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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类保健食品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研制的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我国丰富的中药资源和源远

流长的“药食同源”文化为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提供了基础。但传统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建立在中医基础

之上的中药功效受到一定质疑, 围绕着中医药的争论从未停止。本文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中药功效的真实性

以及围绕着中医药的争论展开论述, 从食品科学的角度对中医保健食品开发的科学性进行了探讨, 提出虽然

中医药得不到普遍认同, 但中药的功效在长期使用中得到了验证, 所以, 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是有实证根据

的, 但关键是在以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作为指导时, 还要以现代科学特别是食品科学的研究为依据来进行开发

的观点, 以期为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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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food from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ich is considered to exert specific medical healthy 

function, i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bundan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the long-standing culture of “homology of medicine and food” have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kind of health food.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the 

medicines based on this theory have always been under debate. By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all aspects of these 

debat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modern food science, a perspective has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that 

alth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not been accepted worldwide, but the function of its medicines has 

been proved by thousands years of practical use in China. Therefore, exploring health food from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reasonable and has solid foundation. Nevertheless, it has been emphasized that exploring this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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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ealth food cannot be based only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o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sciences especially modern food science. Perspectiv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 foo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tractive; health food; science 
 
 

1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食品工业的发展, 广大

消费者的自我保健意识在不断增强, 人们对食品要求从吃

饱、吃好到希望所摄取的食品对自身健康有促进作用。为

适应这一变化, 我国在二十世纪 80年代后期产生了保健食

品, 1984 年我国成立了群众性团体性质的学术组织—中国

保健食品协会[1]。保健食品的出现, 是人们对提高生命质

量的追求。我国保健食品主要分为针对特定人群的保健食

品和具有特定功效的保健食品两类[2]。 

中药类保健食品是指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 在天然

食物中加入卫生部颁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可食药材, 

经过适当加工成为具有某些调节人体生理功能、有益于健

康的保健食品[3]。目前我国批准适用作为保健食品的“药食

同源”的中药有 87种, 另有 114种可用于保健食品的材料, 

如常见的枣、蜂蜜、桑叶、菊花等[4]。保健食品的发展经

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代保健食品为初级保健食品, 仅根据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或强化的营养素来推知该类食品的功能; 

第二代保健食品特定的功能有了科学的实验基础, 须经过

动物或人体实验证明其生理调节功能; 第三代保健食品, 

不仅特定生理调节功能需经动物或人体实验来证明其明确

可靠, 而且还需确知其功效成分的化学结构及其含量[5]。

目前, 由于我国中医还没有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医学

界承认, 国内对中医药及其疗效的看法也存在大相径庭的

观点[6]。本文试就此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 期望对保健食

品的开发和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参考作用。 

2  中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中医以阴阳和五行作为理论基础, 将人体看成是气、

行形、神的统一体, 而阴阳和五行实际是古人用以认识世

界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医五行养生疗法

中, 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五脏中的肝、心、脾、

肺、肾, 将五行的生克用于脏腑辩证, 如木克土, 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必先实脾, 这都是阴阳五行在中医治疗中的具

体应用。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 探求

病性、病位, 分析病因以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

气血津液的变化, 判断邪正消长, 进而得出病名, 使用中

药等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7]。 

中医以阴阳和五行作为理论基础, 它是古人用以认

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中医在医

学上不具有现代科学基础, 受到了包括俞樾、蔡元培、陈

独秀、鲁迅等人在内的质疑[8,9]。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很

多知名学者都曾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 并试图找

出其合理之处[10]。钱学森也认为中医是自然哲学, 不是自

然科学, 属于前科学, 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11]。钱

老认为, 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观来看问题。中

医理论的长处是整体观、系统观、多层次观, 这是它的正

确、优点和成就, 这与西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不同, 还不

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12]。总体上说, 中医是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人的

人体健康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还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

体系。如何与现代医学结合, 是中医药发展需要面对的一

个重要问题。因此, 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 除了以传统的

中医理论作为参考和指导, 还应考虑以现代食品科学对其

功效加以验证。 

3  中药-几千年经验的集成 

中医药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之上, 故每一味中

药都有其阴阳五行之属性[4]。中药发挥作用一向是用四气

五味、气味厚薄、升降沉浮、药物归经、引经报使七情和

合、君臣佐使等观点加以解释[13]。中医学强调以“天地人

三才”一体的医学模式, 以人为中心, 从人与自然、社会三

者的关系去探讨人的生命过程及防治疾病的规律。如中医

中药治疗艾滋病患者, 中药并不是祛除 HIV 病毒, 而是扶

助正气, 增强免疫力, 提高或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14]。中

医学的“天人合一”正与现代西方提出的平衡医学健康新模

式相吻合。平衡医学是指人体健康应包括生物、心理、社

会和自然一体的医学新模式[15]。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 

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中药治病, 虽然不具有现代科学性, 

但是不能据此否认中药的药效。中药实际上是几千年中国

人使用的经验集成, 其功效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得到肯定, 

并在使用经验的积累中得到修正。实际上, 植物中具有一

些对人体有益的功效成分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

可, 但其功效成分必须经过科学的检验和验证。毫无凝问, 

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 在基于传统中医认定功效的基础

上, 必须在现代科学特别是食品科学对功效成分的研究和

确认的基础之上来进行。 

4  国外对中医药的认识 

西方人的文化及理论是以现实存在的科学依据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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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 要求任何事物必须客观存在, 然后用某种化学或

物理实验来取得证据, 再在事物本质上得到验证。中医中

药显然达不到这一基本要求, 自然不能得到西方主流医学

体系的承认。西医认为, 传统中医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

生命观, 与经过历史变革、盛行于现代的、机械的、还原

性的西医生命观念有很大差别[16]。近代以来中医在西方发

达国家仍然被归类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种, 西方医学并不

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的医学体系, 甚至被不少研究人员认

为是巫术[17]。 

在美国官方机构看来, 中医和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

的地位完全一样, 并不特别看重它, 当然更不会认可它。美

国 FDA 的文件说得很清楚, 他们不认可这些“完整医药体

系”, 但是会管理这些“完整医药体系”所使用的具体药物, 

这些药物如果想在美国作为药物上市, 就必须用科学方法

检验其安全性和有效性[18]。 

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 澳大利亚对中医、中药师

进行全国注册管理, 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以立法方

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以立法方式承

认中医合法地位, 必然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诚如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于 2012年 5月 31日在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中所讲,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正在认

识、接受中医科学, 目前已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政

府部门签订中医药合作协议”。 

另外, 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还相继建立了专门的

中医和中药研究机构, 并在有关大学开设了中医药课程。

由此可见, 曾经倍受排斥的传统中医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状况有所改善。中医药虽然没有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但

中药中的功效成分经过科学研究结果证实后, 是可以被世

界接受的。这是中药类保健食品研发的意义和前途所在。 

5  中药的功效及应用 

中药功效通过药物作用于机体后, 对其生理功能和

病理变化所产生的不同调节效应而被人们所认识。根据作

用对象的不同, 中药功效又分为对证功效、对症功效、对

病功效和配伍功效, 分别针对疾病的“病性”、“症状”、“特

点及规律”和“药物配合应用”发挥治疗作用的功效[19]。中药

建立在中医基础上, 其功效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得到了实

践的检验。中药作为纯天然药物的代表, 已经成为当今最

具发展前景的药物, 建立在科学、系统的研究之上的新型

中药受到普遍欢迎。根据 2013年在郑州举办的国际制药原

料展览会的消息, 中药的提取物当时约有 300 多种[20], 目

前销量最高的有: 芦荟、西洋参、蔓越橘、松果菊、亚麻

籽、生姜、银杏、薄荷油和绿茶提取物等[2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目前在全世界有 40 亿人使用

草药治病, 占世界总人口的 80%。日本于 70 年代末期即

将草药制成提取物应用; 在德国允许植物提取物作为处

方药进行登记; 欧美各国 25%处方至少含有 1种来自高等

植物的提取物或化合物; 在美国 , 中药提取物直接销售

占健康食品市场份额的 7%~14%, 68%片剂和胶囊以提取

物为原料[22,23]。 

总的说来, 中药与其他世界上的草药一样, 有一定的

医疗价值, 通过现代科学和技术研究清楚其有效成分、作

用机制、毒副作用、利用方式等问题, 可以使中药对人体

健康和疾病治疗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建立在中药效用基

础之上的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 是利用中医药资料的一

个有效途径。 

6  对中药类保健食品的思考 

中医药作为传统的医药卫生和养生文化, 是食品保

健功能的有效物质来源。然而, 关于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

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 中药类保健食品的保健功效应该怎样科学认

定？既然是中药类保健食品, 就应该有保健成分及其功

效。这就要求我们在研发过程中, 对此加以研究并得到明

确结果。只有这样, 才可能使开发出的中药类保健食品走

向世界。其次, 中药类保健食品既然由中药开发而成, 长期

食用是否会有不良作用？如果有, 还能被当做食品吗？第

三, 中药类保健食品既然由中药开发而成, 就应该有其适

宜人群, 同时也应该有不宜人群, 怎样来正确引导消费者

从而避免其可能产生的不良作用？第四, 虽然保健食品审

批已明确要求必须做功能性和安全性试验, 但在长期食

用、无限制食用的条件下, 其安全性是否能得到保证, 还需

要经过长期的观察和验证。第五, 如何避免其中的中药成

分可能造成的副作用？第六, 怎样向消费者描述中药类保

健食品, 以便消费者能明确知道和理解食用后的后果或效

果？是否需要在包装上标示特别的警示？这些在中药类保

健食品研发中必须加以注意。 

此外, 从现代营养科学的角度来说, 人体是一个平衡

的系统, 对各种营养成分的需求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 

任何营养素的不足或过量都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24]。

对具体个体来说, 只有需要或不需要的食物成分, 没有保

健的或不保健的食物成分。例如, 成人蛋白质的需求量一

般为 0.8 g/(kg·d), 如长期摄入不足, 将导致免疫力下降, 

使骨骼和智力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 但如摄入过量, 其

分解产物氨、酮酸及尿素等对人体会产生副作用, 长期以

往会影响肝肾功能[25]。美国科学家发布一项声明指出, 食

用过量的蛋白质会增加患如胰腺癌、肾癌及乳腺癌等癌症

的风险[26]。又如, 维生素 C 具有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治疗

坏血病, 预防牙龈萎缩、出血, 抗氧化等作用, 但是过量服

用就会产生不良后果[27]。长期大量服用, 会引起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 若突然减少用量, 比未服药前更易患坏

血病, 同时尿液酸化, 草酸盐急增, 容易形成肾结石;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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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维生素 C 进行快速静脉注射, 会发生红细胞溶解或

静脉栓塞, 有致命的危险[28]。再如, 黄酮类物质可通过抗

氧化和清除自由基而具有抗癌、防癌等功效, Middleton[29]

曾指出, 每天食物中平均含 1 g类黄酮化合物, 就足以维持

机体组织所需药理活性浓度。但也有越来愈多的报道显示, 

大豆异黄酮可增加一些癌症如乳腺癌、子宫体癌和子宫内

膜癌等的发生风险[30]。 

因此, 摄入人体缺乏的成分对人体健康才是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由于每个人的饮食、营养、身体状况的

不同, 很难找到对人类普遍适用的保健成分, 因此, 从这

个角度上说, 实际上并没有适合于大部分人的保健食品。

另外, 即使是适用于特定人群或部分人群的一种成分的开

发, 首先必须在一套完善的安全评价系统中评价其安全性, 

主要包括毒理安全试验和临床功效评估等, 以保证其安全

审查过程的科学性, 在使用时也要特别说明其功效和作用

以及适用情况。 

7  中药类保健食品的发展展望 

我国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保健食品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对保健食品进行了严格的定义: 保健食品

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

目的的食品, 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

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保健食品是特殊食品, 因而不同

于普通食品[31]。首先, 保健食品含有一定量的功效成分

(生理活性物质), 能够调节人体机能 , 具有特定的功能 , 

而普通食品不强调特定功能。其次, 保健食品一般具有特

定的食用范围, 而普通食品则无特定的食用范围。当然, 

在一般的食品中也含有生理活性物质, 但由于含量较低, 

在人体内无法达到有效调节机体功能的浓度, 不能实现

功效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人们对“药食同源”的认

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 现代中药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及

其市场的日益繁荣, 正是这种具有传统医药文化特色和饮

食文化特色的食疗养生文化的进化和发展。卫生部《保健

食品管理办法》对中药保健食品的定义为: 在中医药理论

指导下研制的具有特定中医药保健功能, 适宜于特定人群

食用 ,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 ,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食品
[32]。根据本文前面陈述的理由和事实, 这一定义中“在中医

药理论指导下研制”显然不太恰当, 它直接造成了目前中

药类保健食品研发过程中主要存在的单纯以中医药理论为

基础、功效成分定位不准确、药理作用机制不明确、功效

成分含量低、难以消化吸收等问题。因此, 要加强揭示原

料中生物活性成分及其与功效作用关系的研究, 并通过动

物或人群实验来证实这些生物活性成分所应具有的明显、

稳定的功效。同时要对中药成分可能造成的副作用进行深

入研究 , 以便消费者能够明晰此类保健食品食用后的情

况。在中药类保健食品研发过程中要采用先进技术、设备、

工艺和方法, 使得新研制出来的中药保健食品具有功效持

久、显著、无毒副作用等特点。 

此外, 中药类保健食品应该是有特定的适用人群范

围, 必须面对不同体质、不同生活习惯的特殊人群, 如“葛

花醒酒汤”适宜嗜饮酒者, “干果化口服液”的特殊适用人群

是汽车司机、交通警察及长期接触铅元素者, 各类中药减

肥食品的适用人群是嗜食肥甘、形盛体胖者等等。我国《保

健食品管理办法》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等应明确

标出适宜人群; 当该产品不适宜某类人群时, 应在“适宜人

群”之后标示不适宜食用的人群, 其字体应略大于“适宜人

群”的内容。因此, 中药类保健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要特别

注意食品标签、说明书或其他特别警示标识信息的标注, 

以利于人们针对自己的需求进行选购。 

总之, 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需以科学研究为基础, 

应不断完善生产、加工制备工艺, 深入研究中药生物活性

成分的药理作用及相关的功效, 同时注重产品适用范围和

消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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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检测技术”专题征稿 
 
 
 

农药、兽药作为农业生产投入品是促进生产、确保增长的重要基础, 但是, 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值得

关注。国内外许多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发展快速、高通量、多组分的残留检测技术, 从而, 推动了有关仪器设备

和分析技术的进展。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检测技术”专题, 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赵

云峰研究员担任专题主编, 赵云峰研究员目前担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理化实验部主任、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委员。专题将围绕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检测的农药残留前处理技术、检测方法、残

留分布与消除规律、残留危害的风险评估、农药登记田间残留试验、残留检测的规范化采样和标准、农药残

留在蔬菜和水果上的代谢转化规律、国外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标准比较、JMPR农药残留和 CCRVDF制定

准则及变化、检测机理等多方面展开讨论, 计划在 2015年 6月出版。 

编辑部与赵云峰研究员特邀请各位专家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综述、研究论文均可,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

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请在 2015年 5月 25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优先发表。 

 投稿方式: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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