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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全国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督 

抽检结果分析 

尹  译, 朱  炯, 王艳萍, 王  慧*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北京  102629) 

摘  要: 目的  分析我国当前保健食品安全的整体情况。方法  对 2016~2017 年全国保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结果进行汇总, 分析各季度监督抽检完成情况及抽检发现的主要保健食品安全问题。结果  2016~2017 年全

国共完成 22403 批次保健食品样品的监督抽检, 其中合格样品 21964 批次, 不合格样品 439 批次, 总体合格率

为 98.0%。其中针对总局本级任务进行重点分析, 监督抽检样品涉及 27 个功能类别和营养素补充剂, 其中辅

助降血糖、改善睡眠等 17 个功能类别的保健食品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不合格率均为 0.00%; 对辐射危害有辅

助保护功能类别的保健食品不合格率相对较高, 为 12.50%。抽检发现的主要保健食品安全问题是质量指标不

符合标准、微生物污染、重金属等元素污染、非法添加。其中质量指标一直在保健食品中是问题最严重的项

目类别, 也是最引起监管部门重视的类别。结论  我国近 2 年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形势整体较平稳, 但仍存在质

量指标不符合标准、微生物污染、重金属等元素污染等较突出的质量安全因素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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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ampling inspection results of national health food supervision in 
2016-2017 

YIN Yi, ZHU Jiong, WANG Yan-Ping, WANG Hui*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Beijing 1026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health food safety in China. Methods  The sampling 

results of national health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from 2016 to 2017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completion status of 

quarterly supervision sampling and the main health food safety problems found by sampling were analyzed. Results 

From 2016 to 2017, 22403 batches of health food samples were supervised and sampled, including 21964 batches of 

qualified samples and 439 batches of unqualified samples. The overall qualified rate was 98.0%. The task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t this level was analyzed emphatically, the supervised sampling involved 27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nutrient supplements, among them, no unqualified sample was found in 17 functional categories of 

health foods, such as auxiliary hypoglycemia and sleep improvement, the disqualification rate was 0.00%.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health food with auxiliary protective function against radiation hazard was relatively high of 

12.50%. The main health food safety problems found by sampling inspection were the quality indicators not meeting 

the standard, microbial pollution, heavy metal and other elements pollution, illegal addition. Among them, quality 

indicators had always been the most serious item category in health food,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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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Conclusi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situation of health food in 

China has improved year by year in recent two year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outstanding safety factors such as 

quality index, microbial pollution, heavy metal pollu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food; supervision sampling; quality and safety; quality indicators 
 
 

1  引  言 

近年来,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原

国家总局”)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我国也先后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食品安全抽样检验

管理办法》[2]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原国家总局于每年

1 月份官方发布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 全国各级食药监

部门再按照国家级抽检计划制定相应的抽检方案, 然后组

织开展抽样、检验工作。从 2016 年起, 保健食品被纳入普

通食品一同下发抽检方案, 从抽检计划中可以看出, 总局

明确国家、省、市、县四级任务分工, 强调突出靶向性抽

检原则, 其中总局本级任务全年分为 4 个季度进行抽检, 

抽检对象为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的保健食品大型生产企业, 

并且侧重对检验方法新、往年不合格率较高、社会敏感度

较高的项目进行抽检, 抽检结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代表

性, 能够反映我国目前市场占有率较高、覆盖面较广的保

健食品生产企业的总体质量状况。 

因此, 本研究对 2016~2017 年每季度抽检通告和保健

食品抽检监测统计系统中的抽检数据进行汇总整理, 在分

析全国数据整体抽检情况的基础上, 重点对总局本级任务

进行多维度分析, 从而总结出近 2 年存在的保健食品安全

问题和风险隐患, 帮助监管部门、技术机构、生产经营企

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了解我国目前保健食品总体质量现状, 

为广大保健食品监管人员明确监管重点, 优化监管模式提

供重要参考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全国数据来源于原国家总局官网公布的 2016 至 2017

年每季度保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分析通告[3-10], 其中

总局本级任务的抽检数据来源于保健食品抽检监测数据统

计分析系统。 

2.2  统计方法 

先从抽检通告和保健食品抽检监测系统中下载所需

的数据以及信息, 进行汇总整理之后, 再用 Excel 按照功

能类别、项目类别、检验项目等不同维度对抽检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 并配以表格进行展示。 

2.3  检验项目、抽检依据及判定依据的选择 

保健食品的抽检项目类别主要包括功效或标志性成

分、微生物指标、重金属指标、非法添加(7 大功能类别)

以及理化指标(部分剂型)。 

对宣称改善睡眠类、辅助降血糖类、辅助降血脂类、

辅助降血压类、缓解体力疲劳类、提高免疫力类、减肥类

共 7 类保健食品按照原国家总局发布的相关补充检验方法

进行非法添加化学物质的检测; 微生物指标按照 GB 4789

系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检测, 其中大肠菌群、菌落总

数、霉菌和酵母、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分别按照 GB 

4789.3-2010[11]、GB 4789.2-2010[12]、GB 4789.15-2010[13]、

GB 4789.10-2010[14]、GB 4789.4-2010[15]进行检测;重金属指

标按照 GB/T 5009 系列进行检测, 其中铅、总砷、总汞分

别按照 GB/T 5009.12-2017[16]、GB/T 5009.11-2014[17]、GB/T 

5009.17-2014[18]进行检测; 理化指标和功效或标志性成分

按照该保健食品的产品企业标准进行检测[19]。 

判定依据为 GB 1674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健

食品》[20]及经过有关部门备案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和原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21-30]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全国抽检情况分析 

3.1.1  总体情况分析 

2016~2017 年全国保健食品安全抽检结果见表 1, 从

原国家总局发布的通告上看, 2016 到 2017 年全国共完成

22403 批 次 保 健 食 品 样 品 的 监 督 抽 检 , 总 体 合 格 率 为

98.0%, 普通食品合格率为 97.7%, 保健食品抽检合格率高

于普通食品平均水平, 说明保健食品企业控制水平整体高

于普通食品。2017 年监督抽检不合格率比 2016 年上升

0.5%, 上升幅度较小, 基本上保持平稳, 这说明全国保健

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基本上保持稳定。具体情况见表 1。 

3.1.2  按季度情况分析 

从各季度抽检情况来看, 每季度的抽检量和抽检结

果相对不均衡, 保健食品整体安全形势波动较明显。第一

季度和第三季度抽检完成量相对平均, 第二季度明显大

幅度下降 , 第四季度反向大幅度提升 , 接近全年抽检量

的一半, 造成波动性较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年初抽检计

划任务刚刚下发, 全国各级监管部门及抽检机构对于计

划不是很熟悉 , 导致任务执行进展缓慢 , 但到了年底抽

检工作收尾阶段 , 全国各省为了达到任务完成率 , 集中

突击完成任务, 所以从整体趋势来看全年波动性较大。具

体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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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2017 年全国保健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分析 
Table 1  National health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in 2016-2017 

年份 样品量/批 合格样品量/批次 不合格样品量/批次 不合格检出率/% 普通食品不合格检出率/% 

2016 11489 11294 195 1.70 2.40 

2017 10914 10670 244 2.20 2.30 

合计 22403 21964 439 2.00 2.30 

 
表 2  2016~2017 年各季度全国保健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分析 

Table 2  Quarterly completion statu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in 2016-2017 

季度 

2016 年 2017 年 

样品量/

批次 

抽检量占

全年总量

比例/% 

合格样品

量/批次 

不合格样

品量/批

次 

不合格检

出率/% 

样品量/

批次 

抽检量占

全年总量

比例/% 

合格样品

量/批次 

不合格样

品量/批

次 

不合格检

出率/% 

第一季度 2904 25.3 2842 62 2.13 2425 22.2 2397 28 1.15% 

第二季度 1197 10.4 1168 29 2.42 751 6.9 731 20 2.66% 

第三季度 2504 21.8 2488 16 0.64 3193 29.3 3143 50 1.57% 

第四季度 4884 42.5 4796 88 1.80 4545 41.6 4399 146 3.21% 

合计 11489 100 11294 195 1.70 10914 100 10670 244 2.24% 
 

 

3.2  总局本级任务抽检情况分析 

3.2.1  总体情况分析 

与 2016 年相比, 2017 年整体合格率上升了 2.1%, 说

明目前我国大型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总体情况见表 3。 

 
 

表 3  2016~2017 年总局本级保健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分析 
Table 3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t the same level health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in 2016-2017 

年度 
计划样品量 

/批次 

实际完成

量/批次 

不合格样

品量/批次 
合格率/%

2016 950 958 33 96.6 

2017 610 612 8 98.7 

合计 1560 1570 41 97.4 

注: 以上表格里的所有数据均为初检结果, 下同。 
 

 
3.2.2  按功能类别分析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我国国产保健食品共获得批

准文号数 15879 个[31], 其中保健食品功能类别获批文号排

名前 3 位依次为增强免疫力、营养素补充剂和缓解体力疲

劳。从市场的角度看, 功能类别的获批文号数越多, 被抽

到样品的频率越高, 证明诸如增强免疫力、营养素补充剂

等这一类功能类别市场占有率越高, 这也意味着数量庞大

的产品品类会更多地经受监管机构的抽检。在 2016~2017

年总局本级任务监督抽检的 1570 批次保健食品中, 营养

素补充剂类以 573 批次排在首位, 其次为增强免疫力类, 

抽检量为 306 批次, 祛痤疮、辅助降血压、对胃粘膜有辅

助保护功能这 3 个功能类别均仅抽取 1 批次。从这些情况

可看出, 各功能类别抽样分布两极分化较严重, 这与我国

目前保健食品获得批准文号数情况相符合, 还可能是因为

部分抽样部门更愿意选取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功能类别, 相

对来说抽样更容易。从不合格率上看,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

保护功能样品以 12.50%的不合格样品率排在首位, 抗氧化

(延缓衰老)样品以 6.67%的不合格检出率排在第 2 位, 说明

这两种功能类别存在一定质量安全隐患, 但是由于整体抽

样量较少, 所以统计结果具有一定局限性, 并不能完全反

映出我国目前保健食品各功能类别总体状况。若按照具有

一定规模的抽样量统计, 增强免疫力类、营养素补充剂、

减肥类的保健食品应是不合格的重灾区, 三者不合格比例

之和达到约 50.0%。具体情况见表 4。 

3.2.3  按项目类别分析 

从各项目类别维度进行分析, 2016 年监督抽检抽到的

样品所检项目类别涉及重金属等元素污染、微生物指标、

质量指标等 7 大检验项目类别, 2017 年监督抽检比 2016 年

少做农兽药残留指标和生物毒素指标 2 大项目类别, 且

2016 和 2017 年不合格率占比较高的均为质量指标和其他

微生物指标。具体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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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6~2017 年保健食品各功能类别抽检结果分析 
Table 4  Functional categories health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in 2016-2017 

功能类别 
样品总量 不合格样

品量/批次 

不合格检出率

/批次 /%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 

保护功能 
8 1 12.5 

抗氧化(延缓衰老) 30 2 6.67 

减肥 46 3 6.52 

通便 65 4 6.15 

辅助改善记忆 19 1 5.26 

对化学性肝损伤有 

辅助保护作用 
21 1 4.76 

营养素补充剂 573 19 3.32 

缓解体力疲劳 57 1 1.75 

增强免疫力 

(单向调节免疫) 
306 5 1.63 

增加骨密度 

(改善骨质疏松) 
64 1 1.56 

辅助降血脂 

(单项调节血脂) 
193 3 1.55 

改善睡眠 28 0 0.00 

其他 26 0 0.00 

改善营养性 

(缺铁性)贫血 
24 0 0.00 

清咽(清咽润喉) 21 0 0.00 

辅助降血糖 15 0 0.00 

祛黄褐斑 12 0 0.00 

提高缺氧耐受力 11 0 0.00 

改善皮肤水份 9 0 0.00 

促进消化 9 0 0.00 

调节肠道菌群 8 0 0.00 

改善生长发育 8 0 0.00 

缓解视疲劳 6 0 0.00 

改善胃肠道功能 6 0 0.00 

美容(祛痤疮) 2 0 0.00 

祛痤疮 1 0 0.00 

辅助降血压 1 0 0.00 

对胃粘膜有辅助 

保护功能 
1 0 0.00 

合计 1570 41 2.61 

注: 以上数据仅为 2016~2017 年总局本级任务抽检数据, 下同。 

表 5  2016~2017 年保健食品各项目类别抽检结果分析 
Table 5  Project categories health food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in 2016-2017 

项目类别

2016 年 2017 年 

总项

次/项

次 

不合

格项

次 

不合格

项次检

出率/% 

总项次

/项次 

不合格

项次/项

次 

不合格

项次检

出率/%

非法添加 958 1 0.10 326 0 0.00 

农兽药残留 305 0 0.00 / / / 

一般微生物 955 5 0.52 603 4 0.66 

生物毒素 2 0 0.00 / / / 

食品添加剂 274 0 0.00 53 0 0.00 

质量指标 887 43 4.85 457 3 0.80 

致病性 

微生物 
944 1 0.11 602 0 0.00 

重金属指标 957 0 0.00 602 2 0.33 

合计 5282 50 0.95 2643 9 1.31 

 
3.2.4  不合格项目抽检情况及原因分析 

从不合格项目上看, 共检出不合格项目 29 个, 其中

维生素 B12、红景天苷、维生素 A、磷脂、总黄酮等产品

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问题, 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微生物污染问题, 铅的重金属等元素污染问

题, 他达拉非的非法添加问题为主要不合格原因。不合格

率排名相对靠前的主要以维生素类项目为主。具体情况见

表 6。 

(1)功效或标志性成分 

功效或标志性成分涉及的不合格项目最多, 主要涉

及维生素 B12、红景天苷、维生素 A、总黄酮、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维生素 D3、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C、

维生素 B6、β-胡萝卜素、肉碱、叶酸、烟酸、钙、锌、铁

共 18 个。这些不合格项目中, 维生素 D、维生素 A、总黄

酮不合格项次较多, 问题较为突出。 

功效或标志性成分是指保健食品中具有生理活性的

物质, 能够调节人体的机能, 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 这也

是保健食品区别于一般普通食品的关键所在。保健食品之

所以能对人体健康起到不同的有益作用, 是因为它具有保

健功能的有效成分, 例如灵芝中的多糖、人参中的皂苷。

评价一款保健食品是否有效, 须满足两点: 一是功效成分

必须与该产品宣传的保健功能相对应, 二是功效成分的含

量应不低于最低有效含量, 如有必要须控制最高有效含

量。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功效或标志性成分含量未达到标

准规定的限值, 生产企业使用劣质原料或对原料质量把关

不严、未按照配方标准投料生产、生产工艺设计不合理导

致有效成分分解或流失、制剂质量不稳定、贮存条件不符

合产品要求等。也有个别产品因功效或标志性成分指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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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标准规定的最高限值而判定为不合格, 主要是一些用量

合理可以起保健作用, 超剂量服用可能产生不良反应的成

分, 如总黄酮、维生素 D 等。 

 
表 6  2016~2017 年保健食品不合格项目抽检结果分析 

Table 6  Unqualified items health food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in 2016-2017 

检验项目 
总项次 

/项次 

不合格项次 

/项次 

不合格项次 

检出率/% 

维生素 B12 18 2 11.11 

红景天苷 9 1 11.11 

维生素 A 45 4 8.89 

磷脂 15 1 6.67 

总黄酮 63 4 6.35 

维生素 B1 54 3 5.56 

肉碱 18 1 5.56 

维生素 D3 57 3 5.26 

维生素 D 103 5 4.85 

二十碳五烯酸 48 2 4.17 

维生素 B6 49 2 4.08 

二十二碳六烯酸 53 2 3.77 

β-胡萝卜素 30 1 3.33 

叶酸 69 2 2.90 

铅(以 Pb 计) 98 2 2.04 

维生素 B2 49 1 2.04 

维生素 E 104 2 1.92 

水分 54 1 1.85 

铁 85 1 1.18 

钙(以 Ca 计) 342 4 1.17 

锌 95 1 1.05 

维生素 C 202 2 0.99 

霉菌 611 4 0.65 

烟酸 239 1 0.42 

他达拉非 325 1 0.31 

大肠菌群 1555 4 0.26 

霉菌和酵母 918 1 0.11 

金黄色葡萄球菌 1546 1 0.06 

合计 6854 59 0.86 

 
(2)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不合格项目涉及磷脂、二十碳五烯酸、二

十二碳六烯酸、水分共 4 个。其中水分是一个很典型的

理化指标 , 属于物理测定指标 , 水分的高低反映产品的

含水量, 合理的水分控制可避免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或营

养物质分解、酶解变质、霉变等, 有助于保持产品质量稳

定。水分不合格的风险来源可能是企业未严格按相关产

品的标准去组织生产, 生产工艺控制不当或干燥过程中

控制不到位; 出厂检验控制不严; 贮存、运输等环节中企

业对产品的防护、控制不严等[32]。二十二碳六烯酸项目

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不溶于水, 溶于乙醇等有机溶剂。

一般来说, 以二十二碳六烯酸为原料且含量合格的样品

剂型多为胶囊剂或软胶囊剂, 而近两年发现不合格样品

的剂型多为口服液, 以口服液为剂型的保健食品存在较

大质量风险。 

(3)重金属指标 

重金属污染问题不合格项目仅涉及铅。铅是一种对人

体危害极大的有毒重金属, 主要是通过食物、饮用水、空

气等方式影响人体的健康, 金属铅进入人体后, 少部分会

随着身体代谢排出体外, 其余大量则会在体内沉积。主要

风险来源为工业生产中废水废渣直接排入水体及土壤中, 

汽车废气中的重金属沉降到地面、农业生产中污染灌溉、

农药、劣质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等。再加上企业在生产时未

对原料进行严格验收或为降低产品成本而采用劣质原料, 

使用了有害金属含量超标的原料, 某些质量低劣的胶囊壳

中重金属含量也较高, 同时也不排除从生产设备迁移入产

品中的可能[32]。 

(4)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不合格项目主要涉及大肠菌群、霉菌和酵

母、金黄色葡萄球菌共 3 个。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属于

一般微生物, 一般微生物指标是反映保健食品卫生质量状

况的重要指标, 反映其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

造成保健食品中一般微生物指标不合格的原因很多, 但不

像其他食品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33]。主要风险来源有原

料在经过运输、加工以及制成成品及销售等一系列的过程

中, 可能会被微生物污染, 而污染源可能是水、人员、生

产环境或食品用具等。如果生产企业操作人员卫生意识不

够强, 不按生产要求进行操作、加工环境中的用具卫生不

达标、生熟不分开、没有按保健食品相应的要求进行储存

和运输, 则可能会引起保健食品中的大肠菌群、霉菌和酵

母超标。金黄色葡萄球菌属于致病性微生物, 在自然界无

处不在, 是国内外最常见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病源之一, 由

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占第二位, 仅次于大肠杆菌。

主要风险来源有: 保健食品加工制作人员带菌, 造成原料

污染。加工制作人员对个人卫生重视不够, 如在处理保健

食品之前和之后未彻底洗手, 直接用手接触已制作好的成

品等, 都可能使产品在加工制作过程中受到污染。未对原

料进行严格的验收, 加工间环境卫生条件差, 与其他带菌

原料交叉污染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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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法添加 

非法添加不合格项目主要仅涉及他达拉非。他达拉非

是缓解体力疲劳类保健食品中常添加的化学成分。根据《食

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

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

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值得注意的是, 检出的这类

化学药物一般是处方药, 并不允许添加于保健食品中, 但

目前仍有少数不法企业或假冒保健食品为追求产品的快速

效果, 擅自在保健食品中违法添加药品或其他化学物质, 

说明企业可能存在不法行为。短期服用添加了他达拉非物

质的保健食品不会产生明显危害, 但长期过量食用含有该

类物质的保健食品存在健康风险, 可能产生头痛、视觉异

常等不良反应。 

4  结论与建议 

近 2 年, 全国各级食药监部门一直认真落实“4 个最

严”的要求,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大

抽检工作, 在各级食药监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保健食品的

抽 检 工 作 取 得 一 定 的 显 著 成 效 。 从 公 布 的 数 据 看 , 

2016~2017 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抽检了 22403 批次保健食

品, 2016 和 2017 年不合格率分别为 1.70%和 2.20%, 2017

年比 2016 年同比增长 0.5%, 说明近 2 年我国保健食品质

量安全状况总体比较平稳。总局本级任务合格率同比增长

2.1%, 说明我国市场份额较大的生产企业产品总体质量趋

势稳中向好。从项目类别上看, 往年较突出的社会性话题

非法添加问题有所改善, 质量风险仍主要集中在一些常见

的问题上, 主要体现在质量指标不符合规定和微生物污染

问题等指标。 

4.1  质量指标不合格率居高不下 

质量指标不同于安全性指标, 它是衡量保健食品质

量的关键性指标, 也一直是保健食品不合格的首要因素。

自 2014 年以来, 质量指标连续 4 年在所有项目类别里不合

格项次所占比重一直居于首位, 居高不下, 其中 2016 和

2017 年不合格样品占比分别为 86.0%和 33.3%。与 2016

年相比, 2017 年不合格样品所占比例下降幅度较大。质量

指标含量不达标不仅与其企业的生产成本、经济利益等直

接相关, 也与企业诚信守法观念和质量安全意识淡薄等其

他多重原因有关。 

4.2  非法添加总体不合格率呈下降趋势 

原国家总局始终保持依法打击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

的高压态势, 因此近年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才进一步

好转。从 2016 年开始抽检方案大幅度调整, 总体合格率呈

上升趋势, 说明这两年非法添加情况有所改善, 随着总局

逐年开展保健食品监督抽检工作, 非法添加化学物质的行

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某种程度上说, 涉嫌假冒保健

食品问题也层出不穷, 往年总局下达的抽检任务仅针对于

获得批准文号的正规保健食品, 但近两年假冒保健食品非

法添加的情况较为严重, 相关监管部门开始转换监管角度, 

2017 年开展了九部委专项抽检, 取得了显著成效, 对不法

厂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 除了行政监管部门应

加大打击假冒保健食品处罚力度之外, 技术支撑机构还应

进一步加强对中成药、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物质的检

验方法研究, 为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监管、打击假冒保健

食品非法添加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3  微生物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明显改善 

除了质量指标以外, 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所占比例也

相对较高, 2016 和 2017 年不合格样品占比分别为 12.0%和

44.4%, 2016 年位居第二, 2017 年超过质量指标, 位居第一, 

说明近 2 年微生物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改善。从往年数据

上看, 每年一般性微生物基本上均会检出, 尤其是大肠菌

群、霉菌和酵母这 2 项, 检出频率较高, 致病性微生物检

出频次较少。建议生产企业不断加强自身管控能力, 严格

控制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的卫生质量状况[34]。 

保健食品抽检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一定程度上证

明了国家级抽检计划的重要性, 但想要解决保健食品安全

问题, 不仅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政府部门监管, 更需要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因此, 针对本研究发现的问题, 提出

以下 3 点监管建议: 一是积极引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增

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严格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加强自身

质量控制水平; 二是对于每年发现不合格项次比较多的风

险指标, 应灵活地调整抽检计划, 加大抽检力度, 增加抽

检频次。同时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对近 2 年发现的全国重

点风险地区、重点风险项目和重点风险功能类别进行专项

整顿; 三是尽快建立全国保健食品不合格样品风险因子数

据库, 检验项目、功能类别、地区、生产企业等均可以作

为影响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因子, 这样可以结合性地

看出系统性问题, 为今后每年保健食品抽检计划的制定提

供参考依据, 使抽检监测工作更具有靶向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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