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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我国近 30 年来中药类保健食品的发展历程，提出将我国现有保健品的发展分为 4 代，同时对未来保健品的发

展趋势提出了第 5 代保健食品的观点，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同时提出了目前保健食品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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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health food (health care products) in the near thirty years, our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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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就有保健养生，防病

于未然的习惯，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使这一习惯

成为了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的专利，普通大众以生

存为基本需求，养生几乎是一种奢望[1-2]。 
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多年，中药健康食品发展

缓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的中药

保健品行业开始正式起步。几经波折，中国保健

品行业经过逐级更新换代，渐渐走向成熟[3]。进

入 21 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开

放 30 多年带来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人们的养身

与健康意识逐步增强，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养生保健原作为一种很高的需求，逐渐成为

普通民众的基本需求。养生保健业也将成为 21 世

纪最活跃、最具希望的朝阳产业。特别是“健康

中国”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的提出，

《中医药法》的颁布等一系列国家策略，更是给保

健品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保健品到底如何发展，

什么样的保健品才是真正适合市场与健康需求，

从保健品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可部分地反映出

各时代生活需要的健康食品特色[4]。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把全球范围保健需

求的迅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流动称为“财富第 5
波”：人类对养生保健长寿的需求是不可逆转的大潮

流和大趋势。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

高速增长的经济使百姓生活日益富裕，将紧随世界

性健康需求强势增长的步伐，而使保健品行业充满

商机和诱惑。2014年保健品的销售总额已达到1 858
亿元，到 2020 年医药大健康行业更会达到惊人的 8
万亿元[5]。中国的保健品行业是最具投资价值的行

业之一，而到底哪类保健品能成为将来几年内的重

磅产品，给企业带来第 5 波财富——健康财富，是

众多投资者孜孜以求和正在探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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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保健食品发展历史概述 
1.1  第 1 代保健食品 

第 1 代保健食品主要为以原形为主的产品，例

如人参、天麻、冬虫夏草、鹿茸等。它们多数是具

有悠久历史的老字号药材行的产品，如北京同仁堂、

上海雷允上、杭州胡庆余堂，尖峰仁寿堂等均有这

类产品。这一代保健食品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并

且以后还将继续存在。这些健康产品基本不用进行

市场宣传，已经家喻户晓，市场靠的是质量和信誉，

销售形式也是传统的店面销售。产品大多为人参、

鹿茸、冬虫夏草、蛤蚧、海马、蛤士蟆等，或是其

简单加工炮制品等。 
这一代保健食品有如下特点：（1）基本不破坏

原来的形态，消费者或专家可以根据产品外形辨别；

（2）使用时以煲汤、泡酒等为主要方式；（3）稍作

加工，如切片等。这一代健康食品的代表产品有同

仁堂参茸等。 
1.2  第 2 代保健食品 

1985 年左右，第 2 代保健食品开始出现。第 2
代保健食品主要以多种营养强化食品为主。根据不同

营养素以及中药的各种功能推断该食品的保健功效，

在未经任何功能性实验检验的情况下，进行其功效的

推广宣传。这些产品的销售主要靠各种广告宣传，当

时绝大多数广告将几乎全部保健食品夸张成包治百

病的神药（那个时代的广告法规不规范），而恰恰那

时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知识的了解也缺乏，对广告中所

宣称的内容深信不疑，从而出现了人们对保健食品需

求的激剧增长、保健食品市场急速扩张的现象。然而，

由于没有得到科学证实，这些保健产品所宣称的保健

功能往往不能达不到相应效果，给消费者的思想上造

成了极大的混乱，使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的态度由坚信

不疑转为基本不信，给保健食品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地

信任危机。这一畸形发展也注定了这一代保健食品的

不合法性和短命性，从而直接导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

保健食品市场发展的大倒退。 
这一代健康食品的特点：（1）在没有确切的科

学依据的情况下，过分夸大产品的功效；（2）品牌

扩张度和产品的品质不能达到同步；（3）产品的功

效没有一个科学确切的评价体系；（4）口服液形式

的保健品开始在市场出现。 
这一代健康食品的代表品牌有太阳神口服液、中

华鳖精等。诞生于 1988 年的太阳神口服液，产品本

质上就是一种营养液，在 1996 年《保健食品管理办

法》颁布前，其属于一种营养强化食品。中华鳖精也

是这个阶段健康食品的代表，由当年红极一时的马家

军为其代言广告，在当年的产品概念深入人心。 
1.3  第 3 代保健食品 

第 3 代保健食品是由国家正式认可的相关机构

经过动物和人体试验，证明其具有促进某项生理功

能，经政府监管部门批准生产上市的保健食品。在

这个时期，虽然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均通过严格的

科学实验进行功效验证，但对保健食品的作用机制

尚未完全清楚，保健食品中哪些有效成分（功能因

子）在起作用也不甚了解。目前市场上的许多保健

食品就属于这类产品，批准的部门也不相同：有些

由卫生部批准，有些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依旧缺乏更进一步的科学依据，特别是机制方面。

所以尽管国家按规定审批通过了 1 万多个保健食品

上市，但是该行业的市场也只是在调整之中，依然

没有走出市场低谷。 
这一代保健食品的特点包括：（1）产品的功效

有一定的科学依据；（2）产品功效因子的基础功效

没有更加确切的试验数据；（3）保健食品的种类繁

多。这一类产品的代表有排毒养颜胶囊、海王金牡

蛎、延生护宝液等。 
1.4  第 4 代保健食品 

第 4 代保健食品是明确了产品中的有效成分

（或称为功能因子）的化学结构及其量，其保健功能

的作用机制也基本得以阐明的一类保健品。这些有

效成分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可通过一定的手

段提取分离出来，也可经标准的方法进行定性或定

量检测。这样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不仅可得到保证，

也消除了可能的副作用，同时为这代保健食品的确

认提供了可靠的检验方法。这一代产品在欧美已经

畅销 10 多年，在中国开始渐成规模。以科学为依据

的研发与管理开始引导中国的保健食品行业真正走

出低谷，逐渐进入理智而且健康的发展轨道。 
这一代保健食品的特点包括：（1）建立科学正规

的评价体系；（2）提取及检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产品

的成熟度；（3）从业人员的专业程度保证了产品的品

质；（4）各种与药物剂型形态相同的产品大量出现。 
这一代保健食品的代表产品包括：硫酸软骨素

胶囊、葡萄籽胶囊、辅酶 Q10 片剂等。表 1 总结了

上述 4 代产品的特点。 
2  第 5 代保健食品的提出 

上述 4 代健康食品在老百姓中的印象总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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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1～4 代保健食品的情况 
Table 1  Situations of 1st—4th generations of health food 

分代 形态 成分 功能 特点 宣传 心理暗示 不足 

第 1 代 以原料本身

的原形态

为主 

原料本身的功

效成分 

原料本身的功能 具有原料的原生形态，不

能单独服用，需配合其

他辅助食品进行服用 

无市场宣传，靠家喻

户晓的广为流传 

给人感觉有

“大补”的

作用 

形态单一，服用方式

受到限制，没有确

定的功效确认 

第 2 代 液 体 样 品

居多 

添加某些功能

因子，如维生

素、氨基酸等 

过分夸大了产

品的功能 

口感易于被消费者接受，

口感单一，使用较方便

过度的宣传，并且有

虚假宣传的嫌疑

给人感觉是

“包治百病

的神药” 

功效被夸大，产品

形式单一 

第 3 代 液 体 样 品

居多 

搭配更多的功

能因子 

产品功能有部分

科学的根据 

口感易于被消费者接受，

口感单一，服用较方便

产品宣传力度大 给人感觉是

送 人 用 的

礼品 

产品形式单一，过

于强调包装 

第 4 代 胶 囊 、 片

剂、口服

液等 

合理的功效成

分，包括更多

的天然因子 

产品的功效性

有比较确切

的科学依据

和药品类似，服用较方便 根据产品不同，宣传

的力度及宣传方

式有很大的区别 

服用起来让人

有服用药物

的感觉 

产品有服药的感觉

 
是能治病，这是对健康食品的最大误解。保健食品

是食品，不是药物。保健食品不能用于治疗疾病，

主要用于预防疾病。第 5 代保健食品将得到最科学

的诠释。 
以上 4 代保健品有其各自的特点，但在当今时

代，也显示出了产品本身的很多不足，在这个时代

大背景下，必然孕育着符合时代趋势的方向性保健

食品的出现，这就是第 5 代保健食品。除了有前 4
代保健食品的优点外，第 5 代保健食品更有其自身

独特的优势：（1）产品确定的安全性；（2）产品成

分明确；（3）产品得到科学的功效验证；（4）产品

在外观、口感及服用的方便性上都有本质性地提高；

（5）解除了人们在服用产品时不良的心里暗示；（6）
产品的形态多样。 

因此，第 5 代保健品可定义为在食品药学理论

的指导下，采用现代科学与食品制造加工技术生产

出的功效成分明确、质量稳定、效果可靠、顺应消

费者生理和心理需求的一类保健食品。其改变前几

代特别是第 4 代产品常以片剂、胶囊等药品常见形

态作为保健食品形态的现状，将保健成分蕴含在人

们常用的普通食品如饼干糖果、茶、饮料、膏等形

态中，同时充分根据人们的喜好、使用习惯等设计

包装、口味、视觉等。这一类产品目前刚刚在欧美

国家兴起，其代表产品为花青素软糖、软磷脂软糖、

苹果多酚巧克力等。 
第 5 代保健食品将极大改变人们对保健食品的

感官认识，更加明确保健食品的防病功能，使人们

通过较长时间的食用，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以达治“未病”的目的。 
在第 5 代健康食品的开发方面也有其独特之

处：原料经过科学严格的筛选，并对相关应用的原

料进行科学的比例搭配，使得产品的功效性有更大

程度的保障。另外，优良的外观及口感也是产品必

须具备的。通过先进的加工技术及工艺，制造出高

品质的产品，并且应用科学、严谨的方法进行检测。

产品的安全性及功效性有独立科学的体系进行验

证。产品包装更加安全、方便，易于消费者接受；

包装所传递的信息既客观、真实地向消费者诠释了

产品，也没有过分夸大的语言，尊重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 
目前市场上第 5 代健康食品的代表产品有江中

集团的猴菇饼干[6]，碧生源的常润茶袋泡茶，石药

集团的“果维康”[7]，浙江尖峰健康科技的蓝莓软

糖，养生堂的成长快乐软糖等产品。它们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传统的保健食品形态，回归常规食品形

态，让消费者在身心愉悦的同时起到了保健的作用，

目前均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8-9]。 
3  保健食品的质量现状 

目前保健食品的质量已经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

高，但依旧良莠不齐：（1）最新审批的产品，全部

均有有效成分的检测指标以及安全性成分限量指标

（农残、重金属等），基本上保证了产品的效果和安

全性。（2）在质量标准制定上依旧有缺陷，主要是

功效成分质量标准模糊或过低。例如，很多保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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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标准就是规定某类成分的限量，检测方式是紫

外检测，未确定测定是何种黄酮，从而导致中国的

银杏提取物产品大量添加低价的芦丁以提高成分的

量，最后直接导致 2015 年银杏叶提取物与终端产品

的极端质量事件的发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几十家厂家进行了处罚[7]。而实际上目前以多糖、

总黄酮、多酚为检测标准的产品依旧存在着同样的

问题，有许多产品因为多糖不合格，就添加糊精提

高含量。（3）缺乏掺伪成分的检测方法，研究不够

深入。特别是对于减肥，治疗便秘、糖尿病类产品，

缺乏对不在配方表中的常规药品成分的检测，例如

对于减肥类产品，经检查后发现有企业在产品中添

加西布曲敏，但是否添加大黄、番泻叶等物质检测

极少。市场上有一种瘦身梅，减肥效果、治疗便秘

效果不错，市场销量很好，实际上这个瘦身梅经过

有关专家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梅子使用芒硝水浸泡

过，检测出了芒硝。 
4  保健食品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家对规范保健食品的管理和法规不断出

台，但目前市场上的保健食品问题依旧不少，主要

表现在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上：（1）有些产品功效

成分质量标准不严谨；（2）生产工艺不科学，目前

有许多 20 年前批准的保健食品，由于当时的条件所

限，按照申报的生产工艺很难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有些企业就擅自改变生产工艺，是否影响功能无从

考证；（3）缺乏从传统养生古方中挖掘出的保健食

品，目前多数保健品以矿物质、氨基酸、维生素为

主，而从传统中医药配方为基础的保健品数量不多；

（4）目前的保健品还是以药品形态（片剂、胶囊）

为主。 
5  展望 

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物。保健食品不能用

于治疗疾病，主要用于预防疾病。基于这样的理念，

我国现代保健食品行业经过 30 多年的摸索与发展，

逐渐走向成熟，第 5 代保健食品也应运而生。与前

几代的最大区别是第 5 代保健食品“好看，好吃，

好用”，并且功效与作用机制明确，让消费者在身心

愉悦地使用的同时起到预防保健的作用。在目前“亚

健康”人群越来越多，“治未病”呼声越来越高的背

景下，第 5 代保健品较之前几代产品将会有更大的

发展前景。 
第 5 代保健品必将具有以下的发展趋势：（1）

以普通食品（饮料，饼干，膏剂等）为主要形态，

味美可口，携带方便；（2）专注于以传统养生理念

为接受基础，适应现代人生活习惯的健康食品，例

如美味可口的美容产品玫瑰花膏和益智仁核桃仁为

主料的蛋白饮料等；（3）充分注意生产工艺的科学

性、经济性和环境保护等；（4）质量标准较少采用

紫外法测定总黄酮、总多糖，尽量采用 HPLC 检测

具体的单体成分；（5）具有防伪性，检测相关物质，

例如减肥类测定西布曲明、大黄素、番泻苷等，保

证产品的安全性。 
总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第 1 类和第 4、5

类产品将长期并存，第 2、3 类产品将会逐渐退出市

场，特别是第 1 代和第 5 代保健食品会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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