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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规律和特点!为制定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

依据# 方法$对 %(#%*%(#) 年云南省报告的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资料建立数据库!并按时间"地区"场所"中毒因

素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共报告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 "’( 起!发病 ! #!) 人!死亡 :! 人# 第四季度为发病高峰!

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年总数的 ’(697$#:’;"’(%"’)6!7$# ""’;! #!)%和 "(6(7$’%;:!%&有

毒植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较多的州$市%为楚雄州"大理州"玉溪市!占总数的 !!6%7$%#%;!9(%&有毒动物中毒报

告起数较多的州$市%为迪庆州"怒江州"保山市!占总数的 9(6(7$!(;"(%# 家庭中毒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

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6:7$’’);"’(%"!(6’7$# :)%;! #!)%和 956#7$");:!%# 引起有毒动物中毒事件的食

物主要是蜂蛹$)657!!%;"’( %!引起有毒植物中毒事件的食物前 " 位依次为乌头 $’(6%7!#:(;"’( %"四季豆

$%56%7!#"";"’(%"蓖麻子$"6’7!%9;"’(%"蜂蜜$’697!%(;"’(%和油桐$’6:7!#5;"’(%# 结论$云南省有毒动

植物中毒问题突出!应完善食物中毒的应急处理体系!广泛宣传有毒动植物中毒的预防知识!以有效地减少云南省

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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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生物是指能引起接触#或食用$者中毒的生
物"包括有毒动物(植物和真菌"对健康可造成器质性
或是功能性损害’ 我国有毒植物约有 # ’(( 种"有毒
动物除鸟类外遍布于各类动物)#* ’ 近年来"云南省
因误食有毒动植物后发生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甚
至出现人员死亡’ 本研究通过对 %(#%!%(#) 年云
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监测资料进行分析"为制
定有效的防制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6#$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报
告系统 %(#%!%(#) 年云南省监测数据’
#6%$方法

判断标准%根据+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
册, )%* "自 %(#( 年起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判定标准
为发病人数在 % 人及以上或死亡 # 人及以上的食源
性疾病事件’
#6’$统计学分析

采用 S‘=QP%(() 和 L+LL #)6( 软件对数据进行
整理和统计学分析"采用率(百分比等指标对样本
特征和调查指标进行描述’

%$结果
%6#$基本情况

%(#%!%(#) 年云南省共发生 "’( 起有毒动植
物中毒事件"其中有毒动物 "( 起"有毒植物 !9( 起"

平均每年发生 996’ 起&累计发病 ! #!) 人"其中有
毒动物 #5: 人"有毒植物 ’ 5"# 人&死亡 :! 人"其中
有毒动物 : 人"有毒植物 "9 人&平均每年死亡
## 人"病死率为 #6"7#:!;! #!)$’ 有毒动植物中
毒报告起数占总报告起数的 #56(7 #"’(;% )5"$"
中毒人数占总数的 #96#7#! #!);%% 99!$"死亡人
数占总数的 %(6"7#:!;’#%$"见表 #’
%6%$流行病学特征
%6%6#$%(#%!%(#) 年中毒事件概况

%(#%!%(#) 年各年均有发生"其中 %(#: 年报
告起数最多"占报告总数的 %"6#7##’’;"’($"%(#"
年报告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报告总数
的 %’697#59:;! #!)$和 %’6!7##";:!$"报告起数
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见表 #’
%6%6%$季节分布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四
季都有发生"但中毒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
数均以第四季度最多"分别占报告总数的 ’(697
# #:’;"’( $( ’)6!7 # # ""’;! #!) $ 和 "(6(7
#’%;:!$"以乌头(四季豆(野生蜂蜜蜂蛹中毒为主"
见表 %’
%6%6’$地区分布

云南省 #: 个州#市$均有有毒植物中毒事件报
告"报告起数较多的州#市$依次为楚雄州(大理州(玉
溪市"占报告总数的 !!6%7#%#%;!9($&有毒动物中毒
报告起数较多的州#市$依次为迪庆州(怒江州(保山
市"占报告总数的 9(6(7#!(;"($"见图 # d%’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分析!!!刘志涛"等 !!)5$$ !

表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概况
4M\PQ#$+ODXOEOHXMED[MPMER ZPMEUZODXOEDEKDE=DRQE=QDE .HEEME +TOWDE=Q>TO[%(#% UO%(#)

年份
中毒情况#7$ 有毒动物#7$ 有毒植物#7$

报告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报告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报告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 !’#96#$ :)’##:6%$ #(##"6:$ ##%6($ !#%6($ (#(6($ !%#969$ ::5##:65$ #(##)6%$
%(#’ "’##(6($ !5(###69$ #’#%(6’$ ##%6($ ##(6"$ ###:6)$ "%##(69$ !95##%6!$ #%#%(6)$
%(#! )!##!6($ "#9##%6"$ "#)69$ !#96($ #"#)6)$ (#(6($ )(##!6:$ "(’##%6)$ "#96:$
%(#" 55##96)$ 59:#%’69$ #"#%’6!$ ’#:6($ )#’6:$ (#(6($ 5:#%(6($ 5)5#%!69$ #"#%"65$
%(#: #’’#%"6#$ )%###)6!$ ####)6%$ 5##96($ ’:##96!$ %#’’6’$ #%!#%"69$ :9"##)6’$ 5##"6"$
%(#) #%9#%!6%$ )"5##96’$ #(##"6:$ ’%#:!6($ #’’#:)65$ ’#"(6($ 5:#%(6($ :%:##"69$ )##%6#$

合计 "’(##((6($ ! #!)##((6($ :!##((6($ "(##((6($ #5:##((6($ :##((6($ !9(##((6($ ’ 5"###((6($ "9##((6($

表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季节分布
4M\PQ%$LQMXOEMPRDXUTD\HUDOE O>U?QZODXOEOHX

MED[MPMER ZPMEUZODXOEDEKDE=DRQE=Q>TO[%(#% UO%(#)
季度 报告起数#7$ 发病人数#7$ 死亡人数#7$

第一季度 5%##)6!$ )!5##96#$ )##(65$

第二季度 #""#%56%$ # ()%#%"65$ 5##!6#$

第三季度 #%(#%%6:$ ))’##96:$ #:#%"6($

第四季度 #:’#’(69$ # ""’#’)6!$ ’%#"(6($

合计 "’(##((6($ ! #!)##((6($ :!##((6($

图 #$%(#%!%(#)年云南省有毒植物中毒事件地区分布情况
1DKHTQ#$3QKDOEMPRDXUTD\HUDOE O>U?QZODXOEOHXZPMEU

ZODXOEDEKDE=DRQE=Q>TO[%(#% UO%(#)

图 %$%(#%!%(#)年云南省有毒动物中毒事件地区分布情况
1DKHTQ%$3QKDOEMPRDXUTD\HUDOE O>U?QZODXOEOHXMED[MP

ZODXOEDEKDE=DRQE=Q>TO[%(#% UO%(#)

%6%6!$场所分布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起

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发生最多的场所是家庭"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6:7 # ’’);"’( $( !(6’7
## :)%;! #!)$和 956#7 #");:!$"见表 ’’ 中毒规
模以 农 村 宴 席 和 学 校 较 高" 分 别 达 到 %% 和
%( 人;起&家庭中引起中毒的食物主要是乌头(四季
豆和蜂蛹"报告起数占总数的 )#697#%!%;’’)$"餐
饮环节#集体食堂和餐饮单位$中引起中毒的食物

主要是四季豆(乌头和其他野菜"报告起数占总数
的 5’6#7#5";#(%$’

表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场所分布

4M\PQ’$+PM=QRDXUTD\HUDOE O>U?QZODXOEOHXMED[MP

MER ZPMEUZODXOEDEKDE=DRQE=Q>TO[%(#% UO%(#)
发病场所 报告起数#7$ 发病人数#7$ 死亡人数#7$

家庭 ’’)#:’6:$ # :)%#!(6’$ ")#956#$

集体食堂 )5##!65$ # (’)#%"6($ (#(6($

学校 !’#96#$ 9)’#%#6#$ (#(6($

餐饮单位 %’#!6’$ #’9#’6’$ (#(6($

农村宴席 !#(69$ 95#%6#$ (#(6($

其他 !!#96’$ ’’9#96%$ )##(65$

合计 "’(##((6($ ! #!)##((6($ :!##((6($

%6%6"$中毒食物分析
%(#%!%(#) 年云南省引起有毒动物中毒事件

的食物主要是蜂蛹"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
数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657 # !%;"’( $( !6#7
##:5;! #!)$和 )697#";:!$’

引起有毒植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前 " 位的食物
依次为乌头(四季豆(蓖麻子(蜂蜜(油桐"分别占
’(6%7 # #:(;"’( $( %56%7 # #"";"’( $( "6’7
#%9;"’($(’697#%(;"’($(’6:7##5;"’($&造成死
亡人数较多的植物为乌头(蜂蜜(钩吻"分别占
:%6"7#!(;:! $(#)6%7 ###;:! $和 !6)7 #’;:! $"
见表 !’

’$讨论
云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广大农村地区居

民有采食野生动植物的习惯"误食有毒动植物后发
生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中毒现状不容乐观’ 本研
究结果显示"云南省平均每年发生 996’ 起"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6" 起;年$ )’* "平均每年死亡 ## 人"

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5 人;年$ )!*和海南省#’ 人;
年$ )"* ’ 有毒动植物中毒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食
用乌头(蜂蜜(蜂蛹等"应将以上食品作为预防云南
省有毒动植物中毒的重点’ 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
毒事件报告起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可能与近年来
食源性疾病报告制度逐步完善有关 ):* "%(#) 年云南
省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县级覆盖率达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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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食物

种类
4M\PQ!$1OOR XZQ=DQXO>U?QZODXOEOHXMED[MPMER ZPMEU

ZODXOEDEKDE=DRQE=Q>TO[%(#% UO%(#)
类别 食物名称 报告起数#7$ 发病人数#7$ 死亡人数#7$

动物

植物

合计

蜂蛹 !%#)65$ #:5#!6#$ "#)69$

蚕蛹 !#(69$ ###(6’$ (#(6($

九香虫 %#(6!$ #(#(6%$ ###6:$

毒鱼(贝壳类 %#(6!$ :#(6#$ (#(6($

乌头 #:(#’(6%$ 5")#%’6#$ !(#:%6"$

四季豆 #""#%56%$ # :!##’56:$ ###6:$

蓖麻子 %9#"6’$ ’9"#56’$ (#(6($

蜂蜜 %(#’69$ 99#%6#$ ####)6%$

油桐 #5#’6:$ #"!#’6)$ (#(6($

豆浆 5##6)$ %’5#"69$ (#(6($

曼陀罗 9##6"$ %)#(6)$ (#(6($

大麻 )##6’$ !)##6#$ (#(6($

商陆 )##6’$ ’9#(65$ (#(6($

马铃薯 :##6#$ ’:#(65$ (#(6($

马桑果 "#(65$ "5##6!$ (#(6($

铁树果 !#(69$ %"#(6:$ (#(6($

钩吻 ’#(6:$ #%#(6’$ ’#!6)$

葫芦 ’#(6:$ 9#(6%$ (#(6($

橄榄皮 %#(6!$ #(#(6%$ (#(6($

膏桐子 %#(6!$ ’"#(69$ (#(6($

其他 !%#)65$ #5(#!6:$ ’#!6)$
"’(##((6($ ! #!)##((6($ :!##((6($

$$本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省因有毒动植物引起的
中毒一年四季均有发生"其中第四季度最多"报告
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697(
’)6!7和 "(6(7’ 引起中毒的主要食品是野生蜂
蜜(蜂蛹和乌头’ 野生蜂蜜(蜂蛹引起的食物中毒
在云南省较常见"且有明显的地区分布差异"主要
发生于云南省西部山区"中毒原因可能是因蜜蜂采
集有毒蜜粉源植物产生的有毒花粉或花蜜混入蜂
蜜(蜂蛹引起’ 另外"云南省民间有食用草乌的饮
食习俗"大多是因加工不当而造成中毒"应提高居
民对草乌中毒的认识"增强预防草乌中毒的防范意
识 ))/9* ’ 相关研究 )5*表明"有毒动植物中毒的主要
原因是误食或加工不当"加强预防措施能够明显的
减少中毒事件的发生’

有毒植物中毒事件在楚雄州(大理州(玉溪市
等地高发"有毒动物中毒事件在迪庆州(怒江州(保
山市等地高发"提示以上地区是防控有毒动植物中
毒的重点地区’ 事件高发可能与这些地区饮食文
化有关"在楚雄州(大理州(玉溪市当地许多群众有
吃草乌(附子等乌头类药物进补的饮食习惯"在迪
$$$

庆州(怒江州有采食野生蜂蜜(蜂蛹的习惯’
家庭是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

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排首位"且多数
是农村家庭就餐和家宴"因此"加强农村家庭预防
有毒动植物中毒知识 #重点是针对乌头(四季豆和
蜂蛹等$的宣传教育和对农村家宴的卫生监督管理
显得极为重要’ 同时"应重点关注集体食堂(餐饮
单位和学校"这些场所发生食物中毒虽无死亡"但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大多为群发性"中毒人数多(涉
及面广(影响大"因此需要加强集体食堂(餐饮单位
食品加工人员和学校师生等重点人群食品安全健
康教育#重点是针对四季豆(乌头等$"建议将食品
安全内容纳入到学校基础教育内容中"从小建立食
品安全意识"逐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 ’

综上所述"为有效预防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
事件的发生"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积
极开展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的调查与处置"提高应
急处置能力&#%$在重点地区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居
民对有毒动植物中毒的认识&#’$开展相关科学研
究"全面了解云南省有毒动植物中毒的流行特征"
深入探讨诸如野生蜂蜜(蜂蛹等引起中毒的发病机
制"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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