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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类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及 
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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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沈阳  110161; 2. 朝阳市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朝阳  122000) 

摘  要: 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市场乱象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一方面, 总结当前减肥类保健食品非

法添加化学药物的种类、化学药物名单。减肥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主要包含食欲抑制剂、能量消耗增强剂、

利尿剂、吸收抑制剂、缓泻药和其他类药物; 通过查阅近年来文献报道的减肥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文章和案

例, 列出当前已纳入监管范围的减肥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项 40 项, 可能非法添加项共 6 类 101 项, 为监管者

建立和完善其检测标准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 归纳出常用的初筛技术和确证技术, 执法过程中多使用快筛试

剂盒法和拉曼光谱法进行初步筛查, 侦查阶段以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液质联用法相结合的方式检

验确证, 出具检测报告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从检测视角分析减肥类保健食品市场的现状, 具有实用性, 以期为

减肥类保健食品的质量安全及监管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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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illegal additions of chemical drugs in health food for 
weight loss and their detect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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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illegal addition of illegal addition of chemical drugs in health food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types and list of chemical drugs illegally added to health food for 

weight loss. The substances illegally added to weight-loss health food mainly included appetite inhibitors, energy 

consumption enhancers, diuretics, absorption inhibitors, laxatives and other drugs; the articles and cases of illegal 

addition of weight-loss health food reported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and 43 illegal addition items of 

weight-loss health food were listed which had been included in supervision scope, and 101 items of 6 categories 

might be added illegally,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gulator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ir testing 

standards. This article also summed up the common screening technology and confi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ast, in 

the process of law enforcement, the rapid screening kit method and Raman spectroscopy were often used for 

preliminary screening in the process of law enforcement, the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were often used for detection and confirmation, and 

the detection report was issued as the basis fo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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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loss health food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tection, which was practical,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weight-loss health food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KEY WORDS: weight loss; health food; illegal addition; chemical drugs; detection technology 
 
 

 
0  引  言 

近年来 , 具有减肥功效的保健食品市场呈几何级

增长 , 减肥产品以每年超 20%的速度激增 , 年销售总

额可达百亿 , 减肥类保健食品已经成为保健市场中的

第二大类产品 [1]。减肥类保健食品多数显效缓慢 , 而添

加有减肥功效的违禁化学药品后 , 疗效迅速 , 但若长

期服用会导致心血管功能障碍、肝肾功能损伤、电解

质紊乱等一系列副作用 , 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2]。不法商

家为牟取暴利 , 追求产品立竿见影的减肥效果 , 在减

肥类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 , 给公众健康造成

巨大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 

“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3]。目前 , 针对保健

食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测方法不在国家卫计委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范围内, 而基本上沿用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批准件及补充检验方法。2016 年, 
食品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职责 , 由食药监总局 (大部制

改革后为市场总局)制定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用于食品安

全案件调查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

制定是国家检验方法的及时补充, 对于新发案件的处置

具有非凡意义。 
然而, 不法商家作案手法不断升级, 不直接添加国家

监督范围内的化学药物, 转而添加同系物或其他类化学药

物。2019 年广州食药侦支队侦查员在侦查阶段将涉案保健

食品按照法定标准检测未检出, 后在北京某检测机构检出

含双醋酚丁、脱乙酰比沙可啶 2 种淘汰药[4]。非法添加案

件呈现的新特点, 给监管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对检验人员

提出了新要求[5‒6]。本文对于减肥类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

学药物及检测技术进行梳理, 以期为食品检验机构和科研

院所等提供科研思路, 为减肥类保健食品的质量安全及监

管机构提供参考。 

1  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种类及危害 

不法商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未
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或允许, 在健康产品中人为添加具

有一定功能的化学成分, 以达到增强产品特定功效的目的

即视为非法添加[7]。减肥类保健食品可能非法添加的化学

药品主要包括食欲抑制剂、能量消耗增强剂、利尿剂、吸

收抑制剂、缓泻药和其他类药物[8]。 

1.1  食欲抑制剂 

食欲抑制剂大多通过儿茶酚胺和 5 羟色胺中枢递质, 
调节摄食与饱食中枢的作用, 使体重下降。 
1.1.1  作用于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的药物 

主要为苯丙 (多巴 )胺类及其衍生物类药物和吲哚

类及其衍生物 , 有很强的食欲抑制活性 , 同时也有很

强的中枢神经系统副作用 , 停药后易反弹 , 长期用药

具有成瘾性 , 属于精神类管制药品。另外这类结构很容

易产生有害脱靶效应 , 脱靶命中 5-HT2B, 导致心脏瓣

膜损害。  
(1)苯丙(多巴)胺类及其衍生物类药物 
化学结构与麻黄碱相近, 可促进体内多巴胺和去甲

肾上腺素的释放, 同时阻断神经末梢对儿茶酚胺的再摄取, 
抑制食欲 , 刺激中枢神经使机体代谢增强, 影响脂代谢, 
增加肌肉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 包括: 苯丙胺、甲

基苯丙胺、芬特明、苄非他明等。早在 1930 年, 美国药理

学家就发现苯丙胺可抑制食欲、减轻体重。目前, 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的

治疗肥胖症药物主要有复方安非他酮纳曲酮缓释片、复方

芬特明托吡酯缓释片[9]。 
(2)吲哚类及其衍生物 
兴奋脑内 β-肾上腺素神经元 , 直接抑制下丘脑的

摄食中枢 , 并可促进脂肪、肌肉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 , 
代表性药物是吗吲哚 [10]。服用吗吲哚可因中枢性胆碱

作用而出现口渴、便秘等 , 而这些副作用程度以及出现

率有个体差异。2020 年 5 月 , 深圳海关查获一批药品

中含有吗吲哚。吗吲哚由于其成瘾性 , 在《国家禁止进

境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列明为第一类

精神药品 [11]。  
1.1.2  拟 5-羟色胺神经递质类药物 

拟 5-羟色胺神经递质类药物, 具有降低摄食中枢的

生理活动水平和兴奋饱食中枢的作用, 从而降低食欲。此

类药物没有中枢兴奋作用。 
(1)促进神经末梢中 5-羟色胺释放的药物 
促进储存于神经末梢的 5-羟色胺释放, 从而发挥抑

制食欲的作用。如芬氟拉明、苯丁胺。研究发现长期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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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氟拉明造成心脏瓣膜破裂, 导致患者猝死, 1997 年美国

FDA 临床停用[12‒14]。 
(2)抑制 5-羟色胺再摄取的药物 
通过阻滞神经元突触前膜对 5-羟色胺的再摄取, 从

而达到增加大脑 5-羟色胺与突触后膜上受体作用时间

的效果, 以增强 5-羟色胺抑制摄取中枢, 代表药物为氟

西汀 [14]。 
1.1.3  阿片阻滞剂 

又称阿片类受体抗结剂, 通过抑制体内产生的阿片

类物质对食欲的兴奋作用, 从而降低食欲。阿片阻滞剂是

近年开发出来的一类食欲抑制剂类药物, 国外报道较多, 

代表性药物为纳洛酮, 研究表明大剂量或长期服用导致肝

功能受损[15]。 
1.1.4  单胺重摄取抑制剂 

单胺重摄取抑制剂可同时抑制去甲状腺素、5-羟色

胺和多巴胺的再摄取。常见的有西布曲明及其代谢物。

西布曲明是最常见的非法添加减肥药物, 美国 FDA 于

1997 年批准上市, 2000 年在我国获批上市[16]。2010 年西

布曲明因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被先后撤出欧洲、美国和

中国市场[17]。公安部食药侦局自 2019 年成立以来, 会同

有关部门深入开展集中打击食药环犯罪“昆仑”行动, 取

得了很大成效。据对公安部食药侦局微信公众号的查阅, 
山东、江苏、长沙、吉林警方通报的有毒有害减肥食品

相关案件中, 均检测出法律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西布曲

明成分。 
1.1.5  其他食欲抑制剂 

如局麻药, 其通过麻木口腔和胃肠道粘膜, 改变味

觉敏感性 , 从而影响食欲 , 包括苯佐卡因、氯胺酮等。

2011 年马薇等 [18]对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苯佐卡因的检

测方法做了研究。2009 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诊了十

几位有精神障碍的患者, 经检测患者服用的减肥药里含

氯胺酮[19]。以上药品除芬特明、安非拉酮、苄非他明和

苯二甲吗啉、复方安非他酮纳曲酮缓释片、氯卡色林、

复方芬特明托吡酯缓释片、奥利司他、赛利司他、利拉

鲁肽目前仍作为短期治疗药物在美国使用外, 其他均因

安全性问题被撤市。在我国盐酸芬氟拉明和西布曲明分

别于 2009 年、2010 年退市, 目前上市的减肥药物只有

奥利司他 , 据食品安全法规定 , 保健食品中不可添加药

物, 2017 年国家市场总局将奥利司他列为保健食品非法

添加物[20]。 

1.2  能量消耗增强剂 

通过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 , 增加脂肪的分解、消耗 , 
从而减轻体重。常见的有中枢神经兴奋药物和激素类

药物。  

1.2.1  中枢神经兴奋药物 
能量消耗剂一般为中枢神经兴奋药物, 通过提高机

体基础代谢率, 刺激脂肪氧化、增加能量消耗, 来实现减

轻体重的目的, 能量消耗增强剂多有减少食欲的作用, 与
第一类食欲抑制剂有重叠, 一般具有成瘾性, 在这里不过

多赘述。 
1.2.2  激素类药物 

激素类药物如甲状腺激素、生长激素、脂解素等激

素类药物可增加代谢率, 使体重下降。但是在临床上并不

应用甲状腺素类药物进行减肥治疗, 王成芷 [21]提出甲状

腺素类药物作用是非选择性的, 在增强机体代谢率的同

时, 会引起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增加。药理剂量的甲状腺激

素如甲状腺素、三碘甲腺原氨酸虽可提高代谢, 降低体重, 
但同时也促使蛋白质分解, 导致钙丢失及发生心血管功

能障碍。现仅用于甲状腺功能低下肥胖时甲状腺激素的

替代治疗[22]。 

1.3  利尿剂 

利尿剂的作用机制主要为通过改变相关酶活性或

细胞膜通透性 , 加速或抑制细胞代谢 , 通过加速排出

体内水分 , 造成体重减轻的表象。常见利尿剂包括呋塞

米、氢氯噻嗪等。利尿剂的副作用主要为呕吐、头晕、

虚弱等 , 引发肾功能损伤 , 造成低钾血症等 [23]。2020
年无锡市公安机关发现新型减肥类非法添加物托拉  
塞米 [24]。  

1.4  吸收抑制剂 

吸收抑制剂类非法添加化学药物主要是通过抑制人

体肠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使之在进入血液之前就排出

体外, 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主要分为 3 类:  
1.4.1  脂肪酶抑制剂 

脂肪酶抑制剂是最典型的吸收抑制剂 , 其作用机

制是使脂肪酶失去部分的分解能力 , 使部分脂肪在体

内不能被分解吸收 , 进而随食渣一起被排出体外 , 达

到减肥目的。常见的脂肪酶抑制剂有奥司利他、赛利

斯他(西替利司他)等。由于脂肪酶抑制剂不作用于中枢

神经 , 副作用较少 , 而在美国其是唯一被 FDA 批准可

以长期用于肥胖症治疗的药物 , 常规剂型为 120 mg, 
低剂量剂型为 60 mg。奥利司他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胃

肠道不适 , 如油性大便、排便次数增多、胃肠胀气等 , 
程度一般较轻。由于奥利司他是我国唯一批准的非处

方药 , 售价较高 , 非法添加成本较高 , 近年未发现披露

有此物质添加的报道 , 仅 2007 年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在文献中发表了对 118 分样品进行检测的结果 , 2
份检出奥利司他 [25]。  
1.4.2  双胍类降糖药物 

双胍类降糖药物能减少胃肠道对糖的吸收, 增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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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中脂肪及其他物质的排泄, 同时增加周围组织对葡萄糖

的利用, 短时间应用有抑制食欲、降低体重的作用, 也是

非法添加的常见药物。吸收抑制剂类药物如二甲双胍、苯

乙双胍、丁二胍、伏格列波糖等, 其危害主要作用于胃肠

道, 常见副作用为腹泻、油便、电解质紊乱、低血钾等[26]。

2018 年上海周某在销售的“超强版减肥药”中被检出苯乙

双胍等多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26]。 
1.4.3  影响脂代谢药物 

通过消脂达到减肥目的, 常见如利莫那班, 普伐他汀

钠、苯扎贝特等也被发现添加到减肥药中。利莫那班是一

种大麻素受体拈抗剂, 其通过阻断脑组织中大麻素受体以

降低人的食欲, 可用于治疗肥胖、调节血脂异常; 普伐他

汀 钠 为 3- 羟基 -3- 甲 基 戊二 酸 单 酰 辅酶 A 还 原 酶

(3-hydroxy-3-methyl glutaryl coenzyme A reductase, 
HMG-CoA)抑制剂, 其选择性地作用于合成胆固醇的主要

脏器肝脏和小肠, 迅速且强力降低血清胆固醇值, 改善血

清脂质; 苯扎贝特为氯贝丁酸衍生物类血脂调节药, 其通

过增高脂蛋白脂酶和肝脂酶活性, 促进极低密度脂蛋白

的分解代谢, 促使血中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诚然, 血脂

降低并不意味着减肥减重, 但是在减肥市场上不乏盲目

迷信心存侥幸之人, 减肥食品中非法添加降脂药也屡有

发现[27]。 

1.5  缓泻剂 

缓泻剂是一种可以帮助肠道排泄的物质, 通过润滑

肠壁, 刺激肠道蠕动, 或者软化大便增加其体积等方法而

起到帮助排泄的功效。 
1.5.1  接触性泻药 

旧称刺激性泻药, 可使肠道蠕动增加, 促进排便。

有蒽醌和二苯甲烷类植物性泻药, 如大黄、番泻叶和芦

荟等。化学性泻药如酚酞、比沙可定、双醋酚丁。酚酞

是常见非法添加物质, 口服后在肠道内与碱性肠液相遇

形成可溶性钠盐 , 能促进结肠蠕动 , 长期使用或过量使

用可引起腹痛、腹泻、呕吐、电解质失衡等 [28]。2019
年, 广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在侦查案件中发现减肥

效果的青梅、玫瑰茄等果脯、蜜饯类食品中非法添加物

质双醋酚丁[28]。 
1.5.2  容积性泻药 

容积性泻药也称盐类泻药, 如硫酸镁和硫酸钠。此

类药物在肠道难以吸收 , 通过形成高渗压 , 从而阻止肠

内水分的吸收, 扩张肠道刺激肠壁, 促进肠道蠕动。过量

服用硫酸镁可引起胃痛、呕吐、呼吸困难、心跳减慢、

血压下降等不良症状[29]。硫酸钠下泻作用较剧, 可引起反

射性盆腔充血和失水, 故临床主要用于排除肠内毒物及

某些驱肠虫药服用后连虫带药一起排出等需快速清洁肠

道的患者。 

1.6  其他类 

还有一些药物存在潜在风险, 如唑尼沙胺、克伦特

罗、托吡酯等。唑尼沙胺、托吡酯为抗癫痫药, 唑尼沙胺

对肥胖病有潜在治疗作用。托吡酯有抑制食欲和减轻体重

的作用, 与芬特明制成复方制剂治疗肥胖症[30]。克伦特罗, 
常称之为瘦肉精, 可通过增加体温心率, 促进糖原分解降

低体脂, 是一种 β2-受体兴奋剂。 

2  减肥类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检测

现状 

2.1  批准的减肥类保健食品添加化学药物认定方法 

自 2006 年至 2020 年,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共批准了 7
个用于认定减肥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补充检验

方法[31‒38], 其中 5 个减肥类保健食品专用添加化学药物的

检验方法, 1 个保健食品通用检验方法, 1 个减肥类保健食

品添加中药提取物的检验方法。共建立西布曲明、麻黄碱、

芬氟拉明等 40 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测方法, 检验项

目见表 1。 
2011 年公布《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

(第一批)》[39], 声称减肥功能产品非法添加物质为西布曲

明、麻黄碱、芬氟拉明, 此后, 未有新版非法添加物质名

单披露。 
2006 年,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药品补充

检验方法 2006004, 适用于治疗肥胖症的中成药中涉嫌非

法添加西布曲明、麻黄碱、芬氟拉明的监督检验, 此方法

于 2011 年被公布适用于保健食品的检测[32]。 
2010 年为了有效开展保健食品违法添加药物检测工

作, 发布食药监办许[2010]114 号通知, 制定《保健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有关检测目录和检测方法》, 附件 2 减肥类保

健食品违法添加药物的检测方法中规定了咖啡因、呋塞米、

酚酞、盐酸芬氟拉明、盐酸西布曲明的检测方法[33]。2012
年, 由于深圳市场上出现了盐酸西布曲明衍生物的非法添

加,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提请国家食药监局, 制定了减肥类

中成药和保健食品中酚酞、盐酸西布曲明及其 2 个衍生物

的补充检验方法 2012005[34]。 
2016 年 12 月,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为了进一步规范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管理, 根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

办法制定了《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规定》, 对食品(含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案件稽查、事故调查、应急处

置等工作中采用的非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予以规定。

2017 年至今, 相继发布了 5 个减肥类保健食品专用补充

检验方法。2017 年 2 月, 市场总局对减肥类保健食品 33

种检测参数进行了整合, 发布了《食品中西布曲明等化

合物的测定》[35](2017 年第 24 号 BJS 201701)。同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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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市场总局对减肥类、壮阳类、降血糖类、降血脂类、

改善睡眠类等多种类型的保健食品的 75 种检测参数进

行整合, 发布《保健食品中 75 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

测》[36](2017 年第 138 号 BJS 201710), 检验方法不仅涵

盖《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的

所有参数, 也适当加入一些 BJS 201701 中的检测参数, 

如呋塞米、酚酞、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 N,N-双去甲基

西布曲明。随着新发案件的特点, 市场总局不断扩充检

验方法, 于 2019 年分别发布《食品中匹可硫酸钠的测

定》[37](BJS 201911)、《食品中大黄酚和橙黄决明素的

测定》 [38](BJS 201916)。 

2.2  减肥类保健食品中可能添加的化学药物 

为了更有效地建立识别添加物的补充检验方法, 有
必要找出所添加的化学物质及其变化趋势。违法添加化学

药物成分来源多样, 不仅有处方药、治疗药物的结构修饰

物、已撤市药物, 还有尚未获得批准的新型药物或其先导

化合物, 已发布的检验项目还未能全面涵盖监管中发现的

非法添加药物种类。本文梳理了减肥类保健食品中可能非

法添加物质 101 个, 见表 2[40‒45]。 

2.3  检测方法 

在研究领域中, 已对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药的检

测方法作了大量研究。目前用于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的分

析方法主要有快筛试剂盒法、薄层色谱法、拉曼光谱法、

红外光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离子迁移谱法、气相色谱及联用技术等[46‒49]。 

在应用实践中 , 公安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

执法过程中常使用快筛试剂盒法和拉曼光谱法进行初

步筛查。而在国家市场局和卫健委披露的补充检测方法, 
多以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质谱

联用法相结合使用 , 或直接使用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

用法检测 , 出具具有证明效力的检测报告 , 作为定罪量

刑的依据。 
2.3.1  快速检测方法 

2015 年新《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 赋予了快速检测

方法一定程度上的法律效力, 快检行业至此步入发展的快

车道。借助于快检技术对一些可疑保健食品进行初筛, 能
够提高抽验阳性率, 同时降低检测成本, 快速、简捷、精

准和实用。目前, 常用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拉曼

光谱法检测保健食品非法添加。 
据查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检检测

司公布的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数据库中共 24 个食品快速检

测方法, 其中 17 个使用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1 个

使用拉曼光谱法, 截止目前, 仅有 3 个保健食品专用快速

检测方法, 暂无减肥类保健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公布[50]。

快检技术应用前景广, 相信快速检测方法在实战应用中会

不断提高技术, 降低假阳性率。 
2.3.2  薄层色谱法 

大部分保健食品非法添加识别的方法中均使用了

薄层色谱法作为初筛的方法 , 其特点是简单、经济、易

行。不足之处在于易导致假阳性 , 因而对每种可疑添加

的中成药一般都需要反复摸索展开条件 , 以达到较好

地分离效果。  
 
 

 
表 1  2006—2020 减肥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的化学药物种类变化 

Table 1  Changes in the types of chemicals illegally added to the weight loss type of dietary supplement in 2006—2020 

年份 减肥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的化学药物 

2006 西布曲明、麻黄碱、芬氟拉明 

2010 咖啡因、呋塞米、酚酞、盐酸芬氟拉明、盐酸西布曲明 

2012 盐酸西布曲明、酚酞、盐酸 N,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盐酸 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 

2017 

盐酸苯丙醇胺、盐酸去甲伪麻黄碱、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盐酸甲基麻黄碱、硫酸安非他明、氯噻嗪、氢

氯噻嗪、盐酸甲基安非他明、咖啡因、盐酸分特拉明、盐酸氯卡色林、盐酸安非他酮、芬氟拉明、普伐他汀钠、

呋塞米、盐酸 N,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盐酸氟西汀、酚酞、盐酸 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吲达帕胺、盐酸西布曲

明、盐酸苄基西布曲明、盐酸豪莫西布曲明、比沙可啶、盐酸氯代西布曲明、苯扎贝特、布美他尼、洛伐他汀、

辛伐他汀、盐酸利莫那班、非诺贝特、奥利司他 

2019 匹可硫酸钠、大黄酚、橙黄决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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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可能非法添加的化学药物 
Table 2  Chemicals that may be illegally added 

类别 化学药物 

食欲抑制剂 

盐酸苯丙醇胺*、硫酸安非他明*、盐酸甲基安非他明*、安非他酮*、盐酸氟西汀*、盐酸芬氟拉明*、盐酸芬

特拉明(苯丁胺)*、安非拉酮(二乙胺苯酮)、安非他明、苄甲苯丙胺、右苯丙胺、苯丙胺、氟苯胺、氟苯丙胺、

甲苯叔丁胺、苯甲吗啉、对氯苯丁胺、对羟基苯丙醇胺、苄非他明、苯二甲吗啉、伪麻黄碱、甲基安非他明

(去氧麻黄碱、甲基苯丙胺)、帕罗西汀、氟伏沙明、舍曲林、西酞普兰、莫达非尼、右芬氟拉明、芬咖明、

吗吲哚、环咪唑吲哚、盐酸西布曲明*、N,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盐酸苄基西布曲

明*、盐酸豪莫西布曲明*、盐酸氯代西布曲明*、氯卡色林*、纳洛酮、氯苄雷司、美芬雷司、阿米雷司、芬

普雷司、苯氟雷司、苯佐卡因、氯胺酮 

能量消耗剂 
麻黄碱*、伪麻黄碱*、甲基麻黄碱*、去甲伪麻黄碱*、咖啡因*、茶碱*、碘塞罗宁、左旋甲状腺素、 

脱氧肾上腺素(辛弗林)、克伦特罗、苯巴比妥、左旋肉碱 

利尿剂 
氯噻嗪*、氢氯噻嗪*、呋塞米*、吲达帕胺*、布美他尼*、氯噻酮、环噻嗪、甲氯噻嗪、苄氟噻嗪、 

氢氟噻嗪、三乙酰唑胺、氨蝶啶、氨苯蝶啶、螺内酯、美托拉宗、托拉塞米 

吸收抑制剂及降糖降脂药 
奥利司他*、普伐他汀钠*、苯扎贝特*、洛伐他汀*、辛伐他汀*、盐酸利莫那班*、非诺贝特*、洛伐他汀羟

基钠盐*、美伐他汀*、脱羟基洛伐他丁*、烟酸*、大黄酚*、橙黄决明素*、西替利司他、二甲双胍、苯乙双

胍、丁二胍、伏格列波糖 

缓泻药 酚酞*、比沙可啶、双醋酚丁、匹克硫酸钠*、硫酸钠、硫酸镁 

其他 唑尼沙胺、托吡酯、苯丙酸诺龙、苯妥英钠 

注: *为国家已纳入监管范围的检测项目。 

 
 

 
2.3.3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简便、快速、较高分辨能力

的特点。在确认保健食品是否具有非法添加时 , 经过

薄层色谱法筛查的阳性样品 , 需要进一步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进行确证 , 比较样品和对照品色谱峰的保留时

间和紫外吸光度。目前 , 在非法添加确证方面 , 高效

液相色谱技术正逐渐被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技术所

取代。  
2.3.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法 

近年来, 液相色谱高效分离方法与质谱联用为复杂

混合物的在线分离提供了有力手段, 是目前公认保健食品

非法添加的最有效的分析方法之一。保健食品成分相对复

杂, 液质联用技术具有较高选择性、高灵敏度, 可以提供

一级精密质量和丰富的二级碎片信息, 通过简单的前处理

和高效液相色谱的分离, 实现精准的定性及定量分析, 高

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在非法添加物质检测领域占有重

要地位。国家补充检验方法 BJS 201701[35], 规定了高效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盐酸苯丙醇胺、盐酸去甲伪麻黄碱

等 33 种消脂减肥类非法添加物质, 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检

测方法。 

3  结束语 

2019 年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成立后 , 随着

非法案件的不断披露 , 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

的市场乱象已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从检测视角分析减

肥类保健食品市场的现状 , 具有实用性。检验参数方面 : 
通过查阅近年来文献报道的减肥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

文章和案例 , 总结出可能非法添加项共 6 类 100 余项 , 
为监管者建立和完善其检测标准提供参考。检验技术

手段 : 执法过程中多使用快筛试剂盒法和拉曼光谱法

进行初步筛查 , 侦查阶段以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

法和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相结合的方式出具检测

报告作为定罪量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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