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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米黄酒的急性毒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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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薏米黄酒的急性毒性，评价该酒的食用安全性。方法：以 ICR 小鼠为受试对象，一次性给予最大剂量，观察薏米黄

酒对小鼠的急性毒性反应，测定薏米黄酒的 LD50 和最大耐受剂量。结果：小鼠无一只死亡，无法测出 LD50，最大耐受量大于

20400 mg/kg。结论：实验检测表明，该黄酒无毒，为薏米黄酒的应用提供了毒理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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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cute toxicity of coix seed yellow rice wine, and to evaluate the consumption safety of the
yellow rice wine. Methods: Maximum dose was given once to ICR mice for detecting acute toxicity of the mice, the LD50 ofthe coix seed
rice wine. The largest quantity of administration was detect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mice death and LD50 of the yellow rice wine was
not detected. The largest amount of the drug was more than 20400 mg/kg. Conclusion: The rice wine was safe, which provides a
toxicolog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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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酒是我国的民族酒，在世界三大酿造酒（黄酒、葡萄酒和

啤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其酿酒技术独树一帜，成为东方酿

造界的典型代表和楷模，其中以浙江绍兴黄酒为代表的麦曲稻

米酒最悠久、最有代表性。湖南新化县的蚩尤酒厂另辟蹊径，以

当地祖传工艺为基础，结合现代黄酒酿造技术，生产出了以薏

米等为主要原料新型黄酒。薏米含有蛋白质 14％，脂肪 5％，

碳水化合物 65％，粗纤维 3％，钙 0.07％，磷 0.242％，铁

0.001％，而且还含有人体所需的亮氨酸、精氨酸、赖氨酸、酪氨

酸等必需氨基酸及矿物质[2,3]。近年研究证明，薏米中的薏米酯、
薏八醇及β、γ，2 种谷甾醇等具有防癌、抗癌作用[4]。该黄酒不

仅口感好、不上头，而且具有很好的保健价值。但是，黄酒是多

种微生物共同作用的结果，微生物对原料中的某些化学成分能

够发生各种修饰和转化[5]，尽管薏米没有毒副作用，但是其发酵

产品的急性毒性、对人体的功效等，还需进一步研究。为了对消

费者负责，本研究对其进行了急性毒性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薏米黄酒由湖南省新化县蚩尤酒厂提供，产品黑褐色，以

薏米、糯米为主要原料，按照传统黄酒生产工艺优化酿造而成，

产品具体成分为：蛋白质 5.8 %，总酯 3.5 g/L，糖度为 134 g/L，

酒度为 22 %，总酸 6 g/L，氨基酸态氮 1.05 g/mL，pH 4.1。
试验动物 ICR 小鼠 45 只，其中雌性 20 只，雄性 25 只，体

重 20±2 g。由上海斯莱克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 中国科学院

上海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饲料由湖南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1.2 方法

1.2.1 半数致死量（LD50）的确定 严格参照文献[6]进行，采用霍

恩氏（Horn）法。取 25 只小鼠，其中雄性 15 只，雌性 10 只。将小

鼠分别进行编号、称重，然后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5 组，每组

雄性 3 只，雌性 2 只。适应环境 4 天，观察动物是否健康，实验

前禁食不禁水 16 h。
根据薏米黄酒的酿造加工工艺和相关文献[7]等，设计灌胃

剂量为 1000、2150、4640、10000 及 21500 mg/kg 体重。一次性

给予薏米黄酒，容量为 0.4 mL/20 g，且各剂量组的灌胃容量相

同（取平均值）。连续观察 14 天。
1.2.2 最大耐受剂量法[6] 取 20 只小鼠（雌雄各半），实验前处

理同上，参照文献[6]所述，然后给予小鼠 20400 mg/kg 体重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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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灌胃容积及方法同上。灌胃后连续观察 14 天，最后解剖观

察。

2 结果

2.1 半数致死量（LD50）的确定

适应饲养阶段，小鼠活跃、被毛平整光滑、反应敏捷、行动

有力、粪便呈黑褐色麦粒状，无死亡情况，表明小鼠健康。

按照 GB 15193.3-2003 饲喂薏米黄酒后，根据“啮齿动物

中毒表现观察项目”，从行为、动作、对刺激的反应、分泌、鼻孔、

腹形、粪便、阴户、阴茎、乳腺、会阴、皮肤、毛色以及一般情况等

对受试小鼠进行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同时也没有发现明

显的中毒症状，且最后小鼠全部存活。对受试小鼠进行解剖观

察，也没有发现有异常现象。根据 GB 15193.3-2003 进行判断，

可见，薏米黄酒无毒性作用。
2.2 最大耐受剂量法

由表 1 可知，灌胃薏米黄酒后，小鼠行为正常，未出现明显

的中毒症状，观察期间均未见死亡，解剖观察亦未发现小鼠有

异常，从而可见小鼠对薏米黄酒的最大耐受剂量应大于 20400

mg/kg。根据 GB 15193.3-2003，可以认为食用薏米黄酒是完全

安全的。

表 1 薏米黄酒最大耐受剂量

Table 1 Maximum tolerated dose of coix seed rice wine

3 讨论

本 实 验 严 格 按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
15193.3-2003- 急性毒性试验》进行，方法标准可靠。急性毒性试

验可用于评价食品生产、加工等过程中所涉及的可能对健康造

成危害的化学、生物和物理因素的急性毒性作用。急性毒性试

验中如果受试物能引起动物死亡，常以 LD50 作为毒性指标[8]，

它具有灵敏精确、重现性稳定等优点。但当受试物毒性极小或

未显示毒性而无法测出 LD50 时，可以采用最大耐受剂量法。
实验结果表明，该厂家生产的薏米黄酒急性无毒，且最大耐受

量高，是该酒在最大灌胃容量下的最大浓度，即原酒液浓度。造

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以下 2 点，其一，该酒的

生产原料无毒。薏米属禾本植物，是我国古老的食用、药用等皆

佳的粮种之一。民间以其做饭食为佳馔，并视其为名贵中药，在

药膳中具有广泛的应用，被列为宫廷膳食之一。薏米中不仅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等有机物，还含

有各种无机盐，如钙、铁、铜、镁，等[9,10]。其二，黄酒虽是多种微

生物经过发酵等作用形成的，但在此过程中未形成明显的有毒

物质。
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薏米性寒，入脾、肺。肾经。具有健脾、

补肺、清热、渗湿的功能，对平衡血压和血脂也有好处。《本草纲

目》中称，薏米“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胜湿、养颜驻容、轻身

延年”，可用于治疗脾胃虚弱、高血压、尿路结石、尿路感染、蛔
虫病等，还有防癌、抗癌、利尿、解热、强身健体等功效。该黄酒

中糖度较高，而近年来研究表明[11-13]，药用多糖能治疗多种免疫

缺损疾病，如慢性病毒性肝炎等，还能治疗风湿病之类的自身

免疫疾病，能抗肿瘤，治疗使机体免疫系统受伤的癌症，能抗消

化性溃疡，具有突出的抗病毒活性，有的还能诱导干扰素的产

生，能促进核酸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对人体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这些都说明该黄酒可能具有一定的药用保健价值。
黄酒是多种微生物共同作用的结果，微生物能够通过各种

方法，如酶法修饰，改变物质的化学结构[11,14]。这就有可能增强

薏米等的药理活性，赋予薏米黄酒优于薏米的成分和功能。但

也不能排除在这种不严格的控菌条件下的发酵作用，酒曲和环

境中的微生物和酶可以转化薏米中的成分为有害物质。因为检

测手段还不能够检测出这些痕量成分，但是长期大量的饮用，

就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15]。例如，微生物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B1
的毒性为氰化钾的 10 倍、砒霜的 68 倍，但是其检测技术就要

求很高。因此，其有害成分的分析及对人体的影响尚需要进一

步的实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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