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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采用因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Ls）指标分析云南省 2017—2021 年野生蕈中毒的疾病负担情

况，为制定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将云南省野生蕈中毒死亡数据根据性别、年龄、年份进行整理，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疾病负担 Excel 计算模板进行 YLLs 的计算，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性别、年份等 YLLs 比较后，结合人

力资本法估计云南省野生蕈中毒间接造成的经济负担。结果 2017—2021 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累计死亡 139 例，

死亡率为 0. 29/10 万，其中男性和女性死亡率分别是 0. 34/10 万和 0. 23/10 万，YLLs 为 2 760 人年，其中 30～59 岁

人群的 YLLs 是最高的；全人群 YLLs 强度为 5. 70 人年/10 万，以 5 岁以下儿童 YLLs 强度最高，男性 YLLs 和 YLLs
强度均高于女性；云南省 139 例野生蕈中毒死亡病例总体间接经济负担为 7 079. 42 万元，人均 50. 93 万元。

结论 野生蕈中毒是云南省食源性疾病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强化医疗救治和流行

病学调查处置，加强野生蕈中毒预防知识的宣传，有效减少野生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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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ease burden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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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the years of life lost（YLLs）
from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1 was calculated . Methods The death data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were collated according to gender，age and year. The YLLs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xcel calculation template，and the YLLs was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age，gender
and year groups. The indirect economic loss was estimated using human capital approach. Results The YLLs due to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was 2 760 person-years（5. 70 person years per 100 000 population）. People aged from 30 to 59 years
old were a risk group for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with YLLs of 1 602 person-years. Children aged <5 years old were also
at high risk for wild mushroom poisoning（9. 10 person-years/100 000 population）. The intensity of YLLs and YLLs in
mal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 The total indirect economic burden of 139 deaths from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was 70. 794 2 million yuan，509 300 yuan per capita. Conclusion The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foodborne diseases death in Yunnan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food safety，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at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facility.
Key words：Wild mushroom；foodborne diseases；disease burden；the years of life lost

云南省野生蕈资源丰富，分布广泛，我国已知

野生食用蕈约 1 000 余种，云南省有 900 余种，居全

国第 1。云南省有毒野生蕈 200 余种，多数毒蕈毒

性轻微，其中可引起中毒后死亡的有 20 余种［1-2］。

野生蕈中毒是云南省危害较严重的食源性疾

病，其事件起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已连续多年位

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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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之首，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3-4］。本文通过收集 2017—2021 年云南省野

生蕈中毒监测资料 ，计算早死所致生命损失年

（Years of life lost，YLLs），分析云南省因野生蕈中毒

早死导致的疾病负担，以了解其对人群的危害程

度，为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野生蕈中毒资料来自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

测系统中 2017—2021 年云南省上报的监测数据。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自 2010 年起建立了食

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该系统主要收集县级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置完毕的食源性疾病事

件。人口数据来自云南省 2020 年统计年鉴［5］。

1. 2 判断标准

根据《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2021
年）》，发病人数在 2 人及 2 人以上或死亡 1 人及以

上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判定为暴发事件［6］。

1. 3 方法

对云南省野生蕈中毒发病死亡情况进行描述，

使用 YLLs 指标对云南省野生蕈中毒疾病负担进行

分析。

1. 3. 1 YLLs的计算方法

YLLs 的计算公式［7-9］：

YLL = DW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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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W 为失能权重（对死亡取值 1），C 为年龄权

数校正常数，取值 0. 1658；a 为死亡发生年龄，γ 表

示 贴 现 率 ，取 值 0. 03，β 为 年 龄 函 数 参 数 ，取 值

0. 04，L 为年龄 a 时的标准期望寿命（按西方 26 级

标准期望寿命表，男性 80 岁，女性 82. 5 岁计算）。

1. 3. 2 经济损失测算

采用人力资本法计算间接经济损失，即间接经济

负担=YLLs×当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龄权重。云

南省统计年鉴显示 2019年云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为 47 944 元；年龄权重依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

料，各年龄段的生产力权重分别为：≤14 岁为 0. 15；
15～44岁为 0. 75；45～59岁为 0. 8；≥60岁为 0. 1［10］。
1. 4 统计学分析

用 Excel 2007 软件进行数据导入及整理；采用

SPSS 17. 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χ2检验；采用世界卫生

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推荐的疾病

负担 Excel 计算模板对不同年龄段及性别的 YLLs
进行计算。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7—2021 年云南省“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

统”中共报告野生蕈中毒事件 3 254 起，发病 12 665
人，死亡 139 人，病死率为 1. 1%，分别占全省食源

性 疾 病 暴 发 事 件 总 数 、死 亡 人 数 和 病 死 率 的

63. 1%、48. 8% 和 56. 7%；年平均报告野生蕈中毒

事件 651 起，发病 2 533 人，死亡 28 人。

云南省野生蕈中毒累计死亡 139 例，死亡率为

0. 29/10 万，其中男性死亡率 0. 34/10 万，女性死亡

率 0. 23/10 万，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 05）；70～79 岁年龄段死亡率最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2. 2 云南省野生蕈中毒死亡疾病负担

2. 2. 1 性别、年龄疾病负担

2017—2021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 YLLs为 2 760
人年，其中男性为 1 650 人年，占全人群 YLLs 的

59. 78%，女 性 为 1 110 人 年 ，占 全 人 群 YLLs 的

40. 22%；YLLs 强度为 5. 70 人年/10 万，其中男性

为 6. 58 人年/10 万，女性为 4. 74 人年/10 万。从

年龄分布来看，30～59 岁人群野生蕈中毒死亡人数

较多（死亡 75 人），生命损失人年数最高（YLLs 为

1 602 人年）。而从生命损失强度来看，5 岁以下儿

童最高（9. 10 人年/10 万），见表 2。
2. 2. 2 分年度疾病负担

2017—2021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 YLLs为 2 760
人年，年均 YLLs 为 552 人年，年均 YLLs 强度为

1. 14 人年/10 万；2017 年全人群野生蕈中毒 YLLs
最高，为 760人年，男性野生蕈中毒 YLLs也以 2017年
最高，为 483人年；女性野生蕈中毒 YLLs以 2019年

最高，为 362 人年。见表 3。

表 1 2017—2021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不同年龄段死亡水平

Table 1 Fatalities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deaths at
different age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1

年龄段/岁

0～4
5～14
15～29
30～44
45～59
60～69
70～79
80
合计

死亡人数

男

4
4
3
22
28
16
4
4
85

女

5
5
2
9
16
6
11
0
54

合计

9
9
5
31
44
22
15
4

139

死亡率/10万
男

0.26
0.13
0.06
0.35
0.52
0.80
0.42
1.24
0.34

女

0.34
0.17
0.04
0.16
0.32
0.30
1.04
0.00
0.23

合计

0.30
0.15
0.05
0.26
0.43
0.55
0.74
0.53
0.29

注：各龄死亡率经 χ2检验，χ2=57.21，P=0.00；不同性别死亡率经 χ2检
验，χ2=4.96，P=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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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间接经济负担分析

根据各年龄段的生产力权重，以及从《云南省

统计年鉴（2020）》所查云南省 2019 年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为 47 944 元，按照间接经济负担计算公式得

出云南省 139 例野生蕈中毒死亡病例总体间接经济

负担为 7 079. 42 万元（平均每人 50. 93 万元），其中

男性 4 520. 88 万元，女性 2 558. 54 万元，15~59 岁

组的间接经济负担最高，为 6 461. 90 万元，占全部

间接经济负担的 91. 28%。

3 讨论

随着社会发展，健康问题、居民卫生费用不断

上涨等问题的出现，如何对有限的卫生资源进行分

配，是各国卫生决策中共同面临的问题。为评价疾

病负担，确定优先解决的卫生问题和优先控制的疾

病，为政府制定预防控制对策提供依据，近年来，国

内外关于疾病负担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1-12］。目

前，我国在慢性病方面研究相对较多，艾滋病、乙肝

和结核病等重点控制的传染病病种亦开始陆续有

报道，但野生蕈中毒疾病负担方面的资料尚少，本

次研究为该领域提供了可参考的资料。

2017—2021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 YLLs为 2 760
人年，YLLs 强度为 5. 70 人年/10 万，疾病负担强度

高于全球诺如病毒引起腹泻的疾病负担强度［13］

［2010 年诺如病毒的疾病负担强度约为 1. 51/10 万

（95%CI：1. 16/10 万～1. 95/10 万），在 22 种食源性

细菌、寄生虫以及病毒性病原体中排名第 1 位］；按

照间接经济负担计算公式得出云南省 139 例野生蕈

中毒死亡病例总体间接经济负担为 7 079. 42 万元

（平均 50. 93 万元/人），间接经济负担指的是因疾

病导致的患者劳动能力的减少而对社会造成的经

济负担，未包含因疾病导致的治疗、住院、交通等直

接花费和疫情期间产业停工等对社会造成的直接

经济负担［14-15］，所以野生蕈中毒在云南省造成的全

部经济负担应是高于 7 079. 42 万元，不断上升的野

生蕈中毒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将对各地的社会保

障工作，以及家庭和个人均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

从云南省野生蕈中毒 YLLs 构成的分析可以发

现，30～59 岁人群的 YLLs 是人群中最高的，是野生

蕈中毒主要疾病负担人群。从 YLLs强度来看，在不

同人群中，5 岁以下儿童 YLLs 最高，是野生蕈中毒

疾病负担的另一主要人群。儿童由于自身缺乏防

护意识而容易发生野生蕈中毒导致死亡，由于年龄

小，其生命损失远高于其他人群，因此应高度重视

儿童野生蕈中毒的防治工作。此外，青壮年是农村

地区的主要劳动力，外出采集野生蕈而导致误采误

食发生中毒的机会相对多于其他人群，发生中毒的

风险较大。性别构成的分析则显示男性的 YLL 和

YLL 强度均高于女性，是野生蕈中毒的主要疾病负

担人群，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在户外劳动的时间

多，也较喜欢采集野生蕈，同时进食野生蕈时，食用

量较大且常饮酒，故其发生野生蕈中毒的风险较

大 ，因此应重视男性人群的野生蕈中毒的防治

工作［16-17］。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野生蕈中毒尚无

对应的残疾权重，且监测数据资料缺少野生蕈中毒

个案病例就诊和后期转归详细情况，未能计算伤残

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以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表 2 2017—2021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段死亡疾病负担（人年）

Table 2 Disease burden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deaths in
Yunnan Province by gender and age from 2017 to 2021 (person-year)
年龄段/

岁

0～4
5～14
15～29
30～44
45～59
60～69
70～79
80～
合计

男性

YLLs
120
116
82
526
529
219
35
21

1 650

YLLs/
10万
7.90
3.72
1.51
8.28
9.90
10.99
3.72
6.52
6.58

女性

YLLs
152
148
56
220
327
89
119
0

1 110

YLLs/
10万
10.35
5.05
1.17
3.83
6.56
4.38
11.23
0
4.74

全人群

YLLs
272
264
138
746
856
308
155
21

2 760

YLLs/
10万
9.10
4.36
1.35
6.16
8.29
7.65
7.68
2.78
5.70

表 3 2017—2021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不同年份死亡

疾病负担（人年）

Table 3 Disease burden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death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1 (person-year)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合计

男性

死亡

人数

24
12
20
17
12
85

YLLs
483
217
394
339
217

1 650

YLLs/
10万
1.93
0.87
1.57
1.35
0.87
6.58

女性

死亡

人数

15
3
15
8
13
54

YLLs
277
56
362
138
277

1 110

YLLs/
10万
1.18
0.24
1.55
0.59
1.18
4.74

全人群

死亡

人数

39
15
35
25
25
139

YLLs
760
273
756
477
494

2 760

YLLs/
10万
1.57
0.56
1.56
0.98
1.02
5.70

表 4 2017—2021年云南省野生蕈中毒死亡间接经济

负担分析（万元）

Table 4 Indirect economic burden analysis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death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1

(10 000 yuan)
年龄段/岁

0～14
15～44
45～59
60～
合计

合计

385.47
3 178.69
3 283.21
232.05

7 079.42

男性

169.72
2 189.84
2 028.99
132.33

4 520.88

女性

215.75
988.85

1 254.22
99.72

2 558.54

——106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2年第 34 卷第 5 期

year，DALY），可能低估了野生蕈中毒病疾病负担。

但作为云南省首次开展的野生蕈中毒疾病负担研

究，可以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而且随着我国监

测系统不断完善，以及我国的学者不断探索适合本

国国情的失能权重，DALYs 的计算会更加精准和

科学［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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