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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
高品质食疗产品“健脾养胃”猴姑米稀创新关键技术与应用

3.推荐单位
江西中医药大学

4.推荐意见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民健康是国家战略，“人人是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是健康管理的具体实施策略。食疗自古是维系健康的重要

方式，具有中医药理论指导、精准健康维护效果好、便捷可口的高品

质食疗产品是人民群众的重大需求。但高品质食疗产品面临着组方设

计难、好吃好用工艺难、精准评价难的问题，严重制约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的发展。本项目（1）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内伤脾胃，百

病由生”的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 50余年临床实践优化组方，结合

现代人的饮食方式，开发了首个食疗产品——猴姑米稀；在此基础上

应用食性-生物效应评价模式，明确猴姑米稀性平偏温，与各种体质

匹配，安全性高；（2）结合传统炮制与现代食品工艺，在保证猴姑米

稀最大效果的同时满足其可口便捷；（3）搭建一体化数据平台，构建

多维系统评价，明确猴姑米稀的精准作用及机制，生产高质量证据，

为猴姑米稀的推广提供科学支撑。查新结论表明，该成果具有显著的



新颖性，对其他高品质食疗产品的关键技术构建及产业化应用提供示

范，对推进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效益。

5.项目简介

面向人民健康，“人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食疗自古是维

系健康的重要方式，具有中医药理论指导、精准健康维护效果好、便

捷可口的高品质食疗产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健康需求的重要手段。

但高品质食疗产品面临着组方设计难、好吃好用工艺难、精准评价难

的问题，严重制约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本项目以猴姑米稀为着

眼点，创建了普适性与精准性融合的“组方优化-药食融促-系统评价”

高品质大健康产品开发与评价模式。创新点如下：

（1）组方优化：针对高品质食疗产品缺乏理论指导、有效性及

安全性保障难问题，形成“理论指导-临床经验-食性评价”三结合模

式。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中医理论

为指导，结合全国名中医张小萍“脾胃气化”学说和 50年临床经验，

通过“健脾养胃”优化组方，结合现代人的饮食方式优化组方，开发

了首个食疗产品——猴姑米稀；在此基础上应用食性-生物效应评价

模式，明确猴姑米稀性平偏温，与各种体质匹配，安全性高；

（二）药食融促：针对药材炮制与食品加工技术难相容问题，系

统优化猴姑米稀加工制造技术与设备，搭建遵古炮制与现代工艺相结

合的现代化生产线，为便捷可口的猴姑米稀的生产提供思路。

（三）系统评价：针对食疗产品数据收集难、功用评价难、证据

可靠性差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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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证据助推猴姑米稀走出去。

1.平台搭建：搭建 6方共建共享平台，基于 DIETS模式构建全流程一

体化数据管理，实现信息录入、输出及可视智能化，解决收集难。2.

评价模式：探索多维评价模式，构建多维评价指标，生产高质量证据，

该结果纳入《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第三版）》，

被 88家定点医院使用。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本项目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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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鄱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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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客观评价

（1）猴姑米稀的临床功用评价试验数据平台研究

本项目在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进行成果查新，结论

如下：1）该平台为基于 SSM企业级开发框架的信息系统，集成临床

试验招募、入组及随访的全过程，可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及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对信息进行自动化收集整理、识别分析和异常纠错；2）

该平台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临床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分析，通过归纳

推理揭示各指标间潜在的关联性和规律性，全面评价猴姑米稀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3）该平台可将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输出，以更直观的

形式展示数据信息。在所检文献以及时限范围内，国内未见文献报道，

本项目具有新颖性。

（2）猴姑米稀基于“脾-能量-肠道菌群”轴改善脾气虚证的作用



机制研究

本项目在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进行成果查新，结论

如下：1）该项目结果揭示猴姑米稀可通过维持肠道功能，改善肠道

上皮黏膜的通透性，快速修复肠道上皮，改变肠道菌群的数量和结构，

进而调节炎症因子 IL-8、TNF-α的表达，减少炎症的发生来改善脾气

虚大鼠的腹泻症状；2）该项目结果揭示猴姑米稀可增加脾气虚大鼠

体内 Na+-K+-ATP 酶及 Ca2+-Mg2+-ATP 酶活性，促进能量的合成和利

用，提高大鼠的体能；总体而言，猴姑米稀是基于“脾-能量-肠道菌

群”轴改善脾气虚证，在所检文献以及时限范围内，国内未见文献报

道，本项目具有新颖性。

（3）专家意见

本项目经过唐旭东、刘红宁、商洪才、杨洪军及孙鑫 5位专家的

审阅，一致认为该项目开拓了高品质食疗产品的开发、研制及评价一

体新路径，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效益，起到了行业引

领示范作用，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和推广应用前景。该项目达到了国

内先进国际领先水平，建议申报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加大研究成果在

全国推广应用。

7.推广应用情况

（1）产品组方应用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全国名中医张小萍教授根据 50多年临床实

践经验，开发了面向广大人群具有“健脾养胃”功用的猴姑米稀。项

目组将猴姑米稀应用于普通人群与疾病人群，证明猴姑米稀安全性高



且可有效改善脾虚症状。在此基础上，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陆续开

发了相同组方的米稀饼干、米稀脆、米稀饮、米稀酥等十余种系列产

品，近三年实现经济产值 72,835.204 万元。

（2）遵古炮制应用

项目组遵循炒制缓性、去皮免损气等传统炮制理论，在猴姑米稀

生产过程中优化了 5 种炮制工艺，建立了 8 种加工标准。系列炮制

工艺及加工标准已成功应用于江西古汉精制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推动

了行业技术进步，年均创收 3000 万元。

（3）创新工艺应用

项目组在猴姑米稀生产过程中创新低温粉碎技术和熟制糊化技

术，成功应用于江西省葛有秘密食养科技有限公司的妙葛食养葛粉系

列产品及江西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婴幼儿辅食米糊系列产品生

产中，促进了产品相关制备工艺的发展，合计年均创收 2698.5 万元。

（4）评价模式应用

猴姑米稀功用评价过程中，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化、交互化的数

据信息管理平台，构建了多维系统评价体系，促进了高质量证据产生。

该项目的专利成果和核心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江西景德中药股份有限

公司的法薏苡仁系列评价研究，总计合同经费达到 361.88 万元。

（5）研究成果转化

猴姑米稀作为唯一一个已明确“健脾养胃”功用的食疗产品，疫

情期间入选《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第三版）》，

作为新冠恢复期的推荐产品，持续捐赠 88 家定点医院，为新冠肺炎

患者的康复做出了贡献。



8.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

号
类别

国

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发明人

1-1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中

国
2017SR250887 2017.06

江中猴菇早餐米稀(米糊）改善脾

气虚型胃肠疾病患者胃肠症状功

用评价数据管理信息系统

[简称：SDEMIS] V1.0

李智彪

朱卫丰

陈晓凡

1-2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中

国
2017SR253581 2017.06

江中猴菇早餐米稀(米糊）改善脾

气虚型胃癌行根治术切除术且放

疗后患者胃肠症状功用评价数据

管理信息系统

[简称：SDEMIS] V1.0

李智彪

朱卫丰

陈晓凡

1-3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中

国
2018SR864302 2018.10

江中养生手机应用后台管理系统

[简称：JZHCAPPMIS]V1.0
李智彪

陈晓凡

1-4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中

国
2019SR1134225 2019.11

健康养生信息平台计

[简称：HRIP]V1.0
李智彪

陈晓凡

1-5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中

国
2021SR0976362 2021.07

知食曜智能分析可视化系统

[简称：知食曜可视化]V1.0
陈晓凡

朱卫丰

1-6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中

国
2021SR0976460 2021.07

知食曜智能识别管理系统

[简称：知食曜管理]V1.0
陈晓凡

朱卫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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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对本项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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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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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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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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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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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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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