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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神农氏出，尝草别谷”发现稻米中药，到“轩辕氏出，制为方剂”，及后人发掘稻米药用发展至今，稻米类中

药因其味甘、性平、无毒成为日常食用健胃和脾之佳品，这是中药药用平民化、普及化的结果，也是传统中药惠及百姓的表

现，然其药用本源被大家所遗忘。通过梳理历代经典本草著作，追根溯源，证明稻米是一味经典中药，从古至今在中医药防

病治病中得到广泛应用，以探求稻米类中药的应用和药用价值，药食同源，返朴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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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药自神农尝百草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

史，炎黄子孙在百草药香中绵延生息。“神农氏出，

尝草别谷”，以教民耕蓺；“轩辕氏出，制为方剂”，

教以烹饪，而后民始得遂养生之道。谷在发现之日

起就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梁代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中收载了粳米，即今人常食之稻米，

为首本收载稻米作药用的本草著作。明代李时珍《本

草纲目》记载：“集草实之可粒食者共七十三种，分

为四类：曰麻麦稻、曰粟粒、曰菽豆、曰造酿”。谷

之一麻麦稻中记载“粳”[1]。《本草纲目》：“粳有水、

旱二稻。南方土下涂泥，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

泽土宜旱稻。粳乃谷稻之总名也，有早、中、晚三

收。诸本草独以晚稻为粳者，非矣。粘着为糯，不

粘着为粳。糯者懦也，粳者硬也。但入解热药，以

晚粳为良尔”。因此，稻米无论是大米还是糯米都与

传统中医药密切相关，尤其是大米（粳）在中医药

中应用非常普遍，且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1  古今本草经典著作有关稻米类中药药用记载 

稻米类作为一种药物应用可见诸于各类经典本

草著作。 
现代所用的汤剂、酒剂，以及方药中使用的粳

米、秫米，薏米、赤小豆等，都是从《黄帝内经》

的汤液醪醴发展而来的。《素问·汤液醪醴论》记载：

“黄帝问日：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

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帝曰：

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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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2]”。虽然五谷即麦、

黍、稷、稻、豆均为汤液、醪醴的原料，但经文又

指出“必以稻米”。因其生长在高下得宜的平地，上

受天阳，下受水阴，而能得“天地之和”，故效用纯

正完备；春种秋收，尽得秋金刚劲之气，故其薪“至

坚”，所以必以稻米作为最佳的原料，稻薪作为最好

的燃料。 
《神农本草经》已收载谷部药物，但稻米尚未明

确记载[3]。 
《名医别录》是秦汉医家对《神农本草经》一书

药物的药性、功用主治等内容有所补充之外，又补

载药物 365 种，其中稻米类作中品补录，品名为青

粱米、黄粱米、白粱米，味甘，性平，无毒益气、

和中止泄。还记载有单黍米、陈廪米、秫米[4]。 
《本草经集注》为南朝陶弘景撰，其第 7 卷中记

载了果菜米谷有名无实，米食部分上、中、下 3 品

记载，主补中益气，久服肥健不老，神仙。主治伤

中、虚赢，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坚

筋骨。对于粳米亦如陶隐居所云：“此即人常所食米，

但有白、赤、小、大异族四、五种，犹同一类也。

前陈廪米亦是此种，以廪军人，故曰廪尔[5]”。 
《新修本草》世称《唐本草》，共 20 卷。第 19

卷记载了有关谷的药用，并且首次明确对粳米和稻

米的药用价值分别记录。粳米味甘、苦，平，无毒。

主益气、止烦止泄。此即今常所食米。稻米味苦，

主温中、令人多热、大便坚。道家方药俱用稻米、

粳米，此则是两物矣。云稻米糠白如霜。今江东皆

称粳米为稻耳[6]。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为宋

代本草代表作。全书共 30 卷，载药 1 746 种，附方

3 000 余首[7]。其第 25 卷记载粳米味甘、苦，平，

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孟诜云：“粳米，平。

主益气，止烦泄。其赤则粒大而香，不禁水停。其

黄绿即实都大新熟者动气。经再年者亦发病。江南

贮仓人皆多收火稻。其火稻宜人，温中益气，补下

元。烧之去芒，春舂米食之，即不发病耳”。又云“仓

粳米，炊作干饭食之，止痢。又补中益气，坚筋，

通血脉，起阳道。北人炊之，瓮中水浸令酸，食之

暖五脏六腑气。久陈者蒸作饭，和醋封毒肿，立瘥，

研服之，去卒心痛”。“白粳米汁，主心痛，止渴，

断热毒痢。若常食干饭，令人热中，唇口干。不可

和苍耳食之，令人卒心痛，即急烧仓米灰，和蜜浆

服之，不尔即死。不可与马肉同食之，发痼疾”。日

华子云：“补中，壮筋骨，补肠胃”[8]。第 26 卷记

载稻米。今此稻米即糯米也。《字林》云：“糯，粘

稻也。粳，稻不粘者。然粳、糯甚相类，粘不粘为

异耳”。根据《说文》稻即糯也。陈藏器云：“糯米，

性微寒，妊身与杂肉食之不利子，作糜食一斗，主

消渴。久食之，令人身软。黍米及糯，饲小猫、犬，

令脚屈不能行，缓人筋故也”。又云“稻穣，主黄病，

身作金色，煮汁浸之。又稻谷芒，炒令黄，细研作

末，酒服之”。“糯米，寒。使人多睡。发风，动气，

不可多食。又霍乱后吐逆不止，清水研一碗，饮之

即止”。陈士良云：“糯米，能行营卫中血，积久食，

发心悸及痈疽疮疖中痛。不可合酒共食，醉难醒，

解芫菁毒”。萧炳云：“糯米，拥诸经络气，使四肢

不收，发风昏昏。主痔疾，骆驼脂作煎饼服之。空

腹与服，勿令病患知”。日华子云：“糯米，凉，无

毒。补中益气、止霍乱。取一合，以水研服，煮粥。

稻稳，治蛊毒，浓煎汁服。稻秆，治黄病通身，煮

汁服”[8]。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载有药物 1 892

种。其谷部对稻、粳等稻米类药物记载更加详尽，

并扩展完善了稻米类中药药用方剂。稻名杜、糯。

淘糯米水甘、凉、无毒；稻米苦、温、无毒（一说

味甘）。主治中将稻米与稻秆分开记载，稻米主治记

载 8 例，如第 4 例鼻血不止，用糯米微炒黄，研为

末，每服 2 钱，新汲水调下，同时少许入鼻中。此

方名“独圣散”。稻杆记载 4 例，如消渴饮水，取稻

秆中心烧灰，每以开水泡灰一合，澄清后饮下。粳

米甘、苦、平、无毒。淅二泔：甘、寒、无毒。粳

米主治分为粳米、淅二泔、炒米汤、粳谷奴、禾秆

5 部分。其中粳米有 5 例，如胎动腹痛，用粳米 5
升、黄芪 6 两，加水 7 升煎成 2 升，分 4 次服下。 

《本草纲目拾遗》是《本草纲目》的续篇，是对

《本草纲目》的药物加以补充和订正，增录了药物

716 种，吸收了不少民间药物和外来药物。卷八诸

谷部记载 15 种其他谷类药物[9]。 
《中华本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南京中

医药大学总编审，全国 60 多个单位 500 余名专家历

时 10 年共同编纂的巨著。全书共 34 卷，前 30 卷为

中药，共收入中医药物达 8 980 味，插图 8 534 幅[10]。

全书中按现代药用植物学体例，以首字母排序编撰

成书，其中粳米又名白米，来源禾本科粳米 Oryza 
sativa L.，以种子入药。功能主治：温中和胃、益气

止泄，主治烦躁口渴、赤痢热躁、伤暑发热。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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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江米，禾本科糯米 Oryza sativa L. var. glutinosa 
Mats.，以种子入药。功能主治：益气健脾，主治下

痢禁口、久泄食减、小便白浊。该书对稻草、稻谷

芒等部位进行了详细记载。 
综上所述，无论是古籍还是当代著作，都对稻

米类中药有所记载，并且随着中药著作的不断完善，

不但没有削减稻米类中药的地位，反而对稻米类中

药的记载越来越多，越来越详尽。诸上典籍奠定了

稻米类中药在中医药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2  稻米类中药在方剂中的应用 
2.1  直接应用于方剂 

稻米类中药直接应用于方剂中十分普遍。利用

其益气、止烦、止渴、止泄；温中、和胃气、长肌

肉的作用，与其他中药一起配伍应用，起到清热生

津与“护胃气”的功效，其代表性的方剂见表 1。 
2.2  作为辅助用药 

粳米也可以作为辅助用药，作为佐剂与药同服。

其代表性的方剂见表 2。 
2.3  用粳米稀粥送服 

某些方剂中需要用粳米稀粥送服，稻米类中药

其他方式入药的方剂见表 3。 

3  稻米类中药在中药炮制学中的应用 
稻米类可以在方剂中直接发挥药效，也可于中

药炮制加工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中药炮制学》炒

法中，有将净制或切制后的药物与米同炒的方法，

称为米炒[23]。米炒药物一般以糯米为佳，有些地区

用“陈仓米”，现通常多用大米。大米甘、平，健脾

和中、除烦止渴[24]。米炒制后可以增强药物的健脾

止泻的作用，如党参炒后，可能是新增加的 5-羟甲

基糠醛对米炒党参发挥健脾止泻的功效起作用[25]。

米炒制还可以降低药物的毒性，如樗鸡别名为红娘

子，炒制后氨基酸量减少并伴有酸性黏多糖的变化

等[26]；米炒制还可以矫正不良气味，如昆虫类的药

物[27]。还有药物与米泔水同制的炮制方法。米泔水

为淘米时第 2 次滤出的灰白色混浊液体，其中含少

量淀粉和维生素等[28]。陈嘉谟在《本草蒙荃》中提

出：“米泔制去燥性和中”[29]。米泔水对油脂有吸

附作用，常用来浸泡含油脂较多的药物，以除去部

分油脂，降低药物辛燥之性，增强补脾和中作用，

如苍术、白术等[30]。古代常用米泔水浸制药物以降

低毒性，如大戟、川乌、半夏、白附子、仙茅、远

志等[31]。《圣济总录》：“仙茅以米泔浸去赤汁去毒 

表 1  稻米类中药直接入药的方剂 
Table 1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with rice used directly 

方 剂 来 源 组成与用法 

白虎汤 《伤寒论》 知母 18 g、石膏 30～45 g（碎）、甘草 6 g（炙）、粳米 18 g。上 4 味，以水 1 

L，煮米熟汤成，去滓；每次温服 200 mL，一日 3 次[11] 

竹叶柳蒡汤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西河柳 15 g、荆芥穗 3 g、干葛 4.5 g、 蝉蜕 3 g、薄荷叶 3 g、鼠粘子（炒，

研）4.5 g、知母（蜜炙）3 g、玄参 6 g、甘草 3 g、麦门冬（去心）9 g、

竹叶（30 片）3 g，甚者加石膏 15 g，冬米一撮[12] 

竹叶石膏汤 《伤寒论》 竹叶 6 g，石膏 50 g，半夏 9 g（洗），麦门冬 20 g（去心），人参 6 g，甘草 6 

g（炙），粳米 0.5 L；以水 1 斗，煮取 6 L，去滓，纳粳米，煮米熟，汤成

去米，温服 1 L，一日 3 次[11] 

泻白散 《小儿药证直诀》 地骨皮、桑白皮（炒）各 1 两，甘草（炙）1 钱。上剉散。入粳米 1 撮，水

2 小盏，煎 7 分，食前服[13] 

王氏清暑益气汤 《温热经纬》 西洋参 5 g、石斛 15 g、麦冬 9 g、黄连 3 g、竹叶 6 g、荷梗 6 g、知母 6 g、

甘草 3 g、粳米 15 g、西瓜翠衣 30 g[14] 

泰山磐石散 《古今医统大全》 人参 3 g、黄芪 6 g、白术 6 g、炙甘草 2 g、当归 3 g、川芎 2 g、白芍药 3 g、

熟地黄 3 g、川续断 3 g、糯米 6 g、黄芩 3 g、砂仁 1.5 g[15] 

麦门冬汤 《金匮要略》 麦门冬 7 升，半夏 1 升，人参 2 两，甘草 2 两，粳米 3 合，大枣 12 枚；以

水 1 斗 2 升，煮取 6 升，温服 1 升，日 3 夜 1 服；应用粳米、甘草养胃和

中以扶肺气，培土生金并用[16] 

桃花汤 《伤寒论》 赤石脂 30 g（一半全用，一半筛末），干姜 9 g，粳米 30 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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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稻米类中药为佐剂入药的方剂 
Table 2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with rice used as adjuvant 

方剂 来源 组成与用法 

乌梅丸 《伤寒论》 应用酸（乌梅）、苦（黄连）、辛（干姜、附子等）药物，“蒸之五斗米下，饭熟捣成泥”

故用米饭护胃，以成糊丸[11] 

理中丸 《博济方》 阿魏 7.5 g、白面 10 g（醋和饼子，炙令黄熟），荆三棱（煨）、蓬莪术（煨）、甘草（炙）、

青橘皮（去白）、陈皮（去瓤）、干姜（炮）、官桂（去皮）、干木瓜、白术各 30 g；上 10

味，杵罗为末，用面糊为丸[17] 

紫金锭 《片玉心书》 山慈姑 200 g、红大戟 150 g、干金子霜 100 g、五倍子 100 g、麝香 30 g、朱砂 40 g、雄黄

20 g，因方中诸药有毒，取糯米粉 320 g，加水做成团块，蒸熟，与上述粉末混匀，压制

成锭，低温干燥，即得；作佐使药调和毒性[18] 

八珍糕 《小儿药证直诀》 党参 60 g，茯苓 60 g，白扁豆 60 g，白术 60 g，薏米 60 g，莲子肉 60 g，山药 60 g，芡实

60 g，粳米粉 30 kg，白糖 2.4 kg，糯米粉 3.0 kg，以上 11 味，粳米粉、糯米粉、白糖预

先备好，其余共同粉碎过 6 号筛，与上述辅料混合均匀，加入适量冷开水，揉合制成松

散颗粒，放入模具中制成糕状，取出蒸熟，晒干，分成每块质量 6 g[13]  

表 3  稻米类中药其他方式入药的方剂 
Table 3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with rice used in other ways 

方剂 来源 组成与用法 

桂枝汤 《伤寒论》 桂枝（去皮）9 g、芍药 9 g、生姜 9 g、大枣（切）3 枚、甘草 6 g，“适寒温”服，

“服已须臾，啜热稀粥”，借水谷之精气，充养中焦，不但易为酿汗，更可使

外邪速去而不致复感[11] 

三物备急丸 《金匮要略》 治大便不通，但是“如服后泻下不止，可喝冷粥止之”；《伤寒论》中十枣汤攻逐

水饮，“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16] 

乌梅丸 《太平圣惠方》 乌梅肉 22 g（微炒）黄连 22 g（去须，微炒）当归 22 g（锉，微炒）诃黎勒皮 22 

g（煨微黄）阿胶 15 g（捣碎，炒令黄燥）干姜 7.5 g（炮裂，锉）；上药捣罗为

末，炼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 20 丸，以粥饮调下，不计时候[19] 

健脾丸 《证治准绳》 白术炒，二两半（75 g）木香另研黄连酒炒甘草各七钱半（各 22 g），白茯苓去皮，

二两（60 g），人参一两五钱（45 g），神曲（炒），陈皮，砂仁，麦芽（炒），取

面山楂，取肉山药、肉豆蔻面裹煨热，纸包槌去油，各一两（各 30 g）；上为细

末，蒸饼为丸，如绿豆大，每服 50 丸，空心服，一日 2 次，陈米汤下[20] 

三妙散 《仙拈集》 苍术 5 钱，黄柏（酒浸，炙）5 钱，牛膝 5 钱[21]；其苍术采用米泔浸，盐炒 

三消渴病梅花汤 《三因方》 糯谷（炒出白花）、桑根白皮等分；每用 1 两，水 2 碗，煎汁饮之[22] 

 
后，无妨损[32]”。炮制方法有：①米泔水浸，如《普

济方》中川乌：“米泔浸五日。”②泔浸炒，如《普

济方》中白术：“米泔浸一宿，锉碎炒”[33]。③泔

浸焙，如《圣济总录》中白附子：“米泔浸焙干。”

④泔浸煮，如《得配本草》中大戟：“泔水浸洗，再

用浆水煮干去骨。”⑤泔浸蒸，如《本草通玄》中石

菖蒲：“括去粗皮，米泔浸之，饭上蒸之”[34]。 
4  稻米类中药在中药药剂学中的应用 

中药药剂学中颗粒剂、片剂常用到淀粉；而糊

剂、丸剂常用到米粉。颗粒剂中常用辅料糊精就是

稻米类淀粉的水解产物。片剂是在颗粒剂的基础上

进行压片，其常用的辅料为淀粉和糊精，二者仍是

稻米类中药的变形。淀粉既可以做稀释剂也可做吸

收剂和崩解剂。糊精粘合力较强可以做填充剂、黏

合剂。糊丸干燥后较坚硬，在胃内溶散迟缓，释药

缓慢，故可延长药效，同时可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

刺激，故适宜有毒性或刺激性较强的药物制丸[35]。

现代研究与古人论述“稠面糊为丸，取其迟化”相

一致。另外，锭剂、糕剂中也需要用到稻米作为辅

料，如紫金锭、八珍糕。在药物制剂新技术、新剂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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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当中环糊精包合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36]，环糊精

是用嗜碱性芽孢杆菌经培养得到的环糊精葡聚糖转

位酶作用于稻米成分淀粉的产物。 
5  结语 

经过对诸经典本草的整理，稻米类归根结底是

我国传统中医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味中药。稻米

的种类较多，有糯米、粳米、籼米、糙米、秫米、

粟米等不同种类之分[37]，现代研究主要关注其化学

构成及量的对比。在中医药领域，未见从中医药整

体观对稻米类中药进行研究的文献。 
目前中医药研究中，有关稻米的研究多集中在

炮制学研究领域。参阅众多相关论文，稻米类中药

被看作一种辅料，成为影响其他药物主要成分或改

变药性的配角。如斑蝥药材有效成分斑蝥素，因其

量过高（最高者达 3.55%[38]，远远超过《中国药典》

2010 年版规定的 0.35%[39]），可通过米炒使斑蝥素

量减少，从而降低斑蝥毒性。但米炒过程对斑蝥降

毒的根本原因是单纯的温度破坏了斑蝥素，还是稻

米中某些物质在加热过程中与斑蝥素发生反应，尚

不明确[40]。稻米在整个炮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尚

需进一步研究。关于稻米作为炮制辅料标准化问题

也需引起重视[41]。另外，关于含稻米类中药的复方

研究，多忽视研究稻米在复方中的作用。如退热生

津经典方白虎汤现代多研究其配伍-化学成分-抗炎

药效之间的相关性[42]，但关于粳米在复方中的作用

研究尚无文献报道。白虎汤组方粳米（18 g）与知

母（18 g）等量配伍，重于甘草（6 g），说明其与退

热生津必有关系，有一定的研究价值[43]。因此，在

中药现代化的研究中，稻米类中药与其他药物一样，

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现代社会稻米的经济价值也需要被重视并进行

多元化综合利用。我国稻米总产量位居世界第 1 位，

相对富余，大幅提高稻米深加工及农业产值的比值

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稻米加工系统有两大板块，

第一，初加工制成标准食用米、精制米品等“生”

的状态，保证基本民生需求，但经济价值较低；第

二，深加工制成速食产品及应用高新科技制成医药

工业原料、功能性食品原料，其有效利用合理，可

提高价值转化率及百姓的收入水平。如应用稻米养

生理念制成米乳饮品；利用稻米含淀粉量多的优势

制备结晶葡萄糖、麦芽糊精等；或发掘其功能性作

用，已有研究发现稻米胚芽中富含 γ-氨基丁酸，其

具有降血压及肝功能活性化的作用[44]。另外，稻米

副产品（碎米、米糠、谷壳）扩大化综合利用也应

引起关注，如在现有碾米技术限制下，产生 10%～

15%的碎米，产量巨大，主要成分又与整米相同，

因此碎米副产品的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可产生较高

经济和社会意义[4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生理念逐渐深入

民心，古时先辈巧用稻米类，注重“护胃气”，胃为

“五脏六腑之海”，与各脏腑，营气、卫气、宗气的

关系密切，保全胃气对当今的养生和治未病思想意

义重大，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稻米食用的

养生价值也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开发。通过引经据典

明确稻米中药身份之余，必须紧随时代步伐，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从广度及深度对稻米进行综合开发，

造福百姓，为实现循环经济、环保经济，建设节约

型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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