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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救治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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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集约化农业的迅猛发展，有机磷农药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然而，这类农药在保管或使用过程中

的一些疏忽大意常会造成被牛误饮、误食、误吸、误沾等发生中毒，造成程度不同的损伤甚至死亡，危害十分严

重。本文主要分析了牛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原因、临床症状、诊断要点和治疗措施，做到早发现、快诊断、速治疗，

可提高救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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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是有机化合物和磷合成的一类农

用杀虫剂的总称，根据其毒性强弱的不同，通常有

剧毒、强毒、弱毒三大类。农药生产上使用的有机磷

农药绝大多数为剧烈的接触性强毒药物，极易通过

天然孔（如口、鼻）的吸收或表皮的渗入而进入牛体

内，从而引发中毒。

1 病 因

一般地，牛发生有机磷农药中毒，多数与牛主

人的使用与管理不当密不可分。

1.1 牛主人使用有机磷农药时的违规操作

如采用装过有机磷农药的容器瓶盛水给牛饮

水；或者采食喷洒过有机磷农药的饲草、农作物或

蔬菜；或采食有拌过有机磷农药的农作物种子；或

者在喷洒过有机磷农药的下风向放牧；或水渠、水

沟的下游地带饮水等而发生中毒。

1.2 人为使用有机磷农药中的行为不当

如在用有机磷农药驱除牛体内外寄生虫时，超

剂量、长时间的使用，可使牛体过量吸收、蓄积而发

生自体中毒。

1.3 人为故意投毒

这种情况也可导致有机磷农药中毒，在农村一

些地区还时有发生。

2 临床症状

牛发生有机磷中毒时，临床症状及程度各有不

同，但总体上均表现出体内乙酰胆碱过量蓄积，过

度刺激胆碱能神经，从而表现出异常兴奋的现象，

临床上可将这些复杂的症候分为三大类。

2.1 毒蕈碱样症状

可见中毒牛精神萎靡不振、食欲减少、闭目嗜

睡、嘴角流涎、呕吐、腹泻以及尿频但量少、瞳孔缩

小，可视黏膜苍白，支气管分泌物增多，严重者可见

呼吸困难。

2.2 烟碱样症状

全身肌肉收缩无力，呼吸肌不自主地震颤，继

而扩散至全身肌肉组织，有时还可见全身麻痹。

2.3 中枢神经症状

体温迅速升高，患牛极度兴奋不安，运动明显

失调，在受到外界刺激后惊恐而抽搐，接着很快陷

入昏睡样。

另外，牛在发生有机磷农药中毒时，眼底也有

一些变化。具体为：轻度中毒的视网膜潮红，眼角膜

与结膜结合处有蓝色息肉带出现；中度中毒的视网

膜上有散在的桔红色血点，眼球肌明显有充血、水

肿；重度中毒的视网膜上有大量的桔红色血斑，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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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流明显。

当然，由于牛体质的差异性不同，并非所有的

中毒牛都表现出明显的某一上述症状，有时也会呈

现出几种症状，因此，在临床诊断时应区别对待。

3 诊断要点

3.1 了解接触过程

可向畜主询问患牛有无接触有机磷农药的过

程。如误食过含有有机磷农药的食料、饮用过含有

有机磷农药的饮水或者使用过含有农药的器具；或

者超剂量、超次数地使用过有机磷农药驱除体内外

寄生虫等行为。

3.2 观察发病情况

细致观察中毒牛是否出现流涎、尿频、抽搐、不

安、肌肉震颤、运动失调等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

4 治疗措施

牛有机磷农药中毒后，应立即停止使用疑似农

药来源的一切饲草和饮水，同时应尽快续选用特效

解毒药进行救治。疗效较好的是使用抗胆碱药（如

阿托品）结合拟胆碱酯酶复合剂（如解磷定、氯磷定

或双解磷等）进行综合性治疗。

4.1 阿托品

通常使用剂量为 10~50 mg。实践表明，牛发生

有机磷农药中毒后，机体对阿托品的耐受力会增强，

因此，应适当加大剂量、重复用药（谨防阿托品超量

使用后诱发的二次中毒），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4.2 解磷定

使用剂量为 10~50 mg/kg，溶于生理盐水做皮

下或腹下注射。若中毒较重，可考虑适当加大剂量

使用。

4.3 氯磷定

使用剂量与方法和解磷定基本相似，但该药对

乐果中毒时解救效果不太理想，对敌敌畏、敌百虫、

对硫磷和内吸磷等中毒后 2~3 d 的病牛基本无效。

4.4 双复磷

使用剂量为 40~60 mg/kg，做皮下、肌肉或静脉

注射，其解毒效果较解磷定、氯磷定强而持久。实践

表明，该药对急性中毒的疗效良好，而对慢性中毒

的解救效果却不佳。

对于中毒牛救治，除了采取以上对因治疗措施

以外，还应配合中毒后表现出的症状进行对症治

疗，以提高疗效。如病牛出现呕吐、腹泻时，可进行

静脉补液；提高肝脏解毒机能，可静脉注射葡萄糖、

维生素 C 和肝乐片等；当发生肺水肿时，可静脉注

射高渗葡萄糖等。绿豆甘草煎汁内服，大黄灌汤液

都有利于毒物的排出，临床上均可选用。

5 病程及预后

本病程的长短不一，通常情况下若在发现牛中

毒后，应立即阻断牛与农药的一切接触。一般半天

后可使病情减轻，若能耐过 1 d 的多有痊愈的可

能，若要完全恢复，则需 5~7 d。但未能及时救治或

中毒较重的病牛，多留有一定程度的后遗症。

6 用药分析

1）救治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病牛，要做到早发

现、快诊断、速治疗，整个过程力争做到分秒必争，

万万不可松懈。

2）选准高效解毒药，必要时可联合用药。实践

表明，及时大剂量地选用解毒药是救治的关键。

3）临床上，在使用特效解毒药进行对因治疗的

同时，也可选择辅助措施进行对症治疗，以提高救

治疗效。

7 救治要点

1）询问牛误食或误饮有机磷农药的数量以及次

数的多少，以便确定救治方案。

2）在对有机磷农药中毒牛的救治过程中，若使

用解毒时，严禁用碱性溶液洗胃（解磷定在碱性溶液

中易水解为剧毒的物质氰化物），否则会事与愿违。

3）牛发生有机磷农药中毒时，情况十分紧急，

时间不得耽误。救治务必做到早、快，否则后果十分

严重。同时，在实施救治时，应与牛主人沟通好，以

避免发生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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