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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背景下药食同源资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也摘要页 随着野健康中国冶战略的提出袁大健康产业已成为当前拥有巨大潜力的朝阳产业遥在大健康产业背景下药食同源资源因

其独特的优势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遥 综合论述药食同源资源在大健康产品尧日化产品尧天然食品添加剂尧农业应用方面的开发现状

以及当前开发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开发尧缺乏中医药特色与优势尧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袁提出了构建药食同源资源全值化利用产业

链尧结合中医食疗和现代科学理论尧优化质量检测方法 3种开发策略袁以促进我国药食同源资源的研究与开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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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尧亚健康人群基数大

增尧慢性疾病高发袁国民们对健康的意识不断提高袁
因而内涵丰富尧规模巨大的大健康产业应运而生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要支持健康产业的发展袁以实

现人民的全面健康遥 大健康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许

多部门袁涵盖了三大产业的全产业链条袁被誉为野财
富第五波冶[1]遥

自古以来袁中医学就有野药食同源冶理论袁认为许

多食物同时也是药物袁可用于防治疾病遥唐代杨上

善叶黄帝内经太素曳中曾写道院野空腹食之为食物袁患
者食之为药物冶袁体现出野药食同源冶的思想遥 根据国

家卫健委 2020 年公布的名单袁药食同源资源有 222
种,其中用于普通食品的有 110 种袁可用于保健食品

的 112 种袁而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许多健康产品袁如欧

美的野健康食品冶尧日本的野功能食品冶以及我国的野药
食同源食品冶袁都是源自野药食同源冶理论[2]遥

基于这样的背景袁在大健康产业飞速发展的环

境下袁药食同源资源应当如何开发袁发挥其产业优

势袁值得深思遥 本文结合药食同源资源开发现状袁提
出了几点策略性意见袁以期能够促进药食同源资源

的高值化开发与利用袁为新时代健康产业野赋能冶袁为
野健康中国冶助力遥
1 药食同源资源开发现状

1.1 大健康产品

早在叶黄帝内经曳中就记载了野食疗冶袁保健品是

目前药食同源资源最主要的研究与开发方向遥 中药

保健品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袁 以药食同源资源

为原料袁采用现代科学加工技术制成的产品袁包括保

健用品和保健食品两类遥
保健用品是一类用于机体保健的外用产品袁如

保健内衣尧足浴包尧香包等遥 其主要的作用原理是将

药食同源资源中的药效成分附着在织物之中袁从而

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遥目前主要的技术是微胶囊技术袁
即将一种或多种中药资源的活性成分包裹在微粒

子胶囊中袁再固着在纺织物的纤维里[3]遥如姜超等[4]

将中药附着在聚氨酯系列研制出具有防寒除痹的劳

动保护用品遥
保健食品在大健康产业中一直占有较大的市场

份额袁2014 年至 2019年袁我国获得批准的保健食品有

6 006 个袁其中中药保健食品渊包括纯中药尧含中药

或含中药提取物冤2 820 个袁其占比就达到了46.95%遥
这些中药保健食品对人体的功效非常广泛袁根据功

效不同划分种类袁增强免疫力尧缓解疲劳类数量最

多袁其次是降野三高冶类[5]遥
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特殊食品信息查

询平台检索袁我国现已获批准注册的保健食品中袁最
常用的 20 种中药药食同源有枸杞子尧西洋参尧黄芪

等袁其具体品类及产品数详见图 1遥
1.2 日化产品

国际上化妆品的研发倡导绿色天然尧环保安全

以及追求其功效遥中草药提取物具有作用温和尧刺激

性小和安全性高等特点袁特别是其中的药食同源品

种袁具有良好的美白保湿尧防晒尧防衰老等效果袁因

图 1 我国保健食品常用中药原料及其产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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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被广泛使用在化妆品中遥目前市面上的主要产品

形式包括洗面奶尧保湿霜尧面膜尧爽肤水等遥 见表 1遥
1.3 天然食品添加剂

天然提取物是现今全球食品添加剂研究与开发

的热点袁主要包括天然香辛料尧天然色素尧天然甜味

剂[23]遥 在药食同源资源当中许多都可直接用作香辛

料袁如丁香尧茴香尧肉桂尧胡椒等遥同时袁这些品种的提

取物也被允许添加在食品当中袁常用的有其精油尧浸
膏和酊剂等[24]遥

目前从动物和微生物中提取的色素种类较少袁
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从植物中提取遥 药食同源资源中

的栀子尧沙棘尧黑芝麻尧桑椹尧枸杞子尧紫苏等均可提

取出天然食用色素[25-26]遥 如从栀子中提取的黄色素

用于豆腐的染色袁黄色素经过发酵处理后得到蓝色

素袁同样也可用作食品着色剂遥
从药食同源资源中提取的甘草甜素尧罗汉果苷尧

紫苏醛等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天然甜味剂袁这些天然

甜味剂具有甜度高尧热量低且具有独特营养价值的

特点袁成为了取代传统糖类的最佳替代品遥甘草甜素

的甜度是蔗糖的 200~250 倍袁罗汉果苷的甜度是蔗

糖的 260 倍袁紫苏醛的甜度为蔗糖的 200 倍袁由紫苏

醛制得的超级甜味剂紫苏葶袁甜度是蔗糖 2 000
倍尧糖精的 10 倍遥 除了甜度比蔗糖高以外袁其还具

有持续时间长尧可与其他甜味剂混合使用袁改善食品

风味等特点[27-28]遥
1.4 农业应用

药食同源资源的马齿苋尧麦芽尧山楂尧沙棘尧陈
皮尧甘草尧肉桂尧蒲公英尧酸枣仁尧柏子仁尧金银花尧野
菊花等既具有药性也有食用性袁常用作饲料添加

剂[29-30]遥 根据文献[31]报道袁丁香尧花椒尧高良姜尧甘草尧
乌梅等药食同源资源有着较好的防腐保鲜效果遥 常

通过中药浸泡法尧中药喷雾法和中药成膜法应用形

式来用作葡萄尧番茄尧樱桃尧莲藕尧草莓尧苹果尧草鱼尧
牛肉等食品的保鲜剂遥

药食同源资源中有一些品种具有杀虫尧抑菌杀

菌尧抗病毒成分[32]袁如八角茴香中的茴香油尧银杏中

的白果酸和菊花中的除虫菊素尧除虫菊酯就具有较

好的杀虫效果[33]曰白术尧蒲公英尧薄荷等具有较好抑

菌杀菌效果[34]曰甘草尧马齿苋可用于植物病毒病的防

治袁利用这些特点可开发出杀虫剂尧杀菌剂和抗病

毒剂遥
2 药食同源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2.1 低水平重复开发

在药食同源资源研发产品中普遍存在着原料重

复尧功效重复和剂型重复等低水平利用开发的问题遥
原料选择主要是一些常见的或者广为报道的资源袁
如枸杞子尧西洋参尧人参等遥近年来开发的产品袁主要

的功效也多围绕在免疫力调节尧抗疲劳和辅助降野三
高冶等方面遥 2020 年审批注册的保健食品中袁公布保

健功能的有 660 款袁当中有 610 款只具有单种功能袁
其中增强免疫力类产品最多袁达 369 款袁占该类产品

60.49%袁其他功能产品及占比见图 2遥在目前的保健

食品中袁采用的剂型主要为胶囊尧口服液尧片剂袁以
2020 年为例袁在获批的 715 款产品中袁胶囊类注册

表 1 常用作化妆品添加剂的药食同源资源

序号

1

2
3
4
5
6

功效

美白祛斑

防晒

抗衰老

保湿

美发

抗菌防腐剂

品种

芦荟尧当归尧红花尧桃仁尧白芷尧人参尧白术尧白及尧槐花尧丁香尧金银花尧乌梅尧川芎尧甘草尧槐米尧薄荷尧高良

姜尧姜黄尧生姜尧薏苡仁尧赤小豆尧赤芍尧桑叶尧桑葚尧桑白皮尧桑枝尧沙棘尧银杏叶尧益母草尧青果尧黄芪尧灵芝

芦荟尧黄芪尧沙棘叶尧金银花尧槐米尧薏苡仁尧甘草尧三七尧茴香

红花尧槐花尧野菊花尧金银花尧姜黄尧青果尧丹参

竹茹尧百合尧紫苏尧芦荟尧甘草

何首乌尧人参尧川芎尧五味子尧女贞子尧芦荟尧生姜尧薄荷尧菊花尧枸杞子尧沙棘尧甘草尧当归

益母草尧黄芪尧芍药尧芦荟尧人参尧甘草尧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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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 年我国审批通过的保健食品各功效占比情况

注院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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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袁为 218 款袁占总量的 30.49%袁其他剂型注

册数量情况见图 3袁而由于这些剂型为药品服用形

态袁让人有服用药物的感觉袁从而未能很好地契合

消费者服用心理遥
2.2 缺乏中医药特色与优势

目前市场上的药食同源健康产品大多以矿物

质尧氨基酸尧维生素为主袁在加工工艺上停留在原料

的简单提取遥 而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袁以传统中医

药选方配伍为基础的保健品种类不多袁缺乏从中医

养生古方中挖掘保健食品的创新品种遥 没有利用好

中医药的特色与传统优势袁缺少野整体系统冶之道尧
野辨证施膳冶之本尧野平衡调理冶之要尧野扶正祛邪冶之
法尧野食药同理冶之术[35]遥
2.3 产品质量不稳定

药食同源资源多来源于自然界的生物有机体袁
因此袁其质量常受到生物遗传物质基础差异和不

同外界环境因子等的影响遥 除此之外袁药食同源资

源的制备过程是对中药化学物质群的重新获取袁如
产地加工和储存尧炮制尧提取纯化尧制剂成型等袁也
是影响中药质量的重要因素[24袁36]遥 同时袁原料尧中间

体和成品还缺乏完善的标准体系袁易造成产品质量不

稳定遥
而且袁当前产品质量检测存在许多问题遥 如产

品的检测中常以多糖尧总黄酮尧多酚含量作为检测

标准袁但当部分产品的多糖含量不够时袁不良商家

就通过添加糊精来增加多糖含量袁以求达到规定标

准遥 同时袁 现阶段对产品掺伪成分的检测还不够深

入袁特别是减肥尧治疗便秘和糖尿病类的产品袁对不

在配方表中的常规药品成分缺乏检测袁 例如减肥类

产品袁经检查后发现产品中添加了不是常规药品的

西布曲敏袁但是否添加了大黄尧番泻叶等药食同源资

源袁其检测又极少[37]遥
3 药食同源资源开发对策

当前袁以药食同源资源为主要原料的大健康产

品兼具消费升级尧健康保健和礼品等多重属性袁针对

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袁笔者提出了以下 3 种策略遥
3.1 构建药食同源资源全值化利用产业链

在药食同源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袁研究构建

全值化开发利用产业链袁可改变低水平重复开发的

现状袁增加产品种类尧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能耗袁这
对提升我国药食同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具有重要

的意义遥在药食同源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当充

分把握上中下三游的紧密联系袁形成涵盖初加工尧精
加工和深加工不同层次的工业体系遥

同时袁在产品的研发上应当符合当前第五代保

健食品的野好看袁好吃袁好用冶原则袁专注于以传统养

生理念为基础袁研发适应现代人们生活习惯的健康

食品遥初次使用天然产品的年轻消费者袁对新颖的产

品剂型更感兴趣遥 因此袁可以将普通食品(饮料尧饼干

和果冻等)为主要形态袁药食同源资源为主要原料袁
开发出一系列功能化的野药食同源冶零食袁如免疫零

图 3 2020 年保健食品不同剂型注册数量

注院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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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尧美容零食以及野功能饮料冶袁让消费者身心愉悦地

使用同时袁还起到预防保健的作用遥
除此之外袁产品的研发还应当基于市场需求遥

例如袁当下慢性压力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袁长期的慢

性压力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尧睡眠和工作状态袁并最

终影响人们的整体健康遥 市场上定位于睡眠和放松

的新产品出现显著增长遥 最近两年袁适应原的概念

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知遥 适应原草药是一类可以帮

助身体适应生理和心理压力袁能够很好地调节压力

和免疫力两者之间联系的中草药袁如人参尧红景天

等[38]遥 从目前缓压和助眠产品类需求量不断增加的

市场行情来看袁适应原草药比较契合当下的市场趋

势遥 因此袁以市场为导向袁扩大开发以适应原草药为

代表的一系列新资源尧新方向应用产品十分必要遥
3.2 结合中医食疗和现代科学理论

在疫情的影响下袁人们对免疫力相关产品十分

关注遥 中医药对防病养生有着独特的优势袁注重通

过扶养正气以达到祛邪目的袁如益卫气尧补元气尧养
血气来加强机体的抵抗力遥 这种理念就推动着药食

同源资源在免疫健康产品中的创新袁使得以食品和

饮料为形态的免疫产品陆续出现在市场上袁如饼干尧
巧克力尧麦片或棒状食品等遥消费者有足够的机会

买到免疫零食和即饮饮料遥疫情之后袁同样还有很

多后续问题亟待解决袁如焦虑尧失眠等健康问题袁此
类药食同源产品的开发空间很大遥

除中医药理论外袁还可结合生理学尧生物化学尧
营养学中的现代生命科学理论袁从微观的角度来深

入地阐述野食疗冶配方中的具体功能及其作用机制袁
从而实现营养定制袁达到野精准食疗冶目的遥 同时袁还
可建立合适的评价体系袁提高研究水平袁使其能够进

入国际市场遥
3.3 优化质量检测方法

针对药食同源资源产品的不稳定袁笔者认为在

原料环节中袁应当大力推进中药材规范化栽培渊GAP冤袁
从而生产出质量稳定的原料遥 同时袁加工过程中袁应
以从药食同源植物中提取的功效佳尧含量高的有效

成分作为中间体袁从而有利于产品标准的制定遥 除

此之外袁产品标准的制定袁还可参考国际上一些先进

的成果和汲取一些成功的经验遥 综合多种技术方法

构建一套科学的国际化质量标准评价体系来保证产

品质量的稳定和利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遥
当前袁药食同源产品质量检测围绕在卫生学检

测尧稳定性检测尧功效或标志性成分试验和安全性评

价试验 4 个方面遥在产品质量检测时袁应当少采用紫

外分光光度计法袁而尽量使用 HPLC 检测其中具体

的单体成分遥 同时袁可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尧
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尧离子迁移谱技

术等新型检测技术来检测产品当中的非法添加成

分遥 例如减肥类产品中可测定西布曲明尧大黄素尧番
泻苷等袁从而保证产品的安全性遥
4 结语

目前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发展袁
在大健康产业背景下开发药食同源资源产品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遥 在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两大层面的

机遇下袁中医药养生服务产业也迎来野好时代冶遥据研

究报道袁2020 年我国保健食品行业或将突破 4 500
亿元[39]遥 因此袁充分挖掘我国药食同源这一巨大资源

宝库袁加强其开发利用袁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袁辅
以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袁 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和要

求袁形成药食同源资源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袁助力野健
康中国冶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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