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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由剧毒蘑菇新种假淡红鹅膏造成的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总结!为
毒蘑菇中毒防控积累资料和经验# 方法$对中毒事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采集可疑毒蘑菇样品并开展形态学
鉴定!同时开展急性毒理学试验# 结果$%(#! 年 5 月 #5 日!务川县某村村民父子 % 人因进食自采野生蘑菇中毒死
亡# 分别于餐后 5"#) ? 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就诊!诊断为毒蘑菇中毒# 病程中中毒者出现以
肝损害为主的中毒表现!病例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最高达 # %)5 F;,!病例 % 最高达 : ()( F;,&病例 # 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最高达 % 9%5 F;,!病例 % 最高达 : 9:9 F;,# 因病情进行性加重!出现临床多项指标异常!分别于中毒第
" 天"第 ) 天因多脏器衰竭救治无效死亡# 现场调查采集的可疑蘑菇样品!经形态学辨识"分子生物学研究鉴定为
剧毒蘑菇新种假淡红鹅膏# 将可疑蘑菇样品开展小鼠简易急性经口毒性试验!试验 " 只雄性小鼠全部死亡!" 只雌
性小鼠中 ’ 只死亡# 结论$此次中毒事件为误采误食剧毒的假淡红鹅膏引起的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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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蘑菇 # ZODXOEOHX[HX?TOO[X$又称毒蕈(毒菌
等"是指大型真菌的子实体食用后对人或畜禽产生
中毒反应的物种"其中大部分属于担子菌"少数属
于子囊菌’ 世界范围内已报道的毒蘑菇物种约有
# ((( 种"我国目前已报道约 !"( 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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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毒蘑菇中毒具有病死率高(地域性强(发
生时间集中(毒物谱相对集中和家庭聚集性等明显
特征 ):/5* ’ 根据周静等 )9*的报道"%((!!%(#! 年贵
州省发生毒蘑菇中毒事件 :: 起"造成 !"! 人中毒"
5# 人死亡"病死率高达 %(6(!7"在全国范围内仅次
于云南省排名第二位’ 造成中毒死亡的毒蘑菇品
种主要 为可以 造 成 急 性 肝 损 害 型 #M=HUQPDWQT
>MDPHTQ$的鹅膏属 #-A0+3*0$(盔孢伞属 #=042"3+0$(
环柄菇属 # H2$3!*0 $ 和可以造成横纹肌溶解型
# T?M\RO[VOPVXDX$ 的 亚 稀 褶 红 菇 # :1&&140
&1@+3I"3)0+&$ )9/#(* ’

%(#! 年 5 月 #5 日"遵义市务川县某村 % 名村
民因进食自采野生蘑菇导致中毒’ 经过现场调查
和野外样品采集"发现患者食用了一种白色鹅膏
菌"经鉴定"该种为一个新种"于 %(#" 年正式命名
为假淡红鹅膏 #-A0+3*0 &1@$0443L!"!&20$ )"* ’ 但在
论文发表时仅对其形态学特征和系统发育研究进
行了阐述 )"* "造成中毒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患者
症状及急性毒性试验的结果等均未详细介绍"因
此本研究团队在此进行总结"供广大卫生专业人
员借鉴’

#$资料与方法
#6#$流行病学调查

%(#! 年 5 月 #5 日"遵义市务川县某村 % 名村
民因进食自采野生蘑菇导致中毒事件"当地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会同国家(省疾病预防控制专
家对事件开展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包括对事件核
实"对接诊医生访谈"了解中毒患者主要临床特征(
诊治情况"摘录相关病历资料"对中毒患者家属(邻
居进行访谈"重点调查了可疑蘑菇采集(加工(进食
情况"前往中毒患者采集蘑菇地点采集可疑毒蘑菇
样品并经过患者确认’
#6%$方法
#6%6#$形态学鉴定

将现场调查采集到的可疑毒蘑菇拍照(采集并
记录相关信息’ 结合形态学和系统发育学对样品
进行准确物种鉴定’ 具体鉴定方法参考 ,@等 )"*

%(#" 年发表的文章’
#6%6%$简易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选用 #9 d%% K二级昆明种小鼠 %( 只"雌雄各
#( 只"由贵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生产许
可证号%L-Jc#黔$%(#%/((#"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号%L.Jc#黔$%(#!/((#*’ 环境温度 %( d%! g"湿
度 !(7 d)(7’

称取采集的新鲜可疑蘑菇样品和对照品鲜香

菇#购自市场$各 %( K"切成小块"用 %(( [P蒸馏水
浸泡后煮沸 ’( [DE"过滤"提取 % 次"合并滤液"将滤
液在 9( d5( g浓缩后调整体积为 %( [P"备用’

选取试验组和对照组小鼠各 #( 只"雌雄各半"
采用经口灌胃法给予毒蘑菇和香菇水抽提液"%! ?
内灌胃 % 次"每只动物灌胃量为 %( [P;YK"记录中毒
表现及死亡情况"观察时间为 % 周"并对结果进行描
述和记录’

%$结果
%6#$事件经过

%(#! 年 5 月 #5 日上午 ## 时"务川县某村村民
张某安#病例 #"男":" 岁$独自制作(进食午餐#老
伴外出走亲戚$"主要食物为南瓜(茄子(蘑菇汤和
米饭’ 饭前张某安将蘑菇汤留下约 "(( [P#含蘑菇
约 ’(( K$给外出劳动的儿子张某华 #病例 %"男"
%% 岁$"自己进食余下的约 !(( [P#含蘑菇约 %(( K$
蘑菇汤和其他食物"进食过程中无任何不适’ 下午
#) 时左右"张某安与儿子进食晚餐"食品与午餐相
同"所留蘑菇汤由张某华独自食用"伴饮酒’ 当晚
%( 时左右"张某安首先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数次$"无发热(畏寒症状’ %( 日早上 9 时"张某华
将父亲送到当地乡卫生院进行治疗"上午 #( 时左
右"张某华也出现相似症状"于是同其父共同就诊
该院’ 因 % 位患者共同进食过野生蘑菇"乡卫生院
将 % 人转送至务川县医院进行治疗’ 县医院诊断为
蘑菇中毒"针对患者胃肠道症状给予对症支持治
疗"并报告务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务川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立即对事件开展调查"将调查中
获取的可疑蘑菇照片发送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专家和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验所专
家协助辨识"初步判断为剧毒鹅膏类毒蘑菇"并将
该类毒蘑菇造成的危害类型及中毒特点反馈给医
院"对患者开展针对性的治疗’
%6%$临床特征与医疗救治(预后

% 名患者早期的临床表现主要有恶心(呕吐#数
次"为胃内容物$"伴腹痛(腹泻"早期为水样便"晚
期为血便’ 病程 %! ? 的首次肝功能检查指标已出
现异常"病情呈进行性加重’ 5 月 %% 日转入遵义医
学院附属医院"相关诊查提示"中毒患者肝脏(肾
脏(心脏损害严重并出现继发性凝血功能障碍’ 医
院对 % 名患者采取对症支持治疗"保护肝肾心脑等
重要器官"辅以血液透析(血浆置换等治疗措施’
然而由于病情过重"% 人分别于 5 月 %!(%: 日因多
脏器衰竭死亡’ 病程 !9 d#%( ? 中主要脏器功能血
生化指标变化情况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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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主要脏器功能血生化指标变化
4M\PQ#$0MDE M\EOT[MP=?Q[D=MP>QMUHTQXO>U?QÛO=MXQX

指标
5 月 %% 日 5 月 %’ 日 5 月 %! 日

病例 # 病例 % 病例 # 病例 % 病例 # 病例 %
参考范围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F;,$ ’9( # #(# ):’ # )!) # %)5 : ()( 5 d"(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F;,$ 5%" 59! # )(% # :55 % 9%5 : 9:9 #" d!(

乳酸脱氢酶;#F;,$ "%: !#% 5)! # "(# % !#: # )"’ #!( d%)#

碱性磷酸酶;#F;,$ #(’ 5) #"’ #%’ #’( #5: !" d#%"

磷酸肌酸激酶;#F;,$ :#’ ’99 ! %9: )(: ! ’9 d#)!

肌酸激酶同工酶;#F;,$ !" !9 ! :! ##9 ! ( d%!

$/羟丁酸脱氢酶;#F;,$ %99 #)( ! !!# )!# ! 5( d#9(

凝血酶原时间;X %9 !# q#%( )% q#%( q#%( #( d#: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X :% )# q#%( )# q#%( #’" %9 d!5

凝血酶时间;X #) %# q#%( %# q#%( %! #! d%!

尿素;#[[OP;,$ #"6! )65 #!6) "6) ##6: %65 %69 d)6%

肌酐;#![OP;,$ !)( ### !"! #(: !#’ 5# !# d#(5

总胆红素;#![OP;,$ ’( #)’ ": #)# "" %:( " d%(

直接胆红素;#![OP;,$ %#6’ 5%6’ !(6( 9: !%6) #%#65 (6( d’6!

间接胆红素;#![OP;,$ 5 9# #: 9! #% #’9 " d%(

注%!表示未检测

%6’$流行病学调查
%6’6#$流行病学特征

此次食物中毒事件 % 名患者来自同一家庭"
% 人进食相同食品"罹患率为 #((7&病例 # 的潜
伏期为进食蘑菇汤后 5 ?"病例 % 的潜伏期为进食
蘑菇汤后 #) ?"临床表现相似"早期主要表现为恶
心(呕吐(腹痛(腹泻"晚期出现以肝损害为主的多
器官衰竭’
%6’6%$可疑食品来源与加工方式

患者共同进食的食品是 %(#! 年 5 月 #5 日上午
由病例 # 加工制作的食品"有野生蘑菇汤(煮南瓜(
炒茄子和米饭"其中大米(调味品等为既往在乡集
市中购买"南瓜(茄子为自家种植"事件发生前家中
一直食用’ 蘑菇是 5 月 #5 日上午 5 时病例 # 在自
家房屋后面的山林中采集"共采集 ’ 种蘑菇共约
9(( K"为当地俗称的.刷把菌/ .红菌/和.白色的伞
把菇/"其中.白色的伞把菇/较多"质量约 "(( K’

%6’6’$可疑野生蘑菇样品采集
调查组在病例 # 采集蘑菇的山坡上采集多种蘑

菇样品"找到患者进食的种类 #由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调查人员和邻居确认$ .刷把菌/ .红菌/和.白
色的伞把菇/"其中 .白色的伞把菇/ #( 余株"真菌
专家现场初步判断该菌实为剧毒的鹅膏类毒蘑菇
#见图 #8$’ .刷把菌/为可食用的枝瑚菌".红菌/
为可食用的玫瑰红菇’
%6!$可疑蘑菇形态学鉴定

菌盖小型至中等"直径 ’ d:6" =["白色"中央
呈粉红色至肉红色"边缘无沟纹 #图 #8$’ 菌褶白
色"短菌褶近菌柄端渐变窄’ 菌柄白色至污白色"
布满白色鳞片"基部近球状’ 菌环近顶生"白色"膜
质’ 菌托浅杯状"白色’ 担孢子 # 9 d#( $ ![h
#)6" d5$![’ 该种与另外一种剧毒的(可以造成
急性 肝 损 害 型 的 毒 蘑 菇 淡 红 鹅 膏 # -A0+3*0
$0443L!"!&20" 图 #C$形态上极为相似"但后者担孢
$$$

注%8为假淡红鹅膏子实体&C为淡红鹅膏子实体

图 #$假淡红鹅膏和淡红鹅膏子实体照片
1DKHTQ#$CMXDRDO=MTZXO>-A0+3*0 &1@$0443L!"!&20 MER -A0+3*0 $0443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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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显较小 )#* ’ 经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等综合分
析"该蘑菇鉴定为剧毒蘑菇新种假淡红鹅膏 )#* ’
%6"$小鼠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试验组小鼠死亡 9 只"其中雄性小鼠死亡 " 只(
雌性小鼠 ’ 只&对照组小鼠均未出现中毒症状和死
亡’ 灌胃 ! ? 后"试验组动物出现呆卧(震颤(步态
蹒跚(摇头等中毒症状"%! ? 后开始出现死亡"至
’: ?雄性小鼠全部死亡"雌性小鼠死亡 ’ 只"剩余
% 只雌性小鼠在观察的 % 周时间内持续表现震颤(

摇头等中毒症状"但未再出现死亡’

’$讨论
此次事件为 % 人家庭就餐"% 人发病"可疑食品

为自采野生菌"潜伏期 5 d#) ?"临床表现相似"早期
以消化道症状为主"病情呈进行性加重"出现以肝功
能严重损害为主"伴心(脑(肾损害及凝血功能障碍"
最终因多脏器衰竭导致死亡’ 结合物种鉴定结果和
小鼠简易急性经口毒性试验"认定此次事件为误食自
采野生毒蘑菇假淡红鹅膏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鹅膏菌属是一个世界性分布的大属"全球已经
描述的物种超过 "(( 种"在我国目前已经发现有
#’( 余种"尤其是近 %( 年来"我国菌物分类学工作
者共发现发表鹅膏新种 !( 余种 ):* ’ 目前"我国鹅膏
类毒蘑菇主要可以造成 ’ 种损害类型的中毒"包含
急性肝损害型中毒(急性肾衰竭型中毒和神经精神
型中毒"其中急性肝损害型中毒是危害最为严重的
一个类型 ):* ’ 造成急性肝损害型中毒的鹅膏种类
隶属 于 鹅 膏 属 # -A0+3*0 $ 檐 托 鹅 膏 组 # XQ=U&
CE044!3L202$"目前国内共报道 #% 个种和 # 个变
种 )!"##/#%* ’ 该类群有一些共同特征"主要为菌盖颜
色较深"灰色(深灰色(灰褐色至近黑色"有时黄色
或白色&菌盖边缘无絮状物&菌幕一般不易破碎"多
宿存于菌柄基部"呈浅杯状"并有游离托檐"托檐主
要由 菌 丝 组 成& 担 孢 子 淀 粉 质& 菌 丝 无 锁 状
联合 )!"##/#%* ’

贵州省真菌资源极为丰富"据张雪岳的 +贵州
食用菌和毒菌图志 , )#’* 记载"贵州省有毒蘑菇
)" 种’ 尽管没有资料系统记录贵州省鹅膏类有毒
蘑菇分布情况"但自 %(## 年以来开展的食源性疾病
暴发监测显示"贵州省鹅膏类毒蘑菇种类十分丰
富"也是引发贵州省毒蘑菇中毒的主要致病和致死
因子’ 近几年贵州省发现报告的(造成急性肝损害
型的鹅膏类毒蘑菇有灰花纹鹅膏 #菌盖灰色至黑
色$(拟灰花纹鹅膏#菌盖灰色至黑色$(黄盖鹅膏原
变种#菌盖黄色$(黄盖鹅膏白色变种#菌盖白色$(
裂皮鹅膏#菌盖白色$(致命鹅膏#菌盖白色$(淡红

鹅膏#菌盖白色"中央泛红色$以及本次报道的假淡
红鹅膏#菌盖白色"中央泛红色$等"占我国目前报
道的剧毒鹅膏总数的 :%7 )"/:* ’ 同时还发现了造成
急性肾衰竭的欧式鹅膏和假褐云斑鹅膏等"以及多
种造成神经精神型中毒的鹅膏"如红托鹅膏(球基
鹅膏等’

目前认为剧毒鹅膏类群所含有的致命毒素主
要为鹅膏毒素 #M[MUO‘DEX$"这类毒素化学性质稳
定"耐高温(耐干燥"主要具有肝脏毒性"还可对心
肌(肾脏等其他脏器造成损害 ):"#!* ’ 最近针对假淡
红鹅膏毒素的研究 )#"*发现该种肽类毒素种类多达
#% 种"以烘干蘑菇计算"其中 $/鹅膏毒素含量为
’6"’ d"6#( [K;K""/鹅膏毒素含量为 #65# d%6#)
[K;K"同时还检测到 ’ 种毒伞素#WDTOUO‘DEX$成分和
% 种未知的肽类毒素’

本次事件 % 名患者有明确的进食假淡红鹅膏
菌史"早期以消化道症状为主"出现剧烈的恶心(
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病程第 )% ?"肝功能指
标已高出正常值数倍"并逐步加重"伴凝血功能障
碍"与资料文献报告的鹅膏类毒蘑菇中毒基本吻
合’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既往一些剧毒蘑菇中
毒事件中"也曾经尝试进行小鼠急性经口毒性试
验"如条盖盔孢伞(拟灰花纹鹅膏(亚稀褶红菇等"
试验小鼠未发生中毒或死亡"而在用毒蘑菇抽提
液进行小鼠腹腔注射后发生中毒或死亡’ 本次事
件对 #( 只小鼠进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结果 9 只
小鼠死亡’ 假淡红鹅膏是否含有未知的毒素可以
造成小鼠死亡"与其他毒蘑菇毒性有何差异"是下
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

通过对既往的蘑菇中毒事件的分析显示"贵州
省蘑菇中毒屡屡高发的主要原因为%##$许多采集
者盲目自信"认为掌握很多蘑菇辨识的传统方法"
坚信自己能辨别野生蘑菇"但这些传统方法并不可
靠"甚至是错误的&#%$蘑菇中毒高发区集中在偏远
山区"尤其是许多留守老人(儿童"文化水平差"食
品安全意识薄弱"对健康教育宣传的知识不接受或
不理解"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采食蘑菇"导致中毒
事件时有发生&#’$蘑菇毒素非常复杂"一种蘑菇可
以含有多种毒素"一种毒素可以存在不同的蘑菇
中"尤其是许多蘑菇早期均表现为胃肠道症状"一
旦不能及时将胃肠炎型与脏器损害型进行辨别"就
极有可能引起中毒死亡 )5* &因此"在毒蘑菇中毒高
发区域"针对高危人群和区域毒蘑菇种类分布特
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宣传"提高人群对毒
蘑菇中毒危害的认识"是降低和杜绝此类食物中毒
事件发生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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