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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芦荟产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芦荟食用按照《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在研究国外有关芦荟 

食用法规和市场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重点对欧盟及有关国家的芦荟食用相关法规与市场管理模式 

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芦荟产业发展的建议 ，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芦荟产业 的规范 

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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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oe industry is a new industry in China，and edible aloe is managed according to”Managing Method for 

New Food Resources”．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edible regulations and market management of aloe in foreign coun— 

tries，considering China’S national situation，this paper carries out analysis with focus on relevant edible aloe 

regulations and market management mode in countries of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puts forward sugges— 

tions for developing aloe industry in China，thus providing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and serving 

the canonical development of aloe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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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原国家科委将芦荟产业定位为我国 

的新兴产业。2002年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 

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中将芦荟普通食品列入 

新资源食品管理范围。2005年经民政部批准成 

立了我国芦荟产业唯一的行业协会——中国民营 

科技促进会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2007年 12月 

1日国家新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实施，其中 

重大的改革是将新资源食品按产品个案审批改为 

按原料审批，并以名单形式公告。2007年 12月 

10日，芦荟协会向国家申报了库拉索芦荟凝胶作 

为新资源食品原料。2008年5月27日，卫生部 

发布第 12号《公告》，批准了库拉索芦荟凝胶为 

新资源食品及食品原料，这是我国首次由产业协 

会进行新资源食品原料申报并获得批准。 

芦荟产业涉及种植、加工、终端产品生产和市 

场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与我国“三农”事业密切相 

关。为引导我国芦荟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为“三 

农”服务，学习借鉴国外芦荟产业发展成功经验， 

特别是研究国外芦荟食用有关法规与市场管理， 

为国家制订芦荟产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对 

促进我国芦荟产业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芦荟食用概况 

芦荟是百合科热带旱生草本植物。近年来 ， 

由于芦荟具有抗菌消炎、抗氧化、抗肿瘤、抗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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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免疫力等多种优势，已经从原来单一的化妆 

品开发应用，走向了多领域、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特别是介入食品行业后，显示出了更旺盛的活力。 

芦荟饮料、芦荟酒类、芦荟奶系列产品、芦荟糖果 

类、芦荟调味品、芦荟糕点及各种芦荟功能食品等 

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使芦荟一举成为当前世界天 

然植物新兴食品的佼佼者，也让众多企业看到了 

它的发展前景。 

国际芦荟产业起步于20世纪 60年代，开发 

较早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随后逐渐遍布到 

欧洲、非洲及亚洲等各国。80年代初，国际芦荟 

科学协会(international aloe science council Inc．， 

IASC)在美国成立。二十多年来，IASC致力于推 

动世界芦荟产业的发展，制定了芦荟有关概念的 

科学命名和定义，向世界范围推广，以确保芦荟产 

品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统一和规范化，防止假冒 

伪劣产品的出现。IASC建立的一套严格的芦荟 

产品质量标准、产品鉴定方法和产品质量、设备认 

证程序，已取得一定的知名度，得到国际芦荟业界 

的普遍认可。 

我国芦荟产业起步于 2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至今仍处在初级阶段。截至2007年 

12月，先后有《化妆品用芦荟制品》、《食品用芦 

荟制品》等6个芦荟行业标准发布实施。我国从 

事芦荟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北京工商大学、中 

国中医药研究院、华西医科大学、华南植物研究 

所、江南食品工业大学等。目前，国内芦荟制品的 

生产已初具规模，已能生产化妆品用及食品用芦 

荟凝胶类和全叶类两大系列20多种制品；芦荟化 

妆品、芦荟洗涤用品、芦荟保健产品、芦荟汁、芦荟 

乳制品、芦荟果冻、芦荟酒等产品陆续亮相市场， 

使芦荟产品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2 国外芦荟食用有关管理规定 

按照国际食品法典的规则⋯，要规定某种添 

加剂是否可以用于食品中，用于哪类食品中，使用 

量是多少，都要基于世界粮农组织(FAO)和世界 

卫生组织(WHO)下属的专家联合委员会(JEC— 

FA)对这一物质作出的风险评估并给出的每日可 

接受摄入量。 

芦荟的发展拥有一段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早 

在几百年前，芦荟就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天然产 

品。在欧洲，尤其在德国，芦荟受到广泛的欢迎。 

到 20世纪初，芦荟不仅是专业人士研究的重点， 

而且已被全德国绝大多数家庭认可。因此，芦荟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也由此 

成为大部分化妆品行业和食品行业的组成部分。 

每一个欧盟国家都有一套关于芦荟的法律和 

评价，并已列入欧洲公共标准中。 

2．1 作为食品或食品配制品 

2．1．1 欧盟 在最近的几年里，芦荟和含有芦 

荟的产品由欧盟公共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说明、分 

类和评定。欧盟通过食品法典(CAC) J、《食品 

添加剂法典通用标准》(GSFA)将芦荟列入以下 

类别 引。 

大类别4．2称为蔬菜，包括蘑菇和霉菌、根、 

芦荟和其他。 

其分支4．2．1命名为“新鲜蔬菜”，包括未经 

处理的、表面处理的或去皮、切开或切碎的新鲜 

蔬菜。 

其分支4．2．2被称为“加工蔬菜”，包括冻过 

的、晒干的、醋、油、盐水或酱油泡过的、罐装的、瓶 

装的或杀菌袋装的蔬菜 J。 

芦荟在上述法典中被明确归类为一种蔬菜。 

因此，其在欧洲(欧盟)被归为食品类。 

2．1．2 德 国 在德国，对芦荟没有明确的分 

类。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法律中还没有关于水果 

和蔬菜的法定术语及明确的定义。在学术界，关 

于水果和蔬菜的界定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 
一 是，水果是指种子类、或者植物的果实(如 

苹果、坚果)；蔬菜是指植物的一部分(如叶片或 

根)。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明确指出，西红柿和南 

瓜不是蔬菜，而是水果类。 

二是，植物的果实至少生产两代，而蔬菜只有 
一 代。然而，这种分类方法也会引起误解。例如， 

西瓜是单代生产，应该归人蔬菜类别，而西瓜实际 

是甜的瓜果。 

因此，任何定义都不是绝对的，芦荟的食物属 

性也并不明确。 

在德国，由于食物和食物产品在市场中不需 

要被特定介绍或许可，因此公共法规仅仅限制芦 

荟产品中“蒽醌”的总量。根据德国关于食品调 

味剂的有关法规，芦荟作为食品添加剂或调味品 

用时，是一种对健康有益的成分。食用芦荟产品 

中芦荟素的总量被限制为最大 0．1 mg／L(无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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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酒精类饮料中芦荟素的总量被限制为最 

大 50 mg／L 。 

在欧洲芦荟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市场，几乎所 

有欧盟成员国的所有公共公益专业机构均使用德 

国的标准。区分芦荟素作为食物而不是作为药物 

的规定为：“含有芦荟的食品或食品制剂应该不 

含芦荟素，如果技术上不可避免有芦荟素，它的最 

大量不能超过0．1 mg／L。” 

芦荟在德国食品行业广泛应用于果酱、果汁、 

软饮料和乳制品中。 

2．1．3 其他国家 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 

牙、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芦 

荟作为食物被广泛接受。挪威、芬兰、瑞典、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含有矿物质和维生素的 

芦荟饮料非常受欢迎。在澳大利亚，食品法规几 

乎与德国一样 ，芦荟食物也被完全接受。 

芦荟作为食物和食物调味品进入希腊市场已 

经有几年了，销售基本没有障碍。 

土耳其将含有芦荟的无酒精饮料分类为食 

物。所有种类的食物都必须由农业部通过一个官 

方的注册号来注册。而这个注册号每年都要更 

新。2005年，土耳其的公共公益专业机构把芦荟 

分类为药物。2007年，土耳其又重新将芦荟食品 

列入“GOOD UsT”。 

瑞士联邦法对水果和蔬菜的划分相当明确。 

如：根和块茎、霉菌和蘑菇、韭菜、多叶蔬菜、水果 

蔬菜、豆和豆荚、洋葱蔬菜、菊苣蔬菜和香草等。 

在这些分类中没有对芦荟进行明确定义，政 

府管理部门把芦荟联系到麦菜。有关专业机构认 

为芦荟与其中定义的多叶蔬菜匹配，法律法规方 

面也有很多官方文章发布。但有关芦荟所属的具 

体种类仍在进一步讨论中。 

在日本食品卫生法 中，芦荟属于天然食品 

调味剂(添加剂)。所谓天然调味剂，是指那些从 

动物或植物，或动植物混合物中提取的用于调味 

食品的物质。芦荟食 品在 日本家喻户晓，倍受 

欢迎。 

马来西亚的食品与农产品进口规则要求在芦 

荟食品中不能检出芦荟苷_9]。 

2．2 作为食品添加剂或功能食品 

2．2．1 欧盟 在欧洲，食品添加剂和功能食品是 

两种重要的产品类别，其认定和管理非常严格。 

食品添加剂由欧洲法规 NO 2002／46／EG定 

义，各国根据国际法规进行管理。食品添加剂是 

指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具有增补作用的产品， 

如胶囊、药片、糖浆或其他。这些维生素或矿物质 

通过 日常的饮食无法摄取或摄取不足。 

功能食品被定义为一种正常的食物，例如牛 

奶、人造奶油和水果汁等，这类食物由于含有特殊 

成分(营养物质)而具有附加效果，因其能够提高 

免疫力和心脏健康等功效而普遍受到欢迎。 

库拉索芦荟凝胶由库拉索芦荟叶片经去皮获 

得。叶肉凝胶含有：98％ ～99％水、0．4％多糖、 

0．1％蛋白质(氨基酸)、部分酶、维生素和矿物 

质。另外，芦荟乙酰化多糖是临床用胶体内主要 

的碳水化合物。政府有关部门对其在斑秃医疗方 

面的试验非常关注。把芦荟原料与其他营养物质 

如维生素和矿物质作为食品补充剂，在欧洲已非 

常普通 』，并由此开发出含芦荟和维生素、矿物 

质的营养食品。由于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 

分，以芦荟为基础的食品补充剂几乎在欧洲的每 

个国家都受到认可和欢迎，然而这种认可也必须 

符合特定的标准与法规。欧盟法规 2002／46／EG 

在欧盟国家权威性最高，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 

(GSFA)可以说是关于食品添加剂方面唯一权威 

性的标准。 

只有食品法规标准中规定的食品添加剂才可 

以安全的应用于食品中。只有按照特定的标准规 

定了每 日允许摄人量的食品添加剂才是安全的。 

曲 CAC指定的 FAO／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 

委员会和国际数据系统共同认可的食品添加剂也 

包含在此标准中。 

除上述标准外，绝大多数欧盟国家对产品商 

标有相似的规定：必须使用官方语言打印；官方语 

言应该被生产者使用。在相同的情况下，官方语 

言和正规食品标签语言不同。 

但是，希腊和土耳其例外：在土耳其，产品必 

须有注册登记编号 (与食品的过程相同)；在希 

腊，食品添加剂在市场上只有通过药店销售。 

2．2．2 美国 美国FDA规定 ⋯̈，天然调味物与 

天然辅佐原料，在以下条件下可以被安全使用：使 

用能产生所要达到的物理或技术上效果的最少 

量，并符合良好制造标准的要求；当它们含有以下 
一 种或多种适当的形式(植物分离物、水果和固 

体提取物、凝结物、纯净物、油、橡胶、香液、树脂、 

树脂油、蜡和蒸馏物等)，单独使用或与通常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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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食品中是安全的，已被允许用于这些用途的， 

或是任何在这部分中的调味物和辅佐料混合 

使用。 

至于芦荟素和它的浓度，在食品和食品调味 

品领域中，也依据相同的法规。 

2．3 作为新型食品 

自1997年起，欧盟国家针对新型食品使用新 

的法规(法规 90／220／EWG)。 

新型食品被定义为“由植物组成或从植物中 

分离的食物或食物成分和从动物中分离出的食物 

成分，除去通过传统的繁殖或饲养方法获得的食 

品或食品成分和拥有安全食用历史的食品。”在 
一 种新型食品出现在市场之前，应该验证它对消 

费者是否存在危险误导，它与消费者打算替换的 

食品或食品成分不同，被替换的食品或食品成分 

对消费者是没有营养价值的。 

每一种新型食品都必须由与欧盟食品科学委 

员会合作的德国行政部门验证安全后被确认。自 

1997年起，这个规定对所有用作食物的新型食品 

都是必须执行的。但芦荟未被分类为新型食品。 

2．4 作为药物 

芦荟作为药物的使用方法由欧洲专论规定， 

德国专论几乎与欧洲专论相同。有一种芦荟在德 

国药典中被描述为巴巴多斯岛芦荟(国内称它为 

老芦荟)，由库拉索芦荟的叶子浓缩干燥制得，它 

包含有至少 28％的蒽酚衍生物，以芦荟苷表示， 

用于药粉中。 

德国对药品的监管非常严格，必须经过很长 

时间的检测，当药物通过长期的测试获得德国药 

物机构或德国血清机构的法规允许号后，才可从 

德国药品协会获得准入，药物只允许在药店销售， 

而且只有经过培训和具有从业经验证明的工作人 

员才允许在药店自由销售药物。 

3 我国芦荟食用管理 

3．1 新资源食品 

根据卫生部200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 

品原料管理的通知》 的规定，普通芦荟食品在 

我国按新资源食品进行管理。所谓新资源食品主 

要是指没有食用习惯或食用历史较短的食品。 

2007年 12月 1日前的国家《新资源食品管理办 

法》规定，新资源食品上市必须对每个产品进行 

毒理安全性试验后，向卫生部个案申报，经审批取 

得新资源食品试生产批号后方可进入市场 而每 
一

个产品做毒理安全试验到取得试生产批号都需 

要近 20万元，也就是说企业凡用芦荟做食品原料 

进行产品开发和生产，都要有很高的新资源食品 

规定的成本投入，否则生产的产品就不能进入市 

场。因此，芦荟食用市场准人成为制约我国芦荟 

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2005年芦荟专业委员会向卫生部提出了由 

协会开展芦荟食用原料毒理安全性研究评价的建 

议，得到卫生部的支持。2005年 8月科技部立 

项，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与芦荟委员会一起，共同开展了我国芦荟食用毒 

理安全性评价研究和生殖毒性研究工作。经过历 

时两年的芦荟食用品种、食用部位等的毒理学安 

全性试验研究评价，2007年 11月 5日两项 目通 

过了由中国工程院李连达院士主持的专家组验 

收，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库拉索芦荟凝胶用于食 

品工业的可行性。验收结果指出，这是在我国首 

次较为系统、全面地开展库拉索芦荟原材料安全 

性研究，提出了针对不同人群芦荟凝胶的食用量 

及产品中芦荟甙的限量值的建议，有利于解决芦 

荟产业开发的关键技术瓶颈问题；为我国保健食 

品、新资源食品行政管理机构科学评价芦荟产品 

的食用安全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7年 12月 1日卫生部新修订的国家《新 

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发布实施。新《办法》将 

原审批具体食品产品改为审批食品原料或成分； 

取消了批准证书，将审批新资源食品(包括相关 

内容)的形式改为以名单形式向社会公告；明确 

与公告名单实质等同的新资源食品产品不必再行 

申请。2007年 12月 10日，芦荟委员会按照国家 

新实施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及配套的《新资 

源食品安全性评价规程》和《新资源食品卫生行 

政许可申报与受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要求，在芦 

荟凝胶安全性评价研究、国际芦荟食用历史和芦 

荟食品工业现状等研究试验及调研的基础上，向 

卫生部申报了“库拉索芦荟凝胶”新资源食品原 

料，并得到卫生部正式受理。2008年 5月底，卫 

生部发布2008年第 12号《公告》 引，批准库拉索 

芦荟凝胶为新资源食品及食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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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健食品和药用 

在我国，保健食品是指注明具有一定功能或 

功效的食品。功能性食品是按国家保健品管理规 

定执行，芦荟作为保健食品也不例外。 

在野生果蔬中，芦荟属于含有较丰富营养物 

质的一种，营养配比基本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推 

荐的要求。芦荟保健品是在芦荟制品的基础上开 

发研制而成的。目前，我国已成功利用低温技术 

开发生产芦荟干粉，该产品不加任何生化试剂，成 

品中不含抗氧化剂和防腐剂，充分保留了芦荟的 

原有活性成分，现主要用以生产芦荟保健胶囊和 

片剂。我国芦荟保健品市场正在崛起，其新技术 

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将是未来主宰该类产品发 

展的基础 。 

芦荟的药用功能早在《本草纲 目》中就有记 

载。芦荟编入药典的品种首先是生药材或成药 

材，药典中的芦荟主要指老芦荟，并在所用部位中 

主要提取芦荟苷，或以芦荟叶皮或芦荟全叶加工 

制成的原料。随着对芦荟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 

人们提出了芦荟属于药食同源植物这一概念。经 

改进后逐步演化为保健品，称为药膳。保健品用 

于食疗，是药用的延伸和拓展，再从食疗演变为蔬 

菜食用，则进入更大众化的应用范围。 

3．3 原料制品 

目前芦荟制品的种类大致有以下 14种：原芦 

荟凝胶、芦荟凝胶原液、芦荟凝胶浓缩液、脱色芦 

荟凝胶原液、脱色芦荟凝胶浓缩液、全叶芦荟原 

汁、全叶芦荟浓缩汁、脱色全叶芦荟原汁、脱色全 

叶芦荟浓缩汁、喷雾干燥芦荟粉、喷雾干燥脱色芦 

荟凝胶粉、冷冻干燥芦荟凝胶粉、冷冻干燥脱色芦 

荟凝胶粉和芦荟全叶干粉等。 

4 展望 

目前，国外芦荟食用的有关法规和市场管理 

比较成熟与完善，库拉索芦荟作为食品或食品原 

料的应用已完全被允许，并已被市场所接受；国际 

通用法规中没有明确地对食用量和食用人群进行 

限制，但对芦荟苷有明确限量，且酒精类与非酒精 

类芦荟食品中芦荟苷的限量值差距很大；对一般 

芦荟食品进人市场销售没有特殊的限制，但对具 

有辅助药效作用的芦荟制品，其销售限定在药店； 

芦荟在功能食品中的效果还有待被欧盟有关专业 

机构认可；芦荟作为医药品的应用管理更为严格， 

且必须与欧洲有关专论或国家药典相一致。 

国际芦荟科学学会(IASC)通过科学研究对 

常用的不同种类和性质的芦荟给出了国际定义， 

使其在国际社会获得了统一性和标准性，这是非 

常有价值的，这些标准也为芦荟在尚不被认知的 

国家内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IASC还规定，芦荟苷的总量最大应不超过 

50 mg／L，以15 mg／L为安全值。企业实际控制芦 

荟苷的总量则通常在 10 mg／L以下。 

10多年来，IASC关于芦荟原料、生产设备和 

产品质量认证的标准体系，愈来愈广泛地得到国 

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有效保障了国际上芦荟产品 

的质量，维护了芦荟产业和消费者的权益。 

我国在芦荟食用的法规和市场管理方面也正 

在加速发展，按照国家《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审 

定，库拉索芦荟凝胶已作为新资源食品及原料，其 

中芦荟苷控制标准为不超过 7 mg／L；芦荟保健食 

品应按照国家保健品管理规定执行；药用则按国 

家医药管理规定执行。随着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 

不断完善，以及民众对芦荟产品认识的不断提高， 

芦荟产品将在我国有更大更广泛的应用，芦荟产 

业也将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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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2008’中国食物与营养高层论坛”的预备通知 

食物发展与居民营养健康问题事关社会经 

济发展全局，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 

前，我国食物发展与营养改善方面仍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区域食物发 

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成为食物结构变动的重 

要诱因；二是农业发展与食品工业发展不协调， 

以食品工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相对缓慢， 

科学技术和质量标准成为制约食品工业发展的 

瓶颈；三是食物消费与营养健康不协调，由饮食 

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营养相关疾病呈不断增长的 

趋势，城乡差距拉大；四是生物能源的发展，引发 

出食物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蕴藏着保障食物 

数量的新风险。 

为全面分析现阶段我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现 

状，准确把握未来一段时期食物与营养发展趋 

势，提出全面小康社会时期食物与营养目标和发 

展战略，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将召开 

“2008’中国食物与营养高层论坛”，主题为“全 

面小康社会 ·食物与营养 ·发展 目标”。论坛 

将邀请有关国家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相关 

组织机构等的领导、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 

出席。 ． 

一

、主办单位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食物与营养发展中心 

三、时间与地点 

地点：北京 ·中苑宾馆 

时间：20o8年 11月 13—14日 

四、主要议题 

1．2020午全面小康社会时期食物与营养总 

体发展 目标； 

2．全面小康社会时期食物生产发展目标； 

3．全面小康社会时期食物消费发展目标； 

4．全面小康社会时期营养与健康发展目标。 

七、预期目标和成果： 

1．倡导营养理念，普及营养知识； 

2．初步提出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时期我国 

食物与营养发展目标； 

3．探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食物与营养 目标 

的途径； 

4．为起草未来 10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 

要奠定基础： 

5．出版论坛论文集。 

八、其他事项 

1．参会人员需交纳会务费(含餐费、资料费 

等)600元／人，论坛期间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 

排，费用 自理(特邀嘉宾除外)。 

2．欢迎提交与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文章 

篇幅不超过 5 000字为宜。论文包括论文题 目 

(中英文)、作者简介、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 

文献等。来稿请使用电子版(word文档)。 

3．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辉尚 

电 话：010-82109761／9762 

传 真：010—82106285 

E-mail：lihsh2002@ 163．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l2号 

(100081)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 

网 址：www．sfnc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