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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传统食养概念的提出与背景、传统食养对中医食疗研究与应用的意义、构建中医食疗研究

与应用的新体系等3方面入手探讨基于传统食养构建中医食疗研究与应用新体系，指出立足传统食养，结合

国家提出各类中医药、健康服务及产业的发展政策，充分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将传统膳食文化、膳食模

式、药食两用物品的应用与基础、理论、临床和文化传播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促进中医食疗的创新发展，解

决中医食疗理论与应用研究存在的问题，真正推进学科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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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new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TCM dietotherapy was discussed based on

traditional dietotherap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cept and background of traditional dietotherapy,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dietotherapy to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CM dietotherap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TCM dietotherap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dietotherapy, we should raise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s

and industry combined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combine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dietary culture, dietary

patterns and dual-use items of medicine and food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study on the foundation, theory, clinical

and cultural spread through integrating modern scientific theory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od therap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CM food therap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even the who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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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类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国人的健康需求日益

多元化和多样化，食疗、药膳伴随着健康产业的迅

猛发展，成为了人们与市场追捧的热点。然而如

何在新时期进一步明确学科属性和研究方向，开

展教学及科研工作，推进特色及优势方向的发展，

一直是本团队致力研究的重要内容。《国民营养计

划2017—2030》（以下简称《计划》）是为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高国民营养健康

水平而制定，由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6月30日

印发并实施［1］。该《计划》特别指出，要大力发展

传统食养服务，加强传统食养指导，并提出了若干

举措。因此立足传统食养是构建中医食疗研究与

应用新体系，是解决学科问题的关键。

1 传统食养概念的提出与背景

食养，又称“饮食养生”。《说文解字》中记载

“食，米也”［2］，食物的通称，本义为“饭”。此外，

“食”也有“吃”的含义，《说文解字》云：“养，供养

也”［2］，本义为“饲养”，如“凡饮，养阳气也，凡食，

养阴气也”［3］。“养”也有“治，调养”的含义，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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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五谷、五药养病”［4］。食养，意为用食物“保

养身体”。饮食养生早期见于《黄帝内经》，对其概

念的界定目前有多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中医药学

名词》定义“食养”为选择适宜的食物进行养生的

方法［5］。由此，食养是指选择适宜的食物以保健

强身、延缓衰老的养生方法。对于《计划》中提出

的传统食养大家认为其缺乏来源，其实其概念在

《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中就曾提到：“大毒治病，十

去其六……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太过，伤其

正也”［6］。作为最早提出食养概念的经典医籍，许

氏指出《黄帝内经》中涉及饮食内容的篇章约40

多篇［7］，其中谈到的食养概念较孙思邈提出的食

疗、食治概念早。而孙思邈未沿用《黄帝内经》食

养一词，可见二者有区别。孙思邈强调说：“不知

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8］指出饮食适宜是应该

每个人都知道的养生存身的道理，而非单纯只是

医生知道的治疗方法。

一般认为食养、食疗、药膳含义相同，但综合

文献分析，食养是应用食物于健康人群以达养生

之目的；食疗是应用食物于患者，以达到治疗疾病

的方法；药膳是食物与药物结合使用，应用于健康

人群或患者，以达养生或治疗目的。《后汉书·列女

传》中初次提到了“药膳”一词，与当代社会所理解

并运用在饮食理念中的药膳概念相差甚远［9］。三

者虽然源于中医理论，但食养应用范围更大，目的

是用食物以养生，即保健、长寿、强壮身体，应用对

象为健康人群，包含了所有膳食应用的体系，同时

更关注日常膳食选择和结构均衡。食疗药膳、使

用的目的是用食物疗病，包括了对患者食物的特

殊限定，应用对象为患者和病后康复人群。除应

用范围存在差异外，《计划》以“传统”来界定食养

概念范畴，从文化和传承层面将其与基于营养学

的现代食疗进行了区分。食疗纯粹说中医而不说

营养不符合现代发展需要，也无法推动学科发展，

但纯粹说营养而忽略传统膳食、生活方式和中医

药也制约了学科发展。新时代中医理论要实现创

新，既离不开中医学的经旨，也要兼顾现代科学和

医学发展的方向［10］，传统食养概念的提出，以传

承、结合、创新的理念为下一步构建中医食疗研究

与应用的新体系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2 传统食养对中医食疗研究与应用的意义

首先，传统食养的概念有助于理清基本概念

和研究层次。可以立足对食养、食疗、食治乃至药

膳概念的界定，形成三层次食疗研究与应用的新

体系，依此开展教学及科研工作，以推进特色及优

势方向的发展。从包含关系讲，新的中医食疗学

科体系包含食养、食疗、食治3个层次。根据食物

结构的内在建立的食养应用，面向健康人群，以膳

食健康教育、膳食指导、膳食搭配为其核心服务内

容；而基于药性和病症理论建立的临床食疗应用，

以防治疾病的治疗膳食为主，进行辨证食疗，立足

于各类疾病的治疗膳食及食疗品开发；基于整体

观建立的食治体系，是强化系统化膳食应用，从康

复层面推进膳食应用。这样的界定，有助于统一

和规范学科概念和研究内容，也有助于应用人员

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对规范应用意义重大。如食

养，文化特征明显，对从业者无中医专业要求，注

重膳食结构及膳食方式，营养、安全、合理、均衡为

其评价指标；而食疗中医特征明显，需有中医专业

背景，仅针对临床，注重治疗效果，辅助治疗或直

接治疗为其体现。食治注重康复，考虑个体体质

特征，强调膳食的综合干预及管理，强化营养补

充。这样的区分可以推进临床研究及相关状态的

中医膳食干预效果评价。

其次，传统食养可立足于宏观膳食模式研究，

丰富和提升中医食疗的研究与应用层次。融中医

食疗剂型与膳食模式中，强化临床营养中医食疗

制剂的应用。推进标准化研究思路以使食疗更具

推广价值。单纯从营养成分谈饮食禁忌，或单纯

从食材特征进行食物搭配尚不全面，不能构成食

疗学完整体系［11］。中医食疗研究和应用的瓶颈缺

乏评价体系，无论健康养生还是慢病防治，食疗如

何起到作用？如何进行量效关系的评价？如何消

除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这些一直是食疗包括现

代营养膳食应用难以系统回答的命题。宏观营养

学发展证明，健康和疾病与食物选择、膳食结构、

膳食生活方式等多膳食模式因素关系密切。立足

传统食养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宏观膳食模式研究可

以结合传统与现代研究模式，通过系统研究，针对

慢性病干预的量效关系及安全性的考量，形成技

术标准、操作规范、数据资源共享与评价平台。结

合近年来膳食评价、膳食模式研究等现代研究方

法也有助于丰富中医食疗研究与应用的新体系。

同时，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地区饮食文化差异和

各级膳食指南、规范及标准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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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传统食养有利于饮食文化的传承创新，

推进新媒体时代中医食疗的规范传播。

传统食养中蕴含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特别是

健康饮食文化的精髓，立足传统食养，融合饮食健

康属性、大众属性和时代属性，可以让人民群众理

解与认识饮食与健康的联系，减少食疗谣言与误

区。传统食养的影响因素也能体现中医健康饮食

的文化理念和理论，如一个地区饮食文化的形成

往往受到物产、经济、民族习惯、地理风貌等多重

因素影响，元代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蒙古人）所

著《饮膳正要》体现了鲜明的元代蒙古族食养文化

特色［12］。可以从中医“三因食宜”观念出发，为别

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和食疗养生文化追根溯源，辨

明脉络，才能更好地明确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人

群整体身体素质优劣、营养补益偏正的真正原因。

《计划》指出，“加强传统食养指导”“通过多种形式

促进传统食养知识传播，推动传统食养与现代营

养学、体育健身等有效融合”，这从区域健康促进

及日常保健指导方面对医疗服务及健康教育工作

者有效、有据、有理地开展健康科普宣传提供了重

要参考依据。新媒体在传播中医药膳食疗方面具

有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13］，可以结合多种传播形

式和渠道，盘点地区饮食习惯新时代的新特点，兴

新食尚，是贯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核心推荐。

分析地区饮食习惯在健康营养方面的优势和劣

势，能够有的放矢地为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提供

营养学方面的参考和健康膳食指导，最终达到促

进全民健康的目标。有利于针对该地区进行特色、

准确、有针对性的中医药及营养学普及工作，也便

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调整群众健康相关饮食行为

习惯，坚持合理饮食养生方式，倡导健康饮食消费

理念，改正不科学的饮食习惯，促进人民群众中医

素养的形成。

3 构建中医食疗研究与应用新体系思路

3.1 结合现代营养，立足中医理论发生背景，构

建食养食疗体系 使用现代科学手段，结合现代

营养学，以文献研究、基础研究、流行病学研究等

方法为切入点，做到传承创新。既要立足中医理

论发生背景，研究“传统食养”“食疗”的理论和应

用，运用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研究阐明“食疗”机理，

传承中医食养食疗特色；同时又要运用现代科学

理论、术语阐明有关“食疗”配方的功能及其作用

原理，进行创新。积极立足现代营养的宏观膳食

模式研究，以《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理论为依据，

研究利于健康养生与慢性病防治的中国传统健康

膳食模式，并将其与现代生活方式结合，研究其应

用价值。形成食养食疗的综合饮食健康管理理

念，不纠结于单一食材、药食两用食材或药膳对健

康影响的认知，建立多层次食疗理论构架，以中医

“治未病”理论为指导，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

后防复等方面强化食养食疗的应用。

3.2 推进药食两用物的研究与应用规范 药食

两用是食养食疗应用的核心。《计划》中特别指出，

以传统实验为基础，“开展传统养生食材监测评

价”“进一步完善我国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

名单”“深入调研，筛选一批具有一定使用历史和

实证依据的传统食材和配伍”“推进传统食养产品

的研发以及产业升级换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积极研发药食两用产品，深入调研，筛选一批

具有一定使用历史和实证依据的传统食材和配

伍，并对其养生保健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开展以

专利计量研究为基础的药食两用产品现状研究，

推进传统食养产品的研发以及产业升级换代，推

动产品、配方标准化，推进产业规模化，形成一批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较大的药食两用产品，形成

以标准、配方及其他相关专利、论文、规范、产品等

为形式的一系列科研成果。确定药食两用物质品

种，建立药食两用物质原料数据库，积极研发药食

两用产品，同时推进药食两用物安全预警机制，建

立药食两用品食材监测和评价制度，开展食材中

功效成分、污染物的监测及安全性评价，保证其规

范应用。

3.3 体现临床特色，开展食疗临床研究 食养发

展是建立在对食性认识的基础上并以中医药理论

为依托，其进一步发展提高有赖于中医药的临床

应用及食材性能的研究，要以慢性病为核心，结合

临床营养与医院膳食，以食疗属性的量化界定为

中心，形成临床应用的规范和标准。以高血压为

例，国外以DASH饮食为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14］。可以结合临床，以临床研究及相关膳食干

预效果为基础，通过系统研究，让食疗甚至包括药

膳融入到治疗膳食体系中，形成针对慢性病干预

的特定食疗剂量效关系及安全性等问题的结论，

形成技术标准、操作规范和临床指南，真正让食疗

食养落地。

此外，构建中医食疗理论和应用体系，可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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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关部门调整经济发展、消费导向政策提供依

据，同时为企业进一步明确区域人群消费特点，促

进产品开发、营销导向、产业及服务升级提供参

考，也有助于梳理各地区饮食养生文化资源，为推

进健康文化传播及产业发展打下基础，可为中医

文创产品开发提供素材，为区域食材原料产地、餐

饮经济体、学术组织、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平台合作

提供助力。

总之，食养之创意源于《黄帝内经》，孙思邈为

之奠定了系统的理论与应用，东传日本、朝鲜，经

宋、金、元、明、清各时期的发展与创新，形成了中

华民族独特的“食养”与“食治”食疗体系［15］。因此

立足传统食养，结合国家提出各类中医药、健康服

务及产业的发展政策。深入研究及探讨中医食疗

学科的理论构架和应用体系，充分结合现代科学

理论和方法，将传统膳食文化膳食模式、药食两用

物品的应用与基础、理论、临床和文化传播研究与

应用结合，将促进中医食疗的创新发展，解决中医

食疗理论与应用研究存在的问题，推进学科乃至

整个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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