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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云南省毒蘑菇中毒事件的流行特征及空间相关分布,为制定云南省蘑菇中毒事件有效防控策

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收集 2005—2019 年云南省报告的毒蘑

菇中毒事件的相关信息,描述和分析时间、发生场所、空间相关性和毒蘑菇种类等流行病学特征。 结果 　 2005—
2019 年云南省共报告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 316 起,发病人数 2

 

009 人,死亡人数 472 人,病死率为 23. 49% ( 472 /
2

 

009)。 中毒事件发生的高峰为每年的 6—8 月,占事件总起数的 83. 86% (265 / 316)。 云南省 16 个地市均有毒蘑

菇中毒事件发生,文山州、楚雄州、临沧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高发地区,129 个县区中有 91 个县区报告了毒

蘑菇中毒事件。 家庭是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发生场所,占中毒事件总起数的 84. 49%(267 / 316)。 农村毒蘑菇中毒事

件发生率高于城市,农村占比 87. 97%(278 / 316)。 误采误食(占 78. 80%,249 / 316)是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原因。 中

毒类别主要以致命鹅膏菌(占 27. 53%,87 / 316)、亚稀褶黑菇(占 17. 09%,
 

54 / 316)和网孢海氏牛肝菌(占 13. 29%,
 

42 / 316)为主。 结论 　 毒蘑菇中毒是云南省食物中毒事件死亡的主要原因。 应在我省发生毒蘑菇中毒事件的“热

点”地区,在高发季节前,重点在农村地区和针对易引起中毒的蘑菇种类开展多种形式的毒蘑菇中毒的食品安全健

康教育,同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对毒蘑菇中毒救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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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and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trategy.
 

Methods　 Data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s
 

from
 

2005
 

to
 

2019
 

was
 

collected
 

from
 

the
 

China
 

Information
 

System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port
 

and
 

management.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place
 

of
 

occurrenc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types
 

of
 

poisonous
 

mushrooms
 

were
 

described.
 

Results　 From
 

2005
 

to
 

2019,
 

Yunnan
 

Province
 

reported
 

a
 

total
 

of
 

316
 

events
 

of
 

mushroom
 

poisoning,
 

the
 

number
 

of
 

cases
 

was
 

2
 

009,
 

the
 

number
 

of
 

deaths
 

was
 

472,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was
 

23. 49% (472 / 2
 

009) .
 

The
 

peak
 

of
 

poisoning
 

incidents
 

was
 

from
 

June
 

to
 

August
 

each
 

year,
 

accounting
 

for
 

83. 86% ( 265 / 31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ncidents.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s
 

occurred
 

in
 

all
 

16
 

prefectures
 

in
 

Yunnan
 

Province.
 

Wenshan,
 

Chuxiong,
 

Lincangy
 

and
 

Honghe
 

were
 

high-incidence
 

areas.
 

Among
 

129
 

counties,
 

91
 

counties
 

reported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s.
 

Homes
 

were
 

the
 

main
 

place
 

where
 

mushroom
 

poisoning
 

occured,
 

accounting
 

for
 

84. 49% ( 267 / 31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oisoning
 

incidents.
 

The
 

incidence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rural
 

area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accounting
 

for
 

87. 97% ( 278 / 316 ) .
 

Picking
 

and
 

eating
 

by
 

mistake
 

(78. 80% ,
 

249 / 316)
 

was
 

the
 

main
 

cause
 

of
 

poisonous
 

mushroom
 

poisoning.
 

The
 

main
 

types
 

of
 

poisoning
 

were
 

Amanita
 

exitialis
 

(27. 53% ,
 

87 / 316) ,
 

Russula
 

subnigricans
 

Hongo
 

( 17. 09% ,
 

54 / 316)
 

and
 

Heimioporus
 

retisporus
 

( 13. 29% ,
 

42 / 316) .
 

Conclusion 　 Mushroom
 

poisoning
 

was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from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In
 

the
 

“ hot
 

spot”
 

areas
 

where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s
 

occurred,
 

prior
 

to
 

the
 

high-incidence
 

season,
 

various
 

forms
 

of
 

food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should
 

be
 

focu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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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reas
 

and
 

high
 

risk
 

mushroom
 

species.
 

Meantime,
 

the
 

ability
 

of
 

rural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to
 

treat
 

poisonous
 

mushroom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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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约 5
 

000 种蘑菇,但是只有 20% ~ 25%被

命名,其中 3% 被鉴定为具有毒性 [ 1] 。 我国已知有

毒蘑菇 435 种 [ 2] ,分布广泛。 从毒蘑菇引发的中毒

事件的监测报告上可见,毒蘑菇中毒事件主要发生

在我国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云南、广西、四川、贵

州等省 / 自治区,其中云南省报告的中毒事件数、中
毒例数和死亡例数最多 [ 3] 。 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
气候条件,为野生蘑菇的繁殖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

境,所以种类多、分布广,被誉为“真菌王国” 。 云南

省每年都有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此类中毒事件已

成为威胁我省人民健康的原因之一。 通过分析云

南省毒蘑菇中毒事件的流行特征及空间分布,为制

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2005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

信息系统”报告的 316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资料。
1. 2　 分析方法

1. 2. 1　 描述性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使用 Excel2010 对收集的 2005—2019 年云南省

毒蘑菇中毒事件病例信息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1. 2. 2　 空间分布图制作

利用 ArcGIs10. 2 软件,以 2005—2019 年云南

省毒蘑菇中毒事件数据为基础,制作云南省毒蘑菇

中毒事件空间分布图。
1. 2. 3　 空间自相关分析

采用 GeoDa1. 14. 0. 0 软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

析,选用 Moran, s
 

I 指数和局部自相关系数( Gi)作为

分析指标。 Moran, s
 

I 指数取值为 - 1 ~ 1,大于 0 时

表明分布呈正相关,且越接近于 1 空间聚集性越强;
等于 0 时表明不存在空间聚集性,为随机分布;小于

0 时表明分布呈负相关,且越接近- 1 空间离散性越

大 [ 4] 。 局部 G 值为正,提示某区域单元和周围区域

之间是高值的空间聚集 ( 既热点) ;G 值为负,则是

低值的空间聚集(既冷点) [ 4] 。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05—2019 年,云南省通过 “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管理信息系统” 共报告 316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
中毒总人数 2

 

009 人,其中死亡 472 人,病死率为

23. 49%(472 / 2
 

009) 。 报告起数以 2005 年、2017 年

和 2019 年最多,分别占同期云南省食物中毒事件报

告起 数 的 36. 89% ( 38 / 103 ) 、 50. 91% ( 28 / 55 ) 、
39. 13%(27 / 69) ( 图 1) 。 事件分级中,270 起为较

大中毒事件,占 85. 44% ( 270 / 316) ;21 起为一般中

毒事 件, 占 6. 65% ( 21 / 316 ) ; 25 起 为 未 分 级, 占

7. 91%(25 / 316) 。

图 1　 云南省 2005—2019 年毒蘑菇中毒年份分布图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2. 2　 时间分布

2. 2. 1　 年度分布

由表 1 所示,2005—2019 年每年均有毒蘑菇中

毒事件 报 告, 报 告 起 数、 病 死 率 无 趋 势 性 变 化。
2005—2019 年云南省食物中毒总病死率为 3. 12%
(824 / 26

 

412 ) , 而 毒 蘑 菇 引 起 中 毒 总 病 死 率 为

23. 49%(472 / 2
 

009) ,其中毒蘑菇中毒死亡数占食

物中毒死亡数的 57. 28% ( 472 / 824) 。 以 2005 年报

　 　 　
表 1　 2005—2019 年云南省毒蘑菇中毒事件年度分布表

Tabl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年份
起数

(构成比 / % )
中毒人数

(构成比 / % )
死亡人数

(构成比 / % )
病死率 /

%
2005 38 ( 12. 03) 247 ( 12. 29) 70 ( 14. 83) 28. 34

 

2006 17 ( 5. 38) 108 ( 5. 38) 25 ( 5. 30) 23. 15
 

2007 17 ( 5. 38) 90 ( 4. 48) 29 ( 6. 14) 32. 22
 

2008 17 ( 5. 38) 125 ( 6. 22) 35 ( 7. 42) 28. 00
 

2009 22 ( 6. 96) 173 ( 8. 61) 30 ( 6. 36) 17. 34
 

2010 23 ( 7. 28) 104 ( 5. 18) 44 ( 9. 32) 42. 31
 

2011 11 ( 3. 48) 53 ( 2. 64) 13 ( 2. 75) 24. 53
 

2012 18 ( 5. 70) 148 ( 7. 37) 31 ( 6. 57) 20. 95
 

2013 21 ( 6. 65) 79 ( 3. 93) 28 ( 5. 93) 35. 44
 

2014 22 ( 6. 96) 75 ( 3. 73) 34 ( 7. 20) 45. 33
 

2015 22 ( 6. 96) 128 ( 6. 37) 28 ( 5. 93) 21. 88
 

2016 19 ( 6. 01) 167 ( 8. 31) 28 ( 5. 93) 16. 77
 

2017 28 ( 8. 86) 276 ( 13. 74) 34 ( 7. 20) 12. 32
 

2018 14 ( 4. 43) 98 ( 4. 88) 12 ( 2. 54) 12. 24
2019 27 ( 8. 54) 138 ( 6. 87) 31 ( 6. 57) 22. 46

 

合计 316 ( 100. 00) 2
 

009 ( 100. 00) 472 ( 100. 00) 23.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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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毒蘑菇中毒起数和中毒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

总起 数 的 12. 03% ( 38 / 316 ) 和 总 死 亡 人 数 的

14. 83%(70 / 472) ;2017 年毒蘑菇中毒人数最多,占
总中毒人数的 13. 74% ( 276 / 2

 

009) ;2014 年毒蘑菇

中毒病死率最高,为 45. 33%(34 / 75) 。
2. 2. 2　 月份分布

云南省毒蘑菇中毒事件全年各月均有发生,发
生的高峰为每年的 6 ~ 8 月,高峰期中毒起数占总起

数 83. 86%( 265 / 316) ,中毒人数占总人数 71. 83%
(1443 / 2009) ,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图 2) 。

图 2　 2005—2019 年云南省各月毒蘑菇中毒事件数分布图

Figure
 

2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2. 3　 地区分布

2. 3. 1　 州(市)级地区分布

2005—2019 年云南省 16 个州(市)均有毒蘑菇

中毒事件报告,报告起数排前 3 位的州 ( 市) 分别

为:文山州、楚雄州、临沧市,以上州( 市) 报告起数

合计占总数的 47. 78% ( 151 / 316) ;中毒人数排前 3
位的州(市)依次为:文山州、楚雄州、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以上州(市) 中毒人数占总数的 40. 47%
(813 / 2009) ;病死率最高的州(市) 是临沧市,病死

率为 39. 16%(65 / 166) (表 2) 。
2. 3. 2　 县(市、区)级地区分布

2005—2019 年,云南省 129 个县 ( 市、区) 中有

91 个县(市、区)报告了毒蘑菇中毒事件。 中毒人数

在 50 人及以上的县区主要分布在:文山州的砚山

县、广南县;昆明市的呈贡区;楚雄州的楚雄市;德

宏州的芒市;大理州的祥云县、洱源县;玉溪市的通

海县;普洱市的孟连县。 以上 9 个县( 市、区) 报告

中毒人数 718 人,占总数的 35. 74%(718 / 2
 

009) ,中
毒死 亡 人 数 91 人, 占 总 数 的 19. 28% ( 91 / 472 )
(图 3) 。

表 2　 2005—2019 年云南省毒蘑菇中毒州(市)地区分布表

Tabl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地区名称 起数 构成比 / % 中毒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 % 病死率 / %
文山州 79 25. 00 376 18. 72 123 26. 06 32. 71
楚雄州 37 11. 71 240 11. 95 41 8. 69 17. 08
临沧市 35 11. 08 166 8. 26 65 13. 77 39. 16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32 10. 13 197 9. 81 50 10. 59 25. 38
玉溪市 20 6. 33 132 6. 57 22 4. 66 16. 67
昭通市 20 6. 33 129 6. 42 45 9. 53 34. 88
西双版纳州 19 6. 01 94 4. 68 25 5. 30 26. 60
德宏州 17 5. 38 85 4. 23 22 4. 66 25. 88
保山市 14 4. 43 75 3. 73 16 3. 39 21. 33
昆明市 12 3. 80 169 8. 41 18 3. 81 10. 65
大理州 11 3. 48 165 8. 21 19 4. 03 11. 52
普洱市 10 3. 16 91 4. 53 15 3. 18 16. 48
曲靖市 6 1. 90 24 1. 19 8 1. 69 33. 33
迪庆州 2 0. 63 57 2. 84 0 0. 00 0. 00
丽江市 1 0. 32 6 0. 30 2 0. 42 33. 33
怒江州 1 0. 32 3 0. 15 1 0. 21 33. 33
合计 316 100. 00 2

 

009 100. 00 472 100. 00 23. 49
 

2. 4　 场所类型分布

家庭内发生毒蘑菇中毒的起数、中毒人数及中

毒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到总起数的 84. 49% ( 267 /
316) 、总中毒人数的 54. 21% ( 1

 

089 / 2
 

009) 和总死

亡人数的 93. 22% ( 440 / 472) ,病死率高达 40. 40%
(440 / 1

 

089) 。 平均每起事件中毒 6. 36 人 ( 2
 

009 /
316) (表 3) 。
2. 5　 空间自相关

2. 5. 1　 全局空间自相关

以县(市、区) 为研究区域单位,2005—2019 年

整个时间段为分析单位,进行全局 Morans
 

I 空间自

相关分析,I = 0. 179,Z = 3. 411
 

5,P = 0. 002<0. 05,结
果提示 2005—2019 年云南省县 ( 市、区) 级相邻地

区的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在整体上存在空间正相

关性,即可认为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的空间分布存

在高值或低值的聚集区(图 4) 。
2. 5. 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因云南省 2005—2019 年毒蘑菇中毒事件中中

毒者食用的蘑菇均为当地采摘的野生蘑菇,所以利

用局部 Gi 统计量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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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2019 年云南省野生毒蘑菇中毒地区分布图

审图号:云 S(2017)045 号

Figure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表 3　 2005—2019 年云南省毒蘑菇中毒场所类型分布表

Table
 

3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场所类型 事件起数 构成比 / % 中毒人数 构成比 / % 死亡人数 构成比 / % 病死率 / %
家庭 267 84. 49 1

 

089 54. 20 440 93. 22 40. 40
家庭宴席 7 2. 22 447 22. 25 0 0. 00 0. 00

 

工矿企业 40 12. 66 459 22. 85 31 6. 57 6. 75
 

集体食堂 2 0. 63 14 0. 70 1 0. 21 7. 14
 

总计 316 100. 00 2
 

009 100. 00 472 100. 00 23. 49

图 4　 2005—2019 年云南省毒蘑菇中毒 Morans
 

I 散点图

Figure
 

4　 The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显示:2005—2019 年共探测到 10 个县( 区) 为毒蘑

菇中毒“热点”地区,分别为文山州广南县、砚山县、
文山市、西畴县、丘北县和富宁县,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开远市和蒙自市,楚雄州姚安县和南华县,
即这些区域和其周围区域发生中毒人数较多。 探测

到“冷点”地区 16 个,分别为曲靖市会泽县、宣威市、
沾益区、富源县和麒麟区,昭通市巧家县和鲁甸县,昆
明市寻甸县、嵩明县、五华区和盘龙区,丽江市古城区

和宁蒗县,怒江州兰坪县,大理州洱源县,临沧市临翔

区,即 该 区 域 和 其 周 围 区 域 中 毒 人 数 都 是 低 值

(图 5)。
2. 6　 中毒原因分析

316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中,采食者认为是熟知

野生蘑 菇 种 类, 而 误 采 误 食 引 起 的 中 毒 事 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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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5—2019 年云南省毒蘑菇中毒局部聚类示意图

审图号:云 S(2017)0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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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起,中毒事件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

省毒蘑菇中毒事件总起数的 78. 80% ( 249 / 316 ) 、
77. 75%(1

 

562 / 2
 

009) 和 73. 94% ( 349 / 472) ;67 起

为食用不知名毒蘑菇中毒引起,中毒事件数、中毒

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省毒蘑菇中毒事件总起

数的占 21. 20% ( 67 / 316 ) 、 22. 25% ( 447 / 2
 

009 ) 和

26. 06%(123 / 472) 。 目前,云南省引起中毒的野生

蘑菇种类主要有当地民众俗称的“ 白罗伞” 、“ 黄罗

伞” 、“火炭菌” 、“见手青” 、“麻母鸡菌” 、“胭脂菌” 、
“黑菌” 、“苦马肝菌” 、“臭黄菇” 等。 由于云南省野

生蘑菇分布广泛、种类繁多、产量丰富,且当地人群

采摘便利,容易获得,外地流入极少,当介入调查时

涉及的大部分野生毒蘑菇已全部食用完,无法采集食

物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故不能进行形态学鉴定。 经

对有剩余的野生蘑菇进行鉴定后发现,目前云南省引

起中毒的毒蘑菇种类主要有鹅膏菌(如白罗伞、黄罗

伞)占事件数的 27. 53%(87 / 316)、亚稀褶黑菇(火炭

菌)占事件数的 17. 09% (54 / 316)和网孢海氏牛肝菌

(见手青)占事件数的 13. 29%(42 / 316)。

3　 讨论

毒蘑菇中毒引起的死亡是云南省食物中毒事

件死亡的主要原因。 2005—2019 年云南省毒蘑菇

中毒事件占所有食物中毒事件数的 33. 30% ( 316 /
949) ,死亡人数占 57. 28% ( 472 / 824) 。 毒蘑菇中毒

引起的病死率较高 23. 49% ( 472 / 2
 

009) ,明显高于

全国、广州、湖南、贵州、广西、四川和江西等省份毒

蘑菇中毒病死率 [ 3] 。 可能与云南毒蘑菇的种类、毒
性大小、食用量、中毒时处置的及时性有关;其次,
毒蘑菇中毒以较大事件居多,与全国监测所报告的

毒蘑菇中毒事件以较大事件为主一致 [ 3,
 

5] 。
家庭为毒蘑菇中毒的高发场所,共报告 267 起,

病死率高达 40. 40% ( 440 / 1
 

089) ,发生在农村家庭

的中毒事件数占家庭发生数的 91. 01% ( 243 / 267) ,
发生率明显高于城市家庭。 发生在农村的事件占

总事件数的 87. 97%( 278 / 316) ,与国内的许多相关

研究报道相似,农村地区群众多有在山区自行采摘

野生蘑菇食用的饮食习惯,由于一些毒蘑菇和可食

用蘑菇形态相似,采食者凭经验采摘加工食用,缺

乏辨别毒蘑菇的能力,误采误食引起中毒。 此外,
在我国的蘑菇中毒诊治临床专家共识中指出,对于

时间窗内的蘑菇中毒患者应常规进行彻底洗胃,并
给予吸 附 导 泻 治 疗, 能 够 显 著 提 高 中 毒 患 者 预

后 [ 6] 。 农村基层医疗机构通常救治能力薄弱,无洗

胃催吐等急救设备和相应的技术能力,农村地区的

中毒患者常因未及时得到有效救治,错过最佳治疗

时间,增加了中毒患者的死亡风险。
蘑菇中毒主要发生在 6 ~ 8 月,这与研究指出的

云南省野生蘑菇的产菇高峰季节在雨量充沛 6 ~ 9
月基本一致 [ 7] 。 毒蘑菇中毒报告事件数较多的州

(市)分别是文山州、楚雄州和临沧市。 从全局自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 2005—2019 年云南省毒蘑菇中毒

发病存 在 空 间 聚 集 性, 与 国 内 相 关 研 究 结 果 相

似 [ 4,8,9] 。 局部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5—2019 年

探测到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滇南的文山州、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滇中的楚雄州。 冷点地区

主要集中在滇东北的曲靖市、昭通市,滇中的昆明

市等地区。 热点地区的形成,提示中毒人数的聚集

性在当地存在一定的诱发因素和自然和地理特点。
本研究探测出的野生蘑菇中毒热点地区与我省野

生蘑菇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致,在这些区域多属热带

和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山林里的松林、灌木丛及

草地中常有野生蘑菇生长,当地居民已形成采食野

生蘑菇的饮食习惯 [ 10-14] 。
针对云南省毒蘑菇中毒流行病学特征,为及时

有效预防及控制毒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提出如下

建议:①提示针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在高发季节

前应加强预防食用野生蘑菇中毒的食品安全健康

教育,提高当地居民防范中毒的健康意识,减少毒

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 尤其应针对云南省多年来

易导致中毒,且容易与无毒野生蘑菇外形混淆的有

毒蘑菇,开展鉴别图片形式的健康教育。 ②在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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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中毒高发的农村地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野生

蘑菇中毒的救治能力,在民众中普及食用野生蘑菇

后若身体感到不适,应及时前往就医的观念,降低

蘑菇中毒事件的病死率。 ③由于发生在工矿企业、
食堂、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场所的毒蘑菇中毒事件

波及人数较多,针对此情况,市场监管部门应定期

开展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培训和专项检查,要求各类

食堂、餐厅、农村自办宴席做到不加工野生蘑菇,杜
绝大规模的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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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广东省河粉类食品相关米酵菌酸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为米酵菌酸中毒的预防控制提供科

学依据。 方法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广东省河粉类食品相关米酵菌酸中毒事件进行分析。 结果 　 2018—

2020 年广东省共报告 5 起因食用河粉类食品引起的米酵菌酸中毒事件,中毒 21 人,死亡 9 人,病死率为 42. 9% ;

临床特征出现较多的症状是呕吐、腹泻、腹痛;主要发生在第三、四季度。 广东省 5 起米酵菌酸中毒事件涉事食

品均为食品加工厂批量生产的湿淀粉制品或湿大米制品,且发现涉事河粉存在异于传统的特点:添加了较大量

的淀粉;使用了脱氢乙酸钠;在常温下保存超过 24
 

h,但并没有明显的腐败变质。 结论 　 该 5 起河粉类食品中毒

事件是罕见的由加工食品引起的米酵菌酸中毒,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类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薄弱环节、提出针对

性的控制措施,同时加强消费提示和食品安全知识宣教,引导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合理保存食品,并在保质期内

销售和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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