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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当前新型非法添加在添加物质、添加形式、添加载体、销售模式等方面的新特点，重点剖析了新型非

常规非法添加线索及行业潜规则挖掘的多条途径、相应的侦察技术手段的发展现状及其集成与应用，最后从非法

添加源头控制、检验检测技术、信息来源渠道、监督管理模式、网络环境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非法添加； 潜规则； 挖掘； 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R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56（2023）09-1357-07
DOI:10. 13590/j. cjfh. 2023. 09.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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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new type of illegal addition in terms of substances， forms， 
carriers， and sales modes， the multiple ways of mining new unconventional illegal addition clues and hidden rules of the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rresponding reconnaissance technical mean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argete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ource control， inspection，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ource channel， supervision mode， and network environment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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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非法添加一直是困扰食品安全的世界性

难题，近年来，随着消费模式的转变和新型消费业

态的兴起，新型非法添加行为层出不穷，且在非法

添加物质、添加形式、添加载体、销售模式等方面发

生了新的变化，如非法添加物质中恶意添加同系

物、结构修饰物、衍生物、非药食同源药材、为缓解

主药的副作用同时添加其他药物以及利用药物副

作用添加等以逃避检测［1-3］，非法添加物载体倾向于

选择消费较为时尚和简便的压片糖果、植物代用

茶、固体饮料、咖啡、果冻、酵素粉及饮料、蜜饯、软

糖、蛋白粉等食品［4-5］，销售模式转向微信、朋友圈、

直播平台、抖音等社交软件，打造“网红同款”“热销

产品”等消费热点，迎合消费者心理［6-8］。这些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隐蔽复杂、花样繁多、屡禁不止，严重

威胁到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影响了食品行业的健

康发展，同时也给监督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

食品从业人员对这些新型非法添加风险以及行业

潜规则的识别、挖掘以及打击对净化食品消费市

场、整顿行业不良风气、保障消费者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基于新型非法添加风险因子及其特性，

结合工作经验积累，重点剖析新型非法添加的挖掘

方法，归纳新型非法添加物质的检测技术和策略，

从源头控制、检验检测技术、信息来源渠道、监督管

理模式、网络环境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

该领域内的研究和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1　非法添加及行业潜规则挖掘途径

1. 1　网络销售平台信息搜索提示

在有毒、有害食品案件中，大多被告人往往通

过电商、微商等网络渠道来进货和销售［9-11］。在一

些 原 料 销 售 网 站 ，例 如 在 盖 德 化 工 网（https：//
china. guidechem. com）搜索减肥、通便、润肠、壮阳、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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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尿等关键词，能搜索到呋塞米、匹可硫酸钠、双醋

酚丁、番泻苷等不得在食品中使用的非法添加物，

甚至还有各种抗检测原料。通过网络平台的信息

搜索可以捕获到新型非法添加物的相关信息。

1. 2　样品宣称、配料、销售场景等相关性分析

通常，对于添加有药物、非食用物质的食品，在

产品包装、配料暗示、功效宣称、销售渠道、销售场

所等方面会有别于其他食品，还会配以自述式诱

导、情景诱导等手段使产品吸引消费者［12-13］，这些

信息均对非法添加的挖掘有提示作用。本文列举

了 10 批次在抽检工作中发现的非法添加的典型样

品情况（表 1），实证通过特殊销售地点与样品名

称、配料及暗示功效关联分析，能够发现非法添加

样品。

1. 3　舆情信息搜集利用

各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食品抽检不合格信息、

典型核查处置案例、进出口预警信息、测评组织、各

地铁拳整治行动等披露的一些生产经营者的违法

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出区域、行业或食

品品种的系统性风险，可对这些信息加以搜集分

析［14-17］。如 2020 年 9 月大连邮局海关通报，在进境

邮包中查获的 426 片泰国网红“减肥药”中检出国

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芬特明和地西泮，提示减

肥类产品中除了添加常规的酚酞、西布曲明外，还

可能存在精神类药物添加风险［18］；某司法案例显示

宣称壮阳功效的糖果中添加有他达拉非及其衍生

物去甲基他达拉非的西药成分，提示有壮阳药及其

衍生物的添加风险［19］。此外，网络贴吧、论坛中知

情人士的爆料，网友的留言、跟帖、讨论等，也是挖

掘非法添加的重要线索。在健身、健美人士兴趣小

组中备受吹捧的“氮泵”“狂暴氮泵”“宙斯氮泵”等

粉类产品，可能添加有 1，3-二甲基戊胺、1，5-二甲基

己胺以及麻黄提取物，该类物质收录在国家体育总

局公布的《2022 年兴奋剂目录》中［20-21］。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2021 年启动了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行动，总局及各地也陆续公布了多批典型案

例，其中涉及多件非法添加案例，包括果冻酵素添

加番泻苷、压片糖果添加降糖类药物、植物代用茶

添加双氯芬酸钠、压片糖果添加匹可硫酸钠、植物

提取物添加西布曲明、果味型果冻被检出“双酚沙

丁”、巧克力中检出减肥类药物等，销售方式多为网

络平台、朋友圈兜售或组织宣讲活动销售等［22-25］。

1. 4　文献标准归纳分析

文献资料中会体现食品安全从业者对于非法

添加方面的探索成果。通过检索“非法添加”“非食

用物质”“违禁药物”“减肥”“壮阳”“镇静”“安神”

“抗抑郁”等关键词，可发掘非法添加线索［26-30］。如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宣称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

力食品中添加新型那非类结构修饰物 3-羟丙基去

甲他达拉非［31］，该物质不在现有检测方法化合物名

单中，为新型的非法添加物；出入境检验中心截获

高四氢大麻酚的食品［32］，提示食品中可能存在非法

添加火麻仁及其提取物的风险。此外，关注国内外

食品安全研究热点、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情况，

同样可以拓宽思路，为风险因子的挖掘提供更多

线索。

1. 5　检验检测机构的日常监测

检验检测可以为风险发掘提供有力的技术支

表  1　典型非法添加阳性样品情况表

Table 1　Table of typical illegal addition sampl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样品名称

藏秘回春丸

（延时生精）

锦阁牡蛎肽

阿拉伯强劲

伟哥

虎虎生威

每粒坚

袋鼠精

华佗锁精丸

虫草肾宝片

增立  助勃王

炮王

配料

（未标识）

牡蛎蛋白肽、海参肽、异麦芽酮糖醇、木糖醇、黄精粉、枸

杞子粉、山药粉、硬脂酸镁

人参、鹿茸、灵芝、枸杞子、藏红花、雪莲花、肉苁蓉、阳起

石、葛根生精果、龟板、牦牛睾丸、海马鞭、海狗鞭、雪鹿

鞭、虎鞭、牦牛鞭、蛇鞭、藏獒鞭、藏羊鞭、藏鹿鞭

OPP+
L-HCL、PROLAN、催化酶

玛卡、冬虫夏草、淫羊藿、骡马鞭、植物油、马卡苏、精氨

酸、甲磺酸酚妥、花虫粉

（未标识）

红景天、刺五加、补骨脂、山茱萸、益智仁、淫羊藿、枸杞子

淫羊藿、野山参、枸杞子、冬虫夏草、肉苁蓉、锁阳、巴戟

天、菟丝子、羚羊睾丸、牦牛睾丸、鹿茸、海马鞭

非洲育亨宾精华素

宣称功效

延时生精

（未标识）

男性性增强

壮阳+强效

性增强

生精壮阳

益气补肾、延时生精、

增大增硬

壮阳极品

助勃

延时生精、增大增粗

销售场所

药店

物流园区

成人用品店

成人用品店

成人用品店

成人用品店

成人用品店

成人用品店

保健用品店

保健用品店

非法添加化合物

西地那非

他达拉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他达拉非

他达拉非

含量/

（mg/g）
84.2

21.9

134

307
134
134

66.9
134

59.8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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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机构可利用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探求筛

查方案，建立多种类多化合物的高通量筛查方法，

重点关注主要功效成分的确认和功能相关性药物

的筛查。此外，机构在日常工作中还可关注异常色

谱峰，通过质谱裂解规律，探索新型非法添加等有

毒有害化合物结构［33-35］。

2　侦查技术手段的集成与应用

2. 1　筛查识别策略建立

当前的非法添加存在基质种类、化合物种类、

添加水平等多种不确定性，给检验检测及监督管理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针对这些多样化的、未知或不

可预知的风险物质，首先可建立筛查识别策略，明

确大致的目标主体，如宁霄等［36］、曹进等［37］建立了

信息依赖型非法添加筛查方法，即基于样品种类、

来源等信息进行剖析，进而锁定筛查范围，使无目

标监测变成有目标或部分目标监测。

2. 2　基于未知新型非法添加物的高分辨质谱裂解

规律研究

在已知结构骨架上衍生是未知新型非法添加

物的主要来源，研究同类结构化合物的质谱裂解规

律，如中性丢失、特征离子碎片等的产生规律，对建

立同类结构未知新型有害物的发掘和检测具有重

要的理论支撑意义。目前，基于高分辨质谱技术的

裂解规律在食品非法添加方面的应用受到科研工

作者的青睐［38-39］，如，李涛等［40］根据西地那非类衍生

物嘧啶并吡唑结构，通过采集未知化合物的一级谱

图、二级碎片谱以及三级碎片谱，建立了西地那非

类衍生物快速筛查和鉴定方法，并成功地在一份样

本中发现了一种新型西地那非衍生物；王珂等［41］通

过一、二级质谱全扫描，分析化合物的裂解途径，再

经高分辨质谱分析核磁氢谱对其结构进行表征，鉴

定出中成药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新型他达拉非衍

生物 N-3-羟丙基去甲基他达拉非。

2. 3　基于多种类、多化合物以及非预期型非法添

加的大通量筛查

当前的非法添加越发倾向于多种类、多化合物

添加［42-43］，如抗疲劳、增强免疫力类食品中同时添加

那非类药物和雄性激素，减肥类食品中同时添加化

学药物和中药材及其提取物，或添加与配料或声称

功效预期不符的药物。本文作者曾抽检一批次保

健食品的配料为牡蛎、人参、鹿心血，配料暗示功效

为壮阳，预期非法添加为增强免疫力类药物，实际

检出减肥类药物酚酞（含量为 1. 2 mg/g）；抽检的某

样品的配料为火麻仁、桑葚、槐米，配料暗示功效为

清肠通便、减肥，预期非法添加物为食欲抑制、导

泻、利尿等药物，实际检出解热镇痛类药物双氯芬

酸钠（含量为 31 mg/g）。

因此，建立多种类、多化合物的大通量筛查方

法对于非法添加物的堵截至关重要。深圳市药品

检验研究院开发了中成药及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

化学物质检测技术平台与信息检索平台，采用高分

辨液质数据数字化信息匹配技术，结合基于母核特

征碎片的非靶向筛查模式，可实现一次性筛查补肾

壮 阳 类 、减 肥 类 、镇 静 安 神 类 等 9 大 类 533 种

成分［44］。

2. 4　基于药食同源物质、中药材及其表征物质的

非法添加研究

新型非法添加除添加化学药物之外，还存在非

法添加非药食同源中药材或配料表有意隐瞒中药

材添加的现象。对于此类非法添加，可先基于对样

品暗示、声称、功效描述以及配料表等信息的解析，

锁定可能添加的中药材类别，如减肥类大黄、番泻、

决明子、何首乌等，壮阳类淫羊藿、菟丝子、补骨脂、

锁阳等，并对该类或该种中药材的特征表征成分进

行筛查。如吴婉琴等［45-46］建立了一种基于高分辨质

谱库和特征组分诊断比值法鉴别食品中非法添加

淫羊藿的方法，对淫羊藿 6 种特征组分进行初步筛

查，并另建立了快速筛查鉴别非法添加 62 种中药

材的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方法。

2. 5　光谱成像快速筛查技术

传统的分析方法如生物化学方法和仪器分析

方法（色谱法、色谱 -质谱法）存在前处理比较复杂、

耗时、对样品具有破坏性及无法获取目标物空间信

息等缺点。目前，光谱成像技术在食品领域中应用

较多的有高光谱成像技术和拉曼光谱成像技术，具

有快速、无损和低成本等优点［47］，在非法添加应用

领域得到了成功应用，如江南大学王成等［48-49］针对

抗风湿类的保健食品中可能存在的违禁添加药物，

利用近红外高光谱成像、薄层色谱-表面增强拉曼技

术建立了定量、定性筛查方法。

3　讨论与建议

3. 1　检验检测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鉴于目前非法添加越发趋向于添加新型化合

物、结构改造物等，而现行检测方法、技术手段往往

受限和滞后，建议监督管理部门组织专项科研，鼓

励、支持有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科研院校等积极

开发建立新的检验检测手段和方法，如质谱裂解规

律数据库、高通量筛查、快速检测方法、分子生物学

技术等技术手段，为发掘和侦察结构未知的有害非

法添加物提供多维信息库，快速锁定逃避检测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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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的新型修饰非法添加物，将其“一网打尽”。

3. 2　整合利用研究资源

整合梳理行业内各机构非法添加散在的研究

资源，如检验检测机构、民间测评组织、行业协会、

投诉举报、高校、科研院所等，充分利用现有研究基

础和新风险潜规则挖掘工作思路，构建共享大平

台，同时为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制定和非食用物质名

单的确定奠定研究资源基础。

3. 3　拓宽信息来源，鼓励投诉举报

非法添加问题变幻莫测、复杂难辨，仅仅依靠

监督管理部门和检测机构远远不够，还需拓宽信息

来源，多渠道搜集信息。食品从业人员和生产经营

内部人员最了解内情，消费者是直接受众，新闻媒

体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因此，可鼓励从业人员主动

提供线索、消费者积极举报、新闻媒体宣传曝光。

与此同时，监督管理部门可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并

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和保护。

3. 4　探索创新监督管理模式

目前的监督管理主要依托于抽检结果，此种模

式受抽样程序等限制，导致微商、代购等自媒体售

卖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监督管理真空状态。

因此，亟须创新监督管理模式，加强网络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人员可化身神秘买家，潜伏于微商、代购

的买家群，主动出击，查找可疑线索，并进一步摸

排、实证并联合公安等执法部门，深挖其背后的利

益链和营销链，从严从重处罚，以有效打击和震慑

此类不法行为。

3. 5　强化网络净化和消费预警

鉴于目前产品、销售途径、宣传、诱导信息传播

方式多样化，载体诱惑性强等，急需针对网络搜索

引擎信息净化，构建数据库对该类产品进行打击整

顿。同时，也需要借助小视频、抖音等时尚载体进

行正向宣传，尤其对于特殊场所，特殊业态，如学校

周边、农村、KTV、健身房、酒吧等，可通过危害分析、

案例警示、图片诱导归类分析等进行消费预警，营

造健康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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