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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理化性质 盐酸硫胺素为白色针状晶体，有特殊香味，在水中溶解度较大，在酸性
溶液中很稳定，即便虽加热到120℃也不被破坏，但在碱性溶液中加热极易分解破坏，紫外线照射也会
破坏其活性。 3.吸收和转运 食物中的维生素B1到达小肠上部，在磷酸化酶和叫磷酸化酶作用下释放出
来。肠道中维生素B1含量很低时，主要通过主动运输方式转运，但当其含量很高时，就通过被动扩散
作用吸收。饮酒和叶酸缺乏会抑制维生素B1的吸收。 吸收进入血液后，维生素B1与清蛋白结合，90％
的维生素B1进入红细胞中，随血液转运到机体各部分。其中，脑对维生素B1的需求量最高，人体可以
储存的维生素B1有25～30mg，大部分存在于骨骼肌、心脏、脑、肝脏和肾脏中。过多的维生素B1将随
尿液排出体外。 维生素B1在体内可受多种因素作用而被降解。例如，防腐剂中的亚硝酸盐可以攻击维
生素B1分子中的亚甲基键，导致嘧啶环和噻唑环之间的键发生断裂。 4.生理意义与缺乏病 维生素B1具
有两方面生理学作用：一是参与α—酮酸的氧化脱羧作用；二是抑制胆碱酯酶活性。因此，当维生
素B1缺乏时，会造成以下症状： （1）α—酮酸无法正常氧化脱羧，提供能量，引起脚气病，临床表
现为心跳加快、肢体麻木、无力等能量代谢性心血管病症。 （2）α—酮酸堆积，刺激机体神经组织
，引发末梢神经萎缩，下肢血管扩张水肿的末梢神经炎，临床表现为烦躁易怒、健忘、心力衰竭等神
经系统症状。 （3）维生素B1缺乏导致胆碱酯酶活性升高，乙酰胆碱水解加速，神经传导出现障碍，
导致胃肠蠕动减慢，食欲匮乏，消化不良等症状。 这也符合脚气病的基本特征。 维生素B1缺乏的主
要病症是脚气病（beriberi），beriberi来自于锡兰语，意为“I can't，I can't”，来自于患者下蹲后就无
法站起时无奈的说法。历史上，脚气病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大规模流行。19世纪末，不到1000万
人的印度尼西亚每年因脚气病死亡的就达到10万人。当时脚气病的流行主要是由于人们食物过分单一
，以去皮大米为主食，却缺乏其他食物补充，造成维生素B1的缺乏。而在今天，脚气病已经很少见，
但在酗酒人群中仍有发生。这时因为酒精摄入会减少维生素B1的摄入，而增加维生素B1的排泄。有研
究表明，饮食如果10d完全没有维生素B1，就可能产生轻微的脚气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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