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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保健食品开发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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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麻为兰科真菌营养型多年生草本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的干燥块茎，是中国传统名贵中药材之一，具有息风止痉、

平抑肝阳、祛风通络的功效，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有很高的营养保健价值，现已被批准为食药试点物质，开发应用空间巨大。

通过统计整理国家监管部门公布的天麻相关保健食品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中的天麻相关专利，对已批准注册的天麻

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不适宜人群、主要原料及配伍、功效成分及标志性成分和食用量，以及国内外近 10 年天麻有关的专利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探讨了天麻开发中特殊气味、安全性、功效成分提取工艺等限制因素，提出了相应处理措施和建议。以

期为攻克天麻保健食品开发中的难题提供参考，充分利用天麻资源，提高附加值，促进乡村振兴和天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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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development status of Gastrodiae Rhizoma health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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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anma (Gastrodiae Rhizoma) is the dry tuber of a fungal vegetative Orchidaceae perennial herb Gastrodia elata, which is 

one of traditional precious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t has the effects of dispelling wind and relieving spasm, suppressing liver 

yang, dispelling wind and dredging collaterals. It contains a variety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has high nutritional health value, has been 

approved as a food and drug pilot substance, with hug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pace.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Gastrodiae Rhizoma related health foods published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the related patents of Gastrodiae Rhizoma in the 

patent search platform of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It specifically analyzed 

the health function, unsuitable population, main raw materials and compatibility, functional ingredients and characterictic ingredients 

and consumption of the approved and registered Gastrodiae Rhizoma health foods in my country, the patent situation of Gastrodiae 

Rhizoma in the past ten ye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such as special odor, safety, and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functional components were discussed, and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t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vercoming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odiae Rhizoma health food, make full use of 

Gastrodiae Rhizoma resources, improve the added valu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Gastrodiae Rhizom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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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为兰科真菌营养型多年生草本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ume 的干燥块茎，是中国传统名贵

中药材之一[1]，具有息风止痉、平抑肝阳、祛风通络

的功效，常用于治疗头晕目眩、头风头痛、失眠等症。

据记载，天麻性味甘平、无毒，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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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天麻中主要的活性

成分有天麻素、天麻多糖等[2]，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其具有镇静催眠[3]、镇痛[4]、抗炎[5]、抗惊厥[6]、抗氧

化[7]、抗抑郁[8]、改善记忆力[9]，以及增强免疫[10]、

增加血流量、降血压、抗凝血[11]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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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营养保健深入大众视野，成为大健康

行业的热门话题。根据国家标准（GB 16740-2014）

中规定，保健食品是指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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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适宜于特

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

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

性危害的食品。天麻作为一种传统中药材，功效作

用被广泛认可。2019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对天麻等 9 种

中药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

药物质）进行研究。目前已在云南、贵州、四川等

地开展生产经营试点工作，这无疑为天麻产业发展

带来了新的契机，大力开发天麻保健食品、提升产

品附加值，将会成为天麻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通过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监管司中

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批准注册并在官方网站上予

以公布的天麻相关保健食品进行统计，综合分析目

前天麻保健食品的功能、不适宜人群、原料及配伍组

成、剂型等基本信息。查询了目前国内外与天麻相关

的专利情况，并探讨了可能影响天麻发展的限制因

素，为天麻的进一步开发及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及解

决思路。 

1  天麻保健食品的功能 

根据查询结果，对天麻相关保健食品进行统计

整理，产品总数达到 114 种，明确指出的保健功能

包括改善睡眠、辅助降血压、增强免疫力、缓解体

力疲劳、辅助调血脂、提高缺氧耐受力、辅助改善

记忆、抗氧化、去黄褐斑、对化学肝损伤的辅助保

护作用共 10 类。22.8%的产品具有 2 种及以上的保

健功能，77.2%的产品仅具备单一保健功能；改善睡

眠功能所占比例最大，为 54.4%，辅助降血压占比

28.1%，增强免疫力占比 22.8%，如表 1 所示。分析

可知天麻的保健功能主要集中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 

2  不适宜人群 

不同保健功能天麻相关保健食品的适宜人群范

围不同，如改善睡眠的产品适宜人群为睡眠状况不

佳者，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适宜人群为免疫力低者。

大部分保健食品不适宜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及哺乳

期妇女，占比分别为 87.7%、52.6%、55.3%，如表

2 所示；3 种人群均不适宜占比 42.1%；慢性腹泻

者、低血压人群、月经过多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等其他不适宜人群占比 11.4%。绝大部分天麻相关 

表 1  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主要功能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n main functions of Gastrodiae Rhizoma 

related health food 

保健功能 产品数量 占比/% 

改善睡眠 62 54.4 

辅助降血压 32 28.1 

增强免疫力 26 22.8 

缓解体力疲劳  7  6.1 

辅助调血脂  4  3.5 

提高缺氧耐受力  4  3.5 

辅助改善记忆  3  2.6 

抗氧化  1  0.9 

去黄褐斑  1  0.9 

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助保护  1  0.9 

2 种功效及以上 26 22.8 

表 2  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不适宜人群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n unsuitable populations of Gastrodiae 

Rhizoma related health food 

不适宜人群 产品数量 占比/% 

少年儿童 100 87.7 

孕妇  60 52.6 

哺乳期妇女  63 55.3 

少年儿童、妇女、哺乳期妇女  48 42.1 

其他  13 11.4 

保健食品不适宜少年儿童，这可能是因为天麻对中

枢神经系统有药理作用，少年儿童发育不全，长期服

用会产生不良影响；另外，很多天麻相关保健食品是

由多种中药配伍组成，大多具有平肝熄风、活血化瘀、

通络止痛等功效，可能对产妇、胎儿及产妇生产过程

不利[12]，因此也不适宜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应用。 

3  主要原料及配伍 

天麻相关保健食品大部分是由 2 种及以上的中

药配伍组成，但有 6 种以单一的天麻为原料。通过

中药配伍，不仅能增强产品的保健功能，还能针对

天麻的使用局限，进行合理应用，强化产品的针对

性。综合分析目前的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保健功能

主要集中在改善睡眠、辅助降血压、增强免疫力、

缓解体力疲劳 4 个方面，如表 3 所示。 

具备改善睡眠功能的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主要配

伍原料有酸枣仁、五味子，其中天麻与酸枣仁配伍

有 42 项，占 36.8%（包括配伍重复项），与五味子

配伍有 21 项，占 18.4%。天麻性味甘平，入肝经，

具有息风定惊、镇静安眠的功效[13]；酸枣仁性味甘、

酸，平；归心、肝经，有养气、镇静、安神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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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天麻相关保健食品配方组成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n formula composition of Gastrodiae 

Rhizoma related health food 

产品数量 原料配伍* 保健功能 占比/% 

42 天麻＋酸枣仁 改善睡眠 36.8 

21 天麻＋五味子 18.4 

16 天麻＋葛根 辅助降血压 14.0 

20 天麻＋罗布麻叶 17.5 

23 天麻＋杜仲 20.2 

 2 天麻＋罗布麻叶＋杜仲  1.8 

16 天麻＋枸杞子 增强免疫力 14.0 

 8 天麻＋西洋参  7.0 

11 天麻＋黄芪  9.6 

16 天麻＋人参 缓解体力疲劳 14.0 

  *不包含单方 

  *unilateral compatibility is not included 

能够舒缓心情，改善情绪[14]；现代研究证实，酸枣

仁汤具有镇静催眠、抗惊厥、抗抑郁、抗焦虑等作

用[15-16]；五味子性味酸、甘、温，归肺、心、肾经，

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能，在中枢

神经系统方面具有镇静催眠、健脑益智、镇痛、抗惊

厥和抗抑郁的作用[17]，因此天麻与酸枣仁或五味子

配伍使用能够增强改善睡眠的效果，达到协同增效。 

具备辅助降血压功能的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主要

配伍原料有杜仲、罗布麻、葛根。天麻与杜仲配伍有

23 项，占 20.2%，与罗布麻叶配伍有 20 项，占 17.5%，

与葛根配伍有 16 项，占 14.0%。杜仲能补肝肾、强

筋骨，与天麻配伍使用，补益结合，具有良好的保健

功能[18]。罗布麻具有平肝熄风、滋阴潜阳、清热泻火

之功；叶应阳等[19]利用动物模型实验，通过观察分析

受试动物收缩压、舒张压、心率、血清一氧化氮、血

管紧张素 II 等指标，证明天麻、罗布麻叶配伍能显

著增强降血压作用，且安全有效。葛根中含有葛根

素，能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降低血糖[20]，与天

麻配伍能起到辅助降压的保健功能。 

具备增强免疫力功能的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主要

配伍原料有枸杞子、黄芪、西洋参，分别包括 16、

11、8 项产品，占比 14.0%、9.6%、7.0%；配伍枸杞

子可达到益气养阴、肝肾同补之效；配伍黄芪能补

气养血、健脑益智、活血通络；配伍西洋参补气养

阴，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力。 

具备缓解体力疲劳功能的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主

要配伍原料为人参，有 16 项产品，占比 14.0%；人

参能大补元气，与天麻配伍有益气活血、舒筋止痛，

有缓解疲劳之效。 

4  剂型 

现有的天麻保健食品剂型主要有胶囊、片剂、

酒剂、袋装茶、口服液、饮料、粉剂 7 大类，如表

4 所示。胶囊数量最多，有 77 项，占比 67.6%，粉

剂最少，仅有 2 项，占比 1.8%。综合来看，这些剂

型均具有携带方便、接受度高的特点，适合不同需

求的人群。尽管产品的剂型种类丰富，但均为传统

剂型，创新性有待提高，为丰富天麻的保健开发市

场，可结合现代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表 4  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主要剂型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n main dosage forms of Gastrodiae 

Rhizoma related health food 

天麻保健食品剂型 产品数量 占比/% 

胶囊  77  67.6 

片剂  12  10.5 

酒剂   9   7.9 

口服液   7   6.1 

袋装茶   4   3.5 

颗粒   3   2.6 

粉剂   2   1.8 

总计 114 100.0 

5  功效成分及标志性成分 

如表 5 所示，天麻相关保健食品的功效成分及

标志性成分有总皂苷、天麻素、总黄酮、粗多糖、

10-羟基-α-癸烯酸等。相关研究表示，天麻中含有天

麻素、天麻苷元、天麻多糖、蛋白质、氨基酸等多

种成分[21-22]，其中天麻素最为重要，是衡量天麻品

质的主要指标之一，目前有 38 项产品中含天麻素，

占比为 33.3%，这些产品的主要保健功能有改善睡

眠、辅助降血压、辅助调血脂、辅助改善记忆。 

表 5  天麻相关保健食品中功效成分 

Table 5  Effective ingredients in Gastrodiae Rhizoma related 

health food 

功效成分 产品数量 占比/% 

总皂苷 39 34.2 

天麻素 38 33.3 

总黄酮 33 28.9 

粗多糖 29 25.4 

10-羟基-α-癸烯酸 10  8.8 

葛根素  5  4.4 

茶多酚  5  4.4 

五味子素  4  3.5 

维生素  1  0.9 

丹参酮  1  0.9 

蒽醌  1  0.9 

大豆异黄酮 1  0.9 

氨基酸 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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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食用量 

有研究报道，天麻在相应实验条件下均未见明

显毒性和致突变作用[23]，但临床上出现过因大量服

用天麻引起心律失常致死的报道[24]，报道中 1 名高

龄男性因自服天麻 500～600 g，0.5 h 后，出现头晕、

胸闷、全身麻木等症状，最后抢救无效死亡。现代药

理实验也证明，超过一定剂量，天麻有一定毒副作

用，中毒剂量为 40 g 以上，中毒潜伏期为 1～6 h[25]，

因此天麻的食用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食用含天

麻的保健食品时也要严格遵循说明。经统计，天麻相

关保健食品中天麻素的量在 0.03～2.0 g，大多数胶

囊或片剂食用量在 2～3 次/d，每次 2～5 粒（片）。 

7  天麻相关专利情况分析 

7.1  国内专利分析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进行高级检

索，选择“主题”，输入“天麻”，设置“摘要”项

为“食品”，公开日设置为“2011 年 1 月 1—2021 年

1 月 1 日”，根据搜索结果，以天麻为主题的发明型

专利共计 242 项，其中包括天麻为主要原料的普通

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等专利，全部录入 Excel

中进行数据整理。 

7.1.1  总体趋势  近 10 年来，以天麻为原料的食品

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为 242 项，各年度申请数量如图

1 所示。在 2018 年天麻食品专利申请量最高，达 51

项。从 2011—2016 年专利数随年份的增加呈上升趋

势，2017 年稍有下降，但在 2018 年专利申请达最

大后出现下降趋势，说明天麻在食品领域的开发趋

缓已经处于瓶颈期，研究人员可通过加强对天麻的

深入研究，开发出以天麻为原料的新食品。 

7.1.2  天麻普通食品种类分析  从 242 项天麻食品

相关专利中，筛选出天麻普通食品开发相关专利，

共计 187 项。如图 2 所示，天麻普通食品种类较多，

主要包括米面食品、酒类、饮料、茶类、果脯蜜饯、 

 

图 1  中国天麻食品专利各年度申请情况 

Fig. 1  Annual application of Gastrodiae Rhizoma food 

patent in China 

 

图 2  天麻普通食品相关专利类别分析 

Fig. 2  Analysis of patent categories related to Gastrodiae 

Rhizoma 

饮片等，其中与天麻相关米面食品最多，共 42 项，

占比 22.46%；其次是饮料类，专利数为 38 项，占

20.32%；第 3 是酒类，专利申请数为 33 项，占总量

的 17.65%。可见天麻普通食品种类较为丰富，创新

性也较为突出，受到大众青睐，食用广泛，具有较

好的开发价值。 

7.1.3  天麻保健食品剂型及保健功能分析  根据统

计，天麻在普通食品方面的开发较为广泛，另外还有

明确保健功效的保健食品，天麻保健食品的剂型多

以硬胶囊、片剂、软胶囊、口服液、粉剂等为主[26]。

以天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的剂型除了常见的胶囊、

片剂和粉剂外，普通食品形态也不在少数。这些保

健食品提到的功效作用多结合原料阐述，主要有健

脑明目、增强记忆、平肝益气、滋阴壮阳、提高人

体免疫力等。统计可知专利中共涉及缓解体力疲劳、

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通便、辅助改善记忆和辅助

调血脂等 12 种保健功能，其中缓解体力疲劳、增强

免疫力和改善睡眠占比较大。 

7.2  国外专利分析 

7.2.1  总体情况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

中查询国外有关天麻的专利情况，其中韩国天麻相

关的专利最多，近 10 年相关专利总计 164 项，占比

84.10%，与韩国专利相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

国、欧洲知识产权局、日本等与天麻相关的专利较

少，且这些国家或组织的专利大部分为药物治疗研

究，仅有少量的天麻相关产品。见图 3。 

7.2.2  韩国天麻专利情况  韩国对天麻的研究开发

较为深入，专利产品种类丰富，涉及有效成分的提

取、制备工艺、天麻种植技术、护肤类产品研发等。

这些专利中天麻食品开发和栽培种植工艺 2 类数量

最多，其中与天麻相关的食品主要包括复合茶饮料、

米面食品、酒类、营养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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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外天麻相关专利 

Fig. 3  Foreign patents related to Gastrodiae Rhizoma 

除产品开发外，韩国在天麻的加工技术方面研

究也比较深入，其中改善天麻味道方面尤为突出。

主要方式：一是通过发酵技术，在发酵过程中降低

引起天麻特有气味的对甲酚的含量，从而改善天麻

感官性状，发酵品还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且发

酵天麻中有效成分天麻素、总黄酮和总多酚含量明

显高于未发酵品[27]，同时，还能降低由于其独特的

苦味引起不适，具有抑制炎症相关因子的作用[28]；

二是采用高压汽蒸工艺的炮制方法[29]，也能够去除

令人不快的味道并提高天麻中天麻素的含量。 

天麻是我国的传统食品资源，相较之下，我国

对于天麻的开发进展还略有不足，特别是保健功能

明确、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虽然近年来天麻相关

专利不在少数，但产品进入市场仍然缓慢。因此还

需进一步研究天麻在药食两用物质方面的开发利

用，并攻克关键性技术，转化为具有更好感官性状

的产品。 

8  天麻开发限制因素探讨 

从食品的角度开发天麻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2019 年，我国已提出将天麻作为药食两用食品原料

开展试点工作。而目前，天麻在保健食品的开发研

究方面的速度仍然缓慢。专利研究方面较广，但总

体发展趋势缓慢，产品实际转化率不高，进入市场

种类较少。除韩国在天麻食品开发上研究较深入外，

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对天麻的研究仍主要集中

于药理作用方面。我国对于鲜天麻特殊异味和食品

研究方面报道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天麻在进行产品

开发和转化时存在的一些限制因素未得到很好的解

决，如天麻的特殊气味处理、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成

分的提取工艺等方面的限制。 

8.1  天麻特殊气味及处理 

8.1.1  特殊气味成分来源  天麻具有特殊气味，俗

称“马尿味”[30]，一般人群难以接受此味，因而难

以坚持甚至拒绝食用天麻保健产品。因此，在进行

天麻相关保健食品开发时，为得到良好感官性状，

采取合理的措施处理不良气味就显得尤为重要。天

麻的特殊气味主要源于其丰富的挥发性成分，其中

包括醛类、植醇类、酯类、烷烃及烯烃类、酚类、

有机酸类、醚类、以及含氮化合物类等[31]。 

研究者们对其中的特殊气味成分进行了初步探

索。有研究认为天麻的“马尿味”是由二甲基二硫

醚引起的，该物质具有硫化物的异臭味、刺鼻味[32]。

赵敏等[33]分析天麻汁挥发性成分发现，其中醚类成

分含量较大，是天麻汁的主要挥发性物质，而醚类

一般具有烟熏、刺鼻等异味，认为可能是造成天麻

汁马尿臭气味的原因。黄名正等[34]通过气相色谱-质

谱鉴定发现，天麻挥发性成分中含有 2,3,5,6-四甲基

吡嗪，其具有发霉味，可能是引起天麻特殊气味的

原因。天麻中主要功效成分是天麻素（4-羟基苯基-

β-D-吡喃葡萄糖苷），沸点为 563 ℃，不易挥发，因

此挥发性成分并非天麻素。但 2,3,5,6-四甲基吡嗪具

有抗血小板聚集、扩张小动脉、改善微循环和脑血

流的作用，这与天麻具有增加血流量、降血压、抗

凝血等功效吻合，侧面证实了“马尿味越浓，天麻

药效越好”的观点。 

目前，对于天麻特殊气味的研究还比较少，来

源机制尚不明确，加之人们普遍认为天麻的特殊气

味是其品质特征，没有特殊气味的天麻功效作用差、

品质不佳，可见直接祛味并不可取。因此，在天麻

食品开发方面需要选择合适的技术来减弱或掩盖特

殊气味，一方面能减少天麻特殊气味对产品感官的

不良影响，一方面又能保证天麻的功效成分不受损。 

8.1.2  天麻减味及掩味技术  天麻在食品方面的

应用还比较局限，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其特殊气味、

安全性、加工技术等。目前，对于天麻特殊气味成

分的研究较少，来源机制也不确定，一是技术条件

的限制，二是研究的深入程度不够，因此，需深入

研究更多的加工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将天麻作

为药食两用物质进行食品开发时，为获得良好风味，

可以采用炮制加工、酵素化工艺、添加配料等方法

来降低或掩盖天麻的不良风味，开发出感官性状良

好的保健食品。 

（1）炮制减味技术：新鲜天麻中酶活性高，易

分解其中的有效成分，从而降低天麻的功效作用，

因此一般将新鲜天麻进行炮制加工处理，延长其保

存时间。这是因为通过炮制加工，可以破坏天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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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苷键酶，减少天麻有效成分损失，确保天麻的功

效作用。天麻常见的炮制方法有微波炮制、蒸制、

酒制、姜制、蜜制等[35]。有研究发现，天麻经过不

同方法的炮制可引起其化学成分的变化，并且能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天麻的特殊气味。 

何报作等[36]对比姜制天麻与普通干燥天麻发

现，姜制前后天麻的性状特征变化较大，姜天麻微

具姜味，减弱了本身的特殊气味。姜汁炮制天麻，

是建昌帮特色制法，采用姜汁浸润生天麻片，浸润

过夜后，于一定温度下烘干即得。有研究发现，通

过姜制不仅可减少天麻因硫磺熏制后的不良反应，

还可以增强其抗眩晕、止呕等作用[37]。《上海市中药

炮制规范》收载蜜麸炒天麻的炮制方法：“取天麻适

量，照麸炒法用蜜麸拌炒至黄色，筛去麸皮”[38]。

蜜麸炒天麻能够起到协同和矫味作用，祛风通络效

果较好；另外，蜜制是采用蜂蜜汁包裹，然后隔水

蒸一定时间，取出后烘干而得[39]。加入蜂蜜使天麻

具有香甜味，能减弱天麻的异味，同时蜂蜜中的还

原糖能够降低天麻素的氧化分解，保证天麻中的有

效成分维持稳定。还有通过高压汽蒸工艺[29]的加工

方法去除了令人不快的味道并提高天麻主要成分之

一的天麻素的含量，从而促进了天麻功能性食品的

开发。 

（2）发酵减味技术：目前，天麻相关的工艺研

究主要包括成分提取、产品开发、干燥等，但在天

麻特殊气味处理方面的工艺研究还比较少。有研究

发现，通过发酵可以显著改善天麻的特殊气味。 

发酵是常见的一种食品加工工艺，其中酵素化

是以动植物、食用菌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

经微生物发酵的一种工艺[40]。经过酵素化工艺得到

的产品即为酵素，酵素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具

有一定的保健功效，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近年来，

国内有研究发现发酵工艺可应用于天麻减味，赵敏

等[33]通过探究天麻酵素化过程中风味物质的变化

发现，经酵素化工艺发酵 7～30 d 后，共检测出 46

种挥发性风味物质，酯类物质高达 27 种，赋予了天

麻独特的香味。与天麻原汁相比，经过微生物发酵

后的天麻酵素香气浓郁、口感柔和且未出现马尿臭

等不良风味，证实了酵素化技术可以显著改善天麻

本身具有的不良风味。对比国内研究，韩国早在

2019 年就已经拥有利用发酵技术来改善天麻的不

良风味的相关专利[27-28]，其采用乳酸菌发酵，在减

弱天麻的特殊异味的同时增强了抗氧化作用，天麻

素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明显提高。相较于国外，我国

应用发酵技术还很缓慢，研究也不够深入，还需加

大力度进行研究。 

因此，在天麻相关保健产品的开发中，可以考

虑使用酵素化技术来减少天麻异味，既能改善产品

感官性状，还能赋予产品独特的香味。 

（3）配料掩味技术：目前，已有许多关于天麻

食品的研究，例如天麻蛋糕、饼干、面条、火锅底

料、饮料等，大部分研究都未采取特殊的加工技术

来处理天麻的特殊气味，而是加入一些配料来掩盖

不良气味，确保产品具有良好感官。如天麻酱[41]中，

加入辣椒、菜油、香料等进行调味，不仅有效保留

天麻的功效成分，还可掩盖天麻的苦味、腥臭味，

并兼具一定保健功效；通过在天麻饼干[42]中添加一

定比例的糖、油、鸡蛋等，也可掩盖天麻不愉快的

风味和腥臭味；天麻油茶[43]中添加黄豆、花生米以

及核桃仁，具有良好的风味、口感，而且通过油茶

食用时蒸煮以及添加物可遮掩天麻不愉悦的风味和

腥臭味。因此，将天麻作为药食两用物质进行食品

开发时，可以加入一些配料，来调和或掩盖天麻的

特殊气味。 

8.2  安全性 

2019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对党参等 9 种物质

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

工作的通知》，提出将天麻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开展生产经营试点工

作，而不直接作为食药物质，可能是因为天麻食用

安全范围较小，限制了其大量应用。 

一些研究者对天麻的安全性进行了诸多实验。

田好亮等[44]通过急性毒性实验、Ames 实验、小鼠

骨髓细胞微核实验及小鼠精子畸形实验和天麻微粉

大鼠 30 d 喂养实验对天麻微粉进行毒理学评价，结

果发现，大、小鼠经口最大耐受剂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MTD）＞15 g/kg，属于无毒级；骨

髓细胞微核实验、精子畸形实验和 Ames 实验结果

均为阴性；大鼠 30 d 喂养实验各项生理指标均未见

不良影响，也未见明显脏器组织学病理改变。说明

天麻微粉在该剂量范围内是安全的，可以作为保健

食品开发利用。夏莹等[45]通过天麻粉的 Wistar 大鼠

亚慢性经口毒性实验，使用成人推荐剂量 3 g/d 的

天麻粉作为受试物，分别进行 4 个实验组和 2 个卫

星组实验，测定各指标后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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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粉大鼠90 d经口毒性实验未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

（no observed adverse level，NOAEL）为 8.0 g/kg，

根据安全系数 100，外推至人，即 4.8 g/(kg·d)。现

代药理实验也证明，天麻中毒剂量为 40 g 以上，中

毒潜伏期为 1～6 h[46]，因此，为保证天麻保健食品

的安全性，应严格制定相应产品的食用量。 

8.3  功效成分提取 

为了提高产品的功效作用，以及食用、携带方

便和工艺需要，往往会将原料进行提取浓缩后再加

工制成最终产品。目前，天麻中天麻素的提取方法主

要有传统浸泡法[47]、热回流提取法[48]、酶提取法[49]

等。但传统浸提渗漉时间过长，热回流提取法提取效

率不高、溶剂甲醇具有毒性，酶提取法对温度和酸

碱度适应性有限等缺点，需要进一步优化天麻功效

成分的提取工艺，如采用环保、经济的提取剂，选

择合适的料液比、提取温度以及研究新型提取工艺，

从而提高产品的品质，利于高质量天麻食品的开发。 

9  结语与展望 

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越来越多人群处于

亚健康状态。《“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健

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能够调节身体机能、

促进机体健康的营养保健食品必将成为食品行业发

展的新支点之一。天麻中含有天麻素、天麻多糖、

氨基酸、矿物质等多种有效成分，具有改善睡眠、

辅助降血压、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等保健功

能，因此加大天麻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我国天麻保健产品的研究发展趋缓，创

新性有待提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天麻的特殊气味、

产品安全性及有效成分的提取工艺等方面的局限亟

需解决。因此，对天麻限制性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

研究、攻克相应关键技术，为天麻的应用提供更多

参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天麻的功

效作用、配方配伍、产品形态或剂型、适宜人群、

加工工艺等，才能充分利用天麻资源，开发出具有

创新性、针对性、顺应时代健康需求和潮流的产品，

从而促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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