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UV7SFS9WX’7(YWDDWWZU[8VS7S &%$, 年第 &+ 卷第 ! 期

bBE%&%%,%.!)"!# $),&*)"$2

,$$-#k=;LY(%d@N@44b’%b>M:B?<%B?>A2V;4>;?R@?:A=HJ=; DC>;3B%

$//$*&%%/,9-2(C35 dBE=>?C%&%$%%$""/#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8K0P

)"+/-$&!&%%.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肉毒梭菌及肉毒毒

素检验, F-2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

,$.-#DZ(2K>3?BC=@A@L=3>A(;>AG?=3>Ab>;:>A" K(b# $ <5>N?BC$"

,&E$!CGKG%?8E!%&GF%?, F-2&%%$2

,$)-#罗建忠%徐文英2新疆肉毒中毒流行状况及预防对策,9-2现

代预防医学%&%%&%&/"$# $/"*/+2

,$!-#d=3IB??9%KBCLK%<5>NA=; S%B?>A2FG;EC@JB@4R@?:A=HJ =;

=;4>;3G$3A=;=3>A>;E BAB3?C@N5GH=@A@L=3H?:EG,9-27S;LA9bBE%

$/",%&/!"$)# $""%*""&2

,$,-#b>HA>;I>F S%Yvh:BM<%ZGIBH9k%B?>A2( ;@OBAR@?:A=;:J

;B:C@?@\=;% NCBO=@:HAGCBN@C?BE >HHBC@?GNBU% 5>H>5GRC=E*A=IB

H?C:3?:CBQ=?5 CBL=@;H@4H=J=A>C=?G?@?5BH?C:3?:CBH@4HBC@?GNBH(

>;E D>;E =H;B:?C>A=MBE Q=?5 HBC@?GNB(>;?=?@\=; ,9-29V;4B3?

Z=H%&%$,%&$.".# $."/*.+!2

,$"-#U@>C>: 8%dBAA@:\V%8>G@?(%B?>A2PQ@3>HBH@4?GNB(=;4>;?

R@?:A=HJ=; 8CB;@RAB%DC>;3B$ ;@5@;BG4@C=;4>;?H,9-2S:C9

dBE=>?C%&%$&%$"$".# $!+/*!/$2

,$+-#D@\<k%kBB?<(% F?C@RBC9K2’B3B;?>EO>;3BH=; =;4>;?

R@?:A=HJ,9-2dBE=>?C7B:C@A%&%%!%.&".# $$)/*$!)2

,$/-#张婕%徐文瑞%赵曼曼%等2婴儿肉毒中毒三例并文献复习

,9-2中华儿科杂志%&%$,%!)".# $&$)*&$"2

研究报告
&%%)!&%$. 年全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流行病学分析

王锐!丁凡!高永军!王霄晔!李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北京#$%&&%,#

摘#要!目的#了解我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规律及流行病学特征!为植物性食物中毒的预警及预防控制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对 &%%)(&%$.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中报告的全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

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年全国共报告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 ,,% 起!累计报告中毒
$" /!! 人!死亡 $/, 人" 第四季度是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发季节" 云南’广西’四川’广东’贵州是植物性食物

中毒的高发省%自治区&#菜豆中毒事件占事件总数的 !.-.^%.!&0,,%&!乌头’油桐’蓖麻子’发芽马铃薯和钩吻引

起的中毒事件占事件总起数的 &)-!^%$,&0,,%&" 集体食堂是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发生场所!加工处理方

式不当和误认误食是引发中毒的主要原因" 结论#做好集体食堂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严格

规范食品标签和食品宣传!及时预警’监测’报告和处置食物中毒事件!开展公众的健康教育工作!是预防控制植物

性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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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植物资源丰富%其中高等植物 .! %%% 余
种 ,$- %可食用植物 & %%% 余种 ,&- %药用植物 $$ %%% 余
种 ,.- .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人们越来越崇尚采食野生植物%追求)无污染*+)纯
天然*食品%由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引起中毒的植物种类也越来越复杂. 为了解植物
性食物中毒的发生规律和流行病学特征%为植物性
食物中毒事件的及时预警和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
据%本文以 &%%)!&%$. 年全国各省份通过国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的植物性食
物中毒事件为基础%对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流行
病学特征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 年%全国各省份通过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上报的植物性食物中毒
事件.
$-&#方法

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 &%%)!&%$. 年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的%符合植物性食
物中毒判定标准的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

植物性食物中毒判定标准$将天然含有有毒成
分的植物或其加工制品当做食品&在加工过程中未
能破坏或除去有毒成分的植物当做食品&在一定条
件下%产生了大量有毒成分的可食的植物性食
品 ,)- . 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要件.
$-.#统计学分析

采用 b=3C@H@4?S\3BA&%$% 软件建立数据库%
FdFF $!-%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采用 "& 检验
比较不同省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病死率.

&#结果
&-$#基本情况

&%%)!&%$. 年%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
息系统报告的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共 ,,% 起%累计
报告中毒 $" /!! 人%死亡 $/, 人%病死率为 $-$^
"表 $#&报告的事件数和中毒人数基本上呈逐年下
降趋势. &%%, 年报告的事件起数最多%占植物性食
物中毒事件总起数的 $.-%^ "+,0,,%#&&%%! 年报
告的中毒人数最多%占植物性食物总中毒人数的
$"-)^". $$,0$" /!!#&&%$% 年报告的死亡人数最
多%占 $% 年间植物性食物中毒总死亡人数的
$!-+^".$0$/,#.

表 $#&%%)!&%$. 年各年度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P>RAB$#7:JRBC@4OBLB?>A4@@E N@=H@;=;L@:?RCB>IH4C@J&%%) ?@&%$.

年份
事件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病死率 0̂

食物
中毒

植物性
食物中毒

占比
0̂

食物
中毒

植物性
食物中毒

占比
0̂

食物
中毒

植物性
食物中毒

占比
0̂

食物
中毒

植物性
食物中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时间分布
第四季度是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发季节%

事件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植物性食物
中毒事件总起数+总中毒人数和总死亡人数的
.!-,^"&.!0,,%#+.+-"^", /!&0$" /!!#和 ."-&^

"".0$/,#&占同期食物中毒事件总起数+总中毒人
数和 总 死 亡 人 数 的 &"-,^ " &.!0+!% #+ &,-+^
", /!&0&! /&$#和 &%-&^"".0.,$#%见表 &. $& 月
份是植物性食物中毒的高发月份%事件起数+中毒
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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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年全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月分布情况
P>RAB&#b@;?5AGE=H?C=R:?=@; @4OBLB?>A4@@E N@=H@;=;L@:?RCB>IH4C@J&%%) ?@&%$.

月份
事件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食物
中毒

植物性
食物中毒

占比
0̂

食物
中毒

植物性
食物中毒

占比
0̂

食物
中毒

植物性
食物中毒

占比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数+总中毒人数和总死亡人数的 $!-.^"$%$0,,%#+
$!-$^"& "%,0$" /!!#和 &$-)^")&0$/,#.
&-.#地区分布

&%%)!&%$. 年%全国 .$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均有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云南省报告
的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
数最多%病死率为 &-&^%居全国第二位&广西的病
死率最高&云南和广西的病死率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o%-%%$# . 事件起数
居前十位的省 "自治区#报告事件起数+中毒人数
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总起数+
总中毒人数和总死亡人数的 ,"-"^ " ))" 0,,% # +
,&-"^"$$ &!" 0$" /!! #和 +!-&^ "$," 0$/, # %见
表 ..

表 .#&%%)!&%$. 年全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数居前

十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情况
P>RAB.#P@N ?B; NC@O=;3BH@4OBLB?>A4@@E N@=H@;=;L@:?RCB>IH

=; <5=;>4C@J&%%) ?@&%$.

省"自治区#
事件
起数

占比
0̂

中毒
人数

占比
0̂

死亡
人数

占比
0̂

病死率
0̂

云南 $&+ $/-) . &$. $"-/ "& .,-" &-&

广西 ,$ /-& $ %.! !-+ .& $,-. .-$

四川 !& "-/ /$) !-$ $, +-& $-+

广东 ), "-% $ .+% "-" $, +-& $-&

贵州 .! !-. $ %&" !-" $$ !-, $-$

北京 &/ )-) +.) )-, " .-, %-+

黑龙江 &! .-+ "$/ )-% & $-% %-.

吉林 &! .-+ "$. )-% & $-% %-.

新疆 &! .-+ ,!/ .-" + )-$ $-&

湖南 &$ .-& ",. )-& $ %-! %-$

&-)#中毒食品和致病因素
由表 ) 可见%&%%)!&%$. 年报告的植物性食物

中毒事件中%已知中毒原因的事件占事件总起数的
/%-&^"!/!0,,%#%已知的引起中毒的植物分布于
$/ 个科 .$ 个属. 菜豆引起的中毒事件起数和中毒

人数最多&乌头+油桐+蓖麻子+发芽马铃薯+钩吻等
! 种致病因素引起的事件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占事
件总起数和总中毒人数的 &)-!^ " $,&0,,% # 和
$/-$^". ).%0$" /!!#. 乌头引起的中毒死亡人数
最多%病死率为 $!-$^",.0)$"#&其他引起死亡人
数较多的致病因素为钩吻和毒蜂蜜. 本研究中的
毒蜂蜜中毒事件均为食用了有毒植物的花蜜和花
粉加工成的有毒蜂蜜引起的中毒%已知的引起中毒
的植物有雷公藤+钩吻+曼陀罗等.
&-!#中毒原因和发生场所

植物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多为加工处理方
式不当和误认误食"表 !# . 因菜豆和豆浆引起的
中毒事件均为加工处理方式不当引起%事件起数+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因加工处理不当引起
的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
的 /&-&^ ".,! 0./, # +/)-%^ "$& +"% 0$. ,/! #和
!!-,^"$% 0$+# . 乌头+油桐+蓖麻子+钩吻+苦葫
芦+麻风果+马桑果+野八角等引起的中毒事件多
由误认误食引起.

集体食堂是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发生
场所"表 ,#&其中%因加工处理方式不当引起事件占
集体食堂事件总起数的 /$-"^ ".))0."!#%因误认
误食引起的事件占 +-.^ ".$0."! #&/%-.^ ".$+0
.!&#的菜豆中毒事件发生在集体食堂%占集体食堂
事件总起数的 +)-+^".$+0."!#. 发生在家庭的植
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数中%因误认误食引起的事件占
家庭事件总起数的 ".-/^"$%!0$)&#%因加工处理
方式不当引起的事件占 $)-+^"&$0$)&#. 发生在
饮食服务单位的事件多由加工处理方式不当引起%

占饮食服务单位事件总起数的 ""-+^"&$0&"#. 发
生在其他场所的事件多由误认误食引起%占其他场
所事件总起数的 +)-!^"/+0$$,#.



&%%)!&%$. 年全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流行病学分析!!!王锐%等 !!+.## !

表 )#&%%)!&%$. 年植物性食物中毒致病因素
P>RAB)#S?=@A@LG@4?5BOBLB?>A4@@E N@=H@;=;L@:?RCB>IH4C@J&%%) ?@&%$.

致病因素 科属 事件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菜豆 豆科扁豆属 .!&"!.-.# $& .!!",+-+# $%"!-$#
乌头 毛茛科乌头属 )/""-)# )$""&-.# ,.".&-$#
油桐 大戟科油桐属 ),""-%# $ )+."+-.# %"%-%#
蓖麻子 大戟科蓖麻属 &!".-+# ,/%".-+# %"%-%#
发芽马铃薯 茄科茄属 &$".-&# "$,")-%# %"%-%#
钩吻 马钱科钩吻属 &$".-&# $&)"%-"# .$"$!-+#
大豆"豆浆# 豆科大豆属 $."&-%# !$!"&-/# %"%-%#
苦葫芦 葫芦科葫芦属 $&"$-+# ..)"$-/# %"%-%#
马桑果 马桑科马桑属 +"$-&# )."%-&# !"&-,#
麻疯树果实 大戟科麻风树属 +"$-&# &.&"$-.# %"%-%#
曼陀罗 茄科曼陀罗属 ""$-$# ,."%-)# &"$-%#
木薯 大戟科木薯属 !"%-+# $!"%-%+# !"&-,#
莨菪 茄科天仙子属 )"%-,# &""%-&# $"%-!#
苦檀子 豆科鸡血藤属 ."%-!# $$"%-%,# ."$-!#
大麻 桑科大麻属 ."%-!# !&"%-.# %"%-%#
黄花菜 百合科萱草属 &"%-.# $$"%-%,# $"%-!#
天南星 天南星科天南星属 &"%-.# $)"%-%+# &"$-%#
七叶一枝花 百合科重楼属 $"%-&# &"%-%$# $"%-!#
龙胆草 菊科地胆草属 $"%-&# !"%-%.# &"$-%#

一点红 菊科一点红属 $"%-&# +"%-%)# %"%-%#

白藤 棕榈科省藤属 $"%-&# !"%-%.# ."$-!#

海芋 天南星科海芋属 $"%-&# +"%-%)# %"%-%#

节肢蕨 水龙骨科节肢蕨属 $"%-&# $!"%-%+# $"%-!#

藜芦 百合科藜芦属 $"%-&# )"%-%&# $"%-!#

商陆 商陆科商陆属 $"%-&# /"%-%!# %"%-%#

铁树果 苏铁科苏铁属 $"%-&# &,"%-$# %"%-%#

梧桐子 梧桐科梧桐属 $"%-&# !"%-%.# %"%-%#

野八角 八角茴香科八角属 $"%-&# ,"%-%.# &"$-%#

雷公藤 卫矛科雷公藤属 $"%-&# ."%-%&# ."$-!#

颠茄 茄科颠茄属 $"%-&# +"%-%)# %"%-%#

贯众 鳞毛蕨科鳞毛蕨属 $"%-&# &"%-%$# $"%-!#

毒蜂蜜# 不详 &$".-&# $$/"%-"# &/"$)-+#

植物名称不详 不详 ))",-"# ,&+".-!# .%"$!-.#

合计 ! ,,%"$%%-%# $" /!!"$%%-%# $/,"$%%-%#

注$#毒蜂蜜$指有毒植物花分泌的花蜜和花粉被蜜蜂采集后加工成的有毒蜂蜜&!表示该项不统计

表 !#&%%)!&%$. 年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中毒原因
P>RAB!#D>3?@CH>44B3?BE 4@COBLB?>A4@@E N@=H@;=;L@:?RCB>IH

4C@J&%%) ?@&%$.

中毒原因
事件起数
"^#

中毒人数
"^#

死亡人数
"^#

病死率
0̂

加工处理不当 ./,",%-%# $. ,/!"",-.# $+"/-&# %-$

误认误食 &)%".,-)# ) $$$"&&-/# $))"".-!# .-!

间接食入 &&".-.# $&."%-"# .$"$!-+# &!-&

投毒 &"%-.# &,"%-$# ."$-!# $$-!

合计 ,,%"$%%-%# $" /!!"$%%-%# $/,"$%%-%# $-$

表 ,#&%%)!&%$. 年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场所
P>RAB,#dA>3B@4OBLB?>A4@@E N@=H@;=;L@:?RCB>IH4C@J

&%%) ?@&%$.

发生场所
事件起数
"^#

中毒人数
"^#

死亡人数
"^#

病死率
0̂

集体食堂 ."!"!,-+# $. !!/""!-!# $)""-$# %-$

家庭 $)&"&$-!# $ !.""+-,# $./""%-/# /-%

饮食服务单位 &"")-$# ,!,".-"# !"&-,# %-+

其他场所# $$,"$"-,# & &%."$&-.# .+"$/-)# $-"

合计 ,,%"$%%-%# $" /!!"$%%-%# $/,"$%%-%# $-$

注$#其他场所包括野外+工地+监狱+除集体食堂外的厂矿和学校
中的其他场所等

.#讨论
我国植物资源丰富%且民间一向有采摘野生

植物食用或药用的习惯%使得误食和接触有毒植
物的机会较多. 我国的有毒植物约有 $ .%% 种%分
布于 $)% 个科 ,!*,- . 许多有毒植物是重要的经济

作物%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有些有毒植物经加工
处理和配伍使用%可成为药物或食用植物&食用的
植物中也包含着一些可能引起中毒的植物 ,,- . 我

国植物性食物中毒的中毒原因主要以下几种$

!加工处理方式不当导致的中毒%如菜豆+豆浆中
毒&"误认有毒植物为食物%如将马桑果误认为桑
葚+钩吻作为凉茶+桐油误认为食用油+乌头误认
为三七+藜芦误认为万寿竹 ,"-等&#间接食入有毒

植物%如误食以雷公藤+钩吻+曼陀罗+紫金藤等有
毒植物作为蜜源酿成的有毒蜂蜜引起的中毒 ,+*$%- %

有毒植物污染器具引起中毒等&$利用有毒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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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毒%如乌头+钩吻等.
我国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地区性明显. 西南

地区的云南+四川+贵州和华南地区的广西和广东
等 ! 省"自治区#是植物性食物中毒的高发省"自治
区#%! 省"自治区#报告的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数
总数占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总数的 )+-+^ ".&&0
,,%#. 与陈冀胜等 ,,-报告的有毒植物常集中分布
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和热带雨林区%特别是西
南+华南地区的论述基本一致. 云南省可明确引起
食物中毒的植物种类包括乌头+菜豆+蓖麻子+油
桐+麻风树果+曼陀罗+马桑果+钩吻+商陆等 $$ 科
$! 属 $" 种植物. 广西可明确引起食物中毒的植物
种类包括油桐+木薯+麻风树果+蓖麻子+菜豆+钩
吻+白藤+野八角等 + 科 $& 属 $) 种. 江苏+江西+湖
北+上海+山东等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省份 "直辖
市#植物种类较少%报告的植物性食物中毒事件以
菜豆中毒为主.

每年第四季度是植物性食物中毒的高发季
节%菜豆和乌头中毒事件数占第四季度食物中毒
事件总数的 ,+-$^"$,% 0&.!# . 菜豆是我国多个
地区秋冬季主要蔬菜之一%如果烹饪时烧煮不透%
不能破坏其所含皂苷和血细胞凝集素等物质%使
其对消化道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或破坏红细胞%
即可引起中毒 ,$$*$&- . 第四季度乌头中毒事件增多
则与我国云南等地区习惯秋冬季食用草乌+附片
等药膳进补有关.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事件以菜豆中毒
事件为主%其他引起中毒事件数较多的致病因素为
发芽马铃薯+油桐+苦葫芦及豆浆等%/$-"^的事件
是由加工处理方式不当引起. 因此%规范集体单位
食堂的烹调行为%做好集体食堂加工+储存+销售等
各个环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是预防集体食堂食物
中毒的关键.

我国具有几千年的采食野生植物的习惯%公众
对食用植物和有毒植物的认识不足%盲目追求 )无

污染*+)纯天然*食品%不少商家也借此炒作. 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严格规范食品标签和食品宣传%引导
消费者正确认识)无污染*+)纯天然*及 )有机*食
品等概念 ,$.- . 各地有关部门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
和饮食习惯%通过编制本地区的有毒植物图谱%在
高发季节及时预警%做好食物中毒事件监测+报告
和处置工作%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多种形式开展公
众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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