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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左旋肉碱通过将长链脂肪酸从细胞线粒体膜外转移到膜内，并在线粒体基质内将长链脂肪酸 

B氧化产生能量，主要应用于心脏病、血液透析及接受化疗肿瘤病人的辅助治疗。左旋肉碱目前也应用于血 

液肿瘤病人的治疗，但仅限于试验研究阶段。该文对左旋肉碱的生理功能及其在血液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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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camitine is critical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long—chain fatty acids across the inner itochondrial 

membrane for subsequent B oxidation and energy production．L—camitine has been used as adjuvant therapy in hemo— 

dialysis，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L—carnitine also has been used in hema— 

tologic malignancies，but these applications are only limited to the experimental study．In this paper，we review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carnitine in the therapeutic advances of hemat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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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肉碱(L．camitine)在脂肪酸的 B一氧化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目前主要应用于减肥及抗疲劳及防 

治葸环类药物对心肌的损害，长期大剂量应用左旋 

肉碱具有抑制细胞增殖的作用。一些遗传性血液病 

如地中海贫血患儿体能较差，而血液肿瘤细胞大多 

呈过度增殖，化疗往往引起心肌功能的损害，而左旋 

肉碱在血液系统疾病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因此，我们对左旋肉碱的生理功能及其在血液疾 

病治疗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1 左旋肉碱的生理功能 

肉碱是长链脂肪酸在线粒体氧化中必需的物 

质，肉碱缺乏，将使脂类聚集于胞浆、乙酰辅酶 A聚 

集于线粒体，从而对细胞产生毒性作用，游离脂肪酸 

不能进入三羧酸循环，造成能量缺乏。肉碱缺乏时 

可使正常红细胞膜脆性增加，导致红细胞的寿命缩 

短。左旋肉碱又称为左旋肉毒碱、维生素 BT、左卡 

尼汀等。化学名称为左旋一3一羟基4一三甲胺基丁酸 

内盐。左旋肉碱除了在肝脏和肾脏合成外，另外可 

以从动物性食物中摄取。机体缺乏肉碱和年龄、疾 

病密切相关。左旋肉碱是一种特殊氨基酸，是构成 

细胞的基本成分 工J，左旋肉碱在体内肉碱酰基转 

移酶 I和 Ⅱ两种同功酶的作用下，以乙酰基左旋肉 

碱为载体的形式将长链脂肪酸从细胞线粒体膜外转 

移到膜内，并将线粒体内的短链酰基运送到膜外，长 

链脂肪酸在线粒体基质内进行 B氧化产生能量 J。 

左旋肉碱除了能促进脂肪酸的 B．氧化为细胞供能， 

还和酮体及过量酰基的消除、糖酵解、糖异生、脂肪 

生成、支链氨基酸代谢以及维持膜的稳定等有关，在 

抗疲劳及减肥中应用较广泛。其抗疲劳主要是通过 

抑制葡萄糖分解，提高肌糖原浓度，有效防止运动后 

血中乳酸堆积。大剂量左旋肉碱长期应用有可能抑 

制细胞增殖的作用，而肿瘤细胞大多呈过度增殖，左 

旋肉碱能否具有抗肿瘤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2 左旋肉碱在非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目前，左旋肉碱已经广泛地应用在肾脏病血液 

透析后、冠心病、男性不育等方面。肾脏病患者在血 

液透析过程中往往会导致左旋 肉碱通过透析膜丢 

失，肾脏病便会导致左旋肉碱的合成能力降低，使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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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左旋肉碱水平低下，积极补充左旋肉碱具有重 

要的意义，通过补充左旋肉碱可提高血浆内左旋肉 

碱浓度，减少因左旋肉碱缺乏引起的能量代谢障 

碍 。另外，左旋肉碱通过改善心肌的能量代谢， 

在临床上应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及病毒性心肌炎的 

治疗 J。精浆内左旋肉碱的浓度与精子密度、活 

动率、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等精液参数密切相关， 

左旋肉碱可用于治疗少弱精子症。在实体肿瘤方 

面，左旋肉碱可减轻化疗导致的毒副作用，改善患者 

的疲劳周期和营养状况，减少过氧化损伤，并可改善 

化疗患者的疲劳状态 。我们新近的研究发现 J， 

左旋肉碱作为一种 HDAC抑制剂可协同硼替佐米 

发挥抗肝癌HepG2细胞作用，并可增加硼替佐米的 

蛋白酶体功能抑制作用，提示左旋肉碱在抗肿瘤方 

面将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 左旋肉碱在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3．1 左旋肉碱用于防治蒽环类药物对心肌的损害 

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如淋巴瘤、白血病的化疗方案 

往往含有蒽环类药物，当血液系统肿瘤患者接受蒽 

环类药物化疗时，患者心肌的氧化磷酸化功能往往 

下调，心肌细胞肉碱合成能力受损 J。另外，蒽环 

类药物还抑制线粒体内外膜的肉碱酰基转移酶 I及 

Ⅱ的活性影Ⅱ向脂肪酸的氧化反应，最终影响心肌细 

胞的能量代谢。血液肿瘤患者在化疗时明显伴有左 

旋肉碱的缺乏，通过提高左旋肉碱的水平可减少蒽 

环类药物的毒副作用 。国外有研究 发现，使 

用阿霉素化疗的非霍金淋巴瘤患者，发现高剂量组 

(300 mg／m2)的肉碱浓度低于低剂量组(180 r— m2)， 

提示左旋肉碱的浓度与蒽环类药物的累积量呈负相 

关，蒽环类药物累积量越高，左旋肉碱浓度越低，出 

现慢性心脏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  ̈，左旋肉碱可明 

显减轻淋巴瘤患者应用蒽环类药物的毒副作用u引。 

通过补充左旋肉碱，蒽环类药物治疗的淋巴瘤患者 

血浆肉碱浓度增高，足够量的游离肉碱使蓄积的乙 

酰辅酶A能进入线粒体内，使心肌细胞内能量代谢 

得以恢复，研究显示补充肉碱还可以有效改善蒽环 

类药物诱发的心肌病 】 。Waldner等H 的研究同 

样发现肿瘤患者在化疗前通过补充左旋肉碱可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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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霉素诱导的心脏毒性作用，并刺激白细胞的氧化 

代谢。 

3．2 左旋肉碱用于抗血液肿瘤 左旋肉碱在白血 

病方面的研究较少，Vassiliadis等 观察左旋肉碱 

能否促进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珠 HL_l50细胞的增值 

分化，结果发现左旋肉碱能增加 HL 0细胞表面 

HLA．DR和 CD14的表达，并促使一部分白血病细 

胞珠分化，诱导分化的细胞不具有典型的白血病细 

胞形态。Thomadaki 1 的研究发现含有左旋肉碱的 

复合物呈浓度依赖性地发挥抗白血病效应。但 

Niang[1 的研究却发现左旋肉碱可明显的拮抗米托 

蒽醌的抗白血病效应。Qi-1 研究发现左卡尼丁可 

通过抑制 caspase一3发挥抗 Raji淋巴瘤细胞作用。 

Rogalidou等 】明通过监7~JlJL童急性白血病的不同治 

疗时期的肉碱水平，发现诱导期及巩固治疗期，血浆 

游离及总体肉碱水平均低下，而在恢复期及治疗完 

全缓解后数年，血浆肉碱水平均恢复正常，提示研究 

左旋肉碱在儿童白血病中的作用以及在化疗过程中 

如何补充左旋肉碱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许力 

等暖叫通过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左旋肉碱水平的研 

究发现，无论初诊或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血浆 

左旋肉碱水平均低于正常人，化疗前复发患者组血 

浆左旋肉碱水平低于初治的患者，化疗后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的血浆左旋肉碱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含有 

蒽环类的方案可明显降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浆左 

旋肉碱的水平，提示在化疗过程补充左旋肉碱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3．3 左旋肉碱用于治疗地中海贫血 地中海贫血 

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人群发生率高达 10％以上，以 

广东、广西、福建为主。此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 

法，大部分重型患者依靠输血维持生命，多于青少年 

期死亡，由于地贫患者体能往往较差，增加患者的体 

能就有重要的意义。左旋肉碱通过脂肪酸的B氧 

化供给细胞能量，研究左旋肉碱在地中海贫血中的 

作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Merchant等 研究需要 

定期监测输血的地中海贫血患者的左旋肉碱水平，患 

者的平均年龄为40岁，中位年龄为(17．5±5．0)岁， 

并和同年龄的人群作为对照，结果发现地中海贫血患 

者的平均左旋肉碱水平为(23．71±7．3)~moL／L，低 

于对照组的(29．26±2．37)i~mol／L(P<0．O1)，提示 

地中海贫血患者左旋肉碱水平较低。而 E1一Beshla- 

wy等 2 给地中海贫血患者补充左旋肉碱，结果发 

现，虽然左旋肉碱不能增加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但 

患者的氧耗量、心输出量、脉搏均较前明显增加，输 

血时间明显延长，提示左旋肉碱在增加地贫患者的 

运动耐力及体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左 

旋肉碱在年龄 <18岁的地中海贫血患者身高的生 

长中的作用发现，在补充左旋肉碱18个月后患者身 

高的增长速度较未应用左旋肉碱显著增加，应用左 

旋肉碱以前，身高的增长速度为3．3 cm／年，经过6 

个月治疗后增加到4．8 cm／年，治疗前的长高速度 

与正常相比少 2．8 cm，而经治疗后相差0．8 cm，仍 

然具有显著差异。研究者同时发现左旋肉碱治疗地 

中海贫血患者前后坐高、下肢的长度、三角肌及肩胛 

下皮肤的厚度等在评估前后均有明显的差异。 

4 结语 

综上所述，左旋肉碱在促进脂肪酸的 B一氧化、 

糖酵解、糖异生、脂肪生成、支链氨基酸代谢以及维 

持膜的稳定中起重要作用，目前主要应用于抗疲劳、 

减肥、肾脏病血液透析后、冠心病、男性不育及改善 

实体肿瘤化疗患者的疲劳状态等方面。左旋肉碱在 

血液病的治疗方面，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血液 

肿瘤患者在应用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心肌保护方面， 

部分应用于地中海贫血儿童的促生长发育，抗血液 

肿瘤治疗领域目前主要在实验阶段。通过对左旋肉 

碱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必将为临床应用左旋肉碱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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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概述了急性中毒调查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探讨了广西急性中毒调查的新思路与新理 

念，总结了研究过程、方法与取得的成果，提出了调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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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1．Laboratory of Occupational—health Promotion，Guangxi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Nanning 530021， 

China 

[Abstract] Tiff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cute．poisoning at home and abroad，discusses 

some new ideas of dealing with acute poisoning in Guangxi，sums up the research process，method and results，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