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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膳食品认证管理现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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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医药膳食品概念着手分析了中国现行食品药品管

理法律法规束缚和制约中医药膳食品行业发展的问题$并针

对目前中医药膳行业尚无明确的质量标准$指出必须在借鉴

当前世界食品药品认证制度的基础上$针对中医药膳食品行

业特点$制定符合中医药理论的中医药膳食品认证制度$促

进中医药膳食品行业规范化#产业化%

关键词!中医药膳&认证制度&功能性食品&特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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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养生保健产业的日益兴盛#

对中医药膳食品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然而#中医药膳行业

认证管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中医药膳食品产业发展#主要

表现在"专家认证不专业#非中医药专家评价中医药膳食品

产品及服务+行政认证等于零#没有一个官方认可的(推广保

护中医药膳行业发展的认证制度体系+社会认可不权威#没

有公信力强的社会认证机构%在现代西方医学(营养学(食

品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行食品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在很

大程度上束缚和制约了中医药膳食品的发展%必须针对中

医药膳食品行业特点#制定符合中医药理论的中医药膳行业

认证及食品质量管理制度%为此#国家:中医药发展,十三

五-规划;中提出了要,逐步开展中医医疗服务(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中药材(药膳服务及产品(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

中医药服务贸易(中医药从业人员等认证-#这为中医药膳食

品指明了发展路径和方向)

"

*

%

"

!

中医药膳食品认证管理的缘起
"&9&

年后#现代西方医学(营养学(食品科学等在中国

得到迅速发展#对传统的中医药膳食品学形成了较大的冲

击%尤其是在现代西方医学(营养学(食品科学基础上建立

起相应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食品药品管理法律法规之后#

中医药膳食品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束缚和制约%

如果将中医药膳食品视为普通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

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8

*

#将大部分传

统上用于中医药膳食品的中药排除在外+如果将中医药膳食

品视为保健食品#按照: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六条#要进行

#$8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保健功能评价(功效成分的定性或定量

检验(稳定性试验等)

!

*

+如果将中医药膳食品视为药品#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不仅要符合国家

药品标准#而且要具备: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相应

的资质)

9

*

%

从理论角度看#中医药膳学中,药食同源-,以脏补脏-理

论从西方医学的角度难于系统论证+从实践角度看#中医药

膳食品的,四季五补-,四气五味-与营养学方法也无直接关

联+从评价标准看#食品(保健食品(药品更符合西方自然科

学的检验标准#中医药膳食品的功效则相对抽象#缺乏药效

学和药理学上量化(微观的试验证据%

然而#数千年形成的药膳文化是亿万先民用生命换来的

生活经验结晶#其价值是现代医学采用的动物试验所无法比

拟的)

'

*

%因此#以在现代西方医学(营养学(食品科学指导下

建立起来的食品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对中医药膳食品进行管

理#必然会严重阻碍中医药膳食品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随

着中医药国际化及养生保健产业的日益兴盛#对中医药技术

和产品进行行业规范的必要性日益增大#必须在借鉴当前食

品药品认证制度的基础上#针对中医药膳食品行业特点#制

定符合中医药理论的中医药膳食品认证制度%

8

!

中医药膳食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作为中医药膳食品认证管理制度的起点#必须明确中医

药膳食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中医药膳食品与其相近的

其他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中医药膳食品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将不同药物与食

物进行合理组方配伍#采用传统和现代科学技术加工制作#

具有独特的色(香(味(形(效#且有保健(防病(治病等作用的

特殊膳食)

%

*

%中国药膳文化源远流长#在:黄帝内经;中#已

经有古人运用汤液(醪醴等药膳治疗的记载%周朝即有食医

专掌天子膳食剂量的调和%秦汉以后#历代宫廷多有负责食

物营养与药膳保健的医官%从中医药膳食品的缘起来看#需

要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由专门的,食医-或者,医官-配伍

施膳#且对膳食剂量有相应的规定%

范宁等)

#

*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出发#采用文献整理(逻辑

分析(共时对比等文献学研究方法#检索
"(

本教材(

9

本专

著(

!8

本辞书(

%

本科技术语书籍及
!

个行业法规
'

类现代

文献中有关药膳定义#发现现代药膳定义内涵外延模糊且相

互矛盾%最初的药膳产业源自非医人士商业运作#古代药膳

提法出自史籍#医术中无此说#早期含药食方均为治病方剂%

刘会平)

(

*认为#药膳与功能性食品相比#两者都是特殊食品#

具有预防疾病的作用#但在指导理论(原料来源(加工方法(

作用范围等方面又不尽相同%

由于国外没有,中医药膳-的概念#他们将具有改善人类

健康的食品统称为功能性食品#而且给出的具体概念界定是

不尽相同的%在日本#功能性食品被定义为特殊健康用途的

食品#即
@]C>d

!

@77ILG7EC

O

16-,.-/1I>1,.F0dL1

$%

@]C>d

法规于
"&&"

年创立#迄今为止有超过
'$$

种
@]C>d

产品成

功通过了申请评审%这些食品中的
@]C>d

成分及其针对的

健康问题包括"胃肠道问题(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糖(高甘

油三酯(矿物质的吸收(牙齿健康以及骨骼健康)

&

*

%

在美国#功能性食品没有像日本一样的监管标识%

"&&&

年#美国饮食协会将功能性食品或食品成分的消费与健康要

求联系起来#认为应以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采用,金标

准-!

A7.ILF,2I,EI

$进行复制(随机检验(安慰剂对照(人体

干预试验%然而#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功能性食品都有足

够的可靠数据来支持他们的健康宣称)

"$

*

%

关于功能性食品的监管#将健康宣称贴在标签上是监管

机构和制造商之间的一场持续的斗争%

>,2L

等)

""

*对美国(

日本(中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功能性食品的立法现

状进行查阅后发现#只有美国(日本和中国允许在特定类别

的功能性食品标签上贴上健康宣称%虽然一些国家已经提

出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或详细规定来规范这些东方的食品(

药品#但主要的难度在于缺乏对它们组成成分的综合知识#

难以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体系%

!

!

中医药膳食品认证立法
立法是推动中医药膳食品认证管理制度构建的首要环

节%侯昕)

"8

*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药膳研究会等主

管部门(行业协会尽快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管理药膳食疗行

业%通过立法促进药膳食疗行业逐步形成#并对从事药膳食

疗学科的相关专业人员#以专业分类(按行业定岗的形式#探

讨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行业运作模式和管理方法%宋胜利)

"!

*

提出现行有关食品和药品的法规及现行医疗卫生管理体制

是依据现代医学即西医理论体系所制定建立#却错误地用于

古老的中医药管理和药膳食疗#这是束缚制约中医药及药膳

食疗发展的重要原因#为此提出要专为中医药和药膳食疗

立法%

>,22=

)

"9

*认为#缺乏普遍认同的定义以及可能的健康宣

称的立法规范#最终会阻碍这一食品工业的发展#降低消费

者兴趣#因此#为功能性食品的健康宣称建立科学的基础以

及正确的评价标准是至关重要的%

9

!

中医药膳食品认证标准
中医药膳食品认证工作需要在一定的标准指导下进行%

8$"%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药食同源药膳标准通则;团

体标准#用以指导药食同源药膳的临床应用#这是中医药膳

食品认证标准构建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但大量非药食同

源的药膳标准尚未建立#而且在操作性方面:药食同源药膳

标准通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丁艳蕊等)

"'

*对药膳食品标

准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药膳食品的范围(定义(产品分类(基

本原则(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要求等方面的

具体内容#力图为药膳食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一个可供操作

的标准体系%

'

!

中医药膳食品安全性评价
中医药的安全性一直是学术界及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

冯全生等)

"%

*认为对药膳安全性的评价#应突出膳食配伍的

安全性#而非从单纯某味食物的有害性进行认识#应当重视

药膳是一个复方而非单味食物的特点%他们认为从中医药

($8

学术争鸣
!

8$"(

年第
(

期



角度出发对药膳安全性进行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

容"重视药膳君臣佐使的分析#讲究七情合和#避免副反应#

重视季节(地域(体质(年龄(性别(职业等对药膳安全性的影

响#以及重视脾胃对药膳的接纳吸收能力等%华碧春)

"#

*指

出#中医药膳食品的合理应用与其配伍方法(用药剂量(煎煮

及服用方法密切相关#故不能仅仅根据现代对单味中药或食

物的化学分析(营养成分和药理的研究结果评价其应用是否

合理%但是也不能否认现代科学研究对于中医药膳食品的

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

中医药膳食品质量控制和监管
如何对中医药膳食品质量进行控制#这是中医药膳食品

认证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针对目前药膳行业尚无明确

的质量标准#相关的研究几近空白#仅有石添香)

"(

*采用特征

图谱技术建立药膳特征图谱并测定指标成分的含量#结合薄

层鉴别方法#探讨了药膳质量评价体系%

#

!

正确认识中医药膳食品
#5"

!

中医药膳食品概念的厘清

从表面上看#中医药膳食品是普通食品与中药的结合#

克服了,良药苦口-的弊端#既可以提高食用的愉悦感#又可

以预防保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特殊食品%实际上#中医

药膳食品&&&并非食物与中药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中医辨证

配膳理论的指导下#食品与中药的科学配伍#药借食力#食助

药威#二者相辅相成#提高了二者的营养和保健功效%中医

药膳食品中的中药材大多数属于药食两用原料#其他的中药

材也是药性平和的#罕有较大毒性的中药材#即使是所谓,有

毒-的中药材#或经过炮制#或借助中药学巧妙的,君臣佐使-

理论#与相对应的中药材配伍#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

#58

!

中医药膳食品的独特作用与科学属性

#585"

!

中医药膳食品的独特作用

!

"

$中医学的,治未病-是最早的预防医学理论#中医药

膳食品则是在中医学(烹饪学(营养学理论指导下实施,治未

病-的关键途径%

8$$$

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提出,上医治

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其核心思想是未病先防和

既病防变#这是有文献记载最早的预防养生理论%早在战国

时期#扁鹊就说过",君子有病#期先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

后用药-%孙思邈同样高度肯定了,食治-的作用#他指出"

,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

己#然后命药%-,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

孙思邈的食疗学说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

上都有许多新的阐明和提高#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接受和继

承%

8$$(

年
"

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主持的,北京首届B治未

病8高峰论坛-吹响了传统中医复兴的号角%

!

8

$中医药膳食品注重整体,辩证施食-%中医药膳食品

理论根据食性理论与人体的生理特点#首先全面分析患者的

体质(健康状况(季节时令(地理环境等多方面情况#判断其基

本证型+然后再确定相应的食疗原则#给予适当的药膳治疗%

针对病人的证候#按,五味相调#性味相连-的原则#以及,寒者

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的法则#应用相关的食

物和药膳治疗调养病人#以达到治病康复的目的%中医药膳

食品基本上分成温补(清补(平补(专病食谱
9

大类%

#5858

!

中医药膳食品的科学属性
!

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

践中积累了宝贵的药膳食疗保健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

系#因而药膳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医学根据

病人症状入手不同#中医学是从病人的病机上寻找病因#即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讨论疾病的失衡状态#主要是从八纲辨证

的角度来讨论#例如阴阳失衡(升降失调等等#并予以针对性

的药膳调理%

#585!

!

中医药膳食品理论的临床依据扎实
!

中医药膳食品

理论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不断探索(积累而逐渐形成的独

具特色的一门临床实用学科%这些理论和配方是经过无数

中医#历经千年用无数人的生命验证形成的%国际生命科学

研究院欧洲分部的一个由欧洲专家组成的项目小组采用如

下功能食品定义",一种食品如果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对身

体某种或多种机能有益处#有足够营养效果改善健康状况或

能减少患病#即可被称为功能食品%-显然#中医药膳食品有

如此长期(如此巨量人群的验证#远比现代动物毒性试验与

临床试验结果可靠%

(

!

现代西方医学视觉下中医药膳食品的窘
境与出路

(5"

!

现代西方医学与中医理论的出发点与角度迥异

西方医学借助现代化仪器和技术#从微观的角度探索人

类疾病形成的原因#这是基于可视化的角度出发的%而中医

则是从宏观角度探究人体内部各个器官平衡#以及人与环境

之间的能量交换与平衡#如阴阳失衡#升降失调等%中医理

论中的,气-,经络-,上火-等等提法#囿于现代科学技术尚未

完全验证#常常被人诟病%但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

学家)

"&Z8"

*在不断研究中医理论与中医药膳食品的科学性#

还有更多世界各国的民众开始关注并相信中医#接受中医的

治疗与中医药膳食品的调养%

(58

!

根据现代西医科学理论认证中医药膳食品"将导致中

医及中药产业发展良机的错失

!!

西方医学及营养学是从单一成分的功效研究出发的#而

中医药是从,五行相生相克-出发#重视复方中各个成分之间

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复方配伍#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观点体现%大量研究结

果)

88Z89

*都证明了决定食品功能性质的往往是其中各种微量

元素之间的比例%

,是药三分毒-#从单一中药材功效验证#相当多中药材

是有毒的#但根据中医对不同药材的配伍#不仅没有毒性#还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疗效%这是西方现代医学所无法理解的%

中国在西药研发和生产方面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不

是一星半点#就目前来讲还遥不可及%我们也发现了各类西

药的神奇疗效之下产生的抗药性和副作用#所以#要振兴中

国医学(制药产业乃至食品#唯一利器就是传承数千年的中

医理论(中医药学(中医药膳食品理论%由此出发#才可能以

本民族独特的创新引领世界%

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各个层面忽视甚至摒弃传统中

医#导致了目前中药材国际市场被同源文化的日本(韩国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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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

如果仍不引起重视#继续尊崇西方医学#鄙弃传统中医#

一味采用西方医学理论检验中医(中药和中医药膳食品#只

能导致中国在该领域的良机错失%

(5!

!

将中医药膳食品归入特膳食品"针对性制定认证方法

国际上特膳食品称为,定向性食品-#近年来#全球特膳

食品产业方兴未艾#成为食品产业创新的蓝海%众所周知#

特膳食品有
9

个科学属性"针对性(多样性(系统性和民族

性%所谓的针对性#即针对性营养+多样性即建立在针对性

基础上的多样化营养+系统性是指特膳食品的生理与营养成

分#通过特殊的工艺进行科学系统的定量配比+民族性则是

指不同民族独特的传统养生经验%

显然#中医药膳食品不仅符合功能食品的定义!见
#585

!

$#而且完全具备了特膳食品的科学属性%之所以中医药膳

食品的认证困难重重#就在于其认证方法过于保守%急需尽

快制定出与传统中医及中医药膳食品相适应的认证体系#例

如可从
8$"(

年
9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

方目录!第一批$;

)

8'

*中选取疗效明确(民间有长期食用习惯

的中医药膳食品配方#经动物试验结果证明无毒性#即予以

认证%对于民间广泛食用的一些典型,药膳-#经过食品(中

药学专家确证#也应尽快予以认证%以此推动中医药膳食品

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

!

结论
由于国外没有,中医药膳食品-的概念#相关认证管理制

度侧重于一般性的功能性食品方面#认证管理的焦点在功能

性食品的法律界定(监管标识(组成成分分析(健康宣称验证

等方面#对中医药膳食品认证制度并未涉及%中国认证管理

主要集中于中医药膳食品概念界定(中医药膳食品立法(中

医药膳食品认证标准(中医药膳食品安全性评价及质量控制

等方面%中国现行的食品(保健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建立在

西方现代西方医学(营养学(食品科学基础上#没有考虑到中

医药膳食品的特点#不适合中医药膳食品行业的发展%而且

在食品(药品(保健品三方监管体系下#存在监管责任分散

化#影响监管的有效性#同时还会产生监管的真空地带#不利

于中医药膳食品行业的规范化(产业化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食品

安全战略%构建中医药膳食品认证制度不仅可以让人民群

众吃得,放心-#还能吃得,健康-%此外#韩(日等国早已在加

强对中医药膳食品的相关研究及产业化应用#作为传统中医

药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快建立中医药膳食品认证制度的

步伐#这对于抢占中医药膳食品标准认证制高点#增强中国

在中医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医药膳食品产业,走出

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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