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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监测专栏
&*)*!&*)+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流行病学分析

孙亮!陈莉莉!廖宁波!陈江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摘(要!目的(了解浙江省毒蘑菇中毒发生规律和流行病学特征!为毒蘑菇中毒的预警及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对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报告的浙江省毒蘑菇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

分析" 结果(L 年内共报告毒蘑菇中毒暴发事件 2& 起!累计中毒病例 ),& 例!死亡 )’ 例!死亡例数占浙江省同期

食源性疾病暴发总死亡例数的 L+A%c#)’0)L%" 事件起数最多的是 &*)+ 年!占总数的 2*A%c#)L02&%" + m)* 月

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中毒事件起数$发病例数分别占 ,%A&c#2*02&%和 ,LA,c#)440),&%" 死亡例数均集中在
+ m4 月" 家庭是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发生场所! 占总事件起数的 4’A’c#’%02&%" 事件起数在前 ’ 位的地市是杭州

市$金华市$绍兴市!事件起数在前 ’ 位的县#市$区%是宁海县$桐庐县$嵊州市" 病例症状以胃肠炎型为主!占总发

病例数的 L&A2c#)’,0),&%" 发病潜伏期最短为 )4 -H>!最长为 )% 3!中位数为 & 3" 从两起严重脏器损害型事件

的毒蘑菇中检测出鹅膏多肽" 结论(毒蘑菇中毒是浙江省造成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应对高发季节$高发

地区及高发人群进行重点监测和干预! 提高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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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每年均有毒蘑菇中毒事件的发
生"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本研究以 &*)*!&*)+ 年
通过浙江省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报告的毒蘑
菇中毒事件为基础"对毒蘑菇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
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其发生规律和特点"以
期为毒蘑菇中毒事件的预警和预防控制提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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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资料与方法
)A)(资料来源

&*)*!&*)+ 年浙江省各县#区$通过食源性疾
病暴发监测系统报告的毒蘑菇中毒事件) 该监测
系统主要收集所有发病人数在 & 人及 & 人以上或出
现 ) 人及 ) 人以上死亡病例的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
)A&(方法

采用 N[B:/*E=BZW! )*A&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A)(基本情况

&*)*!&*)+ 年"通过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
报告毒蘑菇中毒事件共 2& 起"累计中毒病例
),& 例"死亡 )’ 例"病死率为 +A4c#)’0),&$) 浙江
省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发病例数及死亡例数分别
占同 期 食 源 性 疾 病 暴 发 事 件 总 数 的 4A’c
#2&0%*,$*’A2c#),&0% +4*$*L+A%c#)’0)L$)
&A&(年度分布

&*)*!&*)+ 年"报告事件起数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图 )$) &*)+ 年报告事件起数及发病例数最多"
分别占毒蘑菇中毒总事件起数和总发病例数的
2*A%c#)L02&$和 ’4A*c #L’0),&$) &*)% 年死亡
例数最多"占毒蘑菇中毒事件总死亡例数的 +)A%c
#40)’$"病死率为 &*A%c#40’,$"其中 ) 起事件中
死亡 + 人)

图 )(&*)*!&*)+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年度分布情况
THPR=:)(E>>RO/SH;<=H?R<H.> .K].H;.>.R;-R;3=..-

].H;.>H>PH> X3:IHO>P7=.̂H>B:" &*)*#&*)+

&A’(月度分布
事件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 m)* 月#图 &$"报

告的事件起数*发病例数分别占该类总事件起数和
总 发 病 例 数 的 ,%A&c # 2*02& $ 和 ,LA,c
#)440),&$) )* 月事件起数*发病例数最多"分别占
该类总事件起数和总发病例数的 &4A+c#)&02&$和
’*ALc#%,0),&$) 死亡例数全部集中在 + m4 月"
其中 L 月最多"占总死亡例数的 +,A&c#,0)’$"其
中 ) 起事件死亡 + 人)

图 &(&*)*!&*)+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月度分布情况
THPR=:&(M.><3/CSH;<=H?R<H.> .K].H;.>.R;-R;3=..-

].H;.>H>PH> X3:IHO>P7=.̂H>B:" &*)*#&*)+

&A2(毒蘑菇中毒地域分布
按浙江省 )) 个地市分布"除嘉兴市"其余 )* 个

地市均报告有毒蘑菇中毒事件"报告事件起数居前
’ 位的地市是杭州市*金华市*绍兴市"均为 L 起#见
图 ’$) 按浙江省 ,& 个县#市*区$分布"事件起数较
多的县 #市*区$分别为宁海县 #2 起$*嵊州市 #’
起$和桐庐县#’ 起$"见图 2)

图 ’(&*)*!&*)+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地市分布情况
THPR=:’(5H<C=:PH.>O/SH;<=H?R<H.> .K].H;.>.R;-R;3=..-

].H;.>H>PH> X3:IHO>P7=.̂H>B:" &*)*#&*)+

图 2(&*)*!&*)+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县#市*区$分布情况
THPR=:2(5.R><C#BH<C" SH;<=HB<$ =:PH.>O/SH;<=H?R<H.> .K

].H;.>.R;-R;3=..-].H;.>H>PH> X3:IHO>P7=.̂H>B:" &*)*#&*)+

&A%(场所分布及蘑菇来源
中毒事件发生最多的场所为家庭#表 )$"共报

告 ’% 起"占 4’A’c #’%02& $"死亡例数占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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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蘑菇来源除 ) 起是从农贸市场购买外其
余 ’2 起均为自采自食) 食堂 % 起"其中两起发生在
寺庙"蘑菇来自个人自行采摘后在食堂烹饪食用)
饭店 ) 起"蘑菇来自农贸市场摊贩)

表 )(&*)*!&*)+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场所分布

_O?/:)(!H<:SH;<=H?R<H.> .K].H;.>.R;-R;3=..-

].H;.>H>PH> X3:IHO>P7=.̂H>B:" &*)*#&*)+
场所 事件起数#c$ 发病例数#c$ 死亡例数#病死率0c$

家庭 ’%#4’A’$ )&%#+%A)$ )’#)*A2$

农村宴席 )#&A2$ &%#)’A*$ *#*A*$

食堂 %#))A,$ ’L#),A’$ *#*A*$

饭店 )#&A2$ %#&A+$ *#*A*$

合计 2&#)**A*$ ),&#)**A*$ )’#+A4$

&A+(发病潜伏期及症状
),& 例病例潜伏期"最短为 )4 -H>"最长为

)% 3"平均为 ’A% 3"中位数为 & 3) 毒蘑菇中毒病例
症状以胃肠炎型为主#表 &$"报告胃肠炎型的事件
起数*发病例数分别占 +2A’c # &L02& $和 L&A2c
#)’,0),&$"无死亡例数) 死亡例数均发生在除胃
肠炎型以外的脏器损害型*呼吸与循环衰竭等类型)

表 &(&*)*!&*)+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临床症状分布

_O?/:&(5/H>HBO/;C-]<.-SH;<=H?R<H.> .K].H;.>.R;-R;3=..-

].H;.>H>PH> X3:IHO>P7=.̂H>B:" &*)*#&*)+
症状 事件起数#c$ 发病例数#c$ 死亡例数#病死率0c$

胃肠炎型 &L#+2A’$ )’,#L&A2$ *#*A*$

其他型 )%#’%AL$ %’#&LA+$ )’#&2A%$

合计 2&#)**A*$ ),&#)**A*$ )’#+A4$

&AL(形态学鉴定及毒素检测
报告的 2& 起中毒事件的毒蘑菇均未进行形态

学鉴定) 从两起严重脏器损害型事件的毒蘑菇中
检测出鹅膏多肽) 事件 )%毒蘑菇食用者 & 人均发
病"检测尚未烹饪的同批菌体 $.鹅膏毒肽和 !#鹅
膏毒肽"含量分别为 ) ’), 和 &%) -P0‘P&事件 &%
毒蘑菇食用者 + 人均死亡"检测中毒者食用的蘑
菇汤菌体 $.鹅膏毒肽*!#鹅膏毒肽*羧基二羟基鬼
笔毒 肽*二 羟 基 鬼 笔 毒 肽"含 量 分 别 为 *A&%*
*A*%&**A*)***A*&* -P0P"检测中毒者食用的蘑
菇汤汤汁 $.鹅膏毒肽*!.鹅膏毒肽*%#鹅膏毒肽*羧
基二羟基鬼笔毒肽*二羟基鬼笔毒肽"含量分别为
*A’&**A*+’**A**+ ***A*)&**A*&’ -P0P) 两起事
件均有胃肠炎症状以及肝功能严重受损*凝血功
能障碍"后者还出现了肝肾功能衰竭*脑水肿等
症状)

’(讨论
’A)(毒蘑菇中毒是引起浙江省食源性疾病死亡的
主要原因

&*)*!&*)+ 年报告的毒蘑菇中毒死亡例数占

浙江省同期食源性疾病暴发总死亡例数的 L+A%c"
故应引起政府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浙
江省毒蘑菇中毒病死率为 +A4c"低于现有资料报
道的全国毒蘑菇中毒病死率"如云南 ))ALc ’)( *广
东 )4A,Lc ’&( " 低 于 全 国 毒 蕈 中 毒 总 病 死 率
#&)A&c ’’( *&%A,4c ’2( *)&A’,c ’%( $ "但仍高于国外
报道的平均水平 #*A2c m)c$ ’+( ) 病死率低于全
国水平可能与浙江省毒蘑菇中毒病例中胃肠炎型
所占的比例较高#占 L&A2c$有关"但目前缺少全国
各省份中毒病例症状分型数据资料"该观点尚需进
一步论证) 另外"近年来浙江省对毒蘑菇可引起中
毒的宣传较多"发病者的救治较及时"医疗机构的
救治能力相对较强)
’A&(毒蘑菇中毒地域特征明显

浙江省不同地域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有较明
显差异) 事件起数较多的县#市*区$的地貌特点均
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较少"森林覆盖率高"湿度
大*适宜蘑菇生长) 因嘉兴市属于浙江省的平原地
域"嘉兴市各县#市*区$均未报告毒蘑菇中毒事件)
’A’(毒蘑菇中毒年度特征明显

除 &*)* 年外"&*))!&*)+ 年每年均有毒蘑菇
中毒暴发事件报告"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以 &*)+

年最多"事件起数和发病例数分别占 L 年总数的
2*A%c和 ’4A*c) 这主要与每年夏秋季的气候特
征不同有关"据浙江省气象台发布"&*)+ 年浙江省
平均气温历史第二高"降水明显偏多"年平均降水
量为历史第七多"有 , 县#市*区$降水量破历史记
录"日照明显偏少"台风*暴雨*连阴雨频繁出现"这
样的气候环境适宜毒蘑菇的生长) &*)* 年未报告
毒蘑菇中毒事件"可能因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
是 &*)* 年开始由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启用"在此之前
由卫生监督机构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网络
系统及纸质报告"由于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监测人员对该系统还不熟悉"可能导致该年度漏报
的情况)
’A2(毒蘑菇中毒季节特征明显

&*)*!&*)+ 年浙江省毒蘑菇中毒事件主要集
中在 + m)* 月")* 月事件起数最多"与全国总体中
毒发生时间有所不同) 全国 + m, 月是毒蘑菇中毒
的高发期 ’’( "甘肃省是 L m, 月 ’L( "因浙江省 + 月开
始进入汛期"降水多*空气湿润"气温升高) , m
)* 月浙江省易出现淅淅沥沥的阴雨天气"也会出现
台风*暴雨等"故与全国的很多省份不同"浙江省
)* 月的气候仍然适合毒蘑菇的生长)
’A%(农村家庭聚集性中毒特征明显

家庭食用毒蘑菇引起中毒占总事件起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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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c"占中毒死亡例数的 )**A*c) 因毒蘑菇主
要生长在农村山区"故中毒发生场所主要为农村家
庭) 另外"农村宴席虽只有 ) 起"但涉及发病例数多
#)’A*c$"社会影响较大)
’A+(毒蘑菇中毒临床表现以胃肠炎型为主

目前"学术界一般把毒蘑菇的中毒类型分为
胃肠炎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实质性脏器损害
型*呼吸与循环衰竭型及光过敏性皮炎型等 + 种
类型 ’4( ) 另外" 还有难以归类的代谢异常和心脏
毒性 ’2( ) 胃肠炎型是浙江省毒蘑菇中毒的主要类
型"其发病例数占总发病例数的 L&A2c"无死亡病
例) 因胃肠炎型中毒的症状除剧烈的呕吐*腹痛*

腹泻等胃肠炎症状外"一般无其他症状"故病死率
低 ’,( ) 死亡病例均发生在非胃肠炎型中毒) 从非
胃肠炎型中毒事件的地域分布看"在浙江省 )) 个
地市中"温州市*绍兴市和杭州市各 ’ 起"宁波市*
金华市各 & 起"湖州市*舟山市各 ) 起) 如按县
#市*区$分布"该 )% 起均分布在不同的县 #市*
区$ )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胃肠炎型与非胃肠炎型
的地域分布特征不明显"尚无法发现毒性强的蘑
菇种类在浙江省的分布特点) 今后应继续积累数
据"不仅要分析食源性疾病暴发网中毒蘑菇中毒
的流行病学资料"还应收集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
网资料"以便找出毒性强的蘑菇在浙江省的分布
特征"更有利于为毒蘑菇中毒的预防控制提供科
学依据)
’AL(加强毒蘑菇中毒的监测预警工作

因毒蘑菇中毒具有明显的地域及气候特征"政
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应结合当地毒蘑菇中毒的季
节及气候特点"如气温*降雨量等因素"在每年的
% 月或夏秋季降雨量异常增多时"在毒蘑菇成熟期
前就向重点地区发出预警) 食源性疾病监测机构
应加强毒蘑菇中毒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检
测等方面的工作"及时分析监测数据"为政府制定
有效的控制措施提供技术保障)
’A4(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工作

因毒蘑菇种类多"且分布广泛) 各地区发现
的毒蘑菇种类*大小*形状及其所含毒素也不同"
就普通人而言"很难识别"故建议公众最好不采*

不买*不卖*不食野生菌) 另外"也要给公众普及
毒蘑菇中毒处理原则"如发现食用野生蘑菇出现
中毒症状时"应及早诊治"治疗愈早" 病死率愈低)
针对毒蘑菇中毒主要发生在农村家庭自采自食的
特点"预防毒蘑菇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仅要在
城区开展"更重要的是应普及到农村偏远地区"在
有食用野生蘑菇习惯的乡镇 #街道$ "政府应将预

防毒蘑菇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纳入重要的食品安
全工作内容之一"发动村委会"通过健康教育宣传
栏*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的自我防
范意识)
’A,(加强对重点场所的食品安全管理

虽然毒蘑菇的来源主要是个人自行采摘"但也
有个别从菜场采购) 进食场所主要是家庭"也有部
分是单位食堂"甚至是农村宴席) 故建议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加强对菜市场*食堂*农村宴席等重点场
所预防毒蘑菇中毒的宣传*指导"提高食品生产经
营者及农村厨师防范毒蘑菇中毒的意识)
’A)*(重视对鹅膏菌的研究工作

我国 目 前 有 文 献 分 类 的 毒 蘑 菇 已 超 过
2’% 种 ’)*( "因浙江省目前尚没有权威的野生菌鉴定
机构"仅凭非专业人员简单对照图片作出的外形判
定较难确定毒蘑菇种类"故 2& 起中毒蘑菇均未进行
形态学鉴定) 从两起严重脏器损害型事件的毒蘑
菇样品中检测出鹅膏多肽" 其中一起事件 + 人食用
后均死亡) 对引起死亡的毒蘑菇"欧洲有 ,%c是毒
鹅膏 ’))( "我国及东南亚主要以灰花纹鹅膏*致命鹅
膏为主 ’)&( "故应重视对鹅膏菌的研究工作) 野生食
用菌*公共卫生*食品检测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机构
应密切配合"加强对毒蘑菇尤其是鹅膏菌的形态
学*毒性*检测方法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建立有
效鉴定毒蘑菇的方法" 提高对毒蘑菇中毒的干预
能力)
’A))(提高医疗机构对毒蘑菇中毒病例的救治能力

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毒蘑菇中毒诊断*救治技
能培训"在毒蘑菇中毒的高发季节做好救治药械储
备"降低病死率)

参考文献
’ ) ((余思洋"王晓雯"赵江"等J云南省 &**2!&*)* 年野生蕈食物

中毒分析’a(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 %L)#L’J

’ & ((李迎月"何洁仪"马林"等J广州市毒蘑菇中毒流行病学分析

与干预对策’a(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 %’2’#’22J

’ ’ ((王锐"高永军"丁凡"等J中国 &**2 年!&*)) 年毒蕈中毒事

件分析’a(J中国公共卫生"&*)2"’*#&$ %)%4#)+)J

’ 2 ((蒋绍锋" 何仟" 张宏顺"等J毒蕈中毒病例中毒特征分析

’a(J中国医刊"&*)%"%*#+$ %+’#+LJ

’ % ((何仟"谢立暻"马沛滨"等J我国有毒动物*有毒植物毒蕈中毒

现状分析’a(J疾病监测"&*))"&+#’$ %&’)#&’’J

’ + ((bWEX a "J N̂./̂H>P P/.?O/ :]HS:-H./.PC" ;C>S=.-HB

B/O;;HKHBO<H.>" P:>:=O/-O>OP:-:><" O>S ]=:̂:><H.> .KR>‘>.9>

-R;3=..- ].H;.>H>P;’ a(J5=H<5O=:M:S" &**%" ’’ # & $ %

2),#2&+J

’ L ((姚进喜"蓝弘"何健"等J甘肃省 &**2!&*)& 年毒蘑菇中毒事

件分析’a(J中国食物与营养" &*)2"&*#&$ %)L#),J

’ 4 ((李林静" 李高阳" 谢秋涛J毒蘑菇毒素的分类与识别研究进



!&L2((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5"WDN!NaYU8DE1YTTYYb"$ZWNDN &*)4 年第 ’* 卷第 ’ 期

展’a(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 %’4’#’4LJ

’ , ((陈斌卿"刘志诚"王茂起J现代食品卫生学’M(J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4L4J

’)*((图力古尔"包海鹰"李玉J中国毒蘑菇目录 ’a(J菌物学报"

&*)2" ’’#’$ %%)L#%24J

’))((1W__ND \J_3:-.;<].H;.>.R;-R;3=..- ’ a(J!BH:><HKHB

E-:=HBO" ),L%" &’&#’$ %,*#)*)J

’)&((陈作红"张志光J毒蘑菇毒素及其中毒治疗 #W$!!!鹅膏肽

类毒素’a(J实用预防医学"&**’")*#&$ %&+*#&+&J

食源性疾病监测专栏
从一起疑似产气荚膜梭菌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反思

实验室依赖的病因筛查思路

梁骏华)!陈日暖&!吴国杰’!潘雪梅2!黄琼)

!)J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广东 广州(%))2’*$ &J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广东 江门(%&,)**$ ’J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江门(%&,***$

2J连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清远(%)’2**#

摘(要!目的(调查一起急性胃肠炎暴发的原因!并对当前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食源性疾病暴发流行病学调

查中有关样品和标本采集后!致病因子的筛查思路进行了分析探讨" 方法(制定病例定义!开展病例搜索和个案

调查!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事件特征&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探讨危险因素和现场卫生学调查追溯原因" 采

集病例标本和环境样品进行致病菌分离" 结果(共搜索病例 2’ 例!临床表现主要以腹泻#)**A*c!2’02’%$腹痛

#,’A*c!2*02’%$恶心#’&A+c!)202’%等为主" 流行曲线符合点源暴发模式!可疑餐次为 &*)’ 年 , 月 )& 日午餐!

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提示烧鸭为可疑食物 #MLh2A*!,%c-F为 )A*2 m)%A&’%" 共采集各类样品和标本 ’+ 份!在

)’ 份病例肛拭子中分离培养出产气荚膜梭菌 % 份!阳性率为 ’4A%c" 结论(该事件为一起疑似产气荚膜梭菌食源

性疾病暴发!可能危险因素为烧鸭烤熟后在室温下长时间#约 % m+ 3%缓慢冷却后受污染!且未经重新加热直接进

食所致" 建议加强对餐饮机构厨师的监督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基层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应摒弃*实验室

依赖+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各种致病因子*症状流行病学+知识的归纳总结!以降低在各种食源性疾病暴发中!因不

熟悉疾病临床特征而导致的误判和漏检"

关键词!产气荚膜梭菌& 暴发& 症状& 流行病学& 病因& 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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