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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事件的发生趋势和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野生蕈中毒防

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对 &"%%,&"%+ 年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上报的食用野生蕈中毒事

件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 年云南省通过国家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共报告野生蕈中毒事件

./. 起!中毒 1 U.# 人!死亡 %&/ 人!病死率为 101b!分别占同期云南省食物中毒事件相应统计项总数的 +U0#b

(./. 2% !#.) %&+0%b(1 U.# 2%+ "#1) %+U01b(%&/ 2&&") $ 其中 &"%+ 年中毒事件报告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均

为最多!分别占+ 年总报告数的 !10"b (1U1 2./.) %!%0!b (% +U" 21 U.#)和 &/0&b (11 2%&/) &/ c. 月为报告中

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的高峰!分别占总报告数的 .U0.b (U/& 2./. ) %./0%b (1 &/& 21 U.# )和 .U01b

(%%" 2%&/) &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居前三位的州市为楚雄%文山和玉溪!报告死亡人数居前三位的州市为文山%临

沧和昭通&农村野生蕈中毒危害水平高于城镇!中毒起数占 /U0Ub ( +.. 2./. ) !中毒人数占 /!0%b ( & !&# 2

1 U.#) !死亡人数占 .+0Ub(%". 2%&/) &家庭是野生蕈中毒高发的场所!中毒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占

+ 年总报告数的 #&0%b(U## 2./.) %./0"b(1 &+. 21 U.#)和 #10/b(%%. 2%&/) &误食误用和加工不当是引发野生

蕈中毒的主要因素!由于误食误用和加工不当引发中毒的事件分别占 +10/b(!/+ 2./.)和 !+01b(1#1 2./.) %中

毒人数分别占 +!0Ub ( & "U! 21 U.# )和 !!0!b ( % /.% 21 U.# ) %死亡人数分别占 .&0+b ( %"! 2%&/ )和 %/0Ub

(&% 2%&/) $ 结论$野生蕈中毒是云南省危害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应采取有效措施对高发季节%高发地区%

高发场所进行重点监测和管理$ 加强野生蕈中毒的相关研究和事件调查处置!做好野生蕈相关科普宣传等!是

预防和控制野生蕈中毒事件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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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野生蕈资源丰富"民众普遍有食用野
生食用蕈的习惯"而一些野生食用蕈和毒蕈之间
形态相似"肉眼辨别比较困难"因此"每年 / 至
# 月不但是野生蕈生长上市的季节"也是野生蕈中
毒的高发期 )%* ( 本文对 &"%%!&"%+ 年通过国家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上报的 ./. 起食用野
生蕈中毒事件进行整理分析"了解其发生趋势和
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野生蕈中毒的防控措施提
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0%$资料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 年通过国家+食源
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上报的食用野生蕈中毒事
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自 &"%" 年起建立
了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该系统主要收集县级
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置完毕的所有发病
人数在 & 例及以上"或死亡人数为 % 例及以上的食
源性疾病事件( 云南省 %/ 个州市’%&# 个县区级疾
控中心均为报告主体(
%0&$统计学分析

对 &"%%!&"%+ 年云南省野生蕈食物中毒数据
进行流行病学特征描述"用 W;5:D&""U 软件进行
数据导入及整理"统计分析采用 )a)) %U0" 统计分
析软件完成"采用行 k列表 #& 检验对病死率进行
差异分析(

&$结果
&0%$基本情况

&"%%!&"%+ 年云南省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
发监测系统,共报告野生蕈中毒事件 ./. 起"中毒
1 U.# 人"死亡 %&/ 人"病死率为 101b"分别占同期
云南省食物中毒事件相应统计项总数的 +U0#b
#./.2% !#. $’ &+0%b # 1 U.#2%+ "#1 $’ +U01b
#%&/2&&"$(
&0&$事件分级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的食品
安全事故分级标准"&"%%!&"%+ 年云南省报告的
野生蕈中毒事件中"无特别重大和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 其中 .% 起属于较大食品安全事故##级$ "

其余 U.U 起属于一般食品安全事故 #%级 $ "见
表 %(

表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与食源性疾病

事件的分级比较

K@ND:%$WR:=B5D@PP<6<5@B<C= 5CMO@E<PC= C6M>P7ECCMOC<PC=<=J

@=G 6CCGNCE=:G<P:@P:<= &"%%-&"%+ <= >̂==@= aECR<=5:

级别
野生蕈中毒
起数#b$

食物中毒总
起数#b$

野生蕈中毒2食物
中毒2b

较大 .%##01$ %!.##0#$ +!0U

一般 U.U##"0U$ % 1+"##"0%$ +.01

合计 ./.#%""$ % !#.#%""$ +U0#

&01$时间分布
&010%$年度分布

各年度野生蕈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
见表 &( &"%+ 年野生蕈中毒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
数均为最多"&"%& 年中毒病死率最高(

表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年度分布

K@ND:&$ :̂@EDHG<PBE<N>B<C= C6M>P7ECCMOC<PC=<=J<=

&"%%-&"%+ <= >̂==@= aECR<=5:

年份
中毒起数
#b$

中毒人数
#b$

死亡人数
#b$

病死率
2b

&"%% +%#+0#$ &/.#U0%$ %"#U0#$ 10U
&"%& %"&#%%0.$ !&!#%%0&$ &.#&&0&$ /0/
&"%1 %!&#%/0!$ /+U#%U01$ &/#&"0/$ !0"
&"%! &""#&10"$ .U"#&10"$ &##&10"$ 101
&"%+ 1U1#!10"$ % +U"#!%0!$ 11#&/0&$ &0%

合计 ./.#%""$ 1 U.##%""$ %&/#%""$ 101

&010&$季度分布
各季度野生蕈食物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

人数统计见表 1(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是野生蕈食
物中毒的高发期"尤其是第三季度"中毒起数’中毒
人数’死亡人数均为最多(

表 1$&"%%!&"%+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季度分布

K@ND:1$g>@EB:EDHG<PBE<N>B<C= C6M>P7ECCMOC<PC=<=J

<= &"%%-&"%+ <= >̂==@= aECR<=5:

季度
中毒起数
#b$

中毒人数
#b$

死亡人数
#b$

病死率
2b

第一季度 U#"0.$ +&#%0!$ "#"0"$ "0"

第二季度 &&&#&+0/$ #1/#&!0U$ 1.#1"0&$ !0%

第三季度 +#/#/.0U$ & ++1#/U0!$ U##/&0U$ 10%

第四季度 !1#+0"$ &!.#/0+$ ##U0%$ 10/

合计 ./.#%""$ 1 U.##%""$ %&/#%""$ 101

&0101$月份分布
除 %& 月外"各月均有野生蕈中毒发生"呈季节

性波动"/ c. 月为报告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
人数的高峰 #见表 !$"分别占报告总数的 .U0.b
#U/&2./.$’./0%b #1 &/&21 U.# $和 .U01b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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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月份分布
K@ND:!$_C=B7DHG<PBE<N>B<C= C6M>P7ECCMOC<PC=<=J

<= &"%%-&"%+ <= >̂==@= aECR<=5:

月份
中毒起数
#b$

中毒人数
#b$

死亡人数
#b$

病死率
2b

% 月 %#"0%$ +#"0%$ "#"0"$ "0"
& 月 +#"0/$ &%#"0/$ "#"0"$ "0"
1 月 %#"0%$ &/#"0U$ "#"0"$ "0"
! 月 &#"0&$ .#"0&$ "#"0"$ "0"
+ 月 %##&0&$ U!#&0"$ %#"0.$ %0!
/ 月 &"%#&10&$ .+!#&&0+$ 1U#&#0!$ !01
U 月 1+1#!"0U$ % +&U#!"01$ +/#!!0!$ 10U
. 月 &".#&!0"$ ..%#&101$ %U#%10+$ %0#
# 月 1+#!0"$ %!+#10.$ /#!0.$ !0%
%" 月 11#10.$ &"##+0+$ .#/01$ 10.
%% 月 %"#%0&$ 1##%0"$ %#"0.$ &0/
%& 月 "#"0"$ "#"0"$ "#"0"$ "0"
合计 ./.#%""$ 1 U.##%""$ %&/#%""$ 101

&0!$地区分布
&"%%!&"%+ 年云南省 %/ 个州市均有野生蕈中

毒发生"见图 %( 其中"报告起数居前三位的州市为
楚雄#&&0Ub"%#U2./.$’文山#%U0Ub"%+!2./.$和
玉溪#%&01b"%"U2./.$&报告中毒人数居前三位的
州市为楚雄 # &10"b" .U%21 U.# $’文山 # %+0#b"
/"&21 U.#$’玉溪#%!0&b"+1#21 U.#$&报告死亡人
数居前三位的州市为文山 #1%0"b"1#2%&/$’临沧
#%+0%b"%#2%&/$’昭通#%%0#b"%+2%&/$(

图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地区分布
F<J>E:%$*:J<C=@DG<PBE<N>B<C= C6M>P7ECCMOC<PC=<=J

<= &"%%-&"%+ <= >̂==@= aECR<=5:

&0+$城乡分布
城乡野生蕈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统

计见表 +( 农村野生蕈中毒危害水平明显高于城
镇"中毒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百分比和病死率
均高于城镇(

表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城乡分布
K@ND:+$]<PBE<N>B<C= C6M>P7ECCMOC<PC=<=J<= >EN@= @=G

P>N>EN@= @E:@P<= &"%%-&"%+ <= >̂==@= aECR<=5:

城乡
中毒起数
#b$

中毒人数
#b$

死亡人数
#b$

病死率
2b

城镇 &."#1&01$ % 1/"#1+0#$ %.#%!01$ %01

农村 +..#/U0U$ & !&##/!0%$ %".#.+0U$ !0!

合计 ./.#%""$ 1 U.##%""$ %&/#%""$ 101

注%城乡病死率经#& 检验"#& j&/0!!/"’m"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人群分布
各年龄段野生蕈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见表 /(

中毒死亡的人群中"年龄最大的 .1 岁"最小的仅 %
岁 %" 个月( " c+ 岁和 /" 岁以上年龄组的病死率
明显高于 / c%+ 岁和 %/ c/" 岁年龄组"一旦发生中
毒后应重点关注(

表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年龄组分布
K@ND:/$,J:JEC>O G<PBE<N>B<C= C6M>P7ECCMOC<PC=<=J

<= &"%%-&"%+ <= >̂==@= aECR<=5:
年龄段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病死率2b
" c+ 岁 %%# %1 %"0#
/ c%+ 岁 .%1 %. &0&
%/ c/" 岁 & /++ /# &0/
/" 岁以上 &"& &/ %&0#

合计 1 U.# %&/ 101

&0U$场所分布
各场所野生蕈食物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

人数见表 U( 家庭发生野生蕈食物中毒起数’中毒
人数最多"死亡病例绝大部分也发生在家庭"因此"
家庭是野生蕈食物中毒防控的重点( 此外"发生在
单位食堂和宾馆饭店的野生蕈中毒波及人数较高
#平均每起中毒 . 人$"应引起重视(

表 U$&"%%!&"%+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场所分布
K@ND:U$aD@5:G<PBE<N>B<C= C6M>P7ECCMOC<PC=<=J<=

&"%%-&"%+ <= >̂==@= aECR<=5:

发生场所
中毒起数
#b$

中毒人数
#b$

死亡人数
#b$

病死率
2b

家庭 U####&0%$ 1 &+.#./0"$ %%.##10U$ 10/

单位食堂 1+#!0"$ &."#U0!$ 1#&0!$ %0%

宾馆饭店 %##&0&$ %+1#!0"$ "#"0"$ "0"

其他 %+#%0U$ #.#&0/$ +#!0"$ +0%

合计 ./.#%""$ 1 U.##%""$ %&/#%""$ 101

&0.$引发事件因素分布
如表 . 所示"误食误用和加工不当是引发野生

蕈中毒的主要因素( 其中"由于毒蕈和可食蕈形态
相似’辨别困难导致误食误用而引发中毒的事件占
+10/b’中毒人数占 +!0Ub’死亡人数占 .&0+b&由
于加工不当导致未烧熟煮透引发中毒的事件占
!+01b’中毒人数占 !!0!b’死亡人数占 %/0Ub&其
他引发因素还包括原因不明等"但所占比例较小(

表 .$&"%%!&"%+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引发因素分布
K@ND:.$?@>P:G<PBE<N>B<C= C6M>P7ECCMOC<PC=<=J<=

&"%%-&"%+ <= >̂==@= aECR<=5:

引发因素
中毒起数
#b$

中毒人数
#b$

死亡人数
#b$

病死率
2b

误食误用 !/+#+10/$ & "U!#+!0U$ %"!#.&0+$ +0"

加工不当 1#1#!+01$ % /.%#!!0!$ &%#%/0U$ %0&

其他 %"#%0&$ 1!#"0#$ %#"0.$ &0#

合计 ./.#%""$ 1 U.##%""$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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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讨论
&""!!&"%" 年云南省通过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管理信息系统,共报告野生蕈食物中毒 &!1 起"

中毒 & 1#+ 人"死亡 &." 人"分别占同期云南省食
物中毒事件相应统计项总数的 !"0Ub’%U0"b和
/%0Ub )1* ( &"%" 年正式启用+食源性疾病暴发监
测系统,通过网络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以来"
野生蕈中毒的报告起数和发病人数都呈上升趋
势"一方面说明防控形式较为严峻"另一方面也说
明监测网络逐步健全"监测敏感性增高"有效减少
瞒报’漏报现象(

本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危害严
重"表现出病死率高’区域相对集中’物种明确程度
低的特点%

&病死率高%&"%%!&"%+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
病死率为 101b"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0!b c
%b$ )!*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宣传不到位%没
有当地毒蕈种类及分布资料"针对性弱"宣传难’效
果差&二是可食蕈和毒蕈辨别困难%采集者多根据
经验和民间流传的识别方法采集野生蕈"由于一些
野生可食蕈和毒蕈之间形态相似"肉眼辨别比较困
难"仅通过宏观形态特征无法对可食蕈与易混淆的
毒蕈进行准确区分 )+* ( 三是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野
生蕈中毒多发生在农村家庭"普遍有食杂蕈的习
惯"甚至在吃蕈同时饮酒( 由于医疗条件限制"不
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目前也没有针对野生蕈
中毒的特效治疗药物(

’区域相对集中%与国内相关研究相似 )/-U* "夏
秋季是野生蕈中毒的高发时期"夏秋季节报告的中
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这是由野生蕈
的生长季节和喜好环境决定的( 楚雄’文山’玉溪
为野生蕈中毒的高发地区"多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别适宜各类野
生蕈的生长繁殖 ).* ( 野生蕈中毒集中在农村家庭"

这与村民方便采食野生蕈有关( 城市居民则多通
过市场购买单一种类野生蕈食用"加上相关部门对
市场野生蕈交易进行监管"毒蕈不易流入"因而中
毒少于农村(

(物种明确程度低%自然界的毒蕈估计达
% """ 种以上"中国目前包括怀疑有毒在内的多达
!"" 余种 )#-%"* "已知的毒蕈毒素仅有 1" 多种"说明中
国毒蕈及毒素种类繁多( 本研究收集到的 ./. 起野
生蕈中毒事件中"&.U 起#110%b$毒蕈物种未知"已
知毒蕈也仅为当地俗名"给物种鉴定带来很大困
难( 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类似%我国 UUb的毒
蕈中毒病例为未知毒蕈中毒"对已知毒蕈中毒的毒

蕈物种鉴定多数仅能鉴定至科级 )+* &美国毒蕈中毒
病例中"未能明确毒蕈物种鉴定者超过 #+b )!* (

鉴于云南省野生蕈中毒的严峻形势和事件发
生特点"为进一步预防控制野生蕈中毒的发生"建
议今后应针对以下几个方向重点开展工作%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防范野生蕈中毒的知晓
率( 在广泛发布预警公告的基础上"针对野生蕈中
毒多发生在农村家庭"且误食误用和加工不当是主
要引发因素这一现状 )%%-%&* "在高发季节和高发地
区"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并充分利用
网络’手机短信’流动宣传车’制作宣传画册等方
式"进一步加大在农贸市场’农村赶集日的宣传"宣
传内容要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宣传活动做到进乡
镇’进村寨"改善卫生行为习惯’食用习惯"杜绝吃
杂蕈’吃生蕈’生熟不分等行为"避免急火快炒’与
酒同食"做到合理熟烹"正确食用(

’加强野生蕈中毒的管理规划"完善监测评估
体系( 由于发生在单位食堂和宾馆饭店的野生蕈
中毒波及人数较多"建议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相
关部门加大对辖区内各宾馆酒店’餐饮店’集体食
堂’农贸市场的监督检查"严防集体用餐活动食用
野生蕈类&食堂’大型会议等群体聚餐"最好不要加
工烹饪食用野生蕈&宾馆饭店等餐饮服务单位也要
慎重加工制售野生蕈"严把野生蕈采购关&探索实
行准入制度"从事野生蕈餐饮业必须通过国家相关
考试"持有政府批准的特殊营业执照"并明确规定
出可以食用的野生蕈种类’产地’季节等(

(提高医疗救治能力( 由于农村家庭经济落
后’交通不便"中毒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治( 建议加
强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务人员的培训"全
面掌握野生蕈中毒的诊治技术和抢救手段"使中毒
人员能够及时得到有效治疗( 同时做好救治野生
蕈中毒的急救药品’医疗器械和人员的储备工作"
保证抢救工作顺利进行(

)开展野生蕈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目前野生蕈相关研究水平较低是导致中毒物种明
确程度低’病死率高的重要原因"建议针对常见有
毒蕈"深入开展分布调查’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鉴
定技术’毒理学’毒素分析学等相关的多领域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系统了解毒蕈对人类健康影响的
特征及危害程度"开展野生蕈食用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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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 年广西食物中毒事件原因分析及防控对策

李勇强%!&!刘展华1!黎燕宁!!杨积军&!姚雪婷1!刘君君!!蒙增慧&!聂绍发%

!%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湖北 武汉$!1""1"$ &4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
监管局"广西 南宁$+1""""$ 14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 南宁$+1""""$

!4广西医科大学信息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1""""#

摘$要!目的$掌握广西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原因!提高事件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方法$收集 &"%",&"%! 年

广西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所涉及的食物种类%发病原因%致病因素等进行分析$ 结果

$广西累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 起%发病 & !!/ 人%死亡 1+ 人$ 引发中毒的食物主要为混合性食物%畜禽肉及其

制品和桐油果%蓖麻籽等!发病的主要原因为误食误服%加工不当和交叉污染$ 微生物是事件数和发病人数最多的

致病因素!植物类死亡人数最多$ 结论$不同食物引发食物中毒的途径%方式和致病因素有着其规律和特点!应制

定高风险食物目录清单!采取差异化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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