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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餐饮已成生活方式之一

“我和朋友们都喜欢中药冰淇淋、
中药面包等药食同源的餐饮，很多店
都需要排长队才能买到。”日前，北京、
上海、深圳等多地餐饮行业掀起“中
药+”风潮。上海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中药餐饮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流行的
生活方式之一。

记者来到北京一家中药餐饮店，
葛根、人参等中药材陈列在内。多数
餐饮产品融入了中药草本元素。不到
半小时，数十位年轻顾客陆续进店，享
用着手中的饮品餐食，或休憩办公，或
聚会交谈。

记者现场询问多位顾客，有些人
认为，中药餐饮添加中药材元素确实
更加健康养生。“其实我并不在意是否
真的养生。”王女士和其他顾客则表
示，更多的是寻找一些心理安慰以及
单纯追求口感。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民乐园附近的
一家中药茶饮店内，记者一进门就看
到几位正在等餐的顾客。店员介绍，
店铺主打轻养生理念，希望顾客在享
受饮品的同时，感受到中医养生的智
慧与魅力。店里的主打产品是用药食
同源药材所熬制成的 8种汤底，再与新
鲜水果结合，打造出养生果茶。与此

同时，店内还提供体质自测服务，可以
根据结果选择饮品，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体验感和趣味性。

西安市民李瑶晨告诉记者，她先
是在中医的指导下进行了体质自测，
随后根据测试结果选择了适合的茶饮
和八珍糕。她表示，相比传统中医，这
种新颖的方式让她更愿意尝试。“在餐
饮里加点养生的药材或食材，感觉就
更健康了。”

15万元开店 1个月回本

“我们的产品足够新颖又有噱头，
现在全国有 66家店，咨询的客户很多，
有些微信我都没有时间回。”一名中药
冰淇淋品牌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公
司的加盟生意火热。

除了中药奶茶，中药冰淇淋也突
然成为新赛道。据报道，在上海、武
汉、哈尔滨等城市的冰淇淋门店中，

“药膳冰淇淋”备受追捧，一些中医药
科研机构也在发力。比如，黑龙江省
中医药科学院推出中药雪糕，称具有
饱腹和健脾功效。

记者在销售人员提供的加盟资料
中看到，该中医药冰淇淋品牌拥有黑
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的专利背书，其
中一款冰淇淋产品成分为蜂蜜、干姜、
西洋参、黄姜等，所有冰淇淋的售价在

18元至 28元。
“现在全国各地的代理商比较多，

加盟费有 5.8万元、8.3万元两种，加上
代理费、装修费，开一家店大概需要 15
万元，回本周期快的话一个多月，慢的
话两个多月。”该销售人员还表示，中
药冰淇淋每一种口味对应一个经方，
商家不需要有医药资质。

全国已有超30个中药茶饮品牌

事实上，中药餐饮并不是一个新鲜
的业态。中药咖啡、中药茶饮，早在前
几年“朋克养生”的流行下就诞生了。

随着“中药+餐饮”模式的多样化发
展，从中药咖啡到茶饮，再到面包和甜
点，这些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口味的
产品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其中，中药
茶饮尤为突出，据红餐网不完全统计，
全国已有超 30个主打中药或草本养生
的茶饮品牌，如“陆藜·开了个方子”、青
楠五味茶、椿风、知嘛健康、百草间等，
部分品牌已在全国多地开设了上百家
分店。

今年，“中药餐饮风”卷土重来。不
同的是，从面包到冰淇淋再到药膳，中药
材的应用正逐渐渗透到餐饮的各个领
域，不断拓宽着中药、养生餐饮的边界。

从麦冬清润吐司、阿胶软欧包，到
黄芪养生包、荷叶消暑包，再到当归罗

汉果吐司、玫瑰茯苓酸枣仁吐司，将传
统中药元素融入面包的创新尝试，引
发了一阵中药面包的热潮。

除面包外，中药冰淇淋也开始出
现在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城市的冰淇
淋门店中，备受追捧。据媒体报道，上
海一家新开的冰淇淋店推出的中药冰
淇淋吸引了众多顾客排队购买，热门
口味如薄荷西瓜霜、山楂佛手柑、川贝
枇杷膏等，常常卖断货。

此外，重庆、合肥等城市均出现了
一批主打中药养生的甜品店，如重庆
的瑭午、合肥的“不芷·养生局”等。

“中药+”的餐饮模式能火多久？
餐宝典研究院院长汪洪栋表示，中药
冰淇淋、中药茶饮之所以能引起关注，
是因为其新颖和具有话题性，只是一
个噱头。在其看来，中药的专业性很
强，品牌想要在专业性和适配度方面
做好很难；同时，如果中药茶饮主打养
生的概念，就需要重视食材的挑选和
健康的属性，而往往健康与好喝之间
难以平衡，目前很多中药茶饮品牌都
被消费者吐槽“难喝”。

也有行业从业者表示，目前该赛
道已经有不少品牌进入，如何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强大的
品牌建设和营销能力，产品生存的关
键是要好吃、好喝。 （综 合）

“新中式养生”的风劲吹：继中药奶
茶、中药咖啡、中药房配酸梅汤等火了
之后，近日，“38元一份中药冰淇淋卖断
货”引起热议；带有药食同源标签的中
药面包刚上市就销售火爆；在三伏天，

“不要钱的‘天灸’”——晒背流行起
来……

在养生风潮之下，很多年轻人“蹦
迪变成拍八虚，冷饮切换泡枸杞，三餐
五谷不再少，针灸推拿样样齐”，完成了

“从质疑到理解，再到真香”的转变。有
调查显示，2023年，18岁至35岁年轻人
消费榜单第三名就是“保健养生”，占养
生消费群体的比例高达83.7%。在某社
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养生”的话题全年
浏览量超25亿。

如今，许多“00后”都自嘲是“脆皮
人生”。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

“中式养生方式”的概念开始出现，即在
传统中医养生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当代
年轻人的生活习惯，通过一种更便捷、

灵活的方式让年轻人实现自我保健。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关注“中式养

生方式”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中药酸梅
汤打败了奶茶，掀起中药养生饮品潮
流，藿香正气水泡脚法也一度流行，艾
灸仪、养生茶、祛湿贴、泡脚桶等“养生
神器”更是成为不少年轻人购物单上的
常备项。

融合了现代人生活习惯的“中式养
生方式”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潮流。“中医
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其养生文化对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直有较强的指导意
义。中医药始终没有淡出公众视野，离
不开相关部门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
推广和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观念植根
于国人心中。”河北省中医院呼吸一科
主任医师耿立梅说，“中式养生方式”能
够在年轻群体中“圈粉”，从某种程度上
促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医，有助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有益于
提升全民健康素质，是一件好事。

除了“中式养生方式”外，耿立梅针
对现代年轻人的健康需求，还进一步给
出了全面而细致的建议：

一是饮食方面，避免暴饮暴食，不
偏食、厌食或过度进食，减少辛辣油炸
食物。

二是适度的运动有益于心理健康
和身体健康，如散步、跑步、骑自行车、
游泳等，每周至少进行 150分钟的中等
强度有氧运动。此外，还应进行适当的
力量训练。

三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对于身
体的恢复和健康至关重要。每晚应保
持7至9小时的睡眠时间。保持规律的
作息时间，避免饮酒和咖啡因的摄入，
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

四是保持心理健康，可以通过积极
的心理调适来维护心理健康，如培养兴
趣爱好、与他人保持社交联系、学会放
松和应对压力的方法。如果有需要，可
以寻求心理咨询或专业帮助。

五是戒烟限酒。吸烟和酗酒对健
康有害，吸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肺
癌等风险，而过量饮酒则会导致肝脏疾
病、心脏病等健康问题。因此，应该尽
量避免吸烟和限制饮酒量，或者最好是
戒烟和戒酒。

六是定期体检是预防疾病的关
键。应该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常规
体检，以及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特定项
目的检查，早期发现和治疗疾病可以提
高治愈率。

七是避免长时间久坐，长时间久坐
会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和腰背痛的风
险。应该尽量减少长时间久坐，每隔一
段时间起身活动一下，可以进行一些简
单的伸展运动，如颈部转动、手臂伸展
等。

八是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会对
眼睛和颈椎造成负担，控制使用时间，
注意保护眼睛，避免长时间低头使用。

（燕赵晚报）

近日，让年轻人“疯狂心动”的中药
冰淇淋、中药面包等中药餐饮再次掀起
一波热潮。“万物皆可入中药”的餐饮消
费潮流之下，药食同源的中药也获得颇
多关注。在“中药+”模式兴起的过程
中，各地中医院也推出了一系列中医茶
饮、药膳、香囊等产品。

“年轻人对中医药态度的变化是一
种可喜的现象。”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中心主任、主任医
师熊暑霖分析道，“中医+”模式的兴起
离不开三点：一是在本质上，中药对于年
轻人常见的失眠、疲劳、腰颈椎等问题确
有疗效，且配方比较温和，符合大家“朋

克养生”的需求；二是年轻群体普遍更乐
于接受、喜于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对认可
的“中药+”产品形成了积极传播；最后
则是由于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
感与归属感。

对于中医药文化在当代的发展，熊
暑霖认为，创新的关键是将中医药生活
化，而“中药+”模式很好地践行了这一
点。传统中医药由于文化深远厚重，过
去主要停留在书本上、中医院中，在未来
希望看到“中医+人工智能”“中医+教
育”等创新形式，让中医元素融入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当中。

（华声在线）

近期，中药与食品行业的融合成为热门话题，中药茶饮、中
药面包及中药膳食餐厅纷纷出现，迅速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
北京中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佟丽认为，中药养生餐饮受追捧，反
映出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和养生，老百姓的健康素养提高了。
同时，政府推广慢性病食养指南，鼓励发展与健康相关的周边产
业，符合促进国民健康的国家政策方向。但目前很多中药餐饮
更多的是满足口味，仅仅通过几顿“药餐”来养生不现实。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国家规定只有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
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中的中药材，才能安全添加至食品
中作为药食同源物质使用，这类中药材也叫做‘食药物质’，且
需符合特定要求，比如苦杏仁需经过炮制方可使用，否则可能
有毒性。”佟丽表示。

2023年 11月 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对党参等9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
材的物质公告》。至此，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共发布三批次既
是食品又是中药材名单，共计101种物质。

“将不在名单上的中药加入食品并销售给公众是有安全风
险的，中药材的使用必须由中医药专业人员进行指导，消费者
需要注意甄别。”佟丽提醒。

“不考虑中医理论，仅将中药材或食药物质添加至食品中
进行养生，有效性有待考量。”佟丽解释，食物和食药物质的搭
配需考虑其四气五味，盲目将性质相反的食物和食药物质搭配
可能会达到相反效果，也可能降低食材本身的营养价值。从物
质来看，食品级与药品级的食药物质不同，前者偏重于口感而
后者调理作用更强，作为中药材其用量也有严格限制；且养生
需长期适量的针对性摄入，以及科学的搭配才能获效。

“因此，中药食养不可盲目追风，而应依据自身特点量身定
制，长期食用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组方，确保安全性、营养性、功
能性的食品才能达到食养作用，患病或有特殊需求人群应在医
师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方可进行中医食养。”佟丽说。

（人民日报）

近日，记者采访了山东省济南市
多家中药店、奶茶店及医院发现，济南
有不少药店推出夏日解暑中药泡茶
包，以养生茶为主题的中药奶茶店也
悄然开了多家。另外，山东省中医院
推出的养生方剂颇为火爆，线下、线上
日均可开出超 3000 副，均价 2 块钱一
副的价格让喝惯了咖啡奶茶的年轻人
十分惊喜。

8月 9日上午，在山东省中医院东
院区二楼的药房处，领取中药的市民排
起长队，而在药房一侧，快递纸箱堆成
一排，不少“中药代茶饮”方剂线上开
方，由此处邮寄到家。

“我们大概在今年 6月底推出了养
生的代茶饮叫‘十姐妹’，针对夏季使
用，一共有10种方剂。”山东省中医院治
未病中心主任张昕向记者介绍说，目
前，最为畅销的是开胃酸梅饮，还有健
脾轻身饮、醒酒饮、降压饮、降酸饮、降
脂饮、安神饮、淡斑美颜饮等，方剂中不
乏乌梅、山楂、陈皮、葛根、枳椇子、百
合、土茯苓等中药。

“7月份我们医院推出连续三天的
中医药夜市，单夜市的三天便开出了
17000副方剂。”张昕介绍，目前，山东省
中医院两个院区每天均可开出 1000副
方剂，再加上新推出了线上开方渠道，

日均一共能开出超3000副方剂。
记者了解到，想要开“中药代茶饮”

的话，可以到医院门诊问诊，医生通过
望闻问切后，根据患者身体情况，推荐
相应的代茶饮，开出方子后，可直接到
药房拿药。

而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开方“中药
代茶饮”是该医院为“十姐妹”首次推出
的服务。

“今年我们专门为‘中药代茶饮’开
辟了一个通道，在互联网医院的便捷购
药窗口，回答几个问题后，就可开出茶
饮方子并快递到家。”张昕表示，目前，
互联网线上渠道的开方量远高于线下

渠道，“线上开方的第一天，系统一下子
挤进来了 500多人，当时我们的网络差
点‘崩溃’了。”

除了养生外，价格也是“中药代茶
饮”较为热销的原因之一。记者在该医
院的线上渠道看到，养生方剂一包的价
格在一元多至四元不等，其中降酸饮
1.4元、降压饮 1.26元、开胃酸梅饮 2.51
元，最高的为4元一包的健脾轻身饮，价
格也远低于一杯奶茶钱。“代茶饮口味
以中药为主，我们一般不建议一次性开
太多，一次 7包到 10包，花费在 20元至
30元之间。”张昕介绍。

（海报新闻）

中药茶饮、中药咖啡、中药面包、中药冰淇淋……最
近，一股“万物皆可入中药”的风潮在餐饮行业大火。
伴随中药餐饮逐渐火出圈，也有消费者表达了自己的
质疑：喝中药都要按照剂量服用，奶茶、面包里的一点
点中药成分有用吗？同时，还有消费者反映，号称添加
了中药成分的食品饮品，价格往往较高。市面上，38 元
一个的中药冰淇淋、52 元一个的中药面包售价普遍远
超同品类商品。

太阳通明茶，太阴相思茶，枸杞百香柠，中医雪糕，
黄芪养生包、荷叶消暑包等养生系列面包……近年来，
随着人们养生理念的不断提升，“万物皆可入中药”逐
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中药餐饮逐渐走红。《Z 世代营养
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正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
军，18 岁至 35 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健康养生消费人群
的 83.7%。在年轻群体的推动下，很多“中药餐饮”更是
成为网红产品。

随着中药餐饮不断兴起，一些现实问题也随之而
来：中药餐饮是真养生，还是智商税？这的确是一个见
仁见智的话题。中医素有“药食同源”的说法，这也是
中药餐饮走红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不少专家、业
内人士也直言，中药餐饮噱头大于实际功效，大多以宣
传养生观念、求得心理安慰、找寻文化认同为主，这一
说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既然中药餐饮未必能达到
理想效果，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把市场的交给市场，这是最好的办法。目前来说，
很多中药餐饮主打的还是“文化牌”，这也是其不可否
认的优势。这些年，各行各业都很“卷”，当传统的餐饮
与中药实现“双向奔赴”时，其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价
值不言而喻。至于其普遍高于普通餐饮的价格，也因
为有“新奇”“创意”的因素而吸引消费者。当然，这样
的“新潮”到底能延续多久、消费者是否愿意持续为此
埋单，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被市场验证。

交给市场自净，也不意味着放任不管，该有的监管
同样不能缺席。对中药餐饮来说，监管部门同样应延
伸监管触角，确保其健康安全。此外，在对产品本身进
行监管时，还需对相关产品的宣传进行约束，比如，不
能夸大宣传、虚假宣传，只能实事求是地陈述。部分商
家将中药餐饮夸成“灵丹妙药”，这同样是必须警惕
的。监管部门要做的是确保底线安全，在此基础之上，
市场的无形之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唯此，“中药餐
饮”这一新兴事物才能行驶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光明日报）

万物皆可“入药”

中药餐饮火热 是真养生还是生意经？

图为一家中药茶饮店内售卖的产品。

中药冰淇淋、中药奶茶、中药果茶、中

药药膳……最近，一股“万物皆可入中药”

的风潮在餐饮行业火爆“出圈”。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中

药餐饮模式开始流行，“中药+”的兴起为

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养生方式。

中药餐饮到底是真养生还是营销噱

头？为什么这样的模式能在近几年逐渐

流行？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中式养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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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代茶饮”热销 济南一医院单日开3000余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