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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一起河鲀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人群关于河鲀安全性的知识%态度%行为(V,a)调查!探

讨河鲀食用安全的风险管理措施$ 方法$通过病例搜索!调查病例家庭成员进食史及发病情况!采用回顾性队列

研究分析发病的高危因素!制作调查问卷调查了解当地村民有关河鲀中毒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结果$共搜索到
%! 例病例!其中 % 例死亡$ 症状主要为头晕(%""b)%四肢无力(U#b)%四肢肌肉麻痹和行走困难(U%b)%口舌肢

端麻痹(U%b)等$ 食用河鲀是发病的危险因素!加工过程保留鱼肝共同煮食可增加中毒的危险(OOj%0.!#+b=]

j%0% c10%)$ V,a调查发现 U"b(112!U)的村民近 1 年曾进食过河鲀!其中 ..b(&#211)来源于市场或流动摊

贩&#.b(!/2!U)的村民知道河鲀有毒!#!b(!!2!U)的村民知道国家法律禁止食用河鲀鱼!但仍有 #!b(!!2!U)的

人认为其味道鲜美值得品尝$ 结论$食用混杂于无毒河鲀中的有毒河鲀是导致本次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居民

对河鲀安全性知晓率高但依从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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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世界卫
生组织#TY9$建议世界各国食品安全战略应以食品
安全风险管理方法为指导"以减轻食源性疾病对健康

和社会造成的负担为目标"提出建立完善以风险为基
础的并能持续发展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 本文通
过一起河鲀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和人群关
于河鲀安全性的知识’态度’行为#V,a$调查"探讨河
鲀食用安全性的风险管理措施(

&"%& 年 . 月 ! 日广东省雷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报告 8镇 ,’I相邻两村共有 ! 名村民
疑似食用河鲀引起中毒"其中 % 人死亡(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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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以核实诊断"调
查事件的波及范围和发生原因&了解当地村民关于
河鲀安全性的 V,a"并结合现有政策"提出针对性
防控措施和建议(

%$对象与方法
%0%$病例核实

调查组通过查阅雷州市仅有的 & 家综合医院 .
月 % 日以来的门急诊及住院登记"并访谈医生和病
例"搜索具有+口舌发麻’四肢无力’四肢肌肉麻痹
或行走困难,症状者"共发现 / 例#包括之前报告的
! 例病例$"均被医院诊断为+河鲀中毒,( / 例病例
均为沿海 8镇居民"分布在相邻的 ,行政村和 I’?
两个自然村中( 当地既往发生过类似中毒事件(
另外"调查组还通过电话询问该县其他乡镇卫生院
等医疗机构"未发现类似病例( / 例病例在发病前
1 天均有河鲀进食史"且均在各自家中进餐"无共同
进餐史( . 月 1 日有鱼贩在 ,村集市上和 I村的沿
村马路上贩卖河鲀". 月 ! 日有鱼贩在 ?村沿村马
路上卖过河鲀"因此"调查组在 ,’I和 ?三村中开
展了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
%0&$方法
%0&0%$病例定义和病例搜索

病例定义%&"%& 年 . 月 % c. 日",’I’?1 个村
的村民中"出现头晕’呕吐’口舌肢端麻痹’四肢无
力’四肢肌肉麻痹或行走困难’呼吸困难两项及以
上者( 病例搜索%通过与病例’村医和村干部进行
访谈及查阅该镇卫生院的就诊登记搜索病例(
%0&0&$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制作调查问卷"调查病例及其家属的基本情
况’发病时间’临床特点及诊疗经过’饮食史&了解
各家河鲀的来源及加工处理方式"并提供河鲀标本
图片供食用者辨识所食河鲀(
%0&01$河鲀形态学鉴定

&"%& 年 . 月 # 日从当地港口购买渔船捕获的
河鲀进行形态学鉴定(
%0&0!$关于河鲀安全性的 V,a调查

从出现病例的 1 个村中随机抽取村民进行面对
面问卷调查"了解其食用河鲀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并分析沿海地区屡现河鲀中毒的根本原因(

&$结果
&0%$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0%0%$描述性分析

共搜索到 %! 例病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中位数 +/ 岁#范围%&/ c.U 岁$"其中 % 例死亡( ,

村有 %" 例病例"I村 % 例"?村 1 例( 临床表现主
要为头晕#%""b"%!2%!$’四肢无力#U#b"%%2%!$’
四肢肌肉麻痹或行走困难#U%b"%"2%!$’口舌肢端
麻痹#U%b"%"2%!$’恶心#+Ub".2%!$’呕吐#1/b"
+2%!$’呼吸困难 #%!b"&2%!$( 其中 %& 例患者在
出现症状后自行进行了土法催吐和2或口服葡萄糖
溶液"有 U 例到医疗机构就诊(

死亡病例%男"1. 岁"I村人"家有 & 人#其妻未
食用$( 于 . 月 1 日 %" 时购买 & 斤约 %" 条河鲀"
%& 时许进食 + 条河鲀及其鱼肝"同时饮用 1 两白酒
#品名不详$"当日 %1 时出现头晕’神智不太清楚’
脚麻痹’行走困难’四肢无力"%!t1" 急送到该镇卫
生院"入院时神智模糊’口吐白沫’口唇面色发绀’
四肢末端湿冷’全身发冷汗"于当日 %+t!" 经抢救无
效死亡(

,’I村的 %% 例病例均在 . 月 1 日发病"其中
%" 例于中餐后陆续发病"至 %/ 时达到发病高峰&?
村的 1 例病例分别在 . 月 ! 日和 + 日发病#图 %$(
%! 例病例来自 . 户家庭"在发病前均进食过河鲀"
其中 %% 例病例仅有一餐河鲀进食史"计算潜伏期中
位数为 1 7 #范围 "0+ cU 7$( . 户家庭分别在 .
月1 日或 ! 日购买过鱼贩销售的河鲀(

注%黑色为死亡病例

图 %$广东省某镇 1 个村 %! 例河鲀中毒病例的流行曲线
F<J>E:%$WO<G:M<55>ER:6CEO>66:E6<P7 OC<PC=<=J

<= B7E::-5C@PB@D-R<DD@J:

&0%0&$可疑中毒食物及食用量分析
对 %! 例病例所在 . 户家庭的全部成员#1. 人$

调查进食河鲀的情况( 结果显示"共 %# 名家庭成员
进食河鲀"U!b #%!2%#$发病"另外 %# 名未进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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鲀的家庭成员未发病"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m"0""%$(

病例的中毒症状评分%根据文献报道 )&* "临床
上通常将河鲀中毒分四级%% 级%口唇感觉异常’呕
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症状&& 级%四肢和躯干感觉异
常"末梢运动麻痹"但反射正常&1 级%肌肉运动失
调’失声’吞咽和呼吸困难’心前区疼痛’发绀和低
血压&! 级%意识障碍’惊厥’呼吸麻痹’严重低血压
和心律失常(

通过对病例家庭购买河鲀情况及食用情况的
询问"估计村民的河鲀食用量( 如 % 斤有 + 条鱼"即
每条鱼约为 %"" J"去除内脏后按 .+b的鱼肉重计
算"鱼头’鱼身及鱼尾各占三分之一"则食用一整条
鱼"即为 .+ J来估计( %! 例病例发病及进食情况"
见表 %( 病例 %’+’U’.’%%’%& 为同一家庭"提示发
病严重程度随着进食鱼肉’鱼肝’鱼汤的量升高"呈
症状数越多’潜伏期越短’病程越长的特点(

表 %$%! 例河鲀中毒病例发病及进食情况
K@ND:%$?D<=<5@DM@=<6:PB@B<C=P@=G O>66:E6<P7 5C=P>MOB<C=

C6%! O>66:EOC<PC=<=J5@P:P

病例
症状
分级

症状
数#

病程
27

潜伏期
27

进食鱼
肉量2J

鱼肝
2个

汤
2MD

% % 1 %.0"" /0"" %"" " "

& & 1 #"0"" %#0"" 1"" " "

1 & 1 #"0+" %#0"" %&" " "

! & 1 !&0"" U0"" %"" " "

+ & 1 10"" !0"" %"" " &""
/ & 1 !.0+" "0+" %"" " "
U & ! &"0"" !0"" &1" % "
. & ! %#0+" !0+" %"" + &""

# w & ! %10+" #0+" !1" . &""
%" & + +"0"" &0.1 &%" " &""
%% & / 1"0"" %0"" &"" & "
%& & / !/0"" &0+" +" " &""
%1 1 / #!0"" 10"" &%" " "
%! ! U &0/U %0"" !&+ + &""

注%%! 号病例为死亡病例&#为按照调查表搜集病例的症状种类
数&w为病例 #%肖某"/+ 岁". 月 ! 日 %% 时进食 1 条鱼’. 个鱼肝和 %
碗汤"晚 %#t1" 进食 % 条鱼"于当晚 &"t1" 发病"自行服木瓜汁’葡
萄糖等之后强行呕吐 + c/ 次( 出现恶心’四肢无力’肢端麻痹’头
晕等症状

$$. 月 1 日出现中毒和死亡病例后",村干部于
当日 %Ut"" 通过广播进行警示"因此 ,村村民未再
食用且将剩余河鲀全部销毁"有 & 户村民反映将剩
余食物喂鸡和狗"狗出现呕吐’鸡出现站立不稳的
现象(
&0%01$高危因素分析

. 户食用河鲀的家庭中"有 1 户在加工时保留
鱼肝并与鱼肉一同煮食"其中 . 例进食者 %""b发
病"而另外 + 户在加工时弃掉鱼肝"仅食用鱼肉"
%% 例进食者中 ++b #/2%%$发病"显示加工过程保

留鱼肝会增加河鲀中毒的危险 )相对危险度#OO$
j%0."#+b可信区间##+b=]$ j%0% c10%*(
&0%0!$河鲀标本图片辨识

事发地为南海北部湾海域沿海渔村"多数人以
捕鱼为生"对河鲀有较高的辨识度( 由于未能追查
到鱼贩"无法查明河鲀的具体来源’种类’数量及去
向"调查组使用 % 套河鲀标本图片"让 U 户购食河鲀
家庭的 %" 名成员在 !1 种河鲀图片中辨识其食用的
种类"%" 人一致回答仅食用过棕斑兔头鲀和2或月
兔头鲀 & 种河鲀#图 &$"文献显示 )1-!* %棕斑兔头鲀
和月兔头鲀为南海常见河鲀"棕斑兔头鲀全鱼无
毒"月兔头鲀全鱼有毒 #我国北部湾捕获的月兔头
鲀含有强毒"其卵巢毒性达强毒级"肝脏’鱼肉和皮
有弱毒$(

注%两种鱼从外形上很相似"区分方法为%棕斑兔头鲀背部皮刺

自吻端开始至胸鳍后端上方"不达背鳍起点&而月兔头鲀的

背部皮刺自吻端开始伸达背鳍起点 )+*

图 &$棕斑兔头鲀#左$和月兔头鲀#右$

F<J>E:&$1#<)*+"5#&3,,"#.%*+3,#B7:D:6B$ @=G

1#<)*+"5#&3,&3/#(%,#B7:E<J7B$

&0%0+$形态学鉴定
. 月 # 日调查组在该地沿海港口购买了渔船捕

获的河鲀 1 SJ"经专家形态学鉴定均为无毒的棕斑
兔头鲀( 专家判断%因棕斑兔头鲀和月兔头鲀极为
相似"此次村民购食的河鲀中以棕斑兔头鲀为主"
可能混有部分有毒的月兔头鲀(
&0&$当地村民关于河鲀安全性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V,a$调查

村民反映该地既往也曾发生河鲀中毒事件"为
调查了解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调查组从 1 个村中
随机抽取了 !U 名村民进行河鲀安全性的 V,a问卷
调查( 结果显示"U"b #112!U$的村民近 1 年曾进
食过河鲀( 在曾进食过河鲀的人中"年平均食用次
数为 + 次#范围 & c1" 次$"其中 ..b#&#211$从市
场或流动摊贩处购买"11b #%%211$为村民自行捕
获( #.b # !/2!U $ 的 村 民 知 道 河 鲀 有 毒" #!b
#!!2!U$的村民听说过河鲀中毒事件"也有 #!b
#!!2!U$的村民知道国家法律禁食河鲀鱼"但仍有
#!b#!!2!U $ 认为其味道鲜美"虽然有毒也值得
品尝(

1$讨论
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查’河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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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辨识和形态学鉴定结果"判定该事件是因进食混
杂有毒河鲀引起的河鲀中毒"原因为有毒的月兔头
鲀混杂在当地居民经常食用的无毒棕斑兔头鲀中
引起的人群中毒(

河鲀部分品种含有剧毒"毒性物质主要是河鲀
毒素#KK8$"河鲀毒素的毒性比氰化钠强% """ 倍"
耐高温"%"" h加热 ! 7 才可破坏毒素"目前尚无特
效解毒剂 )/* ( 河鲀毒素毒性有明显的种属’个体’

性别及组织器官之间的差别"毒力也因产地和季节
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肝脏是河鲀所含毒素比较集中
的部位 )U* ( 捕鱼时"河鲀常同其他鱼夹杂一起被捕
捉"误食河鲀引起中毒的事件时有报道 ).* ( 而且有
毒河鲀与无毒河鲀外表相似"较难区分"国内曾报
道过河鲀烤鱼片生产厂家因加工的棕斑兔头鲀中
混入外形与其相似的月兔头鲀导致的中毒事件 )#* (

多年来我国的政策一直是禁食河鲀( 早在
%##" 年颁布的-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河鲀
鱼有剧毒"不得流入市场 , #该办法于 &"%" 年废
止$( &""/ 年 %% 月 % 日起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 )%"*第三十三条#三$亦有规定%含有致病性寄生
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的农产品不得销售( &""# 年的-食品安全法. )%%*

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
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如有违反"其行政
处罚适用-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 &"%% 年 / 月
#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关于餐饮服务提
供者经营河鲀鱼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也明令在国
家有关政策调整前"严禁任何餐饮服务提供者加工
制作河鲀( 然而我国沿海居民’渔民多有吃河鲀的
习惯"虽然国家出台若干禁食河鲀的规定"但河鲀
中毒事件仍时有发生( 资料显示 )%1* "河鲀中毒是我
国动物类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病死率高
达 %+0U#b(

河鲀中毒事件中"一方面是由于有些人不认识
河鲀而误食"另一方面"安全’营养和口感是食品的
三大属性"有些人明知河鲀有毒"但受河鲀美味诱
惑而+冒死吃河鲀,导致中毒( 通过本次事件对村
民开展的河鲀食用安全性 V,a调查"更可以看出"
为了预防河鲀中毒事件"对河鲀+一刀切,式的禁食
令并不能起到有效地监管( 我国的河鲀资源极其
丰富"产于我国的河鲀有 !" 余种"现已成为世界上
河鲀的产销大国"主要销往日本’韩国’美国 )%!* ( 与
我国禁食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邻国日本是河鲀
的消费大国"据统计 %#/U!%#U/ 年日本河鲀中毒死
亡人数占同期食物中毒死亡人数的 /%01b以上"且
1/0Ub的河鲀中毒者死亡 )%+* ( 经过大量研究和加

强立法监管"日本取消了禁食河鲀的禁令"于 %#.1
年通过实行-确保河鲀卫生.等法规 )%/-%U* "规定了 &%
种允许食用的河鲀种类及部位’有毒部位的销毁方
法’河鲀处理师和河鲀处理设施及场所的要求&对
河鲀的捕捞’养殖’收购’加工’销售’料理等过程均
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以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 通过
对河鲀安全利用的关键控制点进行有效监管"日本
的河鲀中毒事件明显减少"特别是近年来已无河鲀
中毒死亡病例的报告 )%.* "确保了民众安全食用河
鲀( %##1 年我国原卫生部卫生监督司成立了河鲀
安全利用研究协作组"并在辽宁’山东等地组织餐
饮单位开展河鲀试食试验"受试者共计数十万人
次"未发生一例中毒现象"并证实了红鳍东方鲀等
%" 种野生河鲀肌肉为无毒品种"养殖的河鲀无毒或
低毒可安全食用 )%#-&"* ( 可见对于河鲀的风险管理
+堵不如科学的疏,(

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是
风险管理( 因此"建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借鉴
日本的河鲀管理经验"加快河鲀安全利用的研究"
引入国际通用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Y,??a$
管理方法"制定和完善河鲀相关的管理政策和操作
规范"有效控制河鲀的养殖’加工’销售和餐饮等关
键环节"逐步安全’规范’稳妥地开放养殖河鲀市
场"满足民众的饮食需求( 其次"在新规定出台前"
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河鲀有关的科学知识"重点是
宣传识别河鲀的方法以及食用河鲀的危险性( 另
外"对私自贩卖河鲀的个人加强监督"工商’农业和
食品安全监管等部门加强联合执法"对城乡集市’
渔港’饮食单位等进行监督"发现收购’加工’出售
河鲀者"必须严惩"预防河鲀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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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于发酵乳杆菌 ?W?K+U%/ 等 1 个菌种的公告.
$$一%发酵乳杆菌 ?W?K+U%/ ( 1#*$)@#*%&&3,A+(4+/$34)属于乳杆菌属$ 该菌种已列入欧盟安全资格认定
(ga))推荐的生物制剂列表中!并列入国际乳业联盟((]F)"具有在食品中安全使用记录史的微生物清单#$
&"%% 年发酵乳杆菌列入我国*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 发酵乳杆菌 ?W?K+U%/ 分离自健康母乳!经接种%
发酵培养%浓缩%冷冻干燥制得$ 该菌种已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一般认为安全的物质)认
定!可用于婴幼儿配方粉$ 含有发酵乳杆菌 ?W?K+U%/ 的婴幼儿配方粉在欧洲和亚洲等多个国家(地区)均
有销售$

二%短双歧杆菌 _-%/‘(>%A%.)@#*$+(%34@(+;+)属于双歧杆菌属$ 该菌种已列入欧盟安全资格认定(ga))
推荐的生物制剂列表中!并列入国际乳业联盟((]F) "具有在食品中安全使用记录史的微生物清单#$ &"%%
年短双歧杆菌列入我国*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 短双歧杆菌 _-%/‘分离自健康婴儿肠道内!经接种%发
酵培养%浓缩%冷冻干燥制得$ 该菌种已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一般认为安全的物质)认
定!可用于婴幼儿配方粉$ 含有短双歧杆菌 _-%/‘的婴幼儿配方粉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等多个国家
(地区)均有销售$

三%凝结芽孢杆菌(>#*%&&3,*)#<3&#/,)属于芽孢杆菌属!最初从炼乳的结块中分离得到$ 该菌种已列入
欧盟安全资格认定(ga))推荐的生物制剂列表中!并列入国际乳业联盟((]F) "具有在食品中安全使用记录
史的微生物清单#!已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一般认为安全的物质)认定$ 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家已批准使用!其主要应用于饮料%烘焙食品%烘焙混合料%早餐谷物%糖果等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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