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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一起曼陀罗中毒事件进行调查，为今后类似事件的调查及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参照《食

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和 WS/T 3—1996《曼陀罗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食品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结果判定。结果　本次事件共有 64 人发病，患病率为 60. 95%（64/105），主要症

状为口干、乏力、头痛、恶心、眩晕、瞳孔扩张、视物模糊、言语困难，平均潜伏期为 2 h（0. 5~5. 5 h），在剩余的可疑食

品黄糕和制作原料糕面、病例血液和呕吐物中检出阿托品和东莨菪碱，在黍子种植地发现曼陀罗的茎秆、果实及种

子。结论　该事件为一起黍子收割时混进了曼陀罗而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提示应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野

生有毒植物的鉴别能力，加强田间管理，在机械收割前应对有毒植物进行清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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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poisoning incident caused by datura stramonium in Shuozhou city
LI Xiaohua1， PAN Yifu2， HAN Shiming1

（1. Shuo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anxi Shuozhou 036002, China；
2. Huaire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anxi Shuozhou 03839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investigation of similar incident in the 
future， a poisoning incident caused by datura stramonium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According to “Technical guideline fo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food safety incidents”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for food 
poisoning of datura stramonium （WS/T 3—1996）”， on-sit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food hygiene investigation， 
laboratory testing and results determination were carried out. Results　Sixty four cases were poisoned in the incident with 
attack rate of 60. 95% （64/105）.  The main symptoms were dry mouth， fatigue， headache， nausea， vertigo， dilated 
pupils， blurred vision and difficulty to speak.  The mean incubation period was 2 h （0. 5-5. 5 h）.  Atropine and 
scopolamine were detected in the suspicious food remains （yellow cakes） and the raw glutinous broom corn flour， the 
blood and vomit of cases.  The stalks， fruits and seeds of datura stramonium were found in the glutinous broom corn 
planting land. Conclusion　 The incident was a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caused by the glutinous broom corn being 
harvested with datura stramonium.  It is suggested that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improve farmers’ 
ability to identify wild toxic plants.  Strengthening field management and clean up toxic plants before mechanical harvesting 
is critical to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such incident.
Key words： Datura stramonium； food poisoning；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曼陀罗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为茄科曼陀罗属曼

陀罗种，在我国各地均有生长，多生长在田间、道

边、沟旁、河岸等处，是谷子、黍子、小麦、黑麦、玉米

和豆类种植区的一种常见杂草，如果田间管理不到

位，收割前未及时清除就会污染农作物种子。曼陀

罗全株有毒，根、茎、叶、花、果实含毒量不等，食用

混入曼陀罗的农作物或由其加工的食物会引起中

毒，国内外均有关于曼陀罗中毒的相关报道［1-5］。

2020 年 10 月 11 日，朔州市 H 县人民医院报

告从 2020 年 10 月 11 日 12 时起，陆续收治多名疑

似食物中毒患者，发病前均在同一地点吃午餐。为

查明此次事件的致病因子、可疑食物及危险因素，

有效控制事件蔓延，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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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定义

2020 年 10 月 11 日，在朔州市 H 县某地进食

午餐（包括饮水）的人群中，出现口干、乏力、恶心、

眩晕、瞳孔扩张、视物模糊、言语困难、头痛症状之

一者。

1. 2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1. 2. 1　病例搜索

根据 H 县某地提供的参加聚会人员的名单，搜

索所有在该地进食午餐的人员并进行调查。

1. 2. 2　个案调查

参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通过查阅病例资料、现场询问的方法，对符合病例

定义的病例开展个案调查并填写《聚餐引起的食品

安全事故个案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临

床症状体征及饮食暴露信息等。

1. 3　食品卫生学调查

现场访谈午餐加工及采购人员，实地调查和了

解食品原料及饮用水来源、食品加工过程及存放情

况，调查食品加工人员的健康状况。

1. 4　实验室检测

采集病例呕吐物、血液、尿液、午餐剩余食物及

原料、调味料、自来水及锅炉自烧水等生物标本和

食物样品，分别按照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开展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砷、镉、六价铬、铅、汞、硒、

氟化物、硝酸盐、三氯甲烷等微生物指标及化学毒

物检测。因本地检测机构不具备阿托品、莨菪碱等

物质检测能力，由 H 县公安局委托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检测鉴定。

1. 5　结果判定

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临床症状体征、实验

室检验结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3—1996《曼陀罗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则》进行结果判定。

1. 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 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利用描

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分析事件流行病学特征。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食物暴

露情况，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 95% 置信区

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 CI）。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20 年 10 月 11 日，朔州市 H 县组织聚餐活

动，共 105 人参加，以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

当日午餐食物包括自制羊杂、黄糕、馒头、凉拌小日

圆，其中馒头购自当地市场，羊杂、黄糕和凉拌小日

圆为自制；饮用水为锅炉房自烧水。午餐后，当日

12 时开始，陆续有人出现有口渴、眩晕等症状，后到

H 县人民医院就诊。

2. 2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2. 2. 1　人群分布

参 加 聚 餐 人 员 中 共 64 人 发 病 ，患 病 率 为

60. 95%，其中，男性 29 人，女性 35 人，男女性别患

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按照年龄组分析，60 岁以

上 31 人，50~59 岁 22 人，40~49 岁 8 人，30~39 岁 3 人。

在聚餐前 72 h 内，105 人均无集体聚餐史。64
名病例均无外出史，且均未接触过有类似症状的病

人、动物及危险化学品；其中 63 人在聚餐前均未出

现类似症状，有 1 人在 10 月 3 日因口干、乏力、嗜

睡、意识不清、排尿困难等症状在 H 县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 5 d，但在 10 月 11 日聚餐后只有乏力、眩晕

症状，其他症状不明显。

2. 2. 2　时间分布

聚餐在 2020 年 10 月 11 日中午开始，为流水

席，最早进餐者用餐时间为 11 时，最晚进餐者用餐

时间为 12 时，首发病例发病时间为当日 12 时，末发

病例发病时间为当日 18 时。最短潜伏期为 0. 5 h，
最长潜伏期为 5. 5 h，平均潜伏期为 2 h。

2. 2. 3　地点分布

64 名病例都为聚餐参加者，未参加者不发病。

2. 3　临床症状及转归

病例临床症状以口渴、眩晕、视物模糊、瞳孔扩

张、乏力、头痛、恶心为主，严重者出现言语困难、胸

闷心悸、吞咽困难、排尿困难、尿潴留（表 1）。64 名

病例均住院治疗，经临床救治，在事发 1 周后，所有

病例均康复出院，无后遗症。

2. 4　可疑食物调查结果

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食用不同食物的发病

率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1. 33，P<0. 05）。

进 食 黄 糕 的 OR 值 为 230. 1，95% CI 为 4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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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 H 县食物中毒事件发病时间流行曲线（n=64）
Figure 1　Time prevalence curve of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in 

country H in 2020 (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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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45. 74，判断黄糕为本次事件的危险因素。

进一步调查显示，李某自己种植黍子，雇佣收

割机收割后磨成糕面，除自己食用外，10 月 11 日，李

某将糕面和从 A 粮油店购买的糕面混合后做成黄

糕，分发给聚餐者食用，食用者每人食用 100~500 g
不等，食用量大者症状较重。2020 年 10 月 2 日，李

某曾因在家中食用 250 g 黄糕，出现口干、乏力、嗜

睡、意识不清、排尿困难等症状，住院治疗 5 d；10 月

11 日聚餐，李某食用约 100 g 黄糕，出现乏力、眩晕

症状，其他症状不明显；10 月 12 日晚餐，李某又在

家中食用约 200 g 黄糕，次日早晨出现意识不清、语

言表达不清、排尿困难等症状。根据本次事件中病

例均食用过黄糕，且症状与李某 3 次发病症状相

似，推断李某捐赠糕面制作的黄糕为病因食品的可

能性较大。

2. 5　卫生学调查结果

制备午餐的羊杂半成品、粉条、调味料、白菜、

馒头等食物原料和食品均为当日早晨在本地市场

购买；自制黄糕的糕面，部分从当地 A 粮油店购买，

部分为李某捐赠，均未和有毒有害物质共同存放。

锅炉自烧水水源为本县自来水系统。食品加工人

员健康状况良好，无病例类似症状，厨房卫生状况

尚可，环境污染可能性较小。在李某家黍子种植地

提取到疑似曼陀罗的植物茎秆、果实及种子，经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为曼陀罗。

2. 6　实验室检测结果

锅炉自烧水及自来水样品中，两项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9 项毒理指标（砷、镉、六

价铬、铅、汞、硒、氟化物、硝酸盐、三氯甲烷）、感官

性状及一般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羊杂、凉

拌小日圆、馒头及 A 粮油店购买的糕面等剩余食品

中未检测到有毒化学成分。

聚餐现场及李某家剩余的黄糕、李某家剩余的

糕面及黍子中均检出阿托品、东莨菪碱和山莨菪碱

成分；在病例呕吐物、血液中检出阿托品、东莨菪碱

成分。

3　结论

本次事件为一起因黍子在收割时混进了曼陀

罗而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曼陀罗具有兴奋中枢

神经系统、阻断 M-胆碱反应系统、对抗和麻痹副交

感神经的作用，可作为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

系统用药，也有抗菌消炎作用，还具有杀虫和杀鼠

作用［1-3］。但曼陀罗也是一种常见的有毒植物，误食

可造成中毒。曼陀罗主要有毒成分为莨菪碱、阿托

品及东莨菪碱等，不同部位的含毒量不同，含毒量

由高到低依次为叶柄（花）、茎、果（种子）、叶和

根［6-9］。曼陀罗中毒可出现类阿托品中毒的临床表

现［10］，一般在误食曼陀罗后 0. 5~2. 0 h，即完全被口

腔和胃黏膜吸收而出现中毒症状［4，11-12］，临床主要表

现为口干、咽喉发干、面色潮红、脉快、瞳孔散大、谵

语、幻觉、抽搐等，严重者进一步发生昏迷及呼吸衰

竭而死亡［13-15］，本次中毒事件中病例的症状与以上

症状高度一致。

我国曼陀罗中毒事件一般多发生在春秋季，春

季曼陀罗叶子较小，不易辨认，易被当成野菜误食

中毒；秋季曼陀罗成熟，易误采食种子中毒。本次

中毒事件是因秋季收割黍子时混入曼陀罗，将混有

曼陀罗的黍子磨制成糕面，食用由其制作的黄糕而

引起，与我国曼陀罗中毒高发季节和原因一致。我

国曼陀罗中毒一般以家庭误食为主，中毒范围较

小，涉及人数较少［15］，而本次中毒由聚餐引发，涉及

人数较多。

本次中毒事件是因收割黍子时混入曼陀罗所

致，从收割方式上看，机械化收割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有弊端，机器不能识别清理有害植物，人工

收割虽然效率低，但可以在收割过程中辨别去除

有毒植物。建议加强宣传教育和田间管理，提高

农民对野生有毒植物的鉴别能力，及时去除种植

农作物中混杂的有毒植物，特别是在机器收割前

先组织人工进行检查清理，避免误食或混入粮食

导致中毒。

表 1　临床症状体征一览表（n=64）
Table 1　List of clinical signs and symptoms (n=64)

症状/体征

口渴

眩晕

瞳孔扩张、视物模糊

乏力

头痛

恶心

言语困难

胸闷心悸

吞咽困难

排尿困难、尿潴留

人数

59
39
34
29
18
13
11

7
4
2

比例/%
92.19
60.94
53.13
45.31
28.13
20.31
17.19
10.94

6.25
3.13

表 2　进食不同食物的发病风险

Table 2　Risk of eating different foods
食物

种类

黄糕

凉菜

馒头

水

羊杂

食用人数/[n(%)]
病例组（n=64）

59（92.19）
11（17.19）

6（9.38）
38（59.38）
47（73.44）

对照组（n=41）
2（4.88）

11（26.83）
8（19.51）

17（41.46）
16（39.02）

OR 值

230.1
0.57
0.43
2.06
0.23

95% CI

42.50~1 245.74
0.22~1.46
0.14~1.34
0.93~4.58
0.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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