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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消暑

前有三伏天晒背、保温杯里泡枸

杞，现有中药版乌梅汤供不应

求……这个夏天，在社交媒体上，医

院版的“宝藏茶饮”正成为足以和奶

茶、咖啡并列的年轻人消费“新宠”。

犹记得去年夏天，浙江省中医

院的乌梅汤火出了圈。作为中药代

茶饮，其凭借物美价廉、口感清爽

等优点受到年轻人追捧，曾在24小

时内卖出 115万帖。记者注意到，

从今年 6月起，沪上多家医院和不

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药房不仅

推出了自己的乌梅饮，还有更多消

暑妙方可供市民选择。

年轻人手中“冰美式”换成了

壶中“新中式”，再加上摇蒲扇、

穿麻衣等效仿古人的生活方式，大

家纷纷调侃：“原来中式消暑，也

可以这么City 啊！”

消暑顶流“乌梅饮”

“有没有人要一起开乌梅饮的，

28元 7包。”85后的李欣（化名）

在一家传媒公司上班，平时工作压

力大、应酬多、吃饭也不规律。加

之夏天来到，气温渐高，李欣经常

没什么胃口，心绪更加烦躁。偶然，

她在手机上刷到了上海市黄浦区香

山中医医院拍摄的短视频，便被一

款“乌梅紫苏饮”种草了。

想到去年浙江省中医院大火的乌

梅汤，李欣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想去

医院“下单”，顺便在群里问了下同

事，“没想到很多人响应”。第二天，

她来到医院，在治未病科挂了简易门

诊号后，经医生开方后很快便在中药

房拿到了分装好的茶饮包。

尝试了之后，李欣发现这种医

院配来的中药茶饮放心又靠谱，“喝

了一个礼拜，感觉胃口变好了，同

事都说我气色也好多了”。于是，

她把平时爱喝的冰美式换成了乌梅

饮，还特地买了个养生壶，工作之

余就在办公室煮一煮，有时还会给

想尝试的客户来一杯。

5月 21日，浙江省中医院的乌

梅汤 2.0 版本上线，12小时内已配

出24万余帖。面对这款中式茶饮的

再度爆火，上海多家医院和中药房

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乌梅饮。

小红书网友“阿维囡”就是在

刷到相关视频后，发现家附近的嘉

定区中医医院也有类似的配方，便

直接去医院配了，“我同事抢到了

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我也喝了

几帖，感觉还不错”。

据悉，乌梅汤出自明代著名医

家方贤著的《奇效良方》，有生津

止渴、行气开胃之功效。记者注意

到，如今乌梅饮的配方虽大同小异，

但也玩出了不少花样。

比如，浙江省中医院去年的乌

梅汤药方中包含乌梅10克、山楂5

克、陈皮 6克、甘草 5克，今年则

在保留原方的基础上，增加荷叶和

丹参等药材，升级为“乌梅荷叶饮”。

对此，乌梅汤 2.0 版制方人、浙江

省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中医师夏永

良介绍道：“新加入的荷叶能去脂、

丹参能活血，可改善夏季湿热造成

的痰湿痰淤，具有化痰降浊，活血

化瘀的功效。”

又如，据香山中医医院的官方

公众号介绍，该院的“乌梅紫苏饮”

不同于传统配方的酸梅汤，方以乌

梅为君药，紫苏叶为臣药，佐以桑

葚、山楂、陈皮等。乌梅和桑葚相伍，

功能生津润燥，能改善因大量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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