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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泄泻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粪质溏薄或完谷不化，甚至泻出如水样的病证，多久久不能痊愈，给患者生

活质量及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中医食疗药膳在治疗本病上具有独特优势，根据患者的寒热虚实，施

以特色药膳，达到收涩、燥脾、温肾等作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 
 
关键词 

药膳，泄泻 

 
 

Research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et for  
Improving Diarrhea 
Yuhang Du1, Hong Nie2* 
1Graduate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Jul. 6th, 2024; accepted: Aug. 1st, 2024; published: Aug. 7th, 2024 

 
 

 
Abstract 
Diarrhea is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frequency of stool, thin stool or incomplete digestion, or 
even watery diarrhea, which can not be cured for a long time, causing serious harm to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et in the treat-
ment of this disease has a unique advantage,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cold heat deficiency and 
deficiency, the special medicine diet, to achieve astringent, dry spleen, warm kidney and other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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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s, more and more favored by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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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泄泻是指以排便次数增多，粪质溏薄或完谷不化，甚至泻出如水样为主症的病证[1]。相当于现代西

医的急、慢性肠炎及肠易激综合征等疾病[2]，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若不及时控制，可造成营养不

良、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平衡失调、甚至死亡等不良结局。传统医学认为感受外邪、饮食所伤、情志失

调、病后体虚、禀赋不足等是泄泻的主要病因。药膳以药物和食物为原料，通过烹饪加工制成一种具有

食疗作用的膳食，它是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约结合的产物，它“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

食物，又将食物赋予药物，它既具有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因此越来越受到

大家的认可。综上所述，笔者将近年来药膳对泄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充分发挥药膳的优势，发展中

医治未病思想，为药膳对腹泻改善作用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2. 药膳改善泄泻的理论基础 

2.1. 中医药膳改善泄泻的理论依据 

药膳通过五脏对机体进行调节。五脏的生理功能是五味所维持的，古代医家将中药的“四性”“五

味”理论运用到食物之中，以中医“性味”理论来阐述食物调节身体机能的作用，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药

膳”文化，其后以《本草食疗》《饮膳正要》等大量食疗专著为依据，逐渐建立了“药食同功”的理论

基础[3]。五味与五脏相关：酸入肝，苦入心，甘人脾，辛入肺，咸入肾。某一种味对相应脏的功能活动

具有特殊的促进作用《内经》称为“先入”，如酸先入肝、甘先入脾等，这种先入能促进该脏功能，所

谓“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这一途径，确立了药膳运用的原则之一。六淫邪气从外而侵，多犯人体

肌表，饮食七情由内而受，多伤人体脏腑[4]。在泄泻与饮食的关系中，《素问·太阴阳明论》云：“食

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景岳全书·泄

泻》曰：“若饮食失节，起居不时，以致脾胃受伤，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精华之气不能输化，乃致

合污下降而泻痢作矣。”脾主运化，饮食所伤，伤及脾胃，致运化失职，升降失调，而发生腹泻[5]。贺

星等[6]对饮食习惯在腹泻的发病中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经常节食、喜好甜食、喜好饮茶或咖啡为导

致腹泻发生的危险因素，而规律进食早餐、进食蔬菜水果频率高为腹泻的保护因素。大约 90%的患者认

为自己食用某一种食物会对胃肠道症状有影响，并在生活中会特意避免[7]，在青少年人群中喜爱吃坚果、

喝咖啡、茶和饮料为本病的易感人群[8]。腹泻病程缠延，患者长时间被疾病困扰，如果忌口太严，长年

累月，反而会影响营养的平衡吸收以及患者的心理，使其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对疾病不利。中医食疗

具有药性平缓、副作用小、制作服用方便等特点，适用于长期服用，所以很有希望通过中医辨证施食弥

补现代医学饮食干预腹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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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药膳的现状研究 

中医食疗药膳起源于数千年前，历史悠久。在现存医药文献及药膳的专科文献中，可以看到，药膳

原料在不断增多，临床适应证在不断扩大，药膳理论在不断完善，药膳疗效在不断增强。中医常根据天

人合一的整体营养观运用食物来达到补虚、泄实、调整阴阳的目的，做到“审因用膳”、“辨证用膳”。

药膳的施用，也正如中医治法中方剂的运用，目的是调理脏腑气血，协调机体阴阳。药膳既不同于一般

中药方剂，又有别于普通饮食，是一种兼有药物功效和食品美味的特殊膳食。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

的享受，又在享受中使其身体得到滋补，既可防病，又可治病。 

3. 中医对泄泻的认识 

“泄泻”首载于《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书中“鹜溏”，“飧泄”，“濡泻”，“注下”等病名

皆为泄泻的表述。《难经》中有五泄之分，包括胃泄、脾泄、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古代的“泄”

与“泻”含义不同，泄指大便溏薄，泻指大便如水样，现统称为泄泻。关于泄泻的辩证分型，根据泄泻

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 [1]泄泻可分为寒湿困脾证、肠道湿热证、食滞胃肠证、脾气亏虚证、肾阳

亏虚证、肝气乘脾证。 

4. 中医对泄泻病因病机的认识 

六淫皆可致泄泻[9]，但以湿邪为主，常夹寒、夹暑热之邪[10]，影响脾胃升降功能；饮食过量、嗜

食肥甘生冷或误食不洁而伤于脾胃；郁怒伤肝，忧思伤脾；病后体虚，劳倦年老，脾胃虚弱，肾阳不足；

或先天禀赋不足等皆能使脾运失职而致泄泻。 

5. 药膳在调理泄泻不同证型中的应用 

药膳遵循“审因用膳，辨证施食”，根据疾病的不同证型选择具有相应治疗作用的食物药物进行治

疗。如寒湿困脾泄泻应芳香化湿，解表散寒；肠道湿热应清热利湿，解毒止泻等。故笔者对近些年药膳

调理泄泻不同证型的研究进行阐述。 

5.1. 寒湿困脾证 

大便清稀或如水样，腹痛肠鸣，脘闷食少，胃寒；舌苔薄白或白腻，脉濡缓。在治疗上应芳香化湿，

解表散寒。药膳方：于英伟等[11]愈肠生化汤配益脾饼，愈肠生化汤基本药物组成：桃仁 10 g、杏仁 10 g、
生薏仁各 30 g、黄芩 10 g、败酱草 30 g、乌梅 10 g、赤芍 10 g、白芍 10 g、党参 15 g、木香 10 g、鸦胆

子 10 粒(不入煎剂，去皮完整吞服，连用 7 d 后停用)、三七粉 3 g (冲服)，小茴香 9 g。益脾饼(1 个月量)：
白术 500 g、陈皮 200 g、山药 600 g、大枣 600 g、龙眼肉 600 g、将白术、陈皮、山药轧细，枣肉、龙眼

肉捣烂如泥，共同搅拌均匀，做薄饼，用烤箱、微波炉或炭火烤干，分为 30 d 量，早晚空腹细嚼咽之。

治愈患者 70 例，好转 12 例，有效 7 例，无效 3 例，效果显著。 

5.2. 肠道湿热证 

腹痛即泻，泻下急迫，粪色黄褐臭秽，肛门灼热，烦热口渴，小便短黄；舌苔黄腻，脉濡数或滑

数。在治疗上应清热燥湿，分利止泻。药膳方①罗丽英[12]对泄泻患者采用辨证施食，马齿苋薏米粥，

药膳方组成如下：马齿苋 100 g，生薏苡仁 30 g，粳米 60 g。每次 300 ml，每日 7 次；药膳方②灯芯

莲叶粥：木棉花，炒扁豆，鲜莲叶各 30 g，灯芯花 10 g，粳米 60 g。治疗泄泻患者 31 例，其中湿热

型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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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食滞胃肠证 

泻下大便臭如败卵，或伴不消化食物，腹胀疼痛，泻后痛减，脘腹痞满，嗳气不思食；舌苔厚腻，

脉滑。在治疗上应消食导滞，和中止泻。药膳方①飞华[13]的桂皮茯苓粥，药膳方组成如下：桂皮 2 克，

茯苓 10 克，桑白皮 3 克，粳米 50 克，前三味配料煎取汁，加粳米煮粥。每日 1 次，连服 4~5 日；药膳

方②余泽云[14]的山楂茯苓粥。山楂 30 g，茯苓 10 g，粳米 50 g。茯苓研粉，山楂与水煎取汁加粳米煮粥，

然后下茯苓，调白糖食用。 

5.4. 脾气亏虚证 

大便时溏时泻，稍进油腻则便次增多，食后腹胀，纳呆，神疲乏力；舌淡苔薄白，脉细弱。在治疗上

应健脾益气，化湿止泻。药膳方①赵和[15]的薯蓣粥，药膳方组成如下：山药 15 g、芡实 15 g、扁豆 10 g、
粳米 100 g。前三位药加水煮沸 15~20 分钟，取汁，以汁煮粳米为粥；药膳方②陈士瑜[16]扁豆茯苓粥，

药膳方组成如下：白扁豆 30 g，白茯苓 10 g，粳米 50 g，白茯苓加水煎煮取汁，与白扁豆、粳米煮粥食。 

5.5. 肾阳亏虚证 

晨起泄泻，大便清稀，或完谷不化，脐腹冷痛，喜暖喜按，形寒肢冷，膝酸软；舌淡胖，苔白，脉

沉细。在治疗上应温肾健脾，固涩止泻。药膳方：孟妍等[17]健脾补肾方，药膳方组成如下：黄芪 12 g，
党参 15 g，茯苓 12 g，白术 10 g，山药 10 g，山楂 20 g，大枣 10 g，甘草 4 g 干姜 6 g，肉桂 3 g。水煎

煮取药汁约 500 mL，冲以“米粥粉”(组成：熟豆面 20 g，熟小米面 20 g，羊肝粉 30 g，维生素 C 100 mg，
复合维生素 B 片 1 片等，院内制作包装好)，搅拌、溶解为稠粥，分早、晚 2 次温服，15 d 为 1 个疗程，

连用 6 个疗程。在临床取得显著效果。 

5.6. 肝气乘脾证 

泄泻伴肠鸣，腹痛、泻后痛缓，每因情志不畅而发，胸胁胀闷，食欲不振，神疲乏力。苔薄白，脉

弦。在治疗上应抑肝扶脾。药膳方①何善明[18]术莲芍橘粥，药膳方组成如下：炒白术 30 g、莲子 60 g、
橘皮 15 g、粳米 100 g，煮粥分次食用。药膳方②罗丽英[12]佛手郁金粥，药膳方组成如下：佛手 5 g、郁

金 12 g、粳米 60 g，忌食红薯、芋头、大豆等产气之品。 

6. 小结 

药膳食品不是一般的营养食品，是现代所称的功能性食品。中药与食物相配，就能做到药借食味，

食助药性，变“良药苦口”为“良药可口”。所以说药膳是充分发挥中药效能的美味佳肴特别能满足人

们“厌于药，喜于食”的天性。药膳既是一种功能性食品也可以说它是传统中药的一种特殊的、受人们

喜爱的剂型[19]。而泄泻西医治疗主要是补液、抗炎、固涩[20]，祖国医学在治疗泄泻上，治疗方法丰富，

治疗效果显著，从扶肝抑脾、健脾益气、化湿止泻、温肾健脾、固涩止泻等方法入手，选用相应的方药，

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食疗药膳，根据患者的寒热虚实，施以特色药膳，达到

收涩、燥脾、温肾等作用。同时，药膳是养生防病的特殊食品，适应于各种年龄性别、疾病状态、生活

习惯人群的养生防病方法，适应证极其广泛，在中华民族的繁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广泛流传于我国各

民族中，并流传到海外如日本、韩国乃至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愈来愈多的人开始青睐。 
因此为泄泻患者寻求一种有效的干预方法来减轻泄泻带来的各类生理及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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