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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广西毒蘑菇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点，为毒蘑菇中毒的风险预警和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广西 2015—2020 年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报告的毒蘑菇中毒事件的流行病

学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2015—2020 年，广西共报告毒蘑菇中毒事件 189 起，发病人数 789 人，死亡 10 人，病死率

为 1. 27%。事件数最多的是 2020 年，占事件总数的 38. 10%（72/189）；中毒事件主要发生在 5~9 月，高发地区为桂

林市 、百色市 、梧州市和钦州市；家庭为主要的发生场所，占总事件数的 93. 65%（177/189），其中农村地区占

88. 14%（156/177）；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原因为误食误用。结论 广西毒蘑菇中毒防控应根据高发季节、高危场所和

人群有针对性行预防，加强对农村地区家庭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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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ushroom poisoning events in Guangxi
from 2015 to 2020

SHI Mengmeng，PAN Yuli，JIANG Yuya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xi Nanning

530028,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ushroom poisoning events in Guangxi，and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trategy. Methods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incidence data of mushroom poisoning events in Guangxi reported through the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Reporting
System from 2015 to 2020. Results A total of 189 mushroom poisoning events were reported with 789 poisoning cases and
10 deaths in Guangxi from 2015 to 2020. The case fatality was 1. 27%. The highest number of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was found in 2020，accounting for 38. 10%（72/189）of the total. The majority of the mushroom poisoning events occurred
from May to September. Guilin，Baise，Wuzhou and Qinzhou were areas of high incidence of mushroom poisoning events.
Family was the main places for mushroom poisoning events，accounting for 93. 65%（177/189）of the total. Conclusi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Guangxi should be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incidence seasons，high-incidence areas and high-risk populations，and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prevention.
Key words：Poisonous mushroom；Guangxi；epidemiology

广西地处中国地势第二阶梯中的云贵高原东

南边缘，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气

候温暖、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因此广西多地的水土

和气候都十分适合野生蘑菇的生长。由于野生蘑

菇味道鲜美、享有“纯天然食品”的美称，受到许多

百姓的喜爱。近年来，毒蘑菇中毒事件逐年增多，

防控形势严峻。本研究对 2015—2020 年广西地区

毒蘑菇中毒情况进行分析，掌握广西地区毒蘑菇中

毒事件的流行病学趋势，为毒蘑菇中毒事件的风险

预警和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来源

2015—2020年广西各市、县（区）通过“国家食源

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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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事件报告系统”上报的所有毒蘑菇中毒事件。

1. 2 方法

采用 Excel、SPSS19. 0 软件分别对资料进行描

述性分析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

验水准 α=0. 05，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5—2020 年，通过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

报告的毒蘑菇中毒事件共 189 起，累计发病人数

789 人，死亡 10 人，病死率为 1. 27%，毒蘑菇中毒事

件数占食源性疾病事件总数的 25. 03%。各年度毒

蘑菇中毒事件年度分布详见表 1。2020 年毒蘑菇中

毒的事件数为 72 起、报告率 33. 96%、发病人数均

为最多（297 人）。各年度的报告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24. 09，P<0. 05）。2017 年病死率最高，

为 3. 82%（5/131），各年度的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2=7. 02，P>0. 05）。

2. 2 月度分布

事件发生主要集中在 5~9 月，报告的事件数和

发 病 人 数 分 别 占 该 类 事 件 相 应 总 数 的 80. 95%
（153/189）和 80. 99%（639/789）。6 月份事件数、发

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为最高，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

数的 50. 00%（5/10），见图 1。

2. 3 地区分布

2015—2020 年报告的 189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

中，广西 14 个地市均有事件报告，主要集中在桂林

市、百色市、梧州市和钦州市，共占总事件数的

49. 74%（94/189）。发病人数较多的集中在桂林市、

钦州市和河池市，共占总发病人数的 38. 91%（307/
789）。死亡人数主要分布在崇左市、梧州市、桂林

市和玉林市，病死率较高的地市为崇左市和梧州

市 ，分 别 为 5. 00%（3/60）和 4. 17%（3/72）。

见表 2。

2. 4 场所分布

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场所主要集中在家庭，共

报 告 177 起 ，占 总 事 件 数 的 93. 65%；死 亡 人 数

8 人，占总死亡人数的 80. 00%（8/10），见表 3。发

生场所在家庭的事件中，有 156 起发生在农村地

区，占 88. 14%。

2. 5 引发事件因素

毒蘑菇中毒事件最主要的引发原因为误食误用，

其事件数、发病人数分别占相应总数的 88. 36%
（167/189）、88. 47%（698/789），病 死 率 为 1. 15%
（8/698）。原因不明的中毒事件起数占总数的 3. 70%
（7/189），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 4. 05%（32/789），病死

率为 3. 13%（1/32）。多种因素的中毒事件起数占总

表 1 2015—2020年广西毒蘑菇中毒事件年度分布

Table 1 Yearly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Guangxi from 2015 to 2020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毒蘑菇事件数

9
9
28
43
28
72
189

构成比/%
4.76
4.76
14.81
22.75
14.81
38.10
100.00

食源性疾病事件总数

64
71
124
140
144
212
755

毒蘑菇事件报告率/%
14.06
12.68
22.58
30.71
19.44
33.96
25.03

发病人数

49
34
131
174
104
297
789

构成比/%
6.21
4.31
16.60
22.05
13.18
37.64
100.00

死亡人数

1
0
5
1
0
3
10

病死率/%
2.04
0.00
3.82
0.57
0.00
1.0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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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0年广西毒蘑菇中毒月度分布情况

Figure 1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Guangxi from 2015 to 2020

表 2 2015—2020年广西毒蘑菇中毒事件的地区分布

Table 2 Regiona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Guangxi from 2015 to 2020

地区

南宁市

柳州市

桂林市

梧州市

北海市

防城港市

钦州市

贵港市

玉林市

百色市

贺州市

河池市

来宾市

崇左市

合计

事件数

16
3
42
17
3
2
17
16
10
18
11
16
11
7

189

构成比

/%
8.47
1.59
22.22
8.99
1.59
1.06
8.99
8.47
5.29
9.52
5.82
8.47
5.82
3.70

100.00

发病

人数

51
13
147
72
6
7
86
59
39
72
68
74
35
60
789

构成比

/%
6.46
1.65
18.63
9.13
0.76
0.89
10.90
7.48
4.94
9.13
8.62
9.38
4.44
7.60

100.00

死亡

人数

0
0
3
3
0
0
0
0
1
0
0
0
0
3
10

病死率

/%
0.00
0.00
2.04
4.17
0.00
0.00
0.00
0.00
2.56
0.00
0.00
0.00
0.00
5.0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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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7. 94%（15/189），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 7. 48%
（59/789），病死率为 1. 69%（1/59）。

3 讨论

2015—2020 年广西毒蘑菇中毒的事件数和死

亡 人 数 分 别 占 同 期 总 数 的 25. 23%（189/749）和

23. 81%（10/42），广西毒蘑菇中毒病死率为 1. 27%，

低于已报道的广州市（18. 9%）［1］、云南省（3. 3%）［2］、

浙江省（6. 8%）［3］ 、江西省（4. 1%）［4］，高于湖南省

（0. 6%）［5］，也 高 于 国 外 报 告 的 平 均 水 平（0. 4%~
1. 0%）［6］。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总体呈现增加趋势，

防控形势仍然需要重视。2017 年起，广西食源性疾

病监测网络已 100% 覆盖到县级，随着监测系统的

完善和基层监测意识的提高，瞒报和漏报情况有所

减少［7］。根据气象资料显示，2017 年广西平均气温

偏高，降雨量偏多，有利于菌类生长，导致当年野生

菌采摘和食用几率增高。而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

影响，各地普遍采取封闭管理措施，增加了农村居民

采摘野生菌几率，中毒事件出现大幅度增长。

2015—2020 年广西毒蘑菇中毒事件主要集中

在 5~9 月份，6 月份是中毒事件的高发月份，与江西

省毒蘑菇中毒高发期一致，与全国 6~9 月份略有不

同［8］，主要由于广西处于亚热带地区，进入 5 月份以

后雨水充沛，空气湿度大，温度高，有利于野生蘑菇

的生长。

发生在家庭场所的毒蘑菇中毒事件占总事件

数的 93. 65%，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0. 0%，农

村家庭是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的薄弱场所，百姓素有

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且辨识能力有限，自我防范意

识差。

野生蘑菇中有不少毒蘑菇与可食蘑菇外形相

似，肉眼很难辨别，因此建议公众不采、不食、不卖、

不买野生蘑菇。其次给公众普及常见易混淆的毒

蘑菇类型及救治原则。普及范围扩大到偏远的农

村地区，通过大众可及的宣传形式，政府主导，多部

门联动，提高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

应根据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期 5~9 月份，结合

气候变化，向重点地区发出预警，加强基层卫生机构

对食源性疾病监测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开

展必要的专项监测，提高对毒蘑菇的形态学、毒性和

检测方法方面的深入研究。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对

毒蘑菇中毒的诊治能力，降低死亡率，另一方面有助

于对引发中毒蘑菇的类别来分析，从群众、基层卫生

机构等各个层面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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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2020年广西毒蘑菇中毒场所分布

Table 3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mushroom poisoning in
Guangxi from 2015 to 2020

发生场所

家庭

单位食堂

农村宴席

其他

合计

事件数

177
5
1
6

189

构成

比/%
93.65
2.65
0.53
3.17

100.00

发病

人数

717
20
24
28
789

构成

比/%
90.87
2.53
3.04
3.55

100.00

死亡

人数

8
2
0
0
10

病死

率/%
1.12
10.00
0.00
0.00
1.27

——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