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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期期焦焦点点：：  
江西省某工地一起因食用有毒蘑菇所致食物中毒

事件 

2014 年 7 月 25 日，江西省一景区内某施工工地的工人中有 15 人在午餐后出现头晕、

呕吐、出现幻觉等症状，施工队负责人怀疑发生食物中毒，立即呼叫 120 将工人送至医院，

120 遂向市卫生局汇报该事件。为明确事件性质和波及范围、探索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危险

因素，提出针对性防控措施和建议，CFETP 学员和江西省 CDC 专业人员共同开展了本次

现场调查。 
本次调查病例定义为“2014 年 7 月 23–25 日，该工地工人及景区内其他工地的施工

人员中出现呕吐、头晕、幻觉、嗜睡、昏迷等症状之一者”。通过查询该市全部市直医疗

机构门急诊登记、访谈该工地工人以及景区内其他施工队负责人等方法搜索病例。共搜索

到 15 例病例，全部为该工地施工工人，罹患率为 83% (15/18)。其中，女性罹患率为 100% 
(1/1)，男性罹患率为 82% (14/17)，二者无统计学差异 (Fisher 精确概率法, P>0.05)。病

例年龄中位数为 43 岁 (范围为 25–6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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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4 年 7 月，江西省某工地发生食物中毒，罹患率为 83% (15/18)。根据病例临

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流行病学调查及蘑菇形态学鉴定结果判定，本起事件系

由于工人食用了从山上采集的野生蘑菇所致的食物中毒，毒蘑菇为残托斑鹅膏。 
本次事件描述了残托斑鹅膏蘑菇中毒的整个过程，为该种蘑菇的中毒提供了很

好的参考素材。因很多毒蘑菇与可食用野生蘑菇的外观极其相似，极易混淆，故经

常发生误食毒蘑菇的中毒事件。本次事件再次提示，非专业人员仅凭外观无法准确

识别有毒菌类，尤其是外观与可食用蘑菇 (如茶树菇) 相似的有毒菌类。因此，需进

一步加强蘑菇中毒防治的健康教育工作，告知公众不要轻信民间流传的毒蘑菇识别

方法，积极宣传不要采摘、食用野生蘑菇。此外，还需进一步增强食品从业人员的

食品安全意识，尤其是在集体单位食堂，对于不明来源或无法确定其食品安全性的

食材、原料一定不能使用，以保证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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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的临床表现为呕吐 (100%)、恶心 (93%)、头晕 (87%)、嗜睡 (80%)、站立困难 
(73%)、幻觉 (67%)、昏迷 (53%)、瞳孔缩小 (40%) 等 (表 1)。病例呕吐次数中位数为 3
次 (范围为 1–10 次)。8 例昏迷病人昏迷时间中位数为 5.5 小时 (范围为 3–25 小时)。  

 

表 1  2014 年江西省某工地食物中毒病例临床特征 

症状 / 体征 病例数 (n=15)  比例 (%)  

呕吐 15 100 
恶心 14  93 
头晕 13  87 
嗜睡 12  80 
站立困难 11  73 
幻觉 10  67 
昏迷  8  53 
瞳孔缩小  6  40 
胡言乱语  4  27 
头痛  2  13 
手指震颤  1 6.7 
心悸  1 6.7 

 

15 例病例均送入医院就诊。实验室辅助检查结果中，主要以血常规检测、心肌酶谱

检查和凝血四项检查异常为主。具体包括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 (73%)、白细胞计数升高 
(60%)、血浆纤维蛋白原降低 (33%)、血清肌酸肌酶偏高 (33%) 等 (表 2)。其中，中性

粒细胞计数平均值为 9.4×109/L，白细胞计数平均值为 14×109/L，血浆纤维蛋白原平均值

为 1.7g/L，血清肌酸肌酶平均值为 298 IU/L。另外，1 人肾功能检查异常。所有病例肝功

能检查均正常。临床治疗采取洗胃、注射阿托品、改善血液循环、利尿、导泻等对症处理，

部分危重病例予血液透析、血液灌流等治疗。经治疗 1 天后，中毒病人病情好转，昏迷病

人均苏醒；经治疗 2–4 天，所有病人痊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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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 年江西省某工地食物中毒病例实验室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异常指标 病例数 
(n=15) 

比例 
(%) 

极值 

血常规 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 11 73 11×109 /L 
 白细胞计数升高  9 60 18×109 /L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降低  3 20 0.01×109 /L 
凝血功能 血浆纤维蛋白原降低  5 33 1.5 g/L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2 13 13.4 秒 
心肌酶谱 血清肌酸肌酶升高  5 33 496 IU/L 
 血清乳酸脱氢酶升高  4 27 301 IU/L 
 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升高  3 20 64 IU/L 
 血清α–羟丁酸脱氢酶升高  3 20 223 IU/L 
肾功能 血清尿素氮上升  1 6.7 11 mmol/L 

 
首例病例为厨师，于 7 月 25 日 11 时 30 分出现症状。工人当日午餐时间为 11 时 30

分，从 12 时 30 分开始不断有工人发病。由于 14 时为下午上班时间，大部分病例于此时

被叫醒才发现有症状或已经未能被唤醒，故均计为 14 时发病。首例病例至末例病例发病

时间仅间隔 2.5 小时，提示为点源暴露 (图 1)。 
 

 

图 1  2014 年江西省某工地食物中毒流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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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地共有员工 18 名，包括工人 14 名、老板 3 名、厨师 1 名。工地水源为山泉水，

食堂烧开后供员工饮用。饮用生水人员的罹患率为 67% (6/9)，饮用开水人员的罹患率为

100% (9/9)，二者无统计学差异 (Fisher 精确概率法, P>0.05)。这提示因水源污染导致暴

发的可能性较小。所有员工食宿都在工地，饮食由专门厨师负责，食品原材料由专人从山

下市场采购。发病前 3 日内，所有员工均在工地食堂用餐，而且每日餐谱相同，食材为同

一批采购。唯一不同的是，7 月 25 日午餐增加了一道用工人在山上采集的蘑菇做成的蘑

菇炒肉，而且工人在食用午餐后开始发病。厨师 (首例病例) 在当日上午 11 时开始制作蘑

菇炒肉，制作过程中曾品尝过蘑菇汤汁两小口，11 时 20 分饮酒约 50g，11 时 30 分开始出

现头晕症状，最初自认为是醉酒症状，但卧床休息后又陆续出现幻觉、欣快感等症状。15
名病例均无发热症状，而且起病急，临床表现以神经精神症状和胃肠道症状为主。上述信

息提示本次事件可能为毒素中毒所致。由于病例在近 3 日内的唯一特殊食物为蘑菇，故考

虑 7 月 25 日午餐的蘑菇炒肉为可疑食品。 
调查 18 名员工的就餐情况，结果显示食用蘑菇炒肉的工人罹患率为 100% (15/15)，

高于未食用蘑菇炒肉的工人罹患率 0% (0/3) (Fisher 精确概率法, P<0.01)。在食用蘑菇炒

肉的 15 名员工中，食用 1 碗及以下者出现昏迷的比例为 25% (2/8)，而食用 1 碗以上者出

现昏迷的比例为 86% (6/7)(Fisher 精确概率法, P<0.05)，提示食用越多者症状越重。采集

工地食堂剩余的未加工蘑菇，并上山再次采集同样蘑菇，送江西省宜春职业技术学院食用

菌研究所进行形态学鉴定，结果显示送检样品为残托斑鹅膏 (图 2)。 
 

 
图 2  2014 年江西省某工地食物中毒中食用的有毒蘑菇 (残托斑鹅膏) 

 
本次中毒食用的蘑菇由该工地三名工人在附近山上采摘，约 1kg。工人反映该蘑菇在

当地并不常见，但他们觉得长得像茶树菇。采摘回来后，工地一名老板也认为该蘑菇像茶

树菇可以食用。于是 7 月 25 日制作午餐时，食堂厨师将该蘑菇用山泉水清洗泥污 4 次后

进行烹调。烹饪时，先用油炒猪肉约 2 分钟，然后放入盐、蘑菇，翻炒几次后出现大量汁

液，煮约 8 分钟，最后放入辣椒、生姜、蒜等调味料，炒约 1 分钟后装入大碗中。上桌前，

厨师将蘑菇炒肉分装入小碗中供员工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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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7 月 25 日午餐开始时间作为暴露点，推算本次中毒的最短潜伏期为 0.5 小时，最

长潜伏期为 2.5 小时，潜伏期中位数为 2 小时。 
 

评论 
2014 年 7 月，江西省某工地发生食物中毒，罹患率为 83% (15/18)。根据病例临床症

状、实验室检查结果、流行病学调查及蘑菇形态学鉴定结果判定，本起事件系由于工人食

用了从山上采集的野生蘑菇所致的食物中毒，毒蘑菇为残托斑鹅膏。 
残托斑鹅膏，也称残托斑毒伞，拉丁学名为 Amanita kwangsiensis Wang，是伞菌目、

鹅膏菌科、鹅膏菌属真菌。此菌夏季在马尾松林地上成群生长，首次发现于广西平乐地区，

后来在贵州、云南、福建等地区也有发现[1,2]。残托斑鹅膏所含毒性物质为毒蝇碱类物质，

野外观察苍蝇对其毒性敏感[3]。毒蝇碱是一类具有神经致幻作用的神经毒素[4]。误食毒蝇

碱类物质后约 10 分钟至 6 小时发病，产生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精神错乱等症

状[5]。本次事件中病例的临床表现主要为恶心、呕吐、头晕、嗜睡以及出现幻觉等神经精

神症状，部分患者血常规、心肌酶谱检测异常，与王兆闵等[6]在 1986 年和马晓薇等[7]在

2011 年观察到的残托斑鹅膏中毒症状一致。 
我国蘑菇种类多，资源丰富。在广大山区农村和乡镇，误食毒蘑菇的事件普遍，每年

均有误食蘑菇中毒致死的报告，病死率远高于其他毒物中毒[8,9]。江西省属于亚热带湿润

气候，全省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野生蘑菇生长，已鉴定的有毒野生蘑菇多达 39 种[10]。

很多毒蘑菇与可食用野生蘑菇的外观极其相似，极易混淆，因此经常发生误食毒蘑菇中毒

的事件。本次事件中，工人在山上采集野生蘑菇，自认为是茶树菇，回来后工地老板也认

为像茶树菇可以食用，结果导致中毒事件的发生。 
本次事件再次提示，非专业人员仅凭外观无法准确识别有毒菌类，尤其是外观与可食

用蘑菇 (如茶树菇) 相似的有毒菌类。因此需进一步加强蘑菇中毒防治的健康教育工作，

告知公众不要轻信民间流传的毒蘑菇识别方法，积极宣传不要采摘、食用野生蘑菇。 
此外，本次中毒事件也反映出工地管理人员和食品加工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薄弱。工

人从山上采摘的蘑菇，大家认为没有问题，厨师就进行了加工，从而导致了中毒事件的发

生。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对食品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培训工作，尤其是在集体单位食堂，

对于不明来源或无法确定其食品安全性的食材、原料一定不能使用，以保证食品安全。 
 

CFETP–13：杜道法  CFETP–12：蒋庆         指导老师：刘慧慧  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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