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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 2015—2021 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毒蕈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

为制定有效的毒蕈中毒预防控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湖北省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平台”上报的中毒

事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2015—2021 年恩施共报告毒蕈中毒事件 559 起，涉及发病人数 804 人。其中误采误

食是恩施发生毒蕈中毒事件的主要原因。毒蕈中毒引起的食源性暴发事件 45 起，发病 152 人，死亡 7 人，病死率

4. 61%。第二至第四季度为毒蕈中毒多发季节，发生场所以农村家庭为主，防控策略主要为监测、宣传、开展风险分

析和评估、及时医治等措施。结论 根据 2015—2021 年恩施毒蕈中毒事件回顾性分析结果，需要针对重点发生季

节、地区、场所及人群对象，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宣传教育力度，防止或减少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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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ormulating applicab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for toadstool
poisoning，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events in Enshi Tujia &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Enshi），Hubei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1 was analyzed. Methods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poisoning incidents reported by Hubei Food Safety Standards，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latform. Results From 2015 to
2021，a total of 558 cases and 804 patient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were reported in Enshi. The main cause of toadstool
poisoning was accidental taking and eating. There were 45 foodborne outbreaks caused by toadstool poisoning，with 152
cases and 7 deaths，and the fatality rate was 4. 61%. From the second quarter to the fourth quarter，toadstool poisoning
occurred frequently in rural household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mainly included monitoring，publicity，risk
analysis and assessment，timely treatment and other common measures.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results of poisoning poisoning events in Enshi from 2015 to 2021，it is needed to establish effective risk warn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o prevent or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oisoning according to the key
seasons，regions，places an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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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目前全球已知蕈约有 10 000 多种［1］，

其中毒蕈种类约 1 000 种［2-3］。我国蕈菌种类丰富，

已发现可食用蕈类 936 种［4］，有毒蕈类 435 种［5］。毒

蕈中毒归为真菌性食物中毒，具有地域性、高致死

率等特点。每年 4~10 月，全国各地都有因误采、误

食毒蕈而引发的中毒事件，甚至出现死亡病例，是

国家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综合试验区专栏

收稿日期：2022-08-31
基金项目：国家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试验区项目和中国食品安全技

术支撑人才培训项目（CFSTP）
作者简介：邵祥威 男 初级医师 研究方向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E-mail:874913420@qq.com
通信作者：彭子欣 女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食品微生物

E-mail:pengzixin@cfsa.net.cn

——1095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2年第 34 卷第 5 期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6-7］，已纳入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直报平台。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

地处武陵山区，具有适合野生蕈生长的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野生蕈种类丰富且分布广泛，目前已发现

40 余种毒蕈。由于当地居民有采食野生蕈的习惯，

每年都有因误采、误食野生毒蕈引发的中毒事件发

生，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本文探讨了 2015—
2021 年恩施毒蕈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和防控

策略，以期为制定有效的毒蕈中毒预防控制策略提

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及资料来源

毒蕈中毒数据来自 2015—2021年恩施“湖北省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平台”上报的毒蕈中毒事

件。防控策略相关资料来源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恩施疾控中心）月

度风险评估和疫情分析报告。

1. 2 定义

蕈菌是指具有明显的、肉眼可辨的子实体大型

真菌［8］。毒蕈，又称毒菌或毒蘑菇，属食用后对人体

和动物产生中毒反应的品种［2-3］。食物中毒是指人

体摄入含有生物性、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

把有毒有害物质当作食品摄入后所出现的非传染

性的急性、亚急性疾病［9］。毒蕈中毒是指由于食用

了毒蘑菇而发生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者

出现神经系统损害、肝肾功能衰竭等中毒症状，属于

一种真菌植物中毒。毒蕈中毒事件是指误食了有

毒的野生蕈出现中毒症状病例的事件。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是指因摄入相同食物出现 2 例及以上

症状相似病例，或死亡 1 例及以上的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恩施州毒蕈中毒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场所、中毒起数、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地区分布、人群构成和已采取的防控措

施等进行分析。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5—2021 年恩施州共报告食源性疾病 3 279
起，累计发病 4 212人，共报告毒蕈中毒事件 559起，

涉及发病人数 804 人，占总报告食源性疾病发病人

数的 19. 09%。2020年毒蕈中毒事件报告数（131起）

和发病人数（202 例）最多，2021 年报告数（34 起）和

发病人数（43 例）最少；2016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报告数最多（20 起），2021 年最少（2 起）；2016 和

2020 年毒蕈中毒暴发事件报告数最多，均为 13 起，

2021 年最少，仅报告 2 起。2015—2021 年恩施共

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71 起，涉及暴露人群

3 881 人，发病 460 人，死亡 12 人，病死率 2. 61%；

其中，毒蕈中毒引起的食源性暴发事件有 45 起，共

涉及暴露人数 163 人，发病 152 人，死亡 7 人，病死

率 4. 61%；毒蕈中毒引起的暴发事件数、暴露人群、

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总食源性疾病暴发数的

63. 38%（45/71）、4. 20%（163/3 881）、33. 04%（152/
460）和 58. 33%（7/12），见表 1。
2. 2 季节分布

2015—2021 年恩施毒蕈中毒四季均有发生，主

要发生在第二至第四季度，第一季度最少。第二至

第四季度分别占毒蕈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发病人数

的 99. 46%（556/559）、99. 63%（801/804）；其中第三

季度最高，毒蕈中毒事件数和发病人数、暴发数和

发病人数占总数的 59. 03%（330/559）和 58. 08%
（467/804）、62. 22%（28/45）和 59. 87%（91/152）；其

次为第 4 季度，构成比分别为 27. 73%（155/559）、

28. 86%（232/804）、31. 11%（14/45）、32. 89%（50/
152），见表 2。

从月份分布分析，毒蕈中毒事件除 1 月其他月

表 1 2015—2021年恩施报告毒蕈中毒情况

Table 1 Toadstool poisoning was reported in Enshi from 2015 to 2021
时间/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合计

毒蕈中毒事件

报告数

53
112
90
73
66
131
34
559

构成比 1/%
9.48
20.04
16.10
13.06
11.81
23.43
6.08

100

中毒事件发病人数

78
146
123
118
94
202
43
804

构成比 2/%
9.70
18.16
15.30
14.68
11.69
25.12
5.35

100

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报告数

0
20
10
11
11
17
2
71

构成比 3/%
0.00
28.17
14.08
15.49
15.49
23.94
2.82

100

毒蕈中毒暴发

事件报告数

0
13
4
6
7
13
2
45

构成比 4/%
0.00
28.89
8.89
13.33
15.56
28.89
4.44

100
注：1：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报告总数比；2：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总发病人数比；3：指占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总报告数比；4：指占毒蕈中毒暴发事件

报告总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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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均有发生，主要集中在 6~11 月，共报告 546 起，

涉及发病人数 787 人，分别占总数的 97. 67%（546/
559）、97. 89%（787/804）；毒蕈中毒暴发事件发生在

6~11 月（共涉及发病人数 152 人，死亡 7 人），其他

月份近 7 年均未报告。其中，7 月毒蕈中毒和暴发

事件报告数和发病人数最多，分别为 180 起和 252
例、20 起和 60 例，分别占总数的 32. 20%（180/559）
和 31. 34%（252/804）、44. 44%（20/45）和 39. 47%
（60/152），见表 3。
2. 3 地区分布

2015—2021 年恩施毒蕈中毒事件各县市均有

报 告 ，位 居 前 3 位 的 地 区 为 利 川 市（158 起 ，

28. 26%）、宣恩县（105 起，18. 78%）、来凤县（98起，

17. 53%）；除恩施市和巴东县，其余县市均有报告毒

蕈中毒暴发事件，其中位居前 3位的为咸丰县（25起，

55. 56%）、利 川 市（9 起 ，20%）、鹤 峰 县（5 起 ，

11. 11%），见表 4。
2. 4 发生场所

2015—2021 年恩施毒蕈中毒事件和暴发事件

发生场所主要为家庭。559 起毒蕈中毒事件发生在

农村家庭的有 477 起，其中恩施市 68 起、利川市

135 起、建始县 7 起、巴东县 5 起、宣恩县 92 起、咸

表 3 2015—2021年恩施毒蕈中毒月份分布情况

Table 3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 Enshi from 2015 to 2021
时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中毒事件报告数

0
1
2
4
3
64
180
41
109
115
37
3

559

构毒蕈成比 1/%
0
0.18
0.36
0.72
0.54
11.45
32.20
7.33
19.50
20.57
6.62
0.54

100

中毒事件

发病人数

0
1
2
4
4
94
252
59
156
176
50
6

804

构成比 2/%
0
0.12
0.25
0.50
0.50
11.69
31.34
7.34
19.40
21.89
6.22
0.75

100

毒蕈中毒暴发

事件报告数

0
0
0
0
0
3
20
1
7
9
5
0
45

构成比 3/%
0
0
0
0
0
6.67
44.44
2.22
15.56
20.00
11.11
0

100

毒蕈中毒暴发

事件发病人数

0
0
0
0
0
11
60
2
29
36
14
0

152

构成比 4/%
0
0
0
0
0
7.24
39.47
1.32
19.08
23.68
9.21
0

100
注：1：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报告总数比；2：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总发病人数比；3：指占毒蕈中毒暴发事件报告总数比；4：指占毒蕈中毒暴发事件总

发病人数比

表 4 2015—2021年恩施毒蕈中毒地区分布情况

Table 4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 Enshi from 2015 to 2021
地区

恩施市

利川市

建始县

巴东县

宣恩县

咸丰县

来凤县

鹤峰县

合计

毒蕈中毒事件

报告数

82
158
8
7

105
73
98
28
559

构成比 1/%
14.67
28.26
1.43
1.25
18.78
13.06
17.53
5.01

100

中毒事件发病

人数

116
201
13
17
170
116
134
37
804

构成比 2/%
14.43
25.00
1.62
2.11
21.14
14.43
16.67
4.60

100

毒蕈中毒暴发

事件报告数

0
9
3
0
2
25
1
5
45

构成比 3/%
0
20.00
6.67
0
4.44
55.56
2.22
11.11
100

毒蕈中毒暴发

事件发病人数

0
27
11
0
7
85
4
18
152

构成比 4/%
0
17.76
7.24
0
4.61
55.92
2.63
11.84
100

注：1：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报告总数比；2：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总发病人数比；3：指占毒蕈中毒暴发事件报告总数比；4：指占毒蕈中毒暴发事件总

发病人数比

表 2 2015—2021年恩施州毒蕈中毒季节分布情况

Table 2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 Enshi Prefecture from 2015 to 2021
季节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毒蕈中毒

事件报告数

3
71
330
155
559

构成比 1/%
0.54
12.70
59.03
27.73
100

中毒事件发病人数

3
102
467
232
804

构成比 2/%
0.37
12.69
58.08
28.86
100

毒蕈中毒暴发事

件报告数

0
3
28
14
45

构成比 3/%
0
6.67
62.22
31.11
100

毒蕈中毒暴发

事件发病人数

0
11
91
50
152

构成比 4/%
0
7.24
59.87
32.89
100

注：1：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报告总数比；2：指占毒蕈中毒事件总发病人数比；3：指占毒蕈中毒暴发事件报告总数比；4：指占毒蕈中毒暴发事件总

发病人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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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 63 起、来凤县 84 起、鹤峰县 23 起；发生在城镇

家庭的有 82 起，其中恩施市 14 起、利川市 23 起、建

始县 1 起、巴东县 2 起、宣恩县 13 起、咸丰县 10 起、

来凤县 14 起、鹤峰县 5 起。8 个县市发生在农村家

庭的毒蕈中毒事件数均高于城镇家庭（表 5）。45 起

毒蕈中毒暴发事件发生在农村家庭的有 39 起，涉及

发病人数 130 人，死亡 6 人，病死率为 4. 62%；发生

在城镇家庭的有 6 起，涉及发病人数 22 人，死亡 1
人，病死率为 4. 55%。发生在农村家庭的毒蕈中毒

暴发事件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均高于城镇家庭。

45 起中毒暴发事件中有 44 起为误采误食引起，1 起

为在街头摊点消费引起，见表 6。

2. 5 防控策略

为有效预防中毒事件发生，恩施近几年采取了

多种措施，提高了居民对预防毒蕈中毒的认识。第

一是通过“湖北省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平台”和

医疗机构上报开展监测，早发现，及时防治，降低病

死率。第二是恩施疾控中心开展月度疫情分析和风

险评估，在毒蕈中毒多发时期开展月度疫情分析和

风险评估，分析研判毒蕈中毒趋势，提出应对措施，

根据事件发生形势开展专题风险评估。第三是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健康宣教，在乡镇、村组、

集市、餐厅、进山口等地采取设立警示牌、张贴宣传

画、悬挂宣传标语、大喇叭等方式，反复提醒不采不

食野生蕈，在公众号、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平台开展毒

蕈中毒的预防措施宣传。第四是开展应急处置队伍

培训，强化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建设。第五是定期组

织培训班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急救培训，熟悉和掌握

发生毒蕈中毒后的催吐、洗胃等简易处理方法，提升

县级医院对重症毒蕈中毒病例的综合救治能力。

3 讨论

毒蕈中毒是恩施食源性疾病发生和造成死亡

的重要原因，毒蕈中毒易发，病死率高，与食用量、

毒蕈种类及毒性强弱、引发中毒类型和治疗及时性

有关。恩施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具有明显季节性，

多发于夏秋季，主要集中在 6~10 月，尤以 7 月报告

数最多，此时当地潮湿温暖的环境有利于野生蕈的

生长，采食野生蕈的人数增多，从而中毒事件频发。

这一结果与四川省 2016—2018 年、贵州省 2004—
2013 年等国内研究报告规律相符［3，10-13］。恩施四季

均有中毒事件发生，可能与当地居民对已烹饪的野

生蕈有冷冻保存的习惯有关，以至全年均能食用。

恩施毒蕈中毒事件多发于利川市，毒蕈中毒暴

发事件多发于咸丰县，可能与当地喜食程度、辨识

能力、采食人数、毒蕈与可食野生蕈的相似程度等

多方面因素有关。该结果提醒多发县市在高发季

节更应警惕，督促相关措施落实。恩施毒蕈中毒事

件发生场所主要是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这与四

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多地情况相似［3，10-13］。可能

原因是家庭自行采食，且农村家庭地处林区，更容

易采食野生蕈，但居民又缺乏辨别毒蕈的能力，导

致中毒事件发生。因此应加大农村地区毒蕈中毒

的预防，尤其针对高发县市，如加强宣传力度和提

高监测敏感度等措施，从而减少中毒事件的发生及

降低死亡率。

恩施以往采用的毒蕈中毒防控措施主要为健

康宣传，提高居民健康知识和辨识度，提升医疗机

构急救处置能力等，与国内多数地区采用的措施类

似。恩施 2021 年被选为国家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综合试验区，不仅能促使相关措施的落实落细，还

能紧抓国家试验区建设机遇，利用各方面资源，积

极学习创新其他措施去预防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恩施目前主要措施有：创建省级重点实验室，强化

毒蕈中毒各项检测能力，建立毒蕈种类标本库和图

库；成立食源性疾病州级流调队，建立有效的多点

触发监测预警模型，实现监测网络乡镇全覆盖，强

化监测处置和现场处置能力；进一步强化医防融

合，指定专门医院为救治点；实施市镇乡三级宣传，

通过入村入户面对面的宣传方式，普及食用野生蕈

表5 2015—2021年恩施州各县市毒蕈中毒事件场所分布情况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poisoning incidents in Enshi Prefecture from 2015 to 2021
场所

农村家庭

城镇家庭

合计

恩施市

68
14
82

利川市

135
23
158

建始县

7
1
8

巴东县

5
2
7

宣恩县

92
13
105

咸丰县

63
10
73

来凤县

84
14
98

鹤峰县

23
5
28

合计

477
82
559

表 6 2015—2021年恩施州毒蕈中毒暴发事件场所分布情况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toadstool poisoning outbreaks in Enshi Prefecture from 2015 to 2021
场所

农村家庭

城镇家庭

合计

事件数

39
6
45

占总事件数比/%
86.67
13.33
100.00

发病人数

130
22
152

占总发病人数比/%
85.53
14.47
100.00

死亡数

6
1
7

占总死亡数比/%
85.71
14.29
100.00

病死率/%
4.62
4.55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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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1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毒蕈中毒事件与防控策略分析——邵祥威，等

的安全知识等。以上措施的实施落地，将有力防控

恩施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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