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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a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流行病学分析

游兴勇!周厚德!刘洋!刘道峰!刘成伟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西省食源性疾病诊断溯源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摘#要!目的#分析 -"%-*-"%a 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预防毒蘑菇中毒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系统.查询 -"%-*-"%a 年江西省上报的毒蘑菇中毒事件!并进行描述性分

析% 结果#-"%-*-"%a 年江西省共报告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 %-" 起!发病人数 &$) 人!死亡人数 %. 人!病死

率为 &/%h&事件起数最多的是 -"%! 年!占事件总起数的 ))/)h#&"’%-"$&中毒事件主要发生在 !d, 月份&九江市"

鹰潭市"吉安市和抚州市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地区&家庭是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发生场所!家庭毒蘑菇中毒事件占中

毒事件总起数的 .-/!h#%%%’%-"$&农村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率高于城市&误采误食是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原因% 中

毒类别主要以灰花纹鹅膏菌和铅绿褶菇为主% 结论#毒蘑菇中毒是造成江西省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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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野生蘑菇类资源丰富"分布广泛"目前我
国具有食用价值的蘑菇种类有 .)$ 种"毒蘑菇种类
有 &)! 种 * %+ ’ 毒蘑菇中毒病死率高"其病死率可达

%-/).h* -+ ’ 江西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丘
陵,山地"森林覆盖率高达 $)/%h"加之潮湿温暖的
环境为毒蘑菇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通
过-国家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系统.监测发现"江西
省每年均有毒蘑菇中毒事件上报"尤其是误采误食
野生毒蘑菇的事件屡有发生"防控形势较严峻’ 本
研究对 -"%-!-"%a 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情况进行
分析"以全面了解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的流行病
学特征"同时为做好毒蘑菇食物中毒的预防工作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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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a 年江西省各县#区$通过-国家食源
性疾病事件报告系统 . 上报的所有毒蘑菇中毒
事件’
%/-#方法

采用 XU2AS,FOFF --/" 软件分别对资料做描述
性分析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 检验"检验
水准 !k"/"!"以 ’m"/"!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基本情况

-"%-!-"%a 年江西省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事
件报告系统.报告的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共%-" 起"
发病人数 &$) 人"死亡人数 %. 人"病死率为 &/%h
#%.’&$)$’ 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占同期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总起数的 -&/"h# %-"’!"%$"发病人数
占同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病总人数的 %)/"h
#&$)’) !$!$"死亡人数占同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死亡总人数的 ,-/$h#%.’-)$’
-/-#年度分布

各年度事件起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和病死
率分布见表 %’ -"%! 年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和发病
人数均为最多"分别为 &" 起和 %!& 人’ -"%$ 年毒
蘑菇中毒的病死率最高"为 !/$h#,’%&&$"各年度
的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i"/"!$’

表 %#-"%-!-"%a 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年度分布
\>MSA%#‘A>JSHE:;GJ:MNG:?B ?3@N;4J??@W?:;?B:BC:B

:̂>BCU:OJ?P:B2A"-"%- G?-"%a
年份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病死率’h
-"%- % #"/,$ % #"/-$ " #"/"$ "/"
-"%) - #%/a$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a/$$ $ #)%/$$ &/a

合计 %-" #%""/"$ &$) #%""/"$ %. #%""/"$ &/%

-/)#季度分布
从季度分布看"江西省毒蘑菇中毒全年四个季度

均有发生"主要集中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这两个
季度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毒蘑菇
中毒 事 件相应 总数 的 .)/)h # %%-’%-" $, .)/)h
#&)-’&$)$和 %""/"h#%.’%.$"各季度的病死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i"/"!$"见表 -’

从月份分布看"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主要集
中在 !d, 月"其中 $ 月报告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
死亡人数均最多"见图 %’

表 -#-"%-!-"%a 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季度分布
\>MSA-#FA>;?B>SE:;GJ:MNG:?B ?3@N;4J??@W?:;?B:BC

:B :̂>BCU:OJ?P:B2A"-"%- G?-"%a
季度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病死率’h

第一季度 - #%/a$ , #%/a$ " #"/"$ "/"

第二季度 a$ #$)/)$ )"! #$!/.$ . #&a/&$ )/"

第三季度 )$ #)"/"$ %-a #-a/&$ %" #!-/$$ a/.

第四季度 $ #!/"$ -) #!/"$ " #"/"$ "/"

合计 %-" #%""/"$ &$) #%""/"$ %. #%""/"$ &/%

图 %#-"%-!-"%a 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月份分布
D:CNJA%#I?BG4SHE:;GJ:MNG:?B ?3@N;4J??@W?:;?B:BC

:B :̂>BCU:OJ?P:B2A"-"%- G?-"%a

-/&#地区分布
-"%-!-"%a 年报告的 %-"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

中"江西省 %% 个地市均有报告"主要集中在九江市,
鹰潭市,吉安市和抚州市"共占毒蘑菇中毒报告事
件总起数的 $"/"h#a-’%-"$’ 发病人数较多的也
主要集中在九江市,吉安市,鹰潭市和抚州市"死亡
人数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九江市,吉安市,南昌市和
上饶市"见表 )’

表 )#-"%-!-"%a 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的地区分布

\>MSA)#*AC:?B>E:;GJ:MNG:?B ?3@N;4J??@W?:;?B:BC

:B :̂>BCU:OJ?P:B2A"-"%- G?-"%a
地区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病死率’h

南昌市 a #!/,$ -% #&/!$ ) #%!/,$ %&/)

景德镇市 - #%/a$ $ #%/)$ " #"/"$ "/"

萍乡市 % #"/,$ & #"/.$ " #"/"$ "/"

九江市 -" #%$/a$ aa #%$/$$ a #)$/,$ ./%

新余市 a #!/,$ &) #./)$ % #!/)$ -/)

鹰潭市 %, #%!/"$ $& #%)/,$ % #!/)$ %/$

赣州市 %% #./-$ &" #,/$$ " #"/"$ "/"

吉安市 %a #%&/-$ aa #%$/$$ ) #%!/,$ )/.

宜春市 $ #!/"$ -" #&/)$ " #"/"$ "/"

抚州市 %a #%&/-$ $) #%)/$$ % #!/)$ %/$

上饶市 %& #%%/a$ &, #%"/&$ ) #%!/,$ $/)

合计 %-" #%""/"$ &$) #%""/"$ %. #%""/"$ &/%

-/!#场所分布
从场所分布可见"发生在家庭中的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高"分别占全省毒蘑菇中
毒事件总起数,发病总人数和死亡总人数的 .-/!h
#%%%’%-"$,,-/)h#),%’&$)$和 .&/ah#%,’%.$"见
表 &"发生在单位食堂与发生在家庭的病死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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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 k"/%a%"’i"/"!$"发生在农村家
庭的毒蘑菇中毒事件明显多于城市家庭"但二者病死
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i"/"!$"见表 !’

表 &#-"%-!-"%a 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场所分布

\>MSA&#9?2>G:?B E:;GJ:MNG:?B ?3@N;4J??@W?:;?B:BC

:B :̂>BCU:OJ?P:B2A"-"%- G?-"%a
场所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病死率’h

单位食堂 ! #&/-$ &$ #./.$ % #!/)$ -/-

饭店 % #"/,$ ) #"/$$ " #"/"$ "/"

快餐店 % #"/,$ ) #"/$$ " #"/"$ "/"

学校 " #"/"$ " #"/"$ " #"/"$ "/"

家庭 %%% #.-/!$ ),% #,-/)$ %, #.&/a$ &/a

农村宴席 - #%/a$ )" #$/!$ " #"/"$ "/"

合计 %-" #%""/"$ &$) #%""/"$ %. #%""/"$ &/%

表 !#家庭发生的 %%%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的城乡分布

\>MSA!#_:;GJ:MNG:?B ?3%%% @N;4J??@W?:;?B:BC

?22NJJAE NJM>B >BE JNJ>S>JA>;:B 3>@:SH
地域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病死率’h

城市 ) #-/a$ . #-/&$ " #"/"$ "/"

农村 %", #.a/)$ )a- #.a/$$ %, #%""/"$ &/,

合计 %%% #%""/"$ ),% #%""/"$ %, #%""/"$ &/a

-/$#引发因素
由于毒蘑菇和可食用菌形态相似"采食者凭经

验采摘食用所致误采误食引发的事件起数,发病人
数和死亡人数均最高"分别占全省毒蘑菇中毒事件总
起数,发病总人数和死亡总人数的 .%/ah#%%"’%-"$,
.%/&h#&-)’&$)$和 %""/"h#%.’%.$"病死率为 &/!h
#%.’&-)$’ 中毒原因不明的事件起数占事件总起
数 的 ,/)h # %"’%-" $" 占 发 病 总 人 数 ,/$h
#&"’&$)$’
-/a#毒蘑菇种类

-"%-!-"%a 年报告的 %-"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
中"除 $% 起种类不明外"主要以灰花纹鹅膏菌
#)%/ah$和铅绿褶菇#%-/!h$为主"这两类毒蘑菇
分别导致 a 和 - 人死亡"见表 $’

表 $#-"%-!-"%a年江西省毒蘑菇中毒事件中毒蘑菇种类分布

\>MSA$#FWA2:A;E:;GJ:MNG:?B ?3@N;4J??@W?:;?B:BC

:B :̂>BCU:OJ?P:B2A"-"%- G?-"%a
种类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灰花纹鹅膏菌 ), #)%/a$ %)- #-,/!$ a #)$/,$

残托斑鹅膏 ) #-/!$ %" #-/-$ " #"/"$

致命鹅膏菌 - #%/a$ a #%/!$ " #"/"$

亚稀褶黑菇 % #"/,$ & #"/.$ " #"/"$

铅绿褶菇 %! #%-/!$ &. #%"/$$ - #%"/!$

种类不明 $% #!"/,$ -$% #!$/&$ %" #!-/$$

合计 %-" #%""/"$ &$) #%""/"$ %. #%""/"$

)#讨论
)/%#暴发数和死亡数最多

-"%-!-"%a 年报告的毒蘑菇中毒事件报告起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同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总
起数和死亡总人数的 -&/"h和 ,-/$h’ 江西省毒
蘑菇中毒病死率为 &/%h"高于湖南省 # "/$h$ * )+ ,

云南省#)/)h$ * &+和吉林省#%/,ah$ * !+毒蘑菇中毒
的病死率"也高于国外报道的平均水平 # "/&hd
%h$ * $+ " 低 于 浙 江 省 # $/,h$ * a+ 和 贵 州 省
#%-/%,h$ * ,+的病死率’ 各省毒蘑菇中毒病死率的
差异可能与统计的时间跨度,毒蘑菇的种类,进食
量和救治的时效性有关’ %.,-!-""" 年江西省毒
蘑菇中毒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占同期食物中毒总
起数和死亡总人数的 %,/&h和 !%/)h* .+ " -"%-!
-"%a 年无论是事件起数还是死亡人数在同期相关
数据中的占比均有较大升高"说明江西省毒蘑菇中
毒事件的防控形式依然严峻"并有扩大趋势’ 同时
也表明随着 -"%" 年国家正式启用食源性疾病事件
报告系统"监测工作逐步完善和规范"大幅降低了
瞒报和漏报情况’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 年毒蘑菇中毒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最
多"各年度的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在月份分布上"中毒事件主要集中在 ! d
, 月"其中$ 月报告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
数均最多’ 全国 $ d. 月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
期 * %"+ "而江西省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在时间上均
前移了 % 个月"主要由于江西省地处我国南方"!
月就进入主汛期"降水增多,湿度大,温度高"易于
野生蘑菇的生长’
)/)#以山区为主"存在区域的聚集性

毒蘑菇中毒发生地区主要集中在九江市,鹰潭
市,吉安市和抚州市"这些地区均以丘陵山地为主"

森林覆盖率高"雨量充沛"适宜野生食用菌种的生
长’ 死亡人数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九江市,吉安
市,南昌市和上饶市"南昌市和上饶市比鹰潭市和
抚州市发病人数少"但病死率却更高"可能与毒性
强的蘑菇在地域分布上有一定的聚集性有关’ 梁
进军等 * )+对湖南省毒蘑菇中毒的局部空间回归分
析表明"毒蘑菇中毒发病存在空间聚集性’ 江西省
比邻湖南省"是否也有相同的特征"有待深入研究’
)/&#多集中在家庭"重点在农村

家庭为毒蘑菇中毒的高发场所"发生在家庭的
事件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高’ 在
%%% 起家庭发生的毒蘑菇中毒事件中"农村家庭发
生事件起数明显高于城市家庭"可能与村民缺乏相
应的毒蘑菇鉴别知识,食品安全意识淡薄,食物中
毒常识普及不够有关"同时也与当地群众有自食野
生蘑菇的习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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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采误食是主因
误采误食导致的事件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

亡人数均最高’ 误采误食作为导致毒蘑菇中毒的
主要因素"与湖南省,云南省,吉林省,浙江省,贵州
省等 * )(,+报道的一致"同时也是美国 * %%+ #占报告事件
总起数的 ,a/!)h$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因素’ 误采
误食主要发生在农村家庭"由于医疗条件限制"不
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对于毒性较大的野生蘑
菇"一旦延误了抢救时机"常会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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