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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健康理念的逐步改变，崇尚天然、回归自然的消费理念
深刻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人们对天然来源的又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越来越感兴趣。
保健食品被誉为“21世纪的食品”，必将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中医药养生保健传统和药食同源历史，中国传统的中药疗法以及养生之道，具有防
治统一、毒副作用少的优势，在国际上日益受到重视。
发挥传统中医药优势，加强科学研究，提升标准和质量水平是我国保健食品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检测是企业在申报保健食品时必须应提供的项目，功效成分是保健食品保
健功能的关键所在，也是产品质量的主要指标，国内外对保健食品（功能食品）的开发研究都十分重
视功效成分的研究。
保健食品要长期稳定地健康发展，必须首先明确功效成分，解决功效成分的测定方法，特别是以草本
植物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弄清其功效成分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传统的保健食品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没有确定的功效成分及解决功效成分的测定方法是一个主要
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药化学成分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分析测定技术和手段的提高，中草药及其制剂的质量控
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些研究结果同时对保健食品标准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在功效成分检测和产品质量标准方面，保健食品的试验和检验工作主要依据国家颁布的《食品
卫生理化检验方法》（GB／T5009-2003）、卫生部颁布的《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年
版）及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
这些方法和标准在过去的十多年来基本满足了我国保健食品检测和质量控制的需要，但随着近年来保
健食品新产品研发行业迅猛的发展，现有的功效成分检测方法和标准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保健食品进一
步发展的需求。
　　本书围绕我国保健食品注册审批的有关技术要求和新产品研究开发的需要，建立了常用的或可用
于保健食品的原料中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的分析检测方法。
所建立的方法既注重了科学性，又强调了实用性。
希望本书能为我国广大的保健食品工作者提供最新、最实用的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检测方法和相关
信息，从而为提升我国保健食品的研发、质量标准水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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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含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包括保健食品概述、国内外保健食品发展现状、保健食品原辅料管理、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或标志
性成分、保健食品有关的标准、技术规范；各论介绍了200余种保健食品功效性成分的含量测定和薄层
鉴别方法。
该书对保健食品及食品卫生理化检测、保健食品的研发、注册、教学、生产及管理人员具有较大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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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现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药品检验处处长兼标准物质管理处处长。
1995年至1996年在日本国钟防株式会社汉方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
主要从事药品安全性、中药对照物质、天然产物化学、中（草）药化学成分和有效成分、中药检定、
中药质量标准的制定、中药新药的研究与开发、药理活性及作用机理等的研究。
主持和参加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中药标准平台建设项目、国家八五攻关、
九五攻关、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30多项课题的研究工
作，在国内外重点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28篇为SCl收载。
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第七届北京青年科技论文二等奖一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一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一项。
主要社会兼职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专家库专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审
评专家库专家、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第一届标准物质/标准样品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四届中国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标准化协
会地理标志产品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药品价格审评中心价格审评专家等。
《中国药事》、《中国药师》、《中草药》、《药物分析杂志》等杂志常务编委或编委。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2009年度中国药学发展奖“杰出青年学者奖（中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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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我国保健食品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食品需求正逐步
由温饱型向营养保健型转变，即通过日常饮食达到预防疾病、调整机体生理状态的目的。
随着营养学研究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大量科学研究表明：①人体的健康状况与膳食有关，如美国
列出的前十位疾病死因中有六种原因与不当饮食有关；②食物成分在预防治疗疾病及调节机体功能中
所起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消费者对营养学知识、食品及其成分与健康的关系等知识的了解逐步加深，保健食
品作为朝阳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1.当今世界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工作压力加大、气候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亚健康状态，使
国家面临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开始承认并鼓励研制、开
发保健食品，通过调节膳食和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增进健康、节约卫生资源，保健食品行业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态势。
　　2.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养生理论　　我国有着悠久的养生保健理论，以传统的中医药养生理论为
主，达到改善机体生理功能、预防疾病的发生及预后修整等目的的预防、保健的论述，在许多医学名
著中都有记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等祖国传统医药文献中，记载了“食疗”、“食养”的若干论述，并
提出了合理膳食、强调“调、养、保”及药食同源的养生保健原则。
如：“药补不如食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未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当今，有很大一部分保健食品的配方在中医药典籍都有记载，而且我国可供应用的中草药动、植物共
有8500多种。
国际上也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天然植物在保健方面的作用，美国其列为膳食补充剂，每年销售额在数
亿美元；欧洲国家每年大量进口中药，并且花巨资对其进行研究。
因此，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在国际市场中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3.传统养生理论与营养学研究及现代技术进一步融合　　随着我国中医药研究技术的逐渐发展，
以及国际竞争压力的增大，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将逐渐沿着传统养生理论和现代技术融合的道路发展。
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保健食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技术源泉。
中国的传统养生文化，实际上在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有非常高程度
的认同。
改变传统的食品概念，强调营养性与功能性的结合，用现代的生物和医药技术阐释传统养生理论的精
妙内涵，发掘其有效成分，是中国保健食品业自主创新和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道路，而且也是最
容易取得成功且成本相对较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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