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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市售保健食品及其标签标识基本情况调查

曾彪，孙振球，胡明，许林勇，曾芳，李辉霞，李丽，胡婧璇，史静琤

(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长沙 410078)

[ 摘要 ] 目的：调查长沙市市售保健食品的标签标识状况，为保健食品的卫生监督提供监管依据。方法：采用

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按长沙市 5 个行政区，每个区分别抽取商场、超市、药店和批发市场销售的保健食品作为

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保健食品基本信息登记表》，对抽检的保健食品的标签标识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在

408 件样品中，标签条目未标识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功效成分 (49.8%)、不适宜人群 (27.9%)、日期标识 (23.0%)、批准文

号 (9.6%) 等；不同经营类型销售商所销售保健食品标签标识的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9.793，P<0.05)，由高

到低的顺序依次为超市 (71.15%)、药店 (70.07%)、百货商场 (57.47%)、批发市场 (26.23%)。结论：需加强保健食品

标签标识的监督检查，尤其是针对批发市场销售的保健食品。

[ 关键词 ]   保健食品；标签标识；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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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label of health food in Changsha, and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health food hygienic supervision.  

 Methods: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department stores, supermarkets, pharmacies, and 
wholesale markets in the 5 districts in Changsha with multi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Self-
designed basic information of health foo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labels 
the health food products.

 Results: Among the 408 random samples, the unidentified rates of label items were ranked in 
descending order: functional components (49.8%), unsuited community (27.9%), manufacturing 
date (23.0%), approval number and others (9.6%). The qualified rates of labels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management types (χ2=59.793, P<0.05): the highest rate was in supermarkets (71.15%), 
followed by pharmacies (70.07%), shopping malls (57.47%), and wholesale markets (26.23%). 
Conclusion: The supervision of label identities of health foo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specially 
for the health food in the wholesale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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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保健食品日益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青睐。我国卫生部在《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

法 ( 试行 )》(2005 年 ) 中将保健食品定义为：“声

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

目的的食品。”在国家食品法典中，保健食品包装标

识是其内在质量信息的表达和引导消费者选购的手

段。保健食品作为一类特殊食品，具有特定的保健功

能和适宜人群，完整、准确的标识是消费者了解其产

品功能、指导其合理选购和科学食用的重要媒介。

因此，了解市售保健食品的基本分布和标签标识的

完整情况是对之进行监管与监督的最根本一步。国

内很多城市开展了市售保健食品的标签调查，广东

省 1997 年调查了 150 种保健食品产品 ( 合格率达到

96.7%)；郑州市 1999 年调查了保健食品 74 种 ( 合格

率为 41.9%)；济宁市任城区在 2006 年调查了保健食

品 136 种 ( 合格率为 47.9%)[1–2]。本研究通过对长沙

市市售保健食品的抽样调查，了解其标签标识现状，

以期更好地开展保健食品监督管理，促进我国保健

食品的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长沙市

工商局提供的销售保健食品的商家列表，采用随机

数字法于 2011 年 3 月至 4 月从长沙市 5 个区共抽取

商场、超市、药店和批发市场各 2，6，5 和 6 家，共

抽取调查点 19 处。根据保健食品的功能分类，对调

查点销售的每种品牌同类型功能的保健食品抽取一

份进行调查，回收调查表 418 份，剔除填写不合格和

缺失过多的调查表，有效调查表为 408 份。

1.2  调查工具和人员 

自行设计调查表《保健食品基本信息登记表》，

调查表经公共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相关专家讨论后

修订，并经预调查后进一步完善；调查团队由湖南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人员和中南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组成，调查员统一培训后对上述

调查点销售的保健食品进行调查，收集保健食品的

基本信息。

1.3  调查内容 

保健食品销售商的信息，包括：经营类型、经

营面积、经济类型、有无营业执照号、有无卫生许

可证号、有无组织机构代码；调查保健食品的标识

信息，包括：品牌、名称、保健食品标识、批准文号、

功效成分、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日

期标示、贮藏方法、执行标准、卫生 ( 生产 ) 许可证、

生产企业名称与地址，进口保健食品有无执行标准

和卫生 ( 生产 ) 许可证。

1.4  评判依据 

依据《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和《保健食品标识

规定》及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

保健食品批准证号，国产保健食品标签标识必须标

注品牌和名称、保健食品标识、批准文号、功效成

分、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日期标示、

贮藏方法、执行标准、卫生 ( 生产 ) 许可证、生产

企业名称与地址；进口保健食品不标注执行标准和

卫生 ( 生产 ) 许可证，其余标注条目跟国产保健食

品相同，按照此标准判定产品的标签标识是否齐全。

保健食品的功能分类：依照《保健食品检验与

评价技术规范》(2003 年版 ) 中明确规定，功能性

保健食品分为 27 种，营养素补充剂所包含的所有

功能作为一个大的功能群按第 28 种功能进行统计，

一个产品具有多种功能者，分别进行统计 [1]。

1.5  统计学处理 

调查表回收后，经整理，采用 Epidata3.01 建库，

数据采用双人双份录入，经核查后锁定数据库，采

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率的比较采

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 0.05，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保健食品销售商的基本信息 

本次共调查保健食品销售单位 19 个，按经营类

型分：百货商场 2 个，超市 6 个，批发市场 5 个，药

店 6 个；调查的销售商营业执照号持有率为 100%；

卫生许可证号持有数为 18 个，仅芙蓉区有 1 个销售

商未持有卫生许可证；19 个销售商中有 9 个拥有组

织机构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持有率仅为 47.4%。

2.2  保健食品的功能分布 

本次共调查 408 件保健食品，其中功能性保健

食 品 314 件 (77.0%)， 营 养 补 充 剂 94 件 (23.0%)；

而 功 能 性 保 健 食 品 中 又 以 增 强 免 疫 力 产 品 81 件

(25.8%)、减肥产品 42 件 (13.4%)、缓解体力疲劳产

品 40 件 (12.7%) 为主。

2.3  部分应标注的项目缺失 

 国产和进口保健食品共调查 408 件，408 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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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食品标识了产品品牌和名称，其余条目均存在未

标注情况，未标识率较高的是功效成分 (49.8%)、不

适宜人群 (27.9%) 和日期标识 (23.0%)。因进口保健

食品标签标识内容无执行标准和卫生 ( 生产 ) 许可

证号，故该两项不统计。具体见表 1。

2.4  不同经营类型产品的标识率

 本次共收集有效样品 408 件，其中国产保健食

品 390 件，标签标识不齐全的有 178 件，合格率为

54.36%；进口保健食品 18 件，标签标识不齐全的

有 8 件，合格率为 55.56%，国产和进口保健食品标

签标识合格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类型经营

场所的合格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超市 (71.15%)、药店

(70.07%)、百货商场 (57.47%)、批发市场 (26.23%)。

不同经营类型场所销售保健食品的标签标识合格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9.79，P<0.05；表 2)。

表 1   长沙市销售保健食品的标签标识情况

Table 1   Label identities of health food in Changsha 

标识内容
国产保健食品 进口保健食品 合计

抽检数 未标数 未标识率 /% 抽检数 未标识数 未标识率 /% 抽检数 未标识数 未标识率 /%

产品品牌 / 名称 390 0 0.0 18 0 0.0 408 0 0.0

生产企业 390 1 0.3 18 1 5.6 408 2 0.5

生产地址 390 18 4.6 18 1 5.6 408 19 4.7

蓝色标识 390 25 6.4 18 7 38.9 408 32 7.8

批准文号 390 32 8.2 18 7 38.9 408 39 9.6

执行标准 390 16 4.1 — — — — — —

卫生 ( 生产 ) 许可证 390 22 5.6 — — — — — —

保健功能 390 16 4.1 18 3 16.7 408 19 4.7

功效成分 390 195 50.0 18 8 44.4 408 203 49.8

适宜人群 390 20 5.1 18 2 11.1 408 22 5.4

不适宜人群 390 107 27.4 18 7 38.9 408 114 27.9

日期标示 390 94 24.1 18 0 0.0 408 94 23.0

贮藏方法 390 15 3.9 18 0 0.0 408 15 3.7

表 2   长沙市不同经营类型销售商保健食品标签标识合格情况

Table 2   Health food label quali�ed condition in di�erent business types in Changsha

经营类型
国产保健食品 进口保健食品 合计

抽检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抽检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抽检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批发市场 122 32 26.2 0 — — 122 32 26.2 

百货商场 76 43 56.6 11 7 63.7 87 50 57.5 

药店 141 100 70.9 6 3 50.0 147 103 70.1 

超市 51 37 72.5 1 0 0.0 52 37 71.2 

合计 390 212 54.4 18 10 55.6 408 222 54.4 

2.5  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使用频次 
保健食品中使用的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排前

3 位的依次为维生素类 (21.4%)、矿物质 (17.0%)、

三萜皂苷类 (14.8%)。具体情况见表 3。

2.6  不适宜人群和适宜人群分布

 本次调查的保健食品不适宜人群主要为儿童、

少年和孕期、月经期和哺乳期妇女，占不适宜人群

的 70.8%，其余的不适宜人群为自身患有疾病和过

敏体质患者，还有部分产品标注无不适宜人群。具

体情况见表 4。

功能性保健食品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适宜人群大部分是生理异常人群。而营养素补充剂

主要针对营养素缺乏人群，适用于中老年人、成人、

少年儿童、妇女等健康人群的保健食品所占的比例

很少，具体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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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在我国，保健食品标签必须符合《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GB7718) 和 1996 年卫生部发布的《保

健食品标识规定》，两者都对保健食品的标签与产

品说明书的标注内容作出了要求，规定国产保健食

品必须标注的内容有 13 项，进口保健食品不需标识

执行标准或卫生 ( 生产 ) 许可证 [3]。而美国对于膳

食补充剂标签的管理则是在联邦法规 (CFR)101 食

品标签中进行规定，该法规中不仅规定了膳食补充

表 3  长沙市市售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使用频次

Table 3  Fequency about health food functional components 

or symbolic components in Changsha 
功效成分和 ( 或 ) 标志性成分 频数 * 频率 /%

维生素类 111 21.4

矿物质 88 17.0

三萜皂苷类 77 14.8

脂肪酸及脂质 50 9.6

多糖 49 9.4

黄酮及黄酮醇类 44 8.5

蛋白质及多肽类 33 6.4

氨基酸 26 5.0

微量类黄酮 19 3.6

真菌及益生菌类 8 1.5

低聚糖 7 1.4

异类黄酮及新黄酮类 3 0.6

醌类 2 0.4

类胡萝卜素类 2 0.4

合计 519 100.0

*：功效成分的使用频数。

表 5  长沙市市售保健食品的适宜人群分布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health food suitable community in Changsha 

适宜人群分类 国产保健食品 进口保健食品
合计 *

频数 构成比 /%

免疫系统功能低下 86 4 90 18.3

需补充矿物质的人群 67 1 68 13.8

需补充维生素的人群 60 1 61 12.4

单纯性肥胖人群 46 0 46 9.4

易疲劳者 43 2 45 9.2

中老年人 33 2 35 7.1

高血脂人群 24 5 29 5.9

少年儿童 24 3 27 5.5

便秘者 22 0 22 4.5

成人 12 3 15 3.1

睡眠状态不佳者 13 0 13 2.6

孕产妇 9 2 11 2.2

食欲不振与消化不良肠道功能失常者 10 0 10 2.0

女性 5 0 5 1.0

婴幼儿 2 0 2 0.4

其他 11 2 13 2.6

合计 * 467 25 492 100.0

*：适宜人群的频数及构成比。

表 4  长沙市市售保健食品的不适宜人群分布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health food unsuited community in 

Changsha 

不适宜人群分类
国产

保健食品

进口

保健食品

合计 *

频数 构成比 /%

儿童少年 173 6 179 46.3
孕期、月经期和

     哺乳期妇女
94 1 95 24.5

糖尿病和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
11 1 12 3.1

过敏患者 8 1 9 2.3

自身免疫性疾病 5 0 5 1.3

哮喘 0 1 1 0.3

其他 9 0 9 2.3

无不适宜人群 74 3 77 19.9

合计 * 374 13 387 100.0

*：不适宜人群的频数及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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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标签需标注的基本信息，还规定了健康声称 (health 

claims)、营养素含量声称 (nutrient content claims) 和

结构或功能声称 (structural or functional claims)[4]。

本次调查的保健食品标签标识中功效成分、不适宜

人群和日期标识的未标识率较高，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长沙市销售的保健食品的标签标识合格率较低。

这些法定标识内容的缺失，会造成消费者无法正确

选购所需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标签标识情况不仅

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健康，提高消费者

鉴别真伪的能力，还能为监管部门提供重要信息，

避免让伪劣保健食品流入市场 [5]。因此，有必要加

强对保健食品的卫生监督及审批管理工作，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对保健食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加强监

督检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严肃查处，

以保证保健食品质量 [6]。

本研究显示：长沙市市场上不同场所销售的保

健食品标签标识合格率差异较大，其中批发市场所

售保健食品的标签标识合格率只有 26.23%，这与批

发市场管理不规范，产品流通量较大有关；合格率

较高的是超市和药店，分析原因应该与超市和药店

的规范管理、正规的产品购入渠道以及从业人员的

素质较高有关。2002 年河南省安阳市调查到的不同

经营类型经销单位的合格率较高的是商场 (76.9%)

和药店 (62.7%)，副食批发市场合格率最低，跟本

次调查的情形一致 [7]。因此，加强批发市场所售保

健食品的监管是食品与药品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之一。

本次调查长沙市市场上销售的保健食品功能宣

称主要集中在增强免疫力、减肥、缓解体力疲劳三

类功能上，含此三类功能的产品总数为 163 件，占

功能性保健食品总数的 51.91%，含其余 24 种保健

功能的保健食品数为 151，与我国其他地区所调查

的情况一致 [8]。总之，产品同质化相当严重，大部

分产品主要集中在增强免疫力、减肥、缓解体力疲

劳这几类功能上，说明市场上销售的保健食品功能

分布不均匀，这种现象提示：保健食品的生产开发

研究部门不能根据市场需要开发出更多的高科技含

量的保健食品。同时，保健食品的功能分布也在一

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目前人们的健康需求，身体免疫

力低下、肥胖以及身体易疲劳的人群逐渐增多，所

以市场对这类保健食品的需求较大。调查中还发现

部分保健食品宣称具有多种功能，这是由于 2000 年

以前国家对首次申报的新产品没有保健功能数量的

限制，只要功能学试验证明其具有某种保健功能就

可以申报，因此，市面上仍存在较多具有多种功能

的保健食品 [9]。

保健食品的功效成分是指经基础研究或国内外

文献证实，从天然动植物中提取或人工合成的一种

或几种与保健功能直接有关的主要成分。由表 1 可

知营养性保健食品中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主要为

维生素类和矿物质，使用频率较高。功能性保健食

品中的功效成分主要为三萜皂苷类、脂肪酸及脂质、

多糖和黄酮及黄酮醇类，这不仅与枸杞子、西洋参、

人参等的使用频次高有关，也与这几类物质广泛存

在于部分植物中，受目前检验水平的限制，找不到

相对应的功效成分，而以皂苷类、脂类、多糖和黄

酮类代替有关。

为了保健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应完善保健食

品生产、销售以及市场监管各环节的监督管理。首

先，保健食品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的监督和管理，对保健食品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

度，执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和保健食品标签的

相关规定，从源头上减少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10]；

其次，要加强对保健食品的市场监督，尤其是批发

市场的保健食品的日常监督，定期抽检批发市场保

健食品的标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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