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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植物医学:植物健康与“药食同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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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食同源”是人体医学的概念,指的是许多食物即药物,能防治疾病;或反之,许多药物不仅能防治疾

病,也可以是人类的食物,它们之间并无绝对的分界线.同样地,植物的肥料和药剂既能保证植物健康生长,也能

抵御病虫草害发生.本文从中医药学的“药食同源”入手,讨论了植物医学中的“药食同源”,以期促进人们对植物及

其植物健康与医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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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物中除了为人类提供生长发育和健康生活的营养物质外,通过合理的烹饪和进食,还

能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目的.早在几千年前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许多与食疗相关的记载.通

过食用营养丰富的食物或药食同源的中药药膳来达到保健作用,以“治未病”达到治已病的目的.在植物的

生长发育过程中,植物除了从土壤中吸收营养物质和水分外,人们还对种植的作物使用各种各样的物质,

包括肥料、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等,可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提高植物的抗性,实现植物健康栽培的目

的.本文从中医药学的“药食同源”入手,讨论了植物医学中的“药食同源”,以期为人们全面了解植物及其

植物健康与医学提供参考依据.

1 中医之“药食同源”
“药食同源”指的是许多人类的食物也是药物,能防治疾病;或反之,许多药物不仅能防治疾病,也可

以是人类的食物[1].在中医药学上,中药与食物之间,既有同处,亦有异处,因而,食物和药物之间有着相

同的起源.唐朝《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反映出“药食同源”的思

想.《黄帝内经》对食疗也有记载,如“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

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可称为最早的食疗原则.人类经过长期

的生活实践,逐渐了解了哪些食物可以进食,哪些食物不宜进食,哪些食物可以抑制疾病,认识到“药可为

食,食亦可为药”的道理.中药与食物可以“治未病”,中医养生之道逐渐发展形成了现在的“药膳食疗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也陆续颁布了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中药名单.

2 植物之“药食同源”
植物与人类一样,也是药食同源的,植物营养元素就是植物的食物(肥料),同时也可以是植物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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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植物营养学家、土壤肥料专家通过研读《黄帝内经》,受到药食同源的启发,开始探讨植物营养和

肥料与植物病虫草害发生的关系,试图通过调剂植物营养和施肥,不使用化学农药而防治病虫害[2].许多

专家对药食同源有深刻的理解,通过科学施肥施药研究,取得了药食同源与植物健康、植物医学的第一手

资料,出版了许多专著,也发表了许多论文.如丁伟等[3]在2019年提出了植物医学的新概念———营养病害

的问题,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营养与植物病害发生的关系,明确了调控植物营养与达到控制病害发生关系

的基本原理.
2.1 矿物营养元素

刘立新[2]在总结前人研究与自身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平衡植物矿物营养元素对保证植物健康和抵御

病虫草害发生的重要性.在作物的不同生育期施用植物生长必需的重要营养元素肥料以及活力素、营养调

节剂等,补充营养的不足或调节营养的过剩,开启植物次生代谢途径与免疫能力,最终达到药肥双效、促

进植物健康生长、预防与降低病虫害发生的目的.
绿色植物利用其根叶等器官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收所需要的矿质营养物质.植物维持正常新陈代谢完成

生命周期需要至少十几种必需矿质营养元素,最重要的是氮、磷、钾、钙、镁、硫、硼、锰、铜、锌等.由于

各种矿质营养元素的特殊功能性和不可取代性,它们的平衡、协调和相互作用才能保证植物的正常生命活

动.植物通过改变生长方式、生物学特性、形态学特征、化学成分等抵御其他事物和非生物因素的影响.同
时,植物最佳健康状态是营养平衡与富足,在这个状态下,植物就会有较强的抗逆(包括病虫害)能力.平衡

的矿物营养能够减轻真菌、病毒、细菌病害以及虫害和草害.反之,植物矿物营养的失调会导致生长不良、

质量差、病虫害严重、抗逆能力下降等一列问题,甚至导致死亡.
植物所必需的16种营养元素,在植物体内的含量不同,在植物体内发挥着不同的生理功能;但就它们

对植物的重要性来讲,却是同等重要的,它们各自所承担的任务是独特的,相互之间是不能代替的.例如,

氮是蛋白质、核酸和核蛋白、叶绿素、若干酶和维生素、生物碱、植物激素和次生代谢产物的重要组分,补

充氮可以调节植物氨基酸与酰胺的浓度,对调节植物生长发育、抵御病虫害的能力有重要作用,特别是真

菌性病害和害虫.钙和硼可以调节糖分和氨基酸的浓度,使植物抵抗真菌性病害;磷与钾具有促进光合作

用,提高植物CO2 同化率的作用,是核酸、磷脂、核苷酸、三磷酸腺苷的重要组分,参与植物的多种代谢途

径,对提高植物的抗病虫害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钾可以减轻植物茎腐病和叶斑病的感染;而硅可以促进水

稻对稻瘟病的抗性;其他元素在植物体内的平衡也影响着植物的健康,起到减低病虫害发生与抵抗其他逆

境的作用[4].
2.2 植物药剂

除了矿物营养元素与人为使用的肥料是植物的食料外,在植物生长发育全过程中人为使用的各种药剂

(植物药剂),包括在植物上使用的所有化学与生物制剂、用于防治病虫草鼠害的化学农药(杀菌剂、杀虫

剂、除草剂等)、化肥(施入土壤肥及叶面肥)、植物免疫诱导剂、蛋白质激发因子、各种芽孢杆菌、壳寡糖

和脱落酸、功能性植物营养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刺激剂等,既是植物的营养食料,也是植物的药物.它们

不仅为植物提供食料,也能够防治病虫草害,或增加植物抗逆能力,或补充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营养,促进

植物生长、保鲜,或是调节植物生长、延缓植物衰老、改善土壤性状、增加氮的吸收和同化,提高植物对环

境胁迫的适应能力,增加作物干物质的积累,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从而促进植物生长,实现医养结合、防

治并举的目的[2,5-6].具有植物健康作用的药物种类很多,包括化学的与生物的.促进植物生长的植物生长

调节剂、刺激剂、保护剂,含有各种营养元素的根施肥、叶面肥,具有杀虫、杀菌、除草功能的各类农药,

生物药物,特别是植物源药物(印楝素等)都可以促进植物生长发育与健康[6].许多营养元素不仅可以满足

植物营养的需求,还可以激活植物的免疫系统[2].

3 结论

总的来说,我们不仅要把“寓医于食、食寓于医”应用于人的健康生活中,也要应用到管理植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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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中.中医的“药食同源”理论,促进了养生学与保健学的产生,那么,植物的“药食同源”理论,也会衍生

出预防植物医学、植物保健与康复学等新的理论研究与技术研发等新领域.但是目前对植物药物与植物健

康的研究还不全面与深入,今后,我们期待能够研发更多的促进植物健康的药物,从化学生态、分子生物

学、基因组学、蛋白表达、信号传递与流通等方面全面了解植物药物促进植物健康的机理,同时将“药食同

源”应用到植物医学与农业生产中,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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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mologyofmedicineandfood”meansthatmanyfoodsaremedicinesaswell,whichcanpre-
ventandcurediseases.Inversely,manydrugscannotonlypreventdisease,butalsocanbeservedashu-
manfood.Thereisnoabsolutedividinglinebetweenthem.Similarly,fertilizersandchemicalshelpplants
growhealthily,andtheyalsoprotectthemfromdiseases,pests,andweeds.Thispaperdiscussestheho-
mologyofmedicineandfoodinplantmedicinefromtheperspectiv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
pharmacy.Theresults,expectedly,willpromotepeoplesunderstandingofplantsandtheirhealth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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