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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污染的玉米面及粗提物的急性毒性研究

李东华 张 萍 罗雪云 卫 生部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所

摘要 本文用 引起人体食物中毒的同批玉米面及其粗提物进行鸽子致吐试验

及小 鼠的急性毒性观察
。

结果发现
,

含 的玉米面可致鸽呕吐
,

相当于

剂量 明 体重
,

粗提物的致吐剂量为 。 体重
。

毒素粗提物对小

鼠的 为雄性
·

体重
,

雌性
·

体重
。

显示受试玉米面的急性

毒性较大
,

提示玉米面中除含 外
,

可能还有其它毒素
。

年 月
,

河北省 县中学发生

了一起食物中毒
。

该校近 名学生进食校

食堂供给的玉米面粥后
,

先后 出现中毒症

状
,

如头晕
、

恶心及部分学生呕吐等
。

经测

定
,

该玉米面含 一 印
。

为进一

步了解天然污染了 的食品毒性
,

我们

用该起食物中毒同批玉米面样品进行了初步

的急性毒性研究
。

材料与方法

受试动物及试剂
一 个月龄鸽子 只

,

购自北京

某养鸽户
。

昆明种小鼠
,

约 一 伪
,

购自解放军

医院
。

甲醇
,

北京化工厂出品

氯仿
,

北京化工厂 出品

二甲基亚矾
,

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分

公司经销
。

玉米油 购自医科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

‘

致鸽呕吐实验 鸽子 只 随机

含量低于 下 法测定限 ‘ 以
。

分为 组
。

最高剂量组的受试物为玉米面样

本
,

经测定 含量为 卿
,

其余各组的

受试物用无毒玉米面 依次倍倍稀释至

含量为
、 、 、

印
。

各

组 动 物 的 给 毒 素剂 量 为
、 、

、 、

体重
。

玉米

面做成米粒样大小颗粒饲喂鸽子
,

饲喂量为

的鸽子公斤体重
,

观察致吐情况
。

另用上述有毒玉米面
,

用甲醇和氯

仿抽提蒸干
,

再用二甲基亚矾溶解
,

花生油

定容
,

至 含量为 加
,

此为

毒素粗提液
。

将体重约 的鸽子 只
,

随机分为 组
,

最高剂量组给予鸽子粗提液

原液 体重
,

其余各组灌胃中含原液
、

。
、

。
,

用花生油稀释
,

灌胃

量为
,

观察最低致吐量
。

小鼠急性 取昆明种小鼠雌雄

各 只
,

按体重随机分为 组
。

粗提

物的制备方法同前
,

用霍恩氏法测 粗

提物的
。

各组动物灌胃量由高到低
,

依

次为含原液 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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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体重
。

在第 次灌胃后
,

于 小

时
、

小时分别再次灌胃
。

详细记录小鼠的

中毒表现及死亡情况
,

观察时间为 周
。

结果

致鸽呕吐试验

进食 含量为 及 玉米面

的鸽子
,

半小时后即出现中毒症状
,

表现烦

躁不安
,

食道蠕动增强及腹泻
。

印 组鸽

子在 小时内出现呕 吐症状
。

玉米面 中

的最小致鸽呕 吐剂量为 体

重
。

其他三组动物未见明显中毒表现
。

用 粗提物给鸽灌胃后
,

除最小剂

量外
,

余三组均出现呕吐症状
,

呕吐最迟发

生在 小时内
,

粗提物中 的最小致吐

量为 体重
。

各组动物均出现毒性

反应
,

表现活动减少
、

萎靡
、

腹泻
。

小鼠急性

小鼠经灌喂给予粗毒素
,

小时后出现

中毒症状
,

少动
、

多汗
、

嗜睡
、

震颤
、

至死

亡
。

雌性动物死亡发生在 小时内
,

雄性

动物死亡则发生在 天内
。

粗提物对雌及雄

鼠的 分别为 体重 可信限为

一 犯 加 体重
、

体

重 可信限 一 体重
。

各

相 当 于 剂 量 为 体 重 和

体重
。

讨论

我国八十年代曾首次从致人呕吐的玉米

赤霉病麦中检出
,

随后的普查亦发现我

国霉玉米中广泛存在
。

对自然存在的

毒素和纯毒素研究表明
,

自然污染提取的毒
素毒性高于纯品的毒性

。

〔 〕。。 纯品在

致 鸽 呕 吐 试 验 中
,

最 小 致 吐 剂 量 为

啊 体重
,

对 小 鼠的经 口 为
体重

。

〔 〕本文直接用使人呕吐

的同批玉米面做致鸽呕吐实验
,

鸽子在

剂量为 时发生呕吐
,

粗提物则在

。。 。
·

啊 体重时致鸽呕吐
,

显示受

试玉米面的毒性较大
,

小鼠的半数致死量研

究亦证实了这一点
。

这些结果提示
,

受试玉

米面中尚含有其他单端抱霉烯族类等毒素
。

上野等曾报道
,

〔 〕。。 对狗的最低

致吐剂量为
,

猪在 水平

即可致吐
,

本实验鸽的最低致吐量为 一
。

因此从相对剂量来看鸽可能不

是 致吐的敏感动物
。

在鸽致吐实验中
,

粗提物 为致吐

剂量为
,

低于玉米面中 的致

吐剂量
,

其主要原因在于
,

玉米

面致吐实验中
,

受试样 含量较低
,

进

食量达 左右
,

并为固体样
,

不易于消化

吸收
,

因而 进入体内的速度较慢
,

所

需的剂量也就相应增大
。

而粗提物中

含量较高
,

灌胃体积较小
,

油溶剂也较易吸

收
,

从而使体内达到最小有作用浓度的剂量

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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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行政处罚的承担能力
、

一贯表现
、

过错

形式
、

事后悔过程度等情况综合判断
。

最

后
,

决定具体处罚时
,

还应符合食品卫生法

规定的目的和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