平

心、肺、

脾、肾

经

三萜类、多糖、甾醇、

挥发油

利水渗湿，健脾，宁

心

黄

精
甘、平

脾、肺、

肾经

糖类、皂苷、黄酮、

氨基酸、挥发油

补气养阴，健脾，润

肺，益肾

陈

皮

苦、辛、

温

肺、脾

经

黄酮类、柠檬苦素

类、生物碱、挥发油
理气健脾，燥湿化痰

人

参

甘、微

苦、微

温

脾、肺、

心、肾

经

多糖、挥发油、皂苷、

微量元素

大补元气，复脉固脱，

补脾益肺，生津养血，

安神益智

2.健脾益气的药膳食疗方

药膳食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

关于“食医”的记载。孙思邈的《千金·食治》有：“夫为

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瘥，然

后命药。[19]而我国历代医家也认为疾病的治疗应先食治，再

药治。以往的食疗著作中，关于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有很多，

如元代《饮膳正要》中记载的“大麦汤”：“羊肉（一脚子，卸

成事件）草果（五个）大麦仁（二升，滚水淘洗净，微煮熟）

上件，熬成汤，滤净，下大麦仁，熬熟，盐少许，调和令匀，

下事件肉”。羊肉性温，能补虚祛寒、温补气血，加草果、大

麦仁能温中下气，壮脾胃。《中国益寿食谱》中记录的明代

宫廷验方“阳春白雪糕”，以陈仓米、糯米为主料，加白茯

苓、炒山药、芡实仁、莲子（去芯）等中药，研成细末蒸熟，

加白糖制成饼，晒干食用。陈仓米性甘淡、平，能补脾养胃、

除烦止渴，糯米味甘性温，能补中益气、健脾止泻，加四味

中药补脾养胃、祛湿益肾。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健脾养胃的

食疗方，如扁豆山药糕、砂仁粥、肉豆蔻白术煨羊肉、陈皮

牛肉汤、人参乌鸡汤、黄精烧鸡等。

3.讨论与结语

慢性胃病是一种慢性病、常见病。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

快，生活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胃病的困扰。本

文通过筛选适合慢性胃病患者的药食同源中药和药膳食疗

方，认为慢性胃病者在饮食的选择是上宜选择性味较平和的

食物，避免使用刺激性食物，以免加重患者的症状，或在饮

食上加入一些健脾和胃的中药，如山药、枣、茯苓等，以增

强脾胃；或将药膳食疗方制成膳食日常使用，充分发挥药食

同源中药在补脾健胃上的作用，合理开发利用它们在慢性胃

病防治方面的功效，为减轻慢性胃病患者的症状，提高慢性

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实现慢性胃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提供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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