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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脾虚人群白皮书简介

研究背景和目的

研究方法

• 中医理论中脾对人的消化以及整个身体机能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脾虚作为高节奏下现代人的常见病，影响人

群广。而长期以来，广大人群对脾的重要性均缺乏认知，大量非权威补脾知识通过自媒体、短视频传播，急需

权威的补脾方法指导。

•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脾虚人群及各类细分人群的特征和症状，有针对性的普及影响脾功能的因素和补脾的方法，

以期帮助广大人群更正确和全面的了解脾、脾健康和补脾知识。

• 多研究手段复合研究：覆盖专业书籍与文献研究、脾胃专家访谈、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虚人群定量调

研，多角度全面了解补脾理论、人群特征等信息。

• 严要求提升数据质量：基于权威专家共识设计用户调研问卷，于数十万真实样本的社区进行投放，并通过

多种调研质量控制手段，控制问卷质量，提升数据准确性。

• 广覆盖提升数据代表性：报告拟采用线上调研和线下调研结合的方式，拟接触全国范围内各年龄段上万被

访者，力求通过广覆盖提升数据代表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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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脾虚人群白皮书简介

研究机构介绍

• 中国中药协会国医药文化专委会是国内代表中药行业权威组织机构——中国中药协会的分委会，也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是弘扬中药文化，促进中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 艾瑞咨询是中国新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洞察研究咨询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行业分析、数据洞

察、市场研究、战略咨询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认知水平、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艾瑞在市场及

消费者研究服务领域针对企业进行定制化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市场、产品、品牌、营销运营等多种需求。

• 昆中药是全球最古老的制药企业，也是中药五大老号之一。为响应国家健康中国2030战略，昆中药以传播中

医药文化为己任，聚焦人体后天之本——脾的健康，调查脾虚现状，宣传补脾重要性，以期为国民健康贡献一

份力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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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专家介绍
权威专家阵容指导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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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功能失调的比例迅速上升

以中医视角看全民健康状态
脾功能失调是最常见的中医健康问题，脾健康问题愈发普遍
中医常言养生之道，其中脾胃为先的理论认为脾是养生的重中之重。根据《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不同部位

疾病状态比例数据显示，脾功能失调的比例位居所有脏腑之首，且呈现连年上升趋势，脾健康问题亟待关注。

来源：《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

国人脏腑功能失调情况调查

NO.2
肾功能失调

NO.3
胃功能失调

NO.1
脾功能失调

2020年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

…2016 20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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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脾功能的认识
脾主运化、升清、统血
《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灵枢·营卫生会》曰:“中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

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乃化而为血”;《素问·痿论》曰:“脾主身之肌肉”，《素问·玉机真脏论》

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中医理论中有关脾“主运化”“主统血”“主肌肉四肢” 以及脾为“气血生化

之源”的功能，不仅涵盖了现代医学的消化系统，而且与神经、内分泌、血液、循环、免疫、生殖、运动系统功能也密切

相关。

来源：脾胃专家访谈，专业书籍，文献资料。

中医理论对脾功能的认知

脾主运化——

营养物质及水液的吸收、运输及转化为气血津液

脾主升清——

上升水谷营养以濡养全身，托举脏腑使在其位

脾主统血——

脾气固摄血液循行脉中，防止逸出（出血）

 《脾胃论》撰于

公元1249年，由

脾胃学说创始人

李东垣所著，现

代为中医非物质

文化遗产临床经

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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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脾与其他五脏关系的认识
脾功能失调很容易为其他脏腑带来负面影响
脾在藏象理论中处于关键地位，《脾胃论》中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亦有“内伤脾

胃，百病丛生”的理论，所以又有“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而当脾失运化、脾不升清、脾失统摄、脾阳虚衰

致水谷精微运化失常，气血化生不足，形体就会失去濡养，各种病理变化的出现就需要对脾虚证进行关注和辨识。

来源：脾胃专家访谈，专业书籍，文献资料。

脾与胃、肝、心、肺、肾的关系

肝
情绪伤肝，肝失疏泄，横犯脾胃，

致脾胃升降失常，出现饱胀不思

饮食、叹息等问题，久犯脾胃必

虚（肝郁脾虚）。

肺
“土生金”，脾为肺之母，脾虚

气血不足，肺气易虚衰，表现为

抵抗力下降、气促、乏力、易出

汗、面色白、咳嗽等问题。心
脾虚不能化生气血，心血不足，

血不养心，容易表现为心神不

宁、惊悸、失眠、多梦、多汗

等问题。

肾
脾肾互为先天后天，先天耗

损需要后天滋补，脾虚不能

滋养先天，容易导致脾肾俱

虚，表现为怕冷、泄泻、萎

靡、早衰等问题。

胃
脾主运，是胃气动力来源，脾失

运化，胃消化的动力不足，容易

出现胃胀、嗳气、打嗝、恶心呕

吐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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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脾虚危害的认识
脾虚会影响胃肠健康、精神状态、生长发育和容颜体态
由《素问·脏气法时论》《脾胃论·脾胃胜衰论》等中医经典理论可知，脾虚证病机主要表现为胃不能正常运作，怠惰嗜卧，

四肢不收，大便溏泻，形体失养，血不循常道、溢于脉外等主要的病理变化。可见脾虚会造成诸多影响，常见的食欲衰退、

饭后饱胀不消化、进补不吸收等健康问题都与脾胃功能弱、脾虚证有关系。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脾虚会影响食物或药物的

吸收，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亦有影响。

来源：脾胃专家访谈，专业书籍，文献资料。

中医理论对脾虚危害的认知

影响生长发育

进补效果不佳、发育期的孩子营养不吸收

影响容颜体态

唇色变淡、面色发黄、身材走形

诱发胃肠疾病

食欲减退、大便不成形、容易饱胀

影响精神状态

神疲懒言、记忆力和专注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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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脾虚诱因的认识
不良的生活环境和行为习惯容易引发脾虚证
依据《素问·痹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脾胃论·脾胃胜衰论》 “肠胃为市，无物不受，无物不入，若风寒暑湿燥一

气偏盛，亦能伤害脾胃”，《血证论》“以脾主思虑，故每因思虑而伤脾阴”等理论，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专

家的共识，生活习惯问题、劳倦过度、思虑过度等原因都会损伤脾胃气血，进而程度至深时产生各类病状。

来源：脾胃专家访谈，专业书籍，文献资料。

中医理论对脾虚诱因的认知

劳累过度

工作学习时间过长、负荷过大

思虑过度、情志失调

长期不良情绪、压力过度

饮酒过度

高频饮酒且经常出现过量的情况

运动习惯

缺乏锻炼或者锻炼过度

起居习惯

不规律作息、经常熬夜、缺觉

饮食习惯

不规律进食、暴饮暴食、嗜好刺激性食物



11

中医见解：脾功能与脾虚证 1

脾虚症状与认知现状分析 2

脾虚人群画像 3

重点人群健康与补脾建议 4

补脾现状与专家建议 5

附录 6



12©2023.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3.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脾虚症状自诊情况
四分之三成年人伴有脾虚症状，亦有四成达脾虚证诊断标准
• 根据2022年我国成年消费者的调研数据，按照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 2017) 的诊断标准，消费者自诊有脾虚症

状的比例高达75.8%，其中达到脾虚证诊断标准的脾虚人群比例达41.3%，可见脾虚已经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重要问题。

• 在具体症状方面，除了气虚常见的精神容易疲劳、神疲懒言等症状，食欲减退，大便不成形，饭后容易饱胀等，是当前

比较常见的脾虚症状。

S1&S2请问您是否有以下单项或多项症状
样本：N=5368，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S1&S2请问您是否有以下单项或多项症状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主要脾虚症状描述 自我诊断比例

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71.7%

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 65.6%

精神或身体容易疲劳 84.2%

次要脾虚症状描述 自我诊断比例

饭后容易饱胀 57.9%

面色发黄暗淡、唇色变淡 49.7%

口淡、不容易觉得口渴 45.5%

排便费力、没有力气排出 44.5%

精神不足，甚至懒得说话 59.3%

或伴腹痛，劳累后尤其明显 38.5%

脾虚症状分布情况

达到脾虚证诊断标准的比例

41.3%

伴有脾虚症状的比例

75.8%

确诊脾虚人群

潜在脾虚人群

整体调研人群

2022年我国成年人脾虚症状自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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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38.9%

2.5%

脾虚人群主要症状等级分布

症状得分1-3分（轻度） 症状得分4-6分（中度）

症状得分7-9分（重度）

脾虚症状严重程度
三大主要脾虚症状的严重程度均以轻度居多
根据自我诊断有脾虚症状人群对症状程度的判断，按三级进行赋分后加和计算的结果显示，主要脾虚症状相对轻微，得分

为轻度的人数占比为58.5%。就具体症状而言，三个主要症状严重程度的分布也均以轻度居多。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注释：主要症状等级得分计算方式为，脾虚人群三项主要症状情况得分之和（无该症状0

分，轻1分，中2分，重3分）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注释：主要症状等级得分计算方式为，脾虚人群三项主要症状情况得分之和（无该症状0

分，轻1分，中2分，重3分）

脾虚人群主要症状严重程度分布

主要症状等级
轻度

（1分）
中度

（2分）
重度

（3分）

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56.7% 40.0% 3.3%

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 58.5% 36.1% 5.4%

精神或身体容易疲劳 49.1% 43.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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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症状严重程度
次要脾虚症状相对分散，饱胀和腹痛以轻度居多
根据自我诊断有脾虚症状人群对症状程度的判断，按三级进行赋分后加和计算的结果显示，次要脾虚症状相对轻微，得分

为轻度的人数占比为78.9%。就具体症状而言，饭后饱胀、伴有腹痛和神疲懒言以轻度居多，面色萎黄、口淡不渴和排便

费力以中度居多，可见脾虚人群中次要症状相对分散，并非受到所有症状的影响。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注释：次要症状等级得分计算方式为，脾虚人群六项次要症状情况得分之和（无该症状0

分，轻1分，中2分，重3分）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注释：次要症状等级得分计算方式为，脾虚人群六项次要症状情况得分之和（无该症状0

分，轻1分，中2分，重3分）

78.9%

20.8%

0.3%

脾虚人群次要症状等级分布

症状得分1-6分（轻度） 症状得分7-12分（中度）

症状得分13-18分（重度）

脾虚人群次要症状严重程度分布

次要症状等级
轻度

（1分）
中度

（2分）
重度

（3分）

饭后容易饱胀 49.1% 45.9% 5.0%

面色发黄暗淡、唇色变淡 44.8% 47.7% 7.5%

口淡、不容易觉得口渴 40.8% 45.4% 13.8%

排便费力、没有力气排出 45.5% 46.8% 7.7%

精神不足，甚至懒得说话 41.4% 41.2% 17.4%

或伴腹痛，劳累后尤其明显 50.5% 44.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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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29.4%

28.0%

脾和胃相互协作进行消化

脾不好会影响其他五脏六

腑

脾负责运输人体所需的营

养物质

脾虚人群对具体脾功能的认同程度

脾虚人群对脾的功能认知
不足三成脾虚人群了解各类脾功能，会与其他脏腑功能混淆
• 本次调研人群对脾功能的认知度较低。脾虚人群对于各种脾功能的认知度均在30%及以下，对脾与胃的协同关系认知度

相对较高，对脾的运化作用认知度相对较低。

• 脾胃专家表示消费者对脾的认知度是远低于肝、胃、肠等常见器官的，会对脾功能产生错误认知。

C1您是否知道和了解脾的概念和功能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2请问您是否认同以下关于脾的概念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脾胃专家表示：消费者会认为脾是负责排毒解毒的
器官，与肾功能有所混淆。另外，消费者会认为脾
是免疫器官，这种将中医和西医理论协同理解的现
象，也是非常普遍的。

10.9%
非常了解脾功能的比例

脾虚人群对脾功能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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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对脾虚危害的了解程度
不足四成脾虚人群了解各类脾虚危害，对虚不受补没有概念
• 本次调研人群中对脾虚危害的认知度不高。脾虚人群对于各种脾虚危害的认知度均在40%及以下，对脾虚会影响食欲、

精神状态和导致肠胃疾病的认同度相对较高。对脾虚会影响食物或药物吸收，孩子生长发育的认知度相对较低。

• 脾胃专家表示脾虚会造成诸多影响，常见的食欲衰退、饭后饱胀不消化、进补不吸收等健康问题都与脾胃功能弱、脾虚

证有关系。

C3您是否了解脾虚的症状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4请问您认为以下哪些是脾虚的症状/危害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38.5%

37.8%

37.3%

36.4%

35.6%

34.0%

32.2%

32.2%

31.9%

30.6%

26.8%

26.4%

影响食欲

影响人的精神状态

导致免疫力低下

容易引起胃肠疾病

导致皮肤不好

导致口淡、不容易口渴

导致记忆力下降

导致大便费力

导致大便不成形

导致食物或药物的吸收不好

导致身材走形

导致孩子生长发育迟缓

脾虚人群对具体脾虚危害的认同程度

10.6%
非常了解脾虚危害的比例

脾虚人群对脾虚危害的认知度



17©2023.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3.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56.1%

54.1%

51.1%

45.7%

44.7%

39.9%

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或缺觉

饮食喜好生冷、或辛辣等刺激性

食物

长期忧思、压力过大等不良情绪

状态

久坐不运动

暴饮暴食

长期饮酒

脾虚人群对具体脾虚诱因的认同程度

脾虚人群对脾虚诱因的了解程度
脾虚人群对脾虚诱因有所认知，对长期饮酒的危害缺乏重视
• 本次调研人群对脾虚诱因的认知度相对较好。具体来看，作息不规律、刺激性饮食喜好和不良情绪状态的认知度较高，

均超过50%。相对的，仅40%的脾虚人群认为长期饮酒与脾虚有一定关联度。

• 脾虚专家表示饮酒过度对脾胃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也是日常生活中必须控制的。

C5您是否了解脾虚的诱因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6您认为以下哪些原因会引发脾虚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10.7%
非常了解脾虚诱因的比例

脾虚人群对脾虚诱因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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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年龄分布
脾虚人群覆盖各年龄段，随着年龄增长受到脾虚证影响的概
率上升，青少年发育阶段亦需要关注脾健康

P1您的年龄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K3请问您（年纪最小的）孩子的年龄
样本：N=328，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35%

29%

18%

18%

学生青年人群（18至24岁）

青年人群（25至30岁）

中年人群（31至45岁）

中老年人群（46岁及以上）

2022年我国成年脾虚人群年龄分布 2022年我国未成年脾虚人群年龄分布

9%

27%

44%

20%

1%

1岁以下

1至3岁

4至6岁

7至12岁

13至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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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饮食习惯
超五成脾虚人群有饮食不规律等不良饮食习惯
• 本次调研人群中，54%长期有各类不良饮食习惯。其中，过半的脾虚人群有边吃边做其他事的不良习惯，过四成有吃饭

时间不规律的问题。

• 脾胃专家表示很多中青年人一日三餐不能保证，或者进餐时间不固定，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都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和脾

胃负担。

A9请问您是否有以下的饮食习惯？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2022年我国脾虚人群饮食方式

55.7% 36.0% 8.2%

非常符合 一般 不符合

43.7% 40.9% 15.5%

43.2% 42.4% 14.4%

38.0% 45.4% 16.6%

27.2% 46.5% 26.4%

边吃边做其他事

饭后不休息

吃饭时间无规律

挑食

暴饮暴食

53.5%
长期有各类不良饮食习

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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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53.7% 31.7%

脾虚人群饮食喜好
超八成脾虚人群爱好甜腻、油炸、刺激性食物
• 本次调研人群中，超80%脾虚人群不注意忌口，最爱吃甜腻食物。同时，有68%的脾虚人群有日常饮酒的习惯。

• 脾胃专家表示经常食用甜腻、油炸、刺激性等食物容易导致肚子胀、不消化和腹泻，长期以往可能造成脾胃严重负担，

引发脾虚问题。而饮酒过度会刺激胃酸分泌，胃酸增多，引起肝损害，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造成脾胃损伤。

A8过去一个月内，您是否常吃/饮用以下食物？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16.6% 50.4% 33.0%

15.2% 40.9% 43.9%

17.4% 48.9% 33.7%

饮食频率

每天 经常 有时

89%
甜腻食物爱好者

88%
油炸高热量食物爱好者

84%
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爱好者

68%
饮酒爱好者

2022年我国脾虚人群饮食偏好

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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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情志状态
超六成脾虚人群长期处于不良情志状态，常态化压力焦虑
• 本次调研人群中，65.6%的脾虚人群长期处于情志失调的状态。其中主要问题是情绪起伏大、感到焦躁忧虑、容易思虑

过度和紧张心慌，比例均超过50%。

• 脾胃专家表示现代社会的压力来源较多，出现不良情绪状态需要及时调整，否则极易导致脾的运化功能失调，引发脾

虚。

A7过去一个月内，您的情绪状况符合以下哪些描述？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2022年我国脾虚人群情志状态

65.6%
长期感到压力大和焦虑

的比例

58.0% 34.2% 7.8%

非常符合 一般 不符合

58.0% 33.7% 8.3%

55.5% 37.5% 7.0%

51.1% 40.4% 8.6%

41.1% 43.5% 15.4%

情绪起伏更大

经常感到焦躁忧虑

更容易思考过度

经常感到紧张心慌

经常感到很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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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8%

61%

6%

25%

69%

脾虚人群运动起居状态
超六成脾虚人群缺乏健康生活状态，不运动、熬夜是常态
• 本次调研人群中69%的脾虚人群没有运动习惯，61%的长期有熬夜缺觉等不良起居习惯。

• 脾胃专家表示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年轻人，通常缺乏规律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如缺乏运动、熬夜通宵是最为显著的特征。

这些生活状态是脾虚症状的重要诱因，脾虚的引发通常是日积月累造成的结果。

A5通常来说，您的工作生活状态符合以下哪些描述？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坚持运动 有时会运动 缺乏运动，没
有运动习惯

2022年我国脾虚人群运动起居状态

早睡早起，睡
眠充足

有时作息不规
律

长期熬夜或缺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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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人群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青少年人群

青少年脾虚比例约21.2%，学龄前儿童更易发1

三高人群

超6成三高脾虚人群因长期服药感到肠胃不适2

进补不吸收人群

约5成进补人群因脾胃虚弱而进补不吸收3

高频饮酒人群

高频饮酒对脾胃造成负担过重4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脾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5

胃肠疾病人群

脾虚与常见胃肠疾病的发生高度相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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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群中有脾虚症状的比例达21.2%，学龄前儿童更易

出现脾虚症状。青少年脾虚人群偏爱油炸高热量和甜腻食

物，且有挑食和饭后不休息的不良饮食习惯，影响脾胃发

育。

学龄前儿童较为显著的脾虚症状包括大便溏稀，精神不足；

学龄青少年较为显著的脾虚症状包括食欲差，饭后饱胀。

专家建议家长注意调节孩子熬夜、挑食等不良习惯，并结合

平补，满足身体和脾胃生长发育旺盛需求。

青少年人群

来源： 2022年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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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群脾虚比例及年龄分布
青少年脾虚比例约21.2%，学龄前儿童更易发
• 根据对青少年家长的调研，青少年人群中有脾虚症状的比例为21.2%，脾胃功能不调对五分之一青少年有影响。

• 在年龄分布上，学龄前儿童占比达64.3%，相比学龄青少年，学龄前儿童人口数量约为学龄青少年的1/2，但脾虚群体的

规模却为其2倍，可见学龄前儿童比学龄青少年更易出现脾虚症状。

注释：采用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 2017)诊断标准进行，由于舌脉象普通群众难有能力进行自诊，故舌脉象未作考虑，仅考虑主症及次症。
样本：N=328，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64.3%

35.7%

学龄前儿童（1至6岁）（%） 学龄青少年（7至17岁）

21.2%
经家长自我诊断有脾虚症状的比例

青少年人群脾虚比例 青少年脾虚人群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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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群饮食偏好和习惯
偏爱油炸和甜腻食物，伴有挑食和饭后不休息的不良习惯
• 青少年人群中，79%的学龄前儿童偏好油炸高热量食物，80%的学龄青少年偏好甜腻食物。此外，61%的学龄前儿童有

挑食问题，67%学龄青少年有饭后不休息的习惯。

• 脾胃专家表示青少年群体过度摄入甜食和油炸，不利消化，容易刺激发育期的脾胃。而青少年群体因挑食导致营养摄入

不充足，亦会影响脾胃发育。

K4您的孩子是否常吃/饮用以下食物？K5请问您的孩子是否有以下的饮食习惯？
样本：N=328，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学龄前儿童饮食状态

饮
食
偏
好

饮
食
习
惯

学龄青少年饮食状态

饮
食
偏
好

饮
食
习
惯

74%

79%

油炸高热量食物

甜腻食物

77%

80%

甜腻食物

油炸高热量食物

60%

61%

挑食

边吃饭边做其他事

63%

67%

饭后不休息

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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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群脾虚症状及补脾建议
青少年人群需进行平补，满足身体和脾胃生长发育旺盛需求
• 青少年人群经过家长自我诊断，学龄前儿童在大便溏稀问题上较为显著，而学龄青少年在食欲差和饭后饱胀方面的问题

较为显著，均是脾胃发育差，消化和吸收功能不足而引发的症状。

• 专家建议青少年人群进行平补，满足身体和脾胃生长发育的旺盛需求，帮助脾胃健康发育。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54%

81%

专家针对青少年人群补脾建议青少年人群典型症状

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

精神不足，甚至懒得说话

熬夜挑食易损伤青少年脾胃

青少年身体快速发育生长，对气血的需求更加

旺盛，加之熬夜、挑食等不良习惯，容易损伤

脾胃健康。

平补脾胃促生长

专家建议对脾胃进行平补，如莲子、山药、大

枣等，避免上火及过度寒凉，以满足旺盛的身

体生长发育需求，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

1-

6
岁

7-

17
岁

59%

80%

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饭后容易饱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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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人群在脾虚人群中占到20.9%，此类人群中超六成因

为长期服用各类药品对脾胃造成负担。

三高人群较为显著的脾虚症状包括大便溏稀、排便费力

等，发生以上症状的概率大于整体脾虚人群。

专家建议三高人群注意忌口和食量控制，通过温和的健脾

胃食物或药物进行平和调理进补，减轻脾胃负担和对原发

病的影响。

三高慢性病人群

来源： 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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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慢性病人群脾虚现状
超六成三高脾虚人群因长期服药感到肠胃不适
• 本次调研人群中，20.9%的脾虚人群有长期服用三高慢性病调理药物的习惯。此类人群中，65.7%表示会因长期服用各

类药品而感到肠胃不适。

• 脾胃专家表明，三高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慢病药物，出现胃肠不适等反应，切记不能忽视，否则因脾胃受损，吸收能力

下降，影响慢病药物吸收，病情控制下降，风险极大。

M1&M2a您是否服用过以下药品或保健品？您服用药物的时长是？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M2b您是否因为长期服药而感到肠胃不适
样本：N=464，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三高人群在脾虚人群中的比例 三高脾虚人群服药情况

20.9%
长期服用三高干预药的比例

65.7%
因长期服药而感到肠胃

不适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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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慢性病人群脾虚症状及补脾建议
三高人群需改变不良饮食生活习惯，平和调补稳固身体机能
• 相比整体调研人群，三高慢性病人群在大便溏稀、排便费力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

• 专家建议三高人群注意忌口，并通过温和的健脾胃食物或药物进行平和调理进补，减轻脾胃负担和对原发病的影响。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43%

50%

60%

70%

专家针对三高人群补脾建议三高人群典型症状

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

排便费力、没有力气排出

或伴腹痛

注意饮食习惯

专家建议三高脾虚人群忌辛辣生冷、少食肥甘

厚味、控制食量。

调补脾胃宜平和

专家认为调补方法会对影响原发病，过于温补

的药物会影响血压，过于滋腻又易生痰湿，建

议以平补脾胃为主。

饭后容易饱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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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补人群中有49.7%感到自己进补效果不佳，存在脾虚不

受补的情况，此类人群在整体脾虚人群中占到25.1%。

进补不吸收人群较为显著的脾虚症状包括食欲减退和面色

萎黄，发生以上症状的概率大于整体脾虚人群。

专家建议进补不吸收人群在进行调理和滋补之前，优先关

注脾胃承载能力，或脾胃虚弱问题，适度进补，减轻脾胃

负担。

进补不吸收人群

来源： 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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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补人群脾虚现状
约五成进补人群因脾胃虚弱而不吸收，进补效果不显著
• 本次调研人群中，50.6%的脾虚人群有服用滋补品的习惯。此类人群中，49.7%表示日常进补的效果不显著。

• 脾胃专家表明，需要进补的人群，往往是缺什么补什么，而忽略了脾胃吸收功能的关键因素。如果脾胃虚弱，进补不吸

收，效果很难到达理想。

M1您是否服用过以下药品或保健品？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M3您认为补品或保健品的进补效果如何
样本：N=1122，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进补人群在脾虚人群中的比例 进补人群对进补效果的评价

50.6%
服用过滋补品的比例

49.7%
认为进补吸收效果不

显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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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补不吸收人群脾虚症状及补脾建议
进补不吸收人群需注意进补适度，防止脾胃负担过大
• 相比整体调研人群，进补不吸收人群中，食欲减退和面色发黄暗淡、唇色变淡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是体虚的明显特

征。

• 专家建议进补不吸收人群在进行调理和滋补之前，优先关注脾胃承载能力，或脾胃虚弱问题，适度进补，减轻脾胃负

担。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40%

47%

53%

74%

专家针对进补不吸收人群补脾建议进补不吸收人群典型症状

面色发黄暗淡、唇色变淡

排便费力、没有力气排出

或伴腹痛

关注脾胃问题

专家解释需要进补的人群，容易忽略脾胃的承

载能力，或者本身脾胃已有耗损，因此进补却

没有明显的效果。

强健脾胃功能

专家建议进补效果不明显人群如进补他脏，切

记平补脾胃同时进行，注意进补适度，避免补

而无效，增加脾胃负担。

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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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饮酒人群在脾虚人群中占到26.4%。此类人群超六成

因为经常有应酬酒局而饮酒过度。

高频饮酒人群较为显著的脾虚症状包括大便溏稀，或伴有

腹痛，发生以上症状的概率大于整体脾虚人群。

专家建议高频饮酒人群常备缓解药物，可以暂时对抗酒类

燥热、促进酒精代谢，也可以长期治疗脾胃损伤和其他病

变。

高频饮酒人群

来源： 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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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人群脾虚现状
超六成因应酬需要而过度饮酒，长期以往给脾胃造成负担
• 本次调研人群中，高频饮酒人群的占比达26.4%。此类人群通常有较多应酬或酒局，61.1%表示经常需要应酬，不得不

过度饮酒。

• 脾胃专家表示高频饮酒对脾胃造成负担过重，长期饮酒过度还会造成脾胃损伤、功能失调，导致肥胖等各类健康问题。

A11您平时有饮酒的习惯吗？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A5通常来说，您的工作生活状态符合以下哪些描述？
样本：N=586，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高频饮酒人群的应酬比例

61.1%
经常应酬而过度饮酒

高频饮酒人群在脾虚人群中的占比

26.4%
经常甚至每天喝酒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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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饮酒人群脾虚症状及补脾建议
高频饮酒人群需服用药物缓解酒精对脾胃的损害
• 高频饮酒人群在大便不成形和腹痛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是脾胃损伤时会出现的症状。

• 专家建议面对无法拒绝的酒局，需要常备缓解药物，可以暂时对抗酒类燥热、促进酒精代谢，也可以长期治疗脾胃损伤

和其他病变。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46%

48%

49%

73%

专家针对高频饮酒人群补脾建议高频饮酒人群典型症状

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

排便费力、没有力气排出

或伴腹痛

高频饮酒易伤脾胃

经常酒精刺激，胃肠黏膜长期处于充血水肿的

炎性损伤状态，久之脾胃必然受损，容易出现

肝胃病变，代谢性疾病等。

常备药物减轻酒精伤害

拒绝不了的酒局，酒前服用护脾胃减少酒精刺

激的中药，酒后服用醒脾促进酒精代谢的中

药，减少脾胃受损的可能。

口淡、不容易觉得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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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荷人群在脾虚人群中占到34.2%，此类人群超七成作息

不规律、经常缺觉，超八成压力过大、忧思过度，影响了脾

功能的发挥。

高负荷人群较为显著的脾虚症状包括倦怠乏力，或伴腹痛，

发生以上症状的概率大于整体脾虚人群。

专家建议此类人群注意调节情绪状态和寻找合适自己的释放

压力的方式，形成更稳定的生活和作息习惯，必要时服用补

益气血的药物，亦能保证机体正常和良好的运转。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

来源： 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



40©2023.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3.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脾虚现状
超七成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或缺觉
• 本次调研人群中，超负荷工作学习人群的占比达34.2%。此类人群中，73.1%表示经常熬夜，作息习惯不好。

• 脾胃专家表示工作学习时间过长，导致睡眠时间不足，作息不规律会使得机体休息不足，产生各类睡眠问题，进而影响

脾功能的正常发挥。

A1&A2请问您平均每天工作或学习的时长？请问您每周工作大约几天？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A5通常来说，您的工作生活状态符合以下哪些描述
样本：N=75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在脾虚人群中的比例

34.2%
经常加班加点工作

学习的比例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的起居状态

73.1%
经常熬夜或缺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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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65.6%

64.8%

56.7%

49.5%

经常感到焦躁忧虑

容易思考过度

情绪起伏更大

经常感到紧张心慌

经常感到很悲伤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的情绪状况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脾虚现状
超八成对工作学习倍感压力，情志失调较为明显
• 高负荷人群对压力状况的自评中，80.2%认为有较大的压力，远高于整体人群的压力自评分。同时，此类人群出现不良

情绪的比例几乎都超过50%，过度思考状态的出现比例显著高于整体人群。

• 脾胃专家表明若长期处于不良的情绪状态下，呈现情志失调的状态，会引发脾功能失调。

A6过去一个月，您的压力程度为5分为压力最大，1分为压力最小
样本：N=75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A7过去一个月内，您的情绪状况符合以下哪些描述
样本：N=75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的压力状况

80.2%
认为自己压力较大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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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荷人群脾虚症状及补脾建议
高负荷人群需通过调脾胃、益气血缓解过劳对身体的影响
• 相比整体调研人群，高负荷人群在容易疲劳和腹痛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是过劳后的显著症状。

• 专家建议日常注意调节情绪状态和寻找合适自己的释放压力的方式，形成更稳定的生活和作息习惯，必要时服用补益气

血的药物，亦能保证机体正常和良好的运转。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45%

63%

75%

91%

专家针对高负荷人群补脾建议高负荷人群典型症状

精神或身体容易疲劳

精神不足，甚至懒得说话

或伴腹痛

劳逸结合，调整状态

高负荷的工作学习，气血损耗太过，极易出现

精力不足、记忆力明显下降、食欲不佳等问

题，建议这类人群劳逸结合，适当调整状态与

节奏。

调养脾胃，补益气血

专家建议高负荷人群适度补益气血，注意日常

调养脾胃，从气血化生的源头保护过度透支的

身体。

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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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疾病人群的常见症状包括饱胀、腹痛、腹泻和便秘，

与脾胃虚弱高度相关。

专家建议胃肠疾病人群在治疗病症时，亦需关注脾胃调

养。日常饮食控制，关注心理健康和生活起居，以以健脾

益气、疏肝理气为主进行治疗。

胃肠疾病人群

来源： 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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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疾病人群脾虚症状及补脾建议
胃肠疾病人群在治疗病症时，亦需关注脾胃调养
• 慢性胃炎病位在胃，与肝、脾两脏密切相关。脾胃虚弱也是肠易激综合征发病的重要环节。脾失健运，运化失司，形成

水湿、湿热、痰瘀、食积等病理产物，阻滞气机，导致肠道功能紊乱。

• 专家建议日常饮食控制，关注心理健康和生活起居，以健脾、疏肝、理气为主进行治疗。

来源：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专家针对胃肠疾病人群补脾建议肠易激综合征典型症状与证候要素

调整饮食、情志和起居状态

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避免因无规律饮食而致肠

道功能紊乱。尽量避免服用刺激性食物。避免

不良情绪刺激和过度劳累。

健脾、疏肝、理气

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等常见胃肠疾病的治

疗以健脾益气、疏肝理气为基本大法。调理药

物可用莲子肉、薏苡仁、砂仁、桔梗、白扁

豆、茯苓、人参、甘草、白术、山药等。

常见症状：反复腹痛、腹泻、便秘

出现脾相关证候的比例55%

出现气虚相关证候的比例48%

常见症状：饱胀、腹痛

出现脾气虚相关证候的比例46%

治法涉及健脾的比例50%

慢性胃炎典型症状与证候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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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见解：脾功能与脾虚证 1

脾虚症状与认知现状分析 2

脾虚人群画像 3

重点人群健康与补脾建议 4

补脾现状与专家建议 5

附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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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对补脾的态度和理念
仅三成脾虚人群有补脾需求，对补脾理念认识模糊
• 本次调研人群中有30.3%的脾虚人群认为非常有必要补脾，同时，脾虚人群对各类补脾理念的认同度都不到60%。其

中，腹泻、腹胀不消化等问题出现时，需要注意脾胃功能的调理是认知度相对较低的说法。

• 脾胃专家表示肠胃和体虚问题出现时，需要首先关注是否是脾功能出现了问题。其次，补脾健脾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

注意日常生活调节的同时，进补也是需要持续的。

53.3%

52.0%

47.5%

47.4%

44.0%

31.2%

长期用药有必要健脾

脾即使不难受也需要管

脾虚症状有改善了也需要继续调

养

长期体虚和脾的问题有关

腹胀不消化、腹泻等不仅是肠胃

问题，也与脾有关

腹泻的治疗部不单是即时止泻

脾虚人群对补脾理念的认知度

C7请问您认为是否有必要进行补脾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8您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如何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脾虚人群对补脾的态度

30.3%
认为非常有必要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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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38.0%

37.4%

36.5%

32.8%

31.5%

30.7%

调整饮食，少吃刺激食物

调整作息，保证睡眠

适当运动，增强体质

注重压力调节，放松情绪

食用过健脾胃的食物

饮酒后服用调理缓解药物

服用过健脾胃的调理药物

脾虚人群采取过补脾措施的比例

脾虚人群对补脾措施的认知和行为
脾虚人群对补脾措施的认知度仅一成，主要依靠生活调节
• 本次调研人群中仅12.8%的被访者非常了解补脾的方法，绝大部分消费者没有明确、直接的补脾方向，主要依靠各种生

活调节措施。由于消费者缺乏补脾知识的专业指导，食材药物调理的比率相对较低。

• 脾胃专家表示健脾胃知识尚不普及，补脾需要全面而协同，特别是在生活状态难以调节的情况下，需要借助食补和药补

来维护脾健康。

C9请问您是否了解补脾的方法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13请问您采取哪些措施健脾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生活调节

食材药物调理

脾虚人群对补脾措施的认知度

12.8%
非常了解补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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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对食补方法的认知和行为
补脾食材选择山药、山楂和莲子，对食材功效差异认识不足
• 本次调研人群中约32.8%的被访者曾采取过食补措施，山药、山楂和莲子补脾人群选择率最高的食材，相较之下薏米、

芡实和扁豆的选择率较低，仅30%左右。

• 脾胃专家表示山药和莲子是补脾养胃的食材，可以有效化湿和止泻，但山楂的主要作用是健胃消食，没有进补功效，需

要注意食材功效差异，调理与进补同时进行。

C13请问您采取哪些措施补脾？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16请问您一般会服用哪些补脾健胃的食物？
样本：N=727，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脾虚人群对健脾胃食材的选择

60%以上选择山药、山楂、莲子进行食补

30%以上选择薏米、芡实、扁豆进行食补

脾虚人群采取食补措施的比例

32.8%
采取过食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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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对药补方法的认知和行为
三成脾虚人群曾有药补措施，首选中成药
• 本次调研人群中约30.7%的被访者曾采取过药补措施，人参补脾丸、参苓补脾胃颗粒和补中益气颗粒（丸）是选择率较

高的调理药物。

• 脾胃专家表示人参补脾丸中以人参、茯苓、白术、黄芪益气健脾；参苓补脾胃颗粒中以北沙参养阴生津，对燥热、内热

人群比较友好，更适合体质弱、老人和小孩使用；同时均有陈皮、砂仁助消化，适合脾虚人群长期调理。

C15请问您一般会服用哪些补脾健胃的药品？
样本：N=682，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13请问您采取哪些措施补脾？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脾虚人群对健脾胃调理药物的选择

参苓补脾胃颗粒

人参补脾丸

补中益气颗粒（丸）

约50%选择以上健脾胃调理药物

参苓白术颗粒（丸）

健脾益肠丸

40%以上选择以上健脾胃调理药物

脾虚人群采取药补措施的比例

30.7%
采取过药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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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人群在补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缺乏专业知识获取途径和对中成药的正确认知
• 本次调研人群表示在补脾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主要是在调理和药品采购方面缺少专业科普和指导。脾胃专家表示了解

补脾知识可以通过医院、药店举行的公益知识讲堂，或者中医专家官方渠道获取信息，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

• 其次是食补和煎药不方便的问题，专家表示由于医院配药以煎药形态为主，而目前中成药的使用逐渐普遍，相对煎药便

于食用，也能达到相应功效，亦适合脾虚人群长期调理使用。

C18请问您目前补脾遇到的问题有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C19您从什么途径关注脾虚或补脾相关的信息
样本：N=2219，于2022年1月通过联机调研获得。

熟人（家人、朋友等）

互联网资讯（公众号、视频等）

专业人士（药店医师、医院医生等）

医院配药（煎药形态为主）

线下药店（各类药物形态）

网络购药平台（各类药物形态）

脾虚人群自主了解
补脾知识的信息渠道

脾虚人群自主购药的购买渠道

46%

58%

58%

在调理措施和药品采购方面缺少专家的科普和指导

食补和煎药不方便难以坚持调理

难以改变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脾虚人群补脾时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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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自诊专家方法
脾虚证的诊断标准主要依据舌象、主要和次要症状的情况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第一辑) 》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试行) 》，依据相关古代文献、临床实

际及专家共识，将脾虚证分为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 3 种证型，本报告以脾气虚证为基础，判断脾健康状态。

来源：《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

舌脉象必备

主要症状
2项

次要症状
2项

主要症状
1项

次要症状
3项

自我诊断标准

胖大舌 舌苔厚腻 舌中或有裂纹、或伴齿痕

舌象

主症

次症

食欲减退：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大便溏稀：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

倦怠乏力：精神或身体容易疲劳，影响工作和生活

食后饱胀：饭后容易饱胀

口淡不渴：口淡、不容易觉得口渴

面色萎黄：面色发黄暗淡、唇色变淡

排便无力：排便费力、没有力气排出

神疲懒言：精神不足，甚至懒得说话

脘腹隐痛，遇劳而发：或伴腹痛，劳累后尤其明显 符合上述症状标准，即为脾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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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自诊专家方法
最常见的脾虚主要症状为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脾虚证三大主要症状，根据各症状的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轻、中、重度，广大群众可以根据下表进行自诊，判断自己的脾

虚症状严重程度。

来源：《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

主要症状 症状程度 得分

食欲减退、食欲较差

食欲较差，比以前少吃1/3 轻（1分）

食欲差，比以前少吃1/2 中（2分）

基本无食欲，比以前少吃2/3以上 重（3分）

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

2-3次/日，反复不到2个月 轻（1分）

3-4次/日，反复2个月左右 中（2分）

大于 4 次/日，持续腹泻，持续 2个月以上 重（3分）

精神或身体容易疲劳

精神不振，能做日常的轻体力活动 轻（1分）

精神疲乏、睡不醒，只能勉强支持日常轻体力活动 中（2分）

精神极度疲乏，四肢无力，已不能坚持日常轻体力活动 重（3分）

脾虚症状自诊分级标准（主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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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自诊专家方法
最常见的脾虚次要症状为饭后容易饱胀
脾虚证六个次要症状，根据各症状的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轻、中、重度，广大群众可以根据下表进行自诊，判断自己的脾

虚症状严重程度。

来源：《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

次要症状 症状程度 得分

饭后容易饱胀

大于3天一次，1小时内可以缓解，不影响日常生活 轻（1分）

2-3天一次，1-4小时内缓解，部分影响日常生活 中（2分）

几乎每天，大于4小时，甚至整天不能缓解，影响工作和生活 重（3分）

口淡、不容易觉得口渴

偶尔 轻（1分）

有时 中（2分）

持续、日常现象 重（3分）

面色发黄暗淡、唇色变淡

面色稍微萎靡泛黄，唇色偏淡 轻（1分）

面色萎靡泛黄，缺乏光泽，唇色较淡 中（2分）

面色萎黄泛黄，缺乏光泽，唇色苍白 重（3分）

排便费力、没有力气排出

排便费力，大便质软而不干结 轻（1分）

排便比较费力，大便质软或溏滞 中（2分）

排便相当费力，大便溏滞，难排出 重（3分）

精神不足，甚至懒得说话

不问不答，能坚持工作 轻（1分）

多问少答，工作能力下降 中（2分）

懒得说话，工作能力明显下降 重（3分）

或伴腹痛

大于3天一次，1小时内可以缓解，不影响日常生活 轻（1分）

2-3天一次，1-3小时内缓解，部分影响日常生活 中（2分）

几乎每天，大于3小时，甚至整天不能缓解，影响工作和生活 重（3分）

脾虚症状自诊分级标准（次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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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补脾建议
增加对脾健康的关注度，积极学习补脾知识，选择专业可靠
的中医信息渠道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消费者对脾的认知度远低于肝、

胃、肠等常见器官，会对脾功能产

生错误认知。肠胃和体虚问题出现

时，需要首先关注是否是脾功能出

现了问题。

增加对脾健康的关注度01

绝大部分消费者没有明确、直接的

补脾方向，主要依靠各种生活调节

措施。补脾是全面而协同的过程，

在生活状态难以调节的情况下，需

要借助食补和药补来维护脾健康。

积极学习补脾知识02

了解补脾知识可以通过医院、药

店举行的公益知识讲堂，或者中

医专家官方渠道获取信息，避免

被虚假信息误导。

增加对脾健康的关注度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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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补脾建议
日常做好饮食和作息调节，关注不同年龄段调理养护的差异

来源：2022年1月中国脾虚人群调研数据，脾虚人群定性访谈，脾胃专家访谈，文献资料。

很多消费者的饮食较为重口，还有

不规律、不健康、不节制的饮食习

惯。补脾养胃的第一步便是管住

嘴，日常亦可多食用山药、莲子、

扁豆、芡实等补脾养胃的食材。

“饮食有节”04

现代社会的节奏较快，消费者普遍

有作息不规律、情绪压力大等问

题。

尝试合适自己释放压力的方式，形

成更稳定的生活和作息习惯，必要

时服用调理药物，亦能保证机体正

常和良好的运转。

“起居有常”05

脾虚发生在不同的年龄段，体现

症状和诱因亦有差异。尤其是中

老年群体需要注意，食材追求温

和与平衡，运动追求少量而多

次，心态追求安定与轻松，以养

脾胃。

“因人而异”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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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补脾建议
调理脾虚，使用参苓健脾胃颗粒，有效且方便

参苓健脾胃颗粒源自宋代（公元 1080 年）《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传承经典名方“参苓白术散”，药性平和，是调理脾胃虚弱

的传统方剂。

在生活状态难以调节的情况下，专家建议借助食补和药补来维护脾健康。尤其是对于严重脾虚的人群，药补的疗效更直接

且快速。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发表《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综合脾虚症状与药物分析，推荐参苓健脾胃

颗粒用于治疗脾气虚弱，或脾虚夹湿的患者。

来源：高菲，李彩虹，白族药物参苓健脾胃颗粒联合叶酸片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效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20: 7. 26. 7. 

王红峰，代军胜，参苓健脾胃颗粒配合捏脊法治疗小儿厌食症１００例 .陕西中医.２０１２:３３.３.

闫永杉，参苓健脾胃颗粒治疗小儿腹泻病 ( 脾虚泻) 119 例多中心随机对照双盲临床研究 .中医杂志 .2022 . 4 .62 . 8 .

源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加减化裁而来

【成 份】 北沙参、茯苓、白术、山药（炒）、扁豆（炒）、莲子、

砂仁、（盐炙）、陈皮、薏苡仁（炒）、甘草。

【功能主治】 补脾健胃，利湿止泻。用于脾胃虚弱，饮食不消，或泻

或吐，形瘦色萎，神疲乏力。

根据中医论文文献表明：

参苓健脾胃颗粒联合叶酸片治疗，慢性萎缩性

胃炎疗效显著且有效提高免疫功能。临床总有

效率为94%

1

参苓健脾胃颗粒配合捏脊法治疗小儿厌食症总

有效率为97%
2

参苓健脾胃颗粒治疗小儿腹泻病 (脾虚泻)疗效

确切且安全性较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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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调研样本说明

抽样规则和抽样结果

• 本次定量调研基于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性别、年龄和地区的数据，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进行样本抽取。通

过艾瑞调研社区投放和线下拦截调研相互补充，以期在有限条件下的抽样总体能够最大程度的代表中国人口。

• 本次定量调研投放上万份问卷，共回收6511份问卷，经甄别条件筛选，纳入脾虚人群研究范畴的有效样本量为

5368个。另外，回收有未成年孩子的成年人回答的共1496份青少年脾虚问卷。

细分样本说明

分类 样本量 筛选条件

自诊脾虚人群 N=2219 年龄≥18岁

青少年脾虚人群 N=328 年龄＜18岁

三高慢性病人群 N=464 服用过三高干预药品，且服用时长≥1个月

进补人群 N=1122 服用过滋补品

高频饮酒人群 N=586 几乎每天或经常饮酒

工作学习超负荷人群 N=759 工作时长＞8小时，且工作天数≥5天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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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访谈样本说明

样本量和样本要求

• 本次脾虚人群访谈共20人，要求自诊有脾虚症状。

• 脾虚症状根据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 2017)诊断标准，由于舌脉象普通群众难有能力进行自诊，故舌脉象

未作考虑，仅考虑主症及次症。

配额设计说明

分类 要求及配额

年龄 35岁以上和以下均匀分布

性别 男：女=1：1

地域 一二三四线城市均匀分布

补脾行为
有补脾行为和无补脾行为均分

补脾行为包括：a）调整饮食，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进补温和食材
b）日常服用补脾健胃的滋养药物或保健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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