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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调查处置一起误食野生植物常山致常山碱中毒的事件，为常山碱中毒临床救治和预防提供参

考依据。方法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确定中毒原因，结合临床

症状、治疗用药和患者治愈情况总结中毒治疗经验。结果　根据常山的植物学鉴定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该起

中毒事件的标本鉴定为云南常山，中毒物质为常山碱，食用人群罹患率 100%，中毒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和

里急后重等胃肠道症状，给予补液、护胃、补钾及广谱解毒治疗后 24 h 内痊愈，无迟发型其他症状。结论　本次事

件为一起误食新鲜云南常山致常山碱中毒引起的中毒事件，此前国内未见直接食用新鲜云南常山中毒事件报告，

为类似中毒事件的预防、临床救治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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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 dichroine poisoning outbreak caused by the accidental ingestion of fresh Dichroa yunnanensis 
was investigated and resolved， which can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further prevention of 
dichroine poisoning. Methods　 A systemic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hygiene investigation， laboratory tests， 
morphology analysis， and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the plant were conducted soon after the incident， and poison 
treatment consisted of evaluating clinical symptoms， giving therapeutic drugs， and achieving a patient cure. Results　
Based on the botanical and molecular biological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Dichroa yunnanensis， the sample involved in the 
poisoning incident was confirmed to be Dichroa yunnanensis， Yunnan Province.  The toxic substance responsible for the 
poisoning was an alkali from Dichroa yunnanensi， with a 100% effect rate among individuals who consumed it.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d mainly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tenesmus， and oth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hich abated 
within 24 h of fluid rehydration， stomach protection， potassium supplementation， and broad-spectrum detoxification 
treatment， without additional symptoms. Conclusion　 This incident of dichroine poisoning was caused by the accidental 
consumption of fresh Dichroa yunnanensis.  As no D.  yunnanensis poisoning case has been reported previously in China， 
this repor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linical treatment of similar poisoning events in the future .
Key words： Dichroa； dichroine； foodborne diseas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常山属（Dichroa Lour）为虎耳草科植物，在我国 目前共报道 8 种该属植物（http：//www. iplant. cn/
info/Dichroa）［1］。其中常山（Dichroa febrifuga Lour）
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别名黄常山、鸡骨常山、鸡

骨风、风骨木、白常山、大金刀、蜀漆（叶），其嫩叶又

名“蜀漆”。常山的根、茎、叶均可供药用，性味苦、

辛、寒，有毒，用于痰饮停聚、胸膈痞塞和疟疾治疗，

有催吐副作用，用量不宜过大，孕妇慎用。常山药

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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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有一定的毒性，导致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了一

定的限制，但却是民间的常用中药，茎叶在合理用

药情况下同样可以药用，故不当的食用方式和剂量

可能导致中毒［2］。 2022 年 5 月 1 日，重庆市武隆

区发生一起误食野生植物引起的中毒事件，武隆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经过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

调查、有毒植物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鉴定，确定为

一起误食新鲜云南常山导致的常山碱中毒事件。

本研究对该起事件的调查情况和中毒原因进行

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

1. 1. 1　基本情况

2022 年 5 月 1 日，5 个家庭共 12 名成员自发

组织在重庆市武隆区某地野外露营，期间采摘一种

绿色植物的叶子炒熟后食用，共有 8 人食用（人均

鲜重<30 g），约 30 min 后 8 人相继出现恶心、呕吐、

腹泻等胃肠道中毒症状。

1. 1. 2　主要仪器与试剂

本次检测仪器主要为美国 ABI 公司生产的

PCR 仪，主要试剂为美国赛默飞（Thermo）公司生产

的植物直接 PCR 试剂盒（F-30WH）。

1. 2　方法

1. 2. 1　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2012 年版）》［3］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回顾性调

查中毒患者发病前 72 h 内就餐史，确定共同暴露餐

次；重点调查共同暴露餐次的食谱，发现可疑食品，

运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食用可疑食品的罹患率

与未食用的比值，计算相对危险度；核实患者发病

潜伏期及临床表现，向接诊医生明确病例的临床症

状、检验结果和治疗方案，同时对中毒食品毒性进

一步鉴定，确定中毒原因，评估中毒事件严重程度；

电话随访患者治愈后期情况，总结此类中毒事件

特点。

1. 2. 2　毒物鉴定

通过对中毒物种的 DNA 提取，对转录间隔区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序列进行扩增，使

用 Thermo Scientific Phire 植物直接 PCR 试剂盒对

样品进行 PCR 扩增。将样品叶子剪碎至直径 2 mm
大小颗粒，取 1 粒样品用灭菌后的手术刀切碎至直

径 0. 5 mm 以下，将样品装入 1. 5 mL 离心管中用

50 μL 稀释缓冲液裂解，室温孵育 5 min，30 μL PCR
反应体系中加入 1 μL 的上清液作为扩增模板［15 μL 
2*Phire Plant PCR Buffer、0. 6 μL Phire Hot start II 

DNA Polymerase Plant PCR Buffer、11. 4 μL 去离子

水、上下游引物（10 μmol/L）各 1 μL］。

扩增目的片段为 ITS，扩增引物为 ITS5（GGAAG 
TAAAAGTCGTAACAAGG）和 ITS4（TCCTCCGCTTATT 
GATATGC）。扩增程序：98 ℃预变性 5 min；98 ℃变

性 5 s，58 ℃ 复性 5 s，72 ℃ 延伸 5 s，40 个循环后

72 ℃延伸 10 min，4 ℃保温。

经过凝胶电泳检测，片段大小符合预期大小后

送上海生工进行测序。将所得的 ITS 序列与 Genbank
下载的序列（De Smet et al.  2015）用 Clustalx1. 83 进行

比对，再用 BioEdit 7. 0. 5. 3 进行手工校对。采用最

大简约法构建系统发育树，使用 PAUP* 4. 0b10 软

件对 PCR 产物进行测序。

2　结果

2. 1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经流行病学调查，8 名中毒患者发病前 72 h 内

共同就餐史为 2022 年 5 月 1 日在重庆市武隆区某

地野外的露营午餐，可疑中毒食品为野外采集的不

明植物，8 名食用不明植物人员均出现中毒症状，罹

患率 100%（8/8），4 名未食用人员无不适症状发生，

可锁定本次中毒食品为该不明野生植物。武隆区

工作人员立即将患者未食用完的新鲜植物标本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中

毒控制室进行鉴定，同时根据患者提供的信息，到

现场查看该植物原始形态，对比送检标本，确定为

同一类植物。植物如图 1。

2. 2　临床表现

8 名中毒患者中男性 2 人，女性 6 人，最小年龄

12 岁，最大年龄 75 岁，平均年龄 46. 6 岁。8 人均

图 1　该起事件中患者食用的云南常山

Figure 1　Dichroa yunnanens eaten by patients in thi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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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恶心、呕吐，7 人（87. 5%）出现腹泻伴里急后

重，大便性状均为水样便，1 人（12. 5%）伴有腹痛；

均未出现低血压、视物模糊、呼吸困难、抽搐等其他

临床表现，其中 7 号患者有糖尿病史。详见表 1。

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8 名中毒患者中 3 人

（37. 5%）出现白细胞（WBC）升高，5 人（62. 5%）出

现中性粒细胞比例（NEU%）上升，5 人（62. 5%）出现

低钾血症，5 人（62. 5%）心电图异常，1 人（12. 5%）

肌酐偏低 ；所有人员心肌酶谱和随机指尖血糖

正常。

2. 3　临床分析与救治

根据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对出现呕

吐、腹泻的患者进行泮托拉唑 40 mg 抑酸护胃，其中

呕吐、腹泻严重的患者加用 0. 9% 生理盐水及 5%
葡萄糖补液、维生素 C 进行广谱解毒和增加代谢；

呕吐、腹泻严重致电解质紊乱缺钾患者予以静脉滴

注或口服补钾。8 名中毒患者经对症治疗后 24 h
内痊愈，后 24～48 h 内再次随访肝肾功能、电解质

未见明显异常，其中 1 人心电图短阵房速经对症处

理后复查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自述无任何不适，5 d
后电话随访无任何不适及其他临床症状出现。

2. 4　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

2022 年 5 月 6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

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中毒控制室对送检的云南常山

新鲜植物标本进行了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鉴定。

样品形态学特征为小枝圆柱形，具细条纹。叶纸

质，长圆状披针形，先端短渐尖，基部楔形，边缘具

细锯齿，侧脉每边 8～10 条，斜举，稍弯拱，网脉稀

疏，近横出。符合《中国植物志》［4］对云南常山的

描述。

基于 ITS 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图 2）［5］，聚类分

析结果显示 ，本次事件的标本序列与 1 条来自

Genbank 的云南常山（Dichroa yunnanensis）的序列

（LN830375）完全一致，与 Dichroa versicolor 有 2 个

碱基差异，三条序列聚类到同一分枝，获得高支持

率［最大简约法， Maximum parsimony（MP）=87%］。

根据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该起事件的标本鉴定为

云南常山。

3　讨论与建议

研究过程中发现常山药理活性成分均是常山

碱和异常山碱［6-7］，常山碱是从常山中分离制备出来

的单体成分，是一种喹唑酮类生物碱［8］，常山碱和异

常山碱两者互为同分异构体，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

转换，但两者总含量保持不变［9］。云南常山植物的

叶含量差异最大，根茎相对稳定［10］，嫩叶中毒所需

剂量较少，在人体胃液和肠液中都比较稳定［9］，若患

者食用量较大且出现重度中毒表现的情况下，在治

疗初期可以予以洗胃，以减少药物的进一步吸收。

本次事件患者主要食用云南常山的新鲜植物，嫩叶

部位含量较多；症状主要出现胃肠道症状异常，未

出现死亡病例和其他症状，说明摄入量较小，但有

报告单次摄入中药常山 30 g 以上可能引起死亡［11］，

因此中毒救治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患者的摄入量。

既往有研究［12-13］发现，一定剂量的常山碱盐能

导致小鼠肝脏、脾脏、胃、和盲肠出现明显病理变

化，可能出现血常规、肝、肾功能异常，对心、肾、肺、

十二指肠、空肠和结肠则无明显组织病理损伤，并

且有一定抗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作用［14］。通常认为

常山引起呕吐可能为常山碱通过 5-羟色胺和 P 物

质两种途径诱导呕吐反应，再加上生物碱其本身强

表 1　8 名中毒患者的临床症状

Table 1　Clinical symptoms of 8 poisoned patients
患者

编号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6 号

7 号

8 号

性别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年龄/岁

12
36
43
45
46
52
64
75

是否恶心、呕

吐（次数）

是（6）
是（2）
是（3）
是（2）
是（6）
是（3）
是（3）
是（1）

是否腹泻

（粪便性状）

是（水样便）

是（水样便）

是（水样便）

是（水样便）

是（水样便）

是（水样便）

是（水样便）

否

是否里

急后重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否

腹痛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黑体突出显示的为本次事件标本序列

图 2　基于 ITS 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Figure 2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ITS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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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胃肠道刺激作用，所以使人产生呕吐、腹泻、里

急后重等胃肠道反应。但是其具体发病机制，特别

是常山碱是直接作用于神经中枢还是通过刺激胃

肠道引起迷走神经兴奋而产生呕吐，以及具体的神

经递质产生路径目前尚不明确。

胃肠道为常山碱毒性的主要靶器官，中毒后期

会出现轻微的肝损伤、神经系统损伤等症状［15］，有

常山碱亚急性毒性试验表明，小鼠给予 6. 5 g/kg 的

剂量后 7 d，心、肝、脾、肺、肾、胸腺的脏器系数有显

著性改变，14 d 后无明显变化［16］，进一步说明常山

碱中毒无迟发中毒症状，以急性中毒表现为主，因

此在给予中毒患者治疗过程中也应重点关注患者

的急性肝功变化及神经系统损伤症状的出现。

本次 8 名中毒患者血常规结果显示有 5 名患

者的 NEU%升高，3 名患者 WBC 的升高，与既往的

毒性试验结果有所不同，但患者中毒以呕吐、腹泻

为主，容易导致患者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碱中毒，

对 NEU%、WBC 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因无常山碱对心脏的相关研究，此次 8 名中毒

患者中 5 名患者出现心电图异常，结合患者年龄及

既往体检结果，1 号患者的短阵房性心动过速和 2 号

患者的窦性心律不齐是否与常山总碱中毒有关，有

待进一步研究。

本次中毒原因主要为患者将云南常山植物当

作中药“柴胡”误食引起，建议广大居民不要擅自采

摘、食用民间中药。建议有关地区相关部门根据当

地居民采食野生植物的习惯，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

教育宣传，告知不随意采食不认识的野生植物，有

效预防此类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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