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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药物的筛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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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民生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 南宁  530007; 2. 广西-东盟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南宁  530029;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南宁  530028) 

摘  要: 目的  建立更具准确靶向性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药物的筛查方案。方法  测定 9 类共 195

个食品和保健食品样品中的 75 种非法添加化药, 建立包括这 195 个样品的宣称类别、剂型、主要成分、未知

样品颜色、检出的非法添加化药等 120 个属性指标的数据库,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分析结果。

结果  主成分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表明, 根据特征根 λ≥1 的原则, 筛选出 43 个主成分,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81.74%, 而且样品的宣称类别、剂型、成分、未知样品颜色与检出的非法添加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 基于 120

个属性指标的系统聚类分析表明, 对 195 个样品聚类的结果与按照宣称功能分类的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根

据样品的属性指标, 利用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探求筛查方案相对更具准确靶向性的筛查方案, 为政府

部门对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药物的有效监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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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screening of illegal added drugs in food and health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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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ore accurate and targeted screening program for the illegal added drugs 

in food and health food. Methods  Illegal addition of 75 chemicals in a total of 195 food and health food samples 

in 9 categories were detected, a database of 120 attribute indicators including declared categories, dosage forms, 

main ingredients, unknown sample colors, and illegally added chemicals detected for these 195 samples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43 principal component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haracteristic root λ≥1, and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reached 

81.74%. There w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clared category, dosage form, composition, unknown 

sample color and the detected illegal addition. The systematic cluster analysis based on 120 attribute indicators 

show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clustering of 195 samples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claimed function.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attribute indicators of the samples,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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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cluster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screening schemes that are relatively 

more accurate and targeted. It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basi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effectively 

supervise illegally added drugs in food and health food. 
KEY WORDS: food and health food; illegal add drugs; screening program; cluster analysis 
 
 

0  引  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 功能性食品尤其是保健食品的诞

生为人们追求更加健康高质量的生活带来了福音, 但是不

法商贩为谋取利益, 在一些功能性食品和保健食品中添加

各种化学药物(以下简称化药), 以增强其宣称的功能或相

应增加更多的功能, 由于添加的化药类型和剂量有随意性, 
且未经毒理性实验证明, 所以对人民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安

全隐患。近年来食品和保健食品中的非法添加出现了一些

新特点, 高青等[1]发现具有催眠作用的抗组胺类化药, 因
不易被检出, 已成为安神类保健食品中常被非法添加的化

药。鲁艺等[2]表明乙酸类化药特别是对乙酰氨基酚, 因其

廉价易得 , 因此常被不法分子添加到抗风湿类保健食品

中。宁霄等[3]通过很多案例发现在保健食品中添加的磷酸

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 PDE)-5 抑制剂多为西地那非, 
因其市场成本低。郭志鑫等[4]表明近年来非法添加药物趋

于添加具有一定活性的药物前体、中间体、结构改造物或

衍生物。宁霄等[3]发现不法厂商将 PDE5 抑制剂(多为西地

那非)与降糖药(多为格列本脲)联合使用, 壮阳类药物还具

有增加新陈代谢的副作用, 有被添加入减肥类保健食品的

情况。郭志鑫等[4]发现在减肥类保健食品中存在非法添加

降糖药二甲双胍或降压药氢氯噻嗪, 利用药物副作用起到

减肥的效果。这些非法添加乱象为执法机构在食品和保健

食品非法添加的监管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的标准和

法规[5‒9]中对食品与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的筛查仅限于具

备宣称功能的化药上, 因此存在一定的监管漏洞, 这给不

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所以在食品和保健食品非法添加的监

测上建立一套具有准确靶向性的筛查方案很有必要。 
目前已有的研究[1,10‒16]多数集中在对保健食品中非法

添加化药的检测方法的探讨, 而探求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

法添加化药筛查策略的研究较少, 现有的报道[3‒10,17‒21]均趋

向于无目标筛查, 即利用高分辨率质谱获得样品的二级质

谱图, 通过与标准品的二级质谱图进行比对, 推断出样品中

可能存在的非法添加化药, 这种分析方法可有效填补保健食

品非法添加的监管漏洞, 但由于仪器昂贵, 少数承检机构才

有条件, 而且对于客户而言检测成本过高。本研究依据标准

BJS 201710《保健食品中 75 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测》[22]

测定 9 类共 195 个食品和保健食品样品中的 75 种非法添加

化药, 建立包括这 195 个样品的宣称类别、剂型、主要成分、

未知样品颜色、检出的非法添加化药等 120 个属性指标的数

据库, 利用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 初步建立更具准确

靶向性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药的筛查方案。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供试样品来源于 2017—2019 年 3 年内的政府抽检样, 
总共 195 个, 均为检出非法添加药物的阳性样品, 包含抗

疲劳、降糖、降压、降脂、减肥、安神、止咳平喘、抗风

湿、未知样品(样品的宣称功能和主要成分均未知), 共 9
类。固体样品制样则随机抽取一定量, 研磨机粉碎研磨后, 
装入密封袋常温保存; 软胶囊则剪开后内容物和胶囊壳一

起置于具塞锥形瓶, 混匀后保存; 口服液则随机抽取一定

量, 将内容物置于具塞锥形瓶, 混匀后保存。 
甲醇、乙腈(色谱纯, 美国 Merck 公司); 乙酸铵(色谱纯, 

美国 Fisher Chemical 公司); 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75 种非法添

加药物标准品(纯度均≥98%,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2  仪器与设备 

JP-100S 型超声波清洗机(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

公司 ); GL-20G-Ⅱ型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 AB 
Sciex Triple Quad 3500 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美国 AB 
SCIEX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测定方法 
依据标准 BJS 201710《保健食品中 75 种非法添加化

学药物的检测》[22]进行测定。  
1.3.2  各非法添加药物的定量分析 

依据标准 BJS 201710《保健食品中 75 种非法添加化

学药物的检测》[22]中的方法检出限判定 195 个样品中的 75
种非法添加药物有无检出。 

1.4  数据处理 

通过 Microsoft Excel 进行数据预处理; 采用 SPSS 
22.0 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方法为组

内联接法, 区间为平方欧氏距离。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类食品和保健食品中检出的非法添加药物

分析 

本研究收集并测定了 195 个食品和保健食品阳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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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按照宣称功能总共分为 9 类。9 类食品和保健食品中

检出的各类非法添加药物统计结果见表 1。 
抗疲劳类有 27 个样品, 包含酒、口服液、粉末、丸

状、片剂、胶囊等剂型, 主要成分有葛根、丁香、白芷、

牡蛎、玛咖、灵芝、人参、藏红花、雪莲花、冬虫夏草等, 
且这 27 个宣称抗疲劳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均检出抗疲

劳类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知, 检出的抗疲劳类主要非法添

加药物为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红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

这 4 种, 其他类非法添加也有检出, 包含减肥、降糖、降

脂、降压、安神类的药物, 27 个抗疲劳类样品中有 9 个检

出其他类非法添加, 总检出率为 33.3%, 其中减肥类的药

物检出率 高, 达到 22.2%, 降糖和降脂类药物检出率均

为 14.8%, 降压和安神类药物相对检出较少, 均为 7.4%, 
止咳平喘类和抗风湿类的药物均未检出。 

降血糖类有 23 个样品, 剂型主要为硬胶囊和颗粒, 
主要成分有西洋参、葛根、银杏叶、苦瓜、桑叶、冬虫夏

草、灵芝等, 这 23 个宣称降血糖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均

检出降糖类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知, 检出的降糖类主要非

法添加药物为二甲双胍、苯乙双胍、格列苯脲、罗格列酮、

格列吡嗪、马来酸罗格列酮这 6 种, 其他类非法添加中检

出了抗疲劳类的药物, 而且主要为西地那非, 23 个降血糖

类样品中有 5 个检出西地那非非法添加, 检出率为 21.7%, 
其他类非法添加未检出。 

降压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阳性样品较少, 本研究

仅收集到 10 个样品, 剂型包括硬胶囊和袋泡茶, 主要成分

有葛根、杜仲、决明子、罗布麻等, 这 10 个宣称降血压类

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均检出降压类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知, 
检出的降压类主要非法添加药物为硝苯地平、卡托普利、

哌唑嗪、氨氯地平、阿替洛尔、苯磺酸氨氯地平这 6 种, 其
他类非法添加中也只检出了抗疲劳类的药物, 而且主要为

西地那非、他达拉非, 10 个降压类样品中有 2 个检出抗疲

劳类非法添加, 检出率为 20.0%, 其他类非法添加未检出。 
降血脂类有 13 个阳性样品, 剂型包括硬胶囊、颗粒、

丸状、袋泡茶, 主要成分有制何首乌、绞股蓝、决明子、

银杏叶等, 这 13 个宣称降血脂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有

12 个检出降脂类非法添加, 有 1 个样品未检出宣称功能的

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知, 检出的降脂类主要非法添加药物

为洛伐他汀、辛伐他汀、脱羟基洛伐他汀、洛伐他汀羟酸

钠盐这 4 种, 其他类非法添加中只检出了降糖类的药物, 
而且主要为二甲双胍, 13 个降血脂类样品中有 1 个检出降

糖类非法添加, 检出率为 7.7%, 其它类非法添加未检出。 
减肥类有 32 个阳性样品, 涵盖口服液、颗粒、片剂、

硬胶囊等剂型, 主要成分有葛根、三七、决明子、荷叶、

泽泻、绞股蓝等, 且这 32 个宣称减肥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

中有 29 个样均检出减肥类非法添加, 有 3 个样品未检出宣

称功能的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知, 检出的减肥类主要非法

添加药物为西布曲明、豪莫西布曲明、呋塞米、盐酸芬氟

拉明、酚酞、麻黄碱、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N,N-双去甲

基西布曲明这 8 种, 其他类非法添加也有检出, 包含抗疲

劳、降糖、降压类的药物, 32 个减肥类样品中 10 个检出其

他类非法添加, 总检出率为 31.3%, 其中抗疲劳类的药物

检出率 高, 达到 15.6%, 降糖类药物检出率为 12.5%, 降
压类药物检出率相对较低, 为 6.3%, 剩余其他类药物均未

检出。 
安神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阳性样品也较少, 本研

究仅收集到 9 个样品, 剂型包括硬胶囊、片剂、口服液, 主
要成分有灵芝、褪黑素、酸枣仁、远志, 这 9 个宣称安神

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均检出安神类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

知, 检出的安神类主要非法添加药物为氯氮卓、阿普唑仑、

三唑仑、氯美扎酮这 4 种, 未检出其他类非法添加药物。 
止咳平喘类有 16 个阳性样品, 剂型包括颗粒和口服

液, 主要成分有金银花、菊花、雪莲花、藏红花、麻黄、

苦杏仁、鱼腥草等, 这 16 个宣称止咳平喘类的食品和保健

食品中有 10 个样检出止咳平喘类非法添加, 有 6 个样品未

检出宣称功能的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知, 检出的止咳平喘

类主要非法添加药物为马来酸氯苯那敏、氯苯那敏、伪麻

黄碱这 3 种, 其他类非法添加中检出了抗风湿类和减肥类

的药物, 16 个止咳平喘类样品中有 12 个样品检出了其他类

非法添加, 总检出率为 75.0%, 其中抗风湿类的药物检出

率达到 43.8%, 减肥类药物检出率达到 37.5%。 
抗风湿类有 47 个样品, 包含酒、颗粒、硬胶囊等剂

型, 主要成分有丁香、蝮蛇、葛根、白芷、黑骨藤、追风

藤、青风藤等, 且这 47 个宣称抗风湿类的食品和保健食品

中有 46 个检出抗风湿类非法添加, 有 1 个样品未检出宣称

功能的非法添加; 由表 1 可知, 检出的抗风湿类主要非法

添加药物为氨基比林、吡罗昔康、地塞米松、对乙酰氨基

酚、双氯芬酸钠、醋氯酚酸、布洛芬、醋酸泼尼松、吲哚

美辛、保泰松、阿司匹林这 11 种, 其他 7 类非法添加均有

检出, 包含降糖、降脂、降压、减肥、安神、抗疲劳、止

咳平喘类的药物, 47 个抗风湿类样品中 19 个检出其他类非

法添加, 总检出率为 40.4%, 其中降脂和减肥类的药物检

出率相对较高, 分别达到 21.3%和 17.0%, 其中降脂类药物

主要为烟酸, 而降压、抗疲劳、止咳平喘类的药物检出率

相对较低, 均低于 10.0%。 
本研究中收集的未知宣称功能且主要成分也未知的

阳性样品有 18 个, 涵盖粉末、片剂、液体、颗粒、酒等剂

型, 成分均未知, 颜色多为棕褐色、黄色; 由表 1 可知, 在
18 个未知样品中, 8 类非法添加药物均有检出, 其中抗风

湿和降血压类药物检出率 高, 均达到 82.4%, 其次是抗

疲劳类非法添加, 检出率达到 52.9%, 减肥类和降糖类检

出率均为 35.3%, 而安神、降脂、止咳平喘类在未知样品

中检出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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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发现 9 类食品和保健食品中, 除了安神类

的样品中只检出宣称功能的非法添加外, 其他类样品均检

出了非宣称功能的非法添加药物, 说明食品和保健食品中

的非法添加存在不同功能的化药混合添加的乱象, 因此食

品和保健食品非法添加化药的筛查范围不能仅限于具备宣

称功能的化药上, 还需考虑其他可能性的化药。对于检出

其他类药物的 8 类样品中, 抗疲劳类、减肥类、抗风湿类、

未知类这 4 类样品中检出的其他类非法添加较多, 另外发

现除了降脂类和止咳平喘类外, 其他 6 类均检出了抗疲劳

类, 且均检出西地那非, 可能因为西地那非市场成本低[3], 
所以是不法厂商作为抗疲劳类非法添加的首选。本研究在

宣称降糖和降压功能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检出抗疲劳类化

药, 这与宁霄等[3]研究一致。本研究在减肥类的样品中也

检出了抗疲劳类化药, 因为抗疲劳类药物具有增加新陈代

谢的副作用, 所以可能被添加入减肥类保健食品中。在减

肥类的样品中检出降糖和降压类的非法添加化药, 与郭志

鑫等[4]表明的利用降糖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起到减肥效果的

结果一致。在 47 个抗风湿类样品中有 41 个样品均检出对

乙酰氨基酚, 检出率为 87.2%, 由于对乙酰氨基酚药效明

显, 且廉价易得, 所以是不法厂商作为抗风湿类非法添加

的首选。止咳平喘类的阳性样品中氯苯那敏检出率为 100%, 
因其副作用小, 且不易被检出, 因此常被添加。另外, 不法

厂商利用监管漏洞, 添加一些药物的结构改造物, 进而避

开检验方法中所列物质名单, 本研究在降血脂的阳性样品

中检出了洛伐他汀的类似物脱羟基洛伐他汀和洛伐他汀羟

酸钠盐, 检出率为 23.1%。 
 
 
 

表 1  9 类食品和保健食品中各类非法添加药物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illegal addition of drugs in 9 categories of food and health food 

类别 主要非法添加药物 

其他类非法添加 

类别 主要药物 检出率/% 总检出率/%

抗疲劳 
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红地那非、 

豪莫西地那非 

减肥 西布曲明、酚酞 22.2 

33.3 

降糖 
格列本脲、二甲双胍、吡格列酮、 

甲苯磺丁脲、格列美脲、二甲双胍、

苯乙双胍 
14.8 

降脂 烟酸 14.8 

降压 尼索地平、氨氯地平 7.4 

安神 奥沙西泮、地西泮、氯硝西泮 7.4 

降血糖 
二甲双胍、苯乙双胍、格列苯脲、罗格列酮、

格列吡嗪、马来酸罗格列酮 
抗疲劳 西地那非 21.7 21.7 

降血压 
硝苯地平、卡托普利、哌唑嗪、氨氯地平、

阿替洛尔、苯磺酸氨氯地平 
抗疲劳 西地那非、他达拉非 20.0 20.0 

降血脂 
洛伐他汀、辛伐他汀、脱羟基洛伐他丁、

洛伐他汀羟酸钠盐 
降糖 二甲双胍 7.7 7.7 

减肥 
西布曲明、豪莫西布曲明、呋塞米、盐酸芬

氟拉明、酚酞、麻黄碱、N-单去甲基西布曲

明、N, 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 

抗疲劳 西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他达拉非 15.6 

31.3 降糖 二甲双胍、苯乙双胍、格列苯脲 12.5 

降压 哌唑嗪、硝苯地平 6.3 

安神 氯氮卓、阿普唑仑、三唑仑、氯美扎酮 —— —— —— —— 

止咳平喘 马来酸氯苯那敏、氯苯那敏、伪麻黄碱 
抗风湿

双氯芬酸钠、氨基比林、 
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 

43.8 
75.0 

减肥 麻黄碱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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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8 主要非法添加药物 

其他类非法添加 

类别 主要药物 检出率/% 总检出率/%

抗风湿 
氨基比林、吡罗昔康、地塞米松、对乙酰氨

基酚、双氯芬酸钠、醋氯酚酸、布洛芬、醋

酸泼尼松、吲哚美辛、保泰松、阿司匹林 

降糖 
格列本脲、苯乙双胍、格列齐特、 
格列吡嗪、格列喹酮、格列美脲、 

瑞格列奈、吡格列酮 
10.6 

40.4 

减肥 
西布曲明、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 

麻黄碱 
17.0 

降脂 烟酸 21.3 

安神 
罗通定、褪黑素、氯美扎酮、阿普唑

仑 
12.8 

降压 
氨氯地平、哌唑嗪、硝苯地平、尼索

地平 
8.5 

抗疲劳 西地那非、他达拉非 4.3 

止咳平喘 氯苯那敏 4.3 

未知 —— 

抗疲劳 
西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他达拉非、

氨基他达拉非 
52.9 

—— 

抗风湿 
地塞米松、双氯芬酸钠、布洛芬、吲

哚美辛 
82.4 

降血糖 瑞格列奈、格列本脲、格列喹酮 35.3 

降血压 氨氯地平、尼索地平 82.4 

降血脂 烟酸 5.9 

减肥 麻黄碱、西布曲明、酚酞 35.3 

安神 青藤碱 11.8 

止咳平喘 氯苯那敏 5.9 

 

2.2  195 个样品的 120 个属性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对各样品的 120 个属性指标值标准化后, 通过主成分

分析, 根据特征根 λ≥1 的原则, 筛选出 43 个主成分, 累计

方差贡献率达到 81.74%, 前 2 个主成分对各变量解释的二

维因子载荷图如图 1 所示, 前 3 个主成分对各变量解释的

三维因子载荷图如图 2 所示。空间距离越近的变量相关性

也越大, 由图 1 可知, 双氯芬酸的添加与剂型和类别有关, 
相关性分析也表明三者显著相关, 本研究表明添加双氯芬

酸的样品主要为抗风湿类、止咳平喘类和未知样品 , 且
84.8%的样品剂型为颗粒。罗通定、氯镁扎酮、醋酸泼尼

松、氨氯地平一般与烟酸同时被检出, 且成分中含有蝮蛇

的样品有 76.9%检出了烟酸, 图 1 和图 2 中的这几个变量

空间距离比较接近也证明了其相关性。金银花一般同罗汉

果、甘草、麦冬、穿山龙中的 1 种或多种作为止咳平喘类

食品和保健食品的主要成分, 这类样品多数会检出对乙酰

氨基酚、氨基比林、氯苯那敏这 3 种非法添加, 图 1 中这

几个变量距离接近。一些降脂类的样品中有银杏叶成分, 

而且同制何首乌或葡萄籽同时存在, 这类样品均检出有辛

伐他汀或洛伐他汀羟酸钠盐。本研究发现氨基他达拉非都

在未知样品中检出, 剂型为粉末, 颜色多为白色, 图 1 也

表明了氨基他达拉非的检出与样品颜色相关。样品中有丁

香成分时, 如果同时有蝮蛇, 都会检出双氯芬酸、地塞米

松; 如果同时有葛根, 都会检出吲哚美辛、地塞米松, 同时

由图 2 可知, 丁香成分与双氯芬酸、吲哚美辛的检出相关

性较大。脱羟基洛伐他汀的检出与样品中含有西洋参和灵

芝显著相关, 与图 1 结果一致。甘草与红枣或麦冬中的 1
种同时存在时, 这类样品一般检出保泰松和阿普唑仑, 图
1 也表明这几个变量距离接近。主要成分含有黑骨藤、追

风藤或青风藤的样品, 均检出有地塞米松和醋氯酚酸非法

添加, 图 2 表明这几个变量相关。 
另外, 通过对 120 个属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同

时结合本研究 195 个样品的测定结果, 发现了样品的宣称

类别、剂型、成分、未知样品颜色与检出的非法添加之间

存在其他一些关联性。例如含有葛根和罗布麻的降压类保

健食品中 100%检出了阿替洛尔; 止咳平喘类的阳性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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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含有丹参、鱼腥草或菊花中的 1 种, 则检出有氯苯

那敏和马来酸氯苯那敏; 样品成分中有麻黄和苦杏仁并存

时, 会检出非法添加麻黄碱或伪麻黄碱; 在减肥类的样品

中如果能检出西布曲明, 就会同时检出豪莫西布曲明; 降
糖类的阳性样品中均检出有二甲双胍, 而且如果样品成分

中含有灵芝、冬虫夏草或西洋参中的一种, 会同时检出西

地那非; 在抗疲劳的样品中, 如果样品成分标明有西地那

非, 这类样品除了检出西地那非外, 会同时检出有降糖类

的非法添加二甲双胍和减肥类的西布曲明, 所以这可能也

是不法厂商为转移监管注意力的一种手段; 在抗疲劳类的

阳性样品中 , 如果成分中有人参 , 他达拉非的检出率为

100%; 对于未知类阳性样品, 剂型为液体或颗粒, 颜色为

褐色, 则 76.4%的样品检出有降压药氨氯地平。西地那非、

豪莫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这 3 种非法添加会同时存在于抗

疲劳、抗风湿和降压类的样品中。 

2.3  195 个食品和保健食品样品的聚类分析 

根据 120 个属性指标对 195 个样品进行聚类, 结果

如图 3 所示, 可分为 9 大类群, 第Ⅰ类包括 27 个样品, 样
品编号为 1~27,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各样品宣称功能均属

于抗疲劳类, 剂型主要为酒, 还包括口服液、粉末、丸状、

片剂、胶囊等, 主要成分有葛根、丁香、白芷、牡蛎、玛

咖、灵芝、人参、藏红花、雪莲花、冬虫夏草等, 检出的

非法添加包括抗疲劳类、减肥、降糖、降脂、降压、安

神类。第Ⅱ类包括 10 个样品, 样品编号为 51~60, 其特点

主要表现为各样品宣称功能均属于降血压类, 剂型主要

为硬胶囊, 主要成分有葛根、杜仲、决明子、罗布麻等, 检
出的非法添加药物包括降压类、抗疲劳类。第Ⅲ类包括

23 个样品, 样品编号为 28~50,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各样品

宣称功能均属于降血糖类 , 剂型主要为硬胶囊 , 主要成

分有西洋参、葛根、银杏叶、苦瓜、桑叶、冬虫夏草、

灵芝等, 检出的非法添加药物包括降糖类、抗疲劳类。第

Ⅳ类包括 13 个样品, 样品编号为 61~73, 其特点主要表

现为各样品宣称功能均属于降血脂类, 剂型主要为硬胶

囊, 主要成分有制何首乌、绞股蓝、决明子、银杏叶等, 检
出的非法添加药物包括降脂类和降糖类。第Ⅴ类包括 32
个样品, 样品编号为 74~105,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各样品

宣称功能均属于减肥类, 剂型主要为口服液、颗粒、片剂、

硬胶囊, 主要成分有葛根、三七、决明子、荷叶、泽泻、

绞股蓝等, 检出的非法添加药物包括减肥类、抗疲劳、降

糖、降压类的药物。第Ⅵ类包括 9 个样品, 样品编号为

106~114,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各样品宣称功能均属于安神

类, 剂型主要为片剂、口服液, 主要成分有灵芝、褪黑素、

酸枣仁、远志等, 检出的非法添加只有安神类的药物。第

Ⅶ类包括 16 个样品, 样品编号为 115~130, 其特点主要

表现为各样品宣称功能均属于止咳平喘类, 剂型主要为

颗粒, 主要成分有金银花、菊花、雪莲花、藏红花、麻黄、

苦杏仁、鱼腥草等, 检出的非法添加药物包括止咳平喘

类、抗风湿、减肥类的药物。第Ⅷ类包括 47 个样品, 样
品编号为 131~177,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各样品宣称功能均

属于抗风湿类, 剂型主要为颗粒、酒, 主要成分有丁香、

蝮蛇、葛根、白芷、黑骨藤、追风藤、青风藤等, 检出的

非法添加包括 8 类药物。第Ⅸ类包括 18 个样品, 样品编

号为 178~195,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各样品均属于未知样品, 
剂型主要为粉末、片剂、液体、颗粒、酒, 成分均未知, 检
出的非法添加包括 8 类药物。上述每一类样品中检出的

各类非法添加药物均与表 1 一致。结果表明对 195 个样

品系统聚类的结果与表 1 按照宣称功能分类的结果基本

一致。 
 
 

 
 

图 1  前 2 个主成分对各变量解释的二维因子载荷图 
Fig.1  Two-dimensional factor loading plot of the first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explaining each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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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前 3 个主成分对各变量解释的三维因子载荷图 
Fig.2  Three-dimensional factor loading plot of the first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explaining each variable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测定 9 类共 195 个食品和保健食品样品中

的 75 种非法添加化药, 发现 9 类食品和保健食品中, 除了

安神类外, 其余 8 类样品均检出了非宣称功能的非法添加

药物, 说明食品和保健食品中的非法添加存在不同功能的

化药混合添加的现象, 因此食品和保健食品非法添加化药

的筛查范围不能仅限于具备宣称功能的化药上, 还需考虑

其他可能性的化药。对于检出其他类药物的 8 类样品中, 
抗疲劳类、减肥类、抗风湿类、未知类这 4 类样品中检出

的其他类非法添加较多。进一步分析检出的其他类药物特

点, 发现不法分子添加的药物多数廉价易得、不易被检出, 
另外, 还会根据原本疾病的连带性疾病、利用药物副作用

产生的效果等因素选择非法添加的药物, 这与宁霄等[3]、

郭志鑫等[4]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通过对 120 个属性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根据

特征根筛选出 43 个主成分, 然后根据 43 个主成分的得分

值对 195 个样品进行系统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 对 195 个

样品系统聚类的结果与表 1 按照宣称功能分类的结果基本

一致, 所以本研究初步建立了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

化药的筛查方案 , 其中抗疲劳类筛查的药物包括西地那

非、他达拉非、红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西布曲明、酚

酞、格列本脲、二甲双胍、吡格列酮、甲苯磺丁脲、格列

美脲、二甲双胍、苯乙双胍、烟酸、尼索地平、氨氯地平、

奥沙西泮、地西泮、氯硝西泮; 降血糖类筛查的药物包括

二甲双胍、苯乙双胍、格列苯脲、罗格列酮、格列吡嗪、

马来酸罗格列酮、西地那非; 降血压类筛查的药物包括硝

苯地平、卡托普利、哌唑嗪、氨氯地平、阿替洛尔、苯磺

酸氨氯地平、西地那非、他达拉非; 降血脂类筛查的药物

包括洛伐他汀、辛伐他汀、脱羟基洛伐他汀、洛伐他汀羟

酸钠盐、二甲双胍; 减肥类筛查的药物包括西布曲明、豪

莫西布曲明、呋塞米、盐酸芬氟拉明、酚酞、麻黄碱、N-
单去甲基西布曲明、N,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西地那非、

豪莫西地那非、他达拉非、二甲双胍、苯乙双胍、格列苯

脲、哌唑嗪、硝苯地平; 安神类筛查的药物包括氯氮卓、

阿普唑仑、三唑仑、氯美扎酮; 止咳平喘类筛查的药物包

括马来酸氯苯那敏、氯苯那敏、伪麻黄碱、双氯芬酸钠、

氨基比林、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麻黄碱; 抗风湿类筛

查的药物包括氨基比林、吡罗昔康、地塞米松、对乙酰氨

基酚、双氯芬酸钠、醋氯酚酸、布洛芬、醋酸泼尼松、吲 
 
 

 
 
 

图 3  195 个样品的系统聚类树状图 
Fig.3  System cluster tree plot of 195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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哚美辛、保泰松、阿司匹林、格列本脲、苯乙双胍、格列

齐特、格列吡嗪、格列喹酮、格列美脲、瑞格列奈、吡格

列酮、西布曲明、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麻黄碱、烟酸、

罗通定、褪黑素、氯美扎酮、阿普唑仑、氨氯地平、哌唑

嗪、硝苯地平、尼索地平、西地那非、他达拉非、氯苯那

敏 ; 如果是未知样品 , 筛查的非法添加药物包括西地那

非、豪莫西地那非、他达拉非、氨基他达拉非、地塞米松、

双氯芬酸钠、布洛芬、吲哚美辛、瑞格列奈、格列本脲、

格列喹酮、氨氯地平、尼索地平、烟酸、麻黄碱、西布曲

明、酚酞、青藤碱、氯苯那敏。 
建议在今后的食品和保健食品非法添加化药的筛查

中, 除了监测宣称功能的化药, 还应考虑其他可能的药物, 
本研究初步建立的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筛查方案相

对更具准确靶向性, 为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依据; 另外本研究根据样品的属性指标, 利用主成分

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探求筛查方案的思路可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本研究收集的非法添加阳性样品

有 9 类共 195 个, 但具体到每一类而言样品数量则较少, 
未来可考虑扩大样品数量并且扩大监测类别来进一步探究

更精准全面的筛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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