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中药奶茶、中药咖啡等产品走红
之后，中药的风如今吹到了酒馆里。3月
11日晚，在成都市成华区一家酒馆里，老
板小柳站在吧台前，摇晃着酒杯调制“创
意鸡尾酒”。在他身后，除了龙舌兰、金
酒、伏特加等酒类产品，还摆放着当归、
黄芪、人参等中药材泡制的药酒。

小柳说，店里有16款以中药药酒为
基酒的创意鸡尾酒。记者发现，其酒单
上标注着“强肾壮阳、活血化瘀、安神助
眠”等功效。有网友称，酒馆的做法兼顾
了娱乐和养生。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这就是打着中药的噱头收智商税。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叶莹表示，
根据自身情况少量饮用中药饮品不碍
事，但不建议以此“养生”。律师则认为，
酒馆若使用《食药同源》目录外的中药可
能涉嫌违法。

体验者多为年轻人
老板：找老中医开方子配酒

小柳的酒馆开店3月余，因“中药调
酒”吸引了不少顾客。店里的酒单和寻
常酒馆不太一样，“固本培元、强肾壮阳、
生津润肺、滋补气血、活血化瘀、瘦身排
毒、美容养颜、安神助眠”等8种主题的16
款“养生酒”，是门店主推。

小柳说，这16款酒是以8种具有不同
功效的中药药酒为基酒调制，每种类型
分别有高度和低度两款产品。“这8种药
酒是开店前，专门找一位老中医开的方
子，然后我们再去中医药馆抓药，用粮食
酒泡3个月以上制成。每个方子有10到
15味中药，酒单上显示的是方子里最主
要的两款中药。”

“我觉得喝酒不应该只是玩乐或消
遣，也可以发散成一个养生的文化。”对
于这样的主题，小柳坦承，一半是噱头、
一半是真实，因为自己从小身体不好一
直在喝中药，所以希望将养生的东西加
入酒里。

“在我们店里，强肾壮阳和滋补气血
酒卖得最好。度数高的那款加入的药酒
多一些，口味会更重。一般来店里的客

人，选择低度数的会更多一些，因为口感
更好。”小柳介绍，目前店里前来体验的
年轻人居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60
杯左右。

猎奇和质疑并存
消费者：养生和喝酒能兼得？

在该店消费过的市民陈先生告诉记
者，他曾点了一杯号称“生津润肺”的高度
数酒。在酒单上，标注着泡制该酒的中药
有“麦冬、罗汉果、沙参、话梅”。

陈先生说，他在网上刷到这家店，觉
得“中药加酒”的形式很特别，于是约上
朋友一同前来“猎奇”。与之同行的邓女
士点了款“滋补气血”的低度酒，她喝后
描述，是红枣冰沙的味道，只在最后能品
出一点点药味。

另一位顾客温先生则是被该店号称
可以“强肾壮阳”的酒吸引。“养生、中医
和酒吧这几个词语，原本给人的感觉是
相悖的，也是带着好奇和疑问，想过来尝
一下。”温先生说。

对此，有网友发出疑问，酒精本就对

身体有害，以传统中药为噱头的营销方
式，难道不是智商税吗？

该店老板小柳回应，“我们的酒肯定
不能治病，只是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
用。”小柳说，此前他邀请中医来把脉问
诊，对于售出的每一杯酒会随机附赠一
款中药标本，“中医来店里开的不是真的
处方，只是把脉告诉客人哪款酒更适合
他们。也想借此传播中医文化。”

中药讲究一人一方
中医：使用不对症会伤身体

在“中药酒吧”之前，中药奶茶、中药
咖啡、中药汤圆等各类“中药加食物”的
出现，让“中药风”在餐饮界掀起一股新
的“养生”浪潮。对于“中药配万物”的跨
界出圈，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叶莹既
欣喜又担忧。

“中药奶茶、中药咖啡这些饮品出
现，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接受中医
文化，这让我十分欣慰。”叶莹表示，她同
时也生出一些担忧，“中药制剂无论以什
么样的方式呈现，辨证来说，应该是一人

一方，不是一概而论。”
叶莹说，自己曾点过一款适合经常

熬夜的人喝的中药奶茶，里面有枸杞、人
参等中药。“人参的确有补气养血的功
效，但是不是每个熬夜党都是气虚阴虚
的状态？并不一定。如果这个人刚好湿
热，抑或是有外感，其实是不适合食用人
参的。”叶莹认为，使用中药如果不对症，
可能反而会对体质有损伤。

加入中药药酒的调酒是否有保健功
效？宁波市中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罗医
生表示，抛开剂量无法确定其功效，“鸡
尾酒里加入了药酒，药和酒的比例不同，
都影响其功效。”

律师说法

超范围使用中药或受罚

“中药风”吹进餐饮界，并不是所有的
中药都能和食物“混搭”。《食品安全法》规
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
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即“食药物质”。截至2024年底，我国
已确定了4个批次总计106种食药物质的名
单。但酒馆在“强肾壮阳”酒中添加的鹿
茸，并不在《食药同源》的目录内。

北京恒都（成都）律师事务所管委会
副主任税浴洋说，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规定，不在《食药同源》目录里的药
材可能不被允许用于食品制作，如果这些
药材被用于调制鸡尾酒，那么酒馆的行为
可能涉嫌违法，将面临行政或者刑事处
罚。其次，药酒属于配制酒或保健食品范
畴，需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或《保健食
品注册批件》，酒馆如果未取得相应资质，
也将面临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此外，《广告法》第十七条规定：“除医
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
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
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
械相混淆的用语。”税浴洋认为，酒馆有关
壮阳、补肾等宣传违反这一规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箬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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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调酒”走俏 养生还是智商税？
成都一酒馆推出创意鸡尾酒标注“强肾壮阳”等功效引质疑

“快递员没打电话就擅自把快递放
在了快递柜，几天后才发现，去取时被收
取保管费。”“买了大件物品，快递员未经
同意，就直接放在驿站，影响时效的同
时，给取件带来诸多不便。”……

2024年3月1日，《快递市场管理办
法》正式施行，规定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
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
快件，情节严重的，将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办法》实施一周年，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不少
快递员在配送时，未联系消费者就集中
将物品放在驿站或快递柜内。

消费者
标注送货上门也没有用

“为什么又没有打电话就放在驿站
啊？”3月11日，家住成都武侯区的张女士

赶在驿站关门前，匆匆跑进驿站领取了
自己的快递。上一周，她在电商平台购
买了不少宠物用品，其中包含较重的整
箱罐头和体积较大的猫爬架。将这些东
西拿回家，她觉得有些吃力。

对此，驿站工作人员介绍，快递员集
中将快递放在驿站的情况是常态，“一个
快递就挣几毛钱，他肯定不得挨个给你
打电话。除非在购物平台注明，要求送
货上门。”对此，张女士并不认可，“标注
了也没有用，关键是他送货前也没有打
电话，我都不知道快递到了。”

专门开车到驿站取快递的龚先生对
于快递“不告而放”也十分不满。“不打电话
就往柜子里、驿站一扔，还有一个在柜子里
放了好几天了，保管费都收了3块钱。”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一些年轻人选
择为家中老人网购米面油等生活物品，
就是考虑到老人外出提重物腿脚不便，
结果也被快递员放在了驿站。“驿站比他
们自己去超市还远。”

记者查询了解到，《快递市场管理办
法》实施已满一年，除山东省开出118张

“罚单”外，相关处罚案例较少，“不告而
放”仍是常态。

邮政部门
要求送货前联系收件人

消费者网购，大多数就是图一个方
便。“不告而放”不就等于“收了钱没有提供
相应的服务吗？”不少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疑
惑。不过也有一些网友倾向于到驿站自取
快递，因为“感觉快递送上门不安全”。

“我们的要求肯定是送货前电话联
系收件人，按要求送货上门或者投递。”
武侯区邮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快
递员入职前都会进行相应的培训，要求
快递员按规妥善投递快递。但在实际工
作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
发生。“每个快递员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较
大差异，我们在接到投诉后，会对不遵守
规定的快递员作出处罚，并加强监督和
管理。”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市场环境下，各
大快递公司都在“卷”，追求低价、高效率

的同时，快递企业、快递员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出现相关投诉，快递公司往往会

“甩锅”给快递员个人，但缺乏与新规匹配
的考核体系、激励政策，才是症结所在。

律师说法

“不告而放”侵害了
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对于此类问题，四川省律师协会食
品轻纺及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主任王亮表
示，快递“不告而放”等行为严重违反相
关规定，是对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服务
方式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的侵害。

“消费者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
快递公司主张赔偿。”王亮表示，消费者
遇到类似情况，可以通过三种途径维
权。一是向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诉，
要求重新派送或免费取出快递。二是向
邮政管理部门投诉。三是若造成较大损
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实施一年，记者调查发现——

快递“不告而放”仍是常态

酒馆内推出的8款“养生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