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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辐射灭菌的原理和安全评价

徐涛，陈范欣

(天津市技术物理研究所，天津300192)

中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宝贵财富，我国有雄厚的中医

用药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几千年来，中医药为保护中华

民族的健康、繁衍生命、抗御疾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灭菌是

中药生产的一道重要工序，关系中药制品的质量。中药灭菌

方法主要有4类：水洗除菌、化学灭菌、热灭菌、辐射灭菌。水

洗灭菌不会很彻底；化学灭菌会有有害试剂残留物，对中药

化学成分影响较大，而且至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化学杀菌

剂；热灭菌效果比较好，但对药效有影响。所以主要介绍了射

线辐射灭菌。

辐射灭菌的优点是：(1)灭菌彻底，无污染和残毒，也不

会产生感生放射性。(2)灭菌在常温下进行，即“冷灭菌”，不

影响中药成分。(3)产品可以在包装后灭菌，没有二次染菌问

题，只要包装不透菌，可以长期保证质量。(4)适合大或小批

量连续作业，节约能源，成本低廉。

1 y射线辐照中药灭菌的原理

1．1 电离辐射：电离辐射指的是那些能直接地或间接地通

过初级或次级过程而使物质产生电离效应的辐射。用于辐射

加工的辐射源主要是：电子加速器产生的高能电子束，能量

在0．5～10 MeV；放射性同位素”Co或”7Cs放射出的7射

线，目前国内中药辐射灭菌大多数采用60Co 7射线。

1．2 60Co 7射线辐射灭菌的生物学过程[2]：高能射线照射物

质后会引起物质中的微生物、昆虫等发生一系列物理学效应、

化学效应和生物学效应达到杀虫、灭菌的效果。其相互作用过

程大致分为5个阶段：物理阶段、物理化学阶段、化学阶段、生

物化学阶段、生物学阶段。利用辐射的生物学效应，就可以实现

抑制发芽、延缓生理过程、灭菌、杀虫和防霉等目的。

1．3辐照剂量与效应的关系：辐射灭菌剂量由中药所含的

细菌种类、初始染菌数、微生物的辐射敏感性以及辐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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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决定。实际应用中常用将存活的微生物降低到十分之一

时所需要的剂量，即D，。值。如果需要辐照的中药产品初始染

菌数为Ⅳ。，辐照后要求达到的细菌数为Ⅳ，则所需要的辐照

剂量D—KD，。lgN。／Ⅳ，K值由经验得出。

2中药辐射灭菌的应用

我国中药灭菌实验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主

要有4种方法：水洗除菌、化学药剂灭菌、(干或湿)热灭菌、

辐射灭菌。但不久在各地蓬勃开展的试验研究中，辐射灭菌

脱颖而出。目前全国用于辐射加工的钴源装置有100多座。

除了中药灭菌外，还用于辐照食品灭菌杀虫和保鲜、医疗器

械灭菌、玩具灭菌、辐射化工、材料改性以及宝石改色等项

目。天津原子能辐照中心即天津市技术物理研究所钻源成立

于1986年。近年来，天津市各中药厂、部分制药厂、医院和许

多保健药品的生产厂家都在物理所的钴源辐照灭菌。辐照产

品品种有中药材、中成药等各种丸、散、片、胶囊，还有西药和

保健品。辐照不限定包装形式，而且可以是原料、半成品、成

品，批量没有任何限制。中药辐照灭菌已经成为食品和药品

生产工艺中必不可少的工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年版中准备增加辐射灭菌的内容。在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

都允许辐照中药，美国已写入药典。德国原来在辐照食品方

面比较保守，但是随着欧盟的成立也只好承认辐照食品。目

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允许辐照食

品，也包括植物药。

3中药辐射灭菌的安全性评价

3．1 辐照中药是否有沾染放射性和感生放射性[3]：辐照中

药一般使用密封型60Co辐射装置，被照物不接触放射性核

素，不会沾上放射性物质。研究证明，要使组成食品的基本元

素，碳、氧、氮、磷、硫等发生核反应需一定的I临界能，最低的

铍一9为1．67 MeV，最高的碳一12为18．8 MeV。而60Co 7射

线的能量为1．33、1．17 MeV，几乎不可能产生感生核反应，

因此辐照中药不会产生感生放射性。

3．2辐照食品的营养卫生评价[4]：经过各国学者对食品中

的主要营养成分：蛋白质、酶、碳水化合物、脂肪和维生素，辐

照前后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详尽地研究，证实电离辐射对食品

中的主要营养成分的影响，在程度上与其他加工方法没有明

显的区别。联合国粮农组织(FA0)、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多次召开国际辐射食品科

学讨论会，评价辐照食品安全性。1980年10月，由上述3大

组织组成的“辐照食品联合专家委员会”归纳各国30多年安

全性研究结果，确认“为储存目的，任何食物受到总平均剂量

10 kGy以下的辐照(7射线和10 MeV以下电子束)，不再需

要进行毒物学方面的检测，也没有特殊营养和微生物问题”。

4结语

综上所述，辐照技术作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项高新技

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中药的灭菌工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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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胰岛素抵抗的研究现状

李 怡，闫小光

(卫生部北京医院瑞东糖尿病中西医结合研治中心，北京 100730)

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简称IR)泛指胰岛素在

周围组织摄取和清除葡萄糖的作用减低。目前已证实，IR不

仅与1I型糖尿病密切相关，而且还是糖耐量减低、肥胖症、高

血压病、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脑血管病等多种疾病的共

同危险因素。IR产生的机制仍未完全阐明，一般认为是遗传

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在该研究领域起步

较晚，近年来，众多学者通过辛勤的工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

面尝试性地提出了胰岛素抵抗的病机、证候和方药，并经大

量实验和临床研究加以论证，做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

1 单昧药及提取物和复方制剂的实验研究

该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实验动物，通过不

同的模型和治法，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与糖尿病IR相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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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标如血糖、血脂、血液流变学、胰岛素敏感指数M值和

胰岛素、雌二醇／睾酮、游离脂肪酸、瘦素、TNF—a等生物活

性因子的改变；证实了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也是密不可分

的，增高Na+一K+一ATP酶活性以降低血压，可以改善胰岛素

抵抗，提高I型和减少Ⅱ型骨骼肌纤维组成成分，改善胰岛

素抵抗的同时又可以降低血压。

1．1单味药及其提取物：人参皂苷既可以加速葡萄糖氧化，

又可加强肝糖元合成，进而降低血糖。人参水提物可能是通

过增强胰岛素对葡萄糖的敏感性而发挥作用。大黄治疗Ⅱ型

糖尿病模型大鼠4周后，血清胰岛素水平降低，胰岛素受体

最大结合力明显增高，说明大黄可以通过对胰岛素受体的作

用改善IR。生地黄含地黄低聚糖等，在降低实验性糖尿病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