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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李卫东"男"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食品与营养卫生"?9.@AB’BcZC@NEZE%EF.%EH

摘"要!目的"了解安徽省毒蕈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通过-食

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查询 $&#(($&#’ 年安徽省毒蕈中毒事件及病例!对流行病

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年安徽省共报告毒蕈导致的中毒事件 #$! 起!中毒 $$> 人!死亡 $ 人!

主要发生在 ,d#& 月!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家庭是毒蕈中毒主要发生场所!高发地区为皖北与皖中交接区域和皖南

山区!病例主要为 -& 岁以上人群!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胃肠道症状!首诊诊断为疑似毒蕈中毒的正确率为 (!7$>f

$!&0#>&%" 结论"安徽省毒蕈中毒具有季节性#区域高发性的特点!应针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进行宣传!减少毒

蕈中毒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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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形成
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 ( #) "野
生蘑菇生长地域广"由毒蕈#俗称毒蘑菇$引起的食
源性疾病*甚至致人死亡的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
生"但其流行病学规律并不清晰’ $&#( 年起安徽省
卫生计生部门要求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进行
食源性疾病报告"为探讨安徽省毒蕈中毒流行病学
特征创造了条件"本研究将对 $&#(!$&#’ 年安徽省
发生的毒蕈中毒病例进行分析"为制定针对性的防
治策略提供基础’

#"对象与方法
#7#"研究对象

在+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中"搜索 $&#(!
$&#’ 年疾病诊断为+毒蕈中毒, +有毒蘑菇中毒,或
食物名称为+野生蘑菇, +自采蘑菇,的病例&在+食
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中"搜索 $&#(!$&#’ 年致
病因素的名称为+有毒蘑菇, +毒蕈,的事件’ 毒蕈
中毒病例主要来自+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同
时提取+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病例信息"作为
毒蕈中毒病例的补充’ 毒蕈中毒事件首先来自+食
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同时将+食源性疾病监测
报告系统,报告的病例"归类整理成毒蕈中毒事件"
作为毒蕈中毒事件的补充’
#7$"方法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 $&#(!$&#’ 年安徽
省毒蕈中毒事件的时间分布*地区分布*中毒场所
以及毒蕈中毒病例的年龄*性别*职业及临床特征
进行分析’

$"结果
$7#"一般情况

$&#(!$&#’ 年安徽省共发生毒蕈中毒事件
#$! 起"报 告 病 例 $$> 例" 住 院 ’- 例 #住 院 率
>>7#,f$"死亡 $ 例"病死率为 &7!&f"死亡病例分
别为 > 岁儿童和 $’ 岁青年"属于两起不同的事件’
$7$"时间分布

$&#(!$&#’ 年安徽省毒蕈中毒事件主要发生
在 , d#& 月" 共 报 告 事 件 !4 起" 占 ’>7(-f
#!40#$!$"其次是 ( 月"报告事件 #( 起#见图 #$’

图 #"$&#(!$&#’ 年安徽省毒蕈中毒事件的时间分布
+A/U‘K#"5K.]F‘@BZAGL‘A_ULAFH FJ.UGN‘FF.]FAGFHAH/

KaKHLGAH =HNUAAH $&#(9$&#’

$7>"地点分布
#$!起毒蕈中毒事件中"发生在农村共 ##( 起

#,!7!$f$"城市共 #> 起##&7&,f$’ 农村地区中毒事
件的毒蕈均为自采&发生在城市的事件中"’ 起中毒事
件的毒蕈为购买#其中 - 起为路边摊点购买">起为
菜市场临时摊点购买$"( 起中毒事件的毒蕈为自采
#其中 - 起为小区采集"$ 起为外出游玩野外采集$’

事件发生场所主要为家庭"共 #$( 起#!’7(’f$"另
>起#$7>>f$发生在工地食堂或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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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 个市均有报告"在皖北与皖中交接区
域存在小范围聚集"淮南市潘集区*蚌埠市怀远县
和五河县以及滁州市凤阳县和定远县报告事件起

数均在 4 起以上"皖北地区其他地市报告事件较少"
皖中的合肥市报告事件较多"为 #! 起&皖南山区报
告事件起数较多"但分布分散#见图 $$’

图 $"毒蕈中毒事件的地区分布
+A/U‘K$"<K/AFH@BZAGL‘A_ULAFH FJ.UGN‘FF.]FAGFHAH/KaKHLG

$7-"人群分布
$$>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4 人 # 4#74’f$"女

性患者 #&, 人 # -,7->f$&职业分布主要为农民
#4$7-’f" ##’0$$> $" 其次为家庭待业 # !7,’f"
$$0$$>$*民工 # ,7!’f" $&0$$> $* 学生 # ’7($f"
#’0$$>$&年龄最小为 ! 个月"最大为 ,’ 岁"平均年
龄为 -(7>’ 岁"病例主要为 -& 岁以上人群"占
(,7#(f##4$0$$>$"见图 >’
$74"临床症状及潜伏期

由于+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报告病例临
床症状不完整"发病时间不能精确到小时"故仅对
+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报告的 >! 起事件中的
#>& 例病例临床症状进行分析’ 病例均表现胃肠道
症状"低于 #&f的病例出现发热*胸闷*尿量减少*
昏迷等症状#见表 #$&潜伏期最短为 &74 N"最长为
#$ N"中位数为 $ N’ !& 例病例在首次诊断为疑似毒

图 >"毒蕈中毒病例的年龄分布
+A/U‘K>"=/KZAGL‘A_ULAFH FJ.UGN‘FF.]FAGFHAH/E@GKG

蕈中毒"首诊正确诊断率为 (!7$>f# !&0#>&$"在
村*乡镇医疗机构的首诊正确诊断率为 (,7#,f
##40$$$"在县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的首诊正确诊
断率为 (!7--f#’40#&,$"$ 例死亡病例首诊均在村
卫生室"均未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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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毒蕈中毒病例的临床症状#%k#>&$

5@_BK#":BAHAE@BGI.]LF.GFJ.UGN‘FF.]FAGFHAH/E@GKG
症状 病例数 占比0f

发热 ’ 47>,

恶心 #$4 !(7#4

呕吐 #$> !-7($

腹痛 (, 4$7>#

腹泻#"> 次0$- N$ ($ -’7(!

胸闷 ## ,7-(

尿痛*尿量减少 ! (7!$

昏迷 $ #74-

>"讨论
毒蕈是导致我国食物中毒事件的重要致病因

素 ( $) "安徽省地形中一半为丘陵*山区"适合毒蕈生
长的区域广’ 安徽省自 $&#$ 年开始食源性疾病病
例监测"$&#(!$&#’ 年覆盖全省 $$’ 家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为了保证数据代表全省"本研究仅对
$&#(!$&#’ 年报告病例进行分析’ 通过+食源性疾
病监测报告系统,及+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
共搜索到毒蕈导致食源性疾病病例 $$> 例"其中
$ 例病例死亡"病死率为 &7!&f"毒蕈中毒成为影响
居民身体健康的重要食源性疾病之一’

由于毒蕈种类繁多"我国有文献 ( >)分类已超过
->4 种"毒蕈所含毒素非常复杂"中毒后临床表现多
样"可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和
精神错乱*幻觉等精神症状以及肝*肾*心*脑等脏
器损害"根据临床症状一般分为胃肠型*神经精神
型*溶血型*脏器损害型等’ 蒋绍锋等 ( -)对毒蕈中
毒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安徽省报道的病例主要为胃
肠型*脏器损害型"本次分析的安徽省病例多表现
为胃肠道症状"但 $ 例死亡病例为典型的脏器损害
型’ $ 起导致死亡的毒蕈中毒事件的调查报告未描
述毒蕈种类"但 $&#$ 年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报告 - 起
脏器损害型毒蕈中毒事件"鉴定毒蕈种类为鹅膏菌
与亚稀褶黑菇 ( 4) ’ 由于脏器损害型病例的病情发
展分为胃肠炎期*假愈期*脏器损害期和恢复期"早
期多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基层医疗机构易误诊为急
性胃肠炎"假愈期认为已治好"延误了规范治疗时

间"易导致死亡病例出现"$&#(!$&#’ 年安徽省$ 例
死亡病例首诊均在基层医疗机构"应加强基层医务
人员培训"注意对就诊的腹泻病例询问饮食史"特
别要询问是否食用野生蘑菇’

安徽省毒蕈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 d#& 月报
告事件起数占总数的 ’>7(-f" ! 月为发病高峰"
$&&-!$&## 年全国 ( () *$&&-!$&#> 年贵州省 ( ’)流行
高峰为 ’ 月份"湖南省 ( ,)与安徽省流行时间类似"
毒蕈生长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毒蕈中毒发
生的季节不一’

安徽省毒蕈中毒具有季节性*区域高发性"为
减少毒蕈中毒事件发生"建议做好以下几点%(应
在高发季节前"在重点区域针对重点人群"采取合
适方式进行宣传"告知大众不要采摘*食用野生蘑
菇&)做好城市居民宣传"不要购买临时摊贩的野
生蘑菇"外出旅游不要采集野生蘑菇&+做好基层
医务人员的培训"促进病例早诊断"使患者尽早得
到正确的救治"减少死亡病例出现&,发展可食用
蘑菇种植业"对群众喜欢食用蘑菇进行驯化"减少
食用野生蘑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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