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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中毒的症状和诊断

生命体内毒物的确认非常重要
,

否则 由

于毒物产生 的症状可能被误认为是疾病引起

的
,

结果因未应用解毒药或必需的治疗以解

除毒性
,

则可能导致死亡
。

而且假使某种毒物

是致命的
,

则毒物产生的症状对其性质或鉴

定能够提供重要的证据
。

不幸生命位内毒物的诊断通 常 极 为 困

难
,

常常是不可能的
。

这是因为除大分部腐

蚀性毒物和士的宁外毒物引起的症状没有明

显的特征
,

即使最有经验的观察者都没有绝

对把握 将它们 与疾病的症状区别开来
。

类似中毒的疾病很多
,

这些类似刺激性

中毒的疾病主要是霍乱
、

急性消化不良
、

胃

或十二指肠溃疡
、

胃炎
、

胃肠炎
、

腹膜炎
、

阑尾炎和肝炎
,

也可能是 肾绞痛
。

由麻醉药

品引起的类似 中毒的症状是脑出血
、

血栓形

成
、

癫痈
、

部分脑病引起的惊厥
、

破伤风
、

脑膜炎
、

尿毒症等
。

为了有益于诊断
,

必须分别研究每一种

毒物中毒症状
。

但同时也必须记住
,

差不多

每种毒物都会产生一些不常见的和意料之外

的症状
。

密切注意症状及有关环境和情况
,

将有可能得到大致正确的结论
。

下面一些公认的和可靠的规律
,

对中毒

的可疑病例 的研究是有帮助的
。

必须小心注意 中毒或怀疑中毒发生以前

的病史的详细资料
,

并应对此细心而严格地

检查
。

动物中毒的例子注意恰在发现症状发

展以前的喂料和喂草的情况总是有益的
。

在

这方面必须记住
,

某些植物中毒的情况
,

如

� � � � � � ��� � � �� � � � � �
中毒症状在几个月

的潜伏期之后才出现
。

在多数中毒病例 中
,

症状通例是突然发

作
,

一般发病者身体状况是良好的
。

症状常发

生在饭后或吃了一些食品后
,

这常是 中毒后

的最重要的指征之一
。

一个中毒病例的确认
,

只有通过检验所吃食物或 胃内容物中的毒物

才能证实
。

多数病例 的诊断不得不依靠临床症状的

特征
,

结合 中毒的病史
,

并通过死后 的病理

解剖和组织学变化而确证
。

在可疑的 中毒病例 中
,

通过死后检查得

到的证据是重要的
,

但很少是结论性的
。

记

载的许多病例的死亡是植物中毒引起的
,

并

无任何有价值的死后证据
。

即使外观特征很

显著
,

这也通常是想要知道的最大的证据
。

完整的死后检查应为对心
、

肾
、

肺
、

肝

进行细心的显微镜检查
,

必要时要检查脑和

脊髓
。

要证明有些病例是 中毒所致
,

应通过其

症状或死后外观检查
,

或二种方法兼而用之
,

但最后只有通过化学分析才能作 出 最 后 判

断
。

确实在大多数病例 中
,

胃为人休必须检

查的部分
,

其它器官也要那以检查
,

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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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通常是肝
、

肾和肠
。

脑
、

脊髓
、

心
、

血液和尿液通常有辅助作用
,

事实上
,

人休

的任何部分无一不对化学方法检查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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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熙译 张紫洞 校

药 用 植 物 沙 棘 的 开 发 利 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 张佑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于 � �  �年 � 月�� 日在北

京召开了药用植物中国沙棘科研 成 果 鉴 定

会
。

会议由特邀植物
、

植化
、

生药栽培
、

药

理
、

营养等有关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主持
。

出席会议的有国家科委等领导部门及其他有

关科研单位的代表共�� 余人
。

会上共有七篇

学术报告
。

经过鉴委会的研究以及与会代表

的讨论一致通过鉴定并建议今后继续深入研

究
。

‘ �

卜
�

、

沙棘 �� �� � � � � �
、

� 五� 血。�落流�
。

‘

以走 碱

《新医药杂志》 上作过报道
。

�� 年代初
,

药

植所正式开始对我国沙棘进行调研
。

� �  !年

开设了 必沙棘开发利用系统工程研究
” 的课

题‘
、

场板年同山西省大同市综合食品厂进行

协作妇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
,

取得了以下

主薯科研成果
�

,

一 �令决
一

基本上摸清了我国沙棘的种类及

资源佩况夏
�

特别是对中国沙棘的分布
、

生态

和蕴裁彝育了较深入的了解
� 对不同种类沙

属于 棘澎娜愉的果实
、

种子形态进行 了比较研究
。

胡颓子科
,

�

为落叶灌木或 有固沙作 野生中国沙棘约有 �� � �万亩
,

用的植物
,

其根部有丰富的 有较强

的固氮能力
,

可肥沃土壤
、

固沙防风
、 ,

碑造

自然环境
。

其叶和果 含丰富营养物质
,

历来

为牲畜所喜食
,

故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及药用

价值
。

沙棘在欧洲北部滨海地带及苏联
、

蒙

古境 内均有分布
。

据调查
,

我国野生沙棘分

布之广
、

种类之多
、

产量之大居世界之首
。

中国沙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有 � 个种和 � 个亚 种
。

资源分布地区
�

� 山西
、

内蒙南部及河北西

北部 , � 宁夏南 部
、

甘肃东南部及 陕 西 北

部
、

青海东部� � 新疆 � �西藏雅鲁藏布江

流域
。

中国沙棘有许多别名如
�

醋柳
、

酸溜

溜 �山西 �
、

黄酸刺
、

酸刺柳 �陕西 �
、

黑

刺 �青海�
、

酸刺 �内蒙�
、

达 日布 �西藏 �

等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及药植所科研人

员早 在�� 年代在西藏进行药用植物调查时
,

即对沙刺的药用价值予以重视
,

曾在当时的

到如璐藏沙棘鲜果资源�� 万吨
,

每年约可采

食蛋孙热万跄扩
。

靛�仁沈
‘
‘

赫致棘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

光 气时共作为保健食品或饮料的生产工艺和

质量撼制磷行了系统研究
� � 确证沙棘果肉

含有多种维生素 �胡萝 卜素
、

维生素�
、

�
、

��
、

多种氨基酸 � �� 种�
、

有机 酸
、

黄 酮

类化洽物级及多种微量元素 �� �种以上�
,

高钾低钠如同矿泉水
。

其中维生素�含量 为

各类水果之冠 �约为称猴桃的 � 一 � 倍
、

山

植的��倍
、

桔子的�� 倍
、

葡萄的�� 倍
、

苹果

的 ��� 倍
,

��� 故有学者称之为新兴的第三代

水果之一
。

沙棘的油为亚油酸型
,

有较高的

药用价值
。

� 对沙棘果汁生产工艺的研究
,

克服 了四大难关
�

澄清
、

脱油
、

过滤
、

保鲜等

问题
。

现在大同食品厂已达到年产 �� � �多吨

的生产规模
。

该厂与药植所协作以沙棘汁为

原料生产的保健饮料
—

“

强维他
” ,

在�� �  

年全国沙棘产品质量评议会上
,

获沙棘果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