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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所载的评价是由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委

员会（JECFA）于 1974 年 6 月 4 日至 13 日在罗马举行的会议编写
1
  

 

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1975 年 

 

 

———— 

1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第十八次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 技术报告集，1974 年第 557 号。粮农组织营养会议报告

系列，1974 年第 54 号。 

https://www.inchem.org/documents/jecfa/jecmono/v05je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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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和 1973 年，FAO/WHO  Expert 食品添加剂联合委员会（见

附件 1，参考文献第 20 号和第 34 号）对这些化合物的可接受每日摄入

量进行了评估。 

自上次评估以来，已经有了额外的数据，并在以下专著中进行了总结

和讨论。以前出版的专著已经扩展并完整复制如下。 

 

生物数据 

 

生化方面 

 

由于铁和氰化物基团之间的强化学键，这些亚铁氰化物具有低毒性。

狗静脉注射亚铁氰化钠（0.5 gm/kg bw），排泄盐而无肾损伤，表现为尿

素清除率高，无肉眼或镜下血尿。注射后数周重复清除发现完全正常，无

慢性血尿、白蛋白尿或柱状尿。亚铁氰化钠、菊粉和肌酐在血浆清除方面

表现出相同的排泄行为。在狗中，亚铁氰化物可能完全通过肾小球过滤排

泄（Van Slyke et al，1935： Berliner et al，1950；and  Chinard，

1955）。仅静脉注射亚铁氰化物和肌酐（20mg/L）的狗的平均清除率为 

0.966±0.41。亚铁氰化物清除率与血浆亚铁氰化物浓度无关（Berliner 

等人，1950)，将菊粉、肌酐和亚铁氰化钠的组合“瞬间”注射到狗的肾

动脉中，结果表明，尽管血清浓度变化非常迅速，但一种肾小球物质并未

被另一种肾小球物质取代（Chinard，1955）。 

静脉注射亚铁氰化钠或亚铁氰化钙（0.25 gm/kg bw）的兔子，尿液

中亚铁氰化物的排泄率相似。在另一项实验中，向兔子静脉注射亚铁氰化

钠、钙或镁，并对肾脏进行组织化学研究以确定亚铁氰化物分布。亚铁氰

化物似乎通过肾小球消除。没有肾小管排泄的证据。在尿液排泄后，近端

卷曲小管细胞中可检测到亚铁氰化物（Gersch & Stieitz,1934） 



5 
 

 

 

 

 

 

 



6 
 

 

 

对人体静脉注射 0.55-6.2 gm 的亚铁氰化钠后，发现亚铁氰化物和

尿素清除率基本相似，表明亚铁氰化物像尿素一样排泄，再吸收率约为 

40%。接受过量的亚铁氰化物剂量（推荐 5 倍）的受试者出现明显的白蛋

白尿，并伴有大量颗粒管型、白细胞、表皮细胞和罕见的红细胞，症状在

两周内消失，在此期间尿素清除率没有变化（Miller & Winkler，1936）。

通过静脉输注对六名婴儿，年龄为 9天至 14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 0.1%的

亚铁氰化钠注射。菊粉和亚铁氰化钠的肾小球滤过率的比较表明，后者在

婴中肾小管再吸收。没有证据表明服用亚铁氰化钠的婴儿会出现泌尿障碍 

（Calcagno et al，1951）。 

给 10-20 kg 的母狗注射（i.v.）1000 mg 亚铁氰化物. 94-98% 的

给药亚铁氰化物在 24 小时内从尿液中回收。在红细胞、胃液或粪便中无

法检测到亚铁氰化物（Kleeman et al，1955）。 

大鼠口服 200 mg/kg 亚铁氰化钾，在粪便中排泄约 47%，在尿液中

排泄约 3%。亚铁氰化物和硫氰酸盐的粪便和尿液排泄在给药后第 1 天至

第 3 天达到最大值，此后下降到低水平 （Gage，1950）。 

一组包括肝脏和肾损伤患者在内的 9 名人类受试者，被注射（静脉注

射）30-50 mg的 Fe59标记的亚铁氰化物。在正常受试者中，平均 80% 

（68-87%）的施用放射性在 24-48 小时内被回收。在混合的粪便、唾液

或胃液中没有检测到明显的放射性。在正常受试者中，半衰期值 （T 1/2） 

为 135 分钟。肾功能损害患者的消失速度较慢。有一些证据表明亚铁氰

化物在体内与血浆白蛋白结合。在狗中，T 1/2 标记的亚铁氰化物为溶液

会流 40-50 分钟。在狗的粪便、唾液或胃液中没有发现显著的放射性物

质（Kleeman & Epstein，1956）。 

对 115 例人类、45 例健康患者、70例肾小球肾炎、高血压和任何一

种尿路感染患者进行了肾小球功能研究，10 ml 5% 亚铁氰化钠成人无毒，

婴儿耐受 0.0077g/kg。25%在 80 分钟内通过肾小球滤过排泄，其余部分

在接下来的 90 分钟内通过肾小球滤过排出。患者的排泄速度较慢

（Forero & Koch，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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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研究 

急性毒性 

 

动物 途径 LD50 参考文献 

大鼠 经口 1 600-3 200（mg/kg bw） Fasset，1958 

 

短期研究 

 

大鼠 

一组有 10 只雄性大鼠和 10 只雌性大鼠，在含有 0、0.05、0.5 和 

5.0% 亚铁氰化钠的饲料中维持 13 周。生长速度和食物消耗量正常，但在 

5% 水平上出现轻微抑制。血细胞比容和血红蛋白值降低在 5% 水平。5% 

水平的雄性肾脏重量和 0.5% 水平的雌性肾脏重量增加，5% 的雄性肾上

腺和雌性垂体重量也增加。0.5%水平的大鼠肾脏显示出最小程度的肾小管

损伤，在 5%水平上效果更为明显。此外，还观察到颗粒状和钙化沉积物

（Oser，1959 年）。 

 

狗  

四组四只雄性和四只雌性比格犬在，接受 0、10,100 和 1000 ppm 的

亚铁氰化钠饲料中持续 13 周。未发现外观、行为、体重变化、身体状况、

血液学、生化参数、泌尿系统病理学、身体和组织病理学方面的异常。未

观察到与化合物相关的效应（Morgaridge，1970）。 

 

长期研究 

无可用数据 

 

评估： 

 

人类研究表明，静脉注射的亚铁氰化物通过肾小球滤过排泄。一些肾

小管再吸收发生在人身上，但在狗中没有。在大鼠的短期研究中，高浓度

对肾脏有毒性，但对狗和人的研究中没有显示出不良影响。没有可用的长

期研究。评估可以基于动物研究和人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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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不引起毒理学效应的水平 

大鼠：在饲料中 0.05%（=500 ppm）相当于 5 mg/kg 体重 

评估人的每日容许摄入量（ADI） 

0-0.025* mg/kg 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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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铁氰化钠计算。另请参阅：毒理学缩写（点击-阅读） 

https://www.inchem.org/documents/eintro/eintro/abrevia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