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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年云南省野生蜂蜜中毒事件分析 

刘志涛, 张  强, 李娟娟, 阮  元, 杨彦玲, 苏玮玮, 彭  敏, 万青青, 赵  江*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昆明  650022) 

摘  要: 目的  分析 2010~2019 年云南省野生蜂蜜中毒发生的流行特点。方法  应用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方法, 

对 2010~2019 年云南省野生蜂蜜中毒暴发事件发生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云南省 2010~2019 年野生蜂蜜中毒

共报告 27 起, 中毒 94 人, 死亡 17 人, 病死率 18.09%, 分别占云南省 2010~2019 食物中毒总起数、总中毒人

数和总死亡人数的 0.53%(27/5068)、0.25%(94/37743)和 3.33%(17/511)。野生蜂蜜食物中毒好发于 6~7 月份; 主

要分布于迪庆、临沧、楚雄、怒江和大理所辖的山区县(区); 中毒人群以 18～59 岁青壮年和农民为主, 分别

占总中毒人数的 69.15%和 76.60%。结论  根据野生蜂蜜食物中毒发生的流行病学特点, 加强预防野生蜂蜜中

毒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防范意识, 提高医务人员蜂蜜中毒等救治能力是减少蜂蜜中毒发生和降低危害的必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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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wild honey poisoning events from 2010 to 2019  
in Yunnan province 

LIU Zhi-Tao, ZHANG Qiang, LI Juan-Juan, RUAN Yuan, YANG Yan-Ling, SU Wei-Lei,  
PENG Min, WAN Qing-Qing, ZHAO Jiang* 

(Yunnan Provinc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Kunming 65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wild honey poisoning events from 2010 to 

2019 in Yunnan. Methods  The outbreak of wild honey poisoning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was 

analyzed by epidemiologic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Results  A total of 27 cases of wild honey poisoning events 

were reported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with 94 cases of poisoning and 17 died,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was 18.09%, accounting for 0.53% (27/5068), 0.25% (94/37743) and 3.33% (17/51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food 

poisoning, total number of poisoning and total number of death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respectively. 

Wild honey poisoning often took place in June and July. It often occurred in Diqing, Wenshan, Lincang, Chuxiong, 

Nujiang and Dali county (districts). Young adults aged 18‒59 and farmers were the main groups that the wild honey 

poisoning occured, the wild honey poisoning injured ratios for young adults aged 18‒59 and farmers were 69.15% 

and 76.6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poisoning, enhancing 

the education to public on poison wild honey poisoning knowledge and public preventing thoughts, publicity of food 

safety, trainings to medical staffs and strengthening sanitary inspection of wild honey are necessary measur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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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ine the incidence and decrease the harm of wild honey poisonings. 

KEY WORDS: wild honey; mortality rate; poisoning; epidemiology 
 
 

1  引  言 

蜜蜂酿蜜主要依靠蜜粉源植物, 在这些植物中, 有

一些种类的植物其花蜜或花粉对蜜蜂或人有毒, 称为有

毒蜜粉源植物, 人一旦食用了来源于有毒蜜粉源植物的

蜂蜜, 就可能会致病或致死[1,2]。云南省动植物资源丰富, 

部分农村地区居民有采食蜂蜜的习惯, 蜂蜜中毒事件时

有发生。蜂蜜中毒与自然环境及人的行为关系密切一般

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应采取重点预防的措施[3,4]。相关

研究结果显示, 云南西部地区是季节性蜂蜜中毒的高发

区, 中毒原因可能与昆明山海棠等有毒蜜源植物有关[4]。

本研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技术, 结合历年来中毒事件报告资料和实验室检测

结果, 对云南省 2010~2019 年食用野生蜂蜜中毒事件流

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 初步揭示云南省食用蜂蜜中毒事

件的时空分布和流行特征, 为加强蜂蜜中毒的预防和控

制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来源于 2010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省

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中监测到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定义为因摄入相同食物出现 2 例及

以上症状相似病例, 或死亡 1 人及以上的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5]。 

2.2  分析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描述食物中毒发生的时

间、地点、中毒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等情况。野

生蜂蜜食物中毒诊断参照 GB 14938-94《食物中毒诊断

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6]中的野生蜂蜜中毒诊断标准进

行诊断。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和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

统计学分析, 采用率、构成比等指标对样本特征和调查指

标进行描述。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 

2010~2019 年云南省共报告食用野生蜂蜜中毒事件

27 起, 发病 94 人, 死亡 17 人, 病死率 18.1%。 

3.2  流行病学特征 

3.2.1  年度分布 

2010~2019 年, 云南省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5068 起, 累计发病 37743 人, 死亡 511 人, 病死率 1.35%。

其中, 食用野生蜂蜜中毒事件 27 起, 发病 94 例, 死亡 17

例, 病死率 18.09%(17/94), 见表 1。分别占同期全部食源

性疾病暴发事件总中毒起数、总发病人数和总死亡人数的

0.53%(27/5068)、0.25%(94/37743)和 3.33%(17/511)。 

 
表 1  云南省 2010~2019 年蜂蜜中毒事件年度分布 

Tabl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honey poisoning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年份 
报告起数 

(百分比/%) 

发病人数 

(百分比/%) 

死亡人数 

(百分比/%) 

2010 年 1(3.7) 2(2.1) 1(5.9) 

2011 年 1(3.7) 4(4.3) 0(0) 

2012 年 3(11.1) 15(16.0) 4(23.5) 

2013 年 1(3.7) 5(5.3) 1(5.9) 

2014 年 0(0) 0(0) 0(0) 

2015 年 4(14.9) 5(5.3) 5(29.4) 

2016 年 7(25.9) 32(34.1) 6(35.3) 

2017 年 2(7.4) 7(7.4) 0 

2018 年 5(18.5) 17(18.1) 0 

2019 年 3(11.1) 7(7.4) 0 

合计 27(100) 94(100) 17(100) 

 
3.2.2  月份分布 

食用野生蜂蜜中毒事件发生在 5~7 月及 11 月, 6~7 月

为高峰, 报告起数和发病人数分别占全年总数的 81.5%和

83.0%, 死亡全部发生在 6~7 月; 11 月发病 2 起, 占总数的

7.4%。见表 2。 

 
表 2  云南省 2010~2019 年蜂蜜中毒事件月份分布 

Table 2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the honey poisoning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月份 报告起数(百分比/%)
发病人数 

(百分比/%) 

死亡人数 

(百分比/%) 

5 月 3(11.1) 9(9.6) 0(0) 

6 月 13(48.2) 31(33.0) 7(41.2) 

7 月 9(33.3) 47(50.0) 10(58.8) 

11 月 2(7.4) 4(7.4) 0 

合计 27(100) 94(100) 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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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地区分布 

中毒报告来自于迪庆(15 起)、临沧(7 起)、楚雄(3 起)、

怒江(1 起)和大理(1 起)5 个州市共 9 个县, 其中报告 3 起以

上的县 2 个(维西县、双江县), 2 起的 2 个(凤庆县、临翔区), 

1 起的 5 个。88.9%(24/27)的中毒事件发生于滇西南、滇西

北地区, 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 11.1%(3/27)的中毒事件

发生于滇中地区(楚雄)。见图 1。 

3.2.4  人群分布  

性别比例: 男性 57人, 女性 37人; 年龄分布: 平均年

龄 41.3 岁 , 其中 6 岁以下占 7.5%(7/94), 7～17 岁占

21.3%(20/94), 18～59 岁占 69.1%(65/94), 60 岁以上占

2.1%(2/94)。从职业分布看, 散居儿童占 7.4%(7/94), 中小

学生占 16.0%(15/94), 农民占 76.6%(72/94)。 

4  结论与讨论 

云南省蜂蜜中毒事件高发与居民饮食习惯有关。当地

人在昆明山海棠、南烛开花期, 有采收野生蜜蜂所产巢蜜

的习惯, 且大部分人是在采收后就立即或短期内就开始食

用, 部分被调查点单日人均食用量高达 1000 多克。昆明山

海棠为卫矛科雷公藤属的有毒蜜源植物, 民间俗称为“断

肠草”, 有牛羊吃后痛断肠, 不死皮毛也脱光之说; 其植物

的花蜜有毒, 蜜蜂采集其花蜜酿造而成的蜂蜜也有较大毒

性。人误食昆明山海棠蜂蜜后数小时至 3～5 d 内出现中毒

症状, 人中毒后神经系统的症状主要为头痛、头晕、四肢

麻木、乏力等[7,8], 重症患者可能在 2～3 d 内发展为急性肾

功能衰竭而死亡[9]。 

 
 

 

 
图 1  2010~2019 年云南省蜂蜜中毒事件地区分布情况 

Fig.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honey poisoning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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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 年, 云南省共报告食用野生蜂蜜中毒 27

起, 导致 94 人中毒和 17 人死亡。虽然野生蜂蜜中毒起数

和中毒人数仅占云南省同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数的

0.5%和 0.2%, 但其病死率(18.1%)却为同期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病死率(1.3%)的 14 倍, 后果较严重[10,11]。蜂蜜中毒

人群均为山区农民, 以壮年劳力为主, 儿童青少年也占较

大比例(28.8%)。 

6～7 月是云南省食用野生蜂蜜中毒高发季节, 81.5%

的中毒事件出现在 6~7 月份, 呈现出明显的时间聚集性。

这与大部分有毒蜜粉源植物的开花期相吻合同时, 也可能

与当地居民多选择在夏季食用蜂蜜的习惯有一定关系; 有

2 起事件发生在 11 月份, 可能与极端情况下, 蜜蜂采集了

诸如乌头这类有毒植物的花蜜, 蜂蜜就可能含有有毒的乌

头类生物碱, 人食用之后可引起中毒[12]。88.9%的中毒事件

发生于云南西部山区的 4 个州市 6 个县, 这与张强等调查

结果一致[9], 中毒原因可能与昆明山海棠等有毒蜜源植物

有关[3]。但 2016 年有 2 起, 2018 有 1 起发生于滇中地区(楚

雄)。提示在关注滇西(迪庆、怒江、临沧等)的同时, 滇中

地区(楚雄)也是云南省野生蜂蜜中毒的高发地区。相关研

究[13]表明, 发生过蜂蜜中毒县(区)的邻近地区往往也具有

相似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 存在蜂蜜中毒的风险, 应加

强预防和控制。 

云南蜂蜜中毒事件屡屡发生、后果严重, 这与当地群

众食品安全意识淡薄和就医不及时有密切关系[14]。目前对

蜂蜜中毒尚缺少特效疗法, 若处理不慎, 病死率较高。因

此, 应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做好如下工作: (1)加强对

群众的食物中毒安全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在高发地区

广泛、深入开展野生蜂蜜中毒防治知识的宣传; (2)加强对

蜂蜜的卫生检验。蜜蜂采集植物花粉酿制的蜂蜜, 尤其是

夏蜜, 必须经过检验无毒后才能出售或食用。为确保食用

安全, 初次食用某种蜂蜜应尽可能少吃, 逐渐增量, 如发

现异常要立即停止食用并及时就医; (3)提高医务人员蜂蜜

中毒等食物中毒救治能力,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整体医疗水

平, 降低蜂蜜中毒致死风险[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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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兽药残留研究与检测”专题征稿函 

 

食用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问题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课题。本刊特组织“农兽药残留研究与检测”专题, 

征集的稿件主要围绕农兽药残留标准制定与风险评估、农兽药的代谢与迁移转化、农兽药残留样品前处理方法、

农兽药残留检测技术与应用、农兽药残留现场检测技术、农兽药残留市场监测与结果分析等或者您认为与本专

题相关有意义的领域。该专题计划在 2021 年 1~2 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学报主编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和专题主编刘宏程研究员和

编辑部全体成员特别邀请有关食品领域研究人员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

响力。综述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

合格后优先发表。 

同时烦请您帮忙在同事之间转发一下, 再次感谢您的关怀与支持！ 

投稿方式(注明专题农兽药残留研究与检测):  

网站: www.chinafoodj.com(备注: 投稿请登录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主页-作者 

登录-注册投稿-投稿选择“专题: 农兽药残留研究与检测”) 

邮箱投稿: E-mail: jfoodsq@126.com(备注: 农兽药残留研究与检测专题投稿)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