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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狗舌草中毒的病理学研究

陈进军　王建华　薛登民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用质量分数为 10%的狗舌草饲料喂猪 144 d,病理组织学特征变化为 ,肝脏出

现巨肝细胞 ;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肿大 ,胞浆内陷 ;大脑神经细胞出现卫星化和噬神经现

象 ,小脑浦肯野氏细胞肿胀 ,尼氏小体不清 ;心肌纤维颗粒变性 ,有的核变圆 ,淡染。 透射电镜

检查可见肝细胞核常染色质数量增加 ,异染色质边集 ,胞质内充满嵴溶解的线粒体 ,内质网及

高尔基体消失 ;Ⅰ 型肺泡上皮细胞核膜破裂 ;Ⅱ型肺泡上皮细胞游离端微绒毛增多 ,嗜锇性板

层小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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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舌草 ( Tephroseris kirilowii )是菊科狗舌草属的一种有毒植物 ,含有多种双稠吡咯

啶生物碱 ( py rroli zidine alkaloids, PAs) ,对动物具有强烈的肝毒性 ,家畜尤其是幼畜 ,常

在采食狗舌草后数月至 2年发病 ,甚至死亡
[1, 2 ]
。 马、牛、猪、鸡和火鸡等为敏感动物 ,绵

羊、山羊、兔和豚鼠以及鹌鹑有较强的抵抗力
[1～ 8]

。陕西省陇县关山牧场从 1963年以来发

现在幼驹中发生一种“肝脑病” , 10余年间因本病死亡的幼驹累计达 250匹。 当时初步认

为该病是由于马匹尤其是幼驹采食狗舌草后引起的 [1 ] ,但未进行系统的动物试验。本研究

从临床观察 , 病理组织学及超微结构检查等方面进行猪的狗舌草饲喂试验 ,为狗舌草中

毒的防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试材　狗舌草 ,于 1996年 9月上旬 ,采自陇县关山牧场 ,由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

所鉴定。日晒至蔫再阴干 ,粉碎 ,干燥保存备用。 60～ 65日龄健康断奶仔猪 12头 ,雌雄各

半 ,体质量 ( 10. 56± 0. 79) kg ,购自陕西省杨凌区养猪专业户。试验前剪耳号 ,驱除体内外

寄生虫 ,去势 ,用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三联疫苗免疫 ,观察 18 d后 ,随机等分为对照组 ( C

组 )和试验组 ( T组 )。于环境相同的两个猪舍 ,采用生料湿喂法饲喂。 C组饲料配方为 ,西

北农业大学饲料厂产的生长猪前期浓缩料∶玉米粉∶麦麸∶草糠= 2∶ 4∶ 3∶ 1, T组饲

料配方为生长猪前期浓缩料∶玉米粉∶麦麸∶狗舌草粉= 2∶ 4∶ 3∶ 1.两组猪饲料的营

养成分相当。

方法　试验开始后 ,每日进行临床观察 ;每隔 8 d,于早晨空腹称重。试验期末 ,剖检供

试猪 ,观察并记录眼观变化。采集心脏、肺脏、肝脏、肾脏和大脑、小脑 ,常规切片 , H. E.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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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光镜检查。采集肝脏和肺脏 ,按常规方法半薄切片定位后 ,进行超薄切片 ,透射电镜观

察。

2　结　果

2. 1　临床症状

　　 T组猪在试验开始后 3～ 5 d内 ,稍有厌食 ,以后采食基本正常。 80 d后 ,表现食欲降

低 ,被毛不整 ,进行性消瘦 ,精神倦怠。以后试验猪均表现厌食 ,被毛蓬乱 ,消瘦 ,呆立 ,粪球

干小而被覆粘液 ,尿淡黄 ,尿末期可见乳白色胶冻样物 ,猪舍有腥臭味。从第 96天开始 ,粪

便潜血试验呈阳性。至第 104天 ,试验猪食欲明显降低 ,生长停滞 ,结膜潮红 ,精神不振 ,尿

液浑浊 ,粪球干小黑硬 ,体温基本正常。至第 120天 ,结膜苍白 , 5 /6的猪直肠外翻检查可

见坏死斑 , 3 /6的猪尾尖断损 ;体质量呈负增长。 C组猪质量增加明显 ,平均日增 ( 0. 45±

0. 067) kg ,未见临床异常变化。

2. 2　病理组织学检查

2. 2. 1　 T组猪剖检变化　肝脏: 5 /6头猪的肝表面呈深紫色与淡黄紫色相间 ,局部萎缩 ,

硬实 ; 6 /6头猪的膈叶 1 /3～ 1 /2面积覆有胶冻样沉积物 ; 4 /6头猪的尖叶、膈叶或心叶有

一到数个灰白色、似绿豆至蚕豆大小的坚硬结节。

肺脏: 5 /6头猪的肺脏体积增大 ,指压留痕 ,切面外翻 ,尖部萎缩 ; 1 /6头猪肺体积缩

小 ,被膜不易剥离 ; 3 /6头猪的肺脏 1 /2～ 2 /3以上区域发生肉变。

中枢神经系统:软脑膜充血。

心脏: 3 /6头猪的心脏冠状沟及其附近脂肪呈淡黄色胶冻状 ; 2 /6头猪的心脏体积明

显增大 ,质地硬实 ,在红褐色背景下有黄色条纹 ,切面外翻。

肾脏: 5 /6头猪的肾脏肿大 ,质地坚实 ,被膜紧张 ,不易剥离 ,实质有瘀血 ,两端或一端

有 15 mm× 35 mm楔形凹下的坏死区。

2. 2. 2　 T组猪病理组织学变化　肝脏:肝细胞发生颗粒变性 ,肝细胞核大小不等 ,可见散

在的巨肝细胞 (细胞大小和细胞核大小均相当正常肝细胞的 2～ 5倍 ) ,出现胞浆内陷 (见

图版 1)。间质增宽 ,并有大量淋巴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增生。在局部 ,肝细胞坏死、溶解、消

失 ,大量的嗜中性白细胞浸润、集聚并化脓 ,形成数个小脓肿 ,周围有一层很厚的由成纤维

细胞、淋巴细胞、嗜中性白细胞、巨噬细胞和新生毛细血管组成的肉芽组织囊肿 ,肉芽组织

向附近的肝组织延伸 ,将肝小叶分割包围 ,形成很多假小叶 ,假小叶内胆管和肝细胞增生 ,

排列紊乱呈团块状 ,并出现较多的巨肝细胞。

肺脏:肺泡气肿 ,泡壁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肺泡上皮细胞增生肿胀 ,少数脱落于肺泡腔

中 (见图版 2)。

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肿大 ,胞浆内出现较多红色小颗粒 ,胞核大小不一 ,有的胞核

相当于正常的 3～ 4倍 ,并有胞浆内陷现象。远曲小管上皮细胞呈空泡变性 ,有的胞浆崩

溶 ,仅残留部分胞核 (见图版 3)。有的肾小球缩小 ,局部结缔组织大量增生 ,残留的肾小球

因压迫而萎缩 ;有的则出现代偿性扩张 ;有的肾小球形成大的囊肿。

心脏:间质毛细血管轻度扩张充血 ,心肌纤维肿胀 ,颗粒变性 ,横纹不清 ;胞核大小不

一 ,很多胞核大而淡染 (见图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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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大脑皮质和小脑毛细血管轻度充血并有点状出血 ;大脑神经细胞变性

坏死 ,出现卫星化和噬神经现象 (见图版 5) ,小脑浦肯野氏细胞肿胀 ,尼氏小体不清。

图版 1～ 6　供试猪病理组织学观察结果

1.肝细胞颗粒变性 ( A) ;巨肝细胞 ,胞浆内陷 ( B)　 H. E.× 400; 2.肺泡壁细胞肿胀 ,脱落 ( A) ;泡壁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 B)　 H. E.× 400; 3.肾近曲小管间充血 ( A) ,细胞核大小不一 ,胞浆内陷 ( B) ,远曲小管胞浆溶解 ( C)　 H. E.× 400; 4.

心脏间质扩张充血 ( A) ,心肌纤维呈明显的颗粒变性 ( B) ,有的胞核变圆　 H. E.× 400; 5.大脑神经细胞变性坏死 ,可

见到卫星化 ( A)和噬神经现象 ( B)　 H. E.× 400; 6.巨大、畸形的肝细胞核 ,核膜不完整 ;异染色质呈颗粒状排列 ,电子

密度加深 ;胞质内充满嵴崩溶的线粒体 ;内质网及高尔基体消失　×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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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超微结构检查

肝脏:肝细胞核明显肿大 ,但也可见异形的比线粒体还小的皱缩核 ,核膜凹凸不平 ,呈

波浪状或带有皱襞 ,异染色质呈颗粒状 ,未见核仁。 线粒体肿胀 ,外膜完整 ,但内膜和嵴消

失 ,线粒体之间夹杂大量小空泡 ,粗面内质网及核糖体稀少 (见图版 6) ,胞浆内出现数个

匀质无结构圆或椭圆形小滴 ,未见高尔基体 ,细胞间桥粒减少或消失。

肺脏: Ⅰ 型肺泡上皮细胞核膜破裂 ,核两端有数个小滴 ;Ⅱ型肺泡上皮细胞游离端微

绒毛增多 ,嗜锇性板层小体减少。

3　讨　论

3. 1　狗舌草的肝毒性

　　在短短近 5个月的试验中 , T组猪的肝脏已出现结缔组织和胆管大量增生 ,并形成许

多假小叶 ,已显示出肝硬化的趋势。同时 ,狗舌草中含有数种致癌的 PAs
[7 ]

,本研究结果显

示出了肝细胞的异形性 ,如巨肝细胞 ,胞浆淡染 ,核呈现多边形 ,胞浆内陷 ,核异染色质边

集 ,常染色质增多等癌变的特征。所以 ,可以初步推断 ,狗舌草对动物的肝毒性主要是引起

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 ,而且二者之间可同时或交叉发生。

3. 2　狗舌草对其他组织器官的毒性作用

Shubat ( 1989) [8 ]将单猪屎豆碱 ( PAs的一种 )给大鼠腹腔注射后发现 ,试验鼠出现了

肺动脉充血 ,这与本研究中 T组猪出现的肺泡毛细血管充血及肺气肿一致。 本研究首次

发现 ,中毒猪大脑中有的神经细胞变性坏死 ,出现卫星化和噬神经现象 ,小脑浦肯野氏细

胞肿胀 ,尼氏小体不清 ;有的心肌细胞核体积增大 ,呈圆形且淡染 ;肾脏近曲小管细胞肿

胀 ,胞浆出现红色细小颗粒 ,有的细胞核增大、淡染 ,胞浆内陷。这些变化是否也是由狗舌

草中 PAs的吡咯代谢物引起的 ,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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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patholog y in Swines Exposed to

Tephroseris K irilowii ( Turzc. ) Ho lub

Chen Jinjun　Wang Jianhua　 Xue Dengmin
(College of Anima l S cience and Veter inary Med icine, Northwestern

Ag ricul tural University ,Yangl in 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he pig s in test g roup w ere fed fo r 144 day s wi th the feed containing

10% Tephroseris kirilowii . The megalocy toses o f the hepatocy tes occured. The kidney

proximal co nvo luted tubule cel ls chang ed into megalo cy tes and the plasma caved in the

nucleus. The brain nervo us cells w ere sieged and swallo w ed, cerebellum Purkinje cells

w ere turbid, and the Nissl bodies cannot be seen as w ell. The mycocardium fibre g ra nu-

lar degenera tion too k place wi th ro und a nd light-dy ed nuclei. The t ransmission elect ron

microsco pical lesions w ere the ga thered hetero chroma tin, the sw ollen mitochondria w ith

soluted cristae mi tochondriales, v ery few er endo plasmic reticulums a nd golgioso mes, in

hepatocyte, bro ken nuclei of typeⅠ a lv eo lar cel ls, hy perplasia fine hai r and reduced as

w ell a s dest roy ed osmiophilic m ul ti lamellar bodies in typeⅡ alv eolar cells.

Key words　 meg alocytosis of the hepa tocyte, histo patho log y, Tephroseris kirilowii

( Turcz. ) Holub, intoxicatio n, s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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