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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膳之选，肠享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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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中国食品新趋势

膳食补充剂成为食品新趋势：

• 营养：补充人体第七大
营养元素；

• 健康：不被肠道消化吸
收，不产生热量；

• 功能：改善便秘、促进
肠道健康、帮助减肥、
平稳血糖；

• 针对特殊人群：糖尿病
患者、减肥人群；

• 环保：作为食品添加剂
替代原有乳化剂复合磷
酸盐；

• 方便：多元化添加在日
常食品饮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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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膳食补充剂观点精要示意图

可溶性膳
食纤维

产品

• 聚葡萄糖：生产工艺简单、
价格低。

• 抗性糊精：耐高温/酸碱、易
加工，定位高端膳食纤维。

聚葡萄糖产量大、抗性糊精
增速大

• 抗性糊精技术壁垒较高，糊
精化反应是决定其优势的胜
负手，通过该过程可做多调
节，更适合不同类型产品。

不可溶膳
食纤维

产品

• 按原材料：谷物类/果蔬类/
薯类/坚果类

• 按生产企业：食品添加剂/高
纯度提取/食品加工副产品

三大类纤维跑出圈
具有特殊功效的纤维具有更好的

应用前景

• 小麦/燕麦纤维：淀粉摄入/低
升糖/补充蛋白质

• 柑橘纤维：高持水性/乳化能力
• 白芸豆纤维：阻断淀粉/减重

产品

种类丰富：低聚果糖/低聚半乳
糖/低聚异麦芽糖/菊粉

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具有独
特优势

• 低聚果糖：对益生菌的增殖最
明显，且价格相对较低

• 低聚半乳糖：天然存在于母乳
• 是国际上仅允许在婴幼儿1段
奶粉中添加的益生元

益生元

• 抗性糊精引领未来产品添加新
风尚

• 做好糊精化反应的企业优先跑
出圈

• 不可溶膳食纤维同时满足纯天
然提取和低升糖需求，符合健
康潮流

• 但由于不溶于水下游产品添加
受限

• 益生元作为益生菌的食物，效
果温和，直达肠道，与益生菌
共同添加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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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补充剂概念及产品分类
膳食纤维与益生元在大健康行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膳食补充剂主要包括膳食纤维和益生元，而膳食纤维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膳食纤维。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存在
饮食结构不平衡，高糖高油脂食物摄入过量等问题。膳食纤维作为一种不能被人体吸收消化的多糖，可以将糖油类物质包
裹直接排除体外，起到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降低血糖和血脂的作用。益生元可以促进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增殖，
抑制有害菌和致病菌，低聚糖类益生元还同时具备可溶性膳食纤维的相关特性。随着营养意识的提高，膳食纤维和益生元
在近年来得到人们的关注。

来源：百龙创园招股说明书、保龄宝年报、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糖醇
新糖源

膳食纤维

益生元

淀粉糖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ü 包含类别：谷物类纤维、果蔬类纤维等。
ü 来源：天然存在于植物根茎叶中，主要
从不同农产品中提纯。

可溶性膳食纤维：
ü 包含类别：聚葡萄糖、抗性糊精。
ü 来源：基本是由化学合成的，较少提纯，
其在天然食物中存在的较少。

领先消费趋势金字塔式健康配料体系

“水泥”

“钢筋”

益生元：
ü 定义：益生元是指能够选择
性地促进肠道内原有的一种
或多种有益细菌生长繁殖或
增加碳水化合物代谢的物质。

ü 包含类别：低聚果糖、低聚
半乳糖、低聚木糖、低聚异
麦芽糖、菊粉等。

ü 来源：不同低聚糖来源不同，
可从天然原料提取，也可通
过化学合成途径得到。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是一种多糖，它既不能被胃肠道
消化吸收，也不能产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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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纤维：曾被忽视的营养元素
膳食纤维作为第七大营养素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膳食纤维自身不能被消化和吸收的特性，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无营养物质”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营养学和相
关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膳食纤维在抑制脂肪吸收、促进肠道健康、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具有生理作用。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将膳食纤维列为继蛋白质、脂肪、水、矿物质、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之后的
第七大营养元素。七大营养素在人体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来源：Future Market Insights、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人体七大营养素占人体重量比例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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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重要成分。调节体温、运输物质、促进
体内化学合成和分泌体液润滑肌肤和器官。

构成、更新、修补人体组织和
细胞的重要成分。参与物质代
谢及生理功能的调控。

保护和固定内脏、防止热量散失、
维持体温。

骨骼、牙齿和某些人体组织的重要成分。
维持体内渗透平衡和酸碱值平衡。

人体主要能源物质。
人体所需能量的70%+由糖类供给。

人体内不能合成或合成量不够，
须从食物中摄取。
是维持人体生长发育及生理功能
的必需元素。

不被人体吸收

不发挥关键作用

日常饮食可获取

长期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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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元：肠道中的“二氧化锰”
益生元促进益生菌生长调节肠道健康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 “益生菌”与“益生元”两者虽然只是有一字之差，却在本质上存在很大区别。益生菌是有生物活性的细菌，而益生
元主要是无生物活性的糖类物质。益生元是益生菌的催生剂，能显著促进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生长，从而
来对付有害细菌，促进肠道健康。

• 腹泻是人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严重者因脱水导致死亡。益生元作为一种双向调节剂，除改善便秘外，还能够调节腹
泻。

益生元与益生菌

益生元

益生菌

益生元 益生菌

概念 为益生菌提供“食物” 对人体有益的细菌

免疫反应 不会产生免疫反应 某些体质人群可能产生
免疫反应

活性
非活性物质，能直达
肠道，不受酸性胃液

腐蚀破坏

活性物质，需要经过胃
部强酸环境的考验才能

发挥作用

机理
不直接对机体发挥作
用，通过促活/增殖益
生菌群发挥生理功能

直接作用

益生元功效温和，更适
合日常保健

益生菌功效直接，有一
定的刺激作用，更适合
肠道出现问题时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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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DF、中国知网、柳叶刀、IHME-GBD、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140.9
百万 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

5000万 中国便秘困扰人数

中国超重肥胖人数6亿

47万 中国结直肠癌患者人数

中国受糖尿病/便秘/肥胖/肠道问题困扰人数众多

2022年结直肠癌不同年龄
段新增发病率比例

肠道问题年轻化

• 年轻白领群体由于生
活作息紊乱、缺乏运
动、饮水量少、三餐
不规律、缺乏蔬果摄
入等原因，被肠道问
题困扰。其中便秘、
肥胖等已成为高频肠
道困扰现象。

• 随着对肠道健康愈加
关注及营养知识的普
及，大众逐步意识到
肠道问题的重要性，
着手从补充果蔬膳食
纤维、健康饮食、改
善肠道菌群等方面改
善肠道健康。

糖尿病患者/便秘患者/肥胖人群众多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