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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介绍一例急性药物中毒性肝炎致犬腹水病例的诊断过程。[ 方法]2007 年4 月18 日接诊了一例以腹水为主要症状的幼龄
牧羊犬病例 , 阐述了通过病史调查、临床诊断和病理检查进行疾病诊断的过程。[ 结果] 该病被确诊为急性药物中毒性肝炎 , 并导致严重
的腹水症状。该病的主要发生原因是盲目和超量使用药物。在宠物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过程中 , 要注意用药的剂量和疗程 , 特别是敏感
个体。[ 结论] 该研究为药物中毒性肝炎的兽医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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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gnostic Report of Ascites in Dog Caused by Acute Toxic Drug Induced Hepatitis
GONG Da-chun et al  ( College of Ani mal Science , Yangtze University , Jingzhou , Hubei 434025)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 med to i ntroduce the diagnosis process for a disease case of ascites in dog caused by acute toxic drugi nduced hep-
atitis . [ Method] A disease case of young shepherd dog withascites as mainsymptomwas received for diagnosis on April 18th of 2007 . A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disease diagnosis includi ng historical survey ,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was expatiated . [ Result] This disease was diagnosed
as acute toxic druginduced hepatitis which caused serious ascites symptom. The mai noccurrence cause of this disease was blind and excess use of medica-
ments . In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of pet diseases , drug dosage and treatment cours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especiallyfor sensitive indivi du-
als . [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provi ded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veterinary clinical diagnosis , treat ment and prevention of toxic drugi nduced hep-
atit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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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4 月18 日长江大学兽医院接诊了一例以腹水为

主要症状的幼龄牧羊犬病例, 经病史调查、临床诊断和病理

检查确诊该犬为急性药物中毒性肝炎, 并导致严重的腹水。

鉴于该类病例报道极少, 现将诊治过程报道如下。

1  发病情况

主诉:2007 年4 月中旬 , 在饲喂犬的过程中, 发现犬粪便

中有寄生虫 , 连续几天饲喂驱虫药安乐士, 同时在狗体表喷

洒杀虫剂威害灵, 第1 天夜里听见犬的呻吟声, 后来发现犬

的腹部逐渐隆起, 精神不好, 采食下降, 于第4 天( 4 月18 日)

前来就诊。

2  临床检查与诊治

幼龄牧羊犬, 营养状况一般, 体重6 kg , 精神沉郁, 目光

无神; 行走不便, 喜坐卧; 体温39 ℃, 心率110 次/ min , 呼吸困

难; 呼吸频率25 次/ min ; 可视粘膜发绀 , 无光泽, 打开口腔发

现舌红润, 舌苔薄白; 腹部非常饱满 , 腹部静脉怒张; 触诊腹

部腹壁紧张, 无疼痛表现 , 腹腔内容物柔软, 使用听诊器听不

到拍水音; 肛门周围干净, 无腹泻表现; 按常规方法穿刺腹

腔, 有大量暗红色的液体流出。

  根据病史、临床检查初步诊断该犬是急性药物中毒性肝

炎。采用下列方案进行治疗 : ①停止使用驱虫药; ②加强饲

养管理, 每天饲喂含蛋白质高且易消化的食物 ; ③保肝护肝 ,

每天喂服肝泰乐, 饮10 % 葡萄糖水, 同时添加Vc ; ④每2 d 穿

刺放腹水1 次, 每次缓慢放腹水2/ 3 ; ⑤加强患犬休息, 减少

运动。治疗到第8 天( 4 月26 日) 因畜主灌药操作不当 , 导致

患犬死亡。

3  病理检查

3 .1 病理剖检  犬腹腔饱满尤如皮球, 打开腹腔流出腹水

1 500 ml( 称重法) , 腹水暗红色, 腹水内无絮状物; 肝脏严重

图1 肝脏严重淤血肿大坏死

Fig .1 Liver putrescence because of severely gore and hematoma

图2 肝包膜出血肿大

Fig.2  Bleeding and hematoma of liver envelope

淤血肿大 , 并且有明显坏死灶, 肝出血, 包膜下有血凝块( 图

1 、2) , 心包有大量积液; 颌下淋巴结, 肠系膜淋巴结, 腹股沟

淋巴结均正常, 其他脏器未见有眼观病变。

3 .2 病理组织学检查  取肝脏等脏器按常规方法[ 1] 制作切

片 H.E 染色镜检。可见肝脏的主要病理变化是肝细胞萎缩

( 图3 、4) ; 肝小叶中央静脉扩张, 肝窦淤血出血( 图5) ; 肝细胞

脂肪变性、颗粒变性和坏死( 图6～8) 。绝大多数肝细胞的胞

浆内出现大小不等的空泡, 有的相互融合变大 , 严重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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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空泡 , 将肝细胞核挤向一侧。有些肝细胞发生颗粒变

性, 肝细胞肿胀, 胞浆浑浊 , 胞浆内充满淡红色颗粒。很多肝

细胞发生坏死, 肝细胞核固缩、碎裂、溶解 , 其中核碎裂最为

明显, 胞浆红染, 肝细胞膜破裂, 肝细胞解体消失, 形成一遍

淡红色无结构模糊的颗粒感状。其他脏器未见有明显的病

理变化。

4  结论

( 1) 根据病史调查、临床诊断和病理检查, 确诊该犬为急

性药物中毒性肝炎, 并导致严重的腹水。该病例发生的主要

原因在于畜主盲目、超量用药。警示广大畜主在犬的保健过程

中, 不要盲目用药, 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同时提醒广大

的兽医工作者特别是宠物医生在诊疗过程中, 要注意用药的剂

量和疗程, 尤其要留意敏感的个体。

(2) 虽然药物中毒性肝炎在动物医学临床上报道的很

少[ 2] , 但在医学上报道很多[ 3 - 5] , 这种现象提醒兽医工作者

要关注, 有条件的要适时开展该方面的研究, 为兽医临床诊

断、治疗和预防提供理论指导。

    图3 肝细胞萎缩(100×)         图4 肝细胞萎缩(400×)          图5 肝窦淤血出血(400×)

Fig .3  Atrophy of liver cell(100×)      Fig . 4 Atrophy of liver cell( 400×)     Fig. 5 Goreand bleeding of liver antrum(400×)

    图6 肝细胞颗粒变性(400×)      图7 肝细胞脂肪变性(400×)           图8 肝细胞坏死(400×)

Fig.6 Denaturalizationof fat inliver cell(400×)  Fig .7 Denaturalizationof granule inliver cell(400×)   Fig .8 Liver cell cytoclasis(400×)

  ( 3) 当前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 加上药

物、添加剂的广泛使用, 特别是动物生产的快速发展 , 一些养

殖业主虽有较雄厚的资本但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 擅自盲目

用药, 导致动物中毒性肝炎日渐增多。动物中毒性肝炎发生

的理论基础在于有些毒物、药物有亲肝性, 破坏了肝细胞的

结构和酶系统, 影响了肝细胞的功能, 导致肝细胞的颗粒变

性、脂肪变性甚至坏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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