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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仲 Eucommiae Cortex 是我国特有物种，其皮、叶、籽、花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在药品及保健食品方面极具开发

价值。通过对国家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注册的杜仲保健食品及 HimmPat 专利检索平台中的国内外杜仲相关保健食品专利

进行统计整理，综合分析了已批准的杜仲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剂型、分布地区、主要原料及配伍、功效成分、食用量及安

全性、不适宜人群以及国内外近 20 年杜仲相关专利情况，探讨了限制杜仲保健食品开发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为我

国杜仲保健食品及杜仲产业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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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zhong (Eucommiae Cortex) is an endemic species in China. Its barks, leaves, seeds and flowers contain a variety of 

active ingredients, which have great development value in medicine and functional food. In this paper, the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registered by the National Special Food Information Query Platform and Eucommiae Cortex related functional 

food patents in the HimmPat patent retrieval platform in China and abroad were statistically sorted out. The approved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health function, dosage form, distribution area, main raw materials and compatibility, functional 

components, consumption and safety, unsuitable population and Eucommiae Cortex related patents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China 

and abroad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were 

discussed,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development ideas for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and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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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 Eucommiae Cortex 为杜仲科植物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Oliv.的干燥树皮，是古老的第

3 纪孑遗植物，适宜在温暖湿润且常年放晴的环境

中生长，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作为杜仲的原产

国，我国杜仲种植区广泛，大多在陕西、四川、

云南、贵州及湖北等地种植[1-2]。杜仲入药历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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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可追溯到 2000 年前，《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

品[3]。《本草纲目》中记载：“杜仲（主）腰膝痛，

补中益精气，坚筋骨，强志”。《名医别录》中有“治

脚中酸疼，不欲践地”的记载[4]。本文中杜仲药材

统一表述为杜仲（皮）。杜仲（皮）、杜仲叶现为保

健食品原料，我国早已有杜仲叶可供食用的记载，

如宋代《本草图经》记录其“初生嫩叶可食”[5]。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杜仲的认识不断深入，迎来

了种植杜仲的热潮，使其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杜仲中活性成分十分丰富，现代研究显示杜仲

不同部位（皮、叶、籽、雄花等）包含多种化学成

分，如黄酮类、木脂素类、环烯醚萜类、酚酸类、

甾体类、多糖类等[6-13]，具有调节血脂[8]、降血糖[8]、

降压[10]、抗氧化[13]、肝保护[14]、抗肿瘤[15]、增强免

疫力[16]、预防骨质疏松[17]等药理作用，在药品和保

健食品方面应用潜力巨大。杜仲传统上以皮入药，

因其采剥周期较长，一般在 15～20 年，故近年来研

究者逐渐将目光转移到杜仲叶上[18]。杜仲叶和杜仲

（皮）活性成分相似，在部分药用功能上杜仲叶可代

替杜仲（皮）使用[19]。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09、

2014 年分别批准杜仲籽油、杜仲雄花作为新食品原

料，2019 年杜仲叶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局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名单”，开始生产经营试点工作，这些政策丰

富了杜仲保健食品的原料选择，为杜仲产业发展带

来了新的契机。大力开发杜仲保健食品、提升产品

的附加值，成为杜仲保健食品发展的新方向。 

通过对国家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注册的杜仲

保健食品及 HimmPat 专利检索平台中的国内外杜

仲相关专利进行统计整理，分析了已批准注册的杜

仲保健食品保健功能、剂型、各省市分布、主要原

料及配伍、功效成分、食用量及安全性、不适宜人

群及国内外近 20 年杜仲相关专利情况，探讨可能影

响杜仲保健食品发展的限制因素，为进一步开发杜

仲保健食品及杜仲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  杜仲保健食品分析 

1.1  功能分析 

以“杜仲”为原料关键词对保健食品进行高级

检索，共统计出 213 种产品，并将相关保健功能名

称进行统一，如缓解体力疲劳、抗疲劳统称为“缓

解体力疲劳”；免疫调节、增强免疫力统称为“增强

免疫力”；调节血压、辅助降血压统称为“辅助降血

压”等，整理后明确指出的保健功能包括缓解体力

疲劳、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压、增加骨密度、辅

助调节血脂、改善睡眠、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助保

护作用、通便、减肥等。若产品同时具有 2 种以上

功能则按 2 种功能分别计算。经统计在所有杜仲保

健食品中，77.93%的产品仅具有单一保健功能；具

备缓解体力疲劳的功能产品种类最多，有 63 种，占

产品总数的 29.58%，功能统计情况见表 1。分析表

1 可知，杜仲对人体中枢神经、免疫、内分泌、循

环和泌尿系统均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 

1.2  剂型 

杜仲保健食品剂型有胶囊、酒剂、片剂、颗粒

剂、茶饮、口服液、粉剂、饮料、丸剂。其中胶囊

剂型的保健食品种类最多，有 114 种，占比 53.52%；

其次是酒剂，为 30 种，占比为 14.08%；最少的是

丸剂，有 3 种，占比 1.41%，见图 1。由于胶囊具 

表 1  杜仲保健食品主要功能及代表产品 

Table 1  Main functions and representative products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保健功能 代表产品 数量/种 占比/% 

缓解体力疲劳 杜仲茶、杜仲酒、维能胶囊 63 29.58 

增强免疫力 杜仲饮料（含糖型）、元生胶囊、力佳口服液 61 28.64 

辅助降血压 浓缩草本植物胶囊、迈康茶、罗布麻绿茶天麻杜仲片 51 23.94 

增加骨密度 西洋参壮骨冲剂、通督胶囊、维 D 杜仲海洋鱼骨胶原肽粉 48 22.54 

辅助调血脂 脂压泰胶囊、银杏叶杜仲叶三七茶、来维颗粒 10  4.69 

改善睡眠 莫愁口服液、宁宝片、杜仲胶囊 10  4.69 

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

助保护作用 

六和冲剂、石斛葛根杜仲叶胶囊、杜仲叶金银花破壁灵芝孢子粉咀嚼片  4  1.88 

通便 养命酒、低聚果糖生地颗粒  2  0.94 

减肥 青美胶囊、妙美胶囊  2  0.94 

提高缺氧耐受力 康泰胶囊  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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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杜仲保健食品主要剂型分析 

Fig. 1  Analysis of main dosage forms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有携带方便、防潮性强、不需注重口感等优点，使

其成为最受欢迎的杜仲保健食品剂型[20]。酒剂产品

的数量仅次于胶囊，酒辛甘大热，可散寒气、活血

通络，促进药性分散，该剂型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其他剂型的数目均在 20 种以下，推测可能是由于杜

仲及其配伍的部分中药材成分有涩味或苦味，使大

众接受程度较低。虽然杜仲保健食品剂型种类较多，

但均为传统剂型，在市场竞争方面优势有所欠缺，

相关研究者可以着重开发杜仲保健食品新剂型，从

而进一步扩大杜仲保健食品市场。 

1.3  杜仲保健食品分布情况 

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杜仲保健食品的产品数量

有所差别，杜仲保健食品产品数量在 10 种以上的省

市有北京、陕西、广东、江西、河南、浙江、山东、

湖北，占杜仲保健食品产品总数的 65.26%，见表 2。

可见我国杜仲保健食品的注册地与杜仲产区分布并 

表 2  杜仲保健食品的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省/市/自治区 产品数量/种 占比/% 排名 省/市/自治区 产品数量/种 占比/% 排名 

北京 26 12.21  1 江苏 4 1.88 15 

陕西 25 11.74  2 河北 4 1.88 16 

广东 17  7.98  3 贵州 4 1.88 17 

江西 16  7.51  4 广西 4 1.88 18 

河南 16  7.51  5 海南 3 1.41 19 

浙江 14  6.57  6 福建 3 1.41 20 

山东 14  6.57  7 安徽 3 1.41 21 

湖北 11  5.16  8 重庆 2 0.94 22 

上海  9  4.23  9 新疆 1 0.47 23 

湖南  8  3.76 10 西藏 1 0.47 24 

四川  7  3.29 11 天津 1 0.47 25 

黑龙江  7  3.29 12 山西 1 0.47 26 

吉林  6  2.82 13 内蒙古 1 0.47 27 

云南  4  1.88 14 辽宁 1 0.47 28 

 

不一致，这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有关，如北京、广

东等发达的地区消费潜力大，更有利于保健食品行

业发展，因此其杜仲保健食品注册数量较多；而陕

西省的杜仲保健食品注册数量仅次于北京，可能是

由于陕西是中国中医药的发源地，略阳杜仲更是

2018 年陕西省中药协会选定的陕西省“十大秦药”

之一，同时陕西的中医药养生、食品生产等专业

研究教育机构相对集中，有利于杜仲保健食品的

发展[21]。可见杜仲保健食品的开发与城市发展水平

及当地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可以预见的是，随着

经济的发展，未来杜仲保健食品会逐步向其资源产

地扩散，如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1.4  主要原料及配伍 

经统计，除 13 种未公布原料信息的杜仲保健食

品外，其余保健食品使用的杜仲相关原料可分为杜

仲（皮）、杜仲（皮）提取物、杜仲叶、杜仲叶提取

物、杜仲籽油 5 类。其中以杜仲（皮）为原料的有

123 种，以杜仲（皮）提取物为原料的有 39 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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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叶为原料的有 18 种，以杜仲叶提取物为原料的

有 18 种，以杜仲籽油为原料的有 2 种。可见市场上

现存的杜仲保健食品大多以杜仲（皮）及其提取物

为原料，占比达 76.06%，以杜仲籽油为原料的保健

食品，保健功能集中在辅助调血脂，产品数量最少，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除杜仲饮料 1 种产品以杜仲

（皮）为单一原料外，其他杜仲保健食品都是以 2

种及以上的中药材进行配伍而成。通过配伍能增强

杜仲保健食品的效果，也能扩大杜仲保健食品适用

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22]。 

杜仲（皮）及其提取物与其他中药材配伍情况

及保健功能统计见表 3。以杜仲（皮）为原料的保

健食品，保健功能主要集中在缓解体力疲劳、增强

免疫力、辅助降血压、辅助调血脂、增加骨密度、

改善睡眠这 6 个方面。杜仲（皮）与其他中药材配

伍后制成的保健食品则具有不同的保健作用，如在

具有缓解体力疲劳作用的杜仲保健食品中，杜仲

（皮）多与淫羊藿、肉桂、茯苓等配伍；在具有增强

免疫力功能的杜仲保健食品中，杜仲（皮）多与枸

杞子、人参、黄芪、黄精等配伍；在具有辅助降血

压的杜仲保健食品中，杜仲（皮）主要与葛根、山

楂、天麻、丹参等配伍。 

杜仲保健食品中也有不少以杜仲叶及其提取物

为原料，见表 4。保健功能主要有辅助降血压、增

加骨密度、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具有辅

助降血压功能的保健食品数量最多，且主要与葛根、

天麻、丹参、山楂、罗布麻叶配伍。我国杜仲叶年

产量高，杜仲叶在部分药理药效方面与杜仲（皮）

具有同等功效，但目前以杜仲叶为原料的杜仲保健

食品数量仍然较少。 

表 3  以杜仲(皮)及其提取物为原料的保健食品配伍及功能 

Table 3  Compatibility and function of functional food with Eucommiae Cortex (barks) and its extract as raw materials 

保健功能 原料配伍 频次 占比/% 

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 杜仲（皮）、枸杞子、人参 26 12.21 

杜仲（皮）、枸杞子、黄芪 15  7.04 

杜仲（皮）、枸杞子、黄精 12  5.63 

杜仲（皮）、淫羊藿、人参 11  5.16 

杜仲（皮）、枸杞子、茯苓 10  4.69 

杜仲（皮）、人参、黄精  9  4.23 

杜仲（皮）、枸杞子、当归  8  3.76 

杜仲（皮）、枸杞子、蜂蜜  6  2.82 

杜仲（皮）、黄芪、茯苓  6  2.82 

杜仲（皮）、枸杞子、菟丝子  6  2.82 

杜仲（皮）、枸杞子、龙眼肉  6  2.82 

杜仲（皮）、枸杞子、鹿茸  5  2.35 

杜仲（皮）、枸杞子、淫羊藿 19  8.92 

杜仲（皮）、枸杞子、西洋参  9  4.23 

杜仲（皮）、人参、肉桂  9  4.23 

杜仲（皮）、枸杞子、巴戟天  8  3.76 

杜仲（皮）、枸杞子、肉桂  8  3.76 

杜仲（皮）、枸杞子、红景天  5  2.35 

辅助降血压、辅助调血脂 杜仲（皮）、葛根、天麻  9  4.23 

杜仲（皮）、葛根、罗布麻叶  7  3.29 

杜仲（皮）、葛根、山楂  7  3.29 

杜仲（皮）、葛根、丹参  6  2.82 

杜仲（皮）、枸杞子、山楂  6  2.82 

增加骨密度 杜仲（皮）、淫羊藿、骨碎补 11  5.16 

改善睡眠 杜仲（皮）、黄芪、酸枣仁  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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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杜仲叶及其提取物为原料保健食品的配伍及功能 

Table 4  Compatibility and function of functional food with Eucommiae Cortex leaves and their extracts as raw materials 

原料配伍 保健功能 频次 原料配伍 保健功能 频次 

杜仲叶、葛根 辅助降血压 4 杜仲叶、补骨脂 增加骨密度 4 

杜仲叶、天麻  4 杜仲叶、骨碎补  3 

杜仲叶、丹参  4 杜仲叶、黄芪 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 3 

杜仲叶、山楂  3 杜仲叶、灵芝  3 

杜仲叶、罗布麻叶  3 杜仲叶、酸枣仁 改善睡眠 2 

 

1.5  功效成分 

经统计，杜仲保健食品中的功效成分有总黄酮、

总皂苷、葛根素、绿原酸、淫羊藿苷、茶多酚、人

参皂苷、大豆异黄酮、红景天苷等，情况统计见表

5。杜仲保健食品功效成分中含有总皂苷的保健食品

种类相对较多，达到 69 种，这与人参、西洋参、黄

芪、牛膝等中药材配伍频率较高有关。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皂苷类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包括抗癌、

改善记忆、提高免疫力、神经保护等作用等[23]。表

明在杜仲保健食品中添加其他类活性成分，扩大杜

仲保健食品的适宜人群，是提高杜仲保健食品市场

占有率的良策。 

表 5  杜仲保健食品功效成分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functional components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排名 功效成分 产品数量/种 占比/% 排名 功效成分 产品数量/种 占比/% 

1 总黄酮 75 35.21  9 红景天苷 5 2.35 

2 总皂苷 69 32.39 10 α-亚麻酸 4 1.88 

3 葛根素 12  5.63 11 亚油酸 3 1.41 

4 淫羊藿苷 11  5.16 12 天麻素 3 1.41 

5 绿原酸 10  4.69 13 丹酚酸 B 3 1.41 

6 人参皂苷  9  4.23 14 总蒽醌 3 1.41 

7 茶多酚  8  3.76 15 腺苷 3 1.41 

8 大豆异黄酮  5  2.35 16 大黄素 1 0.47 

 

1.6  食用量及安全性 

已有大量研究者对杜仲安全性进行评价，在杜

仲叶的各项毒性实验中未观察到明显的毒性反应[24]。

高慧艳等[25]依据保健食品安全性毒理评价程序，对

杜仲雄花进行安全性评价，结果显示，其急性毒理

分级属无毒级，并且无遗传毒性，属于安全性保健

食品。郭美丽等[26]通过急性毒性、精子畸形、骨髓

细胞微核和传统致畸等实验发现杜仲籽油无明显毒

性作用，属于无毒性食品。雒晓梅[27]对杜仲（皮）

的安全性进行初步探索，将 Wistar 大鼠在杜仲（皮）

提取物急性毒性及90 d重复给药毒性研究中给予人

体临床剂量的 84、420 倍，出现了肾脏病理改变，

停药恢复 5 周后肾脏病理改变可逆，而杜仲（皮）

遗传毒性结果显示是无致突变性的，提示杜仲（皮）

无遗传毒性，但在服用杜仲保健食品时要注意用量，

应严格按照相关说明服用。《中国药典》2020 年版

中规定杜仲（皮）的用量范围为 6～10 g/d，杜仲叶

用量范围为 10～15 g/d [28]。经统计杜仲保健食品中

的功效成分主要为总黄酮、绿原酸、多糖等，按产

品中已注明功效成分及每日食用量，计算出每种产

品的日摄入总黄酮、绿原酸、多糖等有效成分量，

大多数胶囊或片剂食用量在 2～3 次/d，每次 2～6

粒（片），摄入总黄酮量为 4.5～147.0 mg/d，绿原

酸量为 0.6～16.0 mg/d，多糖量为 3～720 mg/d。 

1.7  不适宜人群 

不同功能的杜仲保健食品，对应的适宜人群也

不尽相同，如具有缓解体力疲劳功能的杜仲保健食

品适宜人群为易疲劳者，具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杜

仲保健食品适宜人群为免疫力低下者。统计发现，

71.36%的杜仲保健食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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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温补强盛，易助火伤阴的药性对少儿可能产生

不良影响。不适宜人群为孕妇的产品有 124 种，占

比 58.22%，动物实验证明杜仲提取液可起到松驰

孕妇宫体平滑肌的作用，对部分产妇及胎儿发育不

利[29]。此外，杜仲保健食品的原料搭配也可能对

不适宜人群产生影响，如杜仲酒精类饮品一般不适

宜人群为酒精过敏者，含有蜂蜜的杜仲保健食品不

适宜人群为蜂产品过敏者。因此，相关研究者在开

发保健食品时，在保证其药理功能的前提下，应避

免使用易使人过敏的原料，尽可能扩大产品的适用

范围。 

2  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分析 

2.1  全球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申请数量分析 

利用 Himmpat 专利检索平台对 2000—2022 年

全球杜仲保健食品专利进行检索，关键词为“杜仲/ 

tac AND（保健食品/tac OR 功能食品/tac OR 功能性

食品/tac）AND apd＝20000101-20221231”，共检索

到 752 件专利，由于专利中发明专利价值最高，故

剔除检索到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对

同族专利进行合并，再手动剔除无关专利后剩余

417 件，申请量增长趋势见图 2。由图 2 可知，杜仲

保健食品专利数量在 2013 年以前年申请数量较为

稳定，2013 年后的增长速度加快，表明此时对杜仲

保健食品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近 2 年增长速度

稍缓，分析发现可能由于我国在 2016 年开始加大对

专利新颖性审查力度，申请数量有所减少；近 2 年

数据由于部分专利尚处在保密期，因此数据并不完

善。目前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申请数量仍在持续增长，

表明这一技术领域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2  全球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分布分析 

分析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在全球不同国家的申请 
 

 

图 2  2000—2022 年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申请量分析 

Fig. 2  Analysis of patent applications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from 2000 to 2022 

数量，可以了解杜仲保健食品专利技术在不同国家

的起源和发展情况，以比对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在各

个国家的技术活跃度。在检索到的 417 件专利中，

中国共 334 件，国外 83 件。与国外专利相比，我国

在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申请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由于

杜仲是我国特有物种，2016 年 12 月原国家林业局

发布《全国杜仲产业发展规划（2016—2030 年）》，

我国杜仲产业进入国家统筹战略层面，迎来高速发

展，目前我国杜仲资源占世界 90%以上[30]，因此对

杜仲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杜仲保健食品方面，

相较其他国家，保持遥遥领先地位。 

为了解杜仲保健食品在中国的技术来源地，对

国内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申请地域分布进行分析，以

判断相关技术在不同区域的集中程度。国内杜仲保

健食品专利区域分布情况见表 6，山东省申请总量位

居全国首位，且在 2011—2022 年均有专利申请。后

依次为安徽、广东、江苏、北京等省市，调查发现

这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专利补贴政策支持程度相

关，如山东省对企业首件国内授权发明专利给予申

请费、代理费资助，对国外授权发明专利给予现金

资助，企事业单位国内发明专利满一定年限给予奖

励。有了更好的政策支持，会吸引更多的相关人才

在此区域开展研究，促进了当地创新水平的提升。 

2.3  全球杜仲保健食品申请人分析 

分析专利申请人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前技术创新

的核心领军研究机构或个人，判断该研发机构或个

人的专利活跃度及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杜仲保

健食品专利全球申请人类型分为企业、个人、高校、

科研单位、机关团体 5 种类型。其中企业与个人的

专利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 88.33%，表明杜仲保健食

品专利的申请主体以企业、个人为主，但普遍存在

专利授权率较低的问题。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等申

请数量较少但授权率最高，为 16.22%，表明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等在相关技术研究方面处在前沿水平。

全球专利申请数量在 3 件及以上的申请人统计见表

7。企业中以青岛巨能管道设备有限公司申请数量最

多，尹衍波为该公司相关专利的主要发明人，该公

司专利集中产出于 2016 年，并有日常食品形态出现

如保健土豆泥、保健面条等。个人申请人中以刘泳

宏的申请数量最多，刘泳宏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电子所，对杜仲保健食品专利产出集中于 2008

年，种类主要为保健粥、禽蛋类保健食品。排名第

3 的孟广千是北京玉金中医科学研究院院长，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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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区域分布 

Table 6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patents in China 

省/市/自治区 专利数量/件 占比/% 排名 省/市/自治区 专利数量/件 占比/% 排名 

山东 50 14.97  1 云南   7   2.10 16 

安徽 28  8.38  2 河北   7   2.10 16 

广东 26  7.78  3 黑龙江   7   2.10 16 

江苏 24  7.19  4 上海   7   2.10 16 

北京 19  5.69  5 广西   7   2.10 16 

四川 17  5.09  6 贵州   7   2.10 16 

辽宁 16  4.79  7 天津   6   1.80 21 

浙江 15  4.49  8 吉林   6   1.80 21 

江西 15  4.49  8 海南   2   0.60 24 

陕西 13  3.89 10 甘肃   1   0.30 25 

湖北 12  3.59 11 重庆   1   0.30 25 

福建 10  2.99 12 宁夏   1   0.30 25 

湖南 10  2.99 12 内蒙古   1   0.30 25 

河南  9  2.69 14 台湾   1   0.30 25 

山西  9  2.69 14 总计 334 100.00  

表 7  申请数量 3 件以上的申请人情况统计 

Table 7  Statistics of applicants with more than three applications 

序号 申请单位/申请人 所在地域 技术热点 数量/件 

 1 青岛巨能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 减肥助消化的功能性面条 9 

 2 刘泳宏 北京市 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性禽蛋 8 

 3 孟广千 辽宁省 中药配方类保健食品 7 

 4 魏琳郎 江西省 米面类功能性食品 6 

 5 成进学 江苏省 蛇粉和中药成分的保健胶囊 4 

 6 柳州名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省 中药配方类保健食品 3 

 7 肖志磊 辽宁省 营养保健食品 3 

 8 国家林业局泡桐研究开发中心 河南省 肝保护功效的杜仲种子酒 3 

 9 郭景龙 云南省 中药配方类保健食品 3 

10 东亚大学产学合作团 韩国 中药配方类保健食品 3 

11 梧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广西省 辅助降压营养膏 3 

12 武汉华康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辅助降压的功能性食品 3 

13 山西大学 山西省 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性食品 3 

 

中医研究已 50 余年，在食品营养配方、保健食品营

养配方、中药配方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韩国东亚

大学为釜山市发展规模最大的高校，在 2010 年至今

致力于研究增强免疫力、肝保护等功能的杜仲保健

食品专利，在杜仲保健食品领域的成就仅次于我国。 

2.4  杜仲保健食品专利中的原料及保健功能分析 

通过分析杜仲保健食品专利中的原料及保健功

能，可以了解当前杜仲保健食品的研究状况及未来

发展趋势。国外杜仲保健食品专利中，韩国申请数

量最多，其中以杜仲籽油为原料的杜仲保健食品专

利仅有 1 件，其余原料均为杜仲（皮）。日本出现了

以杜仲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专利，但数量较少，因

此本文主要对我国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的原料及功能

转化情况进行分析，国内杜仲保健食品专利中以杜

仲（皮）为原料的有 258 件，以杜仲叶为原料的有

46 件，以杜仲雄花为原料的有 21 件，以杜仲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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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料的有 14 件。专利中阐述的保健功能丰富，有

辅助改善记忆、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促进

排铅、清咽等功能[31-34]。在保健食品的形态方面，

杜仲保健食品专利中既有传统形态，也有新形态，

如半流质态、保健面粉、保健茶等生活中常见的形

态[35-37]。表明相关研究者在杜仲保健食品的原料、

形态和保健功能上正在不断进行积极探索并有了一

定的突破，目前由于很多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尚处在

审查阶段，很多成果尚未转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未来市场上杜仲保健食品的原料、形态和功能

会更丰富。 

2.5  国际专利分类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是国际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检索

工具，能体现技术研发的活跃程度。申请数量在前 5

的类别见表 8。在杜仲保健食品研发领域，主要集中

在 A 类（人类生活必须）和 C 类（化学、冶金）中，

杜仲（皮）、杜仲叶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具有多重功效，在保健食

品方面应用越来越广泛。统计发现杜仲保健食品专

利 2013 年之前在 A23L 与 A61K 领域的申请数量总

体差距不大，均处在缓慢增长期，2013 年以后领域

申请数量有明显增长，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并逐渐占

据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的半壁江山，2000—2022 年，

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国际专利分类A23L与A61K领域

每年的申请数量具体见图 3。其他类别的杜仲保健食

品专利这些年仍处在萌芽状态，有很大发展潜力。 

表 8  杜仲保健食品专利国际专利分类情况统计 

Table 8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patents 

分类 含义 专利数量/件 占比/% 

A23L 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和食料或非酒精饮料 274 65.71 

A61K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置品  82 19.66 

A23F 咖啡和茶，其代用品及其制造与配制或泡制  15  3.60 

C12G 果汁酒及其他含酒精饮料  19  4.56 

A23G 可可及其制品及可可制品代用品，糖食，口香糖，冰淇淋   8  1.92 

 

 

图 3  2000—2022 年杜仲保健食品 A23L 及 A61K 领域申请

量分析 

Fig. 3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quantity of Eucommiae 

Cortex functional food A23L and A61K from 2000 to 2022 

3  杜仲保健食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3.1  产品同质化 

已批准注册的杜仲保健食品中 76.06%以杜仲

（皮）及其提取物为原料，尚无以杜仲雄花为原料的

保健食品批准注册，且由表 1 可知保健功能主要集

中在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压、增

加骨密度 4 个方面，具有其他保健功能的产品较少，

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由于保健功能过于单一，导

致产品的适应人群少，制约了杜仲保健食品的发展。

有关研究显示，杜仲不同部位的化学成分类似但含

量不同，因此其药理作用也不尽相同：杜仲叶中黄

酮类成分质量分数高达 10.05%，包括芦丁、槲皮素、

山柰酚、紫云英苷、金丝桃苷等[38-39]；苯丙素类成

分中绿原酸含量最高，曾梅等[40]测定在湖南慈利

采收的“华仲 10 号”杜仲叶，绿原酸含量高于杜

仲（皮），为 1.94%。因此杜仲叶有更强的抗氧化、

抗炎杀菌作用，其降压效果也优于杜仲（皮）。杜

仲雄花主要成分是桃叶珊瑚苷和白桦脂酸等萜类

成分，刘锟等[41]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得杜仲雄花

中桃叶珊瑚苷、白桦脂酸和京尼平苷酸的量分别为

10.80、52.60、0.79 mg/g，黄酮类成分含量仅次于

杜仲叶，有较好的镇静催眠、镇痛、免疫调节等作

用；杜仲籽含有丰富的环烯醚萜类化合物，质量分

数达 8%～11%，其萃取物杜仲籽油富含不饱和脂肪

酸，其中 α-亚麻酸含量高达 66%，具有调节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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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心血管疾病、抗骨质疏松、抗炎镇痛等药理作

用[42-43]，研究者在开发杜仲保健食品时应发掘以杜

仲其他部位作为原料制成保健食品的营养价值、保

健价值，丰富产品的功效，使杜仲保健食品适应更

多人群，从而提高市场对杜仲保健食品的需求。 

3.2  剂型单一 

杜仲保健食品剂型和保健功能覆盖面较广但结

构不均衡。剂型对保健食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

杜仲（皮）有苦味和辛辣味，杜仲叶有苦味和轻微

草腥味，限制了杜仲保健食品的剂型发展。目前我

国已批准注册的杜仲保健食品主要为胶囊、酒剂等

传统剂型，其他剂型或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形态较少。

韩国和日本杜仲保健食品专利虽少，但发酵食品专

利占比较大，且多用于改善杜仲保健食品中杜仲和

其他中药材原料的风味，使之可以具有生活中常见

的形态，如饮料、发酵米珍等[44-46]。而我国的食品

发酵技术在动物饲料添加剂中应用较为广泛[47-48]，

在杜仲保健食品专利中，利用发酵技术的专利虽有

但数量较少，仅占 1.92%，杜仲相关食品原料发酵

后能改善风味，显著提高黄酮类等活性成分的含量，

利于产品的推广[49]。因此，相关研究者在杜仲保健

食品开发时可以适当借鉴韩国、日本对不良风味的

处理方法，丰富产品的剂型，尤其是积极开发发酵

新技术，使产品的感官舒适，且不会对产品的功效

成分产生影响，提高我国杜仲保健食品的竞争力。 

3.3  产学研合作不足 

目前杜仲保健食品市场开发程度不高。杜仲主

要种植区的保健食品数量并无优势，说明目前杜仲

种植区的产品以输出原料为主，因此需加大科研力

度，改变产品的输出方式，提升产品附加值。范殊

琮等[50]对 2000—2020 年杜仲研究领域相关文献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内科研工作者、高校间的合作

都较为松散；《全国杜仲产业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中指出，杜仲相关企业间缺乏协作，科研成果

转化率较低，还没有形成杜仲资源综合利用、全面

利用的市场机制。这势必造成科研成果的浪费，也

不利于新产品的研发。杜仲保健食品缺乏龙头企业，

致使品牌建设滞后及消费者对产品认知不足，使其

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力。 

4  结语与展望 

杜仲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包括缓解体力疲劳、

增强免疫力、增加骨密度、辅助降血压、辅助调血

脂、改善睡眠、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助保护作用、

通便、减肥等，市场上现存的杜仲保健食品大多以

杜仲（皮）及其提取物为原料。杜仲保健食品中的

功效成分主要为绿原酸、黄酮类化合物和多糖等，

其总黄酮摄入量为 4.5～147.0 mg/d，绿原酸摄入量

为 0.6～16.0 mg/d，多糖摄入量为 3～720 mg/d。杜

仲保健食品的不适宜人群主要为少年儿童及孕妇，

其产业开发与城市发展及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近 20

年来，杜仲保健食品专利的申请数量总体呈上升趋

势，在 2015 年增速达到峰值。以杜仲叶及其提取物、

杜仲雄花、杜仲籽油为原料的保健食品专利申请数

量虽少，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目前，我国杜仲

保健食品专利数量在国际占绝对优势。杜仲保健食

品原料及产品同质化、剂型单一、产学研合作不足

成为阻碍杜仲保健食品发展的限制因素。 

近年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大众对维

护健康的需求不断提升。杜仲作为我国特有种，在

国内国际市场上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为更好地促

进杜仲保健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

议：（1）大力开发除杜仲皮外其余部位的保健与营

养价值。杜仲不同组织中的化学成分类似，但由于

物质基础不同，导致其作用效果也不同，因此研究

者应在明确杜仲主要功能成分的基础上，根据杜仲

皮、叶、籽、雄花中的不同化学成分及作用，选用

杜仲不同部位与其他原料搭配，有针对性地开发针

对不同人群的杜仲保健食品，扩大杜仲保健食品的

适用范围，改变目前杜仲保健食品保健功能单一、

原料单一、剂型单一的局面，从而提高产品知名度

与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杜仲保健食品市场。（2）

加强国内科研工作者、高校及企业之间的合作，使

科研成果有效转化，进而再积极研发新产品，形成

良性循环。科研机构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关键性，

企业了解当前市场的需求，加强合作能在第一时间

内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并在企业中形成

产品化、规模化发展。加强产学研合作可以为生产

及时提供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的研究成果，提升杜

仲保健食品行业整体产业化水平。（3）加强政策扶

持力度，加快品牌建设，完善推广体系。各地尤其

是杜仲主产区应加大对杜仲产业的扶持力度，建立

相应的激励政策，培育出一批杜仲保健食品龙头企

业，发挥引领作用。在线上线下开展消费咨询等活

动，普及杜仲保健食品优异特性。美化产品外观并

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模式加强营销，多种渠

道壮大杜仲保健食品市场。杜仲保健食品是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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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保健食品，符合当前社会“绿色健康”的需求，

同时，在我国提出“健康中国 2030”的战略背景下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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