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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

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国际上

与我国保健食品类似的产品包括欧洲的功能食品

(function food), 美 国 的 膳 食 补 充 剂 (dietary 

supplements)、日本的特定保健用食品 (foods for 

specified health uses) 和加拿大的天然健康产品

(natural health product)等。保健食品作为特定保健用

食品, 是可长期服用的、安全的, 介于药品与食品之

间的特殊食品。即保健食品较食品而言, 可宣称特定

功效, 如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脂、辅助降血糖等, 因

而具有一定的功能。其较之药品而言可长期服用、安

全, 并具有辅助改善某些疾病等作用。 

我国深受传统“食疗”的影响, 使保健食品的需

求不断激增。但目前, 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存在以下问

题: 一是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鉴于前期监管不力、行

业自律性差等原因, 大量无功效或功效差的产品充

斥着市场, 消费者难以选择; 二是药材市场混乱、药

材质量与安全隐患多。我国药材市场混乱, 药材质量

参差不齐, 是影响产品功效与安全的关键因素。有些

供货商甚至通过不当手段, 肆意添加所需的功效成

分, 这使得消费者缺乏对国内保健品的信心, 更倾向

于国外知名品牌的产品; 三是产品缺乏创新。由于保

健食品没有专利概念, 低水平, 同质化产品充斥着市

场, 消费者选择疲劳, 也难以激起购买欲望; 四是营

销市场混乱。商家采用各种非正常手段营销, 甚至夸

大保健功能欺骗消费者。2018 年“天津权健”事件引

发的全国性保健食品市场“百日整治”行动, 可见保

健食品市场之混乱。 

保健食品作为一种可长期食用、安全有效的大

健康产品是广大消费者愿意接受的大健康产品。针对

目前国内市场存在的知名品牌售价过高、药材市场混

乱、无功效产品充斥市场等现状, 开发功效明确、质

量可控且价格实惠的保健产品符合市场发展需求。同

时, 国家不断出台系列政策、制度、法规、标准等来

规范保健食品行业, 加上主管部门鼓励要求保健食

品研发的科学、严谨、规范性, 我们相信, 未来保健

食品市场终将以安全有效、实惠放心的产品为主。这

需要具有较强科技水平及市场判断能力的企业参与, 

研发出消费者满意的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的研发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通过

深入研究原料安全性、功能性、及最优提取工艺等内

容, 同时借助科学文献已证实的作用机制、量效关

系、检测方法等内容, 合理、科学的设计保健食品组

方、标志性成分检测方法学、技术指标的确定等内容, 

可在有效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化发挥保健食品

原料的保健功效,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保健食品的研发与检测》

专题, 主要围绕保健食品的开发、功能性活性成分提取

与检测、新型保健食品研发、功能性食品添加剂、保

健食品配料、保健功能性物质(肽与蛋白质、功能性油

脂、多糖、微量元素、维生素等)应用、研发与检测等

内容。经过筛选, 最后精选了来自国内科研院所、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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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检测机

构等 20 多家机构科研工作人员的 12 篇保健食品研发、

研究进展与检测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综述。 

其中(4 篇综述了保健食品原料提取、安全、功

能等的研究进展 , 为开发保健食品提供了更多新

的思路及建议。1 篇为澳大利亚补充药品管理及对

我国保健食品监管启示研究 , 归纳了澳大利亚补

充药品的管理要求 , 结合我国保健食品的管理进

行了对比分析 , 并对我国保健食品的监管产生提

出了一定可行的建议。3 篇涉及食品的感官评价、

工艺研究、功效评价及机制研究。3 篇为保健食品

中违禁成分检测、功能成分含量测定、含量分析 , 

针对现有的检测方法标准进行了优化 , 具有较强

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增进保健食品质量安

全检测与控制相关技术的交流, 持续提升全产业链

整体的科研支撑能力, 保障保健食品及功能性食品

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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