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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精为例探讨陕西省
食药物质原料食品研发的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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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足于食疗食养研究特点，以黄精为例探讨陕西地区食药物质在食品研发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旨在促进中医药与食品产业结合发展，为相关食品的研发提供新思路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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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etary therapy and nutri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Huangjing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haanxi, aimed 
a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CM and food industry, and providing new thinking and new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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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占位性疾病在临床上常见，多为老年患者，

肺部影像学检查是早期发现该疾病的重要途径，

因此对老年患者普及定期影像学检查十分重要。发

现肺部占位的患者，应当通过专科医师会诊后决定

活检方式。而TBLB是较为有效的方式，癌检出率

高，具有并发症少、创伤小、价格低等优势。

肺部占位属中医的肺积，其病理性质属本虚

标实，正虚邪侵，致气滞湿聚痰凝瘀阻成积，肺积日

久易化成癌毒，与现代医学认识相近。中医证型与

肺部占位的病理变化存在内在联系，精准的中医辨

证可作为初步判断患者肺部占位性质和预后的一

种方式，同时可通过早期结合中医药开展预防治

疗，增强患者体质，提高生存质量，改善患者预后。因

此，对于肺部占位发挥中西医结合的诊治优势，是

防治疾病的有效途径。但本研究样本量小，研究

存在一定局限性。希望未来能纳入更多的临床病

例，并且从预防和治疗两方面着手，深入探讨肺部

占位的中西医结合防治思路，以更好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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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物质指传统上具有作为食品的食用历

史，且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

典》）的物质，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此类物质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

行管理［1］。2020年国家公布的药食两用物质目录

中药食两用物质种类已达110种［2］。陕西地区杜

仲、天麻、黄芪、黄精等食药物质资源丰富，而作为

“陕西十大秦药之一”的黄精在陕西省内被广泛种

植，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应用历史，其背后蕴藏

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年对于黄精的研究

愈加频繁，在医药领域，食品领域、化妆品行业、观

赏领域等都有涉及，统计近20年以黄精为原料的

食品专利情况，发现在黄精食品的研发方面还存

在一些短板，而陕西省食药物质食品的研发普遍

存在类似问题，故特以黄精为例提出思考与建议，

旨在为以食药物质为原料的食品研发提供新的思

路或启示。

1 以黄精为例食药物质在食品领域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

1.1　食品属性有待明确　以食药物质为原料的

食品属性如何界定，其实际认知和规范还有待进

一步考量。在消费者的认知意识中只要添加具有

某种特定功效的食药物质原料，该食品就具备了

此项功效，部分食品生产企业借此打着功效宣称

的口号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食品，这是一种误区。

以黄精为例，《名医别录》［3］中记载其“主补中益

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这并

不是说加入黄精为原料的食品没有经过配方研究

及效用验证就具备了此功效，功效的产生与治疗

的指向性和食用的剂量，甚至是个人体质都有

一定关系，这不是普通食品所能够承载的。以食

药物质为原料的食品首先属于食品大范畴，它们

首先需要满足可食性这个基本特征，从而进一步

强调在整体膳食中的构成价值，其功效的宣称应

该是这个基础之上的锦上添花，而非画饼充饥、盲

目夸大。以食药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食品与普通

食品、功能性食品、特殊医学膳食食品等存在一

定差异，这些食品属性的明确不能仅依靠产学研

的推进，更需要国家进一步明确、推进其应用规

范。

1.2　研发有待深入创新　据专利研究显示，现有

以黄精为原料的食品研发虽然丰富，但创新性有

待加强，这主要体现在食品剂型、研发工艺两个方

面。据不完全统计，以黄精为原料的食品共有7

个种类，其中饮品是其主要走向［4］，其他剂型多偏

向胶囊、药酒、口服液，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胶囊形

式［5］，虽然这三种形式方便携带，可以掩盖食药物

质的特殊气味，但胶囊与药品的形式过于相似，容

易误导消费者。此外，在以黄精为原料的食品研

发过程中，工艺多采用九蒸九晒、八蒸八制等古法

炮制，现代也多采用浸泡、粉碎、发酵等工艺对功

效成分进行提取，提取黄精多糖时大部分采用沉

淀法，但由于黄精质地较硬难以溶出多糖大分子，

而且黄精在加工过程中容易析出大量色素等问

题［6］，有效成分提取率低，工艺技术相对简单，缺

乏技术壁垒，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新技术新工艺有

待创新。随着消费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不断变

化，食药物质原料食品的应用与未来食品发展方

向的契合，包括多元文化和新生文化影响的考量，

在研发设计创新方面有待加强。

1.3　功效还需综合验证　基于中国传统食养、药

食同源思想的影响，结合现代膳食治疗研究的进

展，以食药物质为原料的食品保健治疗功效有一

定市场和社会需求，但还需要进行综合验证。目

前，药品、保健食品临床验证体系较为成熟，但是

以食药物质为原料的食品尚缺乏规范的效用验证

体系，此类食品对于人体健康的作用也仅停留在

文献和理论探讨层面。作为食品，不同膳食对于

不同体质者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以黄精为例，将它

加入膳食中会对人们日常膳食产生哪些影响，会

对个体产生哪些影响，甚至是人体长期健康效应

会产生哪些影响均有待验证，此类食品是否有适

应禁忌人群等一系列问题也值得验证研究。

1.4　食品管理尚需完善　虽有国家层面的支持，

但以食药物质为原料的食品仍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食品研发与管理有待完善。首先，在食品规定

方面，由于食药物质原料食品的特殊性，仅参照食

品管理体系，对其特色发展有影响，其相关规定规

范还需完善。其次，以黄精为例，食药物质原料的

品质如何保证，药用和食用原料的流通应用是否

应该形成区别，尚需进一步强化管理力度。食药

物质原料食品和传统食品有所出入，其兼有药、食

两用性，药用和食用的剂量存在差异，这类食品在

定义、分类、适用范围、标签标识等方面尚不明确，

在食品研发的技术要求、功效实验、规范标准等方

面还需深入创新［7］。此类食品是否需要制定独立

的法律法规、工艺标准、独立对其进行安全监管，

都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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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食养和食疗导向的食药物质食品应用研

发的创新思路

《健康中国2030规划》《国民营养计划（2017

—2030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均体现了我国高度重视健康产

业的发展。当前在中医药发展政策的背景下，如

果以传统食养、食疗导向研发食药物质原料食品，

应该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建议遵循以下四

个原则形成研发新思路。见图1。

2.1　道有传统　道，指根本，是世间万物的本源，

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迹或轨道，是事物变化运动

的概况和规律［8］。食药物质的发展需要创新，也

需要传承，而传承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如何将“传

统”融入其中还有待强化。以黄精为例，一方面从

传统文化出发，借鉴其传统饮食文化食用习惯，如

早期百姓利用黄精软糯细腻、香甜可口的特点，将

其直接蒸熟作为主食食用或制成各种糕点，再比

如借鉴部分少数民族的用法，如苗族、藏族、蒙古

族等利用黄精滋阴补阴的功效特点将其制成药酒

以此来调理身体［9］，这些都符合食药物质发展的

规律及需求。另一方面从传统理论出发，借鉴传

统中医理论和饮食营养理论，现有的食药物质食

品剂型多偏向西方医学与营养学形式，为此建议

强化中医药、治未病以及饮食营养理念和特色体

现［10］，如增加传统药膳、膏方等相关食品研发，借

助其文化背景和适用性，更易发挥出食药物质特

色，促进相关产品研发转化。

2.2　方有依据　方，即配方。按照防治原则由不

等的食药物质与其他食品原料组配而成食品，食

品配方设计必须遵循一定依据，不能简单重复相

加，为此可以参照传统方剂设计。一方面，从方剂

来源依据出发，可以以古籍食疗处方记载、中医经

方验方为基础进行配方设计，如以《中华医典》《中

医方剂大辞典》《中国方剂数据库》等古籍中关于

黄精的记载为参照进行配方设计，陶雅婷等［11］借

此收集了50条黄精古方记录，并发现与其配伍的

中药中枸杞子最多，其次为天冬、茯苓等。此外，

还可以参考现代临床应用处方，在以往临床应用

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配方设计。另一方面，利用现

代知识图谱、文献计量分析等一系列新型数据分

析及文献研究手段［12］对黄精原料食品的膳食搭配

原则、对膳食结构的影响、膳食治疗方法等进行可

视化分析，考虑黄精对整体膳食的作用，从而为其

合理化的配方设计提供依据，更全面、细化地发挥

出食药物质的预防保健作用。

2.3　术有科学　术，指技术，方法。科学，发现积

累并公认的事实理论。现以黄精为例主要从以下

4个方面探讨食药物质食品研发的科学性。第

一，在原料品质与安全的研究应用方面，任晓梅

等［13］对于食药物质的安全管理提出了构想，借此

可以对黄精生长以及食品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各种内源性、外源性污染进行严格检测控制，以此

保证食品原料品质。第二，感官评定系统的科学

性，食品生产企业对于食品整个感官评定过程进

行严格把控，对评定人员、感官评定表以及评定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混杂因素进行严格质量控

制。第三，丰富食品的剂型选择，不拘泥于传统胶

囊、口服液等形式，例如可以增加药膳、糕点、糖

果、代茶饮等剂型设计。第四，对现有工艺技术进

行优化设计，提出操作要点，借助单因素实验、正

交试验等［14］对不同形式的黄精原料食品的不同工

艺流程进行优化设计，实验室配方设计完成后，经

过中试放大试验［15］后再进行食品正式生产，可降

低原料浪费，提高工艺技术的合理性、科学性。

2.4　效有验证　效，功效，作用，成果，价值。食

药物质食品加入日常饮食中对原来的膳食结构可

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和影响

对整体健康的效应作用，需要进行系统验证。首

先从验证方式看，一方面结合传统饮食习惯的膳

食模式效应验证，这个验证的核心不是把以食药

图1　食药物质（药食两用）食品研发思路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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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原料为基础的食品作为药品进行功效验证，

而是把它放在膳食组成和膳食模式中，进行整体

膳食管理后对健康及慢病人群产生的效果进行验

证，类似于治疗膳食，保健膳食。另一方面结合个

体体质差异下的个体化膳食验证，因个人体质的

差异性，食药物质入食入药时间长短有所不同，食

药物质发挥最优功效的时间也可能不同，时间过

短达不到预期效果，时间过长可能会对人体产生

某些不良反应，因此建议进行相关个体化膳食验

证。其次从验证管理看，一方面尽快强化临床应

用方式方法的规范与管理，推进更系统、更合理的

应用。另一方面构建临床试食实验验证体系，强

化基础动物实验，开展临床试食实验进行以食药

物质为原料的食品功效及食用时长的验证。

3 讨论

后疫情时代，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和

大健康产业的持续推进，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日

益多样化和多元化，作为具有药食两用性的食药

物质展现出巨大优势，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大力扶持

食药物质的开发利用，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研发

形式层出不穷，食药物质的发展一方面是机遇，也

带动了产业发展，加速了国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提

升，另一方面也会成为新的挑战，加剧了该行业内

部的竞争，引发了一系列行业内部混乱现象。

以传统食养、食疗为导向，以“道有传统、方有

依据、术有科学、效有验证”为方向，首先，借鉴传

统食用历史，遵循传统食用规律，在以往的基础上

强化食药物质的食品研发。加强食药物质在医学

院校的理论教育工作，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食药

物质的优势，为其走向更大市场奠定基础。其次，

建立科研机构、学校、医院、各社会团体等多元主

体网络交流学习信息平台，共同探讨食药物质研

发思路，解决相关壁垒。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优化

食品配方设计，深入基础研究。然后，提高食品研

发人员的硬性标准，将生命科学、食品科学等纳入

素质教育中，强化食品研发人员的基础培养。继

续加强科技创新，深入创新食药物质研发的新技

术、新设备。最后，国家政府从宏观层面战略引

导，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监管制度、工艺标准等，建

立食药物质安全体系评价方法，改善培育种植不

规范的局面，比如将食药物质的种植培育纳入乡

村振兴计划、开展试点工作等，助推食药物质市场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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