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学院学报

沙 打 旺 的 毒 性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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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打旺 (A s tr ag a lu s ad su r ge ns p a l l)提取液对一周龄小鸡的毒
』

{上
,

结果是喂量

达 Zm l/ 1凹克体重和 4 m l / 1 0。克体重无中毒定状
; 6 m l / 1。。克体重出现中毒症状

,
死亡率

3 3
.

3% , 8m l / 1 0 0克体重
,

表现中毒症状
, 4 小时内全部死亡

,

同样剂量给成 年鸡饲喂

无临床症状
。

安哥拉家兔耳静脉注射 8m l/ 1
。

Z k g体重
,

10 m l / 1
,

s k g 体重均无异常表现
。

测定沙打旺茎叶含亚硝基 ( N O
Z一

)量
,

是随其生长开花而增加
。

试验结果 表 明
,

沙打旺茎叶中是含有 N O
Z 一 ,

偶氮 反应呈阳性
。

从中毒小鸡死后尸检
,

主要病变是肺出

血
、

肺气肿
,

这与 N O
Z一

中毒有关
,

故应适 当控制其喂最
,

尤其对小鸡应特别注意
。

沙打旺提取液用薄层层析分离呈现 7 个组分
夕

其结构有待进一步鉴定
。

前 言

沙打旺学名为直立黄民
,

别名麻豆秧
、

薄地举
、

青扫条地
、

地丁等
。

它是豆科黄茂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具有绿肥

、

固沙
、

保持水土等多种用途的牧草
,

其适应性强
,

适种

于干早半干早地区
,
抗逆性好

,
茎叶营养丰富

,

根系发达
,

能吸收土壤深层 水 分
,
耐

早
、

耐寒
、

耐贫痔和盐硷
,

产草量高
,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青绿伺料
。

黄茂在世界上约有三千余种
,

主要分布于北温带
,

稀见于北美和大洋洲
,

分布 中心

在中亚和西亚
。

北美的黄茂属植物有三百余种
夕

是豆科植物中最大的属
。

我国有 2 5 0余种
,

属于 8 个亚属 50 个组
。

沙打旺是我国六十年代从野种中驯 化 培育

而成
。

目前
夕

世界上除 日本
、

苏联有野生种分布外
,

尚未见到其它国家有这 方 面 的 报

道
。

沙打旺在我国东北
、

西北
、

华北等十余省 ( 区 ) 栽培
,

面积约达 5 万亩
。

陕西省从

* 本文承蒙段得贤教授
、

卢得仁付教授审阅
,

张琼瑶同志作病理切片
,

杨得祥同志协助侧 定N O ; 一含

量
,

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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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5年开始引种
,

试验数年
,

采用飞机播种基本成功
。

据国外文献报导
,

所有豆科黄茂属植物并不一定均可用作饲草
,

有的 因含毒使畜禽

发生急性或慢性中毒
。

在北美洲所有有毒植物中黄茂属和棘豆属对家畜危害 性 最 大
。

1 9 6 9
、

1 9 7 2年 S t e r m i t z ,
F

·

R先后从黄茂属的 A
,

m i s e n ,
V a r , o b l o n g i f o l i u s分离和

鉴定了 m 沁 e r ot o ix n 即 3 一硝基一 1 一丙醇日一 D葡萄糖普
,

在消化道里可被分 解 为 毒

性高的 3 一硝基一 1 一丙醇 (

卜
N i t r o

一 i 一 p r o p a n o l
, 3 N p o H )

。

1 9 7 5年 S t e r m i t z ,
F

.

R和 H
a r l o w

.

M
.

C
夕

分离和鉴定了 H i p t a g i n ( 1
、
2

、
3

、
4一 t e -

t r a
一 3 一

n i t r o
一 p r o p a n o y l一日一D一 g l u e o p y r a n o s i d e ) C i b a r i a n 〔 1

.

6一 d i一 ( 3

一
n i t r o p r o p a n o y l ) 一 1一日一 D一 : l u e o p y r a n o s i d e 〕 这些硝基化合物能代谢 分 解 为

3 一硝基丙酸 ( 3 一 in tr o p r o p io m ie ac i d 3 N P A )
,

而且这些植物每克组织的 毒性大 致

相等
,

可以造成畜禽慢性和急性中毒
。

慢性中毒表现后躯发生软弱
,

综合症状的 特 点

是
,

全身虚弱
,

后躯平衡失调
,

震颤
,

腹泻
,

消瘦
,

呼吸 困难
,

虚脱
,
最后死 亡 于 心

肺衰竭
。

急性中毒的动物往往在采食后 2 一 2 4小时倒毙
。

中毒多发生在反当 兽
夕

驴 和

马发生中毒的为数极少
。

沙打旺对畜禽有毒与否
,

迄今未见报道
,

为此特进行本试验
。

材料和方法

一
、

试验动 物

1
.

西北农学院教学农场畜牧站孵育的一周龄健康莱航小鸡 3 2只
。

2
.

西北农学院牧医系实验动物房饲养的 3 只成年鸡 (本地土种公鸡 2只
、

母鸡 1 只 )
。

3
.

西北农学院牧医系实验动物房饲养的 3 只安哥拉家兔
。

4
.

西北农学院牧医 系实验动物房饲养的 1 头牛 (取瘤胃液用 )

二
、

材料

1
.

仪器
:

M P S一 5 0 0 0多用分光光度计
,

比色杯 1
.

o c m ,
负高压 3 0 0V

。

2
.

沙打旺
: 1 9 8 1年 10 月上旬

, 19 8 2年 3 一 10 月采集于西北农学院伺料试验地
·

( 由河

南 引种栽植 )
,

每月 15 日采集
,

自然干燥
夕

60 ℃鼓风干燥 24 小时
,

粉碎后过 20 目筛
, 贮

存在密封塑料袋内备用
。

3
.

提取液制备
:

称取 40 克沙打旺粉 (茎叶 )
,

用无水乙醇在索氏提取器内提取 48 小

时
,

提取液室温冷却
、

过滤
,

减压浓缩成膏状物
,

用 1 00 m l蒸馏水溶解
、

过滤
,

滤 液用

氯仿萃取
,

除去杂质
,

水层经蒸发浓缩呈棕色糖浆状
,

使 1 毫升 提 取 液 相 当 于 1 克

粉末
。

三
、

方法

1
.

测定沙打旺含亚硝基量 ( N O
: 一

)

取测定的被 检 粉 末 ( 40 目 ) 0
.

5克
,

加入 I N 盐酸溶液 10 m l , 室温提取 2 小时
,

并

不断搅拌
,

定量滤纸过滤后
,

每种滤液再作 以下处理
:

分别于 3 个试管 (其中一个作对

照管
,

两个为测定管 ) 中各加 l m l滤液
,

接着再加 l m l 2 0%氢氧化钾溶液室温过夜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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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各加 5 m l蒸馏水
,

测定管先加 l m l冰醋酸
,

再加 i m l格林氏 液 ( G n e s s
一 Il o s r a y )

,

对照管加 2 m l冰醋酸
, 2 0分钟后变微红 色

,

各管 1 5劝转 /分离心 4 分钟
,

在分光光度 计上

用 5 30 纳米波长
,

以对照管校正 。 点
,

测定光密度
。

2
.

亚硝酸钠标准液的测定

准确称取亚硝酸钠 O
,

1 4 9 5克
, 溶于 I OOm l无离子水中夕 此液 l m卜 毫 克 N O

:
一

的 溶

液
。

标准曲线制备
:

取小试 管 n 支 , 依次分别加入亚硝酸钠标 准 液 ( 1毫升 = 0
.

01 毫克 N O
Z一

)
: o

0
.

1 , 0
.

0 9 , 0
.

0 8 , 0
.

0 7
, 0

.

0 6
, 0

.

0 5 , 0
.

0 4 , 0
.

0 3 , 0
.

0 2 ,

和 o
.

0 1m l
,

各加无 离子水

至 5 m l
,

然后加氨基苯磺酸一甲位蔡胺溶液 l 毫升
,

混合
,

放置 1 5分钟
,

用 5 30 纳米 波

长比色
,

光 密度为纵座标
,

含量为横座标
,

作出标准曲线
。

`

3
.

薄层层析

制板
;
所用硅胶系上海荧光化学厂生产的硅胶 G F

,

按正规制板
。

取提取液 10 毫升
,

减压浓缩至干
,

用无水乙醇溶解
,

点板
,

展开剂 : 正 丁 醇 : 乙

酸 : 水 ( 6 : 1 : 2 )
。

显色
:

1
2

蒸气
。

4
.

中毒试验

( 1 ) 一周 龄小鸡试验
:

将 32 只一周龄健康小鸡
,

随机分成四组
,

按 1 00 克体重 胃管投服沙打旺提取 液 分别

为 2m l
、

4 m l
、

6 m l
、

s m l
。

对照组用无离子水
。

试验前一日下午不给喂食
。

( 2 ) 成年鸡试验
,

按每 1 00 克体重 胃管投服 s m l沙打旺提取液
。

( 3 ) 安格拉兔试验
:

从耳静脉注射提取液 8m l / 1
.

2 k g体重
,

10 m l l/
.

s k g体重
。

5 ,

消化试验

取牛胃液 10 Om l
,

加新鲜沙打旺茎叶 20 克在培养箱 中 3 9℃培养 1
、

2
、

3
、

4 小 时

后
,

测定含亚硝基量
。

结果与讨论

一
、

中毒试验

一周龄小鸡对沙打 旺的敏感性是随含量递增 而增加
:

A组未发现中毒症状或异常表

现 ;
一

B组有暂时性的异常表现
,

精神沉郁
,

粪便粘稠带棕色
,

但 3 小时内均恢复正常 ;

C组有中毒症状
,

两翅下垂
,

闭眼
夕

呆立
,

头颈下垂
夕

甚至伏卧
, 呼吸轻度 困难

, 2 只

症状严重
,

伴有张嘴呼吸
,

甚至挣扎倒毙
,

死亡时口 流棕色粘液
; D组全部出现 中毒症

状
,

均在 4 小时 内死亡 (试验结果见表 I )
。

尸体剖检
:

C组
:

被毛松乱
, 口流棕色粘液

,

嗦囊扩张 内含多量棕色粘液
,

浆膜呈树 枝 状 充

血 夕 肠系膜及局部肠浆膜充血
,

肝有少数条状或点状出血
,

胆囊扩张充满胆汁
, 心冠状

沟血管充血 , 其它未见肉眼变化
。

D组
:

乌哮
: 皮肤发给

,

咀多数未见流有棕色粘浪
, 3 只哮奔扩毕

,

琴埠琴且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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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打旺提取液喂小鸡试璧一

— 勇已` 一~ -
.

一
~

一
~
一一竺卫兰璧

一
_、

拟 _ } ~ 。 } 休重 ! 喂最
。 d

一 叫 枷万 { (点 ) !(毫升 )

一

瓦而而竞
一

卜

丁屯
一

下了下司
采食

、

饮水
,

活动等均

正常 ,
排泄的粪便稍带

棕色
。

活泼健康

竹曰月沈八é00浦生q,SQ̀。Ut了
..

…
八UCUn
ónUnU

l

l
se
....二、,..5舀...

一

八O八̀一匀J咬冷r
孟

任J丝ù月气刀任CO9犯162028
A组

ǎ从àQUOdsJ住只U厂口
山

q
.

…
1ù1土, .孟研1nU,dqU连

一nQU,
、
0ù11,1勺UQ̀4 m l / 1 0 0克

闭眼 ,
精神沉郁

,
排出

粘稠棕色粪便
,
症状在

3 小时内消失
,

恢复正

常
。

3 小时内全部康复

1
,

8

1
。

了6

2
。

5 2

2
。

6

闭眼
、

精神沉郁
、

低

呆立
,

被毛松乱
,

两

下垂
,

头颈下垂
,

甚

向胸下伸曲
, 伏卧

、

吸困难
, 2 只死亡

。

除 2 只死亡外
,

其余的

在 4 一 8 小时内恢复
。

见照片 ( 1 ) ( 2 ) ( 3 )

翩刹ō叫到

.58

…70
ǔ力

,曰2

几乙ǹ

51517别25266m l / 1 0 0克

s m l / 2 0 0克

3
。

7 6

3
。

2 8

3
。

6

3
。

碑4

3
。

5 2

0
。

9 0

0
。

9 2

1
。

8 4

1
。

8 0

2
。

5 8

2
,

6 4

3
。

6 0

3
。

5 2

精神沉郁
、

呆 立
、

闭

眼
,

饮食废绝
,

轻度颤

抖
,

头颈下垂
,

排棕褐

色稀薄粪便 , 伏卧
,

呼

吸困难
,

末 了呈周期性

呼吸 , 断断续续
。

4 小 时内全部死亡
。

见照片 ( 4 ) ( 5 )

3739脚ù川药44一妞招此巧妮红一邪好牡药拐44

12。
一ù.4n22

D组

无任何临床 表 现
, 活

泼 ,
一切均正常

。

活泼健康

尸a八6八blaCO性刀l公力 性月吮
.

及一才件日往上J吐ùJ
ó月叹盛住6718仍21打抓

(喂无离子水 )

对

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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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有液体浸润
,

肝脏有淤斑
,

胆囊充满胆汁
,

肠 系膜 及肠粘膜均充皿
。

病理组织学变化
;

C
、

D 两组基本相似
,

主要在肺脏
,

毛细血管充血
,

出血
,

肺房
、

副支气管
、

次 级

支气管
、

呼吸性毛细管腔中有多量红细胞
,

部分副支气管呈现不同程度的扩张
、

破裂
、

变形
,
甚至消失

。

有的管腔 内含有嗜伊红丝状物
。

D组以呼吸性毛细管扩张
、

充满气 体

为主
。

肝
:
中央静脉

、

窦状 隙充满红细胞
,

肝细胞胞浆中出现大小不等园形空泡
,

有的肝

被膜下有较宽坏死 区
,
肝细胞胞核消失

,

红染一片
一 。

肾
:

肾小管间小血管充血
,

严重者出血
,

肾小管上皮细胞胞浆有大的空泡
,

上皮细

胞脱落入管腔内
。

肠
:

腺上皮细胞脱落
、

充血
。

成年鸡
,
按 8 m l/ 1 00 克体重喂沙打旺提取液

,
均无异常表现

。

安格拉家兔耳静脉注射沙打旺提取液
,

均无异常表现
。

从敏感动物即一周龄小鸡表现出内服 2 一 4 克沙打旺提取液
,

不中毒
, 而 6 克的

,

有 1 / 3中毒
, 8 克即全部死亡

,

可初步说明沙打旺是含有毒的
。

但成年鸡未见 中 毒
,

其

原 因也许是幼龄鸡的屏障结构及免疫机能均未发育完善
,

容易发生疾病
,

而发病经过也

较为严重
。

成年鸡 因神经系统及屏障结构发育成熟
,

故抵抗力较强
。

从试验动物结果可

认为沙打旺属于低毒黄茂属植物
,

中毒是与单位时间内的喂量
、

年龄和品种有关
。

( 1 ) ( 2 ) ( 3 )

( 4 )

注
:

( 1 )

( 4 ) ( 5 )

吸 6 尹

( 2 ) ( 3 ) 照片为C组 中毒的小鸡

照片为 D组 中毒的小 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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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亚峭基 ( N O
: 一

) 含量的测定

每月定时测定沙打旺茎叶含亚硝基 ( N O
Z

一

) 量 , 它们偶氮熨应均为阳性 ( 测 得结

果见表 I )
。

表 I 沙打旺含亚硝基 ( N O
: 一

) 季节变化
. .

1妥藻月
’

自
一
~ 一

下甲攀丽澡
`

犷
’

毓一 }孤
:

漏
’

)
L

诚琶
…

.

簇箱暴裹荔
~

11燮竺旦
一

…
~

一

盛
~

少里一l
一

李坚了卜卫)兰竺
一

…

一
-

—
{—

一{崖…i些子壁
一

}三竺
一

{—
生竺一 一一

~

一

三竺巨巴一J
se

笙巴
一

卜堑些萎叶
一

{一业
i旦竺一

一

!一
一竺竺一一

~

一
二里i巴一卜生二一 {

一上二
一

}
一

)些竺一}一 ` 少哩 一二里竺些
一

一{
一了了一 }了一

一二
一

…一
o

竺一…
-

一 一星竺
-

一一

卫三竺生
~

一

卜1 塑一}一生卫…一 {一全卫几一1
一

一一里三一一一

里理些竺
一

卜二兰一卜生一生 }一旦巴互乞一 {
-

一
止里旦兰一一

一

坐竺一卜兰
一

塾一 {兰一二
一
}一生

一

旦竺一 {一
一一兰兰兰

—一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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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 .」 . . , . .

沙打旺含N O
Z 一

量有随植物生长不断增加的趋势
,

但十月份以后又有所下降
。

1 9 2。年M ar
s h和 lC

a w s o n 首次报道 了含硝基植物引起中毒
,

随后 B r
此

e 报道 了英国

哥伦比亚绵羊
、

牛和马的铃兰黄茂中毒
。

1 0 3 2年 lB at h等报道 在怀俄明放牧海劳菲 鲁斯

黄民的牛发生类似的中毒
。

1卫 O年M at h e w s记述了得克萨斯绵羊
、

山羊和牛的 埃 默里

氏黄茂中毒
。

1 0 5 2年 M a c D o n a l d报道牛 因采食迟花柔弱黄民 中毒
。

1 3 6 9一 1 9 7 2年 S t e r -

m it s 、

F
.

R
,

从长圆叶柔弱黄茂中分离到毒素 m i s l r ot 。 vi
,

证明含硝基的植物能 合 成

脂肪族硝基化合物
,

在反当兽消化道中柔弱毒素被代谢转变成毒性高的 3 一硝基一 1 一

丙醇
。

另外的含硝基植物能合成的化合物在反色动物消化道
.

里则被代谢转变成弱毒性的

3 一硝基一丙酸
。

1 9 8 1年 aJ m e s .

L
.

F 等报道了
“
家畜黄茂属植物中毒综 合 症

” , 1 9 8 2

年鲁西科等报道了西藏劲直黄 茂中毒的调查报告
, 汪做等在沙打旺研究中也指 出沙打旺

是含有毒性的
。

这与我们所测的含有亚硝基是一致的
。

三
、

植物在瘤胃内消化过程 中的变化

摸似消化试验
,

结果见表 l
。

N O
Z 一

含量比茎叶测定为高
,

随时间延长而下降
。

测定值与 S t e r m i t z .

F
.

R所报道的相似
。

从动物试验及 N 0
2一

含量测定的结果
,

都说明了中毒小鸡的死亡与肺 出血
、

肺 气肿

相联系
。



沙打旺的毒性试验

四
、

从 西藏泽 当采集的 1 1月份干劲
一

直黄茂 ( 有毒紫云 英 ) 含亚梢基 ( N 0
2

果 (见表 W )
。

7 t

) 量测 定结

表 l 牛瘤 胃液与沙打旺茎叶培养后测 N O
: 一

含纽表 (五月采集 )

培养时问 平均光密度
二 。 、 八

卜卜 , 、 * /含
一
二 、 口 7 , 卜 U

也刊兀 / 毫

N O
Z

克数

111 小时
’’

0
。

0 3 999 O
。

1 333

222 小时时 0
。

() 3 444 0
。

1 1理理

333 小时时 0
。

0 2 111 0
。

0 777

444 小时时 0
。

0 2 000 0
.

0 6 666

表 W 劲直黄蔑含亚硝基量的测定
. . 月 . , `

-
~

一
. . 心 , , 口鱼 , . , 旦. . . . . .

~
, , . . 口. . , . . , . 肥 .巨 匣, . . . . . . 国主 . . . r , . .口. . 口. . . . . , , . . 旦口. 巴 】曰. . . . . 吧 , . . . .岛户月

采集时间 生长阶段 样 品 } 平均光密度
平均百分含量植物克 /N O

: -

毫克数

~ ~ . ~ ~ . ~ ~ , ~ - , ~ 目阮一
,

干干茎叶叶 0
。

0333

十十神于于 0
。

0 222

测定结果
,

茎叶 含毒素最高
,

食时要提高警惕
,
以免中毒的发牛

所以中毒在当地发生由来已久
,

因此对沙打旺大量采

五
、

层析结呆呈现 7 个棕 色斑 点
,

R f值分别 为
:

0
.

2
、

0
.

4 2
、

0
.

5 6
、

0
.

5 9
、

0
.

7 8
、

0
.

9 1
、

0
.

9 ,

其中 9
.

5 9和文 献 报 逗 m 主s e r t o x i n i n

R f值很接近
,

由此可 见
;

沙打旺所 含物质 比较多
,

有 待 今后作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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