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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用硅胶柱层析法从朝鲜聚合草 ( S 夕沉 p h夕tu fn p e r“夕r‘“u 浓 L e d e d )根中分离到
:

双稠毗咯咙生物碱
一

聚合草素 ( s于m
p hvti

n 。 )
,

井用质谱法测得其 似 分 子 离 子 峰

( M + 1 )
十

的 m /
e = 3 8 2 。

将提取分离的总生物碱及聚合草素分别技每次1 50 毫克/ 公斤 ( 服 4 次 ) 与 40 毫克 /

公斤 ( 服 3 次 ) 投给 10 头 2 一 3 月令小猪
。

结果总碱组 ( 6 头 ) 死亡 3 头
,

幸存 3 头增

重缓慢 ( 月增重
: 1

.

00 士 。
.

71 公斤
,

P > 。
.

05 ) 多数肝脏表现双稠毗咯咙生物碱的丰要

病变
:

出血
、

细胞坏死
,

纤维化 和轻度巨红细胞症
。

聚合草素组 ( 4 头 ) 增重基术正常

( 月增重
: 2

.

50 士 1
.

35 公斤
,

P < 0
.

0 5 )
,

肝脏及胃底腺仅轻度损伤
。

对照组 ( 4 头 )

生长发育 良好
,

增重最快 ( 月增重
: 3

.

88 士 2
。

39
,

P < 0
.

0 5 )
,

无异常病变
。

前
一J

~ 由

曰

聚合草 ( C o m fr e y ) 是紫草科 ( B o r a g in a e e a e
) 聚合草属 ( S ym p h y tu in L in u e n s )

的多年生粗糙毛状草本植物
,

它原产于苏联高加索
,

以后相继引入西欧
、

北美
、

澳大利

亚
、

日本与朝鲜
,

现 已广泛分布世界各国
。

聚合草共有36 种
,

其中用于饲料的有 9 种
。

因 它产量高
,

营养丰富
,

利用期长
,

适应性广而作为畜禽的青绿饲料
。

我国推广栽培的

主 要是 由朝鲜 ( 1 9 7 2 ) 引入的朝鲜聚合草 ( 即外来聚合草
,

5
.

p er eg r in u m )
,

经 近 几

年的试验
,

现已推广到全国各地
。

据报道
,

聚合草含有毒性生物碱
,

即双稠毗咯咙生物碱 ( p yr r o liz id in e a lk alo id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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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P A s )
,

其中有一种聚合草素 ( S ym p hyt in 。 ) 含量最高
,

约 占总生物碱的 四 分 之

一
。

F u r u ya ( 1 9 6 8 , 19 7 1 )
,

M a u bK o ( 19 6 9 , 1 9 7 { ) U lu b o le n (1 9 7 1 )
,

L o n g (1 9 7 6 )
,

林秉诚 ( 1 9 8 0 ) 等 〔‘ 。 .

自
· ‘ ” · ‘ , ·

“
· ‘ 4 ·

们 都先后从几种聚合草中提取出总生物碱
。

Fu r u ya ‘, 。 ·

“ ’
与 u lu b e le n 〔’ 6 ’

还从中分离到聚合草素
。

聚合草究竟能否引起动物中毒
,

国外学者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

Ri ch a r d (1 9 76 )
,

Fu r u y a ( 1 9 6 8 )
,

H ir o n o ( 1 9 7 5 ) 等 〔”
· ‘ 。 · ‘ “了

认为聚合草含 PA s ,

它是一种慢 性茱
积性毒物

,

主要损害肝脏和中枢神经
,

甚至能致 肝 癌
。

而 L o n g ( 1 9 7 6 ) 〔‘ 4 1
却指出

,

新鲜聚合草含PA s 极少
,

因此作为人的食物或家畜饲料均未表现生物碱的损害
。

我国推广聚合草历史短
,

目前主要用于猪的青词料
。

近年来
,

某些猪场已发现饲喂

聚合草后出现的 自然发病
,

因此评价聚合草的客观地位乃是 当前刻 不 容 缓 的 工 作
。

1 9 8。年 3 月
,

全国聚合草组第三次会议强调
,

要进行聚合草有毒成分的研究
。

林秉诚
、

丁伯 良 ( 198 1 ) 〔”」报道
,

猪大量饲喂聚合草能出现 P A : 对肝脏的特有病变
。

为了进 一

步证实其毒素作用
,

本试验通过化学方法将朝鲜聚合草恨中提取出的总生物喊 与 分 离

到的聚合草素进行猪的毒性试验
,

以确定朝鲜聚合草的有毒成分
,

证实聚合草对猪的毒

注
,

探索其对猪的中毒量
,

初步定 出一个合理的安全词喂量
,

为正确塔配使用聚合草提

供依据
。

本文主要报告朝鲜聚合草恨中总生物碱及其聚合草素的提取
、

分离称鉴定 ;
毒

素对猪增重的影响和病理学检查等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材料制备

1
。

化学分析用朝鲜聚 合草根
: 1 9 8。年 9 月与 1工月分别 由吉 林省公主岭地区与北京

市畜枚所饲料室试验地采集
。

2
.

毒性试验用朝鲜聚合草根
: 1 9 8 1年 5 月收集于陕西省西北农学院教学试验农场

和兴平县种猪场
。

将上述草根用水冲洗
,

切短晒 ( 晾 ) 干
,

置鼓风电热恒温干燥箱70 ℃干燥至恒重
、

磨成粉末
,

放入干燥器或密闭塑料袋中名
一

用
。

二
、

总生物碱的提取及聚合草索的分离和鉴定

1
。 J

总生物碱的提取
:

按照 Fu 二y 。 亡‘ 。 ·

” ’
的方法提取

J

总碱
。

本 试验 以 Z N 硫 队

捏溶浓缩物
,

锌粉还原时
,

不再加入浓硫酸
。

‘ 2
.

聚合草素的分离 阳鉴定
:

柱层析用硅胶
,

系上海五四农场化学试刹厂生产 (1 00

一20 0 目 )
。

过筛
,

取粒度 18 0一 2 00 目
,

10 5℃活化二小时备用
。

洗 脱 剂
:

抓 仿

—
甲

醇
。

薄层层析用硅胶
,

系上海萤光化学厂生产忿胶 G
,

厂{适量燕馏水调匀 涂布
, 1 功℃

活化半小时备用
。

展开剂
:

氯仿

—
甲醇

—
氨水 ( 6 。 :

10
: 1 )

。

显色 丙
:

改 良 碘 亿

秘钾
。

制备薄层层析用硅胶
、

展开剂和显色剂均同薄层 层析
。

{亥磁共振 诸 用 B川 c
ke

r

W H 一90 脉冲博立叶支换该磁共振波谱仪测定
,

以C D C王:

为溶剂
,

T M S 为内标
。

红外光

谱用 SP 一 2 00 红外光谱仪测定
,

K B :
压片

。

质谱用 JM S一 D 3 00 质谱仪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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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性薄层层析
:

采取常用制备薄层法 〔“ ’ ,

从总生物碱中分离得到与 文 献 〔1 0 〕

相符的 R f 值为0
.

6的淡黄色油状物
,
以此作标准品

。

按 Fur u ya 〔’ ‘’的方法分离聚合 草

素
。

本实验作了适 当改进
,

( 1 ) 吸附 刊粒度选用 180 一 20 0 目层析
l

月硅咬 ; ( 2 ) 增大洗

脱剂极性
,

洗脱梯度依次为氯仿一 1% 甲醇氯仿一 2 %甲醇氯仿一 3% 甲醇氯仿一4 % 甲醇

氯仿一 5 %甲哼氯仿
。

三
、

试验动物及饲养方法

1
。

试验猪
:

选用西北农学院教学试验农场畜收站饲养的巴克夏及关中黑猪
,

目四

窝两月令断奶仔猪中选 1 4头
,

体重 8 一16 公斤
,

公母均有
; 随机分成三组

,

即总生物碱

组 ( 6 头 )
,

聚合草素组 ( 4 头 ) 与对照组 ( 4 头 )
。

2
。

试验 日根类型
:

采用混合精料
,

玉米 占 55 %
,

鼓皮 占 30 %
,

豆饼 占 15 %
。

每

1 00 克精料中另加入鱼粉 5 克
,

食盐 0
.

5克
。

3
.

伺料喂法及喂量 : 用生料湿喂法
,

一

每头每 日按体重的 5 %喂给
,

日喂三次
。

四
、

毒物的投服方法及剂量

将样品 mlJ 备成 5 %盐咬盐的水溶液
,

早晨词喂前采用胃管灌服
,

投药后数小时饲喂
。

总碱组每头每次按 ]5 o毫克/ 公斤
,

每周一次
,

共服 4 次
,

聚合草素组每头 每 次 按

40 毫克/ 公斤
,

每周一次
,

共服三次
。

五
、

观察内容及项目

1
.

体重增长变化
:
自试验开始

,

每隔 7 天均在早晨喂食前称重
,

至试验结束
,

共

称重五次
,

以了解毒素对猪增重的影响
。

2
。

血液生化指标测定

( 1 ) 血清制备
: 早晨空腹时

,

取前腔静脉采血
,

分离其血清备用
,

自试验开始

至结束
,

共采血三次
。

( 2 ) 血清谷丙转氨酶 ( SG P T )
,

谷草转氨酶 ( SG O T ) 的活力测定均用 改 良

金氏法
。

( 3 ) 黄疽指数测定采用肉眼比色法
。

3
.

病理学检查

试验结束
,

屠宰全部猪群
,

取其脏器进行肉眼观察
,

对肝脏作组织学检查
,

以10 %

甲 醛固定
,

石蜡包埋
,

H
·

E 染色
,

镜检
。

六
、

实验数据的处理

本试验获得 1 35 个实验数据都进行了生物统计学处理
,

根据需要分别进行 了同体比

较的 t 检验及方差分析 ( D u n n e t t法 ) 〔2 ’。

七
、

毒性试验期

1 9 8 1年1 0月 6 日至 1 1月 4 日
,

试验期为 3 0天
。

结 果

一
、

从明鲜聚合草根中提取出总生物 碱
,

其含量 (按干很纷计)为 10 5 一 1
.

9克/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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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化泌钾
、

.

碘化汞钾和硅钨酸等试剂检查
,

、

均呈阳性反应
。

薄 层 检 查
,

在只f 值 为

q
.

07
, 。

.

1 1
、

O
。

22
、

0
.

5 1
、

0
。

即等处均出现桔红色斑点
,

并以 R f 值为。
.

60 的斑点面积

最大
。

薄层图谱见图 l
。

二
、

从总生物碱中通过制备性薄层层析或柱层析
,

分离到 R f 值为 0
.

60 的淡黄色油

状物
,

其含量 (按干根粉计 ) 为 。
.

3 8一 0
.

4 8克 /公斤
。

将此样品分别用各种光谱 鉴定
,

结果如
一

}了
:

,

_ ,. ,
.
、、 , 、 。鑫 , 。 K B r , , 、 。 _ _ ,

~
t

_ ,
. 、 ‘

_
、
。

二
_ , 、 二 。 _ 八 . 、

_ 二。
~

、

兰」
J

夕卜夕匕飞凿
一, 1长V _

_ _ _

气 Cm
一 少 : j 怪 I U 气夫全当鉴夕

、 1 ‘ 乙己 、 1 了土己、 1 乙 匕(
一

)、 1 1 勺U
、
又目瓦当全/ 、

1 ll d
‘气

1 6 6 0 (双键 )
,

见图 2
。

‘ _

/ c H
。

核磁共振光谱 己值 ( 90 M H Z )
: 0

.

8 4 ( 3 H
、

双重 峰
、

J = 6
.

0 一C H交
_

)
、

‘

、·

H

。
.

9 1 ( 3 H 双重峰
,

, _ 。 八 。 , ;

/
J 一 U 。 U ,

— 七 J飞 \

\

C H
3

C H
:

!
.

2 0 ( 3 H
, 、

J = 6
.

0 ,

一 C 一 C H 3 )

H
iO

/\
C一一C

\/1
.

7 6 ( 3 H 单峰
,

C H 3

C H
3

C O
-

)

C H
3

1
。

79 ( 3 H
、

双重峰
,

J = 6
。

0

H

C H s‘ /

\ 门一 n /
一

/ 仙一 七 、
1 夕 / \
百】

C O
-

C H
3

!
,

, ‘
·

。2一 3
·

5 5‘7”
,

多重峰’
, 3

·

9 3 (‘H
,

争重峰 一斤一
C H

“
’

,

O H
·

4
.

5 1 ( IH
,

单峰
,

C S 一 H )
, 4

.

7 0 ( ZH
,

单峰
,

C 。 一 H
,

) 5
.

3 9 ( 一H
,

单峰
, C

一 H ) -

见图 3
’

。

C H
3 \

5
.

7 9 ( I H ,

单峰
、

C
Z 一 H )

, 6
.

7 2 ( I H ,

多重峰
,

J = 6
.

0 ,

少C ==
H

/

质谱
:

电子流轰击源
,

m /
。 : 2 2 0

、

2 3 6
、

见图 4
。

化学电离源出现似分子离子峰 ( M + 1 )
十

对夕
, O 。N )竹分子量相特

。

见图 5
。

以上各种光谱数据和薄层数据与文献 〔9 、

其结构式为
:

1 2 1
、

1 2 0
、

1 18
、

1 0 3
、

9 4
、

9 3
、

83
、

5 5

m /
e = 3 8 2 , M 和 sym p h y tin e ( C : 。

10
一

〕相符
,

故鉴定本样品为聚合 草 素
,

C H
3

C H

\厂
H|H|C

C H
3

\

C

/
H

C H

/

= C

\
C 一 O

}1
O

H

⋯击
、/ \ /

O 一 C O 一 C 一 C 一 C H 3

‘

1 } \
C H

:
O H O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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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1
,,

3 吕2 (川全,)

2 3 5 0 ;
. ·

图 5 聚合草素的质谱 (分子离子峰 )

三
、

总生物碱
、

聚合草素对猪增重的影响

试验前各组体重相近
,

灌服毒素后总碱组试验前后体重分别为 1 1
.

13 士 3
.

42 公斤和

12
.

13 士 3
.

7 7公斤
,

差异不显著 ( P > 。
.

05 ) ; 聚合草素组试验前体重为 1 1
.

63 士 2
.

36 公斤
,

试验后为 1 4
.

13 士 3
.

68 公斤
,

差异显著 ( P < 0
.

05 ) ;
对照组试验前后体重相应为 1 1

.

25

士 2
。

9 0公斤与 15
.

13 士 4
.

70 公斤
,

差异显著 ( P < 0
.

05 ) (见表 l )
。

用方差分析观察各组平均增重的差别无显著意义 ( P < 0
.

0 5 ) ; 总碱组和聚合草素

组的平均增重分别与对照组相比较
,

无显著意义 ( P > 0
.

05 )
。

表 1 总碱及其聚合草素对猪增重的影响

体重 ( 平均值 士标准误 )

组别 1动物数 剂量 (克 )
一屏 始 { 结 束 -

增 重

(公斤 )

P值

6 . 1 4
。

6 5 ~ 9
。

6 1 1
。

1 3 士 3
。

4 2 } 1 2
。

1 3 士 3
。

7 7 1
。

0 0 士 0
。

7 1 > 0
。

0 5

l
。

2 6 ~ 1
。

9 0

/ 尸

1 1
。

6 3 士 2
。

3 6 1 1 4
。

1 3 士 3
。

6 8 2
。

5 0 士 l
。

3 5

1 1
。

2 5 士 2
。

9 0 ] 1 5
.

1 3 士 4
。

7 0 3
。

8 8 士 2
。

3 9

< 0
。

0 5

< 0
。

0 5

因 2 号
、

3 号猪在第一次祖药后 16 小时与21 小时分别死亡
,

为便于生物统计
,

另 补2 头
。

7 号猪在 屠宰前 2

天死亡
。

一位一 一一束七、一黝一结一单一至

化一一变一开一
一一始口

的一
‘�一性一一开活一

⋯
映一一束橄一)一

一位一结

转一单一清一一.

一叮ee始
血一驻一

:,
.

一一开表一一

一动物数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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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血清转氨酶及黄疽指数的变化

谷草转氨酶 ( SG O T ) 及谷丙转氨酶 ( SG P T ) 测定结果如表 2
。

用方差分 析 各组

SG PT 与 SG O T 试验结束时均数间的差另11无显著意义 ( P > 0
.

0 5 ) ; 总碱组和聚 合 草

素组试验结束时 SG P T 与 SG O T 均数分别与对照组均数相比较
,

差 别无显著 意义 ( P

> 0
。

0 5 )
。

黄疽指数测定结果
,

除总碱组的 O 号与聚合草素组的 6 号在试验结束时分别测得20

与15 单位外
,

其余均在 5 个单位以下
。

五
、

病理学检查

本 研究共剖检14 头试验猪与对照猪
,

其中包括中毒死亡 3 头 ( 总生物碱组 )
,

剖杀

n 头 ( 总生物碱组 3 头
、

聚合草素组 4 头
、

对照组 4 头 )
。

(一 ) 肉眼观察

总生物碱组的肝脏色泽普遍变淡
、

并带有土黄色
,

尤以 7 号猪最明显
;

10 号
、

14 号

猪的肝表面有小豆大至黄豆大 白色斑点
、

胆囊充满胆汁
。

胃底部有腺区还有 1 一 3 指头

宽 的出血斑
,

粘膜极易脱落
。

0 号猪心脏冠状沟脂肪呈胶冻样变
。

聚合草素组的肝脏颜 色比正常略淡些
,

胃底腺区呈条纹状出血
、

肺心叶
、 决

尖叶部呈

胰样变
。

对照组个别肝脏表面有弥散性白色斑点
,

有的肺脏尖叶
,

心叶部呈胰样变
,

其它均

无异常变化
。

(二 ) 组织学检查

总生物碱组肝脏的主要损害为肝细胞坏死
、

间质结缔组织纤维化及轻度巨 红 细 胞

症
。

肝细胞索排列紊乱
、

部分肝细胞呈单个坏死
,

细胞核消失溶解或残留有核 的 轮 廓

( 照片 1 ) ; 灶性坏死区有炎性细胞浸润 ( 照片 2 ) ; 少数肝细胞的核变大
,

核内出现

红 色小球体 (照片 3 ) ; 窦状隙扩张
,

内含红细胞及少量炎性细胞 ( 照片 4 ) ;
间质结

缔 组织轻度增生 ( 照片 5 ) ; 严重病例出现假小叶 ;
有的在中央静脉及叶下静脉管周 围

结缔组织增生 ( 照片 6 )
,

个别病例的胆管轻度增生
。

聚合草素组的肝脏损害较轻
,

仅表现间质结缔组织轻度增生
,
未见 PA

,

的特 有 病

变
。

对照组肝脏的少量肝细胞 出现颗粒变性
,

窦状隙轻度扩张
,

内含少量炎性细胞
。

讨 论

一 Fu r u y a ( 一9 6 5
、

1 9 7 1 ) 〔‘ 。 ·

“ 〕先后用硅胶柱层析法从药用聚 合 草 ( 5
. o ffi

-

e in ale ) 根中分离到占总生物碱 2 4
.

7 a% 与一5
.

6 4 % 的聚合草素
; U lu b ele n (1 9 7 1 ) “ 6 ’用

氧化铝柱层析法从东方聚合草 ( 5
.

or ien ta l) 根中也分离到该毒素
; 本试验用 国 产硅

胶柱层析法从朝鲜聚合草 ( 5
.

Pe
r e g r in u m ) 根中分离到聚合草素

,

其含量 占总 生 物碱

的2 0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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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 曾先后采集吉林
、

北京及陕西等地的聚合草根进行化学分析
,

尽管气候
、

土

壤等自然条件不 同
,

但都能从中提取分离出聚合草素
,

故推测我国各地栽培的朝鲜聚合

草也含有聚合草素
。

2
.

在质谱分析中
,

Fur u y a ( 1 9 6 8
、

1 9 7 1 ) 仅报道了聚合草素的质谱碎片离子峰
,

但质谱分子离子峰迄今未见报道
。

本减验通过化学离子质潜
,

测得聚合草素的似分子离

子峰 ( M 十 1 )
+

的 m /
e = 3 8 2 ,

从而直接推算出聚合草素的分子量为 3 81
。

3
.

F ur u y a 〔’ 。 ’
与 Ri 比ar d 〔‘ 7 ’曾系统地作过聚合草素的毒性试验

,

分别 对 鼠 以

。
.

3克 / 公斤朴脉注射与 3克 /公斤 口服聚合草素
,

结果有 50 % 鼠中毒死亡
。

有关聚合草中

PA 。对猪的毒性研究尚未见文献记载
。

本伏验用提取分离的总生物碱与聚合草素对猪 进

行中毒试验
。

按毒物学观点
,

动物对毒物的敏感性存在差异
【”

。

朱宣人 〔“ ’
报道

,

在研究的各种

动物中
,

猪对 PA s 最敏感
,

其次为鸡
、

牛
、

马
、

大鼠和小鼠
,

绵牛和山羊抵抗力最大
。

显然
,

按鼠的 L D S 。

的标准测定猪的中毒量是不客观的
。

木试验以猪一生最大采食量 为

依据设计毒性试验
。

据林秉诚
、

丁伯 良
『“ ’报道

,

每头猪的一生最大采食量为 4 00 公斤
。

已测 出朝鲜聚合草茎叶所含总碱占总干重的0
.

0 1 7 % 〔7 ’,

因此 4 00 公斤鲜草实际仅含6
。

8

克 总碱
,

折 合聚合草素为 1
.

36 克
。

本工作参照上述指标
,

结合试验猪的体重大小制定出

总碱组每头实际投药量为4
.

65 一 9
.

6克
,

聚合草素组为 1. 2 6一 1
.

9克
。

试验结果
,

总碱组

的猪只不同程度出现 PA s
特有的病变

,

但聚合草素组病变不其明显
。

4
.

毒素与猪生长发育的关系
:

从表 1 看出
,

毒素对猪体重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
,

试验组增长较不服毒素的对照组为慢
,

其中以 总生物碱组增 重 最 慢 ( 月增重
: 1

.

00 士

0
.

71 公斤
, P > 0

.

05 )聚合草素组增重基本正 常(月增重
: 2

.

5 0 士 1
.

35 公斤
,

P < 0
。

05 )

而对照组生长发育 良好
,

增重最快 ( 月增重
: 3

.

88 土 2. 39 公斤
,

P < 0
.

05 )
。

但经方差

分析
,

总碱组
、

聚合草素组及对照组三者之间平均增重的差别无显著意义
; 用总碱组和

聚合草素组平均增重分别与对照组平均增重相比较
,

结果仍无显著意义
。

5
.

毒素与血清转氨酶间的关系
:

从表 2 可见
,

试验组与对照组间的谷丙 转 氨 酶

(s G PT )活性无明显差 别
; 而谷草转氨酶 (SG O T )的活性

,

除对照组试验前后基本趋于稳

定外
,

总碱组与聚合草素组均有上升趋势
,

但经生物学统计
,

差异并不显著 (P > 。
.

0 5 )
。

6
.

据报道
:

PA s 属于一种肝毒生物碱
,

它主要引起肝脏三 大 病 变
,

即 ( 1 ) 坏

死
,

( 2 ) 水肿继以纤维化
,

( 3 ) 由于有丝分裂过程受到抑制而 出 现 的 巨 红 细 胞

症
〔5 · ‘ 5 〕。

林秉诚
、

丁伯 良等已证实猪聚合草中毒后出现 PA s 对肝脏的特异病变
。

汪傲等
‘6 ’

用 占日粮50 % 以上的总生物碱喂给大 白鼠
,

35 天后 出现 P A s
的类似病变

。

本试验 的 总

碱组同样表现 P A s 对肝脏的毒害
,

但病变程度较轻
,

聚合草素组更为轻微
。

因为 PA s

属于一种慢性累积性毒素
,

必须经一定时间的蓄积方可形成它的特异病变
。 。

尽管本试

验投服毒素量折合新鲜草40 0公斤左右
,

但试验期仅 30 天
,

而新鲜草饲喂期达 1 50 天左

右
,

这就进一步确证敏感动物 (例如猪 ) 只有长期接受低剂量毒素时或在停止服药后经

一 段时间
,

才会逐渐发生巨红细胞症
〔5 ·

” ’。 值得注意的是本试验总碱组因大剂量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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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投服提取的总生物碱而发生中毒死亡 3 头
,

它与屠宰的 3 头经剖检观察
,

除肝毒病变

外
,

在 胃底腺均 见有大片出血班及溃疡化
,

这与 M d o a n 〔’ s ’
的报道也是相符的

。

另据 F u r u
ya

, R ich ar d f ‘ 。 · ’ 7 〕报道
,

聚合草含有一种毒性较大的肝毒 生 物 碱
—聚合草素

,

据分析约 占总生物碱的四分之一
,

对大鼠的 LD 。。

为 3 00 毫克/公 斤 ( 静脉注

射 ) 与3 0 0 0毫克 / 公斤 ( 口服 )
。

本试验从总生物碱中分离到约 占其五分之一的聚合草素
,

并 将 它 按 40 毫 克/ 公斤

(服三次 ) 投给试验猪
,

结果并无损害动物的健康
,

也许毒素量尚未能达到中毒的地步
.

但本工作设计的聚合草素剂量是根据生产中新鲜草最大伺喂量折算而成
。

诚然
,

倘若加

大剂量
,

已超越生产实践的最大需要量则无实际意义
。

至于聚合草素对猪的中毒量有待

今后进一步研究
。

7
.

有关安全词喂量的探讨

本试验用提取分离的毒素作猪毒性试验
,

结果每头猪食入4
.

65 一 9
.

6克 ( 每次 1 50 毫

克/ 公斤
,

每周一次
,

服四次 ) 总生物碱
,

中毒死亡 3 头
,

幸存猪增重缓慢
,

出现 PA ,

对肝脏及胃底腺的损害
,

与文献 〔“ 」基本 泪符
,

进一步证实猪一生 ( 2 1 0 天 ) 饲喂 4 00 公

斤以上新鲜聚合草是有害的
。

另据卢得仁 〔
‘

, ’报道
,

猪一生 ( 2 40 天 ) 喂以 250 公斤以下

鲜草
,

生长发育及各项生理指标正常
,

屠宰后对各脏器作肉眼及组织学检查
,

均无明显

病变
。

根据上述试验结果
,

结合猪一生 (2 4 0一3 00 天 )中不同生长期对青饲料的实 际 需 要

量
,

建议每头猪一生采食聚合草的标准 ( 日喂 3 一 4 次 ) 以不超过2动公斤为 宜
,

至 于

能否再适当加大剂量
,

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

聚合草是我国畜枚业中值得推广的一种
一

青绿饲料
,

不少省
、

市通过几年来的实践
,

已肯定了聚合草 的生产利用价值
,

成为当地的 “当家饲料
”
之一

。

但由于它含有一定量

的毒素
,

应杜绝无限制地饲喂
。

实践
一

证明
,

大量喂给聚合草将有损于家畜的健康
。

尤其

近年来
,

日本的 H ir o n 。 〔‘ “ ’发现用聚合草干根
、

叶粉长期词喂 ( 2 4 Q天以上 )大鼠能导

致肝癌后
,

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

无怪乎国外有关医学专家惊呼
: “

用聚合草作为滋

补品或药草
,

再也不能认为绝对安全了 ! ” 〔“ ’

结 论

1
.

本试验用国产硅胶柱层析法从朝鲜聚合草根中分离到聚合草素 , 并用质谱中的

化学电离源法首次测得其分子量为 3 8 1 。

2
.

我国广泛栽培的朝鲜聚合草含有一定量的毒素
,

其有毒成分是双稠毗咯吮生物

碱
。

3
.

本试验将朝鲜聚合草中提取的生物碱进行猪中毒试验
,

证实了其能抑制猪的生

长发育及对猪的毒性
,

主要显示双稠毗咯咙生物碱的肝毒病变及胃底腺的溃疡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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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u d ie s o n th e E x tr a e t io n a n d

I, o la t io n o f A lk a lo id s o f S ym Phy t u m P e r e g r in u m

L e d e d a n d th e E ffe e t o f Its T o x ie ity o n P ig s

D in B a ilia n g

( D ep a r tm e n t o f A n im a l H u sb a n d r y a n d V e te r in a r y

M e d ie in e o f N o r t hw est e r n C o lle g e o f A g r ie u ltu r e )

A bs tra e t

T h e p y r ro liz id in e a lk a lo id
, sym p h y tin e h a s fir s t b e e n is o la t e d fr o m the

d r ie d r o o ts o f s 夕川Ph夕t u m P e r e夕r ‘n u 川 L e d e d by C o lu m n e h ro m a t o g r a p h y
, a n d

th e , im ila r m o le e u le io n p e a k (M + l )
+

( m /
e 二 3 8 2 ) o f sym p h ytin e h a s fir s t

b e e n d e t e r m in e d by e h em ie a l io n m a s s sp e e tr o se o Py
.

T h e e r u d e a lk a lo id a n d sym p hy tin e t h a t h a v e be e n e x t r a e te d a n d

is o la t e d a r e a d m in ist r e d t o 1 0 p ig lin g s r a n g in g fr o m 2 to 3 m o n th s .

T he d o s e

o f a lk a lo id

—
1 5 om g / k g e a e h tim e w a s g iv en to o n e g r o u p fo u r tim e s in a

m o n th , a n d a g a in th a t o f 4 o m g / k g e a eh tim e to a n o th e r g r o u p th r e e tim e : in

a m o n th
.

A s a r e s u lt
, 3 p ig lin g s in th e e r u d e a lk alo id g r o u p d ie d

, a n d th e

bo d y w e ig h t o f a n o th e r 3 s u r v iv e d a n im a ls in e re a s e d slo w ly ( 1
.

0 0士 0
.

7 1

k g / m
。 n th

,
P > 0

.

0 5 )
.

M o s t o f th eir liv e r s ap p e a r e d t。 h a v e so m 。 sp e e ifi。

p a th o lo g ie a l e h a n g e s be e a u s e o f p o is o n in g e a u s e d b y p y r r o liz i d in e a lk a lo id s :

h a em o r rh a g e s , ee ll n e er o sis
,

fibr o sis a n d slig h t m e g a lo ey to sis
.

In s ym p h ytin e

g ro u p , the w eig h t o f 4 p ig lin g s a r e ba s ie n o r m a l ( 2
.

5 士 1
.

3 5 k g / m
o n th

.

P( 0
。

0 5 ) a n d th e le sio n s o f liv e r s a 。飞d fu n d u s g la n d s a r e m e r e ly s lig h t
.

A n im a ls

o f e o n tr o lle d g r o u p g r o w w ell a n d th e ir bo d y w eig h t s a r e in er e a sin g fa s te st

( 3
.

8 7 士 2
.

3 9 k g加
o n th

, p < 0
.

0 5 ) a n d h a v e n o a n y a b n o rm al eh a n g e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