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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药膳研究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药膳研究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

院医学实验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藏医院、华夏先

葆（北京）中药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三亚市中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中医药结合学院、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璧山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荆志伟、刘向哲、王忠、赵敏、赵永烈、梅志刚、曹克刚、刘建浩、唐志

红。

本文件起草人：吉萌萌、朱健、周莎、孙江燕、王菁婧、雷洪涛、钱真真、姜燕华、潘知玉、

吴广、吴蒙蒙、吴丹、井媛媛、罗秋月。

药膳试制组：焦明耀、陈波。

本文件技术指导专家组（以姓氏笔画为序）：于亚南、马晓娟、马晓晶、王志红、王丽颖、王

新志、牛永义、冯胜利、刘金民、刘建浩、刘理想、刘敬霞、李浩、杨宝林、杨锐、余谨、张文高、

张允岭、张桂英、张清怡、张聪、范铁兵、林海、胡广芹、高思华、曹建春、龚燕冰、董国锋、焦

明耀、樊新荣。

本文件技术审查专家（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济、王新志、何计国、余瑾、张文高、林海、徐

意、焦明耀、赖南莎。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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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中风（脑卒中）”在现代医学名称中为“脑梗死”，是一组以急性起病，局灶性或弥漫性脑

功能缺失为共同特征的血管疾病，从病理上分为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中风病人群则包括缺血

性和出血性中风患者。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缺血性脑卒中患病率为 1700/10 万

（年龄标化率 1256/10 万）、出血性脑卒中患病率为 306/10 万（年龄标化率 215/10 万）。2018 年

中国全国营养调查项目显示，饮食相关的冠心病死亡为 82.7 万人，脑梗死亡 36.5 万人，35.2 万人

脑出血或其他中风死亡,每 10 万人中，归因于饮食的脑梗死亡率为 37.3 人，脑出血和其他中风为

35.9 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油腻的饮食方式，则会加速造成心脑血管问题，更有甚者直接影响寿命

长短。

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提出食治思想，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到朱橚等《普济方》

专列《食治门》以食疗详治诸病，中医古籍中保存了大量药膳成方。其中一些“食治中风”的药膳

在历朝历代一直沿用至今。如葛粉索饼。最早见于唐代《食医心鉴》，后在《养老奉亲书》《太平

圣惠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医籍中都可见到记述，或是不同的制作类型。可见药膳用于中

风后遗症的治疗有据可行，只是目前由于行业自律、法规管理等原因，造成传统药膳的应用受到很

大限制。

研究制定《中风病食养药膳技术指南》是规范中风病人群食养药膳的配方、制作、适宜人群等

的规范性文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本文件适应中风病人群对运用食养药膳进行

辅助食养调理的需求，也适应中医“治未病”学术发展的需要，为促进中风病的中医预防、调理、

保健、养生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件收录了 20 个食养药膳品种，用于急性期伴有意识昏迷、急性期不伴意识昏迷、中风病恢

复期暨后遗症期三大部分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兼顾了疾病分期、进食特点、病理要素、膳型、口

味、南北方差异等。其中，针对急性期伴有意识昏迷中风人群，进食方式以鼻饲为主，膳型为流汁

状饮食，口味甜咸兼顾，包括：薏米冬瓜汤、人参桂圆饮；针对急性期不伴意识昏迷中风人群，可

正常进食但易呛咳，膳型为糊状饮食，口味清淡，包括：蒲公英淡竹叶粥、银耳红枣莲子羹；针对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人群，可以正常饮食，膳型为菜肴和主食。适宜虚证的药膳包括：偏于气虚

证人群的黄芪龙眼肉童子鸡、健脾蒸糕；偏于血虚证人群的当归猪肉、龙眼肉红枣荞麦粥；偏于阴

虚证人群的枸杞山药炒猪肝、参竹心肺汤；偏于阳虚证人群的肉苁蓉煨羊肉、山药补肾粥。适宜实

证的药膳包括：适宜病理特点以风邪为主人群的天麻烧鲤鱼、杞菊决明粥；适宜病理特点以痰邪为

主人群的佛手橘皮粥、荷叶粳米粥；适宜病理特点以火邪为主人群的豆豉冬瓜汤、莲肉栀子粥；适

宜病理特点以瘀血为主人群的北芪煲乌蛇里脊汤、桃仁焖鹌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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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病食养药膳技术指南

重要提示：本文件所列食养药膳适用于中风病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本文件所推荐的食养药膳

均不能代替药物，不以治疗为目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风病食养药膳的食药物质、主料、辅料、调料、制作方法、食养作用、适宜人

群、不适宜人群、理论依据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医执业医师、健康管理师、药膳制作者、药膳爱好者、中风病人群等作辅助食

养调理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6751.2—2021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病症部分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卫生部卫法监发〔2002〕51 号文件 附件：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19 年第 8 号公告 附件：当归等 6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

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卫生部 2012 年第 17 号公告 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3 年第 9 号公告 附件：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

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4 年第 4 号公告 附件：地黄等 4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

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3 术语和定义

见附录 A。

4 一般要求

4.1 本文件提供的药膳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将常见食物与食药物质、新食品原料等合理组方配

伍以发挥食养作用，并可在执业中医师指导下，因时、因地、因人辨证施膳。配方依据参见附录 B。

4.1 食药物质、新食品原料的选用，应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规定。

4.1 除另有注明外，本文件配方中各食材用量一般均为一人一餐量。多人多次食用可以按比例相应

增加各食材用量。

4.4 药膳食物原料应选用合规、卫生、新鲜的食材和食药物质饮片，辅料、调料应选用正规厂家生

产、有合格证及保质期、符合食品卫生的产品。禁止使用过期、变质、“三无”等食物原料。

4.5 药膳制作应以日常的烹饪技术和手段为基础，参照本文件进行加工。

4.6 本文件所提供的食养药膳，不适宜人群应当慎食。对有关食材过敏、有严重肝肾损害等人禁食。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若有需要，应当在执业医师指导下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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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食用药膳时可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准则。

4.8 本文件提供的药膳中，粥类药膳中使用的冰糖，凡是有糖尿病或是血糖高的人群应酌情减量，

或者改为木糖醇食用。

4.9 食药类物质未注明者均为中药饮片。

5 药膳制作

5.1 适用于中风病急性期伴意识障碍的食养药膳

5.1.1 薏米冬瓜汤

5.1.1.1 食药物质

薏苡仁 8g，生姜 2g，茯苓 4g，桃仁 2g。

5.1.1.2 主料

冬瓜 80g。

5.1.1.3 辅料

无。

5.1.1.4 调料

盐适量。

5.1.1.5 制作方法

1） 薏苡仁提前用清水泡 4～5小时备用；冬瓜切片。

2） 薏苡仁、茯苓、桃仁入锅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时长约 20分钟，薏苡仁煮熟至开花,汤稍微

变白即可。

3） 下入冬瓜，生姜大火烧开，转中火煮 2分钟，加盐调味，即可出锅。

5.1.1.6 食养作用

健脾渗湿，降气化痰。

5.1.1.7 适宜人群

1） 中风急性期伴意识昏迷、中医辨证为脾虚痰盛者（表现为痰浊蒙蔽心窍，喉中有痰鸣音，

双下肢水肿，舌质暗苔腻，或有昏迷的病人，可鼻饲食用）的营养支持和辅助食养调理。

2） 脾虚痰湿的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

5.1.1.8 不适宜人群

孕妇、阳气虚损者、虚寒症者忌食。

5.1.2 人参桂圆饮

5.1.2.1 食药物质

人参（5年及 5 年以下人工种植，生晒参）2g，龙眼肉 3g，陈皮 3g。

5.1.2.2 主料

鲜藕节 20g。

5.1.2.3 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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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5.1.2.4 调料

冰糖适量。

5.1.2.5 制作方法

1） 藕节洗净、切丁备用；龙眼肉洗净，润透；人参打成细粉；冰糖打碎；陈皮加水小火蒸煮

30 分钟，取陈皮水备用。

2） 砂锅置火上，放入龙眼肉、人参粉、藕节丁，注入适量陈皮水，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煎煮

30 分钟，放入冰糖屑，搅拌至冰糖化开，关火，加盖闷 20 分钟即可。

5.1.2.6 食养作用

补益气血，养心安神。

5.1.2.7 适宜人群

1） 中风后记忆力减退、言语不利者、中风辨证为气血不足者（表现为患者记忆力减退、言语

不利等症状，或有昏迷的病人，可鼻饲食用）的营养支持和辅助食养调理。

2） 平素阳盛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减量食用。

5.1.2.8 不适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感冒疮疡人群慎服。

5.2 适用于中风病急性期不伴意识障碍的食养药膳

5.2.1 蒲公英淡竹叶粥

5.2.1.1 食药物质

蒲公英 5g，淡竹叶 3g。

5.2.1.2 主料

粳米 50g。

5.2.1.3 辅料

无。

5.2.1.4 调料

冰糖适量。

5.2.1.5 制作方法

1） 蒲公英、淡竹叶洗净，加水适量，大火煮开，小火煎煮 20 分钟。

2） 去渣取汁，加入粳米，煮成粥。

3） 加入冰糖即成。

5.2.1.6 食养作用

清热祛湿，清心除烦。

5.2.1.7 适宜人群

1） 中风急性期不伴意识障碍、中医辨证为痰热上扰者（表现为心烦不安、舌红苔腻、易呛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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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食养调理。

2） 痰热上扰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

5.2.1.8 不适宜人群。

平素脾胃虚寒易腹泻者慎食。

5.2.2 银耳红枣莲子羹

5.2.2.1 食药物质

大枣（红色，去核）5g，莲子（去芯）3g。

5.2.2.2 主料

银耳(干)20g。

5.2.2.3 辅料

无。

5.2.2.4 调料

冰糖适量。

5.2.2.5 制作方法

1） 银耳水发后，除去根部泥沙及杂质，放入碗中；红枣洗净去核，放入碗中备用。

2） 锅上火，加入适量清水，放入银耳、莲子、红枣烧锅。

3） 待银耳、莲子、红枣熟后，加入冰糖调味，盛入碗中即可。

5.2.2.6 食养作用

滋阴生津，提神益气。

5.2.2.7 适宜人群

1） 中风急性期不伴意识障碍、中医辨证为气阴两虚证（症见言语謇涩、手足不遂、易呛咳、

伴有低热、心烦失眠、五心烦热、口干、盗汗）的辅助食养调理。

2） 中老年有患有高血压及预防中风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2.2.8 不适宜人群

无。

5.3 适用于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的食养药膳

5.3.1 肉苁蓉煨羊肉

5.3.1.1 食药物质

肉苁蓉（荒漠）3g。

5.3.1.2 主料

羊肉 80g。

5.3.1.3 辅料

香菇（干）10g，大葱 10g，大蒜 8g。

5.3.1.4 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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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盐适量。

5.3.1.5 制作方法

1） 肉苁蓉、生姜洗净备用；羊肉洗净切块，沸水氽烫，去除浮沫，捞出备用；香菇泡发，洗

净，切丝；大葱切段，大蒜拍碎。

2） 以上食材入锅，加水，大火煮沸，小火慢煨 50 分钟，加入盐调味即可。

5.3.1.6 食养作用

健脾补肾，温补气血。

5.3.1.7 适宜人群

1）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中医辨证为阳虚证（表现为畏寒怕冷、腰膝酸软、腰背冷痛、小

便清长、五更泄泻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中风合并心阳不足型冠心病、出现阳虚症状者的辅助食养调理。

3） 亚健康或健康人群用作日常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8 不适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阴虚火旺者慎食，以免发生助火劫阴的弊

害。

5.3.2 山药益智粥

5.3.2.1 食药物质

山药 10g，益智仁 3g，大枣（去核）5g。

5.3.2.2 主料

粳米 50g。

5.3.2.3 辅料

无。

5.3.2.4 调料

无。

5.3.2.5 制作方法

1） 干山药片提前浸泡 2～4 小时，益智仁去杂质，清水洗净;粳米淘洗干净。

2） 砂锅置小火上，入水适量，放入益智仁煎煮 1 小时，捞去药渣，汤汁倒入碗中：砂锅中注

入适量水，下入粳米、山药片、大枣，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熬煮至粥九成熟，倒入汤汁，

煮沸即可。

5.3.2.6 食养作用

清心安神，养阴润燥。

5.3.2.7 适宜人群

1） 中医辨证为心火炽盛证失眠者（以心阴亏虚、心火旺盛为主要表现，症状为入睡困难，心

烦，心神不宁，常伴有睡眠不安，口干，口舌生疮，小便赤热，舌质红，脉细数）的辅助

食养调理。具有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



T/ZGYSYJH 003—2024

6

2） 心阴亏虚、心火旺盛症状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

5.3.2.8 不适宜人群

无。

5.3.3 黄芪龙眼肉童子鸡

5.3.3.1 食药物质

龙眼肉 4g，黄芪 5g。

5.3.3.2 主料

童子鸡块（约 80g）。

5.3.3.3 辅料

香菇（干）10g，酱油 10g。

5.3.3.4 调料

食用油、盐、姜、料酒、水淀粉适量。

5.3.3.5 制作方法

1） 香菇用温水泡发，切小块，备用。

2） 童子鸡处理干净后，放沸水锅中煮至七成熟捞出（鸡汤留用），剁成长方形块，姜切末。

3） 炒锅烧热，放油，姜末下锅后，稍煸，放入料酒、酱油，添入鸡汤（没过鸡块一指为宜）。

鸡块、黄芪、龙眼肉等下锅，烧开，改用小火慢煨，待鸡块烧烂，加入盐，勾入水淀粉，

翻炒均匀即可。

5.3.3.6 食养作用

益气补虚,养心安神。

5.3.3.7 适宜人群

1）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中医辨证为气虚证（表现为容易劳累、身体疲乏、经常无力、神

情疲倦、懒得说话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中风急性期脾虚气虚、中风后遗症气虚夹血瘀、中风合并气阴两虚型冠心病等症状者的辅

助食养调理。

3） 亚健康或健康人群用作日常食养调理。

5.3.3.8 不适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阴虚火旺者、有疮疡者慎食。

5.3.4 健脾蒸糕

5.3.4.1 食药物质

山药 10g，茯苓 5g，白扁豆 5g。

5.3.4.2 主料

黑豆 50g，糯米 50g。

5.3.4.3 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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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5.3.4.4 调料

冰糖适量。

5.3.4.5 制作方法

1）所有食材研磨成极细面。

2）上笼武火蒸 20～30 分钟，糕成即可。

5.3.4.6 食养作用

益气补虚，健脾祛湿。

5.3.4.7 适宜人群

1） 中风急性期脾虚气虚、痰瘀互结；中医辨证为脾气虚夹有痰湿（表现为食欲不振、腹泻便

溏、身体劳累、神情疲乏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中风基本恢复期伴有气虚、中风后遗症气虚血瘀、中风合并气阴两虚型冠心病等症状者的

辅助食养调理。

3） 亚健康或健康人群用作日常食养调理。

5.3.4.8 不适宜人群

无。

5.3.5 当归猪肉饭

5.3.5.1 食药物质

当归 3g。

5.3.5.2 主料

猪肉 50g，粳米 50g。

5.3.5.3 辅料

土豆 30g，胡萝卜 30g

5.3.5.4 调料

植物油、盐、老抽、胡椒粉适量。

5.3.5.5 制作方法

1） 粳米淘洗干净;土豆、胡萝卜去皮，洗净，切丁;猪肉洗净，切丁;米饭放入电饭煲内，煮熟。

2） 砂锅置小火上，放入当归，加 100ml 水煎煮 40 分钟，捞去药渣，汤汁倒入碗中备用。

3） 炒锅置大火上，入油烧至八成热，放入猪肉炒熟，加入土豆、胡萝卜翻炒片刻后倒入当归

汁，加盐、老抽、胡椒粉调味，煮熟后与米饭同食。

5.3.5.6 食养作用

补血活血，散寒止痛。

5.3.5.7 适宜人群

1） 中风合并神经症、中医辨证为血虚证（表现为面色淡白、头晕眼花、心悸多梦、四肢麻木

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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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风合并痴呆、中风急性期脉络空虚、风邪入中出现血虚症状等症状者的辅助食养调理。

3） 亚健康或健康人群用作日常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5.8 不适宜人群

血脂过高人群慎食或少量食用。

5.3.6 龙眼红枣荞麦粥

5.3.6.1 食药物质

龙眼肉 5g，大枣（红色，去核）5g。

5.3.6.2 主料

荞麦 50g。

5.3.6.3 辅料

无。

5.3.6.4 调料

冰糖适量。

5.3.6.5 制作方法

1） 龙眼肉浸润，切丁；红枣洗净去核切丁；荞麦洗净，泡发。

2） 砂锅置火上，适量清水，烧开后放入荞麦、龙眼肉丁、红枣丁、大火煮开，小火煲至熟烂，

加冰糖调味即可。

5.3.6.6 食养作用

养心安神、健脾补血。

5.3.6.7 适宜人群

1） 中风合并神经症、中医辨证为血虚证（表现为面色淡白、头晕眼花、心悸多梦、四肢麻木

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中风合并痴呆、中风急性期脉络空虚、风邪入中出现血虚症状等症状者的辅助食养调理。

3） 亚健康或健康人群用作日常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6.8 不适宜人群

无。

5.3.7 枸杞山药炒猪肝

5.3.7.1 食药物质

枸杞子 3g，山药（鲜）50g。

5.3.7.2 主料

猪肝 80g。

5.3.7.3 辅料

无。

5.3.7.4 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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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盐、葱、姜、蒜、水淀粉、醋适量，酱油少量。

5.3.7.5 制作方法

1） 枸杞子洗净，提前温水泡发 15 分钟；猪肝去筋膜，洗净，切薄片，加盐、水淀粉略腌；大

蒜切细末，姜切片，葱切丝；碗中放酱油、盐、醋、水淀粉和清水兑成味汁。

2） 炒锅置火上，入油烧至八成热，放入肝片滑熟，捞出控油，原锅留底油烧热，放入蒜末、

姜片略煸，下入肝片、山药、枸杞子，翻炒几下，倒入味汁炒匀，下入葱丝，略炒即可。

5.3.7.6 食养作用

滋补肝肾，清热解郁。

5.3.7.7 适宜人群

1） 中风先兆肝肾阴虚、中风合并肝肾阴虚型高血压病、中风合并气阴两虚型冠心病、中风合

并糖尿病出现阴虚症状等的辅助食养调理。

2） 中风先兆肝肾阴虚、中风合并肝肾阴虚型高血压病、中风合并气阴两虚型冠心病、中风合

并糖尿病出现阴虚症状等症状者的辅助食养调理。

3） 亚健康或健康人群用作日常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7.8 不适宜人群

血脂异常或高尿酸血症人群慎食。

5.3.8 参竹心肺汤

5.3.8.1 食药物质

玉竹 5g，西洋参 2g。

5.3.8.2 主料

猪心、猪肺各 50g。

5.3.8.3 辅料

无。

5.3.8.4 调料

大葱、盐适量。

5.3.8.5 制作方法

1） 猪心、肺洗净，切片，入沸水中汆去血水；西洋参洗净，玉竹洗净切片，放入干净的纱布

成包；大葱洗净，切段。

2） 砂锅置火上，适量清水，放入猪心、肺、葱，大火煮沸后，放入纱布包，转小火至心肺熟

烂，加盐调味即可。

5.3.8.6 食养作用

滋阴润燥，养胃生津。

5.3.8.7 适宜人群

1） 中风恢复期后遗症、中医辨证为阴虚证（表现为口燥咽干、心烦意乱、手足心热、潮热盗

汗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中风合并气阴两虚型冠心病、中风合并肝肾阴虚型高血压病、中风先兆肝肾阴虚、中风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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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出现阴虚症状等症状者的辅助食养调理。

3） 亚健康或健康人群用作日常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8.8 不适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血脂异常或高尿酸血症人群慎食。

5.3.9 天麻蒸鲤鱼

（本品主辅料为多人食量，天麻用量可根据食用人数酌增）

5.3.9.1 食药物质

茯苓 5g，生姜 2g，天麻≤3g/人·天。

5.3.9.2 主料

鲜鲤鱼(重约 1000g)。

5.3.9.3 辅料

葱白 9g。

5.3.9.4 调料

冰糖、食盐、香油、淀粉适量。

5.3.9.5 制作方法

1） 天麻、茯苓提前浸泡 4～5 小时，捞出放在蒸笼上蒸 30～50 分钟；鱼洗净，去肠杂；姜切

细末，葱白切丝。

2） 鱼置大盘中，将蒸好的天麻和茯苓，以及姜末、葱白丝放在鱼头、鱼腹中，上笼蒸 10～15

分钟，另用清汤加入淀粉搅拌均匀，在锅中加入冰糖、食盐、香油各适量，煮开，勾芡，

浇在天麻鱼上，佐餐食用。

5.3.9.6 食养作用 ，

平肝熄风，行气活血。

5.3.9.7 适宜人群

1）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中医辨证为肝阳上亢证，或中风合并肝阳型高血压病（表现为眩

晕头痛、面红目赤、心烦易怒、口苦咽干、便秘尿黄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肝阳上亢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9.8 不适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脾虚痰盛及高尿酸血症人群慎食。

5.3.10 杞菊决明粥

5.3.10.1 食药物质

菊花 3g，决明子 5g，枸杞子 3g。

5.3.10.2 主料

粳米 50g。

5.3.10.3 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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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5.3.10.4 调料

冰糖适量。

5.3.10.5 制作方法

1） 先取枸杞子、菊花、决明子共置锅内加水，用慢火熬煮 10-20 分钟，去渣留汁。

2） 加入粳米再煮成粥，放入适量冰糖调味。

5.3.10.6 食养作用

清肝泻火，养阴明目。

5.3.10.7 适宜人群

1） 中风恢复期、中医辨证为肝阳上亢证，或中风合并阴虚阳亢型高血压病（表现为眩晕头痛、

急躁易怒、心烦口渴、失眠多梦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肝阳上亢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0.8 不适宜人群

无。

5.3.11 佛手橘皮粥

5.3.11.1 食药物质

佛手 2g，橘皮 2g，桃仁 3g。

5.3.11.2 主料

粳米 50g。

5.3.11.3 辅料

无。

5.3.11.4 调料

冰糖适量。

5.3.11.5 制作方法

1） 佛手、橘皮、桃仁洗净，入锅加水适量，煎煮 20 分钟，取汁。

2） 食药物质汁中加入淘洗干净的粳米及冰糖煮粥即成。

5.3.11.6 食养作用

理气解郁，化痰活血。

5.3.11.7 适宜人群

1）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中医辨证为痰瘀阻络者（表现为半身不遂、舌强语謇、口舌歪斜、

眩晕头痛、口苦咽干、便秘尿黄、舌红或绛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痰瘀阻络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1.8 不适宜人群

孕妇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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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荷叶粳米粥

5.3.12.1 食药物质

荷叶（鲜）20g。

5.3.12.2 主料

粳米 50g。

5.3.12.3 辅料

无。

5.3.12.4 调料

无。

5.3.12.5 制作方法

1） 鲜荷叶洗净，切碎，放入砂锅，滤渣取汁，备用。

2） 粳米淘净，放入砂锅，粥将成时，兑入荷叶浓煎汁液，调匀即成。

5.3.12.6 食养作用

清暑利湿，祛脂降压。

5.3.12.7 适宜人群

1） 中风基本恢复期、中医辨证为痰邪阻络者（表现为半身不遂、舌强语謇、口舌歪斜、眩晕

头痛、口苦咽干、便秘尿黄、舌红或绛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痰邪阻络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2.8 不适宜人群

脾肾虚寒易腹泻的人群慎食。

5.3.13 豆豉冬瓜汤

5.3.13.1 食药物质

淡豆豉 4g，赤小豆 6g。

5.3.13.2 主料

冬瓜 80g。

5.3.13.3 辅料

无。

5.3.13.4 调料

味精、食盐适量。

5.3.13.5 制作方法

1） 淡豆豉和赤小豆洗净，与洗净切成块的冬瓜一起放入锅内煮汤。

2） 赤小豆熟后，加入调料调味即成。

5.3.13.6 食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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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解毒，利尿消肿。

5.3.13.7 适宜人群

1）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中医辨证为痰热内盛者（表现为尿少水肿、舌强语謇、苔腻脉滑、

喉中痰鸣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不论重症昏迷或轻症患者都可食用。

2） 痰热内盛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3.8 不适宜人群

虚寒内盛者慎食。

5.3.14 莲肉栀子粥

5.3.14.1 食药物质

栀子 4g，莲子 4g。

5.3.14.2 主料

粳米 50g。

5.3.14.3 辅料

无。

5.3.14.4 调料

无。

5.3.14.5 制作方法

1） 栀子洗净，放入砂锅．滤渣取汁，备用。

2） 粳米、莲子淘净，放入砂锅熬粥；粥将成时，兑入栀子汁，调匀即成。

5.3.14.6 食养作用

化痰熄风，清热通络。

5.3.14.7 适宜人群

1） 中风基本恢复期、中医辨证为痰热内结者（表现为口粘痰多、腹胀便难、面红、烦燥身热、

舌红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痰热内结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4.8 不适宜人群

寒饮湿痰及脾虚易腹泻者慎食。

5.3.15 北芪煲乌蛇里脊汤

5.3.15.1 食药物质

乌梢蛇 3g，生姜 2g，黄芪 6g。

5.3.15.2 主料

猪里脊肉 80g。

5.3.15.3 辅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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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4 调料

葱段、盐、味精、麻油适量。

5.3.15.5 制作方法

1） 黄芪洗净；生姜切片；乌梢蛇、猪里脊肉洗净后切成小段,与生姜片、葱段、盐、味精适量

同入锅中。

2） 锅中加水适量，大火煮沸，改小火煲 1 小时，淋上麻油即成。

5.3.15.6 食养作用

补气活血，化痰通络。

5.3.15.7 适宜人群

1）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中医辨证为气虚血瘀者（表现为舌歪语謇、手足肿胀、面色淡白、

气短乏力、心悸自汗、舌质暗淡、苔薄白或白腻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气虚血瘀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5.8 不适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阴虚阳亢、痈肿初起或溃后热毒尚盛者慎

食。

5.3.16 桃仁焖鹌鹑

5.3.16.1 食药物质

桃仁 3g，生姜 2g。

5.3.16.2 主料

鹌鹑 2 只（约 150g）。

5.3.16.3 辅料

熟冬笋 50 克，香菇（鲜）30 克。

5.3.16.4 调料

植物油、猪油、盐、料酒、味精、白糖、淀粉适量。

5.3.16.5 制作方法

1） 鹌鹑剁去脚爪，从脊背处开膛洗净，入沸水锅中焯一下，捞出沥干水分，抹上酱油，晾干；

冬笋切成滚刀块，投入沸水内焯烫一下捞出；香菇去蒂洗净；姜块、葱段拍松；黄瓜洗净，

切丝，泡在凉水中待用。

2） 炒锅上火，放植物油烧至七成热，将鹌鹑投入油内，炸呈金黄色时捞出沥油。

3） 洗净炒锅，上火烧热，倒入猪油，下葱段、姜块炸至起香，加水烧开，捞出葱、姜，再下

桃仁、盐、料酒、味精、白糖烧开后，撇去浮沫，倒出鲜汤，将炸好的鹌鹑、香菇、冬笋，

分别码入大蒸碗内，倒入原汤，上屉蒸 20 分钟。

4） 将大蒸碗内的食材反扣入盘中。炒锅上火，将汤汁烧开后，用水淀粉勾薄芡，浇在盘中的

鹌鹑上，周围摆上黄瓜丝即成。

5.3.16.6 食养作用

补气活血，健脑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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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7 适宜人群

1） 中风病恢复期后遗症期、中医辨证为气虚血瘀者（表现为舌歪语謇、手足肿胀、面色淡白、

气短乏力、心悸自汗、舌质暗淡、苔薄白或白腻等症状）的辅助食养调理。

2） 气虚血瘀证人群的辅助食养调理，用量减半。

5.3.16.8 不适宜人群

血虚吐衄、血热妄行者，以及孕妇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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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术语与定义

A.1 中风病急性期伴意识障碍

中风病急性期是指发病后 2周以内，意识昏迷是中风急性期初起即可见的症状,一般表现为轻者

神思恍惚，迷蒙，嗜睡；重者昏迷或昏愦。有的病人起病时神清，数日后渐见神昏，多数神昏病人

常伴有谵妄、躁扰不宁等症状。

A.2 中风病急性期不伴意识障碍

除了意识昏迷，中风急性期还会有以下症状，半身不遂、言语謇涩或不语、口舌歪斜、偏身麻

木等，次症见头痛、眩晕、呕吐、二便失禁或不通、烦躁、抽搐、痰多、呃逆。

A.3 中风病恢复期

中风恢复期系指脑血管意外经临床治疗后,病情稳定,生命征平稳,一般是发病后两周或者一个

月以后,仍存在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舌强语赛,偏身麻木等症状。中风病恢复期在发病 2 周至 6 个月

之间。

A.4 中风病后遗症期

中风病后遗症是指急性脑血管病发病后，遗留的以半身不遂、麻木不仁、口眼歪斜、言语不利

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症，后遗症期是发病 6 个月以后的时期。

A.5 偏阳虚者

阳虚的人多出现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等症状。

A.6 偏气虚者

气虚的人多出现肢体瘫痪，手足肿胀，口角流涎，气短自汗等症状。

A.7 偏血虚者

血虚的人常会伴有皮肤色泽苍白，容易出现头晕、心慌、乏力、食欲下降、大便干燥、月经不

调、四肢麻木、眼睛干涩、活动不利、心慌、气短、失眠多梦等症状。

A.8 偏阴虚者

阴虚的人常会伴有心烦少寐，口干咽干，手足心热，舌红少苔等症状。

A.9 风邪偏盛者

若素有头痛、眩晕等症，突然出现半身不遂，甚或神昏、抽搐、肢体痉强拘急，属内风动越。

A.10 痰邪偏盛者

素来形肥体丰，病后咯痰较多或神昏，喉中痰鸣，舌苔白腻，属痰浊壅盛为患。

A.11 火邪偏盛者

平素性情急躁易怒，面红目赤，口干口苦，发病后甚或项背身热，躁扰不宁，大便秘结，小便

黄赤，舌红苔黄则多属火热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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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瘀血偏盛者

若素有头痛，痛势较剧，舌质紫暗，多属瘀血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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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中风病食养药膳配方的医籍记载

B.1 薏米冬瓜汤有关医籍记载

薏苡仁“健脾益胃，补肺清热，去风胜湿。炊饭食，治冷气；煎饮，利小便热淋。”“治久风

湿痹，补正气，利肠胃，消水肿，除胸中邪气，治筋脉拘挛：薏苡仁为末，同粳米煮粥，日日食之。”

(《本草纲目》)

茯苓“茯苓，能利窍去湿，利窍则开心益智，导浊生津；去湿则逐水燥脾，补中健胃；祛惊痫，

厚肠藏，治痰之本，助药之降。以其味有微甘，故曰补阳。但补少利多，故多服最能损目，久弱极

不相宜。若以人乳拌晒，乳粉既多，补阴亦妙。”（《本草正言》）

冬瓜“治痰吼，气喘，姜汤下。又解远方瘴气，又治小儿惊风。润肺消热痰，止咳嗽，利小便。”

（《滇南本草》）

B.2 人参桂圆饮有关医籍记载

人参“气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久服轻身延年。”(《神农本草经》)

桂圆“龙眼主治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怔忡，虚烦不眠，自汗惊悸。”(《本草纲目》)

B.3 蒲公英淡竹叶粥有关医籍记载

蒲公英“蒲公英，能化热毒，解食毒，消肿核，疗疗毒乳痈，皆泻火安土之功。通乳汁，以形

用也。固齿牙，去阳明热也。人言一茎两花，高尺许，根下大如拳，旁有人形拱抱，捣汁酒和，治

噎隔神效。吾所见皆一茎一花，亦鲜高及尺者，然以治噎隔，则有可得效之理也。”（《医林纂要》）

淡竹叶“消痰止渴，除上焦火，明眼目，利小便，治白浊，退热，散痔疮毒。”（《生草药性

备要》）

B.4 银耳红枣莲子羹有关医籍记载

银耳红枣莲子羹“滋阴生津，提神益气。对阴虚人旺，低热、更年期综合症有效，可四季食用。”

(《保健药膳》

银耳“改善造血微环境，刺激机体免疫反应和改善造血和免疫功能等因素有关。银耳多糖和银

耳孢子多糖皆可对抗环磷酰胺所致的白细胞下降。银耳芽孢发酵液对正常小鼠有增加白细胞数的作

用，对环磷酰胺所致的白细胞数减少，银耳芽胞发酵液有一定的促进其恢复的作用，如预先给药也

有一定的保护预防作用。”（《中药大辞典》）

莲子“莲之味甘，气温而性涩，禀清芳之气，得稼穑之味，乃脾之果也。土为元气之母，母气

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视耐老，此其权舆也。昔人治心肾不交，劳伤白浊，有清心莲子饮；

补心肾，益精血，有瑞莲丸，皆得此理。”（《本草纲目》）

B.5 黄芪龙眼肉童子鸡有关医籍记载

黄芪“黄耆，生者微凉，可治痈疽；蜜炙性温，能补虚损。因其味轻，故专于气分而达表，所

以能补元阳，充腠理，治劳伤，长肌肉，气虚而难汗者可发，表疏而多汗者可止。其所以止血崩血

淋者，以气固而血自止也，故曰血脱益气。其所以治泻痢带浊者，以气固而陷自除也，故曰陷者举

之。然其性味俱浮，纯于气分，故中满气滞者，当酌用之。”（《本草正义》）

龙眼肉“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魄，聪明。”（《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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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健脾蒸糕有关医籍记载

山药“补五劳七伤，去冷风，止腰痛，镇心神，补心气不足，患人体虚羸，加而用之。”（《药

性论》）

茯苓“能利窍去湿，利窍则开心益智，导浊生津；去湿则逐水燥脾，补中健胃；祛惊痫，厚肠

藏，治痰之本，助药之降。以其味有微甘，故曰补阳。但补少利多，故多服最能损目，久弱极不相

宜。若以人乳拌晒，乳粉既多，补阴亦妙。”（《本草正义》）

黑豆“主中风脚弱，产后诸疾；若和甘草煮汤饮之，去一切热毒气，善治风毒脚气；煮食之，

主心痛，筋挛，膝痛，胀满；杀乌头、附子毒。”（《食疗本草》）

B.7 当归猪肉饭有关医籍记载

当归“止呕逆、虚劳寒热，破宿血，主女子崩中，下肠胃冷，补诸不足，止痢腹痛。单煮饮汁，

治温疟，主女人沥血腰痛，疗齿疼痛不可忍。患人虚冷加而用之。”（《药性论》）

猪肉“宜肾，补胃气虚竭。头肉，补虚乏气力，去惊痫，寒热，五癃。”（《千金·食治》）

胡萝卜“下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纲目》

B.8 龙眼肉红枣荞麦粥有关医籍记载

龙眼肉“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魄，聪明。”（《本经》）

红枣“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

惊，四肢重，和百药。”（《本经》）

B.9 枸杞山药炒猪肝有关医籍记载

枸杞“坚筋耐老，除风，补益筋骨，能益人，去虚劳。”（《食疗本草》）

山药“补五劳七伤，去冷风，止腰痛，镇心神，补心气不足，患人体虚羸，加而用之。”（《药

性论》）

猪肝“主明目。”（《千金·食治）

B.10 心肺参竹汤有关医籍记载

玉竹“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久服去面黑野，好颜色，润泽。”（《本

经》）

B.11 肉苁蓉煨羊肉有关医籍记载

肉苁蓉“主五劳七伤，补中，除茎中寒热痛，养五脏，强阴，益精气，妇人症瘕。”（《本经》）

羊肉“主暖中止痛，利产妇。主风眩瘦疾，小儿惊痫，丈夫五劳七伤。。”（《千金·食治》）

B.12 山药益智粥有关医籍记载

山药“补五劳七伤，去冷风，止腰痛，镇心神，补心气不足，患人体虚羸，加而用之。”（《药

性论》）

补骨脂“治肾泄，通命门，暖丹田，敛精神。”（《本草纲目》

B.13 天麻蒸鲤鱼有关医籍记载

天麻“主头风，头痛，头晕虚旋，癫痫强痉，四肢挛急，语言不顺，一切中风，风痰。”（《本

草汇言》）

茯苓“茯苓，能利窍去湿，利窍则开心益智，导浊生津；去湿则逐水燥脾，补中健胃；祛惊痫，

厚肠藏，治痰之本，助药之降。以其味有微甘，故曰补阳。但补少利多，故多服最能损目，久弱极

不相宜。若以人乳拌晒，乳粉既多，补阴亦妙。”（《本草正》）

鲤鱼“鲤，其功长于利小便，故能消肿胀、黄疸、脚气、喘嗽、湿热之病。作鲙则性温，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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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痃结冷气之病。烧之则从火化，故能发散风寒，平肺通乳，解肠胃及肿毒之邪。”（《本草纲目》）

B.14 夏菊决明粥有关医籍记载

菊花“能治热头风旋倒地，脑骨疼痛，身上诸风令消散。”（《药性论》)

粳米“梗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

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

按罗天益《宝鉴》云，粳粟米粥气薄味淡，阳中之阴也。所以淡渗下行，能利小便，又张耒《粥记》

云，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

妙诀。”（《本草纲目》）

决明子“食疗云∶平。叶，主明目，利五脏，食之甚良。子，主肝家热毒瓦斯，风眼赤泪。每

日取一匙，挪去尘埃，空腹水吞之。百日后，夜见物光也。外台秘要∶治积年失明不识人。决明子

二升杵散，食后以粥饮服方寸匕。千金方∶治肝毒热，取决明作菜食之。”（《证类本草》）

B.15 佛手橘皮粥有关医籍记载

佛手柑“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

粳米“梗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

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

按罗天益《宝鉴》云，粳粟米粥气薄味淡，阳中之阴也。所以淡渗下行，能利小便，又张耒《粥记》

云，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

妙诀。”（《本草纲目》）

橘皮“解鱼、蟹毒。治噫噎，胀闷，疳疟。泻痢，便秘，脚气。”（《随息居饮食谱》）

B.16 荷叶粳米粥有关医籍记载

荷叶“荷叶，功略同于藕及莲心，而多入肝分，平热、去湿，以行清气，以青入肝也。然苦涩

之味，实以泻心肝而清金固水，故能去瘀、保精、除妄热、平气血也。”(《医林纂要》)

粳米“梗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

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

按罗天益《宝鉴》云，粳粟米粥气薄味淡，阳中之阴也。所以淡渗下行，能利小便，又张耒《粥记》

云，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

妙诀。”（《本草纲目》）

B.17 豆豉冬瓜汤有关医籍记载

赤小豆“消热毒痈肿，散恶血不尽、烦满。治水肿皮肌胀满；捣薄涂痈肿上；主小儿急黄、烂

疮，取汁令洗之；能令人美食；末与鸡子白调涂热毒痈肿；通气，健脾胃。”(《药性论》)

冬瓜“治痰吼，气喘，姜汤下。又解远方瘴气，又治小儿惊风。润肺消热痰，止咳嗽，利小便。”

（《滇南本草》）

淡豆豉“治时疾热病发汗；熬末，能止盗汗，除烦；生捣为丸服，治寒热风，胸中生疮；煮服，

治血痢腹痛。”（《药性论》）

B.18 莲肉栀子粥有关医籍记载

莲子“莲子，味甘涩，气平、寒，无毒。入心、脾、肝、肾四脏，养神定志，能交君相二火，

善止泄精，清心气，去腰疼，禁痢疾。”（《本草新编》）

粳米“梗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

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

按罗天益《宝鉴》云，粳粟米粥气薄味淡，阳中之阴也。所以淡渗下行，能利小便，又张耒《粥记》

云，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

妙诀。”（《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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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杀蟅虫毒，去热毒风，利五淋，主中恶，通小便，解五种黄病，明目，治时疾除热及消

渴口干，目赤肿痛。”（《药性论》）

B.19 北芪煲乌蛇里脊汤有关医籍记载

黄芪“黄耆，生者微凉，可治痈疽；蜜炙性温，能补虚损。因其味轻，故专于气分而达表，所

以能补元阳，充腠理，治劳伤，长肌肉，气虚而难汗者可发，表疏而多汗者可止。其所以止血崩血

淋者，以气固而血自止也，故曰血脱益气。其所以治泻痢带浊者，以气固而陷自除也，故曰陷者举

之。然其性味俱浮，纯于气分，故中满气滞者，当酌用之。”（《本草正》）

生姜“主痰水气满，下气；生与干并治嗽，疗时疾，止呕吐不下食。生和半夏主心下急痛；若

中热不能食，捣汁和蜜服之。又汁和杏仁作煎，下一切结气实，心胸拥隔，冷热气。”（《药性论》）

B.20 桃仁炖鹌鹑有关医籍记载

鹌鹑孟诜：“补五脏，益中续气，实筋骨，耐寒暑，消结热。”“患痢人和生姜煮食之。”

桃仁“主血滞风痹，骨蒸，肝疟寒热，产后血病。”（《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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