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配万物
真养生还是假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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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中药餐饮“圈粉”年轻人

从阿胶奶茶、罗汉果拿铁等饮品，
到茯苓桂花发糕、枸杞原浆面包等糕
点，再到当归牛肉、黄精烧青笋等药膳
……近年来，中药餐饮成为消费市场的
宠儿，在年轻群体中风靡起来。

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职工食堂内，中药奶茶、咖啡等吸引了
不少市民前来尝鲜。随着气温升高，主
打清热祛暑的清荷悠夏奶茶，成为最受
欢迎的产品之一。

“医院以‘药食同源’为核心理念，
将传统中药与现代茶饮相结合，并根据
季节特点调制不同的产品。”该医院营
养科主任江涛说，这些茶饮经过多次试
制，以牛奶为底料，加入合理配比的中
药材，还特别兼顾了口感。

除医疗机构外，众多中药茶饮养生
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记者在南宁
市一家饮品店看到，菜单上有中药奶
茶、茶饮、柠檬茶等饮品20多款，不少
饮品标注“售罄”。

不仅在茶饮界，这股“中药风”还吹
向了餐饮业。面包、药膳、冰淇淋……

“中药+”产品层出不穷，一些城市还兴
起药膳餐厅等新模式，在用餐前提供中
医把脉服务成为不少餐厅的标配。在
电商平台上，瓶装的熬夜水、素颜水以
及便携茶包、即食膏方等预包装产品也
销售火爆。

这股“万物皆可配中药”的风潮，折
射出年轻群体对中式养生理念的接纳
度显著提升

借中药疗效炒高产品价格

在中药餐饮持续走俏的同时，也有
质疑声传来：中药能随便添加到食品当
中吗？是否适合所有人食用？真有养
生效果还是营销噱头？

“药膳所用药材必须是国家公布的
按照传统既是食物又是中药材物质目
录中的物质，即药食同源物质，需遵循
中医药理论配伍。”江涛说，若使用超过
范围的药材，需找专业医生进行辨证用
药，且不能对外销售。

国家卫健委2021年印发《按照传
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
理规定》，明确了纳入食药物质目录的
物质应当符合的要求及条件。目前，已
公布的药食同源物质共有106种。

现实中，一些商家为了增加所售
食品的“功效”而大胆“尝新”，违规添
加药食同源目录以外的中药材，或是
贪图方便，直接添加炮制加工过的中
药饮片等药品物质，如阿胶膏、西洋参
片等，不仅无法达到养生效果，更难以
保证其安全性。

同时，市面上的一些中药食品并非
人人适用。一些消费者盲目追求滋补
和疗效，幻想仅靠添加了几味中药材的
食品饮品，就能实现“药到病除”。部分
商家瞄准这一点，以添加了中药材为噱
头，借机炒高产品价格。

还有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功效全
面”，将多种中药材随意组合，动辄宣称

“十全大补”“二十四味贵料”，却并未标
注适用人群、禁忌等信息。

违法宣传疗效或虚假宣传，是药食
同源产品在餐饮行业中常见的违法行
为。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商家为追求卖
点效果，宣传产品时常与健康、养生等
用词挂钩，或以中药材疗效作为噱头，
过度放大其药用价值，但实际上缺乏科
学依据，甚至可能出现药性冲突，容易
误导消费者。

安全保障需多方发力

受访专家认为，“中药+餐饮”的兴
起，为健康养生市场带来了新活力，但
目前仍缺乏针对性强的行业管理办法，
以及明确的质量控制体系和评价标准，
导致消费者很难判断产品的实际作用
和安全性。

广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范丽
丽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未对药
食同源物质食用安全性进行详细要求，
而现行食品安全性标准对其功能性和
特征性要求较少，仍需深入考虑“药”与

“食”两方面标准的融合与协调问题。
近年来，全国多地陆续推出一些

具体举措加以规范和引导。比如，
2024年，《广西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
的中药材品种目录》将牛大力、金花茶
叶、五指毛桃等10个品种作为第一批
发布，并对适用人群、可食用部分等信
息予以明确。

“这一目录为相关企业和市场监管
提供了重要参考。”广西药学会药食同
源中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云峰
说，各类药食同源产品开发鱼龙混杂，
亟需更科学、更明晰的规范与引导。

受访人士呼吁，有关部门应完善标
准、加强监管，企业应诚信经营、创新发
展，共同推动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没有一款药食同源产品可以人人
适用，也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江涛
说，以药食同源为基础的食养具有一定
门槛，生产者和食用者均需具备一定的
中医药专业素养。食用者需了解自身
体质和健康状况，企业商家在研发新产
品时，应充分挖掘和弘扬中医药文化中
的智慧，不能只注重营销噱头，切实考
虑消费者的健康需求，让中药餐饮真正
惠及大众。

据经济参考报

平台兴起源于实际需求

“搭摩行”运营负责人尹慧海告诉
记者，企业从 2023 年上半年起探索

“网约摩的”的发展模式，2024年8月，
平台正式投入市场。目前已覆盖湖南
桂阳、宜章、衡东，广东乐昌等10多个
县市。

“我们深入一些县市及乡镇后发
现，在公路交通欠发达的地方，摩的很
有市场，解决了很多人的出行难题。”
尹慧海说，其团队调研发现，当前的摩
托车运营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提供服
务的摩托车司机素质参差不齐，有的
没买交强险，有的甚至连驾照都没
有。此外，“黑车”私自运营，存在价格
不透明、司机临时加价等问题。

一方面是居民出行的现实需求，另
一方面是市场有待加强安全和规范的
管理，这给“网约摩的”平台的兴起提供
了契机。尹慧海介绍，目前该平台日均
订单量约8000单。“现在还不是旺季，
暑假时订单可能达到一个高峰。”

“摩的一下”项目负责人林惟灿表
示，“网约摩的”的市场定位是打车不方
便或者是赶时间的人群，这也是“网约
摩的”与网约车的不同。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摩的一下”
主要在县市进行推广，以地区加盟为
主，目前覆盖广东多地。目前，平台日
均单量为两三百单。

尽管存在现实需求，但摩的载人运
营资质问题一直处于模糊地带。不少
地方仍在对非法运营的“黑摩的”进行
打击治理。因此，资质模糊、监管空白
是“网约摩的”发展的一个硬伤。

平台提供风险管控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
友浪分析认为，2000年左右摩的行业
兴起，彼时城镇化进程加速催生了大
量流动人口就业需求，不少进城务工
者将摩的驾驶作为低门槛生计，形成
遍布城乡的“摩的大军”。

“但无序扩张很快暴露弊端，无
证运营普遍、保险覆盖缺失、交通事
故频发，多地开始进行严厉的整
治。”张友浪说，2010年前后，传统摩
的行业逐渐式微。

在张友浪看来，当前“网约摩的”的
兴起，是在新技术框架下对历史矛盾的
再平衡尝试。平台企业通过车辆准入
审查、司机资质认证、行程保险覆盖等
措施，试图构建制度化的安全保障体
系。部分平台要求入驻车辆安装智能
设备实时监控车速，或通过算法规避高
风险路段，这些是此前行业未曾具备的

风险管控手段。
据介绍，平台除了具有打车的基础

功能，还具备安全系统功能。“一是会给
出行的司机和乘客进行安全提醒，二是
通过地图实时定位车辆迁移动向，并对
速度进行实时监测，一旦超速会及时提
醒，保障司乘双方安全。”林惟灿说。

尹慧海也表示，平台会对入驻司机
的资质进行线下审核，驾照、行驶证、交
强险三项属于必备条件，有意外险的司
机优先考虑同意入驻。此外，还会审核
车龄、司机的反应速度、犯罪记录、身体
条件等。针对入驻的司机还会进行线
下安全意识和服务流程培训，并执行相
应的管理规范和奖惩机制。

“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将零散‘黑摩
的’纳入可度量、可管控的数字网络，降
低交易不对称带来的安全焦虑。”张友
浪说。

从三方面保障安全运营

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
新苗看来，目前“网约摩的”的市场主要
集中在各地的市、县市场，未来不排除
进军大城市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针对关注度较高的摩
的保险问题，相关平台正在探索解决方
案。林惟灿告诉记者，目前，“摩的一
下”已经与保险公司建立合作，针对司
机和乘客推出保额21万～100万元的
意外险，但是需要司机和乘客自行购
买。平台做活动时会赠送意外险。

尹慧海表示，“搭摩行”目前尚未推
出相关保险，但平台正在与保险公司接
洽。“由于‘网约摩的’属于新事物，保险
公司推出相关产品前需要有相关数据
作为支撑，因此，从计划到落地需要一
个过程，可以肯定的是，完善乘客保险
制度是一定会推行的工作。”

针对“网约摩的”平台的合规性
和安全性问题，林惟灿表示：“我们能
做的是，首先向相关部门进行备案，
其次保证司机和乘客戴头盔，而且单
次只载一个人。”

张友浪则表示，要从三方面入手
保障“网约摩的”安全运营，一是做好
硬件风控，比如强制佩戴国标头盔、不
戴即无法接单；设置60公里/小时平
台速度上限，超速即断电警报。二是
推进保险标准化，可参照共享电单车
模式，由交通主管部门统一招标保险
公司，打包谈判保费并通过平台代扣，
确保每单都有实时电子保单。三是实
施事故先行垫付制度，平台对保险争
议负责先行赔付，再向保险公司或责
任方追偿，最大程度减轻乘客事后维
权压力。

据工人日报

网约摩的
安全如何得到保障

随着人们健康意
识的增强，近年来餐饮
界刮起了一股“万物皆
可配中药”的养生风
潮。传统中药材大胆
跨界，成为奶茶、咖啡、
面包、冰淇淋里的新
宠，在线上线下“圈粉”
了大批年轻消费者，更
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
“打卡”热潮。

中药餐饮火热“出
圈”的同时，如何平衡
好传统与创新、兼顾专
业性和适配度，从一时
的“网红”现象转变为
可持续发展的“长红”
产业，仍然需要一些
“冷思考”。

近期，“网约摩的”
平台在多地上线，由于
价格便宜，受到部分消
费者欢迎，但也有一些
消费者质疑其安全性
问题。

自去年以来，“网
约摩的”平台陆续在多
地上线。对此，有的消
费者认为，“网约摩的”
作为网约车的“平价替
代”，方便了人们出行，
“3 公里内很受欢迎，
尤其是拥堵路段”“对
晕车人士友好”。但也
有消费者质疑，“网约
摩的”能否上路运营，
安全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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