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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甘子对强致癌物N 一亚硝基化合物

在人体内合成的阻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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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 昆虫研究所 )

宋圃菊 梁学军 程 列

(北京医科大学 )

摘要 本文采用 o h shi m a 的方法
,
以尿 中 N一亚稍 基脯氛酸 (N PR O ) 量 为指

标
,

研 完 了余甘子果汁队断人体内 N 一亚峭基化合物 (N N C )的合成
。

12 名志愿者摄

入 L一脯氛酸 5 0 0 m g 和稍 酸钠 3 0 0 m g 后
,

尿中 N PR O 的量平均为 7 5
.

1 0 n m o l
,
而

当摄入上述两种药物的同时
,

分别给予同浓度的抗坏血 酸和余甘子 果 汁 后
,

尿 中

N PR O 的含量则分别降为 4 1
.

0 8 n m o l和2 0
.

7 9 n m o l
,

且后 者比本底值 (2 5
.

5 5 n m o l)

还低
。

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
,

摄入含杭坏血酸 75 m g 的余甘子果汁 13 m l
,

即能完

全阻断 5 0 0 m g L 一脯氛酸和 30 0 m g 峭酸钠在人体 内所引起的 N PR O 的合成
。

同时

也证明
,

余甘子果汁能有效地队断人体内N N C的合成
。

关键词 余甘子多 N , 亚稍基化合物 多 N 一亚消基脯氛酸
; L一脯氛酸 , 峭 酸钠 ,

抗坏血酸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

致癌性亚硝胺不 仅 可 在 动物胃内合成
,

也可在人体内合成
。

而且

体内合成是人类接触致癌性 N 一
亚硝基化合物 (N N C )的主要来源 [ ’]

。

可见
,

选择天然食品来

阻断体内合成
,

对于防止内源性 N N C潜在的致癌危险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我们曾先后报道了余甘子汁在体外模拟胃液条件下和在动物体 内对 N N C 合成 的阻断作

用的研究结果 [ 2
一 “]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采用 0 五sh im a 的方法 I‘J,

以尿中 N P R O 的含量为指

标
,

定量研究余甘子对人体内N N C合成的阻断结果
。

我们期望并深信
,

这些研究结果能对我

国余甘子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
,

对增加一种效果极佳的防癌天然食品产生积极的影响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材 料

余甘子汁采 自云南省景东县自然分布的山甘野生种的果实
,

洗净
、

凉干
、

去核
、

压榨而

得
,

抗坏血酸含量为 5 91
.

77 m g / dl
。

使用时不再稀释或浓缩
。

硝酸钠为北京红星化 工 厂 出

品
,

分析纯
。

其他试剂和仪器同动物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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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方 法

1
.

受试者摄 入前体物及尿收集 受试者为 12 名男性青年
,

身体健康
。

实验前两天及实验

期问均食用相同菜肴
,

主食大米和馒头
,

不限量
。

收集尿的当天早餐食用面食糕点
。

食用两

天实验餐后
,

测定 24 h 尿中N PR O 含量
,

作为本底水平 (第 1 期 )
。

然后以自身为对照
,

按如

下分期经口摄入受试物
:

第 2 期摄入硝酸钠和 L一脯氨酸 ; 第 3 期摄入硝酸钠
、

L一
脯 氨酸加

抗坏血酸 ; 第 4 期摄入硝酸钠
、

L 一脯氨酸加余甘子汁
。

每期实验间隔 72 h
。

硝酸钠和 L 一脯

氨酸剂量分别为 3 00 和 5 00 m g ,

配成20 m l水溶液
,
抗坏血酸剂量为 75 m g ,

配成 10 m l水溶

液 ;
余甘子汁剂量为 13 m !

。

受试者于上午 7 时 口服硝酸钠
,

30 m in 后 口 服 L 一脯氨酸或加余

甘子汁或加抗坏血酸
, Z h 后进餐

。

摄入硝酸钠前排空膀胧
,

收集此后 24 h 的 尿 于 预 先 加

10 m l A s 液的聚乙烯塑料瓶中
,

以肌醉含量 ( 1
.

。一 1
.

5 9 / 2 4 h 尿 )监测尿量是否收全
。

受试

者在实验期间禁食芹菜
、

菠菜
、

鱼制品以及其他含硝酸盐高的食物
,

不吸烟
,

不喝茶
、

咖啡

和啤酒
,

不服药
,

以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
。

自由饮水
。

2
.

尿中 N PR O 的 汉
,

I定 测量 2 4 h 总尿量
,

混匀后取 5 0 m l尿样
,

用醋酸乙醋 5 0
、

3 0
,

30 m l三次萃取
,

其余按动物实验 [a] 进行
。

3. 尿中肌醉 刚 定用苦味 酸法 [0]
。

二
、

结果与讨论

12 名志愿受试者吃两天实验餐后
,

2 4 h 尿中的N PR O 本底水平以及摄入前体物硝酸钠和

L一
脯氨酸或前体物 加余廿子汁或抗坏血酸后

,

尿中N PR O 排除量的变化见表 1
。

受试者摄入

3 0 0 m g 硝酸钠和 5 0 0 m g L 一脯氨酸后
,

尿中 N PR O 平均含量(7 5
.

lo n m o l)明显高于本底水

平 (2 5
.

5 5 n m o l)
,

说明体内出现N PR O 合成
。

但个体差异较大 (3 9
.

6 3一 1 4 4
.

7 2 n m o l)
,

是否

裹 1 摄入不同受试物24 h 尿N PR O 含t (n m o l)

,
’

各 实 验 期 摄 入 的 受 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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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侯开卫等
:

余甘子对强致癌物N一亚硝基化合物在人体内合成的阻断作用 5 7

可以认为这与各人 口腔里形成的亚硝酸盐的量不同有关
。

这在许多资料中反映出
,

人体摄入

硝酸盐后在 胃肠道上部吸收入血循环后
,

其中一部分由唾液腺分泌到 口腔中的硝酸盐被细菌

还原成亚硝酸盐
。

此种转变 比例虽然较稳定
,

但其绝对量个体间差异很大[ ”〕
。

随唾液进入胃

内的亚硝酸盐可能与此时摄入的工一脯氨酸在酸性条件下合成N PR O
。

st ic h 等研究了不同膳

食时尿 N PR O 含量的变化
,

发现食亚硝酸盐加工的肉制品
,

尿 N PR O 含量较高 (2
.

5一7 8
.

5

昭) ;
食不加硝酸盐的肉和鱼制品

,

尿 N PR O 含量则较低 (0 一 。
.

8 0 9) ; 而 素 食 者 也 较 低

(0 一3
.

5 0 9 ,

平均 0
.

8 卜g) 〔7 ]
。

可见
,

摄入膳食中可能 已形成的不同的N P R O
,

也是影响24 h

尿 N PR O 含量的另一 因素
。

但本实验受试者不吃鱼肉等类制品
,

因而从膳食中摄入 已形成的

N PR O 的可能性极小
。

从实验结果可看出
,

在摄入前体物的同时
,

摄入 已知阻断剂抗坏血酸 75 m g ,

尿中N PR O

含量平均为 41
.

08 n m ol
,

比只摄入前体物者降低较多
,

差异极为显著 (P < 0
.

0 1 )
。

但此值仍

高于本底水平较多
,

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
,

该剂量的抗坏血酸只有部分阻断作用
。

而在摄入

前体物的同时摄入相当于 75 m g 抗坏血酸的 13 m l余甘子汁
,

尿中N PR O 含量却明显低于相

同剂量的抗坏血酸
,

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并降到本底水平
。

表明 此剂量的余甘子汁在本

实验条件下能完全阻断 3 00 m g 硝酸盐与 5 00 m g L一脯氨酸在人体内引起的N PR O合成
。

这

与动物实验的结果一致
。

可否认为余甘子汁除抗坏血酸外
,

还有其他阻断体内亚硝化的成分

(如单宁
、

酚类物质等)
。

其他学者和我们的研究说明
,

N PR O 模型是一个简便
、

灵敏
、

可靠的方法
,

且无致癌和

致突变作用
,

故可用于反映人体内源性亚硝化能力的指标〔“l
。

利用这一方法来研究天然食品

对N N C体内合成的影响
,

筛选出有效的阻断剂作为对抗 N N C 危害的保健食品
,

具有较大的

实用意义
。

本实验表明
,

作为一种天然食品
,

余甘子汁具有明显减少和消除人类接触内源性

N 一亚硝基化合物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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