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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

蔬菜和含纤维的谷类产品与冠心病危险 这种

食物必须是或必须含有水果
、

蔬菜和谷类产品
,

还必须符

合
“

低饱和脂肪
’ 、 ‘

低胆固醇
’
和

·

低脂 的要求
,

不

另强化每份即含有至少 可溶性纤维
。

钠与高血压 必须符合
“

低钠
’
描述的要求

叶酸 在即将发表的规则中
,

不同意用叶酸与

神经管缺陷关系的说明
。

锌与老年人的免疫功能及 详地卯 一 一 脂肪酸与

冠心病的说明未批准在标签上使用
。

标签上食物的组成

已经标准化的食物上要列出食物的完整组成成分
,

其

中包括

添加的色素

用于许多食物作为调味和增味剂的蛋白质水解物的来

源

含果汁的饮料必须表明果汁所占的百分率
。

法规所产生影响的分析

根据对新标签的价格效益比分析
,

在未来的 年

中
,

估计新食物标签将使食品生产单位花 , 一 亿关

元 但从公共卫生角度估计
,

它的好处会大大超过此数
,

可能的好处包括延长冠心病
、

瘤
、

骨质疏松
、

肥胖
、

高血

压和对食物过敏反应者的生存年数和减少死亡年数
,

其效

益在 一 亿美元
。

食物标签还可以帮助消费者从中受到教育
,

增长营养

知识
,

能准确选择合乎卫生
。

符合膳食指南的食物
。

随着

新食物标签出现
,

年将会有一批营养教育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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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碱是动物组织中必需辅酶
,

是婴儿必须营养素
,

也

是一种维生素 近十年来由于对该种物质的研究不断发

展
,

初步认识到了其营养作用及对心胜的作用 纯 一肉

碱作为商品供应是从 年以后开始的

肉碱 一 口让 又称左旋肉碱
,

六助 维生紊

丁 简称 一
,

化学名称为 一 轻基 一 一 三 甲胺基丁

酸内醋
,

一 印一 一 丫以丫了 计怕 一

分子式为

日扩
‘

印

一

分子量

肉碱研究与发展

肉碱于 , 年从肉制品中分离出来
,

定名为 献卜

年 下。们比。和 戊加确定其化学结构
,

并于 同年

对其功能与胆碱进行了比较
。

年 浓 在研

究 族维生素时
,

发现了大黄粉虫生长需要的一种维生

素
,

并将之定名为维生素 丁
。

年 叭 等人研究证

实维生素 下 即 一 肉碱
,

最初不了解这类物质与维生素

相似所以称为肉毒碱
。

年 吐 发现 一 肉碱能加快

线性粒体对脂肪的消耗作用
,

并确定为人体必需营养物

质
。

年芝加哥 召 开 国际营养会议将 一 肉碱划 为
“

特定条件的必须营养素
’ 。

目前国外生产的 一肉碱以盐酸盐为主
,

其次为酒石

酸盐和柠檬酸镁盐
。

肉碱中的 一 肉碱和 一 肉碱不能作为营养素
,

人

体摄人后会造成 一 肉碱缺乏
。

肉碱是动物组织的组成部分
,

成人身体含肉碱为

克左右
,

可自行合成 绝大部分分布于心肌
、

骨骼肌中
。

动物性食品是肉碱的主要来源 植物性食品中不含或含量

极微
。

高等动物能在体内合成足够量的肉碱
,

但也有人合

成肉碱不足 并且多种疾病可改变人体组织肉碱含量 肉

碱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尚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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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肉碱含量

食物名称 一 含量 克 公斤体重

山羊肉

羔羊肉

牛 肉

猪肉

兔肉
。

羔羊肝
、

酵母
、

牛奶 一 一

鸡蛋

面包
,

花生
、

花椰菜

桔子汁
、

大麦
、

菠菜
、

土豆

肉碱的生物合成

肉碱的生物合成起始于体内两种必须氨基酸 —赖氨

酸和蛋氨酸
、

三种维生素
、

冷
、

烟酸 和一种矿

物质 —还原铁
,

冬 酮戊二酸醋 丁二酸醋

井毕卫

华军毕斗
闷

抗坏血酸 比
‘

径化酶

肉碱

赖氨酸

蛋氨酸

即

抗坏血酸
、

烟酸
、

还原铁
肉碱

赖氨酸竺兰燮丝达
卜

甲基化酶

‘ 、, ‘日 , 。。

一 一 二甲基 一 一 赖氨酸

漆 酮戊二酸醋

火 一

抗坏血酸

撇酸 甘丫

赢
‘日 ,

州
一 。。

线粒体

一 轻基 一 一

一 三甲基 一 一 赖氨酸

磷酸毗哆醛 氨酸

硬蔽不一一一 —一一一 一 丁基甜菜醛

辅酶 户闪 日

酞氢酶

一 丁基甜菜硷

肉碱的生理功能

目前所知肉碱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作为载体以脂酸肉碱形式 将长链的脂肪酸从线

粒体膜外运送到膜内
,

于线粒体基质内进行 刀一氧化而

产生能量
。

作为载体以酞基肉碱形式将线粒体内的短链酸基

乙酸 丙酸支链酞等 运送到膜外
、

起到调节线粒体内

酸基一 比例的作用
,

并为细胞质中脂肪酸合成

提供乙酞基
。

此过程由肉碱基辅酶 完成转移
、

催化作

用
。

将体内过量和非生理性的酞基团及机体内酞基积

累而成的代谢毒性物质排出体外
。

肉碱的营养作用

一肉碱在婴儿营养方面至为重要
。

但婴儿体内生物

合成肉碱能力很低
,

年 呜阳 报告 了
“

肉碱缺乏

症
’ 。

目前认为原发性或继发性肉碱缺乏症皆可通过补充

肉碱进行治疗
。

肉碱主要存在于骨骼肌中 年 卜犷心测定正常

体重新生儿肌 肉平 均 肉碱水平为 士 前 叫
户 正 常成 年 男 性 肌 肉 平 均 肉碱 水 平 为 士

不 ℃ 明
,

正常成人女性肌肉平均肉碱水平为

士 门泊
。

哺乳动物通过膳食摄人和内源合成供给肉碱 新生儿

主要靠外源肉碱维持血液水平
。

人乳中肉碱含量较高
,

产

后两周内达到高峰
、

一 天为 土 口 一

天为 士
帅以 婴儿食用不含肉碱配方奶其血浆

浓度降至 一 阳 正常为 一 节。 。

酮体在新生儿代谢中占重要地位
,

尤其脑组织为重要

的供能基质
、

肉碱缺乏时生酮过程受阻可能引起严重代谢

紊乱
。

肉碱与脂肪酸氧化有密切关系
,

肉碱缺乏时影响婴儿

脂肪代谢
,

肉碱对婴儿来说是
“

条件必需营养素
’

适当

补充肉碱有利于婴儿正常生长发育
。

一 肉碱在成人营养方面是一种类似维生素的重要营

养紊
。

尤其对孕妇
、

乳母
、

运动员
、

老人及处于精神高度

集中的人群 肉碱能明显提高心脏血管功能
,

如降低心

率
,

增加心博量
。

在进行长时间
、

大运动量时肉械能最大

限度增加运动员需氧能力 增强运动员体力
、

耐力和抗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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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能力
。

训练时食用肉碱可以提高亚极限运动成绩 有人

称之为良好成绩的
“

类训练因子
’ 。

一 肉碱能降低运动员体重
、

减少多余脂肪 有的研

究证实
,

运动员在参加耐力和强度的运动项 目时
,

在训练

期间 周内
,

每天服用 克
,

比赛前 分钟服用 克

可获得最佳成绩
。

未经训练的人每次服用 克
,

每 日

次
,

持续 天
、

也可能使运动成绩得到明显改变
。

老年人组织中氧化脂肪酸所需的 一 肉碱随老龄化而

减少
,

补充肉碱对调节代谢失调
、

激发激素活力及对心胜

营养有特殊重要意义
。

心肌能量之一来自脂肪酸氧化
,

补

充 一 肉碱 也增强心肌功能
。

美国已将 一 肉碱列人营养强化剂
,

并已列人第

版药典
。

法国于 年 月允许肉碱作为营养强化剂
,

普遍用于婴儿食品和普通食品 瑞士政府批准其为营养添

加剂
。

目前有 个国家婴儿食品中加人了肉碱

近几年来医疗方面报导
, 一 肉碱可用于缺血性心脏

病
,

充血性心力衰竭
,

慢性肾功能衰竭及肌肉痉挛
,

肝硬

化 甲状腺机能减退的治疗
。

肉碱的安全性评价

迄今为止国际上对 一 肉碱评价以盐酸盐为主
。

一 肉碱盐酸盐 山
年 山 手 丈 至 进 行 研 究

,

经 口 碑 鼠 古

印啊 体重 早 体重 雄兔 叫
体重 雌兔 印明 体重

。

亚急性中毒

山手丈至 〔 年 进行大鼠 夭喂养试验
,

设
、 、

印
、

印啊 体重组
,

习 体

重组在试验期间 古死亡率为 印 早为 出现软

便
、

体重减轻
、

脾一肠间膜淋巴结增大
,

脑上皮细胞
、

眼

球角膜上皮细胞出血
。

刃 体重组
,

日 减少
,

盲 肠 增 大
,

加均沐 体 重 组 尿 十
、 一 增 加

,

刀 体重组仅盲肠增大
。

试验确定最大无作用剂量

为 阀 体重 日
。

菊赤干人 进行喂养猎犬 闪 的试验
,

设
、

印
、 、

如以 体重组 各组为期 周
,

结论最大无作用剂量 闪 体重

慢性试验

年工滕信进行 一 肉碱盐酸盐慢性动物喂养试

验
,

设
、 、 、

勺 体重组
,

为期

个月 最后结论无毒性效果剂量为 啊 体重 日
,

有毒性效果剂量为 加田闪了 体重 日
。

致畸试验

年中村厚报导大鼠致畸试验
,

毒性无影响剂量

为 内 体重 日 生殖无影 响量为 勺

体重 日
,

仔胎无影响量 们以 体重 日
,

仔发

育无影响剂量 刃 体重 日

二
致突变试验

年派中义则报导
, 一 肉碱无致突变作用

一 肉碱酒石酸盐 瑞士龙沙公司

大鼠口服 询

皮肤刺激腐蚀试验结论 无皮肤刺激与腐蚀

户门祀 , 剂量自 井 一 印 拜 以 皿时
,

未见毒性

作用也未见诱发基因突变

进行犬体内吸收及大鼠口服体内吸收试验合乎规定

国际上对肉碱的有关规定

瑞士 “斌 。公司组织专家 由 下哈 加 等三人
,

对 一 肉碱进行安全评价
,

认为 一 肉碱是安全的物质

无论 一 肉碱盐酸盐
,

酒石酸盐
、

柠橡酸

镁
,

都 为 如以 体 重 日
,

体 重 为

汀叼

法 国政府 年 月一 日重 申 年 意 见

一 肉碱为多用途营养素
,

每 卡热量可加人 ,价 勺

肉碱 相当每天消耗 千卡热量可用 印 每夭消耗

千卡热量运动员可用 咱
。

瑞士政府于 年 月 日
,

确定 一 肉碱最高口

服限量为 刃 日
。

参 考 文 献

叭
· 一 吮阳 坏 地阳

叫 吸 派一
,

匀沐 , 、

峨刃
·

比代 淤 妇 了比沁

旧 , ℃ 比幻 二
,

一

田论 吐了 ·

闪以百比。 公 艳 时 以记晚旧

戊 比 响 耐 比印
厅祀 『℃ 爹 比心 一 肠

田
·

语 印 用 份叮
‘

司

们比印 阳
, ℃ 口口 ℃ 的 比

抽 日。的 吧
,

‘ 、 一

川
·

胜 ’
口们议们 · 口欣 七以 「 一 一

成 田延子
·

用小 白鼠进 行胃康素急性毒性试

验
·

汰 一 伙
· 二

〔下接第 印 页 〕



第五卷 第四期

年 月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丫。

一起因食蔬菜罐头引起的

型 肉毒梭菌食物中毒的调查分析

陈小 宁 常建岭 吴季高 新疆塔城地区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所

年 月 日
,

新疆塔城市发生一起因食用虹豆

罐头引起的 型肉毒梭菌食物中毒
,

现报告如下
。

流行病学调查

患者罗某 引 年 月 日在塔城市北市场购买 瓶

塔城市堵头厂生产的虹豆罐头
。

中午开始食用
,

晚饭同其

弟 人就餐
。

其弟食了两口 自觉味道不好未再吃 罗某一

人将两瓶罐头至 日陆续吃完
。

其他食物均为 日常加热食

物
。

该堵头厂属市二轻局下设的一个集体企业
,

设备简

陋 无严格的卫生管理制度
,

只具常压灭菌设备
,

更豆罐

头的杀菌温度为 』全二七二鱼塑 与标准的杀菌温度相差很

℃

大
, 一 一 的达不到杀灭芽胞菌的效果

。

℃

临床表现

患者罗某
,

男
,

岁
,

潜伏期 小时
,

月 日

下午起自感疲乏无力
,

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
,

复视
,

吞

咽困难
,

眼睑下垂
,

发音障碍
,

无发热
、

脉博血压正常
、

意识清醒
,

日用
、

两型肉毒抗毒紊治疗
。

日

检验定型后
,

改用 型抗毒素治疗
,

日痊愈出院
。

实验室诊断

样品 取中毒患者食用过的虹豆罐头空瓶
。

毒素测定 用 咧 灭菌生理盐水洗下肛豆罐头

瓶中残渣
,

印 〕卿 们 离心
,

取沉淀物接种增菌培

养管
,

置 ℃ 灭杂菌后 置 ℃温箱培养 天

取培养液经 印 众卿 离心
,

取上清液做小白鼠中和

试验 结果为 型肉毒毒素

讨论

本起肉毒中毒
,

经流行病学调查
,

临床表现
,

实

验室检验
,

确定为因食用虹豆罐头引起的 型肉毒中

毒

中毒原因分析

灭菌工艺条件不符合要求
,

该厂仅考虑标准温

度影响肛豆魄头的风味 采用自定温度
,

因芽胞菌未被灭

活
,

加之厌氧条件适宜
,

而造成芽胞苗繁殖产毒
。

中毒患者缺乏自我保护知识 也是造成中毒原

因之一
,

明知是有异味的罐头食物
,

仍继续食用
,

造成中

毒
。

近年来我国己发生多起食用蔬菜罐头引起的中

毒事件
,

几乎均为小型集体企业产品
。

在生产罐头工艺

中
,

杀菌
,

封口
,

这两个关键因素值得注意
。

杀菌应以 肉

毒 型芽胞为指标制定一个杀菌公式
,

似确 保杀灭芽胞

的可靠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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