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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众多博主晒出自己在
浙江省中医院仅花1.34元就配得
一帖酸梅汤的经历，吸引了大量
年轻网友纷纷效仿。

“1 元钱的酸梅汤我也买到
了”“20 元钱抓了可以喝一周的
酸梅汤”“8元钱抓了一服酸梅汤
的方子”……不少消费者根据网
上分享的酸梅汤配方，到当地中
药院或者中药房自行抓药。

而对于浙江省中医院来说，

酸梅汤的走红有些让人猝不及
防。由于互联网医院订单暴增，
其服务器被“挤爆”，工程师不得
不连夜抢修。

9月4日，浙江省中医院微信
公众号发文称，因下单量暴增，目
前酸梅汤处于断货状态，医院正
在紧急补货中。此外，该医院还
推荐了一系列秋季茶饮方，称可
以明目润眼、平肝降脂、利咽生
津、健脾理气。

实际上，在浙江省中医院的
“1 元酸梅汤”走红前，到中医院
买中药茶饮已在年轻人中间成为
流行。除酸梅汤外，各地中医院、
中药房还推出了种类繁多的中药
茶饮，例如同仁堂的酸梅汤、和胃
调脾茶、减体茶等。与此同时，中
医院逐渐完善的配送服务，也使
人们购买中药茶饮更为便利。例
如，浙江省中医院已提供线下代
寄服务，并且支持配送外省。

1.34元一帖 酸梅汤断货

新华社南京9月10日电
不停车、不扫码、不排队……
在高速公路普及的ETC（电子
不停车收费系统）正在城市停
车场推开，停车出门抬杆即
走、无感支付已进入江苏南
京、苏州等地市民的日常。目
前，江苏已有 2400多个停车场
实现ETC支付，预计到今年年
底，将增加到 3000 个，实现主
要城市全覆盖。

江苏苏通卡 ETC 发行方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

目前江苏开通运营 ETC 的停
车场已达 2400多个，覆盖路内
和路外近 21 万个停车泊位。
目前，该省累计超 1500万车主
在停车缴费时使用 ETC 不停
车支付。预计今年年底，江苏
ETC停车场将达到3000个，总
量居全国前列。

目前，江苏苏通卡ETC用
户已达 2300万，全省 80%的车
主已安装 ETC。庞大的用户
基数，为ETC停车场的拓展推
广奠定了基础。

江苏ETC停车场年底将达3000个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中国科协获悉，自
2012年启动建设至今，我国现
代科技馆体系服务线下公众
突破10亿人次，在推动科普公
平普惠、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等
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国科协 2012 年启动建
设现代科技馆体系，经过10余
年发展，已构建起 446 座达标
实体科技馆、657 套流动科技
馆、1764 辆科普大篷车、1124
所农村中学科技馆和中国数
字科技馆“五位一体”、覆盖全
国的科普基础设施体系。

具体来看，全国达标实体
科技馆实现省级全覆盖，地级
市覆盖率达 65.9%，县级科技
馆超 220 座，中央财政补助免
费开放科技馆377座。

流动科普资源共建共享
实现新突破。流动科技馆累
计巡展5909站，覆盖全国29个
省份 1888个县级行政区，平均

每个县服务 3 次；流动科技馆
区域换展模式在11个省份106
个县级行政区成功试点，助力
20 余 个 县 市 挂 牌 建 立 科 技
馆。科普大篷车行驶里程约
5465.3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1366圈。

农村中学科技馆扎根服
务基层，覆盖全国29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培训
科技教师 7384人次，直接服务
公众 1344万人次。此外，中国
数字科技馆网站资源总量达
18.25TB，助力科普数字化转
型取得新成效。

中国科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 10 亿人次为新起点，现
代科技馆体系将继续面向公
众特别是青少年等重点人群
开展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不
断增强科技馆科普资源的可
及性和公众对科技馆科普服
务的获得感，助力全民科学文
化素质提升。

我国现代科技馆体系
服务线下公众突破10亿人次

挤垮中医院官网 接连登上微博热搜

突然火了的酸梅汤能打败奶茶吗？

秋收好“丰”景
9月9日，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文昌街道平栋村一片成熟

的中稻田地上，农民在进行一场抢收稻谷比赛。
初秋时节，各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抢收、抢晒，勾勒出一

幅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繁忙的劳动景象。 新华社发

对于中药版酸梅汤的走红，
网友们纷纷感慨：“打败奶茶店
的是中医院。”

然而，中药茶饮真的能打败
奶茶店吗？

中药茶饮主打的健康养生，
无疑是吸引当下年轻消费者的
主要卖点，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
中药版酸梅汤。在健康与养生
面前，口感仍是年轻消费者的首
要追求。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
示自己在跟风尝试后选择了“避
雷”：“实在太酸了，中药味也很
浓，应该是煎锅已经被中药渗透
入味了。”“药房不提供冰糖，需

要自备。”“还是别盲目跟风，就
味道而言，中药是不可能打败奶
茶的，就是健康而已。”

一些其他中药茶饮也因口
感遭遇了酸梅汤类似的处境：

“有朋友买了同仁堂的减体茶，
一袋没喝下去，在群里问其他人
要不要。”一名“90 后”向记者表
示。

此外，有网友遭遇了几十甚
至上百元的“酸梅汤刺客”：“去
中药店忘了说直接抓药方，中医
就配了祛湿的酸梅汤和中药奶
茶，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它为
什么这么贵！酸梅汤 70 元！奶
茶65元！两个一共135元！一开

始那边酸梅汤要 120 元，后来砍
下来的，是我买贵了吗？”“不知
名的小中药铺开了 7 服，最后结
账的时候是735元，平均100多块
钱一服！跟网络上十几块钱一
服的酸梅汤不太一样，我被酸梅
汤背刺了！”

还有网友表示，由于酸梅汤
的原料太便宜，很多药房拒绝提
供代煎服务：“一服药房根本不
给煎”“去了四家大中药店中医
馆都不给煎酸梅汤”……

或许对于中药茶饮来说，与
年轻人之间的磨合，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据中新网

走红的中药茶饮 能打败奶茶吗？

在众多中药茶饮中，为何酸
梅汤会脱颖而出，成为一众年轻
人的心头好？

“我们在临床中也会给病人
配备这样的饮品，但是都是要适
量。”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
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医科主任冯淬灵向记者表示，
酸梅汤的配方实际上特别多，功
效也不一样。

“以社交平台上较为流行的
‘乌梅、山楂、桑葚、陈皮、甘草、
玫瑰花’为例，除了生津止渴外，
陈皮可以消食导滞，玫瑰花可以
疏肝解郁，而乌梅和山楂都有较
好的抗过敏功效，尤其正值秋

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的人服用一段时间也很好。”

然而冯淬灵也提醒，将中药
茶饮当作饮料来喝，也有诸多禁
忌。“这里的所有组方其实都很
酸，尤其是乌梅和山楂，如果胃
酸多、有胃溃疡的人群长期大量
饮用，会加重反酸烧心的症状。
甘草也不宜服用太久，里面含有
的甘草酸会导致水肿。”

此外，由于已过立秋，大众
偏好的冰镇饮用也并不提倡。

“冰镇的食物都有可能对胃肠道
造成损伤，尤其急性胃肠炎、慢
性胃炎等人群建议常温饮用就
好。”冯淬灵说。

记者注意到，因酸梅汤走红
的浙江省中医院也特别提示，仅

提供在线配浙江省中医院院内
协定方剂。“这些处方适用于特
定人群，并非适用于每个人。因
此，在开具之前，医生会进行评
估以确定是否适合您的情况。”

而对于不少网友希望使用
医保购买酸梅汤配方，冯淬灵表
示，根据北京医保局规定，此类
明显是饮品的配方都无法走医
保通道。

据澎湃新闻报道，杭州市医
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关注到“酸
梅汤”等类似中药茶饮是否进医
保的问题引起关注，已于 6 日发
布告知书，向各定点医疗机构重
申非疾病治疗性费用不得纳入
医疗保障基金支付。

中药茶饮能否随便喝？专家回应

在酱香拿铁刷爆
朋友圈的同时，一帖
只要1.34元的中药版
酸梅汤，也悄无声息
地占领了多个社交平
台，相关话题接连登
上微博热搜。

中医院官网服务
器被“挤爆”，工程师
连夜抢修……突然火
了的酸梅汤，为何俘
获了年轻人的心？

1.34元/帖的酸梅汤断货。截图自浙江省中医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