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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浙江省长兴县一起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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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分析浙江省长兴县一起毒蘑菇中毒事件中毒蘑菇的种类%分析事件发生原因%总结调查处置

经验%为中毒患者的救治和中毒的预防提供借鉴" 方法$对中毒事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对毒蘑菇样品进行

形态学鉴定和分子系统学鉴定" 结果$本次毒蘑菇中毒事件共发病 # 人%其中 & 例重症%’ 例轻症%罹患率为

&""^%主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其中 & 例经短暂+假愈期,后出现严重横纹肌溶解中毒症状%血清

肌酸激酶(?@)最高达 #&- ’"" 70C" 毒蘑菇样品经形态学及分子系统学鉴定为亚稀褶红菇" 结论$本次事件是

一起因误食亚稀褶红菇引起的毒蘑菇中毒事件" 加强宣传教育%提升民众防范意识%提高医疗机构的诊断救治能

力是预防毒蘑菇中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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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中毒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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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全国毒蘑菇中毒病死率高达 ’&/’!^&死亡人数
占食物中毒总死亡人数的 #)/)%^, #- &而 ’"&"!
’"&. 年浙江省报告的毒蘑菇中毒暴发事件中&死
亡人 数 占 食 物 中 毒 总 死 亡 人 数 的 比 例 高 达
%./)^&已成为浙江省造成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主
要原因 , !- /

亚稀褶红菇"I)&&),+ &);$#2*#:+$&#&又称作亚稀
褶黑菇.亚黑红菇等 , )- &隶属于真菌界.担子菌门.
伞菌纲.红菇目.红菇科.红菇属 , .- &每年夏秋季 %
月上旬至 ( 月下旬生长于马尾松与栲树等山毛榉科
植物的混交林中&分布于我国华东.华中.西南和华
南地区&近年来在湖南.湖北.浙江.贵州.云南等省
份均有中毒事件发生 , %- &已成为我国剧毒蘑菇中毒
的主要种类之一 , -- / ’"&- 年 - 月 - 日&浙江省长兴
县发生 & 起 # 人误食亚稀褶红菇引起的毒蘑菇中毒
事件&本研究采用形态学与分子系统学方法对毒蘑
菇进行鉴定&并对中毒患者的诊断救治经验及事件
预防等展开分析/

&$材料与方法
&/&$主要仪器与试剂

聚合酶链式反应"_?*#仪"德国YTTA:I9F4#&\_
aH,’)- 凝胶成像系统"上海嘉鹏科技有限公司#&离
心机/

三甲基十六烷基溴化铵 "?Q+P#&氯仿&异戊
醇&’n?+V_?*NDKGAFN<X"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

’"&- 年 - 月 - 日&浙江省长兴县洪桥镇横山桥
村村民廖某及其妻子.儿子 # 人在家中进食自采蘑
菇&并发生中毒事件/ ’"&- 年 - 月 ( 日&浙江省长
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开展现场流行病
学调查&包括事件核实&与接诊医生和中毒患者访
谈&了解中毒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病程和诊治情
况&摘录相关病例资料&重点调查可疑蘑菇采集.加
工.进食情况/

&/’/’$蘑菇形态学鉴定
由于患者采摘的野生蘑菇已全部烹调&且无

食剩&调查人员于 - 月 &’ 日与廖某妻子前往弁
山&在与 - 月 - 日相同的采集地点采集到疑似毒
蘑菇样品&并经中毒患者确认/ 调查人员将疑似
毒蘑菇样品照片发送至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经专家协助辨识&
初步判断为亚稀褶红菇/ 随后将采集的疑似毒
蘑菇样品在 !) m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内彻底干
燥&寄送至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进行形态学鉴定&主要包括宏观形态特征和显微
结构观察/
&/’/#$蘑菇的分子系统学鉴定

将采集的疑似毒蘑菇样品干燥后寄送至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进行分子系统学
鉴定/ 采用 ?Q+P改进方法 , (-对蘑菇样品进行总
S=+提取&利用 _?*技术对内转录间隔区"[QJ#片
断进行扩增和测序&并进行系统发育学分析/ 分子
系统学鉴定使用试剂盒进行 _?*扩增&反应体系
"’) !O#包括 &’/) !ONDKGAFN<X. & !OS=+模板.上
下游引物各 & !O. ’ !ON;?O’ 和 %/) !OII>’W/ 扩
增引物为[QJ&"Q??]Q+]]Q]++??Q]?]]#和[QJ!
" Q??Q??]?QQ+QQ]+Q+Q]?# , &"- / 扩 增 程 序$
(! m预变性 ) M<:’(! m变性 #" K&)" m退火 #" K&
%’ m延伸 &" M<:&#) 个循环’最后 ! m保存/ 取
# !O_?*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凝胶电泳结束
后&在凝胶成像仪下拍照并记录结果/ 将电泳条带
单一明亮.片段大小约 .)" ET 的 _?*产物送生工
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S=+序
列用 N+HHQ%/" 进行比对 , &&- &使用 P<9YI<G软件将
序列进一步手工校对 , &’- / 系统发育树构建采用最
大简约法&使用 *+XNCU"/./" 软件 , &#- / 最大似然
法分析中&所有参数均采用默认值/

’$结果
’/&$基本情况

’"&- 年 - 月 - 日清晨&浙江省长兴县洪桥镇横
山桥村村民廖某"!% 岁#与妻子"!) 岁#去弁山采寻
灵芝&廖某因发现林下有些野生蘑菇与其在湖南老
家经常采食的蘑菇相似&遂将其采摘回家烹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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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 时&廖某及其妻子.儿子"’! 岁#.儿媳"’! 岁#
一家四口在家中共用午餐&午餐包括蘑菇炒大蒜.
丝瓜蛋汤.红烧排骨.凉拌黄瓜.蒸米饭&食材除蘑
菇外均为妻子在当地菜市场购买/ 除儿媳外&其余
# 人均进食蘑菇炒大蒜/ 当日 &’ 时起&廖某及其妻
子.儿子相继发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当
日均自行缓解&儿媳无任何症状/ 次日廖某出现头
晕.乏力.嗜睡等症状&家人将其送至湖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抢救&廖某妻子及儿子未就医/ 中毒蘑菇确
定为亚稀褶红菇后&调查人员第一时间将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与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反
馈的该类毒蘑菇的危害类型.中毒特点.救治建议
提供给医院&协助医院及时开展针对性救治/
’/’$临床表现及救治

# 例病例均在食用野生蘑菇后 & ‘’ 5 内发病&
罹患率 &""^/ 具体发病及转归情况见表 &/

表 &$中毒者进食后发病情况及转归
QDEOA&$[:3<IA:3AD:I FAGRF: 94T9<K9:AI TDG<A:GKD4GAFADG<:;

中毒者 进食时间 进食蘑菇量0片 发病时间 潜伏期05 主要症状.体征 诊治及转归

廖某 - 月 - 日 && 时 &!‘&) - 月 - 日 &’ 时 &/" 呕吐.腹泻.横纹肌溶解
伴多脏器损伤

经急诊.重症监护.肾内科
抢救治疗后出院&预后一般

廖某妻子 - 月 - 日 && 时 . - 月 - 日 &# 时 ’/" 恶心 未就医
廖某儿子 - 月 - 日 && 时 & - 月 - 日 &’ 时 #" 分 &/) 呕吐 未就医

注$蘑菇每片约拇指大小

$$重症病例廖某首发症状主要为呕吐&- 月 - 日呕
吐 &次.腹泻 #次后症状缓解&- 月 (日 )时呕吐 &次
并出现头晕.乏力.嗜睡等症状&- 月 ( 日 &" 时入院时
已出现横纹肌溶解中毒症状并伴有明显肾脏.肝脏受
损&后并发凝血功能障碍.代谢性酸中毒.急性呼吸衰
竭.肺部感染.急性应激性心肌病.急性心功能不全.
低蛋白血症.多浆膜腔积液.中度贫血.感染性发热.
多发性周围神经损害&血清肌酸激酶 "?@#最高达

#&- ’"" 70C&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 医院急诊给予洗
胃后立即收治重症监护室&期间行气管插管.血浆置
换&以及保肝.保肾.抗感染.维持酸碱平衡.营养支持
等对症支持治疗&后病情趋于稳定&于 - 月 ’" 日由重
症监护室转至肾内科进行血液透析支持治疗&并于
(月 &- 日出院/ 出院时廖某 ?@等相关指标复查均
达到或接近正常水平&但肝肾仍伴有一定程度损害表
现&预后一般&病程共计 !& I/

表 ’$中毒患者廖某住院期间检测结果
QDEOA’$QAKG<:;FAKROG94NF2C<D9IRF<:;59KT<GDO<fDG<9:

检测项目 检测指标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血常规

血生化

白细胞计数0"n&"( 0C# ’’/% ! ’!/) )/-

中性粒细胞比率 0̂ (./# ! -./( !

血红蛋白0;C &#. ! -! -.

血小板计数0"n&"( 0C# &!% ! &%% &((
?@0"70C# !! ’’" #&- ’"" & %-# &.%

?@,NP0"70C# &."% ! .) #%/&
+CQ0"70C# &"# ! &%) ’!
+JQ0"70C# !!( ! )! ’’
CS>0"70C# & (-’ ! & (#- ###

注$?@,NP$肌酸激酶同工酶’+CQ$丙氨酸氨基转移酶’+JQ$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CS>$乳酸脱氢酶’!表示未检测’- 月 && 日 ?@检测值为病
程中检测出的最高值

’/#$形态学鉴定
通过对毒蘑菇样品的宏观形态和显微观察&鉴

定为亚稀褶红菇"I)&&),+ &);$#2*#:+$&#&见图 &/
宏观形态$子实体中等至大型/ 菌盖初扁半球

形&后平展至中部下凹呈浅漏斗状&表面呈灰白色.
浅灰色至煤灰黑色&边缘色浅而内卷&无条棱&表面
干燥&无光泽&但湿时稍黏’菌肉白色&较厚&近柄处
有分叉现象&受伤处变红而不变黑&无明显气味/
菌褶白色&直生至近延生&伤后变红色&厚而脆&稍
稀疏& 不等长& 不分叉& 褶间具横脉& 褶缘 ) ‘
% 片03M&浅黄白色至浅奶油色&小菌褶多’菌柄偏
生&较粗短&圆柱型&污白色.浅灰白色至灰黑色&较

图 &$亚稀褶红菇子实体照片
H<;RFA&$PDK<I<9MDGD94G5AI)&&),+ &);$#2*#:+$&

盖色浅&内部松软/
显微结构$担子棒状&具 ’‘! 个小梗&基部无锁

状联合’担孢子球形.近球形至宽椭圆形&部分为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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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无色&表面疣突圆柱形&高 "/!‘&/) !M&疣突
间分散且无联线’脐上区淀粉质点不明显&" ./’ ‘
-/-# !Mn")/"‘-/.# !M/
’/!$分子系统学鉴定

采集的蘑菇样品利用 _?*技术扩增 [QJ 片断
并测序&进行系统发育学分析&构建系统发育树$共
&. 个单元&.&" 个特征位点&一个单元是本研究新产
生的序列"]A:PD:L =92N@###’!’#&其余 &) 个单元
均来自 ]A:PD:L&最大似然法得到 & 个 NC系统进
化树&结果表明样品与亚稀褶红菇聚类同一分枝&
并获得极高的支持率"见图 ’#&鉴定该样品为亚稀
褶红菇/

注$图中仅列出支持率高于 %"^的序列’(为检测的样品

序列’I)&&),+ +,;($#2*+ 为黑白红菇’I)&&),+ +:*#-(,#+ 为辣褶红菇’

I)&&),+ $#2*#:+$&为稀褶红菇’I)&&),+ :(6E+:8+ 为密集红菇’

I)&&),+ C#*%&:%$&为变绿红菇

图 ’$基于 [QJ 序列构建的亚稀褶红菇系统发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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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分析此次事件发生误采

误食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事发家庭对食用野生蘑菇
引起中毒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中毒事件中的廖某
为湖南人&其家乡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俗&在浙江
省长兴县定居后&其与妻子有去弁山采寻灵芝的习
惯&因发现有些野生蘑菇与其在湖南老家采食的蘑
菇极为相似&故采摘回家烹调食用&最终导致中毒
事件发生/ 二是导致此次事件的亚稀褶红菇与某
些地区老百姓广泛采集食用的*火炭菌+&即烟色红
菇"I)&&),+ +/)&8+#.稀褶红菇 "I)&&),+ $#2*#:+$&#.
密褶红菇"I)&&),+ /%$&#-(,#+#形态上极为相似&仅菌
褶的形态有所差别&且在野外这三种蘑菇可以生长
在同一环境内&采集者很容易将亚稀褶红菇误采
误食 , )- /

亚稀褶红菇是红菇属中的剧毒蘑菇 , &!- &其中毒
最有特征的临床表现为横纹肌溶解症 , &)- / 误食后
潜伏期短&起初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现
象&’! 5 后出现横纹肌溶解症状&生化指标表现为
?@急剧上升&最高可达十几万单位以上&严重者可
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 %- / ’""!!’"&& 年 ’’ 个
省份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
告毒蘑菇中毒事件 , &.-显示&稀褶红菇.毒红菇.亚稀
褶红菇中毒事件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 &./!^#仅次
于致病白毒伞"!!/&^#/ N+QJ77*+等 , &%-以小鼠
毒性为筛选模型&开展了亚稀褶红菇的毒素分离&
认为其致死毒素为环丙,’,烯羧酸化合物&该毒素能
引起横纹肌溶解&对小鼠的致死剂量为 ’/) M;0L;/
’"&# 年 % 月贵州省石阡县发生一起亚稀褶红菇引
起的 % 人发病.& 人死亡的中毒事件&% 位患者的 ?@
平均为 ’ ".# 70C"范围为 &’. ‘.. ()" 70C# , %- /
’"&! 年 - 月浙江省德清县发生一起 ) 人食用亚稀
褶红菇引起的中毒事件&其中 ’ 例重症病例 ?@分
别高达 -! -’! 和 &!" ’)( 70C&后因多器官衰竭先
后死亡 , %- / 本次事件中 ’ 例轻症病例出现胃肠道
症状&& 例重症病例由胃肠道症状进行性发展为横
纹肌溶解中毒症状&并伴多脏器损害&同时 ?@急剧
升高&临床表现与文献报道相符/

近年来&蘑菇中毒事件频频发生&而农村家庭
是主要的发生场所&发生原因主要为误采误食 , #- /
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建议各部门在广泛开展
毒蘑菇中毒防治宣传的基础上&在高发季节对农村
地区重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如利用广播.
电视.微信等平台发布毒蘑菇中毒防治知识&利用
流动宣传车.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画册等方式&
开展进山区.进农村.进家庭的宣传教育/ 宣传内
容应简单通俗&告诫公众预防毒蘑菇中毒一定要做
到不采.不食.不买.不卖&一旦发生毒蘑菇中毒&建
议尽快就医&尽早采用催吐.洗胃.导泻.灌肠等方
法&迅速排除毒素/ 同时加强医疗机构及临床医务
人员对毒蘑菇中毒诊治的认识&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是降低毒蘑菇中毒病死率的关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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