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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对本次事件的调查，及时查明中毒原因，以总结经验，为食物中毒预防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按国家《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开展现场调查，对可疑植物进行形态学鉴定。 结果　 ９ 人中有

８ 人发病，罹患率 ８８ ８９％ ，临床症状以恶心、呕吐、头晕、腹痛为主。 流行曲线提示为点源暴发，５ 月 １６ 日早餐为可疑

餐次，山野菜为可疑食物。 结论　 本次中毒事件为一起因误食野生有毒植物———藜芦引起的植物性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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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野菜因生长于山林中，未受到工业和农药化

肥的污染，近年来成为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中的

重要一员，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 然而，常有

貌似山野菜的有毒植物，因误采、混采而被误食，造
成食物中毒甚至死亡事件的发生。 本文对雅安市

某县一起误将藜芦当做山野菜牛尾巴食用而引起

的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以总结经

验，为今后采取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本次调查病例定义为：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 ２０ 日，
雅安市某县民工一行 ９ 人中，出现胃部不适、口部发

麻、头晕、恶心、呕吐者（８ 人）。
１ ２　 方法

调查方法：按国家《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

查技术指南》 ［１］进行中毒症状、可疑餐次、近 ３ 天就

餐食谱、医疗救治等情况的调查，同时采集疑似有

毒植物送专业机构鉴定。
中毒诊断标准：按 ＧＢ １４９３８—９４《食物中毒诊断

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规定［２］，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资

料以及患者潜伏期、特有的中毒临床表现进行诊断。
１ ３　 中毒事件发生经过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早晨 ７ 时，某县乡镇民工一行

９ 人，其中 ８ 人在租住房内进食早餐后，随即出现胃部

不适、口部发麻、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陆续到该乡

卫生院就诊，乡卫生院怀疑为食物中毒，立即上报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将病人转诊到县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 经补液、抗炎、抑酸、护胃、止血等治疗后，就诊

的 ８ 人病情好转，全部于 ５ 月 １９ 日出院。

２　 结果

２ １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２ １ １　 发病情况

同住的民工有 ９ 人，本次食物中毒事件共发病

８ 人，罹患率 ８８ ８９％ 。 住院治疗 ８ 人，男性 ７ 人，女
性 １ 人，年龄为 ３２ ～ ６６ 岁，首例发病时间为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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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５左右，末例发病时间在 ９ 时左右，有 ６ 人发病时

间均在早上 ７ ～ ８ 时左右，此次食物中毒发病时间集

中，属于点源暴露。 患者住院时间中位数为 ４ ｄ，均
治愈出院。
２ １ ２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患者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胃部不适、口部发麻，
恶心、呕吐，头晕、腹痛、全身乏力等症状，其中恶心

８ 例（１００％ ）、呕吐 ８ 例（１００％ ，呕吐次数最多达

１０ 次，最少为 ２ 次）、头晕 ５ 例（６２ ５％ ）、腹痛 ３ 例

（３７ ５％ ）、乏力 １ 例（１２ ５％ ），症状以恶心、频繁呕

吐为主，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肾功、
凝血功能、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
２ １ ３　 进食情况调查

一行 ９ 人均为帮人修房的民工，近 ３ 天均在租住

房内自己做饭就餐，无外出就餐史。 发病前 ３ 天的食

谱均为当季蔬菜加米饭，主要有：腊肉炒腌菜、土豆烧

肉、回锅肉、凉拌黄瓜、拌青椒、炒土豆、生菜汤、米饭。
发病当日早餐食谱为：炒山野菜、凉拌黄瓜、拌青椒、
炒土豆、生菜汤、米饭，早餐食谱中新增加了山野菜。
早餐 ８ 人进食，均发病，１ 人未吃，未发病。
２ １ ４　 中毒餐次和中毒食品的确定

该 ９ 人前 ３ 天就餐情况相同，只有 １６ 日早餐有

差异，未发病的 １ 人未吃 １６ 日早餐。 发病的 ８ 人进

食 １６ 日早餐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系列症状，因此，
１６ 日早餐引起中毒的可能性大。 １６ 日早餐食谱新增

食物———炒山野菜，其他食物跟前 ３ 天基本相同，
８ 人进食山野菜后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未进

食早餐者和周围的村民无发病。 因此，中毒餐次很可

能为 ５ 月 １６ 日早餐，中毒食品初步判定为山野菜。
２ １ ５　 山野菜的来源调查

６ 月 １５ 日由一村民赠予，其在山中采集，自认

为是牛尾巴 ［学名： 万寿竹， Ｄｉｓｐｏｒｕｍ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ｅ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野菜。 民工于次日早晨煎炒后食用。
２ ２　 山野菜形态鉴别结果

中毒事件发生后，调查人员发现食用的山野菜非

牛尾巴野菜，而是一种陌生的野生植物，由于高度怀

疑为野菜中毒，故采集民工食用剩余的野菜样品 １ 株

（见图 １），送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系鉴

定。 专家从野生植物形态特征、生长环境等方面进行

了综合鉴别，确认样品为藜芦（Ｖｅｒａｔｒ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Ｌ． ），
该种野生植物含有有毒的生物碱———藜芦碱。

３　 讨论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及有

毒植物鉴定结果综合分析，结合 ＧＢ １４９３８—９４《食
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２］ 的规定，判定

图 １　 送检样株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ｅ

该中毒事件为一起因误食野生有毒植物“藜芦”引

起的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 中毒餐次为 ５ 月 １６ 日

早餐，中毒食品为有毒植物“藜芦”。
３ １　 藜芦、万寿竹的生物特性

藜芦 （ Ｖｅｒａｔｒ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Ｌ． ），百合科藜芦属植

物，多年生草本，别称：黑藜芦、山葱、白藜芦、旱葱、
毒药草、七厘丹。 主要产于山西、河北、河南、四川、
贵州等地［３］，生长在海拔 １ ２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的山坡林

下或草丛中。 其有毒成分为原藜芦碱、藜芦苇碱等

多种甾体生物碱［４］，毒副作用与乌头碱有相似之

处，主要作用于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及迷走神经［５］。
藜芦根及根茎入药，能催吐、祛痰、杀虫等。 小白鼠

灌药后 ５ ～ ３０ ｍｉｎ 内即发生呃逆、呕吐、呼吸困难等

现象［６］，藜芦浸出液的 ＬＤ５０ 为（１ ７８ ± ０ ３８） ｇ ／ ｋｇ，
中毒表现最常见为恶心、呕吐，有时伴有心律不齐、
低血压，人类中毒少见，患者经积极救治，一般可治

愈，不留后遗症。
万寿竹［Ｄｉｓｐｏｒｕｍ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ｅ（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百

合科万寿属植物，多年生草本，又名：白龙须、白毛

七、白毛须、百尾笋等，事件发生地俗称牛尾巴。 主

要产于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生
长于低山区林下阴处，夏、秋间采收，洗净，鲜用或

晒干。 性温、气无、味淡而粘、无毒，具润肺止咳，健
脾消积之功效。

从上所述可见，两种植物都为百合科，多年生

草本，藜芦含有毒生物碱，万寿竹无毒，为可食用山

野菜，两种植物成苗后在根、茎、花、叶形态上均有

所不同，但幼苗时由于植物未长开，难以区分，因此

造成了本次的误采、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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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本次发病的特点

８ 名病人临床症状相似，发病时间集中，呈现点

源暴露模式。 共同暴露餐次较多，但仅 １６ 日早餐与

平时食物不同，且未吃者不发病，因此推断 １６ 日早

餐为可疑餐次的可能性较大。 由于样本量有限，不
能从分析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论证。
３ ３　 中毒后的临床表现

目前我国尚无藜芦中毒的诊断标准，因此没有

藜芦中毒患者临床表现的描述，本次调查中查阅到

两起藜芦中毒的资料报道［３，５］，均为家庭误食后引

起的中毒，一起中毒 ３ 人，一起中毒 ４ 人，其临床表

现主要为恶心、频繁呕吐、四肢发麻、头晕，和本次

中毒病人症状极其相似。
３ ４　 体会和建议

误食藜芦引起食物中毒很少见，作者根据查阅

资料检索到两起报道［５，７］，以及此次食物中毒调查

的处理过程，得出如下体会和建议：
①植物性食物中毒，特别是误食后引起的中

毒，由于植物种类繁多，植物中所含的生物活性成

分复杂，在较短时间内，很难通过检测手段查明中

毒原因。 因此，在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及时将

可疑有毒植物送专业机构进行形态学等方面的鉴

别，对中毒原因的确定、病人的救治有重要作用；

　 　 ②建议收集全国范围内发生过的有毒植物性

食物中毒案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有毒植物形

态学及诊断治疗信息网络平台，并向社会开放，以
便专业机构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及时查询，同时为人

们提供一个权威渠道以了解相关知识，避免误食、
误用引起的中毒；

③食物中毒调查人员，需加强有毒植物形态

学、生态学知识的培训，以便在食物中毒调查处理

过程中做到迅速识别、有效控制；
④通过本起事件，提醒人们不要随便食用和采

摘不认识的或从未食用过的山野菜，以防食物中毒。

参考文献
［ 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

南［Ｚ］． ２０１２
［ ２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ＧＢ １４９３８—９４ 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

技术处理总则［Ｓ］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４
［ ３ ］ 　 高学敏． 中药学［Ｍ］．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９８
［ ４ ］ 　 陈世铭． 急性中毒的诊断与救治［Ｍ］．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１９９６：７６８⁃７６９
［ ５ ］ 　 夏书香． 藜芦中毒临床表现及救治［ Ｊ］ ．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

专业，２０１２，３０（７）：８０⁃８１
［ ６ ］ 　 谢锦玉，等． 藜芦碱中毒后小白鼠肝脏的组织化学变化［ Ｊ］ ．

吉林医科大学学报：医学版，１９６４（１），１０⁃１２
［ ７ ］ 　 顾允中，黄美键． 藜芦碱中毒 ３ 例［ Ｊ］ ． 浙江医学，１９９０（３）：

２６⁃２８

·资讯·

关于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ＧＢ ５００９． １５—２０１４）等
１３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
员会审查通过，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镉的测定》（ＧＢ ５００９． １５—２０１４）等 １３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ＧＢ ５００９． １５—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ｐｄｆ
ＧＢ ５００９． １６—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定． ｐｄｆ
ＧＢ ５００９． １２３—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ｐｄｆ
ＧＢ ５００９． ２２３—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甲酸乙酯的测定． ｐｄｆ
ＧＢ ８２７０—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甜菊糖苷． ｐｄｆ
ＧＢ １５１９３． ６—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哺乳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ｐｄｆ
ＧＢ ２２２５５—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氯蔗糖（蔗糖素）的测定． ｐｄｆ
ＧＢ ３１６２２—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杨梅红． ｐｄｆ
ＧＢ ３１６２４—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天然胡萝卜素． ｐｄｆ
ＧＢ ３１６２５—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二氢茉莉酮酸甲酯． ｐｄｆ
ＧＢ ３１６３１—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氯化铵． ｐｄｆ
ＧＢ ３１６３２—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镍． ｐｄｆ
ＧＢ ３１６３４—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珍珠岩． ｐｄｆ
特此公告。
（相关链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ｆ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ｓｐｓ ／ ｓ７８９１ ／ ２０１５０２ ／ ５ａｆｆｆ６ｄ８ｆ７６ｅ４ｅａ０ａ３ａｅ０９６４９ｆ６５ｃ５７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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