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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遵义市毒蕈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空间分

布情况特点，为基层做好毒蕈中毒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遵义市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报告的毒蕈中毒事件进行

描述性分析及空间分布绘图。 结果　 十年间遵义市共报告

毒蕈中毒事件 ５２５ 起，累计报告中毒病例 １ ７５８ 例，死亡 ２９
例。 毒蕈中毒事件发生有季节波动性，主要发生在 ６—１０ 月

份，占总数的 ８９ư ９０％ 。 家庭是毒蕈中毒事件的主要发生场

所，占总数的 ９６％ 。 自采是毒蕈中毒事件中毒蕈的主要来

源。 结论　 毒蕈中毒事件是引起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一；借助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将环境因素和毒蕈类型分

布相结合，初步探索毒蕈分布地图。
关键词　 毒蕈；食物中毒；空间分布；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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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蕈又称毒菌、毒蘑菇等，是自然界中大型真菌

的子实体，误食后会产生中毒。 毒蕈中毒事件在全

球均有发生， １９９９—２０１６ 年间， 美国［１］ 共报告

１３３ ７００例毒蕈中毒病例，死亡 ５２ 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日本［２］发生毒蕈中毒事件共 ５６９ 起，共 １ ９２０ 例
患者，其中 １０ 例死亡；仅在 ２０１８ 年 ４—５ 月，伊朗［３］

西部和西北发生 １ ２４７ 例毒蕈中毒，住院 １１２ 例，死
亡 １９ 例。 而在中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４］ 发生 ９３８
起毒蕈中毒，涉及 １６ ２６６ 例，死亡 ９３２ 例，２０１７ 年［５］

发生 ９０ 起，占全年食物中毒的 ２５ư ８６％ 。 对毒蕈中

毒的治疗是支持性的，目前还没有治疗或解毒的干

预措施。 因此，误食毒蕈引起的中毒正在成为全球

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之一，同时也成为引发公众

和疾控部门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病例资料 　 毒蕈中毒资料来源于遵义市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各级医疗机构通过“食源性疾病监测

报告系统”、“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及参与中毒

调查的疾控人员和林业人员提供的毒蕈样本及中毒

事件信息，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进食毒蘑菇史、临床表

现及样本的形态学鉴定等确认发生于遵义市境内的

毒蕈中毒事件。 遵义市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数字地图来源于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发布的中国行政区划图，精度县市区级。
１． ２　 方法　 以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毒蕈中毒事件

数据为基础，用 ＡｒｃＭａｐ １０ư ７ 软件，借助遵义市县区

界行政区划地图，制作遵义市毒蕈中毒事件空间分

布图。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

对数据进行整理，采用％、构成比等指标对样本特征

及调查指标进行描述。

２　 结果

２． １　 概况描述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共发生毒蕈

中毒 ５２５ 起，占同期食物中毒的 ６６ư ３７％ （５２５ ／
７９１）；因误食毒蕈死亡 ２９ 例，是食物中毒死亡的最

主要原因（表 １）。
２． ２　 时间分布特征

２． ２． １　 年度分布　 毒蕈中毒事件每年均有发生，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遵义市毒蕈中毒事件发生报告情况逐

步上升。 ２０２０ 年中毒事件数最高，２０１８ 年中毒病例

数最多，见表 １。
２． ２． ２　 月度分布　 从时间分布来看，遵义市毒蕈中

毒主要发生在 ６—１０ 月份，共发生 ４７２ 起中毒事件，
占总数的 ８９ư ９０％ ；中毒病例数为 １ ５６０ 例，占总数

的 ８８ư ７３％ 。 可以看出有季节性波动，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ư ０５），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毒蕈中毒月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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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遵义市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毒蕈中毒事件在食物中毒事件中的占比情况

年份
事件起数

食物中毒 毒蕈中毒 占比（％ ）
病例数

食物中毒 毒蕈中毒 占比（％ ）
死亡数

食物中毒 毒蕈中毒 占比（％ ）
２０１１ １３ ６ ４６． １５ １４０ ３４ ２４． ２９ ０ ０ ０
２０１２ ３４ ２５ ７３． ５３ ２０８ １１９ ５７． ２１ ２２ ２０ ９０． ９１
２０１３ １１ ４ ３６． ３６ ９８ ２１ ２１． ４３ ２ ０ ０
２０１４ ９ ４ ４４． ４４ ５１ １５ ２９． ４１ ３ ２ ６６． ６７
２０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６ ６０ ４８ ８０． ００ ２２９ １６２ ７０． ７４ ３ 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４２ １０４ ７３． ２４ ４６２ ３３５ ７２． ５１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８ １６４ １０９ ６６． ４６ ６１９ ３９５ ６３． ８１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９ １４７ ９２ ６２． ５９ ４９３ ２９４ ５９． ６３ ２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２０ ２１１ １３３ ６３． ０３ ６３８ ３８３ ６０． ０３ ０ ０ ０
合计 ７９１ ５２５ ６６． ３７ ２ ９３８ １ ７５８ ５９． ８４ ３４ ２９ ８５． ２９

２． ３　 空间分布特征

２． ３． １　 空间分布情况　 ２０１１ 年以来，遵义市 １４ 个

县（区）均有毒蕈中毒事件发生，位于前 ３ 位的地区

分别为务川县、余庆县、凤冈县，分别占全市的

３５ư ８１％ 、１６ư ００％ 、１０ư ２９％ 。 见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各区县毒蕈中毒事件分布

２． ３． ２　 空间分布动态变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遵义

市共有 ７ 个县（区） 有报告发生野生蕈中毒事件，且
主要集中在东北方向，中部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全
市 １４ 个县（区） 均有报告发生野生蕈中毒事件，在
东北部、中部地区继续流行的情况下，逐步向东南、
西南、南部扩散，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野生蕈中毒

空间分布动态变化见图 ３。
２． ４　 死亡病例特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食物中

毒死亡 ３４ 例， 毒蕈中毒引起的死亡 ２９ 例， 占

８５ư ２９％ 。 务川县毒蕈中毒死亡事件 ５ 起，死亡 １１
例，排在第 １ 位。 见图 ４。
２． ５　 其他特征

２． ５． １　 发生场所特征　 毒蕈中毒场所分析显示有

９６％ （５０４ ／ ５２５）发生在家庭，排在第 ２ 位的是单位

集体食堂，由于为集体供餐，事件数虽少，但每起事

件造成的中毒人数较多。 见表 ２。

图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毒蕈中毒空间分布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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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各区县毒蕈中毒死亡事件分布

表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毒蕈中毒事件发生场所分布

事件发生

场所

事件

起数

构成比

（％ ）
病例数

构成比

（％ ）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 ）
家庭 ５０４ ９６． ００ １ ６２２ ９２． ２６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单位食堂 ９ １． ７１ ６６ ３． ７５ ０ ０
宾馆饭店 ４ ０． ７６ １３ ０． ７４ ０ ０
农村宴席 １ ０． １９ １８ １． ０２ ０ ０
其他 ７ １． ３３ ３９ ２． ２２ ０ ０
合计 ５２５ １００． ００ １ ７５８ １００． ００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２． ５． ２　 毒蕈来源特征　 从数据分析来看，毒蕈中毒

事件 中 毒 蕈 来 源 主 要 是 自 采 误 食， 占 总 数 的

７６ư ７６％ （４０３ ／ ５２５）。 购买野生菌发生的中毒事件

比例自 ２０１６ 年起有上升趋势，２０１８ 年最高，达到

２７ư １７％ （２５ ／ ９２）。 见表 ３。

３　 讨论

　 　 资料［６］显示，贵州省是中国毒蕈中毒高发省份

之一，其中遵义市所占比例始终位于前列［７ － ９］，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为例，分别占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的

５５ư １５％ 、４０ư ７８％ 、４０ư ６７％ 、４５ư ７７％ 。 遵义是一个

多民族生活的山区地域，随着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保

护力度加强，森林覆盖率及植被多样性增加，环境得

到改善，为蘑菇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并且食用野生蘑菇在遵义地区已有较长的历史。 据

周亚娟 等［８］ 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遵义市

食物中毒报告事件数及死亡人数均排在贵州省的首

位，分别占 ２７ư ４４％ 、３１ư １７％ 。 其中毒蕈中毒是引

发食物中毒和死亡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遵义市各县发生报告的剧毒毒蕈中毒事件高达

２０ 起，死亡 ４０ 多例。 因此，做好遵义地区的毒蕈中

毒防控对减少贵州省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意义重大。
该结果显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毒蕈中毒高

峰集中在 ６—９ 月份，中毒事件及中毒人数也是占比

全年最高值，这与该地地理和气候条件有关。 夏秋

季雨量充沛，野生蘑菇大量生长繁殖，人们习惯或喜

好上山采摘蘑菇自食、售卖，因此，提示夏秋季毒蕈

中毒防控仍然是防控工作的重点，应综合天气情况

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工作［１０］。
研究显示毒蕈中毒事件以山区农村家庭为主，

常造成群体性聚集，这与相关资料［１１ － １２］ 研究一致。
山区村民尤其是留守老人和儿童是中毒的高危人

群，采集常常用作家庭用餐食品，一旦采到毒蕈，几
乎举家受累。 毒蕈中毒目前尚无特效解毒治疗方

法［１］，特别是剧毒毒蕈中毒病情严重，病死率高，治
疗费用昂贵，给中毒者带来严重的生命危害和巨大

的经济负担。 因此，针对农村区域和人群开展积极

有效的健康教育宣传，认真做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评估、预警工作，特别是毒蕈中毒高发季节，从根本

上减少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毒蕈中毒事件中毒蕈来源以自采为主，这个结

果与相关研究［１３］ 一致。 由于局限于疾控机构调查

条件、人员不足，朔源意识不强等因素，２０１５年之前

表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遵义市毒蕈中毒事件中毒蕈来源分布

年份
自采

事件起数 病例数 死亡数

购买

事件起数 病例数 死亡数

来源不清

事件起数 病例数 死亡数

２０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３４ ０
２０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５ １１９ ２０
２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２１ ０
２０１４ ２ ５ ２ ０ ０ ０ ２ １０ ０
２０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６ ４３ １４４ ３ ５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７ ８９ ２８９ １ １５ ４６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８ ９２ ３４４ １ １４ ４１ ０ ３ １０ ０
２０１９ ６６ ２０９ ２ ２５ ８０ ０ １ ５ ０
２０２０ １１１ ３１１ ０ ２２ ７２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０３ １ ３０２ ９ ８１ ２５７ ０ ４１ １９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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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毒蕈中毒事件中的毒蕈基本没有来源记录。
值得关注的是，路边市场购买野生蘑菇发生毒蕈中

毒的事件比例有上升趋势，探索其原因：① 贩卖野

生蘑菇低成本，获得的经济利润巨大；② 摊贩多为

当地农民，知识水平及食品安全意识低，对毒蘑菇完

全没有辨识能力，极易混采毒蕈；③ 售卖点为路边

市场，散在且偏僻，市场监管较难。 因此在野生蘑菇

生长的季节，建议各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对农村摊贩、
路边市场监管，必要时强制取缔。

ＧＩＳ 是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的常用方法，对于林

业资源、土地测绘及城乡规划等都有深入使用，为做

好毒蕈中毒防控，已有部分研究［１４］ 将该方法运用到

环境科学与医学领域交叉的毒蕈分布研究当中。 该

文立足于遵义市报告的毒蕈中毒事件，结合 ＧＩＳ 及

Ａｒｃ Ｍａｐ 软件绘图功能将毒蕈中毒数据与行政区划

等空间数据信息相结合，对其分布及动态变化进行

初步探索，通过对该地区毒蕈中毒事件发生趋势的

预测，为进一步做好毒蕈防控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为
今后毒蕈中毒发生的趋势预测及针对性防控打开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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