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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某些因素导致横纹肌细胞及细胞膜通道受到损害的多种病理性改变综合征% 其中!

因 *! L 内摄食熟水产品并导致血清肌酸磷酸激酶 "9Q#水平明显升高 "正常水平以上 1 倍或更高#$9Q肌3脑
",X#分数 v1e的病例被称为哈夫病% 目前!国内外对于小龙虾相关哈夫病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大部分以病例

报告和流行病学调查为主% 现今关于此类疾病的致病因子仍未明确% 由于发病病例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性和地域

差异性!因此本文对国内现有报道的哈夫病病例进行汇总并概括国内外小龙虾致哈夫病的相关研究进展!以期为

该病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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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病背景
&?&(横纹肌溶解#TL<SUDCRDER=6=$综合征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由于某些因素导致骨
骼肌细胞破损"肌酸激酶 #;T#<$64#W64<=#" 9Q$ ’

肌酸激酶同工酶 #;T#<$64#W64<=#,X" 9Q%,X$ ’
乳酸脱氢酶 #E<;$<$#U#LRUTDO#4<=#" Fa"$ ’肌红
蛋白 #CRDOEDS64" ,]+$等内容物进入血液当中
的多种病理性改变综合征 ( & ) * 血液中的 ,]+通
过肾脏排出体外时"由于体积过大会造成肾小管
堵塞"引起肾损伤从而导致急性肾衰竭* 常见的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病因包括药物3毒物’肌肉过
度活动’体温过高’感染’结缔组织病’电解质或
内分泌异常’遗传性因素’创伤性横纹肌溶解
症等 ( * ) *
&?*(哈夫病#L<KKU6=#<=#$

哈夫病是由于食用甲壳类食物’淡#海$水鱼致
9Q增高的一种横纹肌溶解症* 哈夫病最初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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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泻湖区被发现"距首次发现已有 A) 多年历
史 (0) * 目前在东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义哈夫病
的条件是%*! L 内摄食熟水产品&血清 9Q水平明显
升高#正常水平以上 1 倍或更高$&9Q肌3脑#,X$

分数 v1e (!) *
&?0(小龙虾#;T<RK6=L$

小龙虾也称克氏原螯虾#E%6.’@0’%39."’%)(($’
红螯虾"在北方多称为蝲蛄"是美国和中国常见的
哈夫病相关食物"*)&) 年的南京.龙虾门/事件"让
人们意识到小龙虾带来的安全隐患*

*(国外哈夫病的报道
数据来源于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9X8$数

据库 的 文 献" 搜 索 关 键 词 为 . L<KKU6=#<=#/
.TL<SUDCRDER=6=/.>TD;<CS<TN=;E<TW66/和.;T<SK6=L/*
&A*!!&A*B 年"柯尼斯堡沿岸泻湖区 #今俄罗斯加
里宁格勒$东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后被命
名为哈夫病"患者大部分食用了鳗鱼"其中一些食
用了狗鱼和江鳕 (0) * &A0*!&A00 年又暴发了一次
新的流行病"这两次事件共出现超过千名病例 (1) *

&A!* 年"在瑞典西海岸一个名为 ]C=#4 小湖泊
首次出现 * 例哈夫病"&A!0 年又出现 && 例病例"其
中 * 例死亡"& 例死于尿毒症"& 例死于脓毒症"患者
多食用狗鱼’鳗鱼’江鳕 #特别是江鳕的肝脏$ (1) *
&A@! 年"美国德克萨斯州首次报道了 * 例哈夫病病
例"地理位置显示该州位于美国墨西哥湾西北岸&
至 &AAB 年"共增加 ! 例病例"其中 * 例来自洛杉矶
和加利福尼亚#&A@1 年$"另外 * 例来自旧金山和加
利福尼亚#&A@B 年$ (B) &&AA\ 年"加利福尼亚和密苏
里共报道 B 例哈夫病"患者主要食用水牛鱼 (\) &
*))& 年"路易斯安娜州出现 A 例食用小龙虾产生哈
夫病的患者"另外 * 例是食用三文鱼 (@) &*)&0 年"纽
约出 现 * 例 哈 夫 病 患 者" 其 中 & 人 死 亡 (A) *
*))@ 年"巴西出现 *\ 例因食用亚马逊淡水鱼致哈
夫病的病例 (&)) &*)&0 年"出现 & 例病例 (&)) &*)&B!
*)&\ 年"巴西共发现 B\ 起病例 (&&) &除此之外"
*))@!*))A 年日本出现 &0 例摄入熟或生的水箱鱼
致哈夫病的病例"其中 & 例食用熟的水箱鱼 &B U 后
死于中风 (&*%&0) *

以上国家首次暴发哈夫病的地区都靠近海岸
线’湖泊’河流区域"巴西和日本也是海水资源和河
流资源丰富的国家* 患者食用的淡3海水产品主要
是狗鱼’鳗鱼’江鳕’水牛鱼’三文鱼’水箱鱼以及小
龙虾* 地域影响着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成为哈夫
病出现的一大因素*

0(我国哈夫病的报道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百度网"使

用.横纹肌溶解症/ .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症/ .哈夫
病/.克氏原螯虾/和.小龙虾/为检索词* 近年来"
国内一些地区因食用小龙虾导致的哈夫病病例越
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患者因救治及时摆脱
了生命危险"但仍有 & 例死亡病例出现在上海市"这
是我国第一例由于食用小龙虾导致多器官功能衰
竭的病例 (&!) * 我国首次病例报道于 *))) 年 @ 月上
旬的北京市"也是首例出现在亚洲地区的病例"在
此之前"哈夫病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瑞典’美国和巴
西 (1%&&) * 北京市从 *))) 年至今"文献 (&1)记载共 B 例
病例*

后续国内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江苏省"江苏省
每年 1 g@ 月小龙虾消费量巨大"一般集中在淮安
市’南京市’扬州市等地区* *)&) 年 \ 月!*)&B 年
@ 月"江苏省文献 (&B%*!)共记载 *!B 例病例"其中男性
A0 人"女性 &10 人* *)&B 年的发病人数达到高峰*
安徽省也是小龙虾相关哈夫病的高发省份* *)&)!
*)&B 年"安徽省共记载 &AB 例病例"其中男性B& 人"

女性 &01 人 (*1%*@) * *)&B 年"安徽省的发病率远高于
往年发病水平"呈现大暴发* *))A 年"广东省 (*A)报
道了与食用淡水白鲳相关的哈夫病 1! 例"其中男性
0B 人"女性 &@ 人"这是少数国内报道与非小龙虾相
关的哈夫病病例* *)&B 年"广东省发现 !@ 例小龙
虾相关哈夫病病例 (0)) * 河南省’上海市’湖南省’湖
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也出现了多个小龙虾相
关的哈夫病病例 (&!"0&%0!) *

我国相关病例报道如表 & 所示"通过相关病例
数据"汇总了 *)))!*)&B 年中国小龙虾相关哈夫病
病例人数分布#见表 *$’中国各地区小龙虾相关哈
夫病病例男女比例#图 &$以及 *)))!*)&B 年中国
10B 例小龙虾 相 关哈 夫病病 例主要 临床 症状
#表 0$*

食用小龙虾后致横纹肌溶解症的发病几率较
小"通过上述国内文献发现%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
多"发病人群主要为成人&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了
&) 只以上小龙虾"少部分患者就餐时有饮酒"初步
判断食用量多少与病例相关 (01) "但与其横纹肌溶解
综合征的严重程度可能不相关 (0B) &饮酒可能是诱因
之一&小龙虾烹饪方式有多种"皆为高温煮熟"患者
大部分在餐馆食用小龙虾"少部分自行购买小龙虾
后在家中烹饪食用"暂未发现烹饪方式对小龙虾中
毒的影响&即使是同餐共食"小龙虾中毒也是个别
现象"其中毒存在个体差异性"推测为小龙虾自身
存在富集未知毒素的差异及患者对小龙虾未知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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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中国小龙虾相关的哈夫病病例及症状

.<SE#&(9<=#=<4U ;E646;<E=RC>$DC=DKL<KKU6=#<=#T#E<$#U [6$L ;T<RK6=L #<$64O64 9L64<

地区
参考
文献

日期 性别#人数$ 年龄3岁 病例相关情况’临床症状及后续发展

北京市

江苏省

河北省

安徽省

(&1)

(&1)

(&1)

(&1)

(&1)

(&B)

(&\)

(&@)

(&A)

(&\)

(*))

(*))

(*&)

(*&)

(**)

(**)

(*0)

(*!)

(0&)

(0&)

(*1)

(*B)

*))) 年 @ 月 男#*$ !)"!*
入院治疗&食用 1)) O小龙虾后 \ L 发病&分别出现严重和中度的四肢和腰
背肌肉疼痛’无力&9Q为 * ))) g&) &1) ‘3F&! g\* L 后好转&同时进食的
男童仅出现轻度的症状

*))) 年 @ 月 女#&$ 0@
入院治疗&食用 1)) O小龙虾后 &* L 发病&中度双上肢和腰背肌肉疼痛无
力&9Q为 0\B ‘3F"&* L 后好转&! U 后再次食用小龙虾症状重复出现&同
时进食的 @ 岁男童仅出现轻度乏力

*))) 年 @ 月 女#&$ 0B
入院治疗&食用 1)) O小龙虾后 \ L 发病&严重四肢近端和腰背肌肉疼痛无
力"当时不能翻身和讲话&B L 后症状开始减轻&同时进食的儿童出现轻度
乏力

*))) 年 @ 月 女#&$ !)
入院治疗&食用 !)) O小龙虾后 &1 L 发病&中度四肢近端和腰背部的肌肉
疼痛乏力&9Q为 B ))) ‘3F&B L 后好转

*))) 年 @ 月 女#&$ 0B
入院治疗&食用约 *) 个小龙虾后 \ L 发病&上肢和颈项肌肉疼痛肿胀&&* L
后症状明显好转

*)&) 年 \ 月 男#&$ "女#*$ 未知
一家三口入院就诊&父亲食用 d*) 只小龙虾"母亲 d&) 只"女儿 * 只&均为
全身酸痛"背部及四肢肌肉疼痛明显

*)&) 年 \ 月 男#&$ 0@
入院就诊&食用小龙虾 B L 后发病&肌肉疼痛并且尿色改变&9Q为 0 B))
‘3F&\ U 后回家&其妻子和女儿食用小龙虾后有相似症状

*)&) 年 \ g@ 月 男#!$ "女#\$ A g0@
&& 例住院&食用 d&) 只小龙虾"0 gA L 后发病&肌肉疼痛 && 例"肌无力
A 例"尿色异常 \ 例"恶心 1 例"呕吐 * 例"声音嘶哑 & 例&9Q为 * )&0 g
&@ 1*) ‘3F#平均 \ A1* ‘3F$ &其中 & 例行血液灌流 * 次&住院 0 g&) U

*)&) 年 @ 月 男#A$ "女#&!$ *) g\A

*0 例入院就诊&食用小龙虾 0 g&* L 后发病&肌肉疼痛 *0 例"尿色异常
A 例"四肢发麻 ! 例"恶心 ! 例"呕吐 0 例"胸闷 0 例"腹痛 0 例"肌无力
0 例"腹泻 * 例"胸痛 * 例&9Q为 * )AA g\ *&& ‘3F&肌酐#9H-’$和肝功能
在 1 gB U 后恢复正常

*)&) 年 A 月 女#&$ *&
入院就诊&食用小龙虾 ! L 后发病&肌肉酸痛且尿色异常&9Q为 * &\B ‘3F&
&B U 后回家&同餐其他 B 人未发病

*)&* 年 @ 月 男#&$ !!
入院就诊&食用 &) 只小龙虾 1 L 后发病&肌肉酸痛"胸闷"气喘"口干&9Q
为 0 !&! ‘3F&同餐其他 ! 人未发病

*)&* 年 @ 月 女#&$ 0&
入院就诊&食用 &) 只小龙虾 1 L 后发病&呕吐"胸闷"气喘"腰背酸痛&9Q
为 ! AA* ‘3F&同餐其他 & 人未发病

*)&* 年 @ 月 男#&$ "女#*$ 0) g0@
0 例入院治疗&食用 *) g!) 只小龙虾 \ g@ L 后发病&全身肌肉疼痛&9Q高
于正常值 0 倍以上&同餐其他 0 人未发病

*)&* 年 @ 月 男#&$ 0) g0@
入院治疗&食用约 0) 只小龙虾&胸’背肌肉疼痛&9Q异常升高&同餐其他
! 人未发病

*)&0 年 @ 月 男#&$ &@ 入院治疗&食用 0) 只小龙虾后 B L 后发病&肌肉疼痛&9Q为 B** ‘3F

*)&! 年 @ 月 男#&$ "女#&$ 00"0*
入院治疗&食用 &) g*) 只小龙虾后 @ g&0 L 发病&肌肉酸痛&9Q为 1))
g0 B@1 ‘3F

*)&1 年 1 月 男#&$ B*

入院就诊&食用 &) 多只小龙虾&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多脏器衰竭等症状"
送重症加强护理病房#89‘$抢救&干呕"腹痛"怕冷"恶寒"发抖"出虚汗"皮
肤紫块&,]+为 & ))) !O3F"9Q为 A)&?! ‘3F"9Q%,X为 *A?& ‘3F"Fa"
为 \AB ‘3F"尿素#X‘/$为 &*?0B CCDE3F"总胆红素#.X$为 0&?\ !CDE3F&
同餐其他 A 人未发病

*)&B 年 \ g@ 月 男#\*$ "女#&*1$ &\ gB\

入院就诊&食用 &) g*) 只小龙虾后 *?1 g&* L 发病&乏力 !\ 例"肌肉酸痛
&A\ 例"四肢发麻 &@ 例"恶心 0) 例"呕吐 *) 例"胸闷 *1 例"胸痛 &A 例"腹
痛 &B 例"腹泻 &1 例"尿色异常 A) 例&9Q最高值为 &B 11) ‘3F",]+最高
值为 @ )*) !O3F"谷草转氨酶 #’V.$最高值为 \*& ‘3F"Fa"最高值为
0 &*) ‘3F&家庭同食者无共同发病现象

*)&! 年 \ 月 男#&$ !&
入院治疗&食用 & WO小龙虾后 &* L 发病&肌肉酸痛"乏力"尿色异常&9Q为
0 1AA ‘3F&&0 U 后出院&同餐其他人未发病

*)&! 年 \ 月 男#&$ !0
入院就诊&食用 )?1 WO小龙虾后 && L 发病&肌肉酸痛"虚弱无力&9Q为
& &@\ ‘3F&\ U 后出院&同餐其余人未发病

*)&) 年 男#&$ *B
食用小龙虾后发病"入院进行治疗&肌痛"虚弱&9Q为 *\ &\! ‘3F’Fa"为
& )00 ‘3F"肾功能基本正常"无受伤’吃药’饮酒的历史&左肱二头肌活检
显示横纹肌溶解

*)&! 年 女#&$ !0

入院就诊&食用小龙虾 *) L 后发病&乏力"无呕吐’发热’恶心等症状&9Q
为 0A &B! ‘3F"9Q%,X为 B!B ‘3F",]+ d& ))) !O3F"谷丙转氨酶#’F.$
为 &00 ‘3F"’V.为 !0B ‘3F"9H-’为 @0?& CCDE3F"X‘/为 *?BB CCDE3F"
Fa"为 @1) ‘3F&\ U 后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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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地区
参考
文献

日期 性别#人数$ 年龄3岁 病例相关情况’临床症状及后续发展

湖南省

湖北省

上海市

广东省

香港特别行
政区

(*B)

(*B)

(*\)

(*@)

(0*)

(00)

(&!)

(0))

(0!)

(0!)

*)&! 年 男#&$ *\

入院就诊&食用大量小龙虾 &1 L 后发病&腹痛"恶心"呕吐&9Q为 *! 01B
‘3F"9Q%,X为 !*& ‘3F",]+d& ))) !O3F"’F.为 *&0 ‘3F"’V.为
1B0 ‘3F"9H-’为 BB?* CCDE3F"X‘/为 1?0! CCDE3F"Fa"为 0@) ‘3F&有
饮酒&\ U 后出院

*)&! 年 女#&$ *B
入院就诊&食用小龙虾 B L 后发病&乏力"腰背酸痛&9Q为 *) &&) ‘3F"9Q%
,X为 & )&B ‘3F",]+ d& ))) !O3F"’F.为 @@ ‘3F"’V.为 *1B ‘3F"
Fa"为 1*) ‘3F&\ U 后出院

*)&B 年 B g@ 月 男#*@$ "女#B*$ && g@!

入院就诊&食用小龙虾 & g&1 L 后发病&肌肉疼痛 A) 例"乏力 B* 例"酱油尿
&& 例"胸痛 B 例"呼吸困难 & 例"恶心 1 例"腹痛 * 例&9Q为 #B *!A?0B u
! A&!?AB$ ‘3F" ’V.为 # *&)?*1 u&@0?!@ $ ‘3F" ,]+为 # 0@0?AA u
&))?*\$ 4O3F"Fa"为#& &*B?1\ u& )\*?&0$‘3F&仅有 & 个家庭为 ! 人同
食 * 人发病"其余皆为多人同食 & 人发病

*)&B 年 \ g&) 月 男#0&$ "女#\&$ 0! g!)

入院就诊&潜伏期#1?!* u0?))$ L&肌肉疼痛 &)* 例"乏力 @B 例"不能行走
\ 例"胸闷 !* 例"腹痛腹泻 &A 例"恶心呕吐 &B 例"酱油尿 * 例&9Q为
#! !\A?1* u! B1!?@! $ ‘3F"9Q%,X为 # &\*?1B u*)!?A1) $ ‘3F"’V.为
#&&&?\1 u&&@?0@$ ‘3F"’F.为#1@?!) u!B?*&$ ‘3F"9H为#B*?!A u&\?!B$
!CDE3F"X‘/为#!?!* u&?1!$ CCDE3F&其中 \ 例连续两餐或以上食用小龙虾

*)&) 年 \ 月 男#0$ "女#1$ &\ g!@
入院治疗&食用小龙虾 * g0 L 发病&头晕"肌痛"虚弱"胸部不适&9Q为
!1\ ‘3F&0 g1 U 后症状消退

*)&B 年 \ g@ 月 男#&0$ "女#&!$ &* g!1
住院 &) 例"急诊 &\ 例&B)e的人食用小龙虾后 0 gB L 发病&四肢乏力"肌
肉酸疼"部分伴有尿色异常

*)&0 年 B 月 男#&$ BB

入院治疗&食用小龙虾 &* L 后发病&肌痛"虚弱"四肢僵硬"少尿"酱油尿"
呼吸短促&’F.为 ! !!\ ‘3F".X为 @&?A !CDE3F"9H-’为*AB !CDE3F"9Q
为 01@?B ‘3F&有高血压史&* U 后死亡&第一例由于食用小龙虾导致多器
官功能衰竭的病例

*)&B 年 \ gA 月 男#&@$ "女#0)$ && g1A

*\ 例入院治疗"*& 例门诊&确诊病例 0* 例"疑似病例 &B 例&食用小龙虾平
均 *) 只&肌肉酸痛 !1 例"乏力 *0 例"呼吸困难 &A 例"胸闷 &A 例"恶心
&0 例"面色苍白 @ 例"腹痛 @ 例"呕吐 \ 例"口干 B 例"头痛 B 例"腹泻 1 例"
酱油尿 ! 例"关节疼痛 *! 例"麻痹 * 例"胃痛 * 例"多汗 & 例"心悸 & 例"触
摸痛 & 例"发热 & 例&9Q为 B\ g0B &B! ‘3F

*)&B 年 @ 月 女#&$ 11 在香港入院治疗 & U&在深圳食用小龙虾 ! L 后发病&肌肉疼痛

*)&B 年 A 月 女#&$ 0)
在香港入院治疗 0 U&在深圳食用小龙虾 1 L 后发病&肌肉酸疼&同餐其他 *
人未发病

表 *(*)))!*)&B 年中国小龙虾相关哈夫病病例人数分布
.<SE#*(:D>NE<$6D4 U6=$T6SN$6D4 DKL<KKU6=#<=#T#E<$#U [6$L ;T<RK6=L #<$64O64 9L64<UNT64O*))) $D*)&B

地区 *))) 年 *)&) 年 *)&* 年 *)&0 年 *)&! 年 *)&1 年 *)&B 年
北京市 B (&1) ) ) ) ) ) )

江苏省 ) 0A (&B%&A) B (*)%*&) & (**) * (**) & (*0) &A\ (*!)

安徽省 ) & (*1) ) ) 0 (*B) ) &A* (*\%*@)

河北省 ) ) ) ) * (0&) ) )

湖南省 ) @ (0*) ) ) ) ) )

湖北省 ) ) ) ) ) ) *\ (00)

上海市 ) ) ) & (&!) ) ) )

广东省 ) ) ) ) ) ) !@ (0))

香港特别行政区 ) ) ) ) ) ) * (0!)

合计 B !@ B * \ & !BB

素的耐受差异* 临床数据 (B)显示病发时"症状以肌

肉疼痛’肌无力和尿色异常为主* 在治疗后"多数
患者恢复较快"症状通常在 * g0 U 内消退"症状较
轻者"不经治疗即可自愈*

!(哈夫病的病因探究
哈夫病是一种食品安全隐患* 最初"德国研究

人员 (1)经过彻底调查"排除了细菌和病毒的感染"

并认为是一种有毒物质引起* 瑞典的研究人员

等 (1)排除了各种工业废液造成中毒的可能性"未找

到硒中毒的证据"未发现湖水中肉毒毒素的存在"

过敏反应的研究也无结果* *))) 年"美国流行病学
家 X‘9""+Ff等 (B)针对 &AA\ 年的案例做了一些流

行病学调查和动物试验"发现引起哈夫病的是一种
可溶于非极性脂类的未知毒素"该毒素在高温下依
然稳定"烹调无法使之消除* 该毒素有靶组织特异
性"与水螅毒素及其类似"但却无神经毒性 (0\) "理论

上认为该毒素和岩沙海葵毒素类似"海葵毒素能引



中国小龙虾相关哈夫病的研究进展!!!胡盼盼"等 !&&\(( !

(((

图 &(中国小龙虾相关哈夫病病例男女比例
76ONT#&(V#5|T<$6DDKL<KKU6=#<=#T#E<$#U [6$L ;T<RK6=L

#<$64O64 9L64#=#>TDZ64;#=

表 0(*)))!*)&B 年中国 10B 例小龙虾相关

哈夫病病例主要临床症状
.<SE#0(,<64 ;E646;<E=RC>$DC=DK10B ><$6#4$=T#E<$#U

[6$L ;T<RK6=L #<$64O64 9L64<UNT64O*))) $D*)&B
主要临床症状 病例数 占比3e

肌肉疼痛 10) A@?@@

肌无力 **@ !*?1!

尿色异常 &*0 **?A1

腹泻 !& \?B1

呕吐 1& A?1&

恶心 \! &0?@&

胸闷气短 AA &@?!\

腹痛 1B &)?!1

胸痛 *& 0?A*

四肢发麻 ** !?&)

其他 0A \?*@

起横纹肌溶解"以及过度的出汗’腹痛’恶心’腹泻’
心律失常等症状"但只出现在海水鱼中 (@) * 此外"
岩沙海葵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哈夫病无神经毒
性"因此岩沙海葵毒素无致哈夫病的证据* 毒芹中
毒能使横纹肌痉挛性收缩’强直阵挛性发作和心肌
细胞破坏"但哈夫病与毒芹中毒导致的横纹肌溶解
综合征比较"无癫痫发作和神经毒性现象 (!) * 亚稀
褶黑菇和红菇是两种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毒
性食物"其分离出的可能毒物环丙%*%羧酸会引起背
痛’恶心’腹泻’抽搐’瞳孔收缩’肩膀僵硬和存在尿
肌红蛋白的现象 (0@) "毒性大"作用时间短#0) C64$
(((

且致死率高"哈夫病与其比较"患者大多均能治愈"
少数患者因其他并发症死亡*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7a’$对鱼类样品的分析显示没有毒素或
重金属污染 (!) *

美国 7a’对可疑的小龙虾样品进行重金属’农
药’除草剂’淡水和海洋藻类毒素的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中国的一些实验室对有毒小龙虾样品中的短
裸甲藻毒素’石房蛤毒素’雪卡毒素和岩沙海葵毒
素进行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 (*1%*B"0A) *

在国内"早期网上有传言洗虾粉是罪魁祸首"
倪治明 (!))对浙北地区的小龙虾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后发现"餐饮业小龙虾中柠檬酸’草酸均未检出"
重金属暴露量低"虽然致病菌污染较为严重"但 1
C64 加热后基本被杀死* 洗虾粉中虽有草酸的成
分"含量却不足以引起人们产生肌肉溶解"因此许
多研究人员也在探索其他小龙虾影响横纹肌溶解
的原因*

虾类过敏是人类常见的一种过敏性疾病"国内
学者推测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可能与患者的过敏反
应或生物毒素如海葵毒素有关"在此基础上"林江
伟 (!&)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最终结果表明小龙虾中
毒与海葵毒素和过敏反应均无关* 黄琼等 (0))发现
小龙虾虾肝胰腺可引起血清总 8OG抗体水平降低"
提示可能与过敏反应关系不大* 这些结论都进一
步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印证*

重金属污染也是影响小龙虾安全质量的问题"
而小龙虾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摄食也可能在体内富
集未知名的毒素*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
流行病学调查和化学分析后发现重金属的检测值
为阴性或小于毒性阈值 (*A) * 何颖 (!*)在研究中发现
蓝藻’木贼属植物及重金属虽然会造成 89H小鼠血
清中 9Q和 9Q%,X含量增加"但这些改变的酶活性
远不足以达到致哈夫病的酶活性"无法造成 89H小
鼠出现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症状* 重金属污染的
推测也未得到相关证据"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初
步相符"仍需更多的试验佐证* 以上国内外哈夫病
致病因子分析汇总于表 !*

表 !(国内外哈夫病主要致病因子分析研究
.<SE#!(’4<ER=6=<4U =$NU6#=DKC<64 ><$LDO#46;K<;$DT=DKL<KKU6=#<=#64 $L#[DTEU

相关致病因子推测 主要结论 国内文献 国外文献
生物毒素 理论上认为与海洋生物毒素类似"但不是海葵毒素和毒芹毒素且未找到具体毒素 (*1%*B"!&) (!"@"0\%0A)

重金属 与重金属污染相关较低 (*A"!)"!*) (!%1"0A)

细菌’病毒 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可能性低"基本排除 (!)) (1)

过敏 过敏研究并无结果 (0)"!&) (1)

草酸’柠檬酸 柠檬酸’草酸均未检出或含量低 (!)) !

农药’除草剂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 (0A)

注%!表示无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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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婕等 (!0)对 Va大鼠进行食用小龙虾急性毒性
试验"尚未发现食用小龙虾对大鼠的急性毒性作
用* 黄孝湘等 (!!)发现不同水域水质的差异会导致
小龙虾组织 Fa"同工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肌肉’
心脏’鳃组织器官中* 黄琼等 (0))的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报告病例的餐馆的小龙虾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
某省受 *)&B 年夏季洪灾影响的养殖场"未报告过病
例的餐馆的小龙虾养殖场未受 *)&B 年夏季洪灾的
影响*

1(展望
有专家 (!)提出哈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由于未

知条件产生的脂溶性’热稳定的淡水和3或微咸水
藻类毒素在水生食物链中的生物富集现象* 由上
述研究推测"该致病因子可能是一种未知的’不在
现今毒素检测范围内的毒素或是几种已知毒素复
合而成的化合物"该毒素对生物的影响可能是由于
洪水暴发所带来的未知因素导致* 总而言之"尽管
有不少相关研究提出多种假设"但现在小龙虾影响
人体横纹肌溶解的主要病因仍待探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发现"哈夫病在国际上仍然
是一个未解的谜题"为了加强小龙虾等水产品市场
的持续发展以及消费者健康安全"监管部门和研究
者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基于现今的推测"相关
部门可以通过加强水域的全面调查来分析’寻找富
集的来源和小龙虾影响哈夫病出现的规律"提示可
能与洪水暴发有关&#*$研究人员可以从蛋白组学
的角度"研究并筛选与小龙虾相关的哈夫病特异蛋
白"由于小龙虾的个体差异"通过动物试验寻找可
能触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致病机制或受体通路
时"应谨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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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藻酸丙二醇酯
"一#背景资料% 海藻酸丙二醇酯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X*\B)#!允许用于乳及乳制品$水油状脂肪乳化制品$冰淇淋$雪糕类$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
胶基糖果$生湿面制品$生干面制品$方便米面制品$冷冻米面制品$调味糖浆$饮料类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
其使用范围扩大到发酵面制品"食品类别 )B?)0?)*?)0#$面包"食品类别 )\?)&#$糕点"食品类别 )\?)*#$焙
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食品类别 )\?)!#$其他焙烤食品"食品类别 )\?)1#%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日本厚生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增稠剂$乳化剂用于食品%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3世界卫生
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不超过 \) CO3WOS[%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作为增稠剂$乳化剂$稳定剂用于发酵面制品"食品类别 )B?)0?)*?)0#$面包
"食品类别 )\?)&#$糕点"食品类别 )\?)*#$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食品类别 )\?)!#$其他焙烤食品
"食品类别 )\?)1#!改善产品感官特性% 其质量规格应执行(食品添加剂 海藻酸丙二醇酯)"GX&@@B?**B/
*)&B#%

五$磷酸"湿法#
"一#背景资料% 国家卫生计生委 *)&B 年第 @ 号公告批准磷酸"湿法#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允许用

于可乐型碳酸饮料!本次申请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用于制糖工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局$日本厚
生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食品%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制糖工艺!提高澄清效果% 其质量规格应按照
国家卫生计生委 *)&B 年第 @ 号公告的相关内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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