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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目前的“养生糕

点”热度还有待观察，中药餐饮的

热度之高，已是毋庸置疑。

不久前，记者特意前往了被许多网

友誉为“新晋打卡地，建议全国推广‘药

食同源’样本”的柳州市中医院东院区进

行了走访。

该院传承创新楼1楼的“食药同园”

餐厅，大厅内坐满了正在排队点餐、取

餐、用餐者，以年轻人居多。“我从广东

过来的，专门打卡这里的‘药膳’。”90

后李女士说。

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药膳是

该院治未病中心药膳团队根据中医基础

理论，结合广西药材和气候特点，研发的

体质食疗药膳，为的就是发挥食养和食疗

的作用，普及中医药文化，目前已研发近

200种药膳产品，能够满足体质养生、节气养

生等不同需求。

记者发现，对于药膳的口味，有人表示就像

喝中药，无法接受；有人则表示美味又营养。

评价如此褒贬不一，为何还能吸引众

多年轻人打卡呢？

“近年来，年轻人正成为养生消费

的主力军，中药餐饮不仅满足了他

们‘猎奇’的心理，使他们从中

获得了全新的消费体验，还

满足了一部分年轻人寻求

‘心理安慰’的养生需求。”

河科大二附院临床营养

科营养医师曲荣歌说。

？中药+餐饮
是真养生还是玩噱头

□洛健融媒记者 张人杰 通讯员 牛然 任倩 徐建军

“中医生活化是好事”
但消费要理性03

年轻人助推
中药餐饮热

02
那么，一些打着中药旗号的餐饮到底是市场营

销手段，还是真能达到养生效果呢？

“‘中药+’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作为中医人，我觉

得中医生活化是好事，说明老百姓对中医的认可度、

信任度越来越高，也说明大家对养生更重视了。”市

第三人民医院（原铁路医院）中医科副主任柳洋说，

作为消费者，面对中药餐饮时，应保持理性。

柳洋解释，如今，很多年轻人因工作压力大生活

习惯不好，为处于亚健康状态而焦虑。商家恰恰是

看中了这一焦虑，继而进行商业化运作，打造了中

药餐饮。事实上，中药专业性强，商家想在专业性

和适配度方面做好很难。

中医中药讲究配伍，一定不是单一成分就能

解决健康问题的。目前市场上兴起的中药餐饮更

多的是噱头，有利用“中医”跨界混搭，制造消费场

景吸引流量之嫌。

“我们院也开设有药膳营养餐厅，所推出的餐

品是由院营养科联合中医、康复等科室，采用国家

标准药食同源药材与新鲜的肉类、蔬菜搭配，经

过多次口味调整，才最终制作、推出的。”市第一

人民医院北院区相关负责人说，药膳的研发是

需要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保驾护航的，也需要

获得相关部门的证照，绝非单纯添加点儿中药

材就能实现功效的。

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只有经过专业医生的

诊断，才能给出合理的药补食疗办法。“目前，我

们药膳营养餐厅主要服务的人群，一类是住院

人群，另一类是通过医院中医诊疗过的人群”。

“单看今年‘养生月饼’的配料，其中确实有

像茯苓、芡实这些被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中的中药，不能否认这些中

药确实有养生或食疗作用。”河科大二附院中医科副

主任中医师王小娣说，但中药要达到养生功效是有

许多条件的，比如用药剂量等。“抛开剂量谈功效是

不科学的。因此，我倾向于食品就是食品，

药品就是药品”。

“总而言之，中药食养切不可盲

目跟风。”曲荣歌提醒，消费者在选

择中药食品时，既要仔细查看产品

标签和成分表，还要了解其是否有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中医药管理部

门等颁发的相关资质，同时，应对其

宣传的养生保健功效持理性态度。此

外，为确保安全性、营养性和功能性，大

家在进行药补食疗时，应咨询医师或营养师，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

“阿胶酸枣”“黄精

玫瑰”“山药茯苓”“石斛

老白茶”……看到这些，您

是否以为是什么食疗方子？其

实，这些是今年中秋月饼市场中

出现的“新口味儿”。

如今，餐饮中中药材的身影

越发常见，越来越多人对食补养生

理念推崇备至。但是，当下各类中

药餐饮是真养生，还是商家营销噱

头？日常选购时应注意哪些？

中药成了
月饼新搭子01

中秋节期间，市民李娟在手

机社交应用中看到有朋友推荐

适合“养生宝宝”们吃的“养生月

饼”，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黄精、

阿胶、红枣、黑芝麻……这些都

是固元膏的材料，没想到改良一

下，还能成为月饼馅料。”李娟一

边说着，一边在电商平台上支付

了258元购买了一盒八块、八种

口味的“养生月饼”。

“吃嘴精”王倩倩也网购了

几盒“养生月饼”。她说，其实，

中药和月饼的“组合”去年就有

了，只不过今年随着中药茶饮、

中药甜品等火速蹿红，不少商

家、中医馆、中医院也纷纷借此

继续抢占市场。在多家电商平

台、社交媒体上，记者发现不少

被冠以“草本”“五行”“药膳”等

名称的糕点，价格每块售价从十

二三元到二三十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