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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冰川棘豆中毒的血液学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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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10 只杂种奶山羊随机等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试验组羊按 10 gö(kg·d) 的剂量饲喂冰川棘豆干

粉, 定期采血, 进行血液 RBC、H b、PCV、WBC、白细胞分类记数和全血淋巴细胞空泡变性的测定, 并计算M CH、

M CV、M CHC。结果表明, RBC、H b、PCV、M CH、M CV、M CHC 明显低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淋巴细胞出现空泡变性, 中毒羊造血系统受到损害, 抵抗力降低, 贫血属小细胞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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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棘豆 (O x y trop is g lacialis) 是新发现的一种

有毒植物[1 ] , 为豆科棘豆属多年生草本, 目前仅分布

于高海拔的西藏阿里地区。家畜冰川棘豆中毒给当

地畜牧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到 1995 年为止, 阿

里地区东部三县 (措勤、改则、革吉)中毒死亡的家畜

总数约 53 万头 (只) , 损失超过 6 172 万元[2, 3 ]。家畜

中毒的临床症状揭示, 冰川棘豆属于疯草类有毒植

物, 疯草研究中, 中毒动物血液学测定的结果尚不一

致, 但大多数研究表明, 血液中RBC、H b、WBC 呈下

降趋势, 冰川棘豆是新发现的有毒植物种, 尚无血液

学方面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冰川棘豆中毒羊

的血液学指标分析, 探讨山羊冰川棘豆中毒所引起

的血液学变化, 为冰川棘豆中毒的进一步研究及综

合防治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冰川棘豆: 1996210～ 1997210 采于西藏

自治区革吉县和措勤县草场, 自然干燥, 粉碎, 贮于

干燥处。试验动物: 10 只杂种奶山羊, 年龄 1～ 4 岁,

均购于杨陵集市。

方法　10 只认定为临床健康的杂种奶山羊, 随

机等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分圈饲养。对照组羊自由

采食青干草, 每只每日平均喂精料 300 g。试验组羊

饲喂冰川棘豆粉, 按 10 gö(kg·d) 剂量与 300 g 精

料加水混匀, 分上、下午 2 次饲喂, 自行采食完后喂

给青干草, 自由饮水。

试验开始后, 每天对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 1 次

临床常规检查, 每次采血前测定 1 次体重。

试验前及试验后每隔 7 d 采抗凝血 1 次, 进行

红、白细胞记数 (RBC、WBC ) , 红细胞压积容量

(PCV )、血红蛋白 (H b) 测定, 计算平均红细胞血红

蛋白含量 (M CH )、红细胞体积 (M CV ) 和红细胞血

红蛋白浓度 (M CHC) , 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 全血淋

巴细胞空泡变性的测定。其中试验的第 1, 3, 5 天各

加采抗凝血 1 次, 进行淋巴细胞空泡变性测定。

在试验的第 25 天和 45 天, 各测定心电图 1 次,

用导联É、Ê、Ë、aV R、aV F、aVL。

2　结　果

2. 1　中毒症状

　　试验组羊体重在试验的前 14 天明显增加, 第

28 天起持续减轻, 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显著。从

第 25 天起试验羊表现精神沉郁, 食欲减少, 头部震

颤, 颈部僵硬, 难以下压。第 28 天时发现试验羊眼结

膜色淡, 后躯变瘦, 后肢变形, 个别羊表现后肢不灵

活, 走路时后躯摇摆, 不愿行走; 第 42 天时症状逐渐

加重, 表现眼结膜苍白, 体质消瘦, 四肢僵硬, 步态强

拘, 不愿上下坡, 站立不稳, 容易摔倒, 倒地后出现抽

搐, 四肢划动, 躺卧姿势异常, 出现四肢伸直的伏卧

和侧倒卧姿势, 侧卧后难以起立, 有的羊因起立困

难, 挣扎后呈现犬坐姿势。最后全身僵硬, 卧地不起,

濒临死亡 (第 49 天)。体质好、年龄轻的公山羊, 出现

中毒症状较早, 但发展慢, 而年龄大的羊出现症状

晚, 但发展快, 出现明显症状后几天便会卧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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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衰竭期。

2. 2　血液学检查结果

血液学的测定结果 (见表 1) 表明, 从试验的第

14 天起, 红细胞总数明显下降,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极显著 (P < 0. 01) , 相应的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容

量 也 明 显 下 降, 与 对 照 组 相 较 差 异 极 显 著

(P < 0. 01)。试验组M CH 从试验的第 7 天起明显低

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P < 0. 05 或

P < 0. 01) ,M CV 减小,M CHC 略低于对照组。

表 1　红细胞数、血红蛋白含量和红细胞压积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RBC H b and PCV

时间öd
T im e

RBCö(×1012·L - 1) HBö(g·L - 1) PCV ö%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试验组
Test group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试验组
Test group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试验组
Test group

0 12. 39±2. 56 13. 11±2. 84 104. 0±0. 74 10. 3. 9±0. 92 34. 56±1. 64 35. 98±2. 59

7 12. 73±3. 69 11. 33±2. 74 102. 0±0. 97 73. 0±0. 75 35. 12±1. 09 31. 14±2. 37

14 11. 79±1. 30 10. 26±0. 89 94. 0±1. 09 72. 0±1. 04 34. 28±3. 21 24. 90±4. 50

21 12. 31±1. 47 9. 46±1. 04 90. 2±0. 65 60. 3±0. 81 36. 93±2. 61 25. 25±3. 20

28 12. 43±1. 73 10. 41±0. 94 83. 0±0. 57 64. 5±0. 90 34. 30±3. 76 26. 25±3. 40

35 13. 10±0. 88 10. 96±1. 23 86. 4±0. 23 66. 3±0. 25 30. 64±2. 86 25. 12±2. 32

42 11. 17±1. 89 9. 70±0. 78 82. 8±0. 53 62. 8±0. 32 30. 41±2. 38 24. 13±4. 01

49 11. 91±1. 32 9. 64±0. 41 84. 2±0. 55 63. 8±0. 29 30. 44±2. 02 25. 27±2. 14

　　WBC 从试验的第 21 天开始下降, 与对照组差

异显著 (P < 0. 05) ; 第 28～ 42 天时明显下降, 与对

照组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而第 49 天时, 又突然

上升,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淋巴细胞从试验的第

21 天起呈下降趋势, 平均值普遍低于对照组, 第 21,

28, 42 天时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第 49

天时, 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P < 0. 05) , 其中第 35 天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嗜中性白细胞呈上升趋势, 其

中第 28 天时与对照组相较差异显著 (P < 0. 05) , 第

42 天起与对照相较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见表 2。

表 2　白细胞数、淋巴细胞数、嗜中性白细胞数的测定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WBC, lymphocytes and neutrocyte

时间öd
T im e

WBCö(×109·L - 1) 淋巴细胞数ö% L ymphocytes 嗜中性白细胞数ö% N eutrocyte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试验组
Test group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试验组
Test group

对照组
Contro l group

试验组
Test group

0 12. 24±0. 99 12. 32±1. 06 59. 80±9. 49 57. 60±11. 91 37. 81±11. 81 40. 82±10. 82

7 12. 37±0. 83 11. 81±1. 19 59. 01±13. 67 57. 67±7. 02 39. 83±14. 76 39. 47±7. 89

14 11. 58±1. 22 11. 41±1. 58 63. 20±6. 69 58. 80±15. 04 37. 25±10. 03 43. 65±6. 26

21 11. 97±1. 07 10. 91±0. 94 59. 42±6. 65 39. 25±5. 74 42. 44±8. 17 46. 68±11. 59

28 12. 55±1. 53 10. 21±1. 25 62. 25±5. 43 44. 23±6. 50 35. 20±7. 48 52. 02±5. 05

35 11. 88±0. 97 9. 11±0. 49 64. 04±8. 45 42. 28±12. 87 36. 21±12. 42 49. 11±18. 34

42 13. 01±1. 44 10. 19±0. 77 57. 26±6. 22 33. 04±8. 16 38. 61±7. 05 57. 23±9. 08

49 12. 69±1. 04 11. 32±1. 57 61. 83±11. 64 40. 75±9. 14 34. 20±6. 77 53. 04±8. 92

2. 3　淋巴细胞空泡变性的监测

淋巴细胞空泡变性监测结果表明, 在试验的第

7 天试验组一只羊少量淋巴细胞胞浆中出现空泡,

从第 14 天起试验组所有羊均出现淋巴细胞空泡变

性, 胞浆中能看到圆形空泡, 有的胞浆染色不均匀,

呈云絮状或有透明区, 观察到空泡变性的主要是大

淋巴细胞和中淋巴细胞。中淋巴及小淋巴, 尤其是小

淋巴中有蓝紫色颗粒。同时随病情加重, 大淋巴细胞

所占比例增加, 淋巴细胞空泡的形成率呈上升趋势。

2. 4　心电图测定结果

中毒羊心率快, 节律不齐, 在É 导联中主要出现

P 波增大, Q R S 呈 rS 型; Ê 导联中 S 波加深; aVL

导联中 P 波倒置或很低; aV F 导联中R 波电压高低

不均; 在各中毒羊心电图中普遍出现 T 波倒置, R

波有挫折。说明心室有缺血、坏死性变化, 心率不齐

表明心肌收缩力量大小不均匀, 有心力衰竭的可能。

3　分析与讨论

1)疯草中毒动物的临床症状以中枢机能紊乱为

特征, 同时有人报道[4 ] , 疯草中毒羊具有特征性的牙

齿松动、渐渐变黑; 幼畜中毒, 成年后牙齿参差不齐。

本试验中试验羊出现后肢变形, 这些症状说明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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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豆毒素在损害神经系统的同时能使骨骼的营养代

谢发生紊乱。在病理检查中, 肝脏、肾脏出现了严重

的变性, 使其功能降低, 而与骨营养代谢有关的维生

素D , 无论是维生素D 2 还是D 3, 都要经过肝脏和肾

脏才能转化为有活性的 1, 25- (OH ) 2 维生素D 3。活

性维生素D 3 可促使小肠对钙、磷的吸收, 当肝脏、肾

脏受损时钙磷吸收减少, 血钙降低, 钙、磷在骨骼沉

积减少, 或骨骼脱钙, 表现出骨营养不良。

2) 据有关资料报道, 冰川棘豆中毒动物普遍有

贫血症状[5～ 7 ], 而血液学检验是反应受试动物是否

贫血的重要诊断指标, 本实验中, 试验组羊从试验的

第 14 天起血液RBC、H b、WBC 普遍低于对照组, 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与临床中毒羊

普遍出现贫血症状一致。说明对山羊以试验剂量连

续饲喂冰川棘豆, 会影响血红蛋白及红细胞生成; 红

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 有多种营养物质参与其生成,

中毒羊出现贫血, 可能是由骨髓受损害或由代谢性

营养不良引起。

3) 利用血液指数对贫血类型加以分析,M CH、

M CV、M CHC 同时降低, 说明外周血液中成熟的红

细胞及血红蛋白均减少, 贫血属于小细胞性贫血。

4) 在疯草研究中, 赵宝玉等[5 ]用茎直黄芪饲喂

山羊 42 d 时, 发现血液中少量的淋巴细胞胞浆内出

现空泡; 肖志国等[8 ]用变异黄芪饲喂绵羊, 并在不同

时期测定了外周血液中淋巴细胞空泡的形成率; 本

试验从第 7 天起, 便观察到淋巴细胞空泡变性, 且操

作简便, 在动物中毒早期便可检查出, 可用于动物中

毒的早期监测。

5) 外周血液中的淋巴细胞来自于骨髓, T 淋巴

细胞参与细胞免疫,B 淋巴细胞参与体液免疫, 本试

验中试验组羊血液中淋巴细胞从第 21 天起普遍低

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P < 0. 05 或 P <

0. 01) ; 试验羊血液中的淋巴细胞陆续出现空泡变

性。国内外学者在黄花棘豆、甘肃棘豆、斑荚黄芪等

的毒性试验中用酸性非特异性酯酶 (ANA E) 染色,

E2玫瑰花环试验证实, 中毒动物的细胞免疫力降

低[9～ 11 ]。但试验中数目减少及出现空泡变性的是 T

淋巴细胞还是B 淋巴细胞, 或同时出现变化没有进

行相关项目的检测,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 1 ]　李勤凡, 王建华. 冰川棘豆对山羊的毒性试验初报[J ]. 动物医学进展, 1999, 20 (4) : 53- 54.

[ 2 ]　黄荣福, 沈颂东. 西藏草原豆科毒害植物 (疯草)的种类与分布[J ]. 动物毒物学, 1998, 13 (1- 2) : 13- 17.

[ 3 ]　王建华, 张志恒, 高巨星. 西藏阿里地区动物“醉马草”中毒病调查报告[J ]. 动物毒物学, 1998, 13 (1- 2) : 15- 17.

[ 4 ]　王　凯, 曹光荣, 段得贤, 等. 黄花棘豆对山羊的毒性研究[J ]. 畜牧兽医学报, 1990, 21 (1) : 80- 86.

[ 5 ]　赵宝玉, 曹光荣, 段得贤, 等. 西藏茎直黄芪对山羊的毒性研究[J ]. 畜牧兽医学报, 1992, 23 (3) : 276- 278.

[ 6 ]　郭小琴. 口服补液盐对绒山羊棘豆草中毒的疗效[J ]. 中国兽医科技, 1997, 27 (12) : 44.

[ 7 ]　李建科, 杨具田, 潘和平. 家畜黄花棘豆、甘肃棘豆中毒的调查[J ]. 中国兽医科技, 1987, (5) : 22- 23.

[ 8 ]　肖志国, 王生奎, 黄有德, 等. 绵羊实验性变异黄芪中毒[J ]. 草与畜杂志, 1994, (1) : 7- 9.

[ 9 ]　张生福, 何宝祥, 李新民. 黄花棘豆对小鼠某些免疫功能的影响[J ]. 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1991, (1) : 15- 16.

[ 10 ]　顾百群, 段得贤, 崔中林. 山羊甘肃棘豆中毒临床病理学研究[J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990, 18 (3) ; 62- 68.

[ 11 ]　Sharm a R P, Jam es L F,M dyneasx R J. Effects of repeated locow eed feeding on peripheral lymphocytic function and p lasm a p ro teins in sheep

[J ]. AM. J. V et. Res, 1984, 45 (10) : 2090- 2093.

H em ato logical changes of O x y trop is g lacialis poison ing in goats

L I Qin -fan ,WANG J ian -hua , QI Xue-ru, TAN Yuan -you, GENG Guo-x ia
(College of A nim al S cience and V eterinary M ed icine, N orthw est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re and F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ina)

Abstract: T en goats w ere random 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 to two group s, and the goats in the test group

w ere fed w ith O x y trop is g lacialis at 10 g·kg- 1·d- 1 during the test. RBC, H b, PCV ,WBC,M CH ,M CV and

M CHC and the figures of lymphocytes and w h ite co rpuscle as w ell as the vacuo lated lymphocytes w ere
m easured, respectively. T 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BC, H b, PCV ,M CH ,M CV and M CHC dropped (P < 0. 01)

sign ifican tly. T he vacuo late appeared in the p lasm a of lymphocytes.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blood2m ak ing

system w ere dam aged and the ability of resistance w as decreased. T he po isoned goats anem ia w ere sm all cells

anem ia.

Key words: O x y trop is g lacialis; po ison ing; hom ato logical signs; 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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