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生产能力
。

3
.

4 在设备选型过程中
,

我们用普通的高温高压设备代替了价格昂贵的高温高压反应釜
。

这

样在保证生产能力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

大幅度压缩了设备投资
,

而且操作十分简便
。

3
.

5 本工艺采用独特的净化处理方法
,

简便的分离提纯过程和特殊的微粒子化手段来生产活

性钙
。

本产品经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检测
,

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 (G B 9 9 9。一8 8) 及河北省药

品标准(9 1 版 )
。

美国药典 (1 9 , o )
,

英国药典 (19 8 8 )
,

日本药典(第+ 二版 )
。

本工艺和其它工艺相比具有四个突出特点
:
1

.

产品质量高
,

2
.

成本低 (从几百元 / K g 可降

至几十元 / K g )
,

3
.

主体设备投资少 (从几十万元降至几万元 )
,

4
.

生产周期短 (仅徽粒子化工

序从 5一7 天降至半小时)
。

生产实践证明
,

本工艺设计合理
,

产品质量稳定
,

并且生产过程中无

三废无污染
。

本工艺于一九九四年一月通过技术鉴定
,

化学
,

化工
,

医药
,

食品
,

生化方面的专家一致认

为
,

本工艺居国内领先水平
,

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

3
.

6 河北保定康华活性钙厂
,

四川广元豪富根制药厂
,

分别利用本工艺生产出了高质的活性

钙并成功的开发出《活性钙冲剂 》《活性钙片》
。

由于本工艺产品吸收率高
,

价格合理
,

口感很好
,

服用方便
,

因此产品自投放市场以来
,

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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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法制备超微活性钙

范支鹤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 (1 0 0 0 8的

一
、

研翻背景

钙是人体的生命元素之一
。

在正常人无脂肪个体组织中
,

钙的平均含量为 20
.

7一 24
.

8 克

/公斤
,

其中”%是以晶体形式存在于骨骼组织中
。

研究表明
,

人在发育成长期
,

骨量呈增长趋

势
,

到 中年以后
,

骨量逐渐丢失
,

绝经后的妇女
,

骨量丢失尤为严重
。

男性丢失约骨量峰值的

2 0一30 %
,

女性丢失达 30 一40 %
。

人体缺钙可引起各种疾病
。

在发育成长期缺钙
,

将影响正常发育
,

严重者造成拘楼病
.

成

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和妇女
,

骨量逐渐丢失又未及时补钙
,

将发生腰背病
、

肢体麻木
、

肌肉痉挛
、

间歇玻行等症状
,

严重者导致驼背
、

弓腰
、

骨质疏松易骨折等病症
。

现代生物医学研究表明
:

人体细胞膜内外存在极高的钙离子浓度差
,

它调节细胞的分泌
、

收缩
、

兴奋
、

抑制乃至繁衍等功能
。

高钙梯度的衰退将导致人体衰老
。

缺钙引起的低血钙会使

甲状旁腺产生
“

致高血压因子
”
的多肤物质

,

导致血压升高
;
低血钙还会引起糖尿病

、

关节炎
、

神

经病
、

免疫功能减退所引起的各种感染等
.

为了维持人体正常的代谢
,

保持健康的身魄
,

人们每日必须吸收一定量的钙
。

1 9 9 3 年第四

届国际骨质疏松症会议推荐钙摄入量成年女性 l0 0 0 m g / 日
,

绝经后妇女 1 5 00 m g / 日
,

青少年

1 2。如召 / 日
。

人们主要从腾食中摄入钙
。

在我国膳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

其钙含量本来就少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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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植物组份对钙吸收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

很多组份如肌醉六磷酸盐醋
、

植物纤维素
、

搪醛酸
、

藻

酸钠
、

草酸盐等
,

对钙的吸收都起抑制作用
.

因此
,

我国大多数居民都缺钙
,

特别是儿童与中老

年妇女
。

有资料表明
:

北京学龄前儿童缺钙者高达 60 %以上
,

严重缺钙患拘楼病者占受检儿童

3 7 %之多
。

中年知识分子大多因缺钙开始变矮
,

严重者几年就矮了几厘米
。

随着医学卫生知识的普及
,

人们愈来愈认识到钙的重要性
,

除注重膳食结构外
,

还进行适

量的补钙
。

药物补钙和食品强化补钙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
。

市场上出含的钙制品
,

大多数是以海洋生物牡砺贝壳等为原料
,

经高温焙烧
,

粉碎调制成
。

受其工艺限制
,

钙粉粒度较粗
,

钙含量较少
,

活性较低
,

生物利用度不理想
.

由于近海严重污染
,

牡蝎贝壳中重金属沉积
,

将危及人们的健康
。

某些西方 国家钙制品特别注明
“

非海洋生物制

成
” 。

研究表明
,

儿童食用动物骨骼制成的补钙食品
,

可能导致铅中毒
,

严重的会引起发育缓慢
、

智商下降
。

美国专家建议
:

消费者应尽量避免食用掺有动物骨粉的补钙食品
。

为了提高钙制品的补钙效果
,

并能适应大规模自动化连续生产的需要
,

我们研制了新技术

新工艺来制备钙粉
。

二
、

断技术新工艺的特点
:

研究表明
:

钙剂的生物利用效果与其活性有关
,

这主要取决于钙的粒度与晶型结构
。

我们

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
,

采用纯天然钙盐为原料
,

经高频等离子体闪速活化处理
,

制备超徽粉体
。

其工艺流程简图如下
:

高高预电源源源 高颇等离子子

系系统统统 体发生器器

空气
-

僵翌一
夭然钙盐

气气体分配配

系系统统

加加料系统统

等等离子热解解解解解解活活化反应器器器 收集集

系系系系统统

包包装装

新技术新工艺特点
:

1
.

利用等离子体状态下的气体分子大量离解为原子
、

离子和电子
,

具有极高的离解能和

电离能
,

增强物质的活性
,

强化传热过程
,

加速反应进程
。

2
.

在高沮热流中传热强度很大
,

传热过程可在毫秒级 内完成
。

气固相温度接近平衡
,

传热

对钙盐分解过程的影响可以忽略
。

反应过程表现为反应动力学控制的特征
。

温度升高反应速

率大大加快
,

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反应
,

生成大量细小晶核
。

调节反应条件
,

控制反应时间
,

阻止

晶核合并长大
,

得到超徽的活性钙粉
。

3
.

新技术新工艺采用高科技技术
,

流程自动化程度高
,

生产能力大
。

4
.

整个流程无任何污染产生
,

对环境没有污染
。

三
、

产品质. 的检验结果

本工艺产品送至北京市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

国家有色金属材料及电子分析测试中心
,

北

京大学分校生物系进行粒度
、

成份
、

卫生检验和生物利用度检测
。

结果如下
:

1
.

粒度
:

产品粒度经 ST
一

03 仪测定
:

粒径小于 1林m 的颗粒约占 80 %以上
,

平均粒径为 。
.

28 林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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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化学成份

按部颁分析规范进行成份分析
,

结果为
:

组 成 C。% Pb % A , % C d % Ba % 不溶物%

含 样品 5 57
·

1 7 < 0
·

00 0 1 < 0
·

0 0 0 1 < o
·

0 0 0 1 < o
·

0 3 < o
·

l

量 样品 7 56
.

0 9 < 0
.

0 00 1 < 0
.

0 0 0 1 < 0
.

0 0 0 1 < 0
.

0 3 < o一

化验结果表明
,

产品钙含量> 5 5%
,

高于市售钙剂的钙含量
,

其他有害元素含量均低于部

颁卫生标准指标
。

3
.

卫生检验

本产品经北京市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检验
,

质量指标达到国家 G B 9 9 9 o 一
8 8 标准

,

同意按

申报配方和工艺转让
。

测试结果如下
:

组 成 C a % A s

写 Pb % 不溶物% 碱金属 %

9 3 8
一
1 5 0

.

1 < 0
.

0 0 0 08 < 0 0 0 0 0 6 < 0
.

1

9 3 8
一
2 50

.

1 < 0
.

0 0 0 08 < 0
.

0 0 0 0 6 < 0
.

1

烧损%

0
.

3 9通
压J性�了.月子

9 3 8
一
3 50

.

8 3 < 0
.

0 0 0 08 < 0
,

0 0 0 0 6 < 0
.

1 1
.

74 0
.

3 0

4
.

动物试验

北京大学分校生物系用 W is ta r
大鼠做试验

,

对大鼠实验前后体重的变化
,

饲料利用率
,

股

骨长度
、

密度
、

重量
,

股骨指数
,

股骨钙
、

磷含量
,

钙代谢的吸收率
、

储留率
,

血钙
、

血磷乃至鼠体

钙及整体钙利用率等钙代谢指标
,

进行了研究与测试
。

结果表明
:

用本工艺产品所饲养的大鼠
,

活动正常
,

发育迅速
,

股骨粗大
、

坚实
,

不易折断
。

试验期间
,

大鼠平均体重增长了 80
.

44 %
,

而

未添加钙剂饲料的大鼠
,

体重仅增加 52
.

27 %
。

本产品的钙吸收率
、

储留率和体钙利用率分别

达到 7 1
.

1肠
,

9 1
.

4 %
,

6 1
.

4 %
。

与奶粉及市售活性离子钙比较

产品类别 钙吸收率 % 钙储留率 % 股骨存留率纬 体钙利用率写

本产品 7 1
.

1 9 1
.

4 4
.

9 7 6 1
·

4

奶粉 8 1
.

5 98
.

1 5
.

3 7 8 4
.

0

市售离子钙 6 0
.

7 6 7
·

3 2
·

9 1 3 6
·

8

四
、

对新技术新工艺的鉴定

1 9 9 4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组织召开了此项 目成果鉴定会
,

由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
、

中国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评议组长陈可冀院士任主任
,

包括吴承康院士
、

于若木理事长在内

知名的 12 位专家学者
,

组成鉴定委员会
,

鉴定意见如下
:

1
.

新型钙剂的研制对我国人 民特别是孕妇
、

儿童和中老年人普
.

遍缺钙状况的改善
,

增进

健康
,

有重要意义
。

超微活性钙采用纯天然矿物钙盐为原料
,

与以海洋生物牡砺贝壳为原料不

同
,

可避免海洋污染带来的危害
,

符合当前的发展趋势
;
上述原料经高频等离子无污染闪速活

化处理
,

明显地提高了钙产品质量
,

且可适用于高活性氧化钙型和碳酸钙型两种产品的生产
,

工艺技术先进可行
。

经中国专利局检索
,

未见国内外同类工艺报导
,

属国内外首创
,

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

2
.

经国家有关检验单位和专业院校进行产品理化性能
、

食品卫生检验和动物试验证实
,

该产品符合食品强化剂国家 G B” 90
一

88
,

产品含钙> 55 %
,

粒度细微
,

小于 1拜m 占 80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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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饲养的大鼠毛色光亮
,

活动正常
,

生长发育较快
,

股骨粗壮
、

坚实
,

不易折断
;
试验期间

,

钙

吸收率
、

储留率和钙生物利用度均明显高于市售钙剂
,

是一种安全
、

高效的食品添加剂和很有

希望的药物补钙的新钙沉
。

3
.

等离子法制备超微活性钙装置试生产表明
,

该装置生产强度高
,

启动迅速
,

操作稳定
,

调节方便
,

可连续作业
;
经济技术分析表明

,

投资利润率
、

投资利税率和投资内部收益率均高于

化学药品工业平均收益率的要求
,

预计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

4
.

鉴定技术资料完整
,

数据可靠
。

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

建议国家给予支持
,

尽快形成生产力
。

1 9 8 5 年利用这项技术
、

工艺
,

在河北省建立了一个新药厂
,

由该厂出资
,

在有关单位做了

等离子体超微活性钙粉的临床试验
,

取得了良好的医疗效果
,

新药证正在审批之中
。

1 9 9 6 年 2 月份
,

此项技术已获中国专利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

授予专利权
。

专利号

Z L 9 3 1 1 9 7 6 7
.

8
。

五
、

致谢

此项技术
、

工艺是由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共同研制的
。

在

开发过程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给予很大帮助
。

产品质量分析由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

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做的
,

产品的卫生检疫由北京市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做的
,

动物试验由北京

大学分校生物系做的
,

在此向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

维生素 D 与钙剂的使用

马贤才 关庆润

哈 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保教研室 (1 5 0 0 8 6)

V 。 和 C a
剂是临床常用药物

,

其生理
、

药理作用多为人们所熟知
。

近年来关于 V
。

与 Ca
代

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
,

对拘楼病防治及其它方面临床应用提出了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

由于在

某些学术方面的认识不同
,

以及某些商品宜传的不科学问题
,

目前对 V
。

与 Ca
剂使用比较混

乱
,

为此必须从理论上与实践上予以解决
。

I v 。

代谢
、

生理作用及 V 。

制荆使用

1
.

1 V
D

代谢及生理作用

自本世纪 20 年代发现 V
。

以来
,

对其研究不断进展
,

认识逐渐加深
。

早期主要是确认 V 。

的化学结构
,

其后是对其生理
、

生化
、

临床等方面的研究
,

近年来通过体内代谢与作用的深入系

统研究
,

发现 V D
及其活性代谢物质具有类似激素的生理作用与代谢过程

,

提出了 V
。

及其活

性代谢物质 (活性型 V
D
)是一内分泌系统

,

对其临床应用范围也 日趋扩大
。

目前 已知 V 。
类物质有数十种

,

它们基本结构相似
,

依其侧链的不同
,

可分为 D
Z

~ D
7 6 个

系列
。

各系列 V
。

的分子式
、

分子量
、

生物活性比较见表 1
。

其中以 D
:

与 D
:

的生物活性最强
,

也

是临床主要使用的 V 。
物质

。

D
:

有 4 个双键
,

在 2 6 5 n m 有最大紫外吸收
,

克分子消光系数 1 9 4 0 0
,

m
.

p
.

为 1 2 1 ℃
,

D
:

来

源于植物或合成
,

又称骨化醇或麦角骨化醇
。

D ,

有 3 个双键
,

在 26 4一 2 6 5n m 有最大紫外吸收
,

克分子消光系数 18 3 00
,

m
.

p
.

为 84 ~ 85 ℃
。

D
:

来源于动物或合成
,

又称钙化醇或胆骨化醇
。

D
:

与 D
:

性质多不稳定
,

遇光
、

热
、

空气和化学物质易氧化
,

使生物效价和含量降低
。

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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