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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消渴病的食治方 

鼋 

消渴，是指以多饮、多食、多尿为主要表现的疾 

病。此病的发生，绝大多数与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 

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昝殷《食医心鉴 ·论消渴饮 

水过多小便无度食治诸方》指出：“此盖由积久嗜食 

咸酸，饮酒过度，无有不成消渴。” _1 因此，历代医 

家十分重视消渴病的食治。所谓食治，是指用适当 

的食物来治疗疾病。笔者梳理了历代消渴病的食治 

方，并根据各方的主要食材进行分类，以图对消渴病 

临床治疗之古为今用提供参考。 

1． 植物类食材 

1．1 藕 

①“治消渴 口干，心中烦热，藕蜜浆方：生藕去 

皮节 ，切；炼蜜各半斤。右二味，新汲水一升半，化蜜 

令散，纳藕于蜜水中，浸半日许，渴即量意食藕并饮 

汁” 唧。 

②“治消渴烦躁狂言 目眩方 ：藕实去皮，半斤； 

薄荷一握；莼菜半斤。上三味，于豉汁中作羹，人五 

味食之”[ ] 。 

③“藕蜜浆方：治痛渴，口干，心中烦热，并散积 

血。生藕去皮节，切；炼蜜各半斤。上新汲水一升 

半，化蜜令散，纳藕于蜜中，浸半 日许。渴即量意食 

藕并饮汁”l3I5凹。 

④“藕实羹方：治瘠渴烦躁，狂言 目眩。藕实去 

皮，半斤；薄荷一握；莼菜半斤。右于豉汁中作羹，人 

五昧食之”E 3] 凹。 

1．2 萝 b 

①“治消渴，发动无时，饮水无限方：萝 卜，捣绞 

取汁一升，顿服之，立定”̈ 儿 。 

②“治消渴，发动无时，饮水不足方：生萝 b五 

枚。上 捣 捩 取 汁 一 大 盏，搅 粥 作 饮，频 吃甚 

效” 。 

③“萝 卜粥：治消渴，舌焦口干，小便数。大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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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五个，煮熟，绞取汁。上件，用粳米三合，同水并 

汁，煮粥食之”[51 37。 

④“生萝 卜粥方：治痛渴，发动无时，饮水不足。 

右用萝 卜五枚，捣捩取汁一大盏，搅粥作饮。频吃甚 

有效”E 3153o。 

⑤“消渴方 ：用出子萝 卜薄切，晒，为末。每二 

钱，猪肉汤澄清，调下，食后 日三服而瘥”l6l24’[7]27。 

1．3 冬瓜 

①“治消渴口干方：蒽蒋草根半斤；葱白一握， 

切；冬瓜一斤，切。上于豉汁中煮作羹，食之”[1ll 。 

②“治痛渴口干，心神烦躁，宜吃栝蒌根羹方： 

栝蒌根半斤；冬瓜半斤。上切作小片子，以豉汁中， 

煮作羹食之”[ ]。嘴。，[ ] 。 

③“治消渴 口干，菇蒋根羹方 ：菇蒋根生嫩者， 

洗细，切；冬瓜去瓤，细切，各半斤。上二昧，以水六 

升，人盐豉半升，煎至五升，去豉下前二味，入醋作 

羹，分三度食之”[2]3089。 

④“食治老人消渴烦热，心神狂乱，躁闷不安， 

冬瓜羹方：冬瓜半斤，去皮；豉心一合，绵裹；葱白半 

握。上以和煮作羹，下五味调和，空心食之。常作粥 

佳’’ 。 "。 

⑤“冬瓜拨刀：治产后血壅消渴，H夜不止。冬 

瓜研，取汁三合；小麦面四两；地黄汁三合。上三味 
一

处搜和，如常面，切为拨刀，先将獐肉四两细切，用 

五味调和煮汁，熟后，却漉去肉，取汁，下拨刀面，煮 

令熟，不拘多少，任意食之” J。 

⑥“冬瓜羹：治消渴烦热，心神狂乱，躁闷不安。 

用冬瓜半斤；豉二合；葱白半握。米粉煮羹，入盐昧， 

空心食之” 。 

1．4 豆类 

①“又方：青小豆煮，和粥食之” 儿 。 

② “又 单 方：煮 豉，停 冷，渴 即 饮 
，，[1]15’[4]3089，[2]3089，[3]530 

，、一  U 

③“治消渴，小便如常，绿豆汁方：绿豆二升。 

上一味净淘，用水一斗，煮烂研细，澄滤取汁，早晚食 

前各服一小盏，如觉小便浓即瘥”[2]30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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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治消渴，胡豆汁方：胡豆二合。上一味，煮 

取汁，勿用盐，随意饮之” ∞ ∞。 

⑤“又方：右取青小豆，净淘，煮粥食之，和饮食 

亦得 ’ ∞。' 凹。 

⑥“食治老人消渴热中，饮水无度，常若不足， 

青豆方：青豆二升，净淘。右煮令烂熟。空心饥即食 

之，渴即饮汁，或作粥食之，任性亦佳” ll '[6l2 。 

⑦“青豆饮：治消渴热中，饮水无度，常若不足。 

用青豆煮烂，饥则食豆，渴则饮汁，或煮粥食” 。 

⑧“豆麦粉：治饮食不住 口，仍易饥饿。用绿 

豆、糯米、小麦各一升，炒熟，上为末。每服一大杯， 

白滚汤调下，有效”[ lIl'[ ]船。 

⑨“豆麦粥：治饮食不住 口，仍易饥饿，近似中 

消。用绿豆、糯米、小麦各一升，炒熟为末，每用末一 

升，滚水调服”“ 。 

1．5 杂粮 

①“治大渴秘方：以青粱米煮取汁饮之，以瘥 

止” ] 。 

②“治消渴，口苦舌干，骨节烦热方：枸杞根、桑 

白皮切，一升；生麦门冬一升，去心；小麦一升。右以 

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渴即饮之”_l_1 。 

③“又方：大小麦米煮粥饮，食之”_】_】 。 

④“治三瘤，心热气逆，不下食，宜吃杏酪粥方： 

煎成浓杏酪一升；黄牛乳一升；大麦仁三合，研令细 

滑。七件药，依常法煮粥食之，入白锡沙糖和之，更 

大美也”[ ’ 。 

⑤“治消渴，麦豆饮方：大麦仁、绿豆，水浸退去 

皮，各半升。上二味净淘，于星月下各贮一铛中，用 

水二升，慢火煮熟，次取绿豆过麦仁铛内，同煮令烂， 

并汁收在瓷瓶内，渴即饮，食后仍吃三两匙麦仁绿豆 

尤妙” ' 。 

⑥“治消渴，地黄花粥方：右取地黄花阴干，捣 

罗为末，每用粟米两合，净淘煮粥，候熟人末三钱 匕 

搅匀，更煮令沸，任意食之” 。衄 -l3 。 

⑦“治消渴，粱米粥方：青粱米半升，净淘。右 
一 味，以水三升，煮稀粥饮之，以瘥为度。一方用米 

半升，水三升，烂研取泔饮之” 嘴 如。 

⑧“又方：右取粟米炊饭 (一本作饮)，频食之 

佳’’ 。· ∞。 

⑨“又方：右取大麦仁炊饭(一本作炊汁饮)，或 

煮粥食之佳，小麦亦得”[2]3090,[3]529。 

⑩“治消渴口干，胸中伏热，心烦躁闷，葛粉饭 

方：葛粉四两；粟米饭半升。右二味，先以水浸饭 ，滤 

出于葛粉中拌匀，再蒸一炊饭久，取出任意食 

之”l。 。 

⑩“食治老人消渴，壮热，躁不安，兼无力，青粱 

米饮方：青粱米一升，净洗，淘之，研令细。右以水三 

升和煮之，渴即渐饮服之。极治热躁，并除” _】。。 

⑩“食治老人消渴消中，饮水不足，五脏干枯， 

芦根饮子：芦根切，一升(水一斗，煎取七升)；半青 

粱米五合。右以煎煮饮，空心食之，渐进为度，益效。 

忌咸食、炙肉、熟面等”8l”。 

⑩“小麦粥：消渴，口干。小麦淘净，不以多少。 

右以煮粥，或炊作饭，空腹食之” 。 

1．6 天花粉 

①“栝蒌粉：治大渴秘方。深掘一大栝蒌根，浓 

削去皮至白处止，寸切，水浸，一Et一夜易水，经五El 

取出，烂捣碎研之，以绢袋滤，如出粉法干之，水服方 

寸匕，日三四。亦可作粉粥乳酪中食之，不限多少， 

瘥止。又方：栝蒌粉和鸡子曝干，更杵为末，水服方 

寸七，日三”[他 。 

②“治痛渴，栝蒌粉方：栝蒌根，多取，削去皮， 

二月三月八月九月造佳。右于新瓦中磨讫，以水淘， 

生绢袋摆，如造米粉法，曝干，热渴时，冷水调下一钱 

服之，大效”[=4l3憾 [31531。 

1．7 葵齑 

“治消渴心闷，葵齑汁方：葵菜一束，洗。上一 

味，于汤内略煮过，别煮粟米汁，置葵于汁中，如淹齑 

法，候熟，渴即饮汁，以瘥为度” ∞ ’ 如。 

2． 动物类食材 

2．1 牛乳 

①“治补虚赢，止渴，牛乳方：取牛乳，不拣冷 

暖，任性饮之”[1l1 。 

②“又方：上取牛乳，微温饮之，生饮令人利，熟 

饮 令 人 渴， 故 宜 微 温。 与 马 乳 功 

同’’∽  ’ 。， ∞。 

③“食治老人消渴烦闷，常热，身体枯燥黄瘦， 

牛乳方：牛乳一升，真者，微熬。右空心分为二服。 

极补益五脏，令人强健光悦”l8lJ。。 

2．2 鸡、野鸡 

①“治消渴伤中，小便无度方：黄雌鸡一只，治 

如吃法。上煮令极烂，漉去鸡，停冷，取汁饮之” 

②“治伤中消渴，口干，小便数方：野鸡一只，治 

如食。右煮令极熟，漉鸡出，渴即饮其汁”川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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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治瘠渴，舌焦 口干，小便数方：野鸡治如食 

法。右以水五大盏煮取三大盏，渴即汁饮之，肉亦任 

性食之” 。。 ，(=；]5∞。 

④“治瘸渴口干，小便数，宜吃黄雌鸡粥方：黄 

雌鸡一只，治如食法。右以烂煮取肉，随意食之，其 

汁和豉作粥食之，亦妙” ∞ 。 

⑤“野鸡羹：治消渴，口干，小便频数。野鸡一 

只，捋净。右人五味，如常法作羹腥食之” 5 J3 。 

2．3 鹁鸽 

①“鹁鸽羹：治消渴，饮水无度。白鹁鸽一只， 

切作大片。上件，用土酥一同煮熟，空腹食之” 。 

②“白鸽煎：治消渴，饮水不知足。右以白花鸽 
一 只，治如 法，切作 小块，以土酥 煎，含 而咽其 

汁’’ “。 

2．4 猪肚 

①“治消渴，13夜饮数斗水，小便数，瘦弱方：猪 

肚一枚，净洗。右以水煮令极熟，着少豉汁和煮，渴 

即饮汁，饥即食肚”Ⅵ 。 

②“食治老人消渴热中，饮水不止，小便无度， 

烦热，猪肚方：猪肚一具，肥者，净洗之；葱白一握；豉 

五合，绵裹。上煮烂熟 ，下五味调和，空心，切，渐食 

之，渴即饮汁。亦治劳热，皆差” _l 5I_1_j_。。 

2．5 羊 

①“治三痛，小便数，宜吃羊肺羹方：羊肺一具， 

治如食法；精羊肉五两，切；粳米半合；葱白五茎，切； 

生姜少许；盐、醋等。上相和，依常法作羹，饱食之” 
[4]3088，[3]528 

o 

②“治消渴，羊骨汤方 ：羊脊骨一具，连喉者； 

豉、白粟米各一升；薤白，切，一把。上四昧，各分作 

两度煮，每度用水六升，煮至三升，去滓，渴即温汁量 

意饮之，以瘥为度”[ ] 明 ，[ ] 凹。 

2．6 兔 

①“治消渴，饮水不知足方：兔骨一具。右以水 

煮，取汁饮之” 儿 。 

②“治痛渴，神效煮兔方：兔一枚；新桑根白皮 

半斤 ，细判。上剥兔去皮及肠 胃，与桑根白皮同煮， 

烂熟为度，尽力食肉，并饮其汁，即效” 鹏 _3]5 。 

③“兔头饮：治老人烦渴，饮水不足，13渐赢困。 

兔头一个，洗净、豉心五合，绵包。上以水七升，煮取 

五升汁，渴即饮之”̈ 。。 

2．7 鹿 

①“治消渴口干方：鹿头一枚，治如食。右蒸令 

极熟，酱、醋食之’’ ， 。， 。 

②“食治老人消渴，诸药不差，黄瘦力弱，鹿头 

方：鹿头一枚，炮去毛，净洗之。右煮令烂熟。空心， 

日以五味食之，并服汁，极效”[。]”。 

③“煮鹿头：治老人消渴。上以鹿头一个，燎去 

毛，刮净，洗，烂煮，和五味，空心食，以汁咽之”l】 。。 

2．8 鲤鱼 

“鲤鱼汤：治消渴，水肿，黄疸，脚气。大鲤鱼一 

头；赤小豆一合 ；陈皮二钱，去白；小椒二钱；草果二 

钱。上件，入五味，调和匀，煮熟，空腹食之” 。 

2．9 田螺 

①“治瘠渴饮水，日夜不止，口干，小便数方：田 

中螺五升。上以水一斗，浸经宿，每取一大盏，入米 
一 合，煮作粥食之。如渴，即饮其水，甚效”l4l3衄 。 

②“治卒患消渴，小便利数，田螺饮方：田螺，活 

者，一升。上一味，以水一斗，煮至二升，不问食前 

后，稍稍饮汁。又一方用螺五升，水一斗半，浸之经 

宿，渴即饮浸螺汁，每 日一度易水并螺”[2] ∞ 3_ 如。 

3． 讨论 

历代食疗方很多，笔者收集的食治方，以历代养 

生类著作或食治类篇章为主，即古代医家认为属于 

“食治方”范畴的方剂。所谓 “食治”，即唐代名医 

孙思邈所云“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 鲫 

的意思，不仅主材为食物，方剂的组成亦绝大多数以 

食物为主，很少涉及药物。 

植物类食材，以豆类杂粮等米面替代品为主，并 

均为粥饮剂型。蔬菜类食材，如藕、萝 b、冬瓜、葵齑 

等，均具有清热生津作用。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天花 

粉，此物大致可说是食药两用，但对于消渴病有良好 

的治疗作用。动物类食材，以鸡、鸽、兔、鲤鱼、田螺 

等小型禽畜鱼类为主；像猪、羊等形体较大的畜类， 

只用肚、肺、骨、头等。 

笔者前文所用文献，涉及唐、宋、元、明、清各代， 

如《千金备急要方 ·食治方》(651)、《食医心鉴 ·论 

消渴饮水过多小便无度食治诸方》(859)，为唐代著 

作；《太平圣惠方 ·食治三痛诸方》(992)、《寿亲养 

老书 ·食治老人渴热诸方》(1085)、《圣济总录 ·食 

治消渴》(1117)为宋代著作；《寿亲养老新书 ·妇人 

小儿食治方》(1307)、《饮膳正要 ·食疗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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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为元代著作；《多能鄙事 ·饮食》(1357)、 

《普济方 ·食治门 ·食治三瘠》(1390)、《药性全备 

食物本 ·食治方》(1593)，为明代著作；《寿世青 

编 ·食治秘方》(1667)、《石成金医书 ·食愈方》 

(1709)、《养生食鉴 ·食治方》(1732)，为清代著作。 

笔者的摘录，显示了一个趋势：明清时期缺乏消渴 

病的食治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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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丹医学思想研究》出版 

何振中《内丹医学思想研究》一书于2014年 6月由巴蜀出版社出版。 

内丹炼养术源于战国秦汉时代即十分流行的行气、吐纳、存思等炼养精气 

神之术，汉末晋代出现的《周易参同契》、《黄庭内(外)景经》都是重要的内炼经 

典，古代方士、养生家在丹道理论指导下进行炼养治已病、治未病、养性延命，乃 

至追求长生合道的理想。历代以来的内丹文献及部分医籍记述了大量内炼体 

验及相关理论认识的素材，蕴涵着丰富的医学思想。那么，其中所体现的道家、 

道教生命观、疾病观、预防观究竟有何独特之处?由此而衍生出来用于指导内 

炼实践的医学思想体系及其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它是如何发生影响呢? 

该书基于翔实的医、道文献研究对上述诸问题作出探究，主要运用传统医 

学生命观、疾病观的新视角，首次提出内丹医学概念，围绕内丹医学的基础理 

论 、生命哲学思想及其思维方式、中医学融摄内丹医学思想、武术内功融通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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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思想等4个方面，作出原创性的建构与理论阐析，提炼并总结了内丹医学的具体思想内容，具体而详细 

“具体而微”意思是：内容大体具备，而形状或规模较小。地分析了明清时期中医药家对内丹医学思想的汲 

取，客观公允地评析了内丹医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影响，揭示了其理论独特性、应用价值及现实意义。 

首先，作者以现代中医学理论为参照系，力图还原出一个与内丹炼养行为相对应的内丹医学的基础理论 

体系。它主要包括：形神思想、脏象思想、经脉与关窍思想、病因病机及诊疗思想和改善身心素质的模式。其 

次，内丹医学的生命哲学基本观点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阴阳论、水火论、生命生成论、先后天论、时 

间节律观、象数思维、逆推思维及内观思维等方面。复次，在深入研读、挖掘《道藏》内外史料和中医古籍文 

献的基础上，剖析了明清时期中医药家对内丹医学思想的汲取，进而评述其影响及现代价值。再次，通过分 

析武术内功对内丹医学思想的融通，进一步阐明其影响及价值。 

内丹医学是道教学与中医学的交叉领域。作者对内丹医学文献的稽考、内丹炼养术与中医学理论融通 

关系、内丹医学思想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等诸多学术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从内丹学与现代 

中医学等新视角挖掘并展现了道教医学自身理论特色及其现代性意义，拓展了道教医学与内丹学交叉研究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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