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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生物活性物质
营养干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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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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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可以
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进行传播"目前暂无特效药物"治
疗以对症$支持为主%除药物治疗外"科学合理的膳食也
是改善机体营养健康状况$提高抗病能力$战胜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重要途径%文章从食品营养角度出发"论述
了针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生物活性物质营养干预
途径"并提出开发相关健康产品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生物活性物质&食品营养&营
养干预
23-4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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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庚子末!一场瘟疫从武汉席卷中华大地!全
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抗疫"

7878

年
7

月
J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
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尽
快找差距)补短板!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会议提出!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要调动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组织动员全国科
研工作者参与疫情防控方面的科研攻关!及时完善防控
策略和措施*

!

+

"

,战国策-楚策.曰&/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0作为
食品科研工作者!应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充分发挥专业
特长!以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和发病风险为出发点!着眼于
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为根本!共同扎紧全民防疫的篱笆!为
创建健康中国奠定良好的基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

;>@

%是病毒感染和
机体免疫状态博弈的结果"人体的免疫系统的强弱与否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机体抗病抗感染能力的高低!免疫系统
的运行必须依靠营养素来保证细胞的新陈代谢!人体可以
通过补充必要的基础性营养和调节性营养!强化机体的免
疫系统!以提升抗病能力"众所周知!在提高人体免疫力
方面!传统中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淀!中医防治往往
不仅仅着眼于病!而是积极调动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改
善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等"随着抗击新
型肺炎的实践进展!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已经成为医学界的共识"中国自古即有/医食同根)药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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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0之说!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合理)科
学)健康的营养干预是预防慢性病的一个必由之路"笔者
认为!在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同时!可以通过选择合适
的生物活性物质!不仅能为人体提供营养物质!还能够提
高人体免疫的防御功能)强化肝脏功能)改善肺脏功能)改
善睡眠)调节肠道菌群)缓解紧张情绪!从而提高人体抗击
新型肺炎的自身能力!达到健康的目的"

从
;>@

蔓延开始至今!已有不少专业组织及专家给
出了抗击新型肺炎的膳食营养建议!但还未有从专业角
度出发的营养干预论述!对相关的健康产品开发还缺乏
相应的理论依据"鉴于此!作者根据长期从事功能性食
品和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经验!从食品营养角度出发!谈
一谈对当前抗击新型肺炎的营养干预途径!旨在为食品
工业从业人员开发相关健康产品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

!

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感染引发的肺炎
简介

!!

冠状病毒属于套式病毒目)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

是一类具有囊膜)基因组为线性单股正链的
Q;G

病毒!在
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7

+

"冠状病毒会引起人类疾病!患者表
现为普通感冒到重症肺部感染等临床症状"当前在湖北
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

78!"%0><S

是一种未曾发现的新型
病毒!据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来!这种病毒可以持续性人
传人!主要传播途径有呼吸道飞沫传播#打喷嚏)咳嗽等%

和接触性传播#用接触过病毒的手挖鼻孔)揉眼睛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常见症状是发热)咳嗽)头痛)乏
力)逐渐出现呼吸困难!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甚至无
明显症状!而重病患者则还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脓毒
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凝血功能障碍等症

状*

7

+

"感染新型病毒的多数患者愈后良好!少数病情危
重甚至死亡"目前暂无对应的特效药物"

7

!

基于生物活性物质的营养干预途径

75!

!

强化机体免疫功能
人体生来就具有对各种抗原物质的生理性反应!这

种免疫功能人人皆有!无特异性!并可遗传给后代!称为
非特异性免疫"人体在抗感染过程中!其非特异性免疫
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肌体"在各种抗原刺激机体后!特异
性免疫物质引起的免疫反应!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被
称为特异性免疫*

J

+

"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构成人
体的免疫体系"

免疫功能!包括识别异己)免疫监视和免疫防御
J

种
作用"免疫细胞的功能!首先是识别异己物质!对机体细
胞有时出现的突变性细胞株!加以识别并消除!保持正常
细胞的纯正性!防止癌变的发生!这就是免疫细胞的监视
功能"免疫防御功能是指机体正常的免疫力!可以防御
与消灭侵入体内的病原微生物!通过抗原抗体反应产生
免疫应答!保护机体旺盛的免疫功能与健康水平"

免疫功能低下!会对机体健康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使多种传染病)非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其中引
人注目的有肿瘤)艾滋病等*

9

+

!当然也包括此次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

;>@

%"造成机体免疫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
种!诸如营养失衡)精神或心理因素)年龄增大)慢性疾
病)应激)内分泌失调和遗传因素等"具有增强免疫力的
功能性食品!能够增强机体对各种疾病的防御力)抵抗
力!同时维持自身的生理平衡*

9

+

"

在功能性食品中!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生物活性物
质较多!表

!

列出的生物活性物质可供选择"

表
!

!

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

J

#

I'D)+!

!

T(<'24(=+13D14'02+1E(4/4/+*3024(<0<*+0/'02(0

F

(&&30(4

C

典型配料 生理功效 典型配料
!!!!

生理功效
辅酶

U

!8

增强免疫功能!降低血压 灵芝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免疫球蛋白 增强免疫功能 云芝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卵白肽 增强免疫功能 银耳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酵母核酸 增强免疫功能!抗衰老 虫草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

%

亚麻酸 调节血脂!美容!增强免疫!抗衰老 金针菇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螺旋藻 增强免疫!抗衰老!抗辐射!耐缺氧 黑木耳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蚂蚁 增强免疫!抗衰老 猴头菇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蜂王浆 增强免疫!抗疲劳!抗衰老 猪苓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蜂花粉 增强免疫!抗疲劳!抗衰老 茯苓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阿胶 增强免疫!抗疲劳!抗衰老 人参 提高免疫力!抗炎!抗肿瘤
蛇肉 增强免疫!抗疲劳 刺五加 提高免疫力!改善大脑供血!抗癌
枸杞多糖 增强免疫!抗衰老 灰树花 提高免疫力!抗肿瘤!抗病毒
黄芪多糖 增强免疫!调节心血管!抗衰老!抗疲劳!抗肿瘤 紫锥菊 增强免疫
香菇多糖 增强免疫!抗突变!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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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肺脏功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见症状有发热)乏力)干咳!逐

渐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因此!

保护肺脏功能!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消炎杀菌!是抗击新

型肺炎的主要任务"

普通食品和药食两用物质中有许多品种有这方面的
功效!表

7

列出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可供选用"可应用于
保健食品中的中药材植物较多!其功效可能更明显!例如

表
7

!

具有保护肺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

9

#

I'D)+7

!

T(<'24(=+13D14'02+1E(4/4/+*3024(<0<*

A

?<4+24(0

F

)30

F

生物活性物质
!!!!!

生物功效 生物活性物质
!!

生物功效
陈皮 健脾和胃!降逆化痰 枇杷 润肺止咳!消食止咳
茯苓 利水消肿!健脾止泻!抗病毒 白茅根 生津止咳!清热止咳
金银花 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抗菌解毒 桔梗 止咳祛痰!宣肺利咽
芦根 清热生津!除烦止呕!治肺热咳嗽 橘红 燥湿化痰!理气镇咳
紫苏 解表散寒!行气和胃 白萝卜 清炎止咳
薏米 利水清肿!健脾止泻 雪梨 润肺清燥!止咳化痰
甘草 祛痰止咳!清热解毒 柿饼 润肺止咳!治咽炎
干姜 温肺化饮!温中散寒 大蒜 抗菌清炎!保肝清肠
葛根 护肝解毒!生津止渴!温热解表 洋葱 杀菌清炎!祛痰利尿
百合 轻阴润燥!补脾健胃!润肺 山药 益肺止咳!健脾养胃
青果 清热解毒!利咽化痰 藿香 祛风散寒!祛热抗菌
余甘子 清热止咳!健胃消食

麦冬)枇杷叶)金荞麦)西青果)诃子等"如果直接用作中
药!古代这方面经典方剂较多!例如麻杏石甘汤)麻黄射
干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等"

7878

年
7

月
#

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公布了一剂有效的中药处方!如表

J

所示!适
用于新型肺炎轻型)普通型和重症患者治疗使用!对于危
重患者在救治过程中也可在医生的指导下!结合患者自
身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75J

!

强化肝脏功能
肝脏是重要的物质代谢器官!在碳水化合物)脂类)

表
J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清肺排毒汤"

:

#

I'D)+J

!

Q+2(

A

+<*U(0

F

*+(

A

'(636+2<24(<0?+)+'1+6D

C

14'4+'6&(0(14?'4(<0<*4?'6(4(<0')2/(0+1+&+6%

(2(0+

原料 质量'
F

原料 质量'
F

麻黄
"

姜半夏
"

炙甘草
#

生姜
"

杏仁
"

紫菀
"生石膏#先

煎%

!:

"

J8

冬花
"

桂枝
"

射干
"

泽泻
"

细辛
#

猪苓
"

山药
!7

白术
"

枳实
#

茯苓
!:

陈皮
#

柴胡
!#

藿香
"

黄芩
#

蛋白质)维生素)激素)胆汁等物质的吸收)储存)生物转
化)分泌)排泄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肝脏具有
强大的再生和代偿能力!能克服轻度或局限性损伤造成
的肝功能障碍*

#

+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腺!也是体
内新陈代谢的/化工厂0"据估计*

W

+

!在肝脏中发生的化
学反应有

:88

种以上!有试验*

X

+证明!动物在完全摘除肝
脏后即使给予相应的治疗!最多也只能生存

:8/

左右"

由此可见肝脏对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性"肝脏的血流量
极为丰富!约占心输出量的

!

'

9

!每分钟进入肝脏的血流
量为

!888

"

!788&Y

"肝脏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糖的分
解)储存糖原!参与蛋白质)脂肪)维生素)激素的代谢!解
毒!分泌胆汁!吞噬)防御机能!制造凝血因子!调节血容
量及水电解质平衡!产生热量等"在胚胎时期!肝脏还有
造血功能*

#

+

"

在当前严峻的新型肺炎疫情下!保护好肝功能!就可
有效抵抗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的侵害!保护生命健康!表

9

列出可供选择的具有强化肝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

759

!

调节肠道菌群
正常菌群是微生物与大生物在共同历史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微生态系统"正常菌群在人体内分布广泛!尤以
肠道中的带菌数量最多"现代社会紧张快节奏的生活!

加上抗生素)激素和同位素等的大量使用!以及这次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都会严重干扰着机体内正常微生物与
宿主之间的生态平衡!特别是肠道菌群的平衡"年龄的
增大导致机体衰老)肠道菌群失衡时!或由于外界不良环
境及机体不良的健康状态!导致肠道菌群不在最佳状态

#

"

S<)5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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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具有保护肝脏功效的生物活性物质"

J

#

I'D)+9

!

T(<'24(=+13D14'02+1E(4/4/+*3024(<0<*

A

?<4+24(0

F

)(=+?

生物活性物质 生理功效 生物活性物质
!

生理功效
高

K

值低聚肽 改善肝功能!抗疲劳 谷胱甘肽 美容!解毒!抑制酒精性脂肪肝的形成
乳酮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改善肝性脑病 半胱氨酸 护肝!抗辐射!解毒
白花蛇舌草 护肝!增强免疫!抗病毒!抗突变 大豆磷脂 调节血脂!保护肝脏功能!美容
甘草 护肝!抗病毒!镇咳祛痰 脑磷脂 调节血脂!美容!护肝!解醉酒
水飞蓟 护肝

!

%

亚麻酸 促进脂肪吸收!预防脂肪肝和肝硬化
五味子 延缓衰老!保肝 磷脂酰胆碱 维护肝脏功能!修复肝损伤
肌醇 减少脂肪肝和脂肪性动脉硬化的发生率 谷氨酰胺 保护肝脏!提高免疫力
潘氨酸 抑制脂肪肝!抗疲劳!增强体力和耐力 葛根 护肝

硒 强化肝脏解毒功能!增强免疫!抗肿瘤!

保护心血管系统

时!人们除了应注意避开不良环境与保持健康状态!还要
科学合理地摄入些具有调节肠道菌群的功能性食品*

#

+

"

这类功能性食品的功效成分!包括两类&

#

!

%乳酸菌#特别是双歧杆菌%活菌制剂及发酵制品"

#

7

%双歧杆菌增殖因子"

要使摄入的乳酸菌活菌制剂或发酵制品发挥其应有
的功效!要求摄入的乳酸菌能够抵御消化道不良环境!并
能在肠道内定植"人体肠道固有的乳酸菌具备着这样的
能力!而那些非肠道固有乳酸菌通常不具备这种能力"

因此!活菌制剂必须用能在人体肠道内定植的微生物来
制造"双歧杆菌增殖因子!就是可促进双歧杆菌生长)增
殖的活性物质"母乳中含有能促进婴儿体内双歧杆菌增
殖的成分!因此一些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索从初乳
中分离和鉴定出的双歧杆菌增殖因子!但这些作为商品
应用显然过于昂贵"近年来开发的增殖因子!包括功能
性低聚糖和膳食纤维等产品!由于其成本较低)性能较为
稳定且增殖效果明显!故应用在功能性食品!已显示出良
好的前景*

#

+

"

低聚糖独特的生理功能完全归功于其独有的发酵特
性!即双歧杆菌增殖特性"膳食纤维特别是水溶性膳食

纤维!也因其独有的发酵特性而具备相类似的功效"但
是!目前对膳食纤维的发酵特性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尚无
法与低聚糖的双歧杆菌增殖特性直接相比较*

J

+

"

功能性低聚糖优于膳食纤维的特点!体现在&

#

!

%较小的有效剂量!每天仅需
85W

"

J58

F

!视不同品
种而定"

#

7

%在推荐量范围内不会引起腹泻"

#

J

%具有一定的甜味!甜味特性良好!无不理想的组
织结构或口感特性"

#

9

%易溶于水!不增加产品的黏度"

#

:

%物理性质稳定!不螯合矿物元素"

#

#

%易加入工业化食品中"

健康人肠道菌群的组成非常稳定!向食品中添加乳
杆菌或双歧杆菌等肠道菌!不会取代原有肠道菌!但有
助于维持固有菌群的平衡"经常食用含有乳杆菌和双
歧杆菌的功能性食品!能迅速改变消化道菌群的代谢功
能"说明乳酸菌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宿主的特性"

这些外来细菌的某些特性#适应胃肠区域不良生长环
境%!使其能在人体内存活!并在排粪之前!在人体内迅
速繁殖*

#

+

"

表
:

!

具有调节肠道菌群功效的生物活性物质"

9

#

I'D)+:

!

T(<'24(=+13D14'02+1E(4/4/+*3024(<0<*?+

F

3)'4(0

F

(04+14(0')*)<?'

生物活性物质 生理功效 生物活性物质 生理功效
乳酸菌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大豆低聚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双歧杆菌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提高免疫力 棉籽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低聚木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水苏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低聚果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乳酮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低聚半乳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低聚异麦芽酮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低聚异麦芽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菊粉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减肥
低聚乳果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壳聚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减肥
低聚龙胆糖 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 溶菌酶 调节肠道菌群!促进婴儿消化吸收!消炎杀菌

$

前沿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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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

改善睡眠状况
良好的睡眠对身体来说是很好的修复!保持良好的

作息规律!不要熬夜!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抗击新型肺炎
疫情是很有好处的"表

#

列出一些具有改善睡眠的生物

活性物质"

75#

!

缓解紧张情绪%抗应激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很多人很

紧张)焦虑和恐惧"应激#

Z4?+11

%反应是指机体在受到强
表

#

!

具有改善睡眠功效的生物活性物质"

9

#

I'D)+#

!

T(<'24(=+13D14'02+1E(4/4/+*3024(<0<*(&

A

?<=(0

F

1)++

A

生物活性物质 生理功效 生物活性物质 生理功效
:%

羟基色氨酸 改善睡眠!治疗忧郁症 胡椒薄荷 镇静助眠!减轻痉挛胃痛!治疗胃灼热
褪黑素 改善睡眠 莲子 镇静安神!促睡眠
酸枣仁 改善睡眠!耐缺氧!抗衰老 葵花子 调节脑细胞新陈代谢!镇静安神!促睡眠
缬草 镇静!安神!改善睡眠 维生素

T

!

抗焦虑!改善睡眠
西番莲花 镇静!治疗紧张性失眠 谷维素 调节神经!抗焦虑!改善睡眠
圣约翰草 镇静!抗忧郁症 蛇麻实 镇静!刺激食欲!治疗消化不良
卡瓦胡椒 改善睡眠!减轻压力 姜黄芩 改善睡眠!减轻精神紧张!减轻肌肉紧张
洋甘菊 改善睡眠

烈刺激时所产生的一系列可使机体抵抗力增强的非特异
性反应"在应激因子#刺激因子%刺激下!可反射性地引
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增强!并通过一
系列自我调节以适应恶劣的环境条件"但当应激反应过
强或持续时间过久时!即可造成机体功能衰竭甚至产生
疾病和死亡*

#

+

"

情绪应激可能会对营养需求产生种种影响"长期的
恐惧)忧虑)愤怒和紧张能刺激激素分泌和代谢过程!可
消耗大量能量!增加对能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元素
的需要"吃得过多或过少#神经性厌食%以及暴饮暴食到
发呕#贪食%也会引起心理应激"表

W

列出一些可供选择
的具有抗应激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

75W

!

均衡营养
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能有效改善机体的营养状况!增

强抵抗力!有助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与救治"

表
W

!

具有抗应激功效的生物活性物质"

9

#

I'D)+W

!

T(<'24(=+13D14'02+1E(4/4/+*3024(<0<*

'04(%14?+11

生物活性物质 生理功效
贯叶连翘 抗应激)抗抑郁)改善睡眠
西番莲 抗应激)镇静)抗焦虑
磷脂酰丝氨酸 改善记忆力)抗应激
缬草根 改善睡眠)稳定情绪)抗应激
银杏叶 抗应激)保护心血管
C%

肉碱 抗疲劳)抗应激
卡瓦胡椒 抗应激)抗焦虑)抗抑郁
铬 抗应激)降低血糖
S

>

清除自由基)抗应激)增强免疫
刺五加 抗疲劳)镇静)抗应激

!!

优质蛋白的供应应保证充足!在疫情面前!需要生物
价高)氨基酸配比合理的优质蛋白质!对于胆固醇与饱和
脂肪酸含量很高的动物蛋白应予避免"蛋白质的需求
量!应占每日总能量的

!:[

"

78[

以上"野生动物当然
应该根本杜绝"

脂肪#特别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动物脂肪%和糖类摄
入量应当适当控制"脂肪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的

7:[

左
右!碳水化合物控制在总能量的

#8[

以内"

维生素和矿物元素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疫情面
前!保证足够数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很重要的!特别是
维生素

T

族和
S

>

等"普通民众平时可多吃些水果蔬菜!

多选择油菜)菠菜)芹菜)紫甘蓝)胡萝卜)白萝卜)西红柿
以及橙橘类)苹果)猕猴桃等深色蔬果)菇类)木耳和海带
等菌藻类食物"

水分的补充能促使鼻腔和口腔内黏膜保持湿润!每
人每天的饮水量应达到

!5:

"

758Y

"

肠道健康很重要!所以应当保证足够的膳食纤维!适
当补充功能性低聚糖或益生菌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J

!

开发相关健康产品的建议
在中国!与人体健康有关的食品目前有

J

类&食品)

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J

+

"

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
疗为目的的物品"能称为/食品0的东西!首先要保障其
食用安全性!其次是产品的色香味应能被大众所接受#适
口性%"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
素)矿物元素为目的的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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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5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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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J

+

"在中国!保健
食品目前实行/注册制0和/备案制0两种管理模式"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
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下对营养或膳食的特
殊需求!专门加工配制的配方食品"该类食品必须在医
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单独食用或与其他食品配合食
用"根据不同临床需求和适用人群!将其分成全营养配
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和非全营养配方食品等*

J

+

"

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三大类产
品!对产品配料选择)配方剂量以及生产)管理等均有很
大的不同!市场宣传要求也大不相同!应根据具体情况严
加区别"

如果开发的目标物是食品!首先要考虑的是其食用
安全性"凡是能称为是食品的!都是非常安全的!安全也
是食品的头等大事"其次要考虑产品的色香味型!食品
要求美味可口!要唤起人体的食欲"当然!食品也是提供
营养的最主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说!开发有生物功效
的食品难度是最大的!既要求安全!又要求美味可口!而
且有较为明显的营养功效!实为不易"

当开发食品类健康产品时!可考虑的具体形式有饮
料#包括固体饮料%)饼干糕点)营养代餐谷物)糖果巧克
力等等"文中提到的绝大多数生物活性物质!在开发食
品时都可以使用"例如!可以开发富含真菌多糖的固体
饮料(开发以薏米)陈皮)紫苏)芦根)百合为原料的饼干(

开发以枇杷)金银花)桔梗)橘红)雪梨为原料的果汁饮
料(开发以葛根)蒲公英)山楂)甘草)低聚糖等为原料的
植物饮料(开发以苦荞麦)酸枣仁)山药)茯苓)杏仁等为
原料的代餐谷物粥等"这些都属于有生物功效的健康新
食品"

中国的法律规定食品不能宣传功能"所以!如果开
发的固体饮料是以葛根)山楂)甘草)低聚糖等为主要原
料!尽管这些原料具有良好的保护肝功能)调节肠道菌群
等生物功效!但所开发的食品也不能宣称这方面功能"

要宣称食品的功效!就必须要申请相应的保健食品证书"

前文讨论的所有生物活性物质!都可以用来开发保
健食品"除此之外!国家还规定了保健食品允许使用的
中草药名单!例如有传统润肺功效的西青果)麦冬)诃子)

枇杷叶等等"除此之外!未收入该名单的中草药!部分也
是可以用来开发保健食品"但在具体操作上!应注意&

#

有明显毒副作用的中药材!不能用来开发保健
食品(

$

已获国家药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中药方剂!不能作
为保健食品加以开发(

%

受国家中药保护的中药方剂!不能作为保健食品
配方"

保健食品是可以宣称功能!例如/提高免疫力0/预防

化学性肝损伤0/调节肠道菌群0/改善睡眠0等等!但其功
能必须经过注册批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可以受理
的保健功能也在不断调整中"另外!那些简单以补充维
生素)矿物元素的保健食品!现在都是以/备案制0审批
的!相关的手续还是比较简便的"

当然!保健食品具体的产品形式可以是普通食品形
式!例如饮料)固体饮料)饼干)糖果巧克力等!也可以是
片剂)胶囊)口服液之类传统药品的形式"例如!一款以
黄芪)葛根)香菇)猴头菇)山楂)黄秋葵)沙棘)茯苓为主
要原料的固体饮料!就可以申报/提高免疫力0的保健
功能"

目前!中国大陆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审批最
为严格!对其所能使用原料也有严格限制!审批难度几乎
等同于药品"囿于篇幅!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郑建仙主
编的中国轻工业/十三五0规划教材,功能性食品学.#第

J

版%中的最后一章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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