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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盛夏，原是
温泉淡季，惠州龙门
另辟蹊径，掀起一股
“三伏浴”热潮！三伏
时节，冬病夏治、温泉
康养正当时。6月 21
日，2022 年“龙门十
三汤·三伏浴”首浴仪
式举行，推出了形式
多样的活动与“三伏
浴”温泉康养套餐，为
游客提供不一样的养
生体验，探索出一条
独具特色的“中医中
药+温泉”路径。

“三伏浴”推出至
今半个月，市场反馈
如何？记者多方采访
了解到，“三伏浴”备
受珠三角游客青睐，
温泉市场持续升温。
“龙门温泉”享誉国内
外，未来温泉产业升
级 发 展 之 路 在 何
方？专家认为，
“温泉+”全产业
融合发展大有可
为，也是大势
所趋。

据广州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林良才介绍，药
浴奠基于秦代，发展于汉唐，充实于宋明，成熟于
清代。其中，《黄帝内经》中有“其受外邪者，渍形
以为汗”；《礼记》中讲“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着有治婴儿癫痫的药浴方。

药物作用于全身肌表、局部、患处，并经吸收，
循行经络血脉，内达脏腑，由表及里，而产生效
应。现代药理证实，药浴后能提高血液中某些免
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能疏通经络、活血化淤、
通行气血、消肿止痛，还能祛风散寒、清热解毒，调
整阴阳、协调脏腑、濡养全身。

万亩竹林环绕，龙门县
地派温泉森林度假区坐拥
万顷碧绿，环境清幽，空气
清新。“三伏浴”药浴汤池群
雾气氤氲，飘出一股淡淡的
草药，闻起来让人神清气
爽。来自广州的秦女士一家
正泡着沐兰汤，观赏着群山
环绕之美景，“沉浸式”体验
夏日温泉的舒心之旅。“天气
越来越热，经常感到很疲倦，
泡泡温泉能放松缓解一下！”
秦女士说，家里老人有三伏
天做“三伏灸”的习惯，听说
这里“三伏浴”效果不错，就
带着家人过来试试看。

像秦女士一样“尝鲜”
的游客不在少数。据广东
省温泉行业副会长、龙门县
旅游协会会长、龙门地派温
泉总经理李星凯介绍，地派
温泉有专门的“三伏浴”药
浴汤池群，根据广州中医药
大学所开的四种药浴配方
——沐兰汤、瘦身汤、美白
汤、暖宫汤，再配合养生主
题的特色疗养美食，因地制
宜推出四天三晚康养套餐，
丰富游客的疗养体验，深受
追捧，“近两个周末入住率
高达80%”。

那 么 ，什 么 是“ 三 伏
浴”？“三伏浴”怎么泡？是
否为科学养生之道？“其实，
温泉本身就是一种药浴。”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林
良才介绍，药浴历史源远流
长，至今已成为常用的一种
治病方法。“三伏浴”是根据

中医冬病夏治的原理，在“三
伏灸”的基础上延伸应用而
来，“在三伏期间连续每伏一
泡，并结合泡浴中药方，可以
达到最佳养生功效”。

夏季泡温泉的科学性
备受关注，林良才介绍，“三
伏浴”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
是依靠地热水的温度、温泉
流动时产生的机械冲击作
用及温泉水含的矿物质成
分。他建议，一天中宜选择
在 7 时至 11 时，或者 17 时
之后泡温泉。浸泡时，应尽
量合上双眼，缓缓地深呼吸
数次，真正释放身心压力。

“华南地区的游客大多
注重养生，有泡温泉习惯。”
李星凯说，近年来，夏天泡
温泉的客流量呈现稳步增
长态势，这为“三伏浴”的推
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
此，从 6 月 21 日起，龙门县
各大温泉企业顺势推出了

“三伏浴”温泉康养套餐，活
动持续到8月。

“三伏浴”推出半个月
以来，效果明显。“客流量很
可观，与近几年同期相比增
幅明显，且呈现上升趋势。”
龙门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副局长陈卓盈介绍。作
为企业运营者，李星凯更是
切身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游
客群体多为中年人，以往大
多游客只住一晚，现在短则
两三晚，长则一周，“这也让
企业看到旅游市场逐步复
苏的迹象，令人惊喜！”

龙门是广东省地热温
泉的集聚区，境内现有的10
多个差异化定位的温泉景
区联合发展，形成了“龙门
十三汤”旅游品牌，成为龙
门旅游的“金字招牌”。

然而，温泉旅游的季节
性非常强。天气一凉，温泉
爆 满 ；天 气 一 热 ，温 泉 就

“冷”。淡季如何突围？当
地一直在思考。陈卓盈介
绍，直到去年，偶然间与中
医药专家教授了解到“三伏
浴”，经过多次沟通调研，龙
门在去年首次推出“龙门十
三汤·三伏浴”，推广“冬病
夏治”养生理念，不仅让游
客收获更多的健康体验，也
为龙门旅游的转型升级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今年“龙门十三汤·三
伏浴”更是玩出新花样，由
专家教授开出“三伏浴”药
方，与当地温泉水相得益
彰，能发挥出最佳效用。同
时，政企联动，加大优惠力
度，推出“三伏浴”温泉康养
套餐，吸引“过夜客”效果明
显，甚至还引来了省外温泉
企业的效仿。

接下来，当地将持续整
合资源，进一步系统打响

“龙门十三汤·三伏浴”品
牌。陈卓盈透露，将计划针
对每个温泉池不同的特性
研究药方，打造“一汤一特

色”“汤汤有特色”。十余家
中大型温泉企业联盟发展，
形成省内乃至国内外都极
具规模的温泉旅游产业集
聚区，通过活动来支撑，形
成一定的影响力。

近年来，仅仅泡温泉
已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

“温泉+”玩法越来越多。
如，南昆山居温泉度假村
主推“温泉+非遗”，大力推
介非遗集市和民俗活动，
每个周末举行舞火狗、舞
龙等非遗表演，开展非遗
展演活动，将非遗搬到户
外，让游客体验非遗文化；
地派温泉森林度假区则是
以“温泉+网红”频频出圈，
云海天梯、彩红云梯、鸟巢
星语、天空之镜、泉心泉意
等多个网红打卡点深受追
捧；富力岭南花园温泉度
假山庄以“温泉+康养”为
抓手，为客人量身定制食
疗康养项目等。“这不论对
景区还是对于游客，都是有
益的。”南昆山居负责人说，
通过融入非遗元素，让前来
的游客真切地感受龙门文
化，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浸
润、塑造景区，使景区将更
具文化底蕴。

这一系列新业态、新产
品和新概念，极大地推动了
当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在旅游企业

自身赢得发展机遇的同
时，也大大带动了当地农家
乐、土特产、果蔬采摘等行
业，振兴乡村和旅游企业发
展实现双赢。比如，在地派
温泉，游客可以选择多条乡
村游路线：到革命老区芒派
村感受红色文化；到陈洞村
茶园采茶体验劳动之旅；到
天堂山水库，享受农家美
食，感受田园风光。

即便不出门，游客在景
区也能体验乡村乐趣。南
昆山居温泉度假村将农贸
集市搬进景区，让当地农户
穿上统一服装，免费提供摊
位供农户摆摊，销售农产
品，制作特色美食。据介
绍，旺季高峰期，农户一天
能赚 2000 多元，极大地带
动了农户增收。接下来，该
景区也将推出近期火爆的

“车尾厢集市”，吸引更多农
户游客参与。

景区在发展的过程中，
积 极 向 周 边 乡 村 拓 展 业
态。如，南昆山大观园生态
度假区打造了多个葡萄园，
丰富景区景观，带动农户就
业。地派温泉则是租赁陈
洞茶园，丰富游客旅游体
验，将游客引流进农村。“通
过‘景区+乡村’，带动周边
乡村发展，助力农户增收，
提升龙门旅游的知名度。”
陈卓盈说道。

龙门自然资源丰富，文
化底蕴深厚，被誉为“山水
漫游的天堂”。“龙门温泉”
享誉国内外，曾获得“世界
森林温泉保养地”“中国温
泉之乡”等多项殊荣，“龙门
十三汤”荣获“第五届博鳌
国际金汤奖——十佳温泉旅
游目的地”奖项。

目前，龙门县温泉康养
旅游产业已形成有品牌、有
规模、有市场、有示范、有格
局的“五有”现状。据最新
的数据统计，全县有 2 家温
泉企业获评“中国五星级温
泉”、4 家获评国家 4A 级景
区，温泉景区周边经营餐饮
住宿业近2000家，拥有客房
近万间。2021年，温泉康养
旅游业接待游客、旅游收入
均占全县接待游客总数、旅
游收入总数的60%以上。

在 2022 年“龙门十三
汤·三伏浴”首浴仪式上，龙
门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田裕东表示，接下来将更加
注重中医中药与温泉资源
的结合，提升温泉景区文化
内涵，推动“三伏浴”产品升

级发展。“我们坚信，通过培
育节庆底蕴，可以彰显温泉
品牌魅力，能够走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中医中药+温泉’
龙门路径”。

对此，熟悉龙门的华南
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略与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才
教授深表认同：“龙门温泉
产业正引领全国，未来将迈
向温泉+康养旅居时代。”

他指出，二十多年来，
龙门“温泉+”融合发展三部
曲不断升级。从 1.0 阶段，
即温泉资源旅游化，依托温
泉品质进行旅游景区的开
发；到 2.0 阶段，即温泉旅游
产业化，资本的进入以及区
位优势形成了温泉产业集
聚区；最终的 3.0 阶段，则是
实现温泉全域共兴化，“目
前龙门温泉正处于 2.5 阶
段，即是 2.0 阶段向 3.0 阶段
迈进”。

然而，当前也有不少现
实问题摆在面前：温泉资源
如何有序开发和利用；温泉
产业如何延伸融合和壮大；
温泉景区如何差异化特色

发展；温泉文化如何主题培
育营造等等，都需深入思
考。

未来，龙门温泉升级发
展之路在何方？吴志才建
议，龙门温泉产业要探索

“五位一体”路径，即温泉+
城镇、温泉+生态、温泉+乡
村、温泉+文化、温泉+品
牌。具体而言，“温泉+城
镇”是指要形成全温泉康养
产业体系，融入龙门发展新
格局；“温泉+生态”则是用
好龙门一流的生态康养环
境资源，着重打造山地温
泉康养，形成龙门全域山
地 康 养 格 局 ；“ 温 泉 + 乡
村”是需要通过推广景村
联动模式、温泉带乡村带
双带融合发展以及温泉+
现代农业产业，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温泉+文化”
则是要构建温泉文化产业
链、构建温泉文化 IP、推动
温 泉 + 地 方 文 化 融 合 发
展；“温泉+品牌”需要打
造县域品牌，龙门要打造
成为国际康养旅居生活目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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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药浴源远流长

夏日养生新体验！惠州龙门“三伏浴”实现温泉淡季突围

““龙门十三汤龙门十三汤””深入人心
“温泉+”大有

为为可可

来自珠三角的游客感受龙门乡村田园风光

游客沉浸在夏日泡温泉的舒心之旅

“三伏浴”受到中老年游客青睐

夏日降暑泡温泉，老少皆宜

“三伏浴”温泉养生

龙门温泉企业纷纷推出“三伏浴”

夏日出游，珠三角游客前往龙门开启“玩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