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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世纪，人类疾病谱、健康需求及医疗模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预防医学成为医疗保健的重要内
容，同时促进了保健食品产业的蓬勃发展。
我国“十一五”科技规划首次将保健食品纳入重点研究领域，并首次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设立专项
课题，标志着我国保健食品科技产业逐渐走人成熟有序的发展阶段。
在这种客观现实下，迫切需要加强对保健食品研发方法与思路以及保健食品理论的系统性研究，以期
指导保健食品的研究与开发，引导消费及规范市场，促进我国保健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保健品行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近30年的发展历程，其崛起和发展之迅速、对市场冲
击之强烈、对人们的健康和消费意识影响之深远，都是其他商品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由于其产品良莠不齐，加之夸大的广告造成的消费误导，使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的作用所寄予的
过高期望值与低劣保健食品的实际效果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它所受褒贬不一。
回顾保健食品的发展历程，思考及前瞻行业的发展未来，研究机构如何针对市场需求研制新产品，企
业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消费者如何主动明智地选择和消费保健产品，国内外市场将如何进行拓
展均值得深入分析和广泛探讨。
时至今日，多视角透视保健食品市场及进行科学的战略定位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虽然我国保健食品产业发展时间不长，但因其根植于中药药膳食疗理论，因此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丰厚的理论积淀和明显的理论特色。
目前，大多数已经研发的保健食品均采用中药原料，并借助于传统药物学经验和中医药理论指导。
但是，业界至今尚无具有中国特色和中药特点的保健食品科学理论提出，这一现象致使产品研发盲目
、市场杂乱无序。
因此，迫切需要加强保健食品的理论研究及保健食品研发方法与思路的规范化指导，以促进保健食品
产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体会，在收集国内外大量最新技术资料的基础上，对保健食品的概念、产生
背景、历史沿革、应用理论、开发现状等诸多方面在本书中作了全面介绍；重点对目前保健食品研究
领域中广泛涉及的保健食品的研制思路、主要功能因子及其应用、生产加工与技术要求、分析检测及
质量控制、毒理学与功能学评价、注册申请与审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翔实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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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体会，在收集国内外大量最新技术资料的基础上，对保健食品的概念
、产生背景、历史沿革、应用理论、开发现状等诸多方面在本书中作了全面介绍；重点对目前保健食
品研究领域中广泛涉及的保健食品的研制思路、主要功能因子及其应用、生产加工与技术要求、分析
检测及质量控制、毒理学与功能学评价、注册申请与审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翔实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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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西周起源的食疗早在西周时期，就有“食医”官职人员。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在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下设了4种不同职责的医官：食医、疾医（
内科医生）。
、疡医（外科医生）、兽医。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食医主要负责调配王室贵族饮食的寒温、滋味、营养等，相当现代的营养医生。
王宫中把“食医”列于众医之首，说明了当时对食养、食疗的重视。
从书中记载来看，当时天子、王侯及上等贵族之家的饮食调配是非常复杂、讲究的，但是也反映出当
时已经初步形成较为系统的饮食养生规律。
例如，对饮食寒温的确定，与四季的气温相比拟，即主食应当温，羹汤应当热，酱应当凉，而饮料与
酒应当寒。
对饮食五味与季节的搭配也有讲究：春天多吃酸味食品，夏天多吃苦味食品，秋天多吃辛味食品，冬
天多吃咸味食品。
无论哪一季节都要做甘甜滑润的食品加以调和食用，可润肠通便。
至于肉食与主食的配合也有适宜的方法：牛肉应与粳米饭配食，羊肉应与黏黄米饭配食，猪肉应与高
粱米饭配食，狗肉应与小米饭配食，鹅肉应与麦饭配食，鱼应与菰米饭配食。
虽然这些做法还欠科学与全面，但仍不失它的参考借鉴价值。
后来医事分科越来越细，到元代分为13科，虽然没再设“食医”这个科目，但食养、食疗已经为广大
医务人员所接受，其中的方法也融化到了各科的治疗与保健之中。
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营养食疗专家对人类保健的巨大贡献。
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在《用药如用兵论》一文中，指出：“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不
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
”圣人用来保全人民生命的健康的方法是用主食作营养品，用水果作辅助品，用肉类作补品，用蔬菜
作充养品，而药物是用来治疗疾病的。
《黄帝内经》对食疗有非常卓越的理论，如“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
，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可称为最早的
食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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