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卷 第 23 期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Vol. 11 No. 23 

2020 年 12 月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Dec. , 2020 

 

                            

*通讯作者: 殷俊,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营养与食品安全。E-mail: 419210363@qq.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YIN Jun, Senior Engineer,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Liangxi District, Wuxi 214011, China. E-mail: 
419210363@qq.com 

 

一起误食野蘑菇中毒事件的调查分析 

殷  俊* 

(无锡市梁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  214011) 

摘  要: 目的  调查分析一起野蘑菇中毒事件。方法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食品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测、

动物实验等方法, 查找本次食物中毒原因。结果  搜索哨点医院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和辖区医疗机构就诊记

录, 共发现同一家庭中毒患者 4 名, 罹患率 80.0%, 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 平均

潜伏期 3 h, 食用野蘑菇与发病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采集剩余野蘑菇 7 个及患者指认的草坪现场同一种

类野蘑菇 4 个, 经形态学鉴定为大青褶伞, 通过动物实验显示该野蘑菇有消化系统毒性。结论  本次中毒事件

为一起误食有毒大青褶伞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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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 by mistake 

YIN Jun* 

(Wuxi Liangxi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uxi 214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a case of wild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 Methods  The 

cause of this food poisoning was found b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food hygiene investigation, laboratory 

testing, animal experiments and other methods. Results  A total of four patients with poisoning from the same 

family were found by searching the foodborne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 of sentinel hospitals an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the incidence rate was 80.0%,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nausea, vomiting, abdominal pain, diarrhea and oth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ith an average incubation 

period of three hours. There was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umption of wild mushrooms and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 The remaining seven wild mushrooms were collected and four wild mushrooms of the same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by the patients as lawn, which were Chlorophyllum molybdites by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Wild mushrooms were toxic to the digestive system through animal experiments. Conclusion  This 

poisoning incident was a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caused by the accidental ingestion of a poisonous Chlorophyllum 

molybdites. 

KEY WORDS: mushroom; food poisoning; Chlorophyllum molybdites 
 

 
1  引  言 

毒蘑菇又称毒蕈, 在我国广泛分布, 种类繁多, 目前

已发现有 200 多种[1]。夏秋季节, 野蘑菇处于生长旺季, 很

多居民有采食野蘑菇的习惯, 但仅凭民间流传的一些识别

方法, 难辨其毒性, 每年各地因误食毒蘑菇所致中毒事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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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 道[24], 近年来浙江省此类中毒事件发生率呈逐年上

升趋  势[5]。江苏省与浙江省气候特征相似, 2010~2019 年

来无锡市共发生 8起毒蘑菇中毒事件, 多见于山区农村和城

郊结合部, 但 2019 年地处城市中心地带的无锡市梁溪区发

生了一起野蘑菇食物中毒事件, 在该行政区域内尚属首次

发生。本研究通过人员问询、现场勘查、采样检测、动物实

验等调查分析此次野蘑菇中毒事件, 以期为毒蘑菇中毒的

防控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采集 

9 月 8 日共收集样品 18 件 , 其中患者肛拭子 4 份、

呕吐物 1 份、剩余食品 6 份、厨房涂抹样 7 份 , 同时

采集到剩余未烹调野蘑菇 7 个以及草坪现场新鲜野蘑

菇 4 个。  

2.2  仪器设备 

DHP-9272 电热恒温培养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LDZM-60L 高压蒸汽灭菌器(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 

HFsafe-1500A2 生物安全柜(上海力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PXS2040 体视显微镜(上海光学仪器一厂)。 

2.3  方  法 

2.3.1  流行病学调查 

通过访谈现场患者及医生, 详细了解病例的症状、诊

疗情况, 并开展流行病学分析。 

2.3.2  食品卫生学调查 

通过 72 h 回顾性膳食个案调查, 发现可疑食品, 并勘

查其原材料来源、加工情况, 同时采集相关样品。 

2.3.3  实验室检测 

除野蘑菇外其余样品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4789.10-2016《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6], GB 4789.4-2016

《沙门氏菌检验》[7], GB 4789.5-2012《志贺氏菌检验》[8], 

GB 4789.7-2013《副溶血性弧菌检验》[9], GB 4789.14-2014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10]分别开展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菌、志贺菌、副溶血性弧菌、蜡样芽胞杆菌 5 个致病菌检

测。野蘑菇通过肉眼及显微镜观察辨别, 观察其子实体大

小、形状、颜色、光滑度、菌盖、菌环、菌褶、菌柄等菌

类生物特征, 比对《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11]、《毒蘑

菇识别》[12]、《中国毒蘑菇名录》[13]等书籍中相关图谱, 进

行真菌分类鉴定。 

2.3.4  动物实验   

以小型家兔作为实验动物, 取 100 g 兔粮各 1 份, 其

中 1 份 50 g 兔粮等量替换为 50 g 野蘑菇小块, 混匀后分别

喂食 3 月龄家兔, 并观察其应急反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 

2019 年 9 月 8 日下午 19: 00 无锡市梁溪区疾控中心

接到区卫健委电话, 称有 4 人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相

继到辖区某诊所治疗, 疑似为食物中毒。接报后, 区疾控

中心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开展调查。4 名患者当日中午

均有野蘑菇饮食史, 立即建议转至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就

诊, 经洗胃、导泻、补液等对症治疗, 均治愈出院, 未发生

死亡病例。 

3.2  流行病学调查 

病例定义: 2019 年 9 月 6 日~8 日, 在无锡市梁溪区

某公园草坪上采摘野蘑菇, 并在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症状之一的患者。据此病例定义搜索江苏

省食源性疾病监测与溯源系统和辖区医疗机构就诊记录,

共发现同一家庭 4 人发病, 罹患率 80.0%, 其中男性 1 名, 

女性 3 名, 年龄在 9 岁~54 岁之间; 患者均出现恶心、呕

吐症状, 腹泻占 50.0%(2/4)、腹痛占 75.0%(3/4), 腹痛为

上腹部阵痛, 无发热、无头痛头晕, 脉搏、血压正常。首

发病例症状最重, 当日下午 13:30 发病, 末例病例当日下

午 16:30 发病, 最短潜伏期 1.5 h, 最长潜伏期 4.5 h, 平均

潜伏期 3 h。由此推算出 9 月 8 日午餐为可疑暴露餐次。

见图 1。 

3.3  食品卫生学调查 

经膳食回顾, 9 月 8 日午餐菜谱为青菜、猪肉炒豆芽、

黄鳝、番茄炒鸡蛋、红烧鱼、炒野蘑菇。当天 11: 30 全家

5 人一起午餐, 其中 4 人食用蘑菇者均发病, 1 人未吃蘑菇

则未发病, 除此餐外均为平时常吃食物, 故确定野蘑菇为

可疑食物。因蘑菇烧制味道偏咸, 4 名患者均少量食用, 症

状最重者进食 6 筷, 症状最轻者吃了 1~2 筷, 其余 2 名患

者分别吃了 2~3 筷, 由此可见食用野蘑菇与发病之间存在

剂量-反应关系。 

进一步调查得知, 9 月 8 日 8:30 外来务工人员臧某在

居住小区旁公园草坪采摘野蘑菇约 400 g, 带回洗净后, 大

部分于中午烹调, 剩下 7 个野蘑菇计划于晚餐食用。据此, 

调查人员立即赶往患者家中采集剩余蘑菇, 并在患者指认

的公园草坪处现场找到 4 个与剩余蘑菇同一种类的野蘑

菇。究其原因, 8 日之前持续 6 天的阴雨天气, 潮湿温暖的

草坪适宜野蘑菇的旺盛生长。 

3.4  实验室检测 

除野蘑菇外 18 份样品均未检出致病菌, 由此排除细

菌性食物中毒可能。将患者家中剩余未烹调的蘑菇以及

草坪现场所采同一种类蘑菇, 送梁溪区疾控中心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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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菌种分类鉴定 , 初步鉴定疑似大青褶伞 , 同时将所拍

照片送江苏省疾控中心作专家鉴定, 复核鉴定为大青褶

伞。见图 2。 

3.5  动物实验 

喂食 75 g 兔粮与野蘑菇混合食物 25 min 后, 家兔陆

续表现出精神萎靡、行动迟缓、躯干卷曲, 四肢曲于腹部, 

偶尔发出尖叫声; 40 min开始拉稀, 粪便呈水样便, 有恶臭

味, 未发生死亡。而喂食 75 g 兔粮的家兔, 一切表现正常, 

无不良反应。见图 3。 

4  结论与讨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食品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

动物实验 , 依据《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2012 年版)》[14], 判定这是一起误食毒蕈的食物中毒事件, 

中毒食物是大青褶伞。 

大青褶伞(又称绿褶菇、铅绿褶菇)所含的毒素为水溶

性的生物碱 , 随时间与温度而变化 , 主要引起胃肠型症 

状[15]。大青褶伞中毒, 多发于每年 4~10 月, 发病快, 潜

伏期短, 一般为 0.5~6 h, 多呈点源暴发, 中毒后出现剧

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病程短, 一般病死率

很低, 进食量大也会致命[16]。从发病季节、潜伏期、中毒

特征看, 大青褶伞中毒与胃肠型细菌性食物中毒特点相

似, 两者容易混淆。本事件中患者所就诊的个体诊所在未

详细询问饮食史的情况下, 误诊为细菌性食物中毒后而

未作对症治疗。因此每年 4~10 月, 个体诊所如遇诊急性

胃肠道症状患者, 应加强毒蘑菇中毒与胃肠型细菌性食

物中毒的鉴别诊断 , 及时给予对症治疗 , 以提高患者治

愈率。 

目前对毒蘑菇的识别和鉴定, 更多是基于形态特征

识别菌种[17], 辅以毒素化学检验、动物实验加以鉴别[18]。

毒蘑菇动物实验一般以恒温哺乳动物如大白鼠、小白鼠、

猫、狗等作为实验动物[19, 20], 但尚未见选用家兔作为实验

动物的报道。本调查尝试将小型家兔作为实验对象, 并设

置对照实验, 结果显示家兔可作为毒蘑菇动物实验模型, 

特别在鼠、猫、狗等常见恒温动物模型不具备的情况下, 不

乏是一种较好的替代物。 

经查询 , 本起毒蘑菇中毒事件是无锡市梁溪区近

20 年来首次报告。本起事件提示: 一是在野外杂生情况

下 , 野生可食用蘑菇和有毒蘑菇极易混淆 [21], 鉴别“经

验”与“土法”不可靠 , 预防中毒的有效方法就是不要擅

自采食野蘑菇。当然, 适时的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在预防

毒蘑菇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22], 特别是针对外来务工人

员; 二是加强培训 , 提高个体诊所医务人员对毒蘑菇中

毒的诊疗能力 , 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 三

是在气温高、雨水多的夏秋季节, 相关部门要摸清当地

野生毒蘑菇的生长分布, 持续监测并适时发布预警。 

 
 
 
 
 

 
 
 
 
 

图 1  2019 年梁溪区某起毒蘑菇中毒事件流行曲线 

Pig.1  Epidemic curve of a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 in Liangxi district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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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左图为剩余未烹调的大青褶伞; 右图为草坪现场的大青褶伞。 

图 2  2019 年梁溪区某居民误食的有毒大青褶伞 

Pig.2  Poisonous Chlorophyllum molybdites accidentally eaten by a 
resident in Liangxi district in 2019 

 
 
 

   
 

注: 左图为喂食兔粮后的家兔; 右图为喂食兔粮与野蘑菇混合食

物后的的家兔。 

图 3  2019 年梁溪区某起毒蘑菇中毒事件动物实验 

Pig.3  Animal experiment on a poisonous mushroom poisoning 
incident in Liangxi district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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