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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 )##2()#!,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为毒蕈中毒的预防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和-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统.查询 )##2(

)#!,年期间贵州省上报的毒蕈中毒事件!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2()#!, 年贵州省共报告毒蕈中毒事件 !!3 起!

中毒 $%3 人!死亡 3* 人!病死率为 !)G!3g$ 事件类别以-未分级.事件居多!占 $)Gc!g&-较大.事件占 ,*G*%g$ 夏秋季

是毒蕈中毒多发季节!发生场所以农村家庭为主$ 结论"误采误食是毒蕈中毒的主要原因!应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

大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加强医生的诊治培训!提早预警通报!防止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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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野生蕈
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野生蕈味道鲜美’营养价值
高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据资料记载 (!) "
贵州省的大型真菌有 c3% 种"其中可食用菌 )2, 种"
药用菌 !3$ 种"毒菌 $c 种* 由于贵州省许多村民有

采食野生蕈的习惯"但野生毒蕈形态特征复杂"往
往与食用蕈难以辨别"故每年因误采误食野生毒蕈
引起的中毒事件屡有发生* 由于毒蕈的毒素复杂"
中毒患者的临床表现也复杂"若未及时救治"可导
致死亡"直接危害群众的生命与健康* 为进一步做
好毒蕈食物中毒的预防工作"减少发病"为防控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现将 )##2!)#!, 年贵州省毒蕈中
毒情况汇总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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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G!"资料来源

)##2!)#!,年贵州省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和+食源性疾
病暴发报告系统,上报的所有毒蕈中毒事件*
!G)"方法

毒蕈食物中毒诊断按 &]!2%,3!!%%2.食物中
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
进食毒蕈史’临床表现及毒蕈的形态学鉴定等确诊*
!G,"统计学分析

将近十年来贵州省毒蕈中毒资料信息汇总录
入 /<K’D)##c"对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8;88
!cG# 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F#G#*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G!"概况

)##2!)#!, 年贵州省共报告毒蕈中毒事件

!!3 起"发病 $%3 人"死亡 3* 人"占所有食源性疾
病事件数’中毒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的 )%G$*g
$!!3 I,%3 % ’ %Gc,g $ $%3 Ic !c) % 和 2)G*g $ 3* I
)##% * 病死率在 !G)#g j,2G23g之间"平均为
!)G!3g* 毒蕈中毒病死率高于其他食源性疾病
的病死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G2*,"(
F#G#*% * 其中 )##2!)#!# 年全年报告事件发生
数均 F!# 起"自 )#!! 年贵州省正式开展食源性疾
病监测以来"通过 +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统,报
送的毒蕈中毒事件报告数和发病人数均有所增
加* 其中 )#!) 年毒蕈中毒事件报告数最高"占报
告事件总数的 ,$G22g$2, I!!3% * )#!) 年和 )#!,
年毒蕈中毒报告发病人数较多"占发病总人数的
2cG%%g $ ,,* I$%3 % * )##2!)#!, 年贵州省报告
毒蕈中毒死亡人数占全省食源性疾病死亡人数的
2)G*g$3* I)##% "其中 )#!) 年毒蕈中毒死亡人数
最多"见表 !*

表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和食源性疾病情况
>T.D’!"ZSA4CEEXYEOAE(O(PT(0 LEE0.EC(’0OA’TA’O( &SOa4ES ;CE[O(K’" )##2 BE)#!,

年份
食源性疾病 毒蕈中毒

事件数I起 发病数I人 死亡数I人 病死率Ig 事件数I起 发病数I人 死亡数I人 病死率Ig
)##2 ,* ! $$! )# !G)# * )% !# ,2G23
)##* )! 2c) ), 2G3c ! * ! )#G##
)##$ !* )3# !% $Gc% ) 3, ! !G)#
)##c )* 2c) !, )Gc* * *% , *G#3
)##3 )c %#2 c #Gcc , )# , !*G##
)##% 2# ! !#% )* )G)* $ 2, !, ,#G),
)#!# )# 2c, !$ ,G,3 $ ,2 % )$G2c
)#!! 3! 23# )# 2G!c !3 %# ) )G))
)#!) c, $%$ ,2 2G3% 2, !3% ,# !*G3c
)#!, $! $)* ), ,G$3 )% !2$ !, 3G%#
合计 ,%3 c !c) )## )Gc% !!3 $%3 3* !)G!3

)G)"事件分级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共享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分级标准/对 )##2!)#!, 年贵州
省报告的 !!3 起毒蕈中毒事件进行分级* 近十年资
料显示 无 重 大 事 件 发 生# 较 大 事 件 2) 起" 占
,*G*%g#一般事件 ) 起#未分级事件 c2 起"占
$)Gc!g* 近十年资料显示&其他 )22 起食物中毒事
件分级中无重大事件发生#较大事件 2% 起"占
)#G#3g#一般事件 $! 起"占 )*G##g#未分级事件
居多"占 *2G%)g"见表 )*
)G,"时间分布

从季节分布看")##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
四季都有发生"主要以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为主"
这三个季度的发生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
占毒蕈中毒总数的 %cG2$g $ !!*I!!3 %’ 3$G$3g
$$#*I$%3%和 !##g$3*I3*%"见表 ,*

从月份分布看"十年来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主
要集中在 $ j% 月"其中 c 月报告事件数’发病人数
和死亡人数均最多* )#!) 年 !# 月遵义报告的毒蕈
中毒事件最多"共 )! 起"发病 !#! 人"死亡 )# 人*
分析原因与当月气候高温潮湿"适宜蕈类生长有
关"遵义务川县’道真县和习水县当地村民采食+一
把阳,’+蛋菌,’+杠菌,和+交脚菌,等野生菌时误
采到鹅膏类毒蕈$如+白毒伞,%食用后所致"故引起
中毒和死亡人数最多"见表 2*
)G2"地区分布

报告的 !!3 起毒蕈中毒事件中"全省 % 个市
$州%均有报告"主要集中在遵义市’毕节市’铜仁
市和黔东南州"共占毒蕈中毒报告事件总数的
c3G3!g$%, I!!3% * 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较多也
主要集中在遵义市’毕节市’黔东南州和铜仁市"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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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分级情况
>T.D’)"ZSA4CEEXYEOAE(O(PKTA’APCT0’0 O( &SOa4ES ;CE[O(K’" )##2 BE)#!,

年份
毒蕈中毒事件分级I起 其他食物中毒事件分级I起

重大$77级% 较大$777级% 一般$7f级% 未分级 小计 重大$77级% 较大$777级% 一般$7f级% 未分级 小计
)##2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 ! ! * # $ $ 3 )#
)##3 # ) # ! , # $ !) % )c
)##% # 2 # ) $ # c !) !, ,)
)#!# # , # , $ # , 3 2 !*
)#!! # ! # !c !3 # % $ 23 $,
)#!) # !* # )3 2, # * ! )2 ,#
)#!, # c # )) )% # 2 , )* ,)

合计 # 2) ) c2 !!3 # 2% $! !,2 )22

表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季节分布
>T.D’,"8’TAE(TD0OABCO.SBOE( ELXSA4CEEXYEOAE(O(PO(

&SOa4ES ;CE[O(K’" )##2 BE)#!,

季节
事件数
I起

构成比
Ig

发病数
I人

构成比
Ig

死亡数
I人

构成比
Ig

第一季度 , )G*2 %, !,G,) # #G##

第二季度 )) !3G$2 !#c !*G,, !) !2G!)

第三季度 $* **G#3 ,!) 22Gc# 23 *$G2c

第四季度 )3 ),Gc, !3$ )$G$* )* )%G2!

合计 !!3 !##G## $%3 !##G## 3* !##G##

)G*"场所分布
从场所分布可见"发生在家庭中的事件报告

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高"分别占全省毒蕈
中毒事 件报告 总数’ 发病总数 和死亡 总 数 的
3%G3,g$!#$I!!3%’ccG$*g $*2)I$%3 %和 %3G3)g
$32I3*%"病死率为 !*G*#g$32I*2)%"明显高于其
他发病场所* 发生在农村家庭的毒蕈中毒明显高
""

于城市家庭"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G$!%"(F#G#*%"见表 $’c*

表 2")##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月份分布
>T.D’2"ZE(B4D\0OABCO.SBOE( ELXSA4CEEXYEOAE(O(PO(

&SOa4ES ;CE[O(K’" )##2 BE)#!,
月份 事件数I起 发病数I人 死亡数I人
! # # #
) , %, #
, # # #
2 2 )c #
* 2 !2 c
$ !* $% c
c ,2 !cc ,*
3 !2 $c $
% !$ $* *
!# ), !!c ))
!! , !% ,
!) ) *# #

合计 !!3 $%3 3*

表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地区分布
>T.D’*"=’POE(TD0OABCO.SBOE( ELXSA4CEEXYEOAE(O(PO( &SOa4ES ;CE[O(K’" )##2 BE)#!,

市$州% 事件数I起 构成比Ig 发病数I人 构成比Ig 死亡数I人 构成比Ig 病死率Ig
贵阳市 ) !G$% 3) !!Gc* # #G## #G##$# I3)%

遵义市 ,c ,!G,* !3, )$G)) )! )2Gc! !!G23$)! I!3,%

安顺市 2 ,G,% !2 )G#! # #G## #G##$# I!2%

六盘水市 ! #G3* 2 #G*c ) )G,* *#G##$) I2%

毕节市 )) !3G$2 !,# !3G$) )* )%G2! !%G),$)* I!,#%

铜仁市 !3 !*G)* c* !#Gc2 !, !*G)% !cG,,$!, Ic*%

黔东南州 !$ !,G*$ !#* !*G#2 !, !*G)% !)G,3$!, I!#*%

黔南州 !# 3G2c *% 3G2* c 3G)2 !!G3$$c I*%%

黔西南州 3 $Gc3 2$ $G*% 2 2Gc! 3Gc#$2 I2$%

合计 !!3 !##G## $%3 !##G## 3* !##G## !)G!3$3* I$%3%

表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场所分布
>T.D’$"6EKTBOE( 0OABCO.SBOE( ELXSA4CEEXYEOAE(O(PO( &SOa4ES ;CE[O(K’" )##2 BE)#!,

场所 事件数I起 构成比Ig 发病数I人 构成比Ig 死亡数I人 构成比Ig 病死率Ig

家庭 !#$ 3%G3, *2) ccG$* 32 %3G3) !*G*#$32 I*2)%

集体食堂 $ *G3% !!c !$Gc$ # #G## #G##$# I!!c%

宾馆饭店 , )G*2 )! ,G#! # #G## #G##$# I)!%

不明场所 , )G*2 !3 )G*3 ! !G!3 *G*$$! I!3%

合计 !!3 !##G## $%3 !##G## 3* !##G## !)G!3$3*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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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起家庭发生毒蕈中毒的分布情况
>T.D’c"VOABCO.SBOE( EL!#$ XSA4CEEXYEOAE(O(PEKKSCC’0 O( LTXOD\

家庭 事件数I起 构成比Ig 发病数I人 构成比Ig 死亡数I人 构成比Ig 病死率Ig

城市 $ *G$$ )% *G,* # #G## #G##$# I)%%

农村 !## %2G,2 *!, %2G$* 32 !##G## !$G,c$32 I*!,%

合计 !#$ !##G## *2) !##G## 32 !##G## !*G*#$32 I*2)%

)G$"中毒环节
!!3 起野生毒蕈中毒事件全部是由于误采误食

毒蕈所导致* 从中毒环节看"主要是由于村民凭经
验采摘野生菌时混杂毒蕈所致"占事件报告总数的
%2G#cg$!!!I!!3%#其次是从街边I市场购买的野
生菌中混杂毒蕈所致"共报告 !$ 起"占 !,G*$g*
目前贵州省报告引起中毒的可疑野生菌主要有+一
把阳,’+杠菌,’+蛋菌,’+交脚菌+’+棉花菌,’+丛
树蕈,’+乔巴蕈,’+伞把蕈,’+石灰蕈,’+酸菌,’
+红菌,$均为当地村民叫法%等"由于许多事件中野
生菌均全部进食完而未采集到实物样品"故无法进
行形态学鉴定* 对有留样的野生蕈进行鉴定后发
现贵州省目前有鹅膏类毒蕈$如白毒伞%和条盖盔
孢伞引起的中毒*

在集体食堂发生的野生毒蕈中毒中有 , 起是因
为厨师或村民在山上I工地I菜地旁凭经验自行采
摘野生菌时混杂毒蕈所致#) 起是在市场上购买大
脚菇干品和酸蕈时其中混杂毒蕈所致#还有 ! 起是
从朋友处得到的野生菌中混有毒蕈食用后所致*

, 起发生在宾馆饭店的野生毒蕈中毒全部由于
在市场上购买的野生菌中混杂毒蕈所致* 其中 ! 起
是从云南昆明某一经营部购进"据调查该经营部是委
托当地人野外采摘"其中混杂有毒野生菌* 第一季度
发生的 , 起毒蕈中毒均由于食用的野生蕈干品中混
有毒蕈所致"中毒场所分别为家庭’宾馆饭店和集体
食堂*

,"讨论
将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汇总分

析可见"毒蕈中毒事件特点如下&
&毒蕈中毒是贵州省食源性疾病发生和死亡的

主要原因*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占所
有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和死亡人数的 )%G$*g和
2)G*g* 毒蕈中毒的平均病死率较高"为 !)G!3g"高
于广西和江西毒蕈食物中毒病死率(, h2) $广西
*G3$g"江西 3G)g%"低于全国’广州和湖南的毒蕈食
物中毒病死率 $全国 )#G%,g’广州 !3G%cg"湖南
!cG)g% (* hc) "考虑可能与毒蕈的种类’进食量和救治
及时性有关"提示毒蕈中毒一旦发生易产生严重后
果"故应进一步加强毒蕈中毒的预防和控制*

’毒蕈中毒以未分级事件居多"与我国 )##2!)##%

年所报告的毒蕈中毒事件以较大事件为主有所不同(*) *

(毒蕈中毒多发于夏秋季"主要集中在 $ j% 月*
)农村家庭为毒蕈中毒的高发场所"共报告

!## 起"病死率为 !$G,cg"明显高于城市家庭"与国
内的许多相关研究相似 (2 h$) "考虑可能与村民自行
采摘野生蕈"缺乏鉴别毒蕈的能力"导致误采误食
而引起中毒有关"提示可针对这些多发地区及场所
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力度"以减少毒蕈中毒的发生*

*误采误食是引起贵州省毒蕈中毒的主要原
因* 十年来贵州省报告的 !!3 起野生毒蕈中毒事件
全部是由于误采误食毒蕈所导致* 村民凭经验自
行采摘野生菌时导致的中毒事件占报告总数的
%2G#cg"另有 !,G*$g的中毒事件是由于购买的野
生菌中混杂毒蕈所致*

+救治不及时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贵州省毒蕈中毒主要多发生在农村家庭"由于交通
不便"经济条件差"发生中毒时如不能及时自救或
送往医院救治"延误了抢救时机"常会导致死亡*

针对上述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特点"为进一
步预防控制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建议做
好以下几点&

&加大预防宣传力度"加强自我防护能力* 由
于野生蕈种类繁多"形态特征复杂"不少有毒种类
与食用种类不易区别 (3) "食用者缺乏对毒蕈的认识
是造成误采误食毒蕈中毒的主要原因 (%) * 应加强
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尤其应加大入
村入户面对面的宣传方式"普及食用野生蕈的安全
知识* 加强广大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尤其对贵州
省十年来多发的几种可疑野生毒蕈中毒类型应高
度重视"以图片形式教育广大村民坚决不采食不认
识或未吃过的野生蕈"同时坚决不买卖不认识的新
鲜野生蕈及野生蕈干品*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尤其对街边I市场销售
点要加大监管"严禁农民销售贩卖野生菌"严禁销
售点收购农民自行采摘的野生蕈"预防和减少野生
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同时针对单位’建筑工地等
集体食堂要定期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提高从业
人员基本素质"使其了解野生毒蕈中毒的危害"自
觉地不购买’不加工野生蕈"尤其不购买野生蕈干
品"避免此类中毒事件的发生*

(及时救治"降低病死率* 毒蕈中毒患者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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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实施洗胃’催吐’导泻等措施"并尽快到医疗机构
救治"一般食用毒蕈后 )2 4 内为最佳治疗时间 (!#) *
提高临床医生对毒蕈中毒诊疗的认识"做到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以降低毒蕈中毒的病死率*

)加强信息通报"提早预警* 加强各地毒蕈中
毒事件的信息通报* 在毒蕈中毒高发季节到来之
前"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提早向社会发出食品安全
预警"让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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