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说到中药，很多
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又黑
又苦的汤药，可如今，借
助各种“脑洞”，中药饮也
能够“色香味俱全”了。

今年 5 月，浙江省中
医院“乌梅汤2.0”上线后
一度爆火，上线当天即创
下24小时下单超115万
贴的纪录，最高一天突破
1000万贴。

乌梅汤古方出自明
代著名医家方贤著的《奇
效良方》，有生津止渴、行
气开胃之功效。但古时
与现代的生活环境、饮食
习惯等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古方已经不完全适
合现代人的体质。在对
古方进行研发时，浙江省
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夏永
良与团队对功效与口感
进行了不下 30 次调整。
如今的“乌梅汤2.0”保留
了古方中的乌梅、甘草、山
楂，又增加了荷叶和丹参等
药材，并有了一个诗意的名
字——“乌梅荷叶饮”。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
医院的“乌梅甘玫方”，则
是在乌梅饮基础上添加
陈皮、玫瑰花和薄荷，口
感酸甜且带花果香，闻之
还透着淡淡的清凉薄荷
味，没有中药传统刻板的
苦涩口感。

最近，月饼界也刮起
了“中药风”。

中秋节前，成都中医
药大学推出的“岐黄贵细
月饼”销售火爆，不到一
个月销售5万余个。这款

“岐黄贵细月饼”使用了
燕窝、阿胶、人参、石斛、
黄精、玉竹、百合、茯苓等
药食同源食材，做成八款
口味，包括燕窝冰翅莲蓉
月饼、黄精五仁月饼、阿
胶芡实枣泥月饼等。

此外，北京、江苏、浙
江、河北等多地中医药大
学、中医院等都纷纷推出
中药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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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中药茶饮、中药咖啡、中药面包、中药冰淇淋，甚至应景地上新了中药月饼……最近，
中药“走”出药房，在餐饮行业掀起了一股“中药可配万物”的风潮。不仅仅是商家看重
中药的“潜力”，就连各地中医院也纷纷加入进来，推出了不少“爆款”单品。

新鲜!月饼界也刮起“中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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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药三分毒”，中药能够随
便添加到食品当中吗？

我们看看浙江省中医院的
“乌梅荷叶饮”、成都中医药大学
“岐黄贵细月饼”中的成分，有不
少熟悉的名字：山楂、百合、阿
胶。这不就是平时我们会吃到
的食品吗？

其实，我们生活中不少食材
既是药物也是食物——这也就
是“药食同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
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食药
物质；食药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就
在今年8月，地黄、麦冬、天冬、化
橘红等4种物质，新增进“药食同
源”物质目录中。目前，我国发
布的食药同源目录中，共106种
物质。也就是说，中药餐饮中添
加的中药成分，不能超出这106
种物质。

此外，中药也不适配所有东
西。比如，中药冰淇淋就广受争
议，不少专家认为，中药冰淇淋
噱头大于实际功效。冰淇淋本

身属于寒凉食品，过量食用可能
会损伤脾胃，影响消化功能。即使
添加了中药成分，也难以完全抵消
其寒凉属性带来的潜在危害。

要想通过药食同源补益身
体，建议先明确自己的体质，针
对自身的体质来进行科学养生，
喝了不适合自己体质的茶饮，效
果可能适得其反。

一些中药确实有养生或食
疗作用，但需要达到一定的摄入
量，而且中药的养生功效多基于
其含有的活性成分，而这些成分
在特定的温度、酸碱环境等条件
下才能发挥最优作用。 猪

油
在
古
代
是
中
药

知
道
多
一
点

猪油又称为荤
油，就是从猪肉中提
炼出来的油脂。猪
油的主要成分是脂
肪，可以提供大量的
热量供人体使用，还
含有脂溶性维生素，
并能促进人体对脂
溶性营养元素的吸
收。在《本草纲目》
《普济方》等古代医
学中，都记载有使用
猪油的药方。

古代生产力低
下，绝大多数人得
不到足够的脂肪类
营养，而且体力劳
动繁重，所以猪油
作为药物使用，就
可以产生“补虚”的
作 用 。 而 现 在 生
产力发展，社会物
质极大丰富，食用
过多猪油，会显著
升高血脂水平，增
加动脉粥样硬化的
风险。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综合科普中国、
川观新闻、钱江晚
报、新民周刊

成都中医药大学推出的“岐黄贵细月饼”。
图据成都中医药大学微信公众号

“岐黄贵细月饼”系列中的黄精五仁月饼。
图据成都中医药大学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推出“乌
梅甘玫方”。图据上海市嘉定区中医
医院微信公众号

浙 江 省
中医院的“乌
梅荷叶饮”。

图 据 浙
江 省 中 医 院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