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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用健康奶牛和黄牛各 头 在妊娠期 投喂藜芦和狼毒草粉 用胃导管以流体形式导入胃内

长期观察 ∀研究结果发现 妊娠母牛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程度的中毒反应 ∀妊娠期 ∗ 中毒易造成流产 ∀妊娠

期 ∗ 中毒 其胚胎极易发生畸形 ∀犊牛关节肿大变形 !不能站立 !双头畸形 !脊柱裂等 ∀牛妊娠 后中毒

很少导致畸形 但易出现死胎 ∀研究结果表明 藜芦和狼毒是严重危害养牛业的有毒植物 ∀研究提出了预防措施

为养牛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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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地区位于黑龙江省东部 总面积为

≅ ≅ 其中草地占

≅ ∀其自然条件和气候特点适宜各

种牧草生长≈ ∀本地区有丰富的牧草资源 是国家

农牧业重点开发区 ∀随着农牧业的发展 生态环境

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 ∀其中有毒植物对牲畜的危害

是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三江地区的野生有毒植物有

种≈ ∀每年都给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

损失 ∀直接损失包括牲畜死亡 !体重下降 !流产 !死

胎 !畸形胎 !产仔间期延长 !空怀与生产效益降低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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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奶量下降 出肉率减少 等 ∀间接损失如饲养管理

措施的变更 !医药成本 !护理和饲料消耗以及为预防

或减少植物中毒而做出的努力等 ∀由于多方面的原

因又难以确定其实际损失的价值 ∀据报道 美国每

年因植物中毒造成的畜牧业经济损失高达 ≅

美元≈ ∀

以往对胚胎畸形的研究多从化学药物 !放射线

和环境污染着手 ∀如妊娠期服用镇静抗呕吐剂/ 反

应停0可导致胎儿无四肢或短肢 抗肿瘤药物氨喋呤

可引起胎儿无脑 !脑膨出 !脑积水 ∀ ÷ 射线 !同位素

照射可引起胎儿出现小头 !四肢缺损 !中枢神经发育

不正常 智力发育不全≈ ∀而家畜接触化学药物 !

放射线等因素的机会相对较少 ∀但在养牛业中 常

有空怀 !流产 !死胎和畸形胎的现象 ∀探明其原因和

形态学变化 从而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 以便提高种

群质量 加快畜牧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藜芦与狼毒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两种常见

有毒植物 ∀牛的空怀 !流产 !死胎和畸形胎是否与采

食这两种有毒植物有关 国际上虽有羊的相关资

料≈ ∗ 但国内未见报道 所以开展了本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试验组 黑白花奶牛 头 ∗ 岁 当地母黄

牛 头 ∗ 岁 ∀对照组 黑白花奶牛 头 黄牛

头 ∀奶牛采取人工授精 黄牛为自然交配 ∀按配

种的先后编号登记 ∀所有试验动物在试验的前 年

均已产下正常犊牛 ∀试验组与相应对照组所用的公

畜是同一个体 ∀公牛与对照组母牛关在一起 但每

天上午将公牛放入试验组母牛群内 以便能及时发

现和测试出在完成有毒植物饲喂试验后 哪些母牛

又再次发情 ∀

1 2  有毒植物

藜芦 ςερατρυ μ νιγρυ μ 图版2 为百合科

植物 全草有毒 ∀ 狼毒 狼毒大戟 Ευπηορβια φισ2

χηεριανα στευδελ 图版2 为大戟科植物 全草有大

毒 ∀两种植物均采自三江地区的 个不同地点

农场 ! 农场 ! 农场 ! 农场 ! 农

场 ! 农场 !宝清县万金山 !富锦市二龙山 !七台河

市和双鸭山市近郊区 ∀于 ∗ 月采集这两种有毒

植物的整个植株 根 !茎 !叶 !花 自然晾干后加工成

粉末装袋备用 ∀

1 3  饲喂方法

玉米面煮熟呈稀粥样 将粉碎的藜芦和狼

毒 Β 干草粉 混入玉米面稀粥内搅匀 用自来

水稀释至约为 的总量 以流体形式 用胃导

管沾取液体石蜡从鼻孔插入 经食管直接导入胃内 ∀

各组动物的给药情况见表 ∀

表  奶牛与黄牛饲喂两种有毒植物的情况及妊娠与分娩情况

×  ∏

动物 毒物干粉
°

给药日期 妊娠期
°

结果
∏

备注

奶牛 ≤

  ≤ 流产或吸收 重配

  ≤ 流产 正常胎儿死亡

  ≤ 难产 畸形胎儿死亡
⁄

  ≤ 难产 双胎畸形
⁄

  ≤ 流产或吸收 重配

  对照组 头 ∗ 正常分娩 健康胎儿
  ≤ 2
黄牛
  正常分娩 活胎

√

  流产或吸收 重配

  流产 畸形胎儿死亡

  流产或吸收 重配

  正常分娩 活胎
√

  对照组 头 ∗ 顺产 难产 健康胎儿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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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观察与记录

≠ 繁殖日期 ∀从配种的当天开始记录妊娠期 ∀

中毒症状 ∀随时观察并记录中毒出现的临床症

状 ∀ ≈ 繁殖情况 ∀受胎率 !重新发情和配种的间隔

与日期 ∀ …产仔情况 ∀包括顺产 !难产和流产时的

母子状况 ∀ 将收集的死胎固定于 福尔马林

中 ∀ 尸体剖检和组织切片 ∀ 生物统计处理与分

析各项数据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母牛中毒的临床症状

妊娠奶牛与黄牛被导入两种毒物后 奶牛的临

床症状反应比较明显 唾液增多 流涎 瘤胃蠕动增

加 呕吐 排粪排尿次数增加 精神沉郁 ∀但黄牛的

临床症状明显轻些 ∀

2 2  母牛妊娠期的变化

中毒后 奶牛和黄牛的妊娠期发生了变化 ∀有

的早期胚胎死亡而流产或吸收 使母牛再次发情并

重新配种 有的在妊娠中期流产 有的妊娠期延长

最长者超过 母牛逐渐消瘦 行动非常困难 ∀而

对照组的母牛均在正常妊娠期分娩 表 ∀

2 3  所产胎儿的情况

试验中 头奶牛有 头流产 占 头难

产 头畸胎 ∀ 头黄牛中 头流产

头顺产 头畸形胎 ∀ 号

奶牛配种后的第 天投给两种有毒植物后 妊娠期

流产 其胎儿唇部有细毛 各部发育未见异常

图版2 ∀ 号奶牛在配种后的第 天投药后 妊

娠期已达 行动极其缓慢 分娩困难 ∀剖腹产

手术取出胎儿时 胎儿已死亡 ∀该胎儿为双头畸形

即一个躯干颈部上面长有两个面部 图版2 ∀胎儿

躯干部与四肢发育未见异常 ∀ 号奶牛于配种的第

天投药 妊娠期 产下双胞胎 其头部与躯干

发育正常 而膝关节 !腕关节肿大畸形 因而不能站

立行走 图版2 ∀

号黄牛配种后第 天投药 妊娠期 提

前分娩产下畸形胎 ∀胎儿为一个躯干双头畸形 ∀胎

儿从第 颈椎向前增生一套颈椎与头骨 颈部的肌

肉与皮肤仍连在一起 从耳根后约 处 个头颅

完全分离 图版2 ∀双头的眼 !耳 !鼻 !舌 !唇 !齿等

均有异常 ∀左侧的一个头有 只眼 即在双眼上方

的中部位置又增生出第 眼 ∀在脊柱的后部 从第

腰椎至第 荐椎处 有一个长约 的菱形窝

) ) ) 脊柱裂 ∀该部的皮肤 !肌肉 !腰椎 !荐椎的椎弓

未能在背侧正中融合而完全分离 故使脊髓暴露在

表面 图版2 ∀周围的皮肤 !肌肉有局部性坏死 ∀

胸 !腹腔器官和四肢均为 套 眼观未见异常 ∀

号和 号奶牛 号和 号黄牛投药中毒后

于第 次配种后的 ∗ 之间再次发情 重新配

种 不再饲喂有毒植物 都在正常妊娠期内产下了健

康犊牛 ∀

3  讨论与结论

3 1  藜芦与狼毒的毒理作用

藜芦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 ∗ 主要分

布于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陕西 !甘肃和新疆

等地 ∀藜芦含多种甾体生物碱 !介芬碱 !伪介芬碱 !

玉红介芬碱 !计莫林碱 !秋水仙碱 !藜芦酰棋盘花碱

总生物碱含量为 ∗ ∀藜芦味辛 !苦 !性寒 有

大毒 ∀具有催吐 !降压 !杀虫 !抗真菌作用 ∀大鼠口

服生藜芦 就有死亡的可能 当增加到

时 死亡 ∀因藜芦碱对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

用 且极易被吸收而中毒 其临床症状表现为剧烈呕

吐 便血 !痉挛 !失明 !昏迷 所以在临床上对体弱和

妊娠者不得应用≈ ∗ ∀

狼毒 狼毒大戟 为大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株

高 ∗ 分布于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山

西 !河南等地 ∀本品含大戟醇 !挥发油 !皂甙 !蔗糖 !

甾醇 !脂肪酸 !酚性化合物及生物碱 ∀其味辛 !性平 !

有大毒 具有散结 !逐水和杀虫等功效 ∀采食本品极

易中毒 症状为恶心 !呕吐 !出冷汗 !抽风等 ∀体弱和

妊娠者忌服≈ ∗ ∀

上述资料表明 藜芦与狼毒都有强烈的毒性 妊

娠者不得服用 当妊娠牛采食后必然会导致中毒 造

成严重的后果 ∀据报道 给绵羊静脉注射藜芦生物

碱 很快引起中毒反应 ∀瘤胃蠕动增加 嗳气 !唾液

量大增 !呕吐 !频繁排粪排尿 !肌肉颤抖 !呼吸抑制

由精神沉郁转为昏迷≈ ∀有报道用狼毒配其它中

药可治鸡法氏囊病 !呼吸系统疾病及球虫病≈ ∀

3 2  藜芦与狼毒诱发畸形 !流产和死胎的时间

从试验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妊娠的不同时

期中毒后 所出现的结果不同 ∀严重畸形的胚胎多

为妊娠 ∗ 饲喂藜芦与狼毒的母牛所分娩 在

此时间之后饲喂两种毒物时 引起畸形的很少 但可

导致流产和死胎 ∀

在胚胎发育的最初阶段母牛采食这两种毒物

后 可以引起胚胎死亡 随后发生流产或吸收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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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畸形 因为在胚胎发育期间存在着诱发形成畸

形胎的特殊时期 ∀研究指出≈ 胚胎发育的最初阶

段为细胞增殖期 不能诱发畸形 因为此阶段所有致

畸剂都具有非特异性的/ 全0或/ 无0作用 可以杀死

胚胎 或者仍可存活并发育为正常个体 ∀这个时期

的所有细胞完全相似 以致这些最终形成特殊器官

系统的细胞对药物无选择性地中毒死亡 ∀或者 已

经发生部分分化的细胞受到损害 但仍可被其它未

受损害的细胞所补偿 ∀

胎儿发育的最后阶段也难以形成畸形 因为器

官形成过程已经大体完成 ∀所以 各种动物器官发

育的早期是对致畸剂作用的短期敏感时期 ∀因为引

起畸形的时间是很关键的 所以必须准确地掌握配

种与妊娠发生的时间 ∀

当黄牛与奶牛妊娠 时 其胚胎长度约 ∗

被包裹在滋养层内 与子宫肉阜结合很松 正

开始它胚层的早期分化 ∀它在外胚层已经形成一个

增厚的区域 称为神经板 ∀神经板构成了中枢神经

系统的原基 ∀神经板头端的结构具有形成眼的功

能 该结构的任何部分都可发育成眼 原条的根部可

能就是主管发育成左右两眼的所在地≈ ∀神经板

后来变为神经褶 最后形成神经沟 ∀当胚胎发育达

到 日龄时 胚胎长度约 ∗ 神经板与神经

沟已发育完成 对体节已经出现 ∀在此之后 各器

官系统的发育也飞速地进行 ∀所以 研究表明 奶牛

与黄牛妊娠 ∗ 的时期采食藜芦与狼毒 是其

胚胎最易引起畸形的时期 ∀神经系统畸形及其诱发

原因将另外报道 ∀

3 3  藜芦与狼毒对胚胎发育影响的机理

药理学研究指出 一些药物能够引起胚胎某些

器官系统的缺陷 通过这些来影响发育中胚胎的体

细胞 ∀如果胚胎的生殖细胞未受损害 则仅胚胎个

体受影响 ∀因此 大多数先天性畸形不是遗传性

的≈ ∀本研究中出现的畸形也不是遗传造成的 因

为研究中所选用的母牛是健康的 并且在试验前均

已产下正常犊牛 ∀此外 中毒流产再次发情的母牛

经过重新配种 不再饲喂有毒植物 也都产下了正常

胎儿 ∀那么 藜芦与狼毒是怎样诱发胚胎形成畸形

的 ∏ 等认为藜芦导致畸形的作用原理是引起

胚胎血糖升高达 中毒后 抑制了葡萄糖的利

用 还可抑制肌肉 !肾和肝吸收氧≈ ∀由于藜芦一

方面加强糖元分解生成葡萄糖 另一方面其中的生

物碱又抑制葡萄糖利用 ∀作者认为这就是造成牛羊

胚胎先天性畸形的机制 ∀因为胚胎细胞对葡萄糖利

用降低是十分敏感的 其结果是降低了葡萄糖的氧

化过程 因而导致胚胎磷酸键能量的有效利用率降

低≈ ∀当妊娠母畜采食了藜芦和狼毒 如果给其静

脉注射葡萄糖并输氧 通过整体作用促进葡萄糖的

氧化过程 即可防止藜芦诱导对氧化作用的抑制 从

而增加了磷酸键的能量供应并防止畸形发生 ∀但这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实 ∀文献中认为双头畸形

是联体畸形≈ 由 个受精卵在发育过程中分化

形成两个未分离的胎儿 即具有全能分化潜力的细

胞群分离不完全 致使两个胎儿的某个部分联在一

起 ∀但本研究中的双头畸形胎儿不是联体 因为躯

干只有 个 ∀那么 个躯干上为何出现两个头颅

还需进一步研究 ∀有报道 藜芦还可引起妊娠期胚

胎肢体缺陷及气管狭窄≈ ∀而我们在研究中看到

的 主要是四肢关节肿大畸形 因而出生后不能站立

和行走 ∀

3 4  结论和预防措施

3 4 1  结论  ≠ 藜芦与狼毒是三江地区严重危害

养牛业的两种有毒植物 ∀ 藜芦与狼毒均可引起妊

娠期牛流产 !畸形胎和死胎及一系列临床症状 ∀ ≈

牛妊娠早期采食这两种有毒植物而中毒时 会导致

流产或胚胎吸收 致使妊娠中断 因胚胎很小 往往

难以观察到 如不及时发现母牛的再次发情 将造成

空怀 ∀ …牛妊娠第 ∗ 天采食藜芦与狼毒而中

毒时 极易引起胚胎畸形 ∀ 妊娠中后期采食这两

种毒物 可导致流产 !早产或死胎 ∀

3 4 2  建议采取的预防措施  ≠ 牛妊娠早期与中

期采取圈养 避免到野外采食有毒植物 因为此时正

是藜芦与狼毒繁茂之时 ∀ 饲喂优质的饲草 加工

前由技术人员检查 去除有毒植物 ∀ ≈ 妊娠后期放

牧时 如前 !中期必须放牧时也可 尽量避开生长藜

芦和狼毒较多的草场 ∀ …采用化学除草剂如毒莠定

除草≈ 或采用 2⁄与镇草宁在藜芦繁茂时混合

喷雾≈ 控制藜芦生长的效果最佳 ∀ 先在无藜芦

和狼毒的草场放牧 秋后再转入有藜芦的草场 因为

藜芦成熟叶子枯黄后 其有毒成分生物碱的含量比

繁茂时低得多 所以中毒的可能性也小得多 ∀ 发

现母牛再次发情及时配种 避免空怀和尽可能减少

经济损失 ∀

≈  ∏ ≤ • ≥ ϑουρναλοφ

Ηειλονγϕιανγ Αυγυστ Φιρστ Λανδ Ρεχλαμ ατιον Υνιϖερσιτψ

≤

黄国昌 三江平原地区的野生饲用植物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期             彭克美等 三江地区藜芦和狼毒对牛胚胎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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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ϑουρναλοφ Ηειλονγϕιανγ Αυγυστ Φιρστ Λανδ

Ρεχλαμ ατιον Υνιϖερσιτψ ≤

黄国昌 三江平原地区危害家畜的有毒植物名录 黑龙江八

一农垦大学学报

≈  ƒ ⁄ ° ∞ ∏

√ ∏

≈  ≤ Ηιστολογψ ανδ Ε μ βρψολογψ ° 2
. ° ≤

成令忠 组织胚胎学 第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 ∏

Αμε . ϑ . ςετ . Ρεσ

≈  ƒ ⁄ ≤ ∏ ∏2
∏ √ ∏ 2

Προχεεδινγσ οφ τηε Σοχιετψ φορ Εξπερι μενταλ Βιολογψ

ανδ Μεδιχινε

≈  ƒ × ∏ ∏

√ ∏ ∏ Χλινιχαλ

Τοξιχολογψ

≈  ° ∏ ≥ ≤ Τρα2
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Ηερβαλ Ρεχορδσ ° .

° ≥ ∞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编 中药志 北京 人民卫生出

版社 第 版

≈  • ∏ Πηαρμ αχολογψ οφ Χηινεσε Ηερβαλ Μεδιχινε

° . ° ≤

吴葆杰 中草药药理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 ≤ ⁄ 2
Α Διχτιοναρψ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

ƒ ° . °

≤

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 中医大辞典中药分册 北京 人

民卫生出版社

≈  ± ∏ ¬ ≤

ϑουρναλ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ςετεριναρψ Μεδιχινε

≤

赵全贵 剧毒草药新用途的报道 中兽医医药杂志

≈  • ≤ ⁄ ∏÷ ≠ × Δρυγ Εφφεχτ Πρινχιπλε

≥ ° ≤

王振铖 李  端 竺心影等译 药物作用原理 北京 科学出

版社

≈  ∞¬ ∏ √

× ∏ √ 2
∏

Εξπερι Ζοολ

≈  ≥ ƒ ≤ ≤ ∞ Ηιστολογψ ανδ

Ε μ βρψολογψ ° . °

≤

上海第一医学院主编 组织胚胎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 Μεδιχαλ Ε μ βρψολογψ ≥

≥ × ° ≤

杜炎青译 医用胚胎学 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  ƒ ≠ ∏ ≥ ≥ ∏ ⁄ ≤

∏

√ ∏ ∏ Τερατολογψ

≈  ∂ ≤

ςερατρυ μ χαλιφορνιχυ μ ∏ Ρεσεαρχη

Παπερ Ιντερμ ουνταιν Ρεσεαρχη Στατιον ΥΣΔΑ Φορεστ Σερϖιχε

≈  ⁄ ∏

ςερατρυ μ αλβυ μ ≤

√ ∏ ςλλλε χολλοθυε ιντερνατιοαλσυρλα βι2
ολογιε , Ι . εχολογιε ετ λα σψστε μ ατιθυε δεσ Μαυϖαισεσ ηερβε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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