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刘学勤 美编邱巍 校对张纯

大事02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中医药膳服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
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副司长欧阳
波称，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五
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
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的记载，深刻阐明了饮食与人体健
康的密切关系，也奠定了中医食养
药膳的理论基础。

“中医药膳是在中医药理论指
导下，将不同中药与食物进行合理
组方配伍，采用中国独特的饮食烹
调技术或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制作
而成的具有独特色、香、味、形、效
的特色膳食。”中国药膳研究会会
长蒋健说，在中医药膳中，药食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可御病强身，
又可协同医疗，在“治未病”养生实
践中展现出独特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医药膳在坚守
传统内核基础上积极拥抱现代营
养学、食品科学，在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健康需求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

欧阳波介绍，国家中医药局把
食养药膳纳入维护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之中，在《中医药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2016—2030年）》《国民营
养计划（2017—2030年）》等文件
中对药膳、传统食养等工作作出部
署，明确提出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中医药膳服务。许多中医医院
结合专科优势探索提供形式多样
的药膳服务，不仅在日常诊疗中辨
证施膳，为患者提供膳食营养指
导，也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药膳
坊、食养厨房等推广药膳。

积极发挥食养药膳
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欧阳波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人们主动健康意识进一步提
高，中医食养药膳也越来越受到关
注和欢迎。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组织制定的400余个中医诊疗方
案、50多个中医护理方案、20项中
医治未病干预指南中均包含有饮
食调护内容，并在全国推广使用，
饮食调养内容已融入未病先防、既
病防变、瘥后防复中。

蒋健介绍，药膳在“未病先防”
中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和季节变
化，调整饮食结构，养护身体正气，
实现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提高机
体抗病能力；在“既病防变”中可在
人体出现不适或疾病初起时早期
干预，或随着病情进展在治疗中发
挥协同或辅助作用；在“瘥后防
复”、恢复健康时可以达到稳固疗
效、重建机体平衡的目的。中医食
养药膳的应用有不少讲究，首要的
就是因人、因时、因地“三因制宜”。

另外，要积极发挥食养药膳在
健康促进、慢病防治和康复中的作
用，启动实施中医药健康促进行
动。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
为老年人和0—36个月儿童提供
中医饮食调养指导等服务。

据介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
国药膳研究会已发布《药食同源药
膳标准通则》《春季节气养生药膳
指南》等9项中医药团体标准；国
家中医药局支持建设4个中医养
生学重点学科，并支持有关单位举
办与食养药膳有关的国家级中医
药继续教育项目。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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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食养？

食养，又称“饮食养生”。
“食养”一词最早出现在

《素问·五常政大论》，其云：“病
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
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
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
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
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
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简言之，用药治病不能太
过，在疾病治疗到快要痊愈的

“向愈”阶段就应该停止，改用
“食养”进行调养和康复。因
此，食养是依据个人体质，科学
严谨地选择适宜的食物，从而
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食养是
传统中医“中病即止”“袪邪不
伤正”思想的体现，也是“扶正”
思想的体现。

什么是食疗？

食疗则是以中医学辨证论
治和整体观念为基础，将食物
作为药物，运用方剂学原理施
治，利用食物来影响机体各方
面的功能。

“食疗”一词起源于《备急
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

“食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
专篇，也是孙思邈对食疗学的
集中论述。在其论述中，孙思
邈确立了“食先于药，食药并
济”的饮食治疗原则。

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医学
衷中参西录》中曾指出：食物

“病人服之，不但疗病，并可充
饥。”充分说明食疗的地位已经

具有“治”的趋势，更适合病人
的使用。

什么是药膳？

虽然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就
早有了“药”字与“膳”字，但将
其合起来用，组成“药膳”一词，
则最早见于《后汉书·列女
传》。此外《宋史·张观传》则有

“早起奉药膳”的记载，因此证
明了至少在一千多年前，我国
就出现了药膳一词。

药膳是将药物与食物结合
的产物，是食养、食疗的拓展
物，是“药食同源”理论最璀璨
的成果，药借食力，食借药威，
二者相得益彰。药膳提高了食
疗、食养的作用效果，扩大了作
用范围，更丰富了养疗种类。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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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养生或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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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健康时报》《生命时
报》报道

“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

先。”随着人们主动健康意识增

强，中医食养药膳也越来越受到

关注和欢迎，但怎么选才“对

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医专家作

出详细介绍。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国家中

医药局将食养药膳纳入各类方

案、指南，组织制定的400余个中

医诊疗方案、50多个中医护理方

案、20项中医治未病干预指南均

包含饮食调护内容，并在全国推

广使用。

【相关】

近日，天津市中医文化市集
西青站暨“百市千县”中医药文
化惠民活动在杨柳青古镇举
办。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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