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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保定市发生一起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

件 [ 10] 后,虽然秦皇岛市不断加强预防蘑菇中毒的宣

传,但此次中毒事件的发生提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强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向市民介绍毒蘑

菇种类、中毒症状、危害及正确的蘑菇食用知识。
同时,进一步与各植物研究单位合作,在高危季节

和高危地区设立警示牌、发送警示短信等方式及时

预警,避免此类中毒事件再次发生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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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调查 2020 年 6 月湖南省郴州市发生的一起毒蘑菇中毒事件,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为制定防控措

施提供依据。 方法 　 对中毒原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集可疑毒蘑菇样品并进行形态学鉴定,同时应用液质联用

法测定蘑菇样品和患者血液中的蘑菇毒素。 结果 　 本次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病 7 人,死亡 1 人;患者均进食了自行

采摘的野生蘑菇,潜伏期 14 ~ 23
 

h,早期临床表现为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进而出现进行性肝损害,严重者

因急性肝衰竭而死亡;患者血液生化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异常升高;采集现

场剩余可疑毒蘑菇样品,经外观形态学鉴定和蘑菇毒素检测,综合鉴定为灰花纹鹅膏。 结论 　 本次事件是因误采

误食灰花纹鹅膏引起的中毒事件,建议加大毒蘑菇中毒宣传力度,建立蘑菇毒素快速筛查技术,完善食源性疾病监

测网络,以减少毒蘑菇中毒和死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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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
 

incident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Chenzhou,
 

Hunan
 

province
 

in
 

June
 

2020,
 

analyze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formulat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ods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cause
 

of
 

poisoning.
 

The
 

samples
 

of
 

suspicious
 

poisonous
 

mushroom
 

were
 

collected
 

for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ushroom
 

toxin
 

and
 

blood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LC-MS.
 

Results　 There
 

were
 

7
 

cases
 

of
 

mushroom
 

poisoning
 

and
 

1
 

death.
 

All
 

the
 

patients
 

ate
 

wild
 

mushrooms
 

picked
 

up
 

by
 

themselves,
 

and
 

the
 

incubation
 

period
 

was
 

14-23
 

h.
 

Earl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d
 

vomiting,
 

abdominal
 

pain,
 

diarrhea
 

and
 

oth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hich
 

led
 

to
 

progressive
 

liver
 

damage
 

and
 

death
 

in
 

severe
 

cases
 

due
 

to
 

acute
 

liver
 

failure.
 

Blood
 

biochemistry
 

showed
 

abnormal
 

elevation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The
 

remaining
 

wild
 

mushrooms
 

collected
 

on
 

site
 

were
 

identified
 

as
 

Amanita
 

fuliginea
 

by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mushroom
 

toxin
 

test.
 

Conclusion　 This
 

was
 

a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
 

caused
 

by
 

the
 

accidental
 

ingestion
 

of
 

highly
 

toxic
 

Amanita
 

fuliginea.
 

Publicity
 

on
 

mushroom
 

poison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Rapid
 

screening
 

technique
 

of
 

mushroom
 

toxin
 

and
 

Foodborne
 

Disease
 

Surveillance
 

Network
 

should
 

be
 

improved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ushroom
 

poisoning
 

and
 

death.

Key
 

words:
 

Poisonous
 

mushroom;
  

Amanita
 

fuliginea;
 

food
 

poisoning;
 

detection
 

of
 

amatoxin

　 　 近年来毒蘑菇中毒已成为我国突出的公共卫

生问题,其死亡人数居食物中毒之首 [ 1] 。 毒蘑菇种

类多且毒素成分复杂,不同种类的蘑菇所含的毒素

不同,中毒后临床表现和病情严重程度各异,因此

有必要及时总结调查处置经验,以便科学、有效地

应对各类毒蘑菇中毒事件。 2020 年 6 月 8 日湖南

省郴州市永兴县发生一起误采误食野生毒蘑菇中

毒事件,其中 7 人发病,1 人死亡。 本研究采用流行

病学调查、形态学鉴定和蘑菇毒素检测等方法对该

起事件中毒原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期为毒蘑菇中

毒调查处置和制定防控措施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的仪器和试剂

三重 四 极 杆 液 相 色 谱 质 谱 联 用 仪 ( LCMS-
8050) 购自日本岛津公司。 标准品: α-鹅膏毒肽

( α-Amanitin, α-AMA ) 、 β-鹅 膏 毒 肽 ( β-Amanitin,
β-AMA) 、 γ-鹅膏毒肽 ( γ-Amanitin, γ-AMA ) 、 二羟

鬼笔毒肽 ( Phalloidin, POD) 和羧基二羟鬼笔毒肽

( Phallacidin, PCD ) ( 含 量 均 ≥ 90%, 购 自 Alexis
 

Biochemicals 公 司), 乙 腈 和 甲 醇 ( HPLC 级, 美 国

Fisher 公司);乙酸铵(纯度>99. 999%,Sigma 公司)。
1. 2　 方法

1. 2. 1　 流行病学调查

对此次毒蘑菇中毒事件的患者进行现场个案

调查,包括患者的中毒症状、发病时间、进食可疑餐

次、蘑菇来源以及加工情况等;通过接诊医生了解

患者的主要临床特征、诊治情况,查阅病历记录和

临床检验资料;前往中毒患者家中采集剩余可疑毒

蘑菇样品,并经患者确认是否食用。

1. 2. 2　 形态学鉴定

参照《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 [ 2] 等书籍对采

集到的剩余可疑毒蘑菇样品的菌菇形态、颜色、菌

盖、菌褶等情况进行比对,并拍照通过微信群发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院对其形态进行鉴定。
1. 2. 3　 蘑菇毒素检测

2020 年 6 月 10 日,郴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采集到的剩余可疑毒蘑菇样品以及 6 例住院患者发病

当日、次日的血液标本进行了 α-AMA、β-AMA、γ-AMA、
POD 和 PCD 共 5 种蘑菇毒素检测。 蘑菇样品按照

《2017 年国家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风险监测工作手

册》 [3] 、血液标本参照文献[4]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2　 结果

2. 1　 流行病学调查

2. 1. 1　 基本情况

2020 年 6 月 7 日上午郴州市永兴县油麻镇某

村村民邓某彩、邓某足、曹某 3 人相约一同在村后

山上采摘野生蘑菇,据调查 3 人均有凭经验采食

野生蘑菇的习惯,每年蘑菇生长时节均会到山上

采食野生蘑菇,据邓某足叙述此次 3 人共同采摘

了 2 ~ 3 种认为可食的蘑菇分别带回家食用。 6 月

7 日 12 时 40 分左右曹某 ( 病例 7) 将采摘的野生

蘑菇煮汤后与其 4 个子女共同食用,6 月 8 日 7 时

20 分曹某的大儿子(病例 1) 出现腹痛、腹泻症状,
遂前往县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因怀疑为 “ 蘑菇中

毒”被转送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之后曹某的小儿

子(病例 2) 、大女儿( 病例 3) 、小女儿( 病例 4) 相

继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由卫生院直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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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病例 7 有轻微胃肠道症

状未住院,门诊服药后症状缓解。 6 月 7 日 12 时

左右邓某足(病例 5) 将部分野生蘑菇煮汤后与其

丈夫(病例 6)共同食用,次日凌晨 3 时左右相继出

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 6 月 8 日 16 时市、县

疾控中 心 对 该 起 蘑 菇 中 毒 事 件 开 展 调 查, 病 例

6 和病例 7 在调查组的建议下于当日 19 时由卫生

院送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 邓某彩将所采摘的

野生蘑菇晾晒但未食用,其无不适症状。
2. 1. 2　 临床表现及救治情况

7 例患者均在进食野生蘑菇后 14 ~ 23
 

h 内发

病,早期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呕吐( 2 ~ 3 次 / d,胃内容

物) 、腹泻( 5 ~ 6 次 / d,黄色稀便) ,腹痛(上腹部,阵
发性) ,病例 6 伴有头昏、恶心、全身乏力症状,病例

1 发病 3
 

h 后出现神志昏迷、抽搐(2 次) 。 临床血液

检测显示,患者血液生化检测值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 (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 、 乳 酸 脱 氢 酶

(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异常升高,以上 3 项指

标在患者摄入蘑菇后第 2 ~ 4
 

d 达到峰值,其中第

4
 

d 病例 1 的 3 项指标峰值依次为参考值高限的

188 倍、276 倍和 43 倍( 表 1) 。 临床治疗采取解毒

护肝、维持内环境稳定和保护重要脏器功能等对症

支持疗法,重症、危重症患者实施血液置换联合连

续性 肾 脏 替 代 治 疗 (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 病例 1 病情过重于 6 月 12 日因急

性肝衰竭死亡,病例 2、 3、 4、 5、 6 分别在医院治疗

20、20、16、9、4
 

d 后痊愈出院。

表 1　 7 例患者发病情况及血液生化检测主要指标结果

Table
 

1　 The
 

incidence
 

and
 

blood
 

biochemical
 

test
 

results
 

of
 

7
 

patients

病例 性别
年龄
/ 岁

潜伏期
/ h

临床症状

血液生化检测主要指标峰值

ALT
/ ( U / L)

AST
/ ( U / L)

LDH
/ ( U / L)

出现峰值
时间 / d

病例 1 男 4 19 腹痛、腹泻、昏迷、抽搐、肝衰竭、死亡 7
 

521. 00 11
 

043. 00 10
 

811. 80 4
病例 2 男 2 18 腹痛、腹泻 7

 

569. 00 10
 

169. 00 7
 

646. 90 3
病例 3 女 7 23 呕吐 4

 

082. 00 3
 

075. 00 2
 

387. 90 4
病例 4 女 5 23 呕吐 3

 

306. 00 2
 

825. 00 2
 

070. 80 3
病例 5 女 58 14 恶心、呕吐、腹泻 764. 20 578. 10 547. 80 3
病例 6 男 58 15 恶心、呕吐、腹泻、头昏、全身乏力 176. 50 290. 20 356. 70 2
病例 7 女 42 21 腹痛 / / / /
注:3 项指标参考值范围:ALT

 

7 ~ 40
 

U / L,AST
 

13 ~ 40
 

U / L,LDH
 

120 ~ 250
 

U / L;“ / ”表示未获得相关数据

2. 2　 毒蘑菇来源及其外观形态学鉴定

图 1　 灰花纹鹅膏(菌盖)
Figure

 

1　 Amanita
 

fuliginea( mushroom
 

cap)

事件发生后,调查人员立即前往事发地开展食

品卫生学调查工作。 经调查,曹某(病例 7) 采摘的

蘑菇已全部食用,无剩余蘑菇;邓某彩因获知同行

采摘人员食用蘑菇中毒后,已将采摘的蘑菇全部丢

弃。 调查人员在邓某足(病例 5)家垃圾桶中找到剩

余尚未烹调的野生鲜蘑菇,经拍照给真菌专家初步

判断有疑似剧毒蘑菇灰花纹鹅膏和 2 种可食的野生

蘑菇。 调查人员将可疑毒蘑菇样品(图 1)送至郴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毒素检测和形态学鉴定,
同时将该可疑毒蘑菇样品供曹某辨认后确定其本

人及 4 名小孩食用了混有该种蘑菇的蘑菇汤。 调查

组所采集的剩余可疑毒蘑菇菌盖中等大小,直径 3 ~
4

 

cm,由外到内为深灰色、暗褐色至近黑色,具深色

纤丝状隐花纹,边缘平滑无沟纹,菌褶白色,较密

集,疑似灰花纹鹅膏菌盖形态,经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专家鉴定为灰

花纹鹅膏。
2. 3　 蘑菇毒素检测

通过将样品中所含毒素在 LC-MS 上的保留时

间和离子对与标准物质比较,对毒素种类进行定性

分析。 检测结果显示,病例 5 家中采集的剩余可疑

毒蘑菇样品中检出 α-AMA、 β-AMA、 γ-AMA、 POD
 

4 种蘑菇毒素,检测样品和标准品色谱图见图 2、3;
病例 1、2、3、4、5、6 血液标本中未检出上述蘑菇毒

素,病例 7 未采集血液标本检测。

3　 讨论

湖南省地处亚热带气候区,生态环境适宜野生

蘑菇生长,据文献报道 2013—2015 年湖南省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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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 γ-AMA 含量低,采用局部放大图展示

图 2　 剩余蘑菇样品的色谱图

Figure
 

2　 Chromatogram
 

of
 

the
 

remaining
 

mushroom
 

sample

图 3　 5 种蘑菇毒素标准品色谱图

Figure
 

3　 Chromatogram
 

of
 

5
 

standard
 

mushroom
 

toxins

生毒蘑菇中毒事件 136 起(占食物中毒事件总数的

43. 04%,136 / 316) ,发病人数 565 人,死亡 15 人(占

食物中毒事件死亡总人数的 71. 43%,15 / 21) [ 5] ,是
我国毒蘑菇中毒事件高发地区之一 [ 6] ,研究表明湖

南省毒蘑菇中毒造成的疾病负担较重,已直接影响

到居民的正常生活 [ 7] 。 郴州位于湖南东南部,当地

居民历来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史文佩等 [ 8] 对

2015 年湖南省毒蘑菇中毒空间聚集性分析显示郴

州市属高发热点区域,提示该地居民误采误食毒蘑

菇中毒的风险较大。 为减少毒蘑菇对人群的健康

危害,减轻所造成的疾病负担,相关部门应加强对

毒蘑菇中毒的监测,掌握其发病特点和流行规律,
适时发布中毒风险预警。

灰花纹鹅膏( Amanita
 

fuliginea) 生长于夏秋季

亚热带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地 [ 2] ,是湖南省近年

来毒蘑菇中毒事件中引起死亡的最主要菌种 [ 9] 。
人误食后潜伏期为 6 ~ 12

 

h,也有摄入 20
 

h 后才出

现中毒症状,首发症状多为急性胃肠炎的表现,2 ~
3

 

d 后出现肝功能异常,血液中 ALT、AST、LDH 异

常升高,严重者出现爆发性肝功能衰竭,可进展至

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 10-11] 。 本次事件中毒患

者相继出现急性胃肠道症状和进行性肝损害的临

床表 现, 同 上 述 文 献 以 及 湖 南 宁 乡 [ 12] 、 山 东 青

岛 [ 13] 报道的灰花纹鹅膏中毒临床特征相符。 虽然

患者血液标本中未检出鹅膏毒素,但血液中毒素

可检测窗短、检测方法存在局限,因此阴性结果并

不能排除诊断 [ 10] 。

毒蘑菇中毒治疗的关键是掌握不同类型毒蘑

菇中毒的治疗原则,并尽快明确毒素种类,以便进

行特异的解毒治疗 [ 14] 。 灰花纹鹅膏已知的主要毒

素为 鹅 膏 毒 肽、 鬼 笔 毒 肽 和 毒 伞 素 三 类, 其 中

α-AMA 和 β-AMA 是最主要的致死毒素 [ 11] 。 目前

已有学者开展了鹅膏毒肽快速高通量色谱-质谱筛

查技术的研究 [ 4,15] ,但不同公司生产的液相色谱-质
谱仪设计原理和参数不同,检测后所得出的质谱图

差别可能很大。 因此建议在蘑菇中毒高发地区建

立鹅膏毒肽等蘑菇毒素快速检测方法及相应的指

纹质谱图数据库,一旦发生中毒可快速锁定或排除

毒物种类。 本次事件的样品检测正是郴州建立蘑

菇毒素快速筛查技术的一次实践,病人中毒的原因

被快速确定,为临床及时、精准治疗提供了依据。
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本次事件发生的原因主

要为:(1)患者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但因知识欠

缺不能做到科学识菌、科学食菌,仅凭经验采摘而

误采了灰花纹鹅膏;( 2) 当地居民采摘的可食野生

蘑菇草鸡枞鹅膏与灰花纹鹅膏形态上很相似,采摘

者很难将两者区分。 本次事件提示郴州市毒蘑菇

中毒防控形势不容乐观,建议加大毒蘑菇中毒宣传

力度,提高人群对毒蘑菇中毒危害的认识,以降低

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别要说明的是,郴州

市构建的食源性疾病县乡村一体化监测体系在本

次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患者被及时发现和快速

转诊,未延误最佳治疗时间,未造成严重后果,提示

完善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医院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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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哨点作用,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利于

降低毒蘑菇中毒的病死率。 此次调查的局限性是

没有获得 4 例中毒患儿的毒蘑菇摄入量数据,未能

开展中毒剂量关系分析,下一步我们将改进完善调

查方法,进一步提高毒蘑菇中毒事件应急处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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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学校发生的一起食物中毒事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查明致病因子、致病

食品及其污染来源,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为今后此类事件的调查处置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

析本次事件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开展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可疑食品;食品卫生学调查采用访谈和现场勘查的方式,
了解食品制作、运输、贮存过程及其原料来源;采集病例和从业人员肛拭子样本、食品及其加工环节样本、饮用水样

进行实验室检测。 结果 　 共调查发现疑似病例 51 例,临床表现以腹泻、发热、腹痛、头痛、恶心和呕吐为主。 发病

潜伏期为 2. 5 ~ 51
 

h,中位数 20
 

h。 病例对照分析表明 2018 年 9 月 4 日早餐中的三明治是可疑高危食物。 7 例病例

的肛拭子样本检出沙门菌,分离的阳性菌株经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分子分型分析表明均来自相同感染源,且存

在多型别沙门菌同时感染的情况。 结论 　 该事件是一起由沙门菌感染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可疑食物为三明治。
建议学校供餐单位应加强供餐食品审核,严格执行留样制度,落实各项食品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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