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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酶Q10的定义、特性

• 辅酶Q10（Coenzyme Q10，CoQ10）是一种生物体内重要的脂溶性维生素类物质，也被称为泛醌。辅酶Q10在
细胞线粒体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参与能量代谢的过程，使细胞正常运转，同时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 辅酶Q10是一种维持心脏、肝脏、肾脏、血管等器官健康的重要营养素，能够提高心肌收缩力，增强心肌细胞的抗
氧化能力。此外，它还能够提高免疫功能，增强身体抵抗力，改善皮肤干燥、脱屑等问题。在保健品、化妆品、医
药等领域均有应用。

辅酶Q10的功效

药
物
治
疗
作
用

支持心脏健康 辅酶Q10可以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减少再住院率。 

降低高血压 辅酶Q10可以降低血压，可能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扩张血管。

缓解痴呆症状 一些研究表明，辅酶Q10可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

减缓肌肉损伤 辅酶Q10被认为可以减轻肌肉疲劳和损伤，可以在训练和运动中被使用。

保
健
作
用

抗氧化作用 辅酶Q10具有抗氧化作用，能够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

提高免疫力 辅酶Q10可以帮助提高身体免疫力，防止病毒和细菌的感染。

缓解疲劳 研究表明，辅酶Q10可以改善身体疲劳状况，有助于提高身体健康和运动能力。

抗衰老 辅酶Q10可以提高身体的抗衰老能力，在皮肤、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辅酶Q10的应用

辅酶Q10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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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神经退行
性疾病

细胞凋亡、线粒体功能障碍及氧化应激都是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肌
肉萎缩侧索硬化症等的可能原因,辅酶Q10在治疗这些疾病上表现出非常大的潜力。

治疗高血压
有研究表明,辅酶Q10在治疗高血压方面是有的。Yamagami等发现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白细胞内的辅酶Q10活性降低,于是对20例血清辅酶Q10降低的高血压患者
服用辅酶Q10 33mg,3次/d,12周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明显降低; 

治疗心力衰竭
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其心脏组织中辅酶Q10的含
量明显低于健康人群,并通过对心肌活检表明,心衰程度越严重的患者,其心肌辅酶
Q10含量越低,如果每日补充辅酶Q10可显著改善其病症P。

其他应用
生物体的多种疾病表征跟辅酶Q10缺乏有关,如肌肉营养不良、肾疾病、牙周病甚
至男性不育等,辅酶Q10可作为这些疾病的治疗药物或辅助药物;辅酶Q10因影响
人体利用碳水化合物代谢途径和降低血糖,因此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可能有效。

在
食
品
工
业
中
的
应
用

膳食补充剂

在美国,辅酶Q10是前十大膳食补充剂之一,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美国FDA在
2003年发出批文正式将辅酶Q10作为食品添加剂应用到饮料、糖果、糕点、乳酪、
酸奶等食品生产中,可以作为一种非处方药和功能性食品在超市、药店自由出售;
法国等公司开发了含有辅酶Q10及多种复合维生素、矿物质的运动型饮料,采用功
能性营养成分强化的运动型饮料能够更好的补充运动中损失的电质、体液和能量
物质,延缓疲劳的产生,从而提高运动能力: 

医药方面

我国对于辅悔Q10的研究主要应用于医药方面,在食品中添加的相关研究较少。
2006年9月25日,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以辅酶Q10为原料生产的
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征求意见稿)》，辅酶Q10在我国才逐渐开始广泛应用
于保健食品。据统计,至今我国共批准含有辅酶Q10的国产保健食品产品94个,主
要有片剂、胶囊、软胶囊剂型。

• 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辅酶Q10在治疗神经

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肌肉萎缩侧索硬化

症等这些疾病上表现出非常大的潜力。

• 治疗高血压。有研究表明,辅酶Q10在治疗高

血压方面是有益的。

• 治疗心力衰竭。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

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其心脏组织中辅酶

Q10的含量明显低于健康人群。

• 辅酶Q,的其他应用。生物体的多种疾病表征

跟辅酶Q10缺乏有关。

• 辅酶Q10在食品中的安全性。辅酶Q10的显

著特点是无毒性、无致畸作用和无明显副作

用,临床使用十分安全。人们长期食用含辅酶

Q10的食品迄今未见有明显的毒副作用报道。



辅酶Q10的生产方法

辅酶Q10的生产方法

从动植物组织中提取。

由于动植物中辅酶Q10含量低，各种化学成份复杂，并受原料和

来源限制，因此产品成本高，价格昂贵，规模化生产受到一定

限制，主要用于基础研究。

从烟叶中提取茄呢醇，

用半合成法制备。

茄尼醇俗称烟膏，是从废弃烟叶中提取一种医药中间体，用来

合成维生素K2和辅酶Q10。半化学合成法技术上比较成熟，产

品成本低，价格适中，但缺点是其产品生物活性比生物提取法

要低。

完全合成法。
上海复旦大学辅酶Q10的研究成果已经转让给了浙江新和成制药，

其方法为全合成法，将在近期实现投产。

微生物发酵法或植物细

胞培养法。

采用发酵法生产的辅酶Q10原料，每公斤生产的成本在2000-

2300元人民币.目前己在日本实现了商业化生产,主力企业是协和

发酵株式会社;国内不少科研机构和企业也正在积极研究发酵法,

但只有新昌制药已经实现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 从动植物组织中提取。主要从动物新鲜

肝脏中提取。

• 从烟叶中提取茄呢醇，用半合成法制备。

半化学合成法是目前工业上广泛应用的

方法，它采用茄尼醇为原料，经深度加

工而成。

• 完全合成法。完全合成法技术要求较高，

工艺复杂，目前较少使用。

• 微生物发酵法或植物细胞培养法。微生

物发酵提取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

全新的生物工程的方法，它既综合了前

两种方法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们的缺点，

是今后较为有希望的实现工业化的方法。



辅酶Q10的发展过程

• 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辅酶Q10产业经历了起步（2003-2004年）、群雄逐鹿（2005-2006 年）和优胜劣汰（2007年以
来）三个阶段。而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国内企业的生产和出口规模不断增加，价格和成本则逐渐下降。

起步（2003-2004）

在这个阶段中美国 FDA批准 Q10用于
保健品领域，筹划投产的企业众多

激烈竞争（2005-2006）

这个阶段中由于发酵法的T艺逐步成熟，
其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远低于合成法，
使得合成法逐渐淘汰，采用发酵法生产

的几家厂家陆续登台

格局稳定（2007-至今）

这个阶段中市场格局逐步清晰，市场已
经逐渐由几个优势厂家形成一个相对稳
定的竞争格局。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国
内厂家的生产和出口规模逐渐增加，价

格和成本则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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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酶Q10的生产现状

国外

• 日本最早开发了辅酶Q10，并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国家。据

统计，全球有90%的产品来自日本，其生产企业主要有协和制

药、日清制粉以及清渊化工三家，仅清渊化工一家年产原料药

就达30吨(中国卫生部考察汇报资料)。

• 这三家企业不仅在产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享有技术专利，

他们从技术垄断中取得了高额利润。其中发酵法生产辅酶Q10

原料药，只有协和发酵株式会社一家工厂生产。

• 日本主要通过合成法生产的辅酶Q10，生产所需的茄尼醇多从

印度等国进口。

• 中国是世界上茄尼醇生产能力较大的国家，但由于生产工艺的

限制，我国只能以3万元/吨的价格出口到日本(每年从我国进

口含量≥17%的茄尼醇350吨左右)，再由日本加工成为含量在

95%以上的纯品返销给中国。

中国

•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进行辅酶Q10的技术研究，

1998年底，我国第一条半合成工艺辅酶Q10 生产线在江苏

海门通联化工有限公司投产,使用国内生产的茄尼醇和进口的

3，4，5-三甲氧基甲苯为原料，使之成为国内合成辅酶Q10

的唯一制造商。

• 国内关于微生物发酵提取法生产辅酶Q10的研究在近几年也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8年，烟台康泰药业制品公司开始进

行光合菌发酵法生产辅酶Q10的研究。

•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

前该院应用生物工程技术，已基本实现了以微生物发酵提取

新技术进行工业化生产，制备出了富含辅酶Q10的菌液。

• 目前较多采用的从烟叶中提取茄尼醇，再通过半合成法制备

的方法的核心工艺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辅酶Q10的销售现状

• 世界范围内辅酶Q10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美国、日
本、西欧以及澳大利亚，其中美国市场占到总消
费能力的三分之一。

• 日本最早开发了辅酶Q10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
产国家。

• 在美国，辅酶Q10 除了应用在医药领域外，还作
为一种维生素用于食品添加剂，作为非处方药和
功能性食品在超市、食品连锁店和药店自由出售。

• 欧洲也是辅酶Q10重要的消费市场，同样用于保
健食品。

• 我国辅酶Q10行业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产量位
居全球第一，到2028年，全球辅酶Q10市场规模
预计将达97.08亿元。辅酶Q10开发空间及开发
前景巨大。

• 在化妆品领域，由于辅酶Q10 的提取加工技术比
较复杂，所以目前在护肤品中的应用并不普遍，
因此从辅酶Q10 的未来发展空间上分析，保健品
和食品应用将是其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加的主要源
动力。

全球销售情况

日本
据统计，全球有90%的产品来自日本。全球产量最高的两家公
司为日清制粉和协和发酵株式会社。在日本约有800一1000万
人使用辅酶Q10产品，相当于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

美国

2002年美国“非植物来源”保健食品按市场畅销情况其排名依
次为:1.葡糖胺（水解甲壳素产品）与硫酸软骨素;2.CoQ10(辅
酶Q10);3.鱼油类;4.氨基酸类;5.褪黑激素制剂。这就决定了辅酶
Q10在美国的高消费基础。

欧洲 欧洲也是辅酶Q10重要的消费市场，同样用于保健食品。

中国
我国辅酶Q10行业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到2028年，全球辅酶Q10市场规模预计将达97.08亿元。辅酶
Q10开发空间及开发前景巨大。



辅酶Q10在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

辅酶Q10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

供需情况

预计到2024年，辅酶Q10全球供应量将达到1695吨，市场规模为10亿美元，
需求增速约16.7%。自2006年开始，我国允许辅酶Q10应用于保健品，经过
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辅酶Q10产品生产国，产业链
也越发成熟。

政策层面

随着《“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1-2035年）》等国字
号文件不断出炉，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辅酶Q10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基础不断被巩固，未来发展令人期待。

消费市场

“大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与人口老龄化、新冠
疫情反复持续等因素汇聚在一起，为辅酶Q10产业孕育出一个庞大的亿级消
费市场。尤其是在保健品领域，辅酶Q10产业可以被定义为膳食营养补充剂
产业，这是营养保健食品行业的细分赛道。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产品普及
率和人均消费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整个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等待挖
掘，辅酶Q10行业未来的市场上升空间巨大，值得各方研究和关注

• 从市场的供需情况来看，市场消费

逐年递增的趋势非常明显。

• 从政策层面来说，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叠

加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消费需求，辅

酶Q10产业已经成为大健康产业体

系的重要一环。

• 从消费市场来看，“大健康”理念

日益深入人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增加与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反复

持续等因素汇聚在一起，为辅酶

Q10产业孕育出一个庞大的亿级消

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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