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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韶关市 %""%!%"!! 年植物性食物中毒流行特征分析

倪秀锋!卢志坚
!韶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韶关$)!%"%9$

摘$要!目的$分析近年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发生的原因和特点!为预防食物中毒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收集
%""%/%"!! 年植物性食物中毒监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年韶关市共发生植物性食物中毒 &!

起!中毒人数 &9: 人!死亡 9 人!中毒死亡人数占同期食物中毒死亡人数的 #%’#&a$ 第二季度为全年中毒高发季

节&引起中毒的食物主要为毒蘑菇和苦瓠瓜&中毒发生场所主要在家庭和学校&学生为高发人群&钩吻及毒蘑菇中

毒是造成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 结论$针对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以学生为高发人群!家庭和学校为高发场所的

特点!要加强学校%学生食物中毒的预防!要提高食品安全健康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食物中毒& 流行病学&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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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动植物中毒是指一些动植物本身含有某种
天然有毒成分或由于贮存条件不当形成某种有毒物
质被人食用后引起的中毒)!* ( 其中"植物性食物中毒
是由于食入植物性中毒食品引起的食物中毒)%* ( 常
见的含有天然毒素的植物性食物有毒蘑菇’四季豆’
发芽马铃薯’鲜黄花菜’白果’油桐’棉子油等( 为探
讨近年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发生规律和特点"寻求
科学有效的防控方法"本文对韶关市 %""%!%"!! 年
植物性食物中毒资料进行了汇总分析(

!$材料和方法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 年韶关市所辖县$市’
区%填报的,食物中毒事故调查报告表-和食物中毒

调查报告"并根据 ‘P!:5&9!!55: ,食物中毒诊断
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进行判定和分类(
!’%$分析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引起食物中毒的
食物’场所分布及人群分布’季节分布等进行卫生
统计学分析(

%$结果
%’!$基本情况

%""%!%"!! 年"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的死亡
病例分别发生在 %"")’%""* 和 %"!! 年"占相应年度
食物中毒死亡人数的 **’*#ab!""a"见表 !(
%’%$中毒原因

中毒原因是以误食有毒植物为主"或由于四季
豆’新鲜黄花菜在加工过程操作不当而导致食物中
毒( 引起食物中毒的植物主要是毒蘑菇’苦瓠瓜"
发生起数和中毒人数比例较高( 引起人员死亡的
有毒植物是毒蘑菇’钩吻’野芹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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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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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韶关市不同原因植物性食物中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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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食品
中毒
起数

构成比
$a%

中毒
人数

构成比
$a%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a%

苦瓠瓜
四季豆
油桐果
毒蘑菇
钩吻
野辣椒
新鲜黄花菜
曼陀罗
发芽马铃薯
野芹菜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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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布
植物性食物中毒每个季度均有发生"主要发生

在植物生长旺盛的第二季度"呈现明显的季节性
$见表 &%( 引起第二季度中毒高发的植物主要是毒
蘑菇和苦瓠瓜"中毒起数分别占 %#’#9a $)(!9 %’
%#’#9a$)(!9%(

表 &$%""%!%"!! 年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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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季度
中毒
起数

构成比
$a%

中毒
人数

构成比
$a%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a%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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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分布
&! 起植物性食物中毒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学校

$含学校食堂%"占 *#’#:a( 学校’集体食堂的中毒
人数占 9!’)!a"家庭’学校的死亡人数占 9#’)a"
见表 :( 发生在野外场所的食物中毒多为旅游者自
行采食有毒植物引起的(

表 :$%""%!%"!! 年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场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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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场所
中毒
起数

构成比
$a%

中毒
人数

构成比
$a%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a%

家庭
学校
集体食堂
饭店
野外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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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学校食堂中毒患者均为学生"故计入学校进行统计"集体食堂
则不包括学校食堂(

%’)$人群分布
植物性食物中毒人员多为学生"占 )#’"&a

$%!5(&9:%"其次为农民工"占 %!’&)a $ 9%(&9: %(
引起学生中毒的食物主要是苦瓠瓜和桐油果"中毒
人数分别占 *:’9:a$!:%(%!5%’%"’))a$:)(%!5%#
引起农民工中毒的食物主要是四季豆’毒蘑菇’鲜
黄花菜"中毒人数分别占 )9’):a$:9(9%%’%"’#&a
$!#(9%%’!%’%"a$!"(9%%(

&$讨论
韶关市地处粤北山区"森林资源居广东首位"

植物资源丰富"当地居民一直以来有采食野生植物
的饮食习惯( 但由于缺乏卫生常识和鉴别能力"容
易误食有毒植物而导致死亡(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年期间"植物性食物中毒主要发生在第
二季度"学生为高发人群"家庭和学校为高发场所"
钩吻$俗称大茶药%’毒蘑菇等毒性较大的植物是引
起食物中毒并致死的主要食物(

近年来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呈现以下特点&
$引起食物中毒的植物多样化( 引起植物性食物
中毒的植物多达 !" 种"呈现多样化"与同属华南地
区的其他地方报道一致 )&* ( %季节性明显( 植物
性食物中毒每季度均有发生"主要发生在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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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植物的生长旺季基本一致"与李永红等人 ):*

报道一致( 但个别引起食物中毒的植物完全不出
现季节特点"如在学校发生的 : 起油桐果中毒"分别
发生在 :’*’!!’!% 月"发生在 !!’!% 月的两起中毒
事件系学生采吃成熟果期的桐油果所致"发生在
: 月’* 月的两起中毒事件系学生误食贮存在家中的
干油桐果所致( &以家庭散发性食物中毒较为明
显( &! 起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中"发生在家庭的有
!& 起共死亡 ) 人"家庭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和死亡人
数最多"这与当地居民缺乏食品安全知识和采食野
生植物的饮食习惯密不可分( 误摘误食有毒植物
容易引起家庭植物性食物中毒事故"其原因在于不
同种类植物的俗名’别名存在混淆而出现信息偏
差"对其毒性难以辨别( ’学校与集体食堂时有暴
发( 从引起食物中毒的食品来看"部分集体食堂违
反有关规定"采购或采摘野生蘑菇#从业人员食品
安全知识缺乏"在切配加工过程中未能事先挑拣苦
瓠瓜#采购黄花菜时未能选购在炮制过程中已破坏
有毒成分的干黄花菜#四季豆在烹调加工过程中未
能破坏或去除有毒成分( 可见"集体食堂的自身卫
生管理水平较低"管理制度难以有效落实"从业人
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管理不到位"是导致植物性食
物中毒发生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校园内学生误摘误食的
中毒事件( ! 起钩吻中毒事件导致 5 名中毒学生中
% 人死亡"系个别同学采摘后煮水给同宿舍同学喝
所致( : 起桐油果中毒事件中毒人数达 :) 人"也是
其中个别同学采摘分发给同学食用所致( 说明学
校学生食品安全健康教育也是辖区内一个重要的
薄弱环节"提示在加强学校食物中毒预防方面"关
键是要提高学校学生植物性食物中毒健康教育的
有效性( 另外"当地居民对植物性食物中毒存在一
定的侥幸心理"认为只要通过焯水浸泡’煮熟煮透
处理就可以食用( 提示专业机构今后有必要开展

食物中毒预防知识知晓率调查"以提高居民食品安
全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针对近年韶关市植物性食物中毒特点和规
律"建议加强公众宣传教育"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
度"提高学校健康教育的可及性和预防控制的有
效性 ))* ( $在当地主流媒体上发布食物中毒预
警"介绍本地植物性食物中毒的典型案例"以达到
警示教育的目的( 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坚持以公
益广告的形式宣传植物性食物中毒预防知识"以
提高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时效性( %针对当地居
民的饮食习惯"食品安全宣传应结合实际"注重本
地既往发生过的植物性食物中毒食物的实物展
示"以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加强学生’农民工
等重点人群的食品安全健康教育"不要随意采食
野生植物"使其掌握辖区内常见的有毒植物种类
和中毒急救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加强餐
饮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培训"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和知识水平"掌握常见的苦瓠瓜’四季豆等易引起
食物中毒植物挑拣加工的方法"避免同类植物性
食物中毒事件再次发生( 加大学校’集体食堂等
重点场所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禁止采购采摘野生
植物作为食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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