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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关锌生理功能的研究仅 1 00多年
,

井且近 30 年来进 展较快
,

但从 实际应用来看
,

则已经有 3 0 0 0 多年历史
。

在公元前 15 0 0 年
,

人

们就已经知道用炉甘石来治疗局部疾病
,

加速

支肤病变的愈合
。

1 8 9 0 年以后
,

用含锌的粉剂
、

溶液和软膏治疗眼科
、

皮肤科疾病已经较为普

遍
。

1 9 5 8 年就有人发现
,

锌为动物生长所必需
,

加出壳的小鸡
,

头几天需要大量的锌
,

等体内达

到最高含量时
,

才能够生长等
。

根据现代的研

究
,

锌是构成人体中许多酶的重要组分
,

并参与

多种器官的构成 ,尤其是对人的智力和身体的

生长发育的影响
,

更为显著和重要
。

(一 )锌的生理功能 锌是人体内 40 多种

金属酶的重要组分
,

并且与 30 多种酶的活性有

关
。

如与组织呼吸和氧的代谢功能有密切关系

的碳酸哥酶 ;直接影响蛋白质合成的核糖核酸

和脱氧核糖核酸聚合酶 ;与骨骼生长发育有关

的碱性磷酸酶
,
与营养代谢有关的许多脱氢酶

等 ;都是含有锌的酶
。

另外
,

如许多肤酶
、

磷酸

酶
、

烯醉酶和醛缩酶等
,

都需要锌来
“

激活
” ,

锌

缺乏或不足
,

多种含锌酶的活性便会降低
,

使胧

氨酸
、

蛋氨酸
、

亮氨酸及赖氨酸的代谢出现紊

乱
,

谷胧甘肤
、

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的合成

量减少 ;结缔组织蛋白和肠粘液蛋 白氨基 己糖

含量的合成被干扰
。

还会抑制和影响硫的利用
,

抑制胸腺啥陡与脱氧核糖核酸 的连接
,

和尿喻

陡与核糖核酸的连接
。

从而影响到蛋白质的合

成和组织细胞的再生
;
并引起免疫缺陷和对感

染的易感性等
。

(二 )对人体生长发育的形响
1

.

对生长的影响 锌可以提高胸腺心陡的

活性
,

加速脱氧核搪核酸与细胞的分裂
,

使氨基

酸利用和蛋白质的合成加速
。

试验表 明
,

人体内

锌和氮的贮存量有平行关系
,

足够的锌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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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婴
、

幼儿和青少年的生长
。

尤其是幼年时期
,

如果缺锌
,

会引起生长发育停滞
,

出现缺锌侏儒

症或类似症状
。

人的初乳中含有很高的锌
,

而它

的生物有效性也较牛
、

羊乳高
,

所以母乳喂养的

婴儿
,

其血浆锌水平也较牛
、

羊乳喂养者高
.

因

此
,

应提倡母乳喂养
,

至少在 3 个月以后
,

才可

以逐渐改用牛乳或其它代乳品喂养
。

2
.

对发育的影响 锌对男性的第二性征和

女性生殖的各个时期的发育
,

都有重要影响
。

如

果锌缺乏或者不足
,

就会使男
、

女性的发育明显

延缓
。

这种第二性征的障碍
,

主要原因在于性激

素产生减少
。

从人体中各部分锌的含量也可以

证 明 这 一 点
,

在 人 的 前 列 腺 中
,

含 锌 约

8 5 9 p PM
,

初 射 出的 精 液 中为 2 9 3 0 p PM
,

而 在

肝
、

肾中的锌的含量
,

仅为其 1/ 2 或 1 / 7
。

鱼类

在产卵之前
,

则几乎把身体中全部的锌
,

转移到

鱼卵中去
。

锌不仅对精子生成是必要的
,

而且对

维持精原上皮的健康也是必要的
。

锌不足
,

使皋

丸中蛋白质的合成减少
,

使肇丸和附攀萎缩 ;并

使与皋丸 有 关 的 几 种酶类
,

如 乳酸脱 氧 酶

( L o H )
、

苹 果 酸脱 氢 酸 ( M n H )
、

乙 醇 脱 氢 酶

( A D H )以及还原型辅酶 l ( N A D H )的硫辛酞胺

的活性都下降
。

埃及
、

伊朗等地
,

由于地球化学

结构和饮食习惯等原因
,

缺锌较普遍
,

因而第二

性征被抑制的现象较为普遍
。

3
.

对骨骼发育的影响 缺锌除影响蛋白质

(包括胶原 ) 的合成外
,

还使与骨骼生长有关的

几种酶类改变
,

使下肢骨的发育不 良和脊柱弯

曲
。

并使下肢出现关节炎样的改变
。

禽类缺锌

时常见的现象之一
,

即为骨骼 的异常
; 长骨 弯

短
,

并随同锌缺乏的程度而增厚
。

4
.

对智力的影响 在细胞分裂和复制的基

本过程中
,

锌参与核酸与蛋白质的代谢
,

包括这

类物质在大脑中的合成
。

试验表明
,

膳食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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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

动物的大脑发育不 良
。

毛发中锌的分析表

明
,

智力较高的人
,

发内锌含量比一般人较高
。

(三 )锌的其它作用

1
.

对味觉和食欲的影响 唾液内的味觉素

是一种含两个锌离子的唾液蛋白
。

作为味觉和

食欲的介质
,

如果锌缺少
,

味觉素减少
,

必然会

影响食欲
。

味觉素也是 口腔上皮细胞的一种营

养素
,

缺锌常会引起 口腔粘膜的增生及角化不

全
,

半寿期缩短
,

容易脱落
;
脱落的上皮细胞可

以掩盖和阻塞舌乳头中的味蕾小孔
,

从而不易

引起味觉
。

此外
,

缺锌还会使消化及代谢的各种

酶活性降低
,

从而影响味蕾的结构和功能
。

所 以

当人和动物缺锌时
,

都有味觉和食欲减退的表

现
。

2
.

对创伤愈合的影响 由于缺锌
,

使 核糖

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的合成量减少
,

创伤处组

织中的胶原减少
,

肉芽组织容易破坏
;而使创 口

恢复困难
。

补充锌
,

加速了以上物质的合成
,

从

而加速 了创伤的愈合
。

3
.

与免疫和吞噬细胞功能的关系 小肠对

锌的吸收增多时
,

肝脏对锌及氨基酸的摄取也

增加
,

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吞噬
、

趋化和杀菌作

用增强
。

从前列腺分离出的抗菌因子
,

其抗菌活

性与含锌量有直接关系
。

当人体缺锌时
,

肠系膜

淋巴结
、

肝脏和胸腺的重量均会减少
;
免疫反应

明显降低
,

T 细胞功能不全
。

4
.

与维生素 A 代谢的关 系 锌参与肝脏

及视 网膜 内维生素 A 还 原酶的组成并发挥作

用
。

该酶与视黄醛的合成及变构有关
,

后者与视

力及暗适应有关
。

补充足够的锌
,

可以使暗视力

增强
。

此外
,

锌还可以增加精子的数 目
,

提高人和

动物的性功能
。

锌与福有竟争作用
,

锌可能减轻

拓对人体的毒害
;
锌镐 比值高的地区

,

高血压的

发病率明显低于比值低的地区
。

锌还可以抑制

脂肪的过氧化反应
,

稳定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

胰岛素依靠含锌的酶激活
,

才能提高机体组织

对葡萄搪的吸收能力
,

如果胰腺中锌的含量降

至正常人含量的 12/ 时
,

就有患糖尿病的危险
。

(四 )形响锌吸收的因素 正常成年人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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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锌量约 2 ~ 2
.

59
,

存在于所有器官和血液中
,

以视网膜
、

脉络膜和前列腺组织中含量最高
。

人

体 内的锌
,

主要经粪便
、

尿
、

汗
、

乳汁和头发排

泄
;妇女月经及其它失血

,

也是丢失锌的重要途

径
。

除婴幼儿
、

早产儿
、

孕妇
、

乳母
、

老年人
,

以及

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人较容易缺锌
,

应当注意

补充外
; 一般来说

,

如果不偏食
,

注意膳食中的

晕素搭配
、

粗细搭配
,

锌的供给
,

还是足够的
。

影

响锌吸收的因素大致有
:

1
.

锌的最好来源是 肉类
、

海产品和家禽
,

而

以牡蛹
、

田螺中含量最高
。

青菜
、

豆荚
、

大豆
、

坚

果 中含锌也较多
,

但还有比较多的植物性食品

含锌量低
,

并由于含纤维素和植酸较多的缘故
,

影响和阻碍锌的吸收
。

如谷类食品经过发酵
,

则

可以破坏植酸盐
,

而提高锌的吸收率
。

2
.

谷物加工过精
,

会损失较 多的锌
。

譬如小

麦加工成精粉后
,

会使锌损失 78 %
。

大米加工

成精白米后
,

使锌损失 70 % ~ 80 %
。

中东各国

发生的缺锌侏儒症
,

还与其谷类食品中含 6
一

磷

酸肌醇较多
,

与锌形成不溶性复合物有关
。

3
.

人奶内含有与锌结合的小分子量配体
,

有利于锌的吸收
。

所 以婴儿断奶后改吃牛奶
,

常

会有缺锌的表现
。

4
.

研究表明
:

当膳食中的磷与氮都低时
,

锌

的需要量最低
。

当蛋白质高而磷低时
,

锌的需要

量增加一倍
。

因而膳食中蛋 白质丰富时
,

应注意

增加锌的供给
。

此外
,

某类药物如青霉胺
、

四环素等
,

以及

遗传和某些疾病等原 因
,

也都可以影响锌的吸

收
。

封 面 说 明
白腹锦鸡 hc 呷

习。勿 hP 。 。切` , 丹如
e 又名

“

铜鸡
” 、 “
凤

且鸡
”

等
。

鸟纲
、

难科
。

雄鸟羽色华丽
,

头顶
、

背
、

脚等部

金属翠绿色
,

枕冠丝状朱红色
,

披肩白色而具黑色羽缘
,

下背和腰朱红色
,

腹部纯白
,

尾修长而稍曲
,

并布满带斑

和云石状花纹
。

雌鸟
,

尾短
,

上体及尾大都棕褐色
。

栖息

于 2 00 0~ 4 0 0 0m 的山地
,

出没于多荆棘的灌丛及矮林

间
.

冬季迁干低山农田地带
。

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

也吃

少量昆虫
。

主要分布于西藏东南部
、

四川中部及西南

部
、

云南大部
、

贵州西部
。

国外限于缅甸东北部
。

为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

(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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