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公示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源自中医经典名方的药食两用大健康产品开发与评价

提名单位：江西省教育厅

提名意见：

该项目成果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产品转化技术上有重大创

新，为经典名方化裁大健康产品提供了优秀范例。项目为解决大

健康产品存在的方与食的一致性、药与食的合和性、效与用的统

一性等问题，创建了普适性与精准性融合的“经方化缓-药食融

促-系统评价”中医经典名方化裁药食两用大健康产品开发与评

价全链条覆盖的模式，并且率先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化、交互化

的数据信息管理平台，构建多维系统评价模式，高质量证据助推

中医药大健康产品走出去。

该项目成果在 4 项科研项目支持，发表论文 24 篇，主编专

著 5 部，专利 2 项，软著 5个，构建平台 3个，培养全国抗疫先

进个人 1 名，全国名中医 1 名，省双高人才 1 名、省中医药中青

年骨干 3 名。猴姑米稀近三年销售额超 5.6 亿元。

提名该项目为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 等奖。

项目简介：

针对经典名方化裁大健康产品面临着质效的一致性、药食的

合和性、性效的统一性等难以解决的系列问题，本项目建立了“经

方化裁-食性评价-提质增效-循证研究”四位一体的药食两用大



健康产品开发与评价模式，开发了具有“临床价值大、科学价值

强、市场价值高”“特效、特色、特别方便”、载中医药原创理

论的药食两用大健康产品，为其应用提供依据，为走出国门、开

拓国际市场奠定科学基础。创新点如下：

（一）经典名方化裁大健康产品：在中医药原创“脾胃气化”

理论指导下优化组方及用量，遵循炒制缓性、去皮免损气等传统

炮制理论，开发了首个源自经典名方“参苓白术散”化裁的药食

两用大健康产品——猴姑米稀，保证了原方与化裁方的质效一致

性。

1.理论创新：“全国名中医”张小萍教授根据 50 余年临床

实践创新性提出脾胃气化学说，将经典名方参苓白术散化裁形成

药食两用大健康产品—猴姑米稀；2.组方优化：张小萍教授将原

方中“白术”改为药食两用物质的陈皮，以理气代替益气，并明

确组方改良用量，使之更适合现代人群的不同体质与健康状态；

3.炮制经典：遵循炒制缓性、去皮免损气等传统炮制理论，最大

程度的保持组方的效果。

（二）大健康产品中食与药的融合：率先研制了流低温粉碎

炮制技术与专属设备，形成快速崩解技术，满足大健康产品的功

用性高、适口性好的统一，实现了药与食的合和性。

首次优化了药食两用大健康产品—猴姑米稀食材的传统炮

制技术、工艺加工体系，率先研制了流低温粉碎炮制技术与专属

设备，集成“提取浓缩-熟制糊化-流体混匀-低温粉碎-气流收粉”

等连续化加工工艺，破解药食两用物质加工易黏、易变质等工艺

难题，形成 2.4 分钟快速崩解技术，实现了药食两用功用性与适

口性相统一的技术体系。

（三）大健康产品“普适性”与“精准性”的统一：基于“药

性--生物效应”模型开展猴姑米稀的食性评价，采用一体化数据



平台针对非健康人群和普通人群开展功用性及安全性的系列评

价研究，证实了猴姑米稀的性效的统一性。

基于“药性--生物效应”模型开展猴姑米稀的食性评价；针

对大健康产品在评价过程中结局灵敏度低、周期漫长、数据环境

复杂等关键问题，构建了一体化数据平台，针对非健康人群和普

通人群开展功用性及安全性的系列评价研究。

该项目获得 4 项科研项目支持，发表 24 篇文章，软著 5 个，构

建 3 个平台，2017 年猴姑米稀上市第一年，销售额突破 5亿元，

近三年猴姑米稀销售额超 5.6 亿元，同时销往美国、加拿大等多

国。猴姑米稀组方后期还转化为米稀饼干、米稀脆、米稀饮、米

稀酥等系列产品。为药食两用大健康产品开发和评价提供了优秀

范例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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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贡献

陈晓凡 1 教研室主任/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二、三有重

要贡献，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

量的 85%。

朱卫丰 2 校长/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二、三有重

要贡献，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

量的 70%。

尧梅香 3 研发部长/高级工程师 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二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70%。

于欢 4 无/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二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70%。

钟虹光 5

执行董事/正高级工程

师

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二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65%。

李智彪 6 无/副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70%。

张小萍 7 主任医师/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二有重要贡

献，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80%。

黄丽萍 8 副院长/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三有重要贡

献，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60%。

周旭 9 无/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60%。

余建玮 10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5%。

张焜和 11 主任医师/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5%。

熊燕 12 主任医师/教授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5%。

傅缨 13 主任医师/教授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5%。

杨德平 14 主任医师/教授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5%。

姜丽 15 无/副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对主要科技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

投入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 排名 主要贡献

江西中医药大学 1
本项目的主持单位。提出项目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技术方案。负责制定

项目研究整体规划，组织和实施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

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 2
为项目主体—药食两用猴姑米稀健康食疗产品的研发在工艺技术改

良改进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
在项目药食两用健康食疗产品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的实施过程中推

进了临床试验的开展及平台应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
在项目药食两用健康食疗产品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的实施过程中推

进了临床试验的开展及平台应用。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5
在项目药食两用健康食疗产品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的实施过程中推

进了临床试验的开展及平台应用。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
在项目药食两用健康食疗产品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的实施过程中推

进了临床试验的开展及平台应用。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7
在项目药食两用健康食疗产品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的实施过程中推

进了临床试验的开展及平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