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 ,衰老模型与自然衰老模型的病变过程及一些观测指标可能不完全一致 ,但两者大部分观测指标的

改变趋势是一致 ;因此 , D - 半乳糖制亚急性衰老模型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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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生物活性物质 (综述)

马忠言 　于君美 　杜 　明 　山东省淄博卫生学校 　(255200)

有些食物含有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当与机体作用后能引起各种生物效应 ,称为生物活性物

质。〔3〕它们种类繁多 ,有糖类、脂类、蛋白质多肽类、甾醇类、生物硷、甙类、挥发油等等。它们主要存在于植物

性食物中 ,对人有的有利 ,有的有害。瑞士哲人和医生 Paracelsus 认为 ,植物是人类食物和药物的来源 ,也是毒

物的来源 ,“所有食物都是毒物 ,没有无毒性的食物 ,仅仅是量的多少左右了他们毒性的大小”。

生物活性物质的危害

菌类美味可口 ,如平菇、香菇等可汤、可菜 ,很受喜欢 ,但某些食用伞菌含有多种肼的衍生物 (如伞菌氨

酸) ,多为潜在的有毒或致癌物质 ,一般摄入时对健康造成的伤害很小 ,但大量摄入就很危险。有些人喜食杏

仁 ,而杏仁中含有毒性很强的苦杏仁苷和生氰糖苷 ,过量食用会有致命的危险。山黧豆种子中含有神经毒素

3 - N - 草酰基 - 2 ,3 - 二氨基丙酸 ,食入过多会损伤运动神经而引起麻痹。豆类也含有多种有害的生物活性

物质 ,如凝集素、生氰糖苷、肌醇六磷酸、甲状腺肿素、皂角苷、植物雌激素等。所幸的是天然存在于豆类中的

大多数有毒物质在烹调过程中会被破坏。植物性食物中的许多生物活性物质还会干扰矿物质的吸收 ,如茶中

的丹宁是铁吸收的抑制剂 ;肌醇六磷酸可导致维生素 D 和锌的缺乏。植物中还有许多化合物有类似激素的

活性 ,如首先在南美洲的饲料植物中后来又在野燕麦中发现的维生素 D 糖苷 ,具有维生素 D 的活性 ;甘草中

的甘草酸有盐皮质激素的活性 ,因此过量食用甘草可导致钠潴留和严重高血压 ;现还发现在植物尤其豆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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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有的化合物具有雌激素或抗雌激素的活性。引起过敏反应也是生物活性物质常见的危害 ,如对那些 6 -

磷酸葡萄糖脱氢酶缺乏的人来说 ,食用蚕豆可能是致命的 ;乳糜泻是一种对谷蛋白过敏的反应 ,这种谷蛋白存

在于小麦、黑麦及大麦中 ,对此物质过敏的人群约占 1/ 2000 ;饮用葡萄皮中含过量多酚物质的红葡萄酒或含

甲基黄嘌呤 (如咖啡和茶)的饮料引起的偏头痛也是常见的反应。

生物活性物质在疾病发生和预防中的作用

在许多慢性疾病如心脏病 ,癌症和骨质疏松症等的发生中饮食起了什么作用 ,已经成为营养学家关注的

问题。有证据证明 ,食物中的生物活性物质与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生有关。肥胖是危害人们健康的主要因素 ,

而某些饱和脂肪酸的过多摄入不但引起肥胖 ,并且使血液胆固醇浓度升高。食用鱼类能降低血浆胆固醇或血

压从而使心脏病的发病率降低 ,这应归功于鱼中的不饱和脂肪酸。〔1〕还有人提出某些多不饱和脂肪酸也会减

少心脏病患者心律失常的发生。南地中海国家的吸烟人数比例相对高 ,但他们心脏病的发病率却比其它地区

低 ,这与他们的饮食 —橄榄油、红葡萄酒、大蒜、水果、蔬菜中存在某些保护性成分不无关系。

食物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但癌症的发生确与饮食有关。动物研究指示 ,限制能量

摄入可降低癌症发生的危险 ;蔬菜、水果能减少结肠癌 ,胃癌的发病率 ;绿叶蔬菜和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 ,对人

体癌症的大量观察发现 ,其血浆β- 胡萝卜素水平较正常人为低 ,因此认为 ,它能降低癌发危险 ,是通过减少

自由基的作用而实现的 ,虽然胡萝卜是胡萝卜素的主要来源 ,但防癌效果最强的是白菜类绿叶蔬菜而不是胡

萝卜。这可能是因为绿叶蔬菜还含有其它防癌物质 ,如具有特征性辛辣味的含硫化合物 (如葡萄糖异硫氰酯 ,

S - 甲基半胱氨酸亚砜氧化物) 。尽管这些化合物大量用于饲喂动物时会诱发甲状腺癌 ,但小量时似具有保

护动物对抗某些癌症诱发剂的作用 ,据认为其机制是诱导小肠产生使这些化学物质代谢的酶。大蒜中类似的

含硫化合物 (烯丙基二硫化物)具有同样的抑癌效果。〔2〕

食物中脂肪摄入量的增加及复合糖类摄入量的减少与结肠癌的增加有关。食物的某些成分或肠道某些

分泌物被修饰后能够成为致癌剂或辅助致癌剂 ,但在大肠中可以由于糖类的存在而被减少。食物中非淀粉多

糖 ,抗消化淀粉及纤维素等物质的增加 ,可使大肠内容物稀释并加快粪便的排出 ,因而缩短了大肠粘膜接触致

癌物的时间。糖类发酵可产生短链脂肪酸 ,降低粪便的 p H 值 ,并可阻止胆汁酸和中性固醇的降解 ,据认为 ,

次级胆汁酸使许多致癌剂更活泼 ,并且它还是谷胱甘肽 S - 转移酶潜在的非底物抑制剂 ,而此酶与外源性致

癌剂的解毒有关。〔1〕

饮食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对某一特定个体的作用 ,不仅依赖于这些物质的效力、剂量、持续时间 ,而且与

该个体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有关。以乙醇为例 :一方面 ,适量的乙醇摄入可以降低中、老年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及其引起死亡的危险性 ;另一方面同样剂量的酒精能增加青年妇女过早死于癌症的危险性 ;何况适量的酒

精对肝病患者来说也是有害的。再如 ,两项大规模的随机试验即β- 胡萝卜素、维生素 A 效能试验和α- 生育

酚、β- 胡萝卜素对癌症预防研究中发现 ,增加吸烟者β- 胡萝卜素供应量 ,能增加其死于肺癌的危险性。〔1〕一

般认为生物活性物质大多源于植物 ,因此食用植物性食物种类越多 ,接触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的机会就越多。

虽然大多数植物化合物能诱导产生使它们自身分解和消除的酶 ,但该系统在幼年期尚未发育成熟 ,所以给儿

童吃在成人看来似乎是单调的食物也许是有益的。

尽管天然食品这个术语被广泛地用于表达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含义 ,但是食物中天然存在的生物活性物

质对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许多天然存在的毒物通常被分散在许多受体上 ,其毒性有些也许是拮

抗的 ,因此总的毒性为零 ,食物的加工也能使某些生物活性物质分解和消除 (如用酵母发酵面包使肌醇六磷酸

分解 ;对豆粉加热处理使胰蛋白酶抑制剂灭活) ,但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 ,生物活性物质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课题 ,如何开发利用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利的一面 ,避免或消除其有害的一面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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