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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increase in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the increase of sub-health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ncidence of certain food-borne diseases, the paper has performed a Chinese 
medicine diet design that can be widely applied and strongly promoted in the medicated diet in 
Fangyao countrysi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concept of TCM health thinking and the 
treatment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dicated die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three factors that make catering appropriat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cases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al food indust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Chinese medicated die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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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大众养生意识提高、亚健康人群增多以及某些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增加这一现状，该文设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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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广泛适用并大范围推广于方药田园中的中药药膳设计体系。在中医养生思想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的指导下，药膳注重三因制宜配膳原则，同时结合实践案例加以说明，以期对中国药膳行业发展起一定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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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膳是指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结合烹饪学和营养学相关知识，将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

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食品[1]。
一个理想的药膳成品的展示，需要前期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的支撑。方药田园中整个药膳设计体系，依

靠传统中医指导的配膳原则，选用药食同源的食材，最终实现数据库的构建。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方

药团队已在中国药膳行业内取得了显著成效。 

2. 配膳原则 

区分于普通菜品的要求，药膳食材选用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依照《内经》[2]中“三因制宜”原则，

结合每个人的体质，各个地区的饮食习惯以及不同时节对食物的要求等，恰当的进行药膳选择，以满足

饮食健康学的相关要求。 

2.1. 因人配膳 

每个人的体质不尽相同，药膳也应因人而异。一般而言，温补药膳适合于阳虚体质；清补药膳适用

于体型较胖、阴虚阳亢、肝气旺盛者，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者；平补药膳一般人都

可食用，对体质较差、阴阳两虚、气血两亏者也较适用。 

2.2. 因时配膳 

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机体的调节功能失常，机体与外界环境的阴阳消长失去

平衡协调，人体就会发生疾病[3]。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它们对人体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

在中药组方施膳时，须根据四季气候变化特点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施膳，才能做到因病施治、强身健体。

用中药做膳若不分季节，很可能会进之不当，食之无益，反而有害。 

2.3. 因地配膳 

因地配膳则是立足于不同地域特征的药膳特点, 注重从生理与环境的双重角度来体现中医养生食疗

的效果[4]。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人的生理活动也不尽相同，

所以施膳亦应有差别。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选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时多燥寒，宜用辛润。

而山区居民较多缺碘严重，宜多食昆布，同纬度沿海渔民则须祛湿，应多食辛温。即使同样食用温里回

阳药膳，在西北严寒地区，药量宜重，而在东南温热地带，其药量宜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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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膳材料 

由于公众食品安全认知水平较低，错误的食品安全观和片面的食品消费观已然形成[5]。因此加强药

膳行业自律和透明，确保食材来源可靠、品质安全，极大程度降低消费者对药膳安全的怀疑度，增加消

费可信度。 

3.1. 药膳材料的选择 

3.1.1. 新鲜 
新鲜是药膳的生命。药类食材，对于常用的且以鲜品入膳的，目前可在方药田园中打造药膳种植园，

来满足这一需求。对于需要炮制的药材，要求在药效期内，且不能受潮、发霉。一切以客户的安危为重，

使客人吃得放心、安心。 

3.1.2. 简约 
简约是药膳精致的体现。药膳的制作简约而不简单，要做到给消费者一种舒适的感觉。古今药膳配

方统计的结果来看，其配伍规律仍符合中医方剂的配伍规律，但不完全等同于中医方剂，其在药物用量

与用药位数上要小于中医方剂。药膳的制作可以说是方剂中几味药的保留，而并非只是简单的做出来，

既要配伍得当又要做到精致。 

3.1.3. 道地 
道地药材是极具中医药特色的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中医临床长期实践中公认的品质优、疗效佳的

中药材[6]。由道地药材所制作的药膳可以体现当地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其效果是其他产区所产该种药材

无法比拟的。 

3.1.4. 符合时令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欲得安康，要以“四时藏脏阴阳”，根据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温、夏长、

秋收、冬藏的规律变化以调摄人体[7]。药膳食材有“寒、热、温、凉”四性和“酸、苦、甘、辛、咸”

五味之分。要根据不同性质的亚健康状态，选用不同性味的药膳食材，有针对性的进行调养治疗。在不

同季节，对应用不同的药膳，例如夏季选以清热性质为主的药膳食材、冬季选以温热性质为主的药膳食材。 

3.1.5. 普适 
总体来说，处于亚健康状态下的人较多，一般适合补法，春秋宜采用平补，夏季宜采用清补，冬季

宜采用温补。《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8]指出，全国 18 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为 30.1%，

肥胖率为 11.9%，6~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 9.6%，肥胖率为 6.4%。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肥胖已

成为普遍存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9]。因此在补的同时要注意荤素的合理搭配，以防由于能量过剩导致

肥胖因素增加，从而引发某些慢性病。 

3.2. 药膳食材溯源 

为保证药膳食材的安全性，原料来源必须对公众透明化。基于数据库的二维码识别的溯源技术，成

本低、使用方便、可将各环节沟通起来，适合于药材的生产、销售特征(如道地性、种类多、分布广、大

部分以饮片形式销售不是单独个体等) [10]。在信息时代中，消费者完全可通过扫码从数据库中直接看到

药膳原料及其来源，这在方药田园药膳主题餐厅中现已很推广使用，反响相当不错。 

4. 药膳数据库的建立 

就现状而言，药膳的种类多、功效杂，在与“因人而异”结合的方面还不够理想。为了弥补这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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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故根据“三因制宜”的原则建立药膳数据库，将其进行系统化分类，根据消费者个人体质为他们在

数据库中检索适合自己的药膳。目前药膳数据库将其分为四大类：功效类、体质类、时令类和地域类。 

4.1. 按功效分类 

4.1.1. 保健类 
随着现代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健康养生业迅速发展，保健食品、用品，特别是药膳食品更受

人们的喜爱，人们更愿意对自己的健康投资、花钱，药膳保健成为社会需求。结合中医传统文化，依据

因人施膳的理念，将保健类药膳分为以下九种：健美减肥药膳、润肤美颜药膳、美发乌发药膳、益智健

脑药膳、增力耐劳药膳、延年益寿药膳、明目增视药膳、聪耳助听药膳、调节情志药膳。 

4.1.2. 辅助治疗类 
在专业药膳师或临床医师指导下，遵循辨证施膳的原则而遣药配膳。根据疾病的性质施膳，当疾病

的证候诊断明确之后，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病证的差异，确立治则与治法，再选择相宜的药膳食品，给

予针对性的药膳辅助治疗，通常有以下九种：解表药膳、清热药膳、理气药膳、安神药膳、化痰止咳平

喘药膳、开胃健脾药膳、温里祛寒药膳、泻下通便药膳。 

4.2. 根据体质分类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状态，《黄帝内经》中记载：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

有阴有阳。根据体质的可调节性、可变性、相对稳定性，选择相应的药膳。中医学将人体体质分为平和、

气虚、阴虚、阳虚、血虚、痰湿、湿热、气郁、血瘀、特禀等十种不同的体质[11]。食用药膳过程中应依

次注意少食油腻辛辣、多食益气健脾、多食甘凉滋润、多食温补阳气、多食补血、多食清淡、多食甘寒

甘平、多食行气解郁、多食行气活血、多食益气固表等。例如阳虚质较为适宜当归生姜羊肉汤，痰湿质

则很适合山药冬瓜汤等，方药团队药膳数据库中已按体质将药膳也对应分为十大类，根据自己的体质、

口味自行点餐，以满足不同人的体质需要。 

4.3. 根据时令分类 

人之阴阳随四时节气而变，药膳也应随四时调摄，将药膳分为四季药膳，根据时令不同，选择当季

药膳，以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而且基于药膳的养生效果，更应该突出因时配膳的重要性。所谓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春季养肝、夏季养心脾、秋季养肺、冬季养肾，未病先防，乃是保养身体之道[12]。 

4.4. 根据地域分类 

由于地区、气候的不同，古方药膳也日积月累的进行着变更，越来越适应当地人，药膳文化渐渐地

向地域化方向发展，突出地域性特点。就中国南北方来说，北方区域的人在春季常精神倦怠，在寒冬里

四肢不温、关节疼痛；南方人夏季常口渴咽干，心烦失眠，不欲饮食、头身困重。这是南北方人体质偏

性的一种表现，就此而言，若不因地施膳，在阴阳方面很可能造成阴阳失调，威胁健康。 
总之，方药田园综合体中中药药膳设计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保证食材的新鲜、绿色和道地、可溯

源；药膳数据库建立，为消费者选择适宜、安全的药膳提供了条件，从而极大的促进了药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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