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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话 0771-313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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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网址 http://www.gxtcmu.edu.cn 

7.单位属性 大专院校 8.企业经济类型  

9.所在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联系人 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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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成果合作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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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单位简介 

  广西中医药大学坐落在绿城南宁,是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小 211 工程)建设高校。2012 年 1 月 13 号经国家委员会投票成功将

广西中医学院更名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建设,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医药学科为主,拥有医学、工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

类,集教学、科研、医疗和药品生产于一体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在壮医药教育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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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来源渠道及经手人  

6.成果入库年份 2018 7.资源采集日期 2018-03-20 

六、成果简介 
  1、课题来源与背景 
  瑶族养生食疗,是指运用药食同用的瑶药组方,通过调节人体盈亏平衡、扶正祛邪、以防治疾病的一种瑶族食疗方法,
亦可用以强壮体质。药食同用的目的,在于加强药物的疗效,减缓药物的毒副作用,可起到引经入络、扶正祛邪、便于服用

等作用。 
  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瑶医学是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传

统医药的一个分支,以其“简、便、廉、验、捷”的独特优势和浓厚的地方特色长期流传于民间。勇敢勤劳的瑶族人民,
利用本地的药物、食物资源防病治病、保护健康、繁衍后代的经验异常丰富,但是由于瑶族人民缺乏通用文字,瑶医药在

历史上长期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文字总结,其医疗和养生保健的瑰宝没有为世人所共识,对瑶族的医药传承极为

不利。瑶族养生保健的经验,除散见于数以百计的地方志、博物志和中医药文献以外,更多的是以口耳相传、家族传承或

师徒授受的方式在民间世代流传。因此,2014 年本项目申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高校科研课题并获批准立项。本项目

组成员从 2014 年起,重点对贵港、武鸣、金秀、金城江、南丹、凤山、东兰、大化、玉林、平南、恭城、巴马等地的瑶

乡瑶寨开展调研。历时 3 年,行程 2 万公里,走访当地瑶医 50 余人,参观了 80 多家卫生所和草药店铺,形成了瑶族养生食

疗经验的研究报告,发表了论文 8 篇。其中中文核心 6 篇,中文核心教育教学改革论文 2 篇,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

  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项的研究能积极推动对瑶族的养生食疗的系统研究,能有效地促进瑶医保健养生的发展,是对瑶医药理论体系的有

力补充。研究后的成果能被营养保健业和餐饮业所借鉴,能为瑶族药膳食疗的发展提供重要依据,对传承和发扬瑶族医药

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3、主要论点与论据 
  本项目围绕着瑶族养生保健和食疗经验挖掘开展,创新了瑶医“六行学说”;发掘了多种瑶族地区用以养生保健的药物;
挖掘整理了药膳研究的若干种方法,用食疗养生的思维归纳总结了我区瑶族地区养生食疗的理论体系、常用瑶药、经验

方剂,及其制作方法,探讨了“盈亏平衡”为瑶族食疗养生的指导原则和配膳规律。 
  (1)创新了瑶医“六行学说”。瑶医的六行学说能阐述瑶医的基本生理、病理,可以反过来指导瑶医“盈亏理论”、“气

一万化”、“心肾理论”的核心理论,是瑶医诊疗疾病的理论依据之一,因此,强调气的平衡的瑶族的“盈亏平衡”作为瑶

族食疗养生的指导原则和配膳规律。 
  (2)挖掘整理了多种瑶族地区用以养生保健的药物：山茶油、蚂蝗七、结香花、艾叶、鸡屎藤、绞股蓝、石斛、石崖

茶、甜茶、火麻仁、罗布麻、葛根等。 
  (3)整理了广西瑶族地区养生食疗的常用经验方剂及其制作方法。其方剂多为该味药物的水煎剂或者冲泡剂。其制作

方法简单而实用,大多均以水煎服或者泡茶饮用,或是直接用瘦猪肉或鸡蛋做成该药物的瘦肉汤或鸡蛋汤服用。 
  (4)发掘了药膳研究的若干种方法。运用食疗养生的新思维去归纳总结,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分析比较法、个案研

究法、经验总结法以挖掘瑶族的养生保健经验。对瑶医的研究生以及师承学生进行了指导和培训,指导他们如何挖掘和

学习瑶族的医药经验和文化,以及用科学的态度去学习瑶医瑶药。 
  4、创见与创新 
  本项目总结了我区瑶族地区养生食疗的理论体系、常用瑶药和经验方剂,以及这些瑶族养生食疗方药的制作方法,初步

探讨瑶族食疗养生的指导原则和配膳规律。创新发展了瑶医“六行学说”,发掘了多种瑶族地区用以养生保健的药物,
系统整理了药膳研究的若干种方法,初步填补了目前国内通过对瑶族养生保健和食疗系统研究,从而研究出瑶族食疗养

生的指导原则和配膳规律的空白。 
  5、社会经济效益,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对传统医学养生保健和食疗养生又掀起了热潮。瑶族能把传统文化和医药完整保存,瑶族的养生食疗经验也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能被营养保健业和餐饮业所借鉴,能间接产生经济效益;而对瑶族的养生

保健和食疗经验的系统深入研究,能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发掘其规律性,扩大瑶族医药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在整理和挖掘的

过程中,实地考察,实事求是,不能将其流于形式,避免养生市场上的良莠不齐,鱼目混珠。 
  6、历年获奖情况 
  (1)2015 年,本项目代表论文《瑶医“六行学说”探析》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2015 年全国瑶医药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

一等奖。 



  (2)2016 年,本项目代表论文《瑶药结香花的综合研究进展》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2016 年全国瑶医药大会及瑶医药发

展高峰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