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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李世聪，严维娜，梁骏华，卢玲玲，闻剑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广州  511430）

摘 要：目的　分析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分析“食

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报告系统”中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并利用 ArcGIS 10. 8 软件进

行空间分析。结果　2015—2020 年广东省共报告毒蕈中毒病例 854 例，年均发病率为 0. 32/10 万；住院人数 395
例，住院率 46. 3%，无死亡病例。平均潜伏期为 2. 8 h，中位潜伏期为 2. 0 h，潜伏期最小值为 0 h，最大值为 32 h。

男性病例 448 例，女性病例 406 例，男女比例为 1. 10∶1；职业人群中最多的是农民（34. 19%，292/854），发病年龄段

集中在 31~59 岁。2018 年报告病例数最多，5~9 月是发病高峰，韶关市是毒蕈中毒高发区。结论　广东省毒蕈中

毒发病存在空间聚集性，发病主要集中在粤北地区，应加强对农民的健康教育，加强毒蕈中毒防控的研究与科普宣

传，以减少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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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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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dong Guangzhou 5114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Methods　 Toadstool cases reported between 
2015 and 2020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Foodborne Disease Case Surveillance and Reporting 
System， and their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ArcGIS 10. 8 software was used for spatial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854 cases of mushroom poisoning were repor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with an 
average annual incidence of 0. 32 cases per 100 000 population.  A total of 395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with a 
hospitalization rate of 46. 3% and mortality rate of 0%.  The mean， median， minimum， and maximum incubation periods 
were 2. 8 h， 2. 0 h， 0 h， and 32 h，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448 males and 406 females were identified， with a male-to-

female ratio of 1. 10∶1.  Most patients were farmers （34. 19%， 292/854）， and the onset age ranged from 31-59 years old.  
The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was reported in 2018， and the incidence peak was from May to September， with Shaoguan 
serving as the high incidence area.  Spati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rom 2015 to 2020， the hotspot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Shaoguan and Qingyuan.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displays a spatial aggregation pattern and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Guangdong Province.  
Effects should be made to educate farmers， establish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oadstool poisoning， and 
promot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to reduce its occurrence.
Key words： Toadstool poisoning； epidemiology； Guangdong Province； foodborne disease

毒蕈指有毒大型真菌（俗称毒蘑菇），种类繁

多，广泛分布于我国山区、丘陵地带，在我国每年都

有毒蕈中毒事件发生，多见于夏秋季，常致人死

亡［1-3］。广东省地处亚热带，春夏季雨水多、气温高、

湿度大，在公园、风景区、山区和草坪地均有大量的

野生蘑菇生长，因此近几年均有由于误采误食毒蕈

而引起的中毒事件发生，是国内毒蕈中毒事件发生

最多的地区之一［4］。本研究针对 2015—2020 年广

东省毒蕈中毒病例报告展开分析，进一步掌握广东

食源性疾病

收稿日期：2021⁃07⁃28
作者简介：李世聪  男  主管医师  研究方向为食品卫生学  

E-mail：lishiconggdcdc@163.com
通信作者：闻剑  男  主任医师  研究方向为食品卫生学  

E-mail：381719794@ qq. com

——320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李世聪，等

省毒蕈中毒发生规律和特征，为今后毒蕈中毒的科

学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毒蕈中毒资料来源于 2015—2020 年广东省各

县（区）通过“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报告系统”上报

并审核通过的所有毒蕈中毒的发病病例。人口数

据来源于广东省公布的 2019 年末广东省人口数［5］。

选取“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6］中所有毒蕈中毒

的发病病例信息进行分析。

1. 2　统计方法

采用 Excel 2016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21. 0 软件分析不同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学差异。

对地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使用 ArcGis 10. 8 软件

绘制疾病报告发病率分布图。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5—2020 年 广 东 省 共 报 告 毒 蕈 中 毒 病 例

854 例 ，年 均 发 病 率 为 0. 32/10 万 ；住 院 人 数 为

395 例，住院率达 46. 3%，散发病例中未报告死亡病

例。854 例病例中，平均潜伏期为 2. 80 h，潜伏期中

位 数 为 2. 00 h，潜 伏 期 最 小 值 为 0 h，最 大 值 为

32. 0 h，P25 为 1. 00 h，P75 为 3. 00 h。 74. 94%
（640/854）的患者潜伏期在 3. 00 h 以内。

毒蕈中毒病例的临床症状以呕吐、恶心、腹泻为

主，其中呕吐 675 例（79. 04%），恶心 575 例（67. 33%），

腹泻 542 例（63. 47%），腹痛 423 例（49. 53%），乏力

205 例（24. 00%），发热 85 例（9. 95%），眩晕 76 例

（8. 90%），面 色 潮 红 60 例（7. 03%），脱 水 57 例

（6. 67%），胸闷 45 例（5. 27%），头痛 33 例（3. 86%），

视物模糊 27 例（3. 16%），尿量减少 25 例（2. 93%），

麻木 19 例（2. 22%），心悸 14 例（1. 64%），昏迷 9 例

（1. 05%），言语困难 1 例（0. 12%）。

2. 2　地区分布

2015—2020 年毒蕈中毒病例分布呈一定的地

区特点，病例数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韶关市、广州

市和清远市；发病率前三位的分别为韶关市、阳江

市和清远市；住院率前三位的分别为韶关市、阳江

市、清远市。全省各地市毒蕈中毒病例分布情况见

图 1 和表 1。
2. 3　人群分布

男性病例 448 例，女性病例 406 例，男女比例

图 1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发病率分布

Figure 1　Incidence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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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10∶1；职 业 分 布 中 最 多 的 为 农 民（34. 19%，

292/854），其 次 为 民 工（10. 89%，93/854）和 工 人

（10. 54%，90/854），最少的为餐饮从业人员（0. 12%，

1/854）。

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率为 0~5 岁 81 例（9. 48%），

6~18 岁 80 例（9. 37%），19~30 岁 80 例（9. 37%），31~
59 岁 461 例（53. 98%），60 岁以上 152 例（17. 80%）。

各年龄段发病率见表 2。

2. 4　时间分布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病例数呈上升

趋势，其中 2018 年达高峰，2019 年后病例数开始下

降。毒蕈中毒主要发生在 5~9 月（见图 2）。

2. 5　发生场所分布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主要发生在家

庭，占 86. 18%（736/854），其次为食堂，占 6. 32%
（54/854），见表 3。中毒原因主要以家庭自采毒蕈

烹饪为主（73. 42%，627/854）。

3　讨论

既往研究发现，由于各地只关注毒蕈中毒暴发

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而忽略了大量毒蕈中毒

散发病例以及瞒报或漏报等暴发事件的存在，可能

导致毒蕈中毒病例数据的低估以及毒蕈中毒病死

率的高估［7］。本研究基于 2015—2020 年广东省食

源性疾病病例监测中的毒蕈中毒数据，数据量较

大，监测医院覆盖广东省所有的县区，对所有食源

性疾病病例监测系统中的散发病例进行分析，可以

较全面反映广东省毒蕈中毒的发生状况，掌握其发

生规律和特征。

本次调查发现，854 例中毒患者中，79. 04% 的

患者主诉呕吐症状，63. 47% 的患者有腹泻症状，其

他症状如眩晕、视物模糊、昏迷等神经症状的占比

较低，说明广东省毒蕈中毒以胃肠型为主，与福建

省［8］、浙江省［9］等沿海地区的研究相似。

本研究中报告的毒蕈中毒病例分布呈现地区

性特点，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集中在韶关市。国

内其他研究［10］发现，山区以及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

图 2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病例时间分布

Figure 2　Time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ca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表 3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发生场所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feeding places of toadstool ca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发生场所

家庭

食堂

工地食堂

集体食堂

单位食堂

学校食堂

其他餐饮服务场所

街头食品

其他 a

其他

不详

合计

病例数/人

736

32
16

5
1

3
3

27
31

854

占比/%
86.18

3.75
1.87
0.59
0.12

0.35
0.36
3.16
3.63

100.00
注：a包括饭店、农贸市场等

表 2　2015—2020年广东省毒蕈中毒病例人群各年龄段分布

Table 2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cas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年龄段

0~5 岁

6~18 岁

19~30 岁

31~59 岁

60 岁及以上

合计

病例数/人

81
80
80

461
152
854

占比/%
9.48
9.37
9.37

53.98
17.80

100.00

表  1　2015—2020 年广东省各地市毒蕈中毒病例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ca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地市

韶关市

广州市

清远市

阳江市

梅州市

深圳市

河源市

肇庆市

中山市

东莞市

惠州市

珠海市

江门市

云浮市

潮州市

茂名市

佛山市

揭阳市

汕头市

湛江市

汕尾市

合计

中毒

人数

233
126

66
62
54
47
47
46
38
32
27
26
14
13

7
5
4
4
2
1
0

854

住院

人数

145
20
37
36
28
15
23
17
18
12
12

3
12

7
0
5
0
3
1
1
0

395

人口数/

万人

303.04
1 530.59

388.58
257.09
438.30

1 343.88
310.56
418.71
338.00
846.45
488.00
202.37
463.03
254.52
265.98
641.15
815.86
610.50
566.48
736.00
301.50

1 152 1.00

发病率

（/10 万）

7.69
0.82
1.70
2.41
1.23
0.35
1.51
1.10
1.12
0.38
0.55
1.28
0.30
0.51
0.26
0.08
0.05
0.07
0.04
0.01
0.00
0.74

住院率/%
62.23
15.87
56.06
58.06
51.85
31.91
48.94
36.96
47.37
37.50
44.44
11.54
85.71
53.85

0.00
100.00

0.00
75.00
50.00

100.00
0.00

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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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适宜蘑菇生长 ，而韶关市是南方重点集体林

区［11］，作为广东省的林业大市，拥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和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达 75. 05%。

另外广州市报告毒蕈中毒病例也较多，一是由于广

州市作为省会城市，人口基数较大；二是可能因为

广州市地处亚热带，气候非常适合蘑菇生长［12］。

从毒蕈中毒人群分布看，占比最高的为农民，

占比最低的为餐饮从业人员，这可能与农民对毒蕈

的认知有关，既往调查发现，农民对毒蕈的知晓率

较低［13］，可能会在外采集毒蕈直接进食导致发病。

发病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31~59 岁，这个年龄段是社

会工作的重点人群，提示应加强相应的宣传和防控

工作。

2015—2020 年广东省毒蕈中毒主要发生在 5~
9 月，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因为此季节降雨多、湿度

大，与江西省（5~8 月）［14］、浙江省（6~10 月）［15］等有

所差异，可能与各省的汛期高峰时间差异有关［16］。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是广东省毒蕈中毒发生的主

要场所，应加强对家庭的宣传教育，建议群众不采、

不买、不食野生蘑菇。

本研究发现广东省毒蕈中毒主要集中在韶关

市，与常规监测发现的结果相同［17-18］。热点区域形

成的可能原因：一是人口经济因素，相关调查发现

毒蕈中毒病例大多为农民，由于家庭自行采摘蘑

菇，且缺乏鉴别毒蕈的能力，容易误食引起中毒；二

是当地的自然生态情况及毒蕈种类分布因素；三是

生活习惯及烹饪方式等因素。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本次调查的数

据主要来自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报告系统，数据的

准确性与当地医疗机构的数量和报告意识有关；二

是未能对毒蕈中毒的影响因素（如蘑菇种类分布、

地区文化、卫生习惯等）进行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广东省毒蕈中毒发病存在空间聚集

性，发病主要集中在粤北地区，重点人群为农民，应

加强对农民的健康教育，加强毒蕈中毒防控的研究

与科普宣传，以减少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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