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不出县”看中医

“目标任务书”来了

“中式养生水”崭露头角

受一线城市

“打工人”青睐

红豆、薏米、山楂、陈皮、枸杞……最

近，在超市的饮料货架上，这些在传统中

医理论及饮食文化中被视为具有滋补、调

理身体作用的食材名称频繁出现。这些饮

料被总结为“中式养生水”，除了使用上述

传统食材，它们一般不添加蔗糖，且配料

表可谓“极简”，非常契合消费者对于“健

康、养生、天然”等产品特征的推崇。

市场规模方面， 前瞻产业研究院在

《2024 年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

洞察报告》中指出，预计未来 5 年内，中式

养生水市场的复合增速将超过 88%，市场

规模有望在 2028 年突破百亿元大关。 购

买养生水的消费者人群， 主要是 27 岁到

36 岁一线城市的企业职员等， 企业职员

比例占到购买消费者总量的 66.2%。

实际功效方面，据央视报道，中国中

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研究员汪南玥表

示这些“养生水”首先它的定位是饮品，即

饮料：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不具备

治疗作用， 但比起含糖饮料和碳酸饮料，

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

对于消费者而言，专家建议，在选择

中式养生水时应关注其成分表和生产工

艺，以确保产品的品质和健康益处。同时，

也要注意适量饮用，避免过量摄入带来的

身体负担。

同时，一些消费者会根据自身情况自

制同款或类似的“养生水”。在此过程中应

注意：确保使用的食材新鲜干净，避免使

用变质食材；煮养生水时尽量使用砂锅或

不锈钢锅，避免使用铁锅或铝锅，以免影

响饮品的口感和营养；适量饮用，并注意

个人体质差异，根据个人情况合理选用原

料。 （韩璐）

聚焦

继承好 、发展好 、利用好中医

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县级中医医院如何作为？

到2030年， 除人口小县外，我

国要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院全覆

盖，力争实现全部县级中医医院医

疗服务能力达标、达到二级甲等以

上水平等目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部门

最新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县级中

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让“足

不出县”看上好中医有望更快变为

现实。

我国的县级中医医院有 2000

多家，约占政府办中医医院的四分

之三，是县乡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

络的龙头，其诊疗量约占县域中医

医疗机构总诊疗量的70%。

致力于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对

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文件从完善县

级中医医院设置、提升医院服务能

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

系列任务，为实现“大病不出省，一

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

解决”提供中医药保障。

“因为近便 、与健康服务紧密

结合，县级中医医院成为县域群众

就医的主要选择之一。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邢超介绍，

近年来县级中医医院建设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基础设施相对

滞后、 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不够、

综合救治能力不足 、人才短缺等

问题。

着力补短板、固根基、扬优势，

成为关键之举。

让医院“姓中”

培育一批中医特色明显 、临

床疗效较好 、 具有一定规模的中

医优势专科 ； 健全县级中医医院

急诊科等科室设置 ， 强化中医特

色诊疗技术应用 ； 鼓励县级中医

医院开展县域共享中药房 、 煎药

室建设……文件多措并举提升县

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 ， 彰显中医

药特色。

“小小县级中医医院要有大作

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

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湖南省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肖文明说。

让人才集聚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

源，却也正是县级中医医院建设的

薄弱环节。

“中医类别医师配备应逐步达

到 60%以上”“推进全国基层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 ”“鼓

励高年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带

徒”……文件从加强中医药人员配

置、加强人才培养、建立人才引进

使用激励机制等方面作出部署，让

人才在县级中医医院留得住 、用

得好。

让资源下沉

安徽省太和县中医院与 13家

乡镇卫生院建立紧密型医共体关

系，通过“以院带院、以科带科、以师

带徒”、定期举办乡村医生业务培训

班等方式， 帮扶医共体内卫生院全

部建立了中医馆、 实现能够应用10

种以上中医适宜技术。

县级中医医院的“传帮带”，让

乡 村 群 众“家 门 口 ” 看 中 医 更 有

保 障。

文件鼓励县级中医医院牵头建

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发挥龙头作

用指导各成员单位提升中医药服务

能力， 并明确各级政府和卫生健康

部门对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的医共体

给予支持。

让文化扎根

作为县级中医医院，四川省射洪

市中医院不仅达到“三甲 ”水平 ，还

通过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 提升群

众看中医的获得感， 让人们在就诊

之余， 于浓浓药香里走进展示墙上

的“道地药材世界”，感受“膏方文化

节”里的中医养生智慧。

让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深入人

心，县级中医医院是重要推动力量。

下一步， 县级中医医院将力争在多

方面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 积极宣

传普及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 促进

群众健康生活方式的转变。

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让县

级中医医院“壮 ”起来，相信未来会

有更多群众了解中医、看上好中医，

“中华瑰宝 ”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

光芒。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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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加盟中药奶茶店月亏 3 万元

今夏爆火的中药茶饮迎来“秋凉”？

刚刚过去的 2024 年夏天， 中药茶

饮赛道尤为引人注目，新成立的中药茶

饮品牌在 8 个月内开了 140 多家新店，

“中药茶饮” 相关的话题浏览量也突破

1.5 亿次。 然而，这一快速发展的背后也

存在隐忧。 在“中药茶饮行业消费行为

调研”中，尽管有 75.47%的消费者表示

愿意购买中药茶饮，但也有过半的消费

者对中药茶饮的真实功效存疑，其中不

乏 47.94%的消费者认为“是药三分毒”，

难以判断长期服用的危害。

消费者小闪就是最早尝试中药茶

饮的人，她表示，刚开始因为新奇买了

一杯，但后来离家太远也没再复购。 她

认为，中药茶饮相比于传统奶茶 ，似乎

并没有特别的优势，“而且如果又好喝

又治病的话，为什么现在医院开的汤剂

还是苦的呢？ ”

口味功效难两全，“第二杯”为何没

人买单？

数据显示，在中国消费者购买中药

茶饮的关注因素调研中，居于前三的分

别为原料品质 （53.93%）、 保健功效

（51.87%）和味道（44.76%）。

然而， 福建的龚先生在经营中发

现，中药茶饮的功效和口感实在难以两

全。 由于一些中药材的口感本身偏苦偏

涩，熬出来有淡淡的药味儿，“和树根泡

水的味道相似”， 于是茶饮店在线下制

作时，通常都会添加黄冰糖来改善气味

和口感。

但有些药材的味道， 连黄冰糖也

“拯救”不了。 龚先生告诉央视网《新闻

+》记者，“106 种‘药食同源 ’的中药材

里面真正适合做饮品的大概也就 20

种，大多数中药口感酸涩、气味不好闻，

并不适合用来做茶饮”。 因此，市面上有

不少品牌利用信息差来做噱头 ，“即使

刚开始能推出几种产品，但是后续的搭

配和创新难度很大，就又回到了水果茶

和鲜奶茶的主流赛道”。

河南郑州的周先生一开始也认为，

中药茶饮是一个不错的商机，因为每年

夏季郑州都会掀起一股酸梅汤和祛火

汤的“热潮”。 于是，他一次性投资了 40

多万元加盟了某中药茶饮品牌。 对方承

诺，会提供由连锁中药店开具的茶饮配

方，“根据一年四季不同 ， 药包不断改

进”。

但周先生在开业后却迟迟等不到

新配方。“有一次好不容易提供了新品

红枣枸杞茶，但没想到寄过来的材料竟

然是红枣枸杞酱，这能叫中药奶茶吗？ ”

周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如果最后变

成糖水，那消费者会想为什么不干脆在

家泡一泡？ ”

央视网《新闻 +》记者在调查时发

现， 中药茶饮店在宣传时会刻意避免

强调其功效，“你只能说这里面的原材

料，哪味中药有什么功效，但是你不能

直接写用这味药调配的奶茶有什么功

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

定，中药入饮必须使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中明确界定的“药食同源”成

分，即只能选择“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原料，因此 ，中药茶饮中的药材和药

方都是“超市里就能买到的药材 ，比如

枸杞、红枣、薏米，大家一看就知道有这

个效果”。 如此一来，产品的功效宣传既

不用直接点明，也不会违规。

但是，药材的功效和产品的功效是

一回事吗？ 央视网《新闻 +》记者咨询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

部副主任药师刘洋。 她表示，合理的药

材搭配才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 其中剂

量、药性、配比和禁忌是重要因素。

经营茶饮店的龚先生向央视网《新

闻 +》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菊花用 5—7

克可以缓解风热头痛 ，“但这个量不算

轻， 如果我不敢让消费者出事的话，我

就保守一点，降到 1—2 克”。 为了避免

消费者因体质不合，喝完出现腹泻或其

他问题，店铺往往会为降低风险减少中

药入饮的剂量，但这样一来，中药茶饮

就是“有一点药味的糖水”。

口感功效两难全的矛盾最终反映

到了销售数据上。 周先生告诉央视网

《新闻 +》 记者，“中药奶茶的复购率特

别低”， 只有开业前两周每天能卖出两

百多杯，后续销量便急剧下滑，“一天只

能卖出一二十杯，收入一两百元”。 在将

近半年的经营中，周先生的店铺每个月

要亏损 3 万多元，并且不止自己，云南、

福建、江苏等地的同款中药茶饮店同样

销量下滑严重 ，“我们有个开店的交流

群，夏天还没过完 ，群里就开始陆陆续

续转卖设备了”。

从药铺走向店铺，中药茶饮如何

求变？

在店铺连续亏损几个月后， 周先生

决定闭店搬迁。“我准备换个门头，自创

个品牌自己做，研究把菜单和产品都换

一遍 ”，周先生告诉央视网《新闻 +》记

者，他依然相信健康类型的茶饮会有自

己的细分市场。

对此， 刘洋医生表示， 无论是养生

茶还是中药茶 ， 商家都需要深入了解

“药食同源 ” 目录下中药材的性味 、功

能、配伍禁忌、药性。“即使是药食同源

的中药，也要注意服用人群体质和剂量

的差异。 比如， 孕妇不建议吃薏仁、红

花； 儿童不建议吃枸杞和补益类的中

药，会促进过早发育 ；服用芡实一般不

能超过 30 克， 否则可能会造成小便不

利等等。 ”

更重要的是，“普通市场上的中药

材造假会比较多”，刘洋医生提示，和正

规的医院药房相比，消费者和店主可能

没办法辨别中药的真伪，而且很难控制

中药的储存条件，“像是有一些药材，要

避免阳光直射， 如果发生霉变和变质，

也会影响食品安全。 ”

刘洋医生建议， 出于对消费者和品

质负责的角度，商家还是应该请具有专

业中药相关资质的人士评估一下药方，

看看剂量配比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一些

禁忌，同时商家自己也要具备中药相关

的知识。“在满足上述要求的情况下，将

传统中医药与现代饮品结合也是对中

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是可以继续

探索尝试的”。

转向做古风茶饮的龚先生对记者表

示，后续不需要再为了轰动效应而“搞

中药茶饮那么大的噱头”， 慢慢转变意

识，可以叫养生茶饮或者古风茶饮，“因

为大家对养生茶的期待没有中药茶那

么高 ，毕竟一提中药，消费者还是有治

病的期待在里面”。

（卢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