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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营养食品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王  思* 

(西安医学院体育部, 西安  710021) 

摘  要: 在“体育强国”、“全民健身”的时代背景下, 运动营养食品产业蓬勃发展,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普遍提

高, 运动营养食品将迎来新的高潮。本文从运动营养食品的定义出发, 总结大众对运动以及运动营养食品的认

知程度, 分析运动营养食品的研究现状, 指出我国运动营养食品在产品研发、食品安全以及适应国情方面存在

的不足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并且就其发展趋势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以期为运动营养食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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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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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rts Department of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and “National Fitness”,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industry is booming. With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will usher in a 

new climax. With the definition of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sports and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analyz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pointed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in product development, food safety and adapting to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gav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nutritional foo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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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国不管是经济、军事还是文化

等各个方面均表现出强大的实力。从最初解决温饱到如今

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

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 国家开始更加重视人们的健

康。“体育强国”[1,2]及“全民健身”[3,4]战略思想的提出, 更充

分体现出运动的重要性。然而盲目的运动可能不但达不到

强身健体的目的, 还会造成身体上的损伤。针对如何科学

进行体育锻炼和健美健身, 运动营养学这一学科应运而生, 

基于专业的知识, 运动营养食品相继问世。 

健身运动以锻炼身体和塑造身材为目的, 科学合理的摄

入运动营养食品, 才能更高效地达到理想的健身效果。在竞技

类体育运动中, 对运动员的身体要求则更加严格, 好的成绩往

往需要突破自身的极限[5], 当机体超负荷运动时极易产生损伤, 

外部营养的摄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预防损伤的出现, 给机体

一个强大的能量基础。因此, 不管是专业的运动人员还是普通

的健身大众都需要对运动营养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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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运动营养食品的定义出发, 就其分类和功能进

行了简单的介绍, 然后总结了大众对运动及运动营养食品

的认知程度, 最后分析了运动营养食品的研究现状和发展

趋势, 以期为运动营养食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运动营养食品概述 

2.1  定  义 

顾名思义, 运动营养食品是为运动人群提供营养的

一类食品。类似于众多产品定义的形成, 运动营养食品的

定义也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修改和完善[6]。在国际

上, 能够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定义是: 一类生物活性和能

量密度都很高的专门为运动人群机体代谢和需求所设计的

食品, 合理地摄入此类食品可达到促进身体健康, 提高运

动能力的目的[7]。 

在我国, 2016 年底实施的关于运动营养食品的新通则[8]

中也给出了运动营养食品的定义, 其表述更加具体, 并对

运动人群的界定给出了量化的标准。即每星期参与体育锻

炼 3 次及以上、每次坚持锻炼 30 min 及以上、每次运动的

强度在中等及以上, 才能够被称为运动人群。就运动营养

食品的受众而言, 非运动人群是指达不到运动人群的界定

标准但具有一定的运动量且认同运动有益健康的人群。 

2.2  分  类 

国际上对运动营养食品的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 以

产品本身的特点来分类的居多, 分类的详细程度也不尽相

同, 消费人群的不同也常被作为分类的重要依据[911], 本

文综合各个国家的分类标准, 兼顾产品和受众 2 大因素, 

将运动营养物质分为 4 类: 能量补充类[12,13], 能量控制类, 

增肌、促恢复类[1418]和特殊添加类[1921]。 

3  大众的运动营养意识 

随着经济的增长, 民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对健康

的管理越来越重视。对于健康问题,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运动健身是新时代的潮流[22], 也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重

要途径之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和健身行业, 将“体

育强国”战略思想坚决贯彻到底。 

在“全民健身”战略的引领下, 民众运动意识提高的同

时, 运动营养意识却没有达到相同的高度[2326]。在李轰烈

等[27]的调查研究中显示: 所调查区域内的健身人群虽然对

运动营养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 但对运动营养的认知不到

位, 往往不能准确判断在何时应该摄入哪些营养物质。有

高达 73%的人对蛋白质的功能有错误的理解。国家在大力

鼓励运动的同时, 应将运动营养的宣传工作落实到位, 提

高民众运动和运动营养意识, 促使大家不但喜欢运动还能

更科学地运动。 

4  运动营养食品的研究现状 

《世界运动营养食品市场—2014~2020 机会与预测》

中预计, 到 2020 年, 运动营养食品在全球市场中的总销售

额将高达 336 亿美元[2830]。由此可以看出, 运动营养食品

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充分重视, 发展迅速。国内外运动

营养食品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3136], 发达国家起步领先, 

发展迅速, 在该产业中拥有领头军的地位。我国在运动营

养食品产业中虽起步较晚, 但发展速度毫不逊色[3741]。 

4.1  国外运动营养食品研究现状 

在国外, 运动营养食品在整个食品行业脱颖而出, 成

为发展势头较好的一个重要产业。20 世纪 40 年代, 这个

年轻的产业崭露头角, 开始有专门经营运动营养食品的公

司成立。随后的 20 年, 该产业一直稳步发展, 更多的人意

识到运动营养食品的可研究性。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运

动营养食品迎来了其发展高潮期, 产品种类逐渐丰富, 产

品认可度大幅提升。进入 21 世纪, 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已

经相当成熟, 相关国家标准也在不断修改中得到完善。其

中, 美国是运动营养食品产业中的典范, 起步早且发展快。

据报道[42,43], 1997 年美国膳食补充剂销售额还不足 150 亿

美元, 到 2011年已增长至 300亿美元, 2015年更是高达 388

亿美元, 其中运动营养食品占比高达 14%。美国之所以在

该产业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很大因素得益于美国大众

的运动意识超前以及对运动营养食品的认知更加全面, 调

查表明, 美国的运动人群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在欧盟, 运

动营养食品的发展仅次于美国, 据分析报道[44], 2002 年市

场规模为 5 亿美元, 到 2009 年增长至 8.77 亿美元, 年增长

率约为 7.5%, 2014~2019 年间, 年增长率约为 4.11%。另有

欧洲专业营养联盟的数据分析, 2011 年欧盟在运动营养食

品产业的销售额为 36 亿欧元, 并预计 2018 年后, 年增长

率将在 2.3%左右。国外发达国家在运动营养食品产业上的

发展一直占据领先的地位, 实力不可小觑, 同时也为其他

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4.2  国内运动营养食品研究现状 

相比较国外, 我国在运动营养食品产业上的起步明

显落后于发达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运动营养作为

一个学科在中国诞生, 为运动营养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1984 年是极具纪念意义的一

年, 广东省的健力宝公司开创了运动营养食品的先河, 一

款含碱性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被推出, 并且风靡一时, 这款

饮料作为在奥运会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体育运动员的专

供饮料, 因此被赋予“魔水”的称号。据报道, 健力宝的“魔

水”运动型饮料为其带来高达 40 亿的可观收入。此后的十

几年, 更多品牌的功能性饮料进入市场, 至今仍然一直畅

销的有“红牛”、“脉动”等等。20 世纪 90 年代, 我国的体育

系统加入其中, 承担起研发和功能评价的工作, 自此,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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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营养食品产业逐步进入规范化的管理, 相关国家标准也

相继制定。据报道[45], 2005 年我国运动营养食品的销售额

为 1.123 亿人民币, 到 2010 年的 2.224 亿人民币, 年增长

率约为 14.6%。有调查称, 2013 年, 我国运动营养食品的销

售额突破 3亿人民币, 达到 3.46亿人民币, 此后的 5 年, 预

计将以 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 到 2018 年, 销售额可达

5.23 亿人民币。 

5  国内运动营养食品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我国运动营养食品产业发展的典型特点是: 起步晚、

发展迅速。然而, 发展过于迅速的产业必然会存在相应的

弊端[3945]。 

第一, 产品的研发方面: 我国在产品研发上虽然做出

了相应的努力, 但远远不够, 纵观整个运动营养食品行业, 

产品模仿占据较大比例。虽然产品种类多达 3 万多种, 经营

企业 3000 余家, 但粉剂仍然是主流产品, 占整体市场份额

的 91%, 其余为蛋白棒。肆意夸大产品功能也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 有调查[46]显示, 在大型运动场所的自动售货机

中有 72%的产品贴上了比实际指导等级更健康的标签。 

第二, 食品安全方面: 运动营养食品产业前景良好, 

利润丰厚, 引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产品质量问题层

出不穷。以次充好、造假、食品添加剂超标、为达到相关

指标添加有害物质等不良行为仍然存在。虽然相关法律法

规已经逐渐趋于完善, 但仍然无法杜绝为了商业利益, 忽

视食品安全问题事件的发生。 

第三, 中国国情方面: 目前市场上的运动营养食品普

遍对人群没有针对性, 因此, 产品营养吸收不到位、产品营

养过剩、产品作用不明显、产品价位太高等问题时有发生。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给出几点建议:  

首先, 模仿是产业起步的垫脚石, 创新才是产业发展

的力量源泉。随着运动营养食品的受众范围越来越广, 产

品的需求也变得更多样化。一个产业的兴旺要有坚实的产

品基础, 我们要拥有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品牌。摆脱模仿

并非闭门造车, 而是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产品研发技术, 

同时注重研发人才的培养, 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经费支持

和出国进修的机会。 

其次, 运动营养食品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做好食

品安全工作。建立更加健全的法律法规, 并且将监督工作

落实到位, 杜绝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的现象发生, 有了规定

就要坚决贯彻到底。出现问题及时解决并不断修改和完善

相关的标准, 让不良商家无法律空子可钻。 

最后, 一个产业的发展要充分考虑所在国家的国情, 

我国的运动营养食品应以我国民众的身体素质和经济承受

能力等为依据, 研发和推广符合中国特色的运动营养食品。

从全局来看, 紧跟市场步伐是发展的良好表现, 但运动营

养食品作为一类具有特殊功能的食品, 与消费者的身体素

质密切相关。不同国家大众的身体素质有所不同, 并且消

费观念等都有自己的特色, 也就要求每个国家的运动营养

食品首先应该适应自己国家的消费者, 对于打开国际市场

的产品, 也应对适用人群进行一定的标注。 

针对我国运动营养食品产业中存在的问题, 国家、各

大企业以及相关的研究人员都在不断地努力中, 以期为该

产业找到更好地发展道路。 

6  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趋势 

综合全球运动营养食品的研究现状, 充分考虑我国

国情, 运动营养食品在我国的发展将有以下趋势[4658]:  

第一, 消费群体更加广泛。纵观运动营养食品产业的

整个发展历程, 从最初的专业运动员到热爱体育的运动人

群, 再到崇尚健康生活方式的非运动人群, 运动营养食品

的消费群体随着大众对运动营养食品认可度的提升而变得

更加广泛。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推行, 运动营养食品不

仅仅服务于专业运动员, 更将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第二, 创新驱动发展。我国对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研

发从未停止, 在大健康时代下, 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增加

和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使得研发技术的革新更加重要。单

一成分和单一功能的产品已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 未

来运动营养食品的研发必将朝着多功能的方向发展。 

第三, 体系日趋完善。运动营养食品体系自 1991 年

初步成型, 至今已近 30 年, 在其发展中逐渐被完善。3 大

体系分别是: 以满足运动机体对维生素、碳水化合物、蛋

白质等需求的运动营养素补充剂; 为高强度运动人员提升

体能的运动营养强力剂; 为极限运动员调节代谢的运动人

体状态调节剂。 

第四, 国家标准逐渐完善。建立合理规范的国家标准

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国家大力支持运动营养食品产业的发

展, 势必会做到有法可依。 

7  结  语 

综上所述, 随着“体育强国”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 运动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而合理科学地运动则依赖

于运动营养食品。在推动运动营养食品发展的过程中, 我

国应积极吸取国外成功的经验, 并结合中国的特色, 设计

研发符合中国国情的运动营养食品,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

展道路。加强产品在安全、营养、口味以及功效等多方面

的研究, 在满足国内人群的基础上, 争取使我国的运动营

养食品走出国门, 打开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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