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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 ’&%# 年发生的一起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件进行调查分析!明确其中毒原因及毒素类别"

方法$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对患者血液’剩余食物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后!综合判断本次食物中毒原因"

结果$本次食物中毒为家庭聚集性食物中毒!暴露人数 , 人!全部发病并且死亡!临床症状表现为典型的食用有毒

蘑菇后多脏器损害型症状!剩余食物蘑菇汤和菌体中均检出鹅膏毒肽和鬼笔毒肽两种毒素!但患者血液由于血液

灌流后未检出鹅膏毒肽和鬼笔毒肽" 结论$本次食物中毒是由误食有毒野生蘑菇引起!为防范该类事件再次发

生!应做好宣传教育!告知群众不采不食野生蘑菇!若发生食用野生蘑菇中毒情况及时就医治疗"

关键词!毒蘑菇# 鹅膏毒素# 鬼笔毒肽# 死亡# 毒蕈中毒# 食物中毒#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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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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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有毒蘑
菇 %&& 多种 )%* %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类往往混淆%
特别在野外杂生情况下极易混淆, 温州市雨量充
沛%夏秋季节适合野生蘑菇的生长%许多山区居民
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近几年来因为食用有毒
野生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 ’&%# 年 - 月
! 日%永嘉县某村发生一起因食用野生蘑菇中毒的
事件%一家 , 口食用自己从山上采摘的野生蘑菇
后发生食物中毒%病情危急%, 名患者经抢救无效
陆续死亡,

%$调查与方法
%.%$临床症状与治疗调查

’&%# 年 - 月 ’ 日傍晚%患者潘某"男#从山上采
摘了一些野生蘑菇%回家后烧成汤作为晚餐供家庭
成员食用, - 月 ! 日凌晨 % f! 点左右一家 , 口"潘
某及其妻+长子+长女+次女及孙子#先后出现不同
程度的腹痛+腹泻+恶心和呕吐&- 月 ! 日早上 " 时
左右潘某及其妻+长子+次女在当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就诊%给予输庆大霉素和维生素 K, 等抗感染+
对症支持治疗&随后于 - 月 ! 日下午转入永嘉县人
民医院治疗%医院急诊医生对病人做了心电监护+
急诊血常规+电解质+肾功能+出凝血等初步检查%
并给予对症+补液+护胃+解痉等治疗措施&后转入
解放军第 %%" 医院治疗"具体治疗过程不详#, - 月
* 日%, 名患者病情加重%被送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给予对症支持+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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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保肝+抗凝血+血液灌流等治疗措施, - 月 *
日至 - 月 ’’ 日期间%, 名患者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抢救过程中出现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凝血
功能障碍+脑水肿等并发症%后均因抢救无效相继
死亡,

, 名患者从发病至死亡均出现典型的多脏器损
害型毒蘑菇中毒临床表现 )’* %即经过潜伏期后%出
现不同程度的恶心"#0,#+呕吐"#0,#+腹痛"*0,#+

腹泻"*0,#等胃肠炎症状%随后进入一段时间的假
愈期%然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肝肾损害及凝血功能障
碍和烦躁不安+休克昏迷等症状%最后 , 名患者全部
死亡,
%.’$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
%.’.%.%$发病及死亡时间

, 人于 - 月 ’ 日晚餐食用野生蘑菇汤"具体时间
和食用量不详#后%分别于 - 月 ! 日凌晨 % f! 点发
病, 患者及其妻于 - 月 - 日死亡%患者次女于 - 月
%! 日死亡%患者长子和长女于 - 月 %* 日死亡%患者孙
子于 - 月 ’’ 日死亡&, 名患者死亡时间分别是就餐后
#"’0,#+%%"%0,#+%’"’0,#+’& E"%0,#,
%.’.%.’$人群特点

, 人中%男性 ! 人%女性 ! 人&年龄最大者-- 岁%
最小者 ’# 岁%-& 岁以上 ’ 人%*& f,& 岁 ! 人%*& 岁
以下 % 人&一家六口均为温州永嘉县某村居民,
%.’.’$现场调查

调查人员赶往事发地%采集到部分剩余的蘑菇
汤, 由于患者采摘的野生蘑菇已经全部烧成蘑菇
汤%未剩下新鲜蘑菇%烧好的蘑菇汤蘑菇形态已不
可清晰分辨%根据患者神志清醒时的回忆描述%推
测该野生蘑菇可能为鹅膏菌,
%.’.!$实验室检测

’&%# 年 - 月 / 日%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患者家中采集到的剩余毒蘑菇汤及 - 月 # 日患者在
医院就诊时采集的 * 名患者的血液标本进行了检
测, 其中%蘑菇菌体和蘑菇汤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二极管阵列检测法 )!* %血液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三
重四极杆质谱联用法 )**进行检测,

’$结果
对蘑菇汤中剩余菌体进行毒素检测%结果为 #+

鹅膏毒肽 &.’# JL0L%"+鹅膏毒肽 &.&#’ JL0L%(+鹅
膏毒 肽 l&.&&% JL0L% 羧 基 二 羟 基 鬼 笔 毒 肽
&.&%& JL0L%二羟基鬼笔毒肽 &.&’& JL0L&蘑菇汤汤
汁中检出 #+鹅膏毒 肽 &.!’ JL0L% "+鹅 膏 毒 肽
&.&,! JL0L%(+鹅膏毒肽 &.&&, JL0L%羧基二羟基鬼

笔毒肽 &.&%’ JL0L%二羟基鬼笔毒肽 &.&’! JL0L,
由此可见%剩余食物蘑菇汤和菌体中均检出鹅膏毒
肽和鬼笔毒肽两种毒素, 但 * 名患者血液标本采集
时由于经过血液灌流%未检出上述毒肽成分,

!$讨论
本次食物中毒事件%结合患者临床表现+流行

病学调查及实验室检测情况%判定是一起因误食有
毒鹅膏菌引起 , 人死亡的食物中毒,

由于野生可食用蘑菇和有毒蘑菇在表面特征
极其相似%在野外杂生情况下极易混淆 )#* %一般居
民很难分辨%即使以前采摘过可食用蘑菇类也可能
因为生长环境不同而变得有毒%因此误将野生毒蘑
菇当做可食用蘑菇是中毒的主要原因 ),* , 毒蘑菇
中含有的毒素很多%一种毒蘑菇中可以含有几种毒
素%一种毒素又可能存在于多种蘑菇中, 据相关统
计%误食野生蘑菇的中毒事件中%/#e以上都是由鹅
膏菌多肽毒素所致 )-* , 鹅膏菌多肽毒素按其氨基
酸的组成和结构分为鹅膏毒肽+鬼笔毒肽和毒伞素
三类%是一类慢作用毒素且毒性很强%它们对肝脏
及其他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致死的主要原因是
肝衰竭%迟发性肝衰竭 ’ f, E 才出现%如不及时救
治%病死率高达 %&&e )"* , 毒蘑菇中毒目前无特效
药物%临床救治以洗胃+催吐+导泻+对症支持疗法
为主%血液灌流在中毒早期是较为有效的抢救方
法%但对已经有器官功能损伤的脏器则难恢复其
功能 )/* ,

本次事件表现为典型的多脏器损害 )’* %发病经
历了以下几个时期$潜伏期+胃肠炎期+假愈期+内
脏损害期+精神症状期%最后死亡, 本次事件中%各
患者发病初期症状不严重 "腹痛+腹泻+恶心+呕
吐#%未引起患者足够重视导致未及时就医%又因为
患者家庭经济困难%就医时未直接选择具有救治条
件的医院而是先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着病情加
重逐级转院%到县人民医院和解放军第 %%" 医院%最
后转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期间历时
! E%虽然最后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抗
感染+保肝+血液灌流等措施积极治疗%但因错过救
治最佳时期导致严重后果,

分析本次食物中毒事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患者一家对食用野生蘑菇中毒认识不足%凭经
验采摘误食有剧毒的野生蘑菇%出现中毒症状后由
于症状不严重未及时就医%且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未
在第一时间选择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就诊耽误抢救
最佳时间, 二是医务人员对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报告制度重视程度不足%在接诊患者后%未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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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致使各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在患者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
诊后才获知事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学
调查%但此时大部分患者已进入休克昏迷状态%无
法及时获得详细的资料,

为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悲剧%建议做好以下几
点$一是做好宣传教育%及时利用网站和公共微信
平台等渠道向群众宣传避免误食有毒野生蘑菇的
健康教育知识%尤其是加大对农村村民的宣传%针
对其文化程度低的特点%利用乡村医生和广播等开
展宣传教育%不采不食野生蘑菇%尤其是不要采食
不认识或未吃过的野生蘑菇%同时坚决不买卖不认
识的新鲜野生蘑菇及蘑菇干品, 二是加强监管%严
禁售卖野生蘑菇%确保市场售卖蘑菇的安全性, 三
是及时救治%降低死亡率%食用野生蘑菇后出现中
毒症状者应及时到医院催吐+洗胃+导泻等并采取
对症治疗措施, 四是提高临床医生对毒蕈中毒诊
疗的认识%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降低毒
蕈中毒的病死率, 五是加强医务人员对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报告的认识%医疗单位应该对就诊的食
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病例及时报告%以利于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调查%查明原因食品和

致病因子%使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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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和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
尔摩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哥本哈根修正案)&的相关要求!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全
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评审!我部决定对硫丹’溴甲烷’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等 # 种农药采取以下
管理措施"

一’自 ’&%" 年 - 月 % 日起!撤销含硫丹产品的农药登记证#自 ’&%/ 年 ! 月 ’, 日起!禁止含硫丹产品在
农业上使用"

二’自 ’&%/ 年 % 月 % 日起!将含溴甲烷产品的农药登记使用范围变更为/检疫熏蒸处理0!禁止含溴甲烷
产品在农业上使用"

三’自 ’&%- 年 " 月 % 日起!撤销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包括含上述 ! 种农药有效成分的单剂’
复配制剂!下同)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作物的农药登记!不再受理’批准乙酰甲胺磷’丁硫
克百威’乐果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作物的农药登记申请#自 ’&%/ 年 " 月 % 日起!禁止乙酰
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在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作物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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