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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分析本次食物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鉴定引起食物中毒的毒蘑菇种类!提出防控措施!预

防食物中毒事件的再次发生% 方法(通过制定病例定义及病例搜索$病例访谈$食谱调查$现场采样和毒蘑菇的形

态学鉴定等方法对食物中毒事件进行分析% 结果(1 名外来务工人员自行采摘并进食野生蘑菇约 &1) O!@?0 g

&) L 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胃肠炎症状!临床检测提示病例肝功能损害% 经洗胃$血浆置换$放置活性炭

吸附$补液及护肝护胃等清除毒物和对症治疗后!其中 * 例病例出现假愈期!& U 后病情又急剧恶化% 随后几天所

有病例均出现肝功能衰竭!并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罹患率和病死率均为 &))e"131#% 食谱调查显示除了自

行采摘的蘑菇外未见其他可以引起中毒的食物!经形态学鉴定为裂皮鹅膏菌% 本起事件系由于病例误食了 ,公园

山上采集的野生蘑菇所致的食物中毒!毒蘑菇为剧毒的裂皮鹅膏菌% 结论(误食裂皮鹅膏菌中毒在广东省为首次

报道!本起事件对裂皮鹅膏菌中毒的疾病自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该菌与部分可食菌类外观极其相似!难

以分辨极易误食!需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提醒民众不要采食野生蘑菇是预防毒蘑菇中毒最根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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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3)*%+,0.13%/53,)00))’6).3)*.*7 ’,5%+/5&3,’>( 4.3%52,*,5%.*7 )0!0’&(#’ %(013’
.*H&5*7’)*7 R1)=.*/,

/8M6%L#&" f"’/Gf#%[N*" "‘’/Gn6D4O0" f"’/Gn6<D%E6*" ]-M64!"
f"’/G,#4O0" a-/Gl<4O%P6N1

#&?fLNL<69#4$#TKDTa6=#<=#9D4$TDE<4U :T#Z#4$6D4" GN<4OUD4OfLNL<61&A)))" 9L64<&
*?aD4OON<4 9#4$#TKDTa6=#<=#9D4$TDE<4U :T#Z#4$6D4" GN<4OUD4OaD4OON<4 1*0&*A" 9L64<&

0?GN<4OUD4O:TDZ64;6<E9#4$#TKDTa6=#<=#9D4$TDE<4U :T#Z#4$6D4" GN<4OUD4OGN<4OYLDN 1&&!0)" 9L64<&
!?.6<4L#9#4$#TKDTa6=#<=#9D4$TDE<4U :T#Z#4$6D4" GN<4OUD4OGN<4OYLDN 1&)BB)" 9L64<&

1?GN<4OUD4O84=$6$N$#DK,6;TDS6DEDOR" GN<4OUD4OGN<4OYLDN 1&))\)" 9L64<$

<>3%15/%% ">?,/%.=,(.D64Z#=$6O<$#<4U <4<ERY#$L##>6U#C6DEDO6;<E;L<T<;$#T6=$6;=DK$L#>D6=D464O64;6U#4$" 6U#4$6KR
$L#>D6=D4DN=CN=LTDDC=>#;6#=" >N$KDT[<TU $L#>T#Z#4$6D4 <4U ;D4$TDEC#<=NT#=" <4U $D#5>EDT#C#<=NT#=$D>T#Z#4$$L#

T#;NTT#4;#DK>D6=D464O64;6U#4$=J@,%+)’3(.L6=>D6=D464O#Z#4$[<=<4<ERY#U SR;<=#U#K646$6D4" ;<=#=#<T;L" ;<=#

64$#TZ6#[" T#;6>#=NTZ#R" K6#EU =<C>E64O<4U CDT>LDEDO6;<E6U#4$6K6;<$6D4 DK>D6=D4DN=CN=LTDDC=JA,3&8%3(76Z#C6OT<4$

[DTW#T=>6;W#U <4U <$#<SDN$&1) ODK$L#[6EU CN=LTDDC=J@?0%&) LDNT=E<$#T" 4<N=#<" ZDC6$64O" U6<TTL#<" <SUDC64<E

><64 <4U D$L#TO<=$TD64$#=$64<E=RC>$DC=<>>#<T#U" <4U $L#;E646;<E#5<C64<$6D4 =LD[#U E6Z#TU<C<O#J’K$#T* U<R=DK

=RC>$DC<$6;$T#<$C#4$64;ENU64OO<=$T6;E<Z<O#" >E<=C<#5;L<4O#" <;$6Z<$#U ;<TSD4 <S=DT>$6D4" KEN6U 64KN=6D4 <4U >TD$#;$64O

E6Z#T<4U =$DC<;L KDT;E#<T<4;#DK$D56;=NS=$<4;#" * ;<=#=[#T#KDN4U $DL<Z#>=#NUD%T#;DZ#TR>#T6DUJ+4#U<RE<$#T" $L#=#

* ;<=#=L<U <=L<T> U#$#T6DT<$6D4J84 $L#4#5$K#[U<R=<EE><$6#4$=>TDOT#==#U $DE6Z#TK<6ENT#<4U U6#U DKCNE$6>E#DTO<4

K<6ENT#" SD$L CDTS6U6$R<4U CDT$<E6$R[#T#&))e #131$J.L#T#;6>#=NTZ#R=LD[#U $L<$$L#T#[<=4DD$L#T>D6=D464OKDDU

#5;#>$$L#CN=LTDDC=J.L#CDT>LDEDO6;<E6U#4$6K6;<$6D4 T#=NE$=LD[#U 6$[<=!@’&(#’ %(@69’:.L#KDDU >D6=D464O64;6U#4$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9"8/-V-_+‘H/’F+77++a"]G8-/- *)&@ 年第 0) 卷第 & 期

[<=UN#$DC6=$<W#4 #<$64ODK[6EU CN=LTDDC=;DEE#;$#U KTDC><TW ," <4U $L#>D6=D4DN=CN=LTDDC[<=Z6TNE#4$!@’&(#’

%(@69’:B)*/8&3.)*(.L6=>D6=D464O64;6U#4$DKC6=$<W#4 #<$64ODK!@’&(#’ %(@69’ [<=T#>DT$#U 64 GN<4OUD4O:TDZ64;#KDT

$L#K6T=$$6C#J.L#4<$NT<EU6=#<=#L6=$DTRDK!@’&(#’ %(@69’ >D6=D464O[<=U#=;T6S#U ;DC>T#L#4=6Z#ER64 $L6==$NURJ.L#

<>>#<T<4;#DK$L#=#KN4O6[<=#5$T#C#ER=6C6E<T[6$L $LD=#DK=DC##U6SE#KN4O6" <4U [<=U6KK6;NE$$DU6=$64ON6=L $L#C"

[L6;L ;<N=#$L#C6=$<W#4 #<$64OZ#TR#<=6ERJ.L#L#<E$L #UN;<$6D4 =LDNEU S#KNT$L#T=$T#4O$L#4#U $DT#C64U >#D>E#4D$$D

#<$[6EU CN=LTDDC=" <4U 6$[<=$L#CD=$S<=6;[<R$D>T#Z#4$CN=LTDDC>D6=D464OJ

C,( D)1’3% 76T=$;<=#& Z6TNE#4$& !@’&(#’ %(@69’& >D6=D4DN=CN=LTDDC& KDDU >D6=D464O& U#<$L& GN<4OUD4O

((*)&B年 1月 A 日"广东省 a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接到该市人民医院电话报告"该院于当日上午陆
续收治了 1例疑似食物中毒病例"主要症状为恶心’呕
吐’腹痛和腹泻"病例均为该市a镇]村一家庭作坊工
人"发病前曾食用过自己采摘的野生蘑菇"初步怀疑为
野生蘑菇中毒* 为进一步查明原因"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请求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助调查*

&(对象与方法
&?&(病例定义

*)&B 年 1 月 B gA 日"广东省 a市 a镇 ]村村
民中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胀’出汗’乏力等症状
之一者*
&?*(方法
&?*?&(搜索病例

通过查询 a镇医疗机构门诊和急诊登记’访谈
]村村医和村干部以及走访村民等方法搜索病例*
对搜索到的病例收集临床症状及检验资料*
&?*?*(可疑食物调查

调查家庭作坊的供水’厨房设施’卫生状况和
病例发病前的饮食和饮水情况*
&?*?0(可疑食物形态学鉴定及毒素检测

采集作坊厨房里 1 月 @ 日晚餐烹制的毒蘑菇"
并到公园采摘地再次采摘同样的蘑菇#经病例确认
与所食用蘑菇一致$"进行形态学鉴定及毒素检测*
形态学鉴定方法参考文献(&)"毒素提取和检测方
法参考文献(*)*

*(结果
*?&(临床特征
*?&?&(临床表现

根据病例定义"共搜索到 1 例病例* 在发病早
期"病例临床症状以呕吐和腹痛为主"其次是恶心
和腹泻"呕吐次数中位数为 B 次3&* L#范围为 0 g
A 次3&* L$* 其中 & 例病例还伴有出汗’乏力’腹胀
等症状"见表 &*
*?&?*(临床检验

1 例病例均到医院就诊"进食第二天均出现了
肝功能受损"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 表 &(*)&B 年广东省 a市家庭作坊工人误食毒蘑菇

中毒病例早期临床症状#& j1$

.<SE#&(9E646;<E=RC>$DC=<$#<TER=$<O#DKKDDU >D6=D46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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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病例数 比例3e

呕吐 1 &))

腹痛 ! @)

恶心 0 B)

腹泻 0 B)

出汗 & *)

乏力 & *)

腹胀 & *)

移酶#’V.$’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F.$’总胆红素
#.X8F$’直接胆红素 #aX8F$和乳酸脱氢酶 #Fa"$
升高为主"检测值范围分别为 0*\?1 g0 A\0?B ‘3F’
&\@?A g0 \0\?B ‘3F’*1?1 g1\?* !CDE3F’@?\ g
*\?\ !CDE3F’0\*?) g& @\*?) ‘3F#见表 *$* 1 例
病例同时送检的血液及尿液标本中"进食量最多的
* 例病例的血液及尿液标本中均检出 #%鹅膏毒肽"

其余 0 例病例的血液和尿液标本中均未检出*

表 *(*)&B 年广东省 a市家庭作坊工人误食毒蘑菇

中毒病例临床检验结果

.<SE#*(9E646;<E#5<C64<$6D4 T#=NE$=DKKDDU >D6=D464O;<=#=

;<N=#U SRC6=$<W#4 #<$64O>D6=D4DN=CN=LTDDC=64 [DTW#T=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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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V.3#‘3F$ ’F.3#‘3F$
.X8F

3#!CDE3F$
aX8F

3#!CDE3F$
Fa"
3#‘3F$

’ 0*\?1) &\@?A) 0!?@) &!?1) 0\*?))
X 010?!) *BA?1) *\?A) &1?@) 0@)?*)
9 & )\@?!) & 0@1?)) 1\?*) *B?0) & @\*?))
a 0 A\0?B) 0 !*A?A) *1?1) @?\) !
- * B\*?)) 0 \0\?B) 1*?\) *\?\) A\@?1)

注%’V.正常值范围为 &1 g!) ‘3F&’F.正常值范围为 \ g!) ‘3F&.X8F正常
值范围为 1 g*& !CDE3F&aX8F正常值范围为 ) g0?! !CDE3F&Fa"正常值范
围为 &*) g*1) ‘3F&)表示检测值高于正常值&!表示无该检测值

*?&?0(病例救治及转归情况
临床治疗采取洗胃’血浆置换’活性炭吸附’补

液及护肝护胃等清除毒物和对症治疗处置* 经住
院治疗 * U 后"其中 * 例病例症状有所好转 #假愈
期$"& U 后病情又急剧恶化* 随后几天所有病例均
进展至肝功能衰竭"并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1 例病例从发病至死亡全病程中位数为 B U#病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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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B’B’B’&) 和 *@ U$*
*?*(流行病学特征
*?*?&(时间分布

首发病例#病例 ’$于 1 月 A 日 !t*) 出现症状"
其他病例在之后 * L 内陆续出现症状* 首例病例至
末例病例#病例-$发病时间仅间隔 &?B L"提示点源
暴露模式#见图 &$* 以 1 月 @ 日 *)t)) 晚餐作为暴
露点"计算本次中毒的最短潜伏期为 @?0 L"最长潜
伏期为 &) L"平均潜伏期为 A L*

图 &(*)&B 年广东省 a市家庭作坊工人误食毒蘑菇

中毒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76ONT#&(84;6U#4;#$6C#U6=$T6SN$6D4 DKKDDU >D6=D46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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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分布
1 例病例均为某家庭作坊工人* 其中男性0 名"

女性 * 名"年龄范围为 &@ g0! 岁"均为外来务工人
员#分别来自贵州省 f]市’湖南省 "]市和广东省
,f市$*
*?0(可疑食物调查

该家庭作坊共有人员 @ 名"包括工人 1 名和雇
主一家三口* 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均为市政自来水"
所有人员均喝开水"同期周边村民及医疗机构未发
现类似病例"可以排除水源污染*

病例在近 0日内进食相比平日增加了由自采的野
生蘑菇加工而成的瘦肉蘑菇蛋花汤"故考虑该汤为可
疑食品* 调查 1例病例的就餐情况"结果显示"食用瘦
肉蘑菇蛋花汤的工人罹患率为 &))e#131$"病死率为
&))e#131$* 其中"! 例病例食用毒蘑菇菌体而且喝
汤"& 例病例仅喝汤* 食用量较大#进食毒蘑菇!0) O
或喝汤量!0)) CE$的 0 名病例呕吐次数平均为
@次3&* L"高于食用量较小#进食毒蘑菇 v&) O或喝汤
量v0)) CE$的 *例病例#呕吐次数平均为 0 次3&* L$&
食用量较大的病例有腹泻症状"而食用量较小的病例
无腹泻症状"提示食用量大者症状较重* 较早出现肝
功能衰竭的病例"死亡也相对较早#见表 0$*

表 0(*)&B 年广东省 a市家庭作坊工人误食毒蘑菇数量’早期临床表现和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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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食用量

蘑菇3O 汤3CE

早期临床症状

呕吐
3#次3&* L$

腹泻次数
3#次3&* L$

恶心 腹痛 出汗 乏力 腹胀

病程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 日 A 日 &) 日 && 日 &* 日 &0 日 &! 日 &1 日 &B 日 &\ 日 &@ 日 &A 日

3
B 月
B 日

’ B) B*1 A A 有 有 有 有 有 进食 发病 肝功能受损 肝功能衰竭 死亡
X !* 1)) A A 有 无 无 无 无 进食 发病 肝功能受损 肝功能衰竭 死亡
9 0) 0\1 B & 有 有 无 无 无 进食 发病 肝功能受损 假愈期 肝功能衰竭 死亡
a B *1) 0 ) 无 有 无 无 无 进食 发病 肝功能受损 假愈期 肝功能衰竭 死亡
- ) &*1 0 ) 无 有 无 无 无 进食 发病 肝功能受损 肝功能衰竭 死亡

注%3表示省略此时间段&!表示病程同前一天

*?!(可疑食物检测及形态学鉴定
采集作坊厨房里 1 月 @ 日晚餐烹制的毒蘑菇"

并到公园采摘地再次采摘同样的蘑菇#经病例确认
与所食用蘑菇一致$"经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形态
学鉴定"其主要特征为菌盖直径 0 g1 ;C"边缘无沟
纹&菌褶白色"离生&菌柄白色"基部近球形&菌环近
顶生"膜质"白色&菌托浅杯状"白色&担子具 ! 小梗"
担孢子球形至近球形"#\ g@?1$ h#B?1 g@ $!C*
鉴定结果显示送检样品为裂皮鹅膏菌 #!@’&(#’
%(@69’$"见图 ** #%鹅膏毒肽 ##%<C<46$64$含量为
! \*@ !O3O干品#见图 0$*
*?1(采摘原因及加工过程

本次中毒病例食用的毒蘑菇由该作坊 0 名工人
在作坊附近公园山上阔叶林间地上采摘"约 &1) O*
其中"病例’和9在老家#贵州省f]市和湖南省"]

市$均有采摘’进食野生蘑菇的习惯* 此次采摘的毒
蘑菇与病例 ’老家的.三八菇/ #蚁巢伞$外观相似
#两者区别明显"裂皮鹅膏菌有菌环和菌托"无细长的
假根"与壳斗科植物共生&蚁巢伞无菌环和菌托"多具
细长假根"与白蚁共生$"自认为可以食用*

1 月 @ 日制作晚餐时"病例 ’和 9用自来水清
洗毒蘑菇后以水煮方式进行烹饪* 烹饪时"先用食
用油翻炒蒜头和生姜片刻"加入冷的自来水煮开"
之后放入毒蘑菇’瘦肉和鸡蛋做成瘦肉蘑菇蛋花
汤"煮开约 1 C64 后进食* 瘦肉蘑菇蛋花汤全部被
喝完"几支吃剩的毒蘑菇被丢弃到厨房垃圾桶内"
未被动物拣食*

0(讨论
本起事件中"病例误食的裂皮鹅膏菌所含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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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左图为煮后的裂皮鹅膏菌&右图为新鲜采摘的裂皮鹅膏菌

图 *(*)&B 年广东省 a市家庭作坊工人误食的有毒蘑菇裂皮鹅膏菌
76ONT#*(!@’&(#’ %(@69’ S<;$#T6<64 >D6=D4DN=CN=LTDDC=C6=$<W#4ER#<$#4 SR[DTW#T=DK<

K<C6ER[DTW=LD> 64 GN<4OUD4O:TDZ64;#" *)&B

图 0(*)&B 年广东省 a市家庭作坊工人误食的

有毒蘑菇样品的毒素高效液相色谱检测图谱
76ONT#0(.D564 DK>D6=D4DN=CN=LTDDC=<C>E#=SR":F9

64 [DTW#T=DK<K<C6ER[DTW=LD> 64 GN<4OUD4O:TDZ64;#" *)&B

剧毒毒素为#%鹅膏毒肽"进食后有 @ g&) L 的潜伏期"
在发病早期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
临床检验结果提示肝功能明显受损* * 例病例经住院
治疗 * U后症状有所好转#假愈期$"& U 后病情又急剧
恶化* 随后几天所有病例均进展至肝功能衰竭"并因
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这与姜东辉等(0)在 *)&B 年
观察到的裂皮鹅膏菌中毒症状一致* 据文献(!)报道"

我国导致中毒死亡的剧毒鹅膏菌种类主要有灰花纹鹅
膏菌 #!@’&(#’ 23"(4(&$’ $’ 致 命 鹅 膏 菌 #!@’&(#’
$?(#(’"(9$’淡红鹅膏菌#!@’&(#’ 7’""(;6%69$’$等* 裂皮
鹅膏菌也叫小白毒鹅膏菌"是我国 *)&) 年报道的新
种(1) "含有剧毒的鹅膏肽类毒素"该毒素主要损害内脏
器官#尤其是肝脏和肾脏$"严重时导致肝’肾功能衰竭
死亡(B) * 该毒素耐高温’耐干燥"一般烹调不能破坏"

且为水溶性"喝汤者的中毒症状更严重(\) * 本起误食
裂皮鹅膏菌中毒事件在广东省属首次报道"此前广东
省未见有本地病例报告*

我国野生蘑菇种类多"分布广泛* 广东省属于
亚热带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野生蘑
菇生长"据统计毒蘑菇种类有 &&* 种 (@) * 很多毒蘑
菇与可食用野生蘑菇的外观极其相似"难以分辨"因此

经常发生误食毒蘑菇中毒的事件* 本起事件中"病例
在老家有采摘’进食野生蘑菇的习惯"此次采摘的毒蘑
菇与老家的.三八菇/#蚁巢伞$外观相似"自认为可以
食用"进食后导致中毒事件发生* 广东省近几年常有
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事件发生"且中毒患者大部分为
外来务工人员* 本次事件再次提示"需进一步加强野
生蘑菇中毒防治的健康教育工作"特别是针对外来务
工人员* 在发现有裂皮鹅膏菌等毒蘑菇生长的区域"
设置防止毒蘑菇中毒的警示标识或对进入区域人员推
送警示短信* 每年毒蘑菇中毒高发季节"全省各地应
加强对野生毒蘑菇生长状态的监测"并通过电视’
报纸等媒体适时发出预警*

"志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丽杰老师在本文撰

写过程中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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