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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河鲀毒素中毒的精准防控措

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 2011—2020 年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上报的河鲀毒素中毒事件进行描

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我国 2011—2020 年共报告河鲀毒素中毒事件 92 起，中毒 339 人，死亡 15 人，病死率为

4. 4%。河鲀毒素中毒主要发生在我国沿海地区，原因食品包括鲜河鲀鱼（71. 7%，66/92）、河鲀鱼干（13. 0%，12/92）、

织纹螺（7. 6%，7/92）、鲎（5. 4%，5/92）和云斑裸颊虾虎鱼（2. 2%，2/92），每年 3~4 月是中毒高发期。结论　做好河

鲀毒素中毒的防控，建立生物标本中河鲀毒素检测方法，提高河鲀毒素中毒病原学鉴定能力；加强流通环节监管和

科普宣传，改变民众捕食野生河鲀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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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event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cis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etrodotoxin poisoning. Methods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incidents reported through the Nationa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Monitoring System from 2011 to 2020. Results　

From 2011 to 2020， 92 case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reports were received through the Nationa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Monitoring System； 339 people were poisoned and 15 were dead， with a case fatality rate of 4. 4%.  Tetrodotoxin 
poisoning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The food carriers of tetrodotoxin included pufferfish 
（71. 7%， 66/92）， dried pufferfish （13. 0%， 12/92）， Nassariidae （7. 6%， 7/92）， horseshoe crabs （5. 4%， 5/92）， and 
Acentrogobius nebulosus （2. 2%， 2/92）.  Each year， a high incidence of poisoning occurs from March to April.  Conclusion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tetrodotoxin poisoning，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cting tetrodotoxins in 
biological samples， impro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ic factor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and change the dietary habits of people who eat wild puffer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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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鲀毒素的毒性是剧毒氰化钠的 1 250 倍，目

前临床上尚无特效解毒药，病死率较高［1］；该毒素广

泛存在于多种动物体内，除常见的河鲀外，还有蝾

螈［2-3］、蟾蜍［4］、多棘槭海星［5］、云斑裸颊虾虎鱼［6］、花

纹爱洁蟹［7］和圆尾鲎［8］等。我国沿海地区也屡见河

鲀毒素中毒事件的报道，但相关的原因食品、流行

特征及食用原因等因素的分析，却一直未见系统综

合分析的文献。为系统地了解河鲀毒素中毒的原

因和规律，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控制策略，本文汇总

了 2011—2020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中

河鲀毒素中毒事件的数据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和归

因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2011—2020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

与调查处置，并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

统”填报后经地（市）、省和国家逐级审核后的所有

发病人数在 2 人及以上或死亡 1 人及以上的河鲀

毒素中毒事件。

1. 2　分析方法

用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描述性流行病

学分析。人口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分地区 2011—2020 年末人口数的平均值。趋势分

析采用游程检验。病死率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以下简

称“河鲀中毒事件”）监测到 92 起，中毒 339 人，死

亡 15 人，病死率为 4. 4%。平均每起事件发病人数

为 3. 7 人。

2. 1. 1　原因食品

2011—2020 年我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的原因

食 品 包 括 鲜 河 鲀 鱼（71. 7%，66/92）、河 鲀 鱼 干

（13. 0%，12/92）、织纹螺（7. 6%，7/92）、鲎（5. 4%，

5/92）、云斑裸颊虾虎鱼（2. 2%，2/92）。

2. 1. 2　时间分布

2011—2020 年我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数的年

分布呈非随机状态（Z=-2. 35，P=0. 02），总体上呈升

高趋势，详见图 1；按发生月份进行分析，月分布呈

随机状态（Z=-0. 00，P=1. 00），但 3 月、1 月和 4 月

相对较高，详见图 2。
2. 1. 3　空间分布

2011—2020 年我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主要发

生在沿海地区，其中，广东、福建和海南的事件数占

总数的 72. 8%（67/92），详见表 1。发生场所以家

庭、街头摊点为主，占总数的 83. 7%（77/92），详

见表 2。
2. 1. 4　人群分布

对 2011—2020 年我国河鲀毒素中毒发病人群

分布进行分析发现，除 1 岁以下年龄段人群外，其

余各个年龄段均有病例。各年龄段住院率 72. 8%~
85. 7%，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 75，P=0. 42）；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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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数年分布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event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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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龄 组 病 死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χ2=0. 94，P=
0. 33），详见表 3。

2. 1. 5　临床症状

2011—2020 年我国 339 例河鲀毒素中毒病例

的主要临床特征是感觉麻木（62. 0%，主要为口唇、

舌 尖 、指 端 麻 木），其 次 是 头 晕（41. 3%）、呕 吐

（36. 9%）和恶心（34. 5%）等症状，详见表 4。潜伏期

最短为 0. 1 h，最长 20 h，中位数为 1. 7 h，不同原因

食品河鲀毒素中毒的潜伏期中位数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 05），详见图 3、表 5。

2. 1. 6　中毒原因分析

2011—2020 年我国 92 起河鲀毒素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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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数月分布

Figure 2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event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表 1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地区分布

Tabl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event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地区

广东

福建

海南

浙江

江苏

安徽

河北

广西

山东

辽宁

合计

事件数/起

26
24
17

8
4
3
3
3
2
2

92

构成比/%
28.3
26.1
18.5

8.7
4.3
3.3
3.3
3.3
2.2
2.2

100.0

发病人数

108
79
61
38

7
9

20
9
4
4

339

构成比/%
31.9
23.3
18.0
11.2

5.9
2.7
2.7
2.1
1.2
1.2

100.0
表 2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发生场所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ite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event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地区

家庭

街头摊点

特大型餐馆

小型餐馆

合计

事件数/起

42
35
12

3
92

构成比/%
45.7
38.0
13.0

3.3
100.0

发病人数/例

177
118

34
10

339

构成比/%
52.2
34.8
10.0

2.9
100.0

表 3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各年龄段人群

发病情况

Table 3　Overall and death situation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年龄段

<1 岁

1-6 岁

7-19 岁

20-59 岁

>60 岁

合计

发病

人数/例

0
7

12
272

48
339

住院

人数/例

0
6
9

198
39

252

死亡人数/例

0
1
0

14
0

15

住院率/%
—

85.7
75.0
72.8
81.3
74.3

病死率/%
—

14.3
0.0
5.2
0.0
4.4

表 4　2011—2020 年全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临床症候群

分布（n=339）
Table 4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n=339）
症状

感觉麻木

口唇、舌尖、指端麻木

头晕

呕吐

恶心

呼吸困难

头痛

昏迷

腹痛

口干

吞咽困难

手指或脚趾刺痛

腹泻

发绀

视力模糊

出汗

瘙痒

其他 2

病例数/例

210
158
140
125
117

53
35
33
25
17
16
15
14
14
13

8
3
9

比例/%
62.0
75.21

41.3
36.9
34.5
15.6
10.3

9.7
7.4
5.0
4.7
4.4
4.1
4.1
3.8
2.4
0.9
2.7

注：1 口唇、舌尖、指端麻木作为感觉麻木的部分表现，分母以 210 计

算；2 包括发热、面部潮红、眼睑下垂各 2 例，抽搐、阵发性绞痛、谵妄

和幻觉各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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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原因食品的河鲀毒素群体性中毒潜伏期中位数

Figure 3　Median incubation period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foods

表 5　不同原因食品的河鲀毒素群体性中毒潜伏期中位数

比较（n=79）
Table 5　Comparison of median incubation period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foods （n=79）
种类

鲜河鲀鱼

河鲀鱼干

织纹螺

鲎

样本量/起

56
12

6
5

平均秩和/h
38.9
41.4
45.8
42.0

H
0.59

df
3

P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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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 起没有提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26 起报告没

有提及病例是否“听说过/清楚”进食的食物（河鲀

鱼、河鲀鱼干、鲎、织纹螺、云斑裸颊虾虎鱼）有毒性。

其余 46 起暴发的中毒原因分析见表 6。92 起暴发

中有 59 起流行病学调查能明确河鲀毒素中毒的原

因食品来源（64. 1%），其中从个体零售商贩购买和

自行捕捞/捡食占比最高，分别为 50. 8% 和 25. 4%，

见表 7。
2.1.7　实验室诊断

2011—2020 年有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 72 起事

件中 ，能采集到样品并有实验室诊断结果的仅

13 起（定性鉴定 6 起，定量检测 7 起），定量检测数

据见表 8。
另外 31 起报告虽然描述了采样信息，但仅 8 起

采集到样品（8 起报告中均无实验室结果描述），

23 起因各种原因未采集到样品，包括：无剩余食物

（52. 2%，12/23）、呕吐物被清理（34. 8%，8/23）、医

疗机构无协助采样（17. 4%，4/23）、实验室能力不足

而 不 采 样（13. 0%，3/23）、病 情 好 转 采 样 无 意 义

（8. 7%，2/23）、派出所封存样品（4. 3%，1/23）。另

有 2 起报告未详细描述不能采样原因（8. 7%，2/23）。

其余 28 起报告无采样及实验室检测信息。

3　讨论

河鲀毒素最早由日本学者 SUEHIRO 从河鲀鱼

的卵巢中发现［9］，后来研究发现，河鲀毒素在多种生

物中也有分布［10-15］。本研究发现，我国自 2010 年启

动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以来，除河鲀鱼外，也接报

由织纹螺（腹足纲）、鲎、云斑裸颊虾虎鱼等动物引

起的河鲀毒素中毒报告。

目前河鲀毒素中毒主要是依据病例食物暴露

史和临床症候群综合判定，但 2011—2020 年我国

河鲀毒素中毒事件中能提供实验室证据的调查仅

占 14. 1%（13/92），河鲀毒素检测目前主要存在两

个阻碍因素：一是对生物标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河鲀毒素中毒患者的血液是较容易获取的标本，

但对 23 起无实验室结果又提及采样信息调查报

告看，“医疗机构无协助采样”占 17. 4%（4/23），

2 起 是 疾 控 人 员 认 为“ 病 情 好 转 采 样 无 意 义 ”

（8. 7%，2/23）；二是国家尚未建立河鲀毒素中毒诊

断和判定标准，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只适用于食品

样品的检测［16］，不适用于生物标本（血液/尿液/呕

吐物）的检测。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

相关标准，提升我国河鲀毒素中毒诊断和病因查明

能力。

2011—2020 年我国河鲀毒素中毒事件的原因

分析结果显示，52. 2% 的病例表示“认识该品种且

听说过毒性，既往吃过”，提示基于饮食文化习惯而

导致的河鲀毒素中毒不容忽视，同时，有 47. 8% 的

中毒事件是由于“不清楚进食物种的毒性而误食导

致”，因此，须加大对沿海居民（含外来务工人员）的

表 8　不同样品（标本）的河鲀毒素定量检测

Table 8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tetrodotoxin in different samples (specimens)

样品（标本）数（n）
检出值

血液

3
0.4~270 ng/L

呕吐物

2
29.2~73.0 μg/kg

尿液

1
25 μg/L

鲜河鲀鱼

4
1.8~68.2 mg/kg

河鲀鱼干

1
21.2 mg/kg

混合食品（含河鲀鱼）

2
16.9~22.9 mg/kg

表 7　河鲀毒素中毒的原因食品来源分析（n=59）
Table 7　Analysis of food source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n=59）

类型

鲜河鲀鱼

河鲀鱼干

鲎

织纹螺

合计

从个体零售商贩购买

暴发

数/起

21
6
1
2

30

比例/

%
35.6
10.2

1.7
3.4

50.8

发病人

数/例

75
19

4
5

103

比例/

%
35.71

9.05
1.90
2.38

49.05

自行捕捞/捡食

暴发

数/起

11
0
1
3

15

比例/

%
18.6

0.0
1.7
5.1

25.4

发病人

数/例

41
0
2

19
62

比例/

%
19.52

0.00
0.95
9.05

29.52

友人赠送

暴发

数/起

6
2
0
0
8

比例/

%
10.2

3.4
0.0
0.0

13.6

发病人

数/例

21
8
0
0

29

比例/

%
10.00

3.81
0.00
0.00

13.81

宾馆饭店直接提供

暴发

数/起

6
0
0
0
6

比例/

%
10.2

0.0
0.0
0.0

10.2

发病人

数/例

16
0
0
0

16

比例/

%
7.62
0.00
0.00
0.00
7.62

表 6　不同原因食品的河鲀毒素中毒原因分析（n=46）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etrodotoxin poison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foods （n=46）

类型

鲜河鲀鱼

河鲀鱼干

鲎

织纹螺

合计

认识该品种且听说过毒性，既往吃过

暴发数/起

22
2
0
0

24

比例/%
47.80

4.35
0.00
0.00

52.20

发病人数/例

75
6
0
0

81

比例/%
46.88

3.75
0.00
0.00

50.63

不清楚毒性，误食导致

暴发数/起

8
5
4
5

22

比例/%
17.40
10.90

8.70
10.90
47.80

发病人数/例

28
16
11
24
79

比例/%
17.50
10.00

6.88
15.00
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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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力度，使民众充分认识到河鲀毒素的危害

性，逐步改变捕食野生河鲀的饮食习惯，减少中毒

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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