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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硒中毒临床及病理学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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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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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3组成年奶山羊每周一次 口服不同剂量的亚硒酸钠
,

历时49 d 的实验
,

临床

症状逐渐加重
,

心血管
、

泌尿
、

呼吸等系统均受损害
,

组织病变程度依次为肝脏 > 肾脏 > 心脏

> 脾脏 > 肺脏 > 淋巴结> 胰脏 > 大脑
.

主要病变为组织细胞变性
、

分解和坏死
,

细胞核变形
,

染色体减少
,

线粒体蜻稀疏或消失
,

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

出血和水肿
。

表明各组织器官对硒的

敏感性不同
,

肝
、

肾等组织病理变化可以作为奶山羊硒中毒诊断的参考依据
.

关链词 奶山羊
,

硒
,

硒中毒

中图分类号 5 85 2
.

3 1
,

5 8 5 6
.

9
,

5 8 58
.

2 60
.

6 9

自从 F ar
n
ke ( 1 9 3 4 ) 〔” 首次报道过食富硒植物引起动物 中毒以来

,

国内外对多种动物

硒中毒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2

· “ , ,

但过量硒对奶山羊的毒性作用及硒中毒奶山羊的病

理变化尚未见详细报道
。

本研究通过对硒中毒奶山羊的临床症状和组织病理学观察
,

为奶

山羊硒中毒病的诊断
、

防治与发病机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亚硒酸钠 ( N a Z
S e O

3
)

化学纯
,

纯度 97 %
,

西安化学试剂厂生产
,

批号 81 0 5 3 0
,

用 前 经 无 离子水溶解稀释成

.0 5 9 / L 的硒溶液
。

1
.

2 实验动物及处理

16 只西农莎能奶 山羊
,

1一 2岁龄
,

体重 21 一 3 5 k g
.

丙硫咪哇 口服和 1%敌百虫溶液药

浴驱 除体内外寄生虫
。

随机分为 A
、

B
、

C
、

D 4组
,

其 中 A
、

B
、

C 组为实验组
,

D 组为对照组
,

分圈饲养
,

自由采食
。

经临床观察 1 4 d
,

认定临床健康后按附表剂量分别给 A
、

B
、

C 3组羊投

服新鲜配制的亚硒酸钠溶液
,

每 7 d l次
,

连续 7次
。

附表 各组实验羊的服硒 t g / kg

组别
服硒天数 (d)

1 4 d Z l d 2 8 d 3 5 d 4 2 d 4 9 d

A 0
.

5 0
.

5 0
.

5 1
.

0 1
.

5 2
.

0 2
.

5

B 1
.

0 1
.

0 1
.

0 1
.

5 2
.

0 2
.

5 4
.

0

C 1
.

5 1
.

5 1
.

5 2
.

0 2
.

5 3
.

0 5
.

0

D 投服适量自来水作对照

收稿日期
: 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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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临床观察

每夭观察临床表现及饮食情况
,

并于每次投药前后进行临床常规检查
。

1
.

4 剖检
、

组织采集与处理

采用常规剖检法
,

详细记录实验羊的眼观变化
,

并按下列方法分别采集组织器官
。

1
.

4
.

1 组织病理学检查 采集心
、

肝
、

脾
、

肺
、

肾
、

大脑
、

胰和肠系膜淋 巴结等组织块
,

用

1 0% 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
,

H E 染色
,

光镜检查
〔们 。

1
.

4
.

2 超徽结构检查 采集心
、

肝
、

脾
、

肺
、

肾和大脑
,

2
.

5纬戊二醛溶液和 1%四氧化饿溶

液双固定
,

乙醇梯度脱水
,

E oP
n 8 12 环氧树脂包埋

,

超薄切片
,

醋酸铀和柠檬酸铅双重染

色
,

H IT A C H
一

6 00 型透射电镜观察与拍片
〔5 ,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中毒症状

随着服硒量的增加和实验时间的延长
,

实验羊临床症状逐渐加重
。

A
、

B
、

C 3组羊分别

于第 35
,

第 21 和第 7 d 服硒后开始发病
,

表现精神沉郁
,

呆立不动
,

头低耳聋
,

反应迟钝
,

不

思饮食
,

心跳加快
,

呼吸浅表急促等
,

多于 3一 s h 恢复正 常
。

以后
,

3组实验羊症状逐渐加

重
,

分别于第 42
,

第 28 和第 2 1 d 服硒后出现典型中毒症状
,

主要表现食欲废绝
,

极度沉郁
,

或头顶墙壁
,

闭 目呆立
,

或长期卧地呻吟
,

个别羊 回头顾腹
,

状极痛苦
。

站立不 稳
,

步态跳

珊
;
心音微弱

,

节律不齐
,

呼吸困难
,

呼吸音粗历
,

常伴有湿性锣音
,

部分羊咳嗽
,

流鼻涕
。

与对照组比较
,

实验羊全部表现体态消瘦
,

体重减轻
,

被毛粗乱无光
,

且易拔掉
。

最后 (第 7

周 )精神极度沉郁
,

乃至昏迷
,

运动失调
,

呼吸高度 困难
,

死前倒地
,

四肢强直
,

鼻孔流出大

量白色泡沫状液体
。

与报道的动物亚急性硒中毒症状基本一致
〔的 ,

但是未 见自然脱毛和蹄

匣变形
,

脱落等症状
,

可能与实验时间较短和实验动物种间差异有关
。

2
.

2 病理变化

肝表面呈棕褐色或土黄色
,

有针尖到粟粒大红色斑点
,

边缘钝圆
,

切面小叶模糊不清
,

胆囊肿大
,

充满胆汁
。

组织学检查
,

肝细胞索紊乱
,

胞浆呈细网状或有大小不等的小空泡及

多量红色细小颗粒 ( 1 1 l/ 2 )
,

部分肝细胞溶解
,

呈现不规则的坏死灶
,

残留的肝细胞核较大

而淡染
,

有的泡核消失
,

成纤维细胞和网状细胞增生
,

并有嗜酸性 白细胞浸润 ( 5 l/ 2 )
,

中央

静脉
、

小叶间血管扩张淤血
,

肝静脉内含有多量红色蛋白样物质 ( 5 / 1 2 )
。

超微结构检查
,

肝

细胞内含有许多染色较深的条状物 〔图 1〕
,

核染色质明显减少
,

几乎一片空白
,

枯否氏细胞

质内沉积有黑色沙粒状物质
,

毛细胆管内微绒毛部分脱落
,

连接复合体增粗或模糊不清
,

与其它动物硒中毒基本一致
〔 7 , 。

肝脏既是硒 中毒的重要靶器官
,

也是过量硒转化为排泄物

的重要场所
,

其病理损害可能是过量硒对肝细胞直接刺激所致
,

也可能是心肌坏死引起被

动性充血的结果
。

肾稍肿大
,

棕褐色
,

表面有大量红色斑点
,

切面湿润
,

流出大量血液
,

皮质与髓质界限

不清
,

肾乳头充血
。

组织学检查
,

肾小管上皮细胞核溶解
,

胞浆多呈红色细小颗粒状或丝网

状
,

细胞界限不清或脱离基底膜
,

部分病例肾小管上皮细胞膜破裂
,

胞浆流于管腔内
,

在肾

小管腔 内出现大量红染颗粒或条索状蛋 白样物质 ( 5 / 12 )
,

部分上皮细胞坏死周围
,

有细胞

再生现象
,

间质毛细血管和肾小球血管丛扩张
、

淤血
。

超微结构检查
,

肾小管上皮细胞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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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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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和 嗜酸性细胞以及少量浆细胞和巨噬细胞
,

网状细胞和成纤维细胞轻度增生
。

淋巴结生

发中心扩张
,

淋巴细胞减少
,

皮质窦和髓质窦扩张
,

内含巨噬细胞
、

淋巴细胞和浆液性纤维

素性渗出物
。

本实验期较短
,

因而认为生发 中心萎缩不可能完全由于实验期内营养不 良所

致
,

而是中毒水平或接近中毒水平的硒抑制了脾脏和脾外淋巴组织的淋巴细胞生长
。

大脑膜血管呈明显的树枝状充血
,

白质切面有大小不等的红色斑点
.

组织学检查
,

大

脑膜或脑实质血管扩张淤血或出血
,

多数神经细胞深染
,

体积变小
,

有的细胞核消失
,

可见
“
卫星现象 ” ,

局部颜色变淡
,

呈轻度液化坏死
。

超微结构检查
、

大脑皮质少突胶质细胞核的

核膜轮廓不清
,

染色较淡
,

神经胶质细胞核皱缩
,

高尔基氏体
、

线粒体
、

核糖体与溶酶体消

失
。

皮质内皮细胞呈现多个胞核
,

内皮细胞和周细胞间的基板厚薄不一
。

表明硒中毒奶山

羊神经系统受到损害
.

肠系膜水肿
,

小肠粘膜局部严重充血
、

出血和水肿
,

瘤胃粘膜极易剥落
,

粘膜下有大量

红色斑点
,

瓣胃
、

真胃及十二指肠枯膜等部位有红色小点
,

可能为亚硒酸钠的直接刺激作

用所致
。

对于硒中毒动物死亡的原因
,

目前认识尚不一致
,

有人归因于肺水肿及肺出血引起的

呼吸衰竭
,

有人认为心脏作为硒中毒的一个特定靶器官
,

心肌中硒浓度增加可能是决定动

物死亡率的一个关键因素
〔 , , 。

H er igs t ad 等认为
,

肝脏和其他器官 的分解变化为亚急性硒

中毒是猪死亡的主要原因
〔 10J

。

根据本实验结果认 为
,

心肌衰弱和呼吸衰竭是硒 中毒奶 山

羊死亡的主要原因
。

3 结 论

l) 随着实验时间的延长和服硒总量的增加
,

实验羊临床症状逐渐加重
,

心血管
、

泌尿
、

呼吸等系统均受损害
。

2) 硒中毒奶 山羊组织病变严重程度依次为肝脏 > 肾脏 > 心脏 > 脾脏 > 肺脏 > 淋 巴结

> 胰脏 > 大脑
,

各组织器官对硒的毒性作用敏感性不同
。

3) 奶山羊硒中毒主要病变为组织细胞变性
、

分解和坏死
,

细胞核变形
,

染色质减少
,

线

粒体蜻稀疏
,

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

出血和水肿
。

4 )肝
、

肾等组织器官病理变化可以作为奶 山羊硒中毒诊断的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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