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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河北省一起误食黄盖鹅膏中毒事件的调查报告

陈磊!田美娜!牛蓓!宋立江!刘长青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 石家庄$(#(("!$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河北省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鉴定引起中毒的野生蘑菇种类!提出有效防

控措施$ 方法$运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形态学鉴定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等方法对本起中毒事件进行分析$ 结果$

本次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病 !! 人!死亡 % 人!病死率为 "*<"*?$ 采集施工现场野生蘑菇!结合形态学和分

子生物学鉴定方法!鉴定为黄盖鹅膏$ 结论$该中毒事件为河北省首次明确报道的黄盖鹅膏中毒!今后工作应注

重加强监测预警和宣传教育!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采食野生蘑菇!以防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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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蕈"又称毒蘑菇"是指食用后会使人或畜禽
产生中毒反应的某些大型真菌的子实体 ’!( ) 自然
界的毒蕈种类很多"我国有近百种左右 ’"( "由此引
发的中毒事件较为常见"且病死率较高 ’%( "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 年 + 月 ") 日河北省保定市
阜平县铁岭口村发生一起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件"
!! 人发病"% 人死亡)

!$资料与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包括对中毒患者进行访谈"
询问进食可疑餐次*食品来源及加工情况和发病情

况等&访谈接诊临床医生"了解中毒患者的主要临
床表现*病程进展*诊断和治疗情况"摘录和复印相
关病历资料) 在相同的采菌地点采集可疑餐次食
用的可疑蘑菇样品"并经民工负责人及其他当时见
过中毒蘑菇的工友确认"中毒患者确实食用了该种
蘑菇)
!<"$方法
!<"<!$形态学鉴定

采集到的可疑蘑菇样品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进行形态学鉴定)
!<"<"$分子生物学鉴定

分子生物学鉴定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聚合酶
链式反应# F̂@$"进行 4R2测序"构建系统发育树
进行分析确定种属"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
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进行鉴定)
!<%$数据分析

对上述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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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发病经过

事发地阜平县铁岭口村位于阜平县史家寨乡
以北 "( g>处"地理纬度为北纬 R%%9v("w#’<’#}"
经度为东经 /%!!)v!!w)9<%(}"海拔 ! "99 >) 该地
附近山上有楸树*栎树*牛筋树*库利树等 ) 种树)
患者所在单位为某施工队"该队共有工友 "+ 人"主
要来源地为云南和重庆) 该队有简易厨房"条件较
为简陋"有一名专人做饭"饮用水为自来水)

经调查""(!’ 年 + 月 ") 日下午下班时"云南籍
民工在施工铁塔周围采集到约 ) =# 斤野生蘑菇"期
间有民工负责人及厨师等人害怕野生蘑菇中毒而
劝阻不要食用"但云南籍民工不顾反对"于 !9 时自
炒蘑菇) "+ 名工友共同进食晚餐"食谱为豆角炒猪
肉*大米饭) !" 名工友共同进食完所有炒蘑菇"其
余!’ 人害怕中毒未进食蘑菇) "(!’ 年 + 月 "# 日
# 时至!+ 时左右陆续发病 !! 人"其中云南籍 9 人
#包括采集加工者$*重庆籍 " 人)

"<"$可疑食品

当晚工地的晚餐为豆角炒猪肉*大米饭) 其中
!" 人还进食自采野生蘑菇"在食用将近 !( =") D 后
先后出现腹痛*呕吐*腹泻等中毒症状"只有 ! 人进
食量较少"没有出现症状) 未进食蘑菇的民工"未
出现类似症状)

"<%$病例救治及转归情况
"(!’ 年 + 月 "# 日 # 时至 9 时"云南籍民工 9 人

陆续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乏力等症状"先后
在阜平县医院*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就诊"在白
求恩和平医院住院对症治疗 ) a"考虑到医保报销等
经济原因""(!’ 年 + 月 "9 日 9 名患者出院回云南
继续治疗""(!’ 年 + 月 %! 日上午 ! 名患者死亡"
% 名患者在重症病房抢救"其余 # 名患者中毒症状
较轻"仅采取对症支持治疗""(!’ 年 9 月 * 日凌晨
! 名患者死亡) 重庆籍 " 人在 "(!’ 年 + 月 "# 日
!+ 时左右发病"因始发症状较轻"两人当日在阜平
县中医医院治疗#未住院$"其中胡某输液 " a 恢复
健康"杨某输液 % a 好转未继续治疗""(!’ 年 + 月
%! 日杨某病情加重"在去石家庄治疗途中死亡) 无
续发病例)

截止到 "(!’ 年 9 月 "! 日"!" 人进食蘑菇者共
有 !! 人发病"罹患率 9!<’*?"其中 % 人死亡"病死
率 "*<"*?"其余 + 人全部出院) 患病工友发病时
间分布情况见图 !)

"<)$临床表现
!! 例病例均在食用野生蘑菇 !( =") D 后"先后

出现恶心*呕吐#为胃内容物$*腹痛#一般性绞痛$*

图 !$误食黄盖鹅膏中毒事件的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7HWM]T!$.H>TaHO_]HdM_HLP LCbLHOLPHPWdX>HO_GgTP

TG_HPWLCB"*(0,* .4)<4(P4022-*

腹泻#稀水便$等消化道症状"无发热"9 例出现乏
力*精神萎靡等症状"发病 % a 后 * 例出现肝肾功能
损伤和凝血功能障碍等症状"% 例出现代谢性酸中
毒和心肌损害"病情危重#详见表 !$)

表 !$!! 例毒蘑菇中毒患者临床表现一览表

.GdIT!$!! BGOTOLC_LNHB>MOD]LL>bLHOLPHPWbG_HTP_O

fH_D BIHPHBGI>GPHCTO_G_HLPO
临床表现 病例数 占比:?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 !((<((

乏力*精神萎靡 9 +!<+"

口渴*尿少 * ’%<’)

肝损害 * ’%<’)

急性肾功能不全 * ’%<’)

凝血功能障碍 * ’%<’)

代谢性酸中毒 % "*<"*

心肌损害 % "*<"*

"<#$形态学鉴定
宏观结构%菌盖表面黄褐色*橙黄色至芥黄色"

多光滑&菌褶白色"短菌褶近菌柄端渐窄) 菌柄近
圆柱"白色至淡黄色"常被纤毛状或反卷的淡黄色
状鳞片&基部菌托近球形"直径 ! ="#"<#$B>"游离
檐托高达 " B>&菌环白色*近顶生至上位#见图 "$)
与杨祝良在1中国真菌志.鹅膏科2和1中国鹅膏科
真菌图志2中关于黄盖鹅膏的描述相符 ’)5#( )

显微结构%担子棒状"具 ) 个小梗"基部无锁状
联合&担孢子大小为#’<# =9<#$ ">j#’ =+$ ">"
球形至近球形"有时宽椭圆形"无色" 光滑" 在
1TIeT]pO试剂中呈淀粉质反应)

分布%分布于我国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地
区"主要生长于阔叶树林地上"以壳斗科植物为主)
"<’$分子生物学鉴定

采用 D̂H]T! ÎGP_4H]TB_̂F@0H_试剂盒从采集
的野生蘑菇样品中提取基因组 4R2和 F̂@扩增)
采 用 的 片 段 为 -.8" 扩 增 引 物 为 -.8#
# SS22S.2222S.FS.22F22SS $ 和 -.8)
#.FF.FFSF..2..S2.2.SF$) 系统发育分析采用
2̂Ŷ ‘T]OHLP )<(d!("系统发育树中其他序列的选取
主要参考文献’’5*() 系统发育树结果见图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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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0,* .4)<4(P4022-*" %+*) B"*(0,*
.4)<4(P4022-*" %+** B"*(0,* .4)<4(P4022-*,为事件样

品"与该种其他序列聚类到同一分枝上"故鉴定为
黄盖鹅膏#B"*(0,* .4)<4(P4022-*$)

图 "$黄盖鹅膏子实体照片
7HWM]T"$ D̂L_LLC_DTC]MH_HPWdLaXLC_DTB"*(0,* .4)<4(P4022-*

图 %$基于 -.8 片段构建的 1̂ 系统发育树
7HWM]T%$1̂ OXO_T>aT‘TILb>TP__]TTdGOTa LP -.8 C]GW>TP_BLPO_]MB_HLP

%$讨论
该起食物中毒事件所有中毒病例均来自同一

施工队"所有病例均有共同进食野生蘑菇史"未吃

者不发病"发病时间集中"临床表现主要为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乏力*精神萎靡等"发病 % a 后陆续
出现肝肾功能损伤和凝血功能障碍等症状"严重者
出现代谢性酸中毒和心肌损害) 结合形态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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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可认为此次事件是一起食
用黄盖鹅膏引起的食物中毒)

鹅膏菌引起的中毒是最常见的毒蕈中毒 ’+( )
其中"黄盖毒鹅膏及其白色变种常见于每年夏秋
季" 是我国的剧毒鹅膏之一"误食后可引起严重的
中毒事故"甚至导致人员死亡 ’9( ) 黄盖鹅膏中含有
的肽类毒素是环肽化合物" 误食进入人体后对肝脏
和肾脏有强烈的毁坏作用 ’!(( " 鹅膏毒肽能特异性
抑制 >@R2聚合酶#"阻断 >@R2合成" 主要作用
于肝细胞内质网" 降低蛋白质的合成和转运" 下调
肝细胞的解毒功能" 以及影响 b5)#( 氧化酶活
化 ’!!( ) 本次事件 * 例重症患者相继出现的肝损害
和急性肾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和上述文献中提到
的黄盖鹅膏对肝肾功能的损伤相符) 这是河北省
首次关于黄盖鹅膏的鉴定和报道)

我国蘑菇种类可达几千种"其中"有毒蘑菇达近
百种) 毒蘑菇危害严重"误食毒蘑菇的事件普遍"病
死率远高于其他毒物类别’!"5!%( ) 蘑菇中毒常发生在
夏秋季多雨季节"常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误采*误食而
引起中毒) 根据蘑菇中毒症状可分为胃肠炎型"神经
精神型"溶血型"肝肾损害型"光过敏性皮炎型等) 其
中肝肾损害型患者症状最重"病死率最高) 黄盖鹅膏
中毒属于肝肾损害型"临床上应给予高度重视"如发
现有相应中毒症状且有进食蘑菇史的患者" 应及时
诊断"尽快采取对症治疗措施"预防出现进一步的肝
肾损害等严重并发症"避免错过最佳救治时机) 该起
食物中毒事件中"野生蘑菇采集及加工者为云南籍民
工"认为自己在家乡时采集蘑菇经验丰富"能辨别蘑
菇是否有毒"不顾反对坚持烹饪食用导致自己及工友
中毒) 此外"由于中毒患者均为外省务工人员"治疗
过程中考虑到医保报销等经济原因要求返回户籍地
继续治疗"这样跨省转移增加了治疗困难延误了救治
时机"增大了重症患者死亡可能"同时也给进一步的
流行病学调查增加了困难)

近几年来"河北省入汛以来降水偏多"利于野
生蘑菇生长繁殖) 农村居民*野外作业人员食用自
采蘑菇发生毒蘑菇中毒的危险加大) 建议进一步
加强对公众尤其是农村居民*野外作业人员及幼儿
园*学校*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的食品安全宣传和
警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画报等媒体"采取

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食品安全相关知识) 告诉公众
应到正规市场购买蘑菇"切勿自采和食用野生蘑
菇"不购买和食用来源不明或标识不清的散装蘑
菇"防止误食发生中毒) 另外"发生毒蘑菇中毒时
要妥善处理"一旦误食野生蘑菇后出现中毒症状"
应尽早采用催吐*洗胃*导泻*灌肠等方法"迅速排
除毒素) 同时"在催吐后应尽快到医疗机构接受治
疗) 事故发生单位和救治患者的医疗机构发现中
毒患者"应及时报告"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调
查处理工作)

#志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
所中毒控制室李海蛟"章轶哲"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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