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五金谈中医与新科技。 韦亮

/

摄

“来外卖订单了， 生姜热橙

橙和陈皮洛神赋， 咱们抓紧制

作。 ”

3

月

18

日

16

时，河北省中

医院东南角的一方四季本草轻养

茶店， 店长张爱娟边打印外卖订

单边招呼店员制作。

桑葚苏梅饮、 葛根珍珠奶

茶、 暖暖姜枣鲜奶茶……店内售

卖的

37

种茶饮以符合药食同源

特征的食药材命名。“口感不错，

喝不出中药味，不甜也不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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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田说， 她在社交平台上看

到这家店铺后专程来打卡品尝，

临走前还打包了两份店内网红产

品茯苓奶冻。

除了茶饮外，店内还摆放着

多款药食同源产品。“每一款药食

同源产品都是基于省中医院中医

开具的经典名方打造的， 我们会

根据不同时令的养生要点， 适时

进行产品的更新。 ”张爱娟说，好

吃、好看且有效的食疗产品，受到

不少年轻人的青睐。

看中医、吃药膳、开膏方、做

推拿， 这些过去受中老年人喜爱

的养生方式， 现在逐渐在年轻人

中流行开来。

记者在团购网站上搜索“按

摩”，平台数据显示石家庄裕华区

本地商家中， 年销售单量上万的

商家超

20

家。

“周末约朋友按摩，人均

200

元，既能放松又能聊聊天，纾解职

场压力，性价比很高。 ”在石家庄

市裕华区商圈工作的李思羽，手

机里存着

5

家中医馆的会员卡，

她将每周三定为养生日， 交替进

行推拿、刮痧。

李思羽的体验代表了许多年

轻人的选择，在她看来，年轻人竞

相“赶潮养生”，追求的是悦己的

生命体验。

为了满足年轻人的养生需

求， 定州青年夜校直接把授课地

点搬进了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

医院的医疗保健专家现场讲解中

医刮痧拔罐治疗、中医养生。

如今， 按摩不仅成为打工人

“回血”的选择，也成为年轻人体

验放松社交的方式。微信群里、社

交平台上， 年轻人愉快地分享自

己的推拿就诊体验。

3

月

17

日

19

时， 石家庄市

中医院推拿科夜门诊， 不少年轻

人在排队等着推拿治疗。

正在排队的冯一凡告诉记

者， 她在石家庄一家企业做平

台客服 ， 久坐和长时间看电脑

是工作常态 ， 身边很多同事的

腰椎和颈椎出了毛病 ， 所以他

们经常下班后组团到推拿科夜

门诊就诊 。

石家庄市中医院推拿科主任

王涛介绍， 科室开设夜门诊为年

轻人下班后来医院就诊提供方

便，年轻人是就诊的主力军。在他

看来，产生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

为腰椎、 颈椎类疾病的年轻化趋

势明显。另一方面，在医院推拿科

就诊，专业安全，还可以用医保报

销。“一次治疗下来，可能就花费

几十元。 ”王涛说。

从草本茶饮到中医按摩，从

艾灸理疗到瑜伽课程， 越来越多

青年注重康养消费。 与老一辈的

传统养生观念不同， 年轻人不再

满足于多喝热水或吃补品， 而是

力求将健康理念渗透到生活的方

方面面。

王涛认为， 中医养生的核心

在于治未病， 即早期通过适当的

调理和放松， 预防身体出现更严

重的问题。 保健按摩确实可以起

到放松肌肉的作用， 但这种外治

的方式是被动的， 想要真正的健

康还是应当主动调整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经常锻炼的习惯。

（赵泽众）

拥抱 AI

传统中医药能否焕发新活力

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运用数智

技术、 绿色技术赋能全产业链……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的《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又见中医药“拥抱”人工智

能（

AI

）的身影。

从“气”“血”等概念，到“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的方法， 再到君臣佐使等药物配伍理论……中医

药学的博大精深，世所瞩目。 但其理论复杂，一直

难以用现代科学语言清晰阐释； 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中医药宝库，还有待深入挖掘。

“现代科技的进步，给中医带来了很多启示。 ”

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认为，发展中医药，必须充

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

近两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激起业界的

无限遐想：借力

AI

，现代科学研究能否让传承数千

年的中医药焕发新活力？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赵宇平看来， 中医

原创思维与人工智能“思维”高度契合与共融：中

医辨证关注全身状态的改变，而

AI

大模型关注全

局各模块的数据；中医辨证通过反馈调理，而模型

迭代通过反馈调整。

也有专家指出， 中医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主

要基于丰富的经验和观察， 这些经验和观察的积

累， 在某种程度上与机器学习中的大规模数据训

练相似。

各种相似性， 赋予了人工智能与中医药紧密

结合的可能性。 从海量数据中挖掘规律、 建立模

型，正在转化为“

AI+

中医药”的应用场景———通

过对大量患者舌苔图片的深度学习， 利用图像识

别技术分析出舌象对应的健康状态， 辅助中医医

师诊断； 通过对中药古籍中海量方剂数据的挖掘

分析，发现新的药物组合模式，为新药研发提供思

路；中医智能可穿戴设备、中药材品质识别、中医

药古籍及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

传统与现代的“邂逅”，没有想不到，只有不敢

想。 中医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针灸机器人、推拿机

器人等科技感十足的技术和设备， 正越来越多投

入应用，不断标注着中医医工融合的新刻度。

2024

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数据

局印发《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

强调用

3

至

5

年时间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

兴数字技术逐步融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链条

各环节，全力打造“数智中医药”。

迎着技术变革的浪潮， 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

的瑰宝重新焕发璀璨的光彩， 必将为人类创造更

多健康福祉。 有理由期待，中医药与

AI

将携手成

就“一桩美好的姻缘”。

（田晓航）

贵州：

中医药“牵手”奶茶

跨界“圈粉”年轻人

祛湿饮、安神饮、养颜饮……贵州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药食同源茶饮“茶补补”，凭借古法

炮制和不错的口感，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购买。

“我最喜欢祛湿饮，入口是一股淡淡的药味和

茶香，随后还有回甘。 ”贵阳市民王雪说，因为贵州

的气候比较潮湿， 喝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身体状态

好多了，现在工作节奏和压力越来越大，身边很多

同事都喜欢在晚上点杯安神饮来改善睡眠。

据了解，“茶补补” 饮品制作原料有大枣、茯

苓、薏仁等药食同源的中药材，通过合理的搭配制

作而成。 根据不同时令的养生要点，进行产品的调

整和更新。

随着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推广和消费者健康意

识的增强，当中医药“牵手”奶茶后，越来越多的新

中式药食同源茶饮开始跨界“圈粉”年轻人。 而开

始追求“新中式养生”的年轻消费群体对于身体管

理的需求也持续提高 ，“干了这杯熬夜水 ”“元气

茶”“清火汤” 成为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热聊的养

生新话题。

“我们做的茶饮取材于医院名老中医的一些

经验方子 ， 又迎合了年轻人的口味需求调试而

成。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高永跃介绍， 既好喝又健康是做中医药养生茶饮

的目标，这并不是将中医药加入饮品这么简单，中

药材量的控制、口味的把控，包括色香味形等，都

需要不断调试和磨合。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更多

人开始了解中医药知识和养生理念。 除新中式药

食同源茶饮外，贵州省多家医院还推了中药浴包、

中药香囊针灸刮痧、中式瘦身等产品，满足不同体

质人群的调理需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

调整生活方式，青睐康养消费。

（施乐 陈洋昕）

从草本茶饮到中医按摩

年轻人为何青睐康养消费

11

中医

MARKET��INFORMATION

2025-4-3���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佳栋 制作 李佳栋 电话：0351-�4048890

当中医“遇见”人工智能，冯五金坦言：

不要错过风口，也不能盲目跟风

“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对中医

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不

要错过风，但也不能盲目跟风。 ”

谈及近期被热议的人工智能，

72

岁的山西全国名老中医冯五金既

兴奋又担忧。

让冯五金兴奋的是，中医与

人工智能的结合， 将为中医的规

范化、标准化、国际化发展带来无

限可能，但如果固步自封、本末倒

置，将再次错失发展良机。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体

系，有着几千年历史，民间基础深

厚，但也因标准不统一、形象不具

体、抽象不客观、疗效难复制而存

在争议。

“中医讲望闻问切。 同样是

号脉，同一时间不同医生、不同时

间同一个医生号出来的结论都不

一样；看舌苔，薄了厚了，也各有

说法。 ”冯五金正在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将这些模糊变得清楚。

打开“融智医学传承平台”，

冯五金在中医界面搜索“口干”关

键词，系统给出几味中药及药量；

搜索“口干舌燥”，提示的则是另

一种组合的中药及药量； 切换至

西医界面，各类西药的适应症、用

药禁忌、用法用量等皆有标注。

十多年前， 因就诊患者较

多，写病历、开处方繁琐费时，跟

随冯五金学习的研究生为其开发

了一款小程序。随着资料累积，冯

五金想， 是否可以设计一个大数

据平台，既能管理患者病历、跟踪

治疗效果、查询医药学文献，还能

总结用药规律、 临床经验及学术

思想。 经过数次试验，“融智医学

传承平台”应运而生。

冯五金解释，中医的优点是

博大精深，缺点是固步自封，前景

是与时俱进，“这个平台的‘融’

包括中医和西医的融合、 人脑与

AI

的融合， 融合才能取长补短、

与时俱进。 ”

目前，该平台已收录

10

多万

份病例，精选中药

600

多味、中药

方

3300

多首、 经典名方

2000

多

首， 收载有国家基本用药目录和

国家医保用药目录的品种西药

2400

多种、中成药

1600

多种、民

族药

90

多种，冯五金临床经验方

250

多首亦可供临床医生选用。当

前， 该平台已通过国家相关部门

认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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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软件著作权。

坐在山西省中医院“冯五金

名医工作室”，冯五金用手机打开

Deepseek

软件 ，输入“反流性食

管炎”，将答案与“融智医学传承

平台” 的反流性食管炎资料进行

对比， 查缺补漏，“软件可以帮助

医生纠错，是个很好的工具，但不

能让它‘篡位’。 ”

当下，冯五金正在考虑将该

平台和

Deepseek

关联，同时进行

Deepseek

驯化工作。 远程智能会

诊、

AI

中医坐诊， 数智化中医将

会成为现实。

“中医是治疗手段，是产业，

更是文化。 ” 冯五金对中医这片

“蓝海”充满信心。

（范丽芳 胡健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