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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对避免滥用维生素类药物提供参考材料，本文初步探讨维生素的功能和滥用的危害。维生素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有

机物质，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类，具有改善新陈代谢，促正常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等作用，缺乏后会出现相应缺乏症。滥用或过量使

用维生素类药物，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人体中毒危及生命。本文对维生素类药物的临床应用和滥用的危害的综述，对维生素

的合理使用具有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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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维生素是调节并维持机体正常代谢所需的一类微量有机化合

物，是人类维持生命活动的必要元素，在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生素的滥用，会使机体代谢紊乱，威胁人

体健康，甚至造成中毒。鉴于此，本文拟分析维生素的种类及其作

用，并探讨滥用维生素的危害，以期达到合理使用维生素的目的。

本文旨在为避免滥用维生素提供指导意见，并为其合理使用提供学

习材料。 

1 维生素的分类及临床应用 

目前将维生素依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

生素两大类。 

1 1.1 脂溶性维生素 

脂溶性维生素是指可以溶于脂质等有机溶剂的维生素，包括维

生素 A、D、E、K 等。 

1.1.1 维生素 A（Vitamin A，VA） 

VA 参与人体糖蛋白的合成，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都有

重要作用[1]。VA 参与视紫质的合成，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因上皮细胞

过度角化所致的干眼病，夜盲症以及儿童贫血[2]，并且妊娠期糖尿

病，妊娠期高血压，以及胎膜早破和胎儿生长受限等与 VA 存在密

切联系[3]。 

1.1.2 维生素 D（Vitamin D，VD） 

VD，具有参与机体免疫反应、促进钙和磷在小肠内的吸收、

干扰肿瘤生长等作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佝偻病。据报道，VD 与

多种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密切相关，在调节女性生殖健康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因此 VD 常用于降低女性不良妊娠状况的发生风险，并对

预防子痫前期，改善孕期糖尿病具有一定的疗效[4]。 

1.1.3 维生素 E（Vitamin E，VE） 

VE 除具有抗氧化、延缓机体衰老功能外，还具有改善脂代谢、

促进性激素的产生和分泌、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癌等功能[5]，临床

上主要用于抗氧化，习惯性流产，不孕症及更年期障碍等疾病的辅

助治疗[2, 6]。另 VE 是惟一可以预防人类缺乏性共济失调的维生素，

同时 VE 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老年黄斑变性和癌

症和治疗糖尿病肾病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7-8]。 

1.1.4 维生素 K（Vitamin K，VK） 

VK 作为辅酶，人类自身无法合成，因此需外源摄入，目前 VK

有 K1、K2、K3、K4、K5、K6 和 K7 等形式。因为 VK 参与肝脏

中凝血因子的合成，所以当人体缺乏 VK 时，会对凝血因子的合成

造成障碍，临床上患者常表现为各种出血症状，主要用于治疗因

VK 缺乏导致的出血，另外，VK 用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9-10]。 

2 1.2 水溶性维生素 

1.2.1 维生素 B（Vitamin B，VB） 

B 族维生素是人体内糖代谢、氨基酸代谢、和脂代谢中所必须

的维生素，VB 种类多，包括维生素 B1、 B2 、B3 、B5、B6、B7、

B9 和 B12 等，目前应用广泛的为维生素 B1、B2、B6 等，B 族维生

素在临床中主要用于癫痫、卒中、帕金森病和糖尿病肾病等相关疾

病的辅助治疗[11]。 

维生素 B1 主要用于对脚气病治疗，以及包括感染，糖尿病，甲

状腺亢进等疾病的辅助治疗和周围神经炎，小动脉扩张等相关缺乏

症的治疗[2]。维生素 B2，主要用于儿童因缺乏维生素 B2 所致生长发

育迟缓，轻度和中度性缺铁性贫血等疾病的治疗[12]。维生素 B6 主要

是用于痤疮、脂溢性皮炎、周围性神经炎以及血小板减少症等疾病

的辅助治疗，并在预防妊娠期的呕吐、老年动脉硬化、精神类疾病

等疾病方面，具有良好效果[12]。 

1.2.2 维生素 C（Vitamin C，VC） 

VC 又称抗坏血酸，可通过抑制氧自由基形成，调节炎症因子，

抑制炎症细胞浸润，改善微循环，等方式抑制炎症反应[13]。在临床

上，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坏血病和癌症[14]，以 VC 制剂用于局部皮

肤组织，可有效预防因紫外线所致的皮肤损伤以及色素沉着，并对

促进皮肤创面愈合具有良好效果[15]。 

2 维生素滥用对人类的危害 

通常，机体内所需维生素的量比较少，通过日常均衡饮食足够

补充，不需单独依靠药物补充。大剂量的进补维生素，将会导致“百

害而无一益”，因此，应该正确合理的使用维生素。 

3 2.1 脂溶性维生素滥用的危害 

3.1 2.1.1 维生素 A 滥用的危害 

长期大量的服用 VA，会导致人体出现 VA 过多症，甚至中毒。

主要包括肝硬化和腹水等慢性肝病以及厌食、贫血、四肢疼痛等症

状，另外过量服用 VA 会对全身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等

造成严重伤害[16]。若妇女孕期大量的服用 VA，会影响胎儿的神经

系统和泌尿系统的发育，部分胎儿还会出现唇裂、腭裂、先天性心

脏病等疾病，严重者可致使胎儿畸形，所以孕妇在怀孕期间应合理

的补充维生素 A，若过量，会对自身及胎儿造成双重影响[16-17]。 

据报道，在一年内摄入高剂量的 VA 会导致人体主动脉钙化，

大剂量使用 VA 可能会引起人体关节和骨骼疼痛、髋部骨折和骨密

度降低，严重者可能出现肝内胆汁淤积、高钙血症、颅内压升高、

认知能力下降和精神错乱[17]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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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1.2 维生素 D 滥用的危害 

过量服用 VD 会导致消化系统性疾病包括：肝脾肿大、胃及十

二指肠溃疡、急性胰腺炎等；神经系统性疾病包括：脑膜刺激性抽

搐、意识障碍、共济失调、肌张力下降及运动障碍等；泌尿系统性

疾病包括：肾脏钙化、肾结石、尿血，肾功能衰竭等；心血管系统

性疾病包括：心肌钙化、 心血管钙化、血中尿素氮、心力衰竭等[16-17]。 

另外长期服用大剂量 VD 会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由此带来

的并发症甚至可导致死亡，晚期还会出现夜尿、结膜炎、瘙痒、体

温过高、性欲减退和心律失常等症状[16-17]。女性怀孕期间大量服用

VD，会增加胎儿出现血钙增高以及出生后智力下降的风险[23-24]。 

3.3 2.1.3 维生素 E 滥用的危害 

长期大量口服 VE 可引起中毒，临床表现为恶心、胃肠功能紊

乱等消化系统性的不良反应，并会出现眩晕、视力模糊、口角炎、

机体溶血性贫血等现象的发生，女性大量服用 VE，存在导致月经

过多、闭经的风险，甚至引起性功能紊乱等[16-17]。 

研究表明，过量服用 VE 非但对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没有帮助，

反而会使心脏病患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增加。另外，过量的 VE

会抑制 VK 的凝血作用，导致出血增加，同时会导致血小板产生的

血栓素也减少，进一步降低凝血[17]。 

3.4 2.1.4 维生素 K 滥用的危害 

因 VK 参与肝脏中凝血因子的合成，所以大量服用时，可致使

人体出现溶血性贫血，严重者可出现溶血的现象。据报道，采用静

脉注射和滴注的方法使用 VK 时，可致病人过敏性休克，严重者可

导致死亡[16] 。另外，大量使用 VK 可能增加出现黄疸的风险，并可

诱导血液透析患者的软组织钙化[17]。 

4 2.2 水溶性维生素滥用的危害 

4.1 2.2.1 维生素 B 族滥用的危害 

大剂量使用 VB 会影响其他药物的效果，同时加剧肾脏负担，

并导致血液中的镁消耗和血清素增加，从而导致外周血管舒张[24]，

女性过量服用 VB1 时，通常会出现出血不止的现象[11, 16]，还可能对

泌乳和生育能力造成影响。另外会导致患者出现心血管疾病和神经

系统的不良反应，其中食欲不振、组织水肿以及心律失常等症状较

为常见，严重者还会出现神经传导阻滞、癫痫发作、心脏衰竭、昏

迷甚至死亡。因少数患者静脉注射 VB1 时曾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

死亡的发生，因此 VB1 不宜采用静脉注射，注射前应预先做皮试，

以预防红斑、支气管哮喘、休克等过敏反应[16-17]。 

若短时间内大量补充的 VB2，可能会加剧患者出现肾功能下降

和肝脏损伤的风险，同时易引起患者皮肤瘙痒、流鼻血、机体灼热

刺痛和低血压等症状[12]。 

大剂量服用 VB3 可引起荨麻疹、结膜炎、黑棘皮病、鱼鳞病、

呕吐、便秘、腹胀、心律失常等疾病。另外过量的 VB3 可对机体胰

岛素产生拮抗作用导致高血糖现象的发生，因此糖尿病患者应该慎

用[17]。 

长期大剂量服用的 VB6，可致使患者出现周围神经炎，以及神

经感觉异常、四肢及手脚麻木等症状，严重者会出现伴有感觉神经

病变的严重共济失调[23-24]。恶性肿瘤患者过量服用 VB6 时，会加速

恶性肿瘤的生长，危及生命[12, 17]。 

4.2 2.2.2 维生素 C 滥用的危害 

临床上常运用 VC 增加机体的抵抗力，预防或治疗感冒和流感。

缺乏 VC 时，机体会出现溃疡、伤口难愈合、及皮下或黏膜处出血

等症状[12]。然而大剂量使用 VC 非但不能减轻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

或严重程度，而且还会造成中毒，包括消化、泌尿、心血管、生殖

等多个系统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16, 23]，临床表现包括：腹痛腹泻、

胃痉挛、泌尿系统结石、生育能力降低或不孕、抗病能力弱、胎儿

依赖性、坏血病、痛风性关节炎、过敏反应等，当孕妇过量服用

VC 时，甚至会造成流产和胎儿死亡[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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