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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 2019 年成都市发生的一起毒蘑菇中毒事件进行调查分析,明确中毒原因,总结调查处置经验。
方法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毒蘑菇样品的形态学鉴定、分子生物学鉴定和毒素检测,综合判断本起食物中毒的原

因。 结果 　 本起毒蘑菇中毒事件暴露人数 3 人,发病 3 人,死亡 1 人,早期临床表现为腹痛、呕吐、腹泻等,后逐渐出

现肝功能损害。 毒蘑菇样品经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为条盖盔孢伞。 样品中检出 α-鹅膏毒肽、β-鹅膏毒肽和

γ-鹅膏毒肽。 结论 　 本起食物中毒是由误食毒蘑菇条盖盔孢伞引起。 为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应做好大众健康

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及食源性疾病监测力度,并提高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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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
 

food
 

poisoning
 

caused
 

by
 

wild
 

mushrooms
 

an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Methods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morphological
 

and
 

phylogenetic
 

identific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
 

were
 

taken
 

to
 

analyze
 

the
 

poisoning
 

event.
 

Results 　 All
 

the
 

three
 

cases
 

complained
 

of
 

abdominal
 

pain,
 

vomiting
 

and
 

diarrhea
 

after
 

ingesting
 

the
 

poisonous
 

mushrooms,
 

and
 

liver
 

function
 

impairment
 

was
 

found
 

later.
 

One
 

case
 

died
 

after
 

5
 

days.
 

The
 

mushroom
 

was
 

identified
 

as
 

Galerina
 

sulciceps
 

by
 

morphological
 

and
 

phylogenetic
 

identification.
 

Three
 

kinds
 

of
 

toxins,
 

include
 

α-amanitin,
β-amanitin

 

and
 

γ-amanitin
 

were
 

detected
 

in
 

laboratory.
 

Conclusion 　 The
 

incident
 

was
 

caused
 

by
 

ingesting
 

the
 

poisonous
 

mushroom,
 

Galerina
 

sulciceps.
 

Public
 

education, market
 

supervision,
 

foodborne
 

disease
 

surveillance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a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diagnose
 

and
 

treat
 

poisonous
 

mushrooms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Mushroom;
 

Galerina
 

sulciceps;
 

food
 

poisoning;
 

investigation

　 　 毒蘑菇中毒是食物中毒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

因 [ 1-2] 。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上报的毒蘑菇中毒事件

统计表明,2004—2014 年全国毒蘑菇中毒导致死亡

的人数占食物中毒总死亡人数的 35. 6% [ 3] 。 在四

川省,毒蘑菇不仅是食物中毒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

因,也是食物中毒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2010—2018 年

四川省毒蘑菇引起的家庭内食物中毒事件数和死

亡人数分别占家庭内食物中毒总事件数和总死亡

人数的 61. 5%和 50. 0% [ 4] ;2017 年成都市毒蘑菇引

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数占总事件数的 75. 9% [ 5] 。
2019 年 10 月,成都市发生一起 3 人因误食剧

毒蘑菇条盖盔孢伞引起中毒的事件。 本研究采用

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形态学鉴定和分子生

物学鉴定等方法对该起事件进行了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流行病学调查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事发地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对毒蘑菇中毒事件进行调查、
核实,对接诊医生进行访谈,了解中毒患者的主要

临床表现和诊疗情况,摘录相关病历资料;对患者

及家属进行访谈,重点调查可疑蘑菇的采集、加工

和进食情况,由家属指认蘑菇采集地,对蘑菇进行

现场拍照和采集。
1. 1. 2　 主要仪器与试剂

液相色谱仪、 Q-Orbitrap 串联质谱仪均购自美

国 Thermo
 

Scientific。 α-鹅膏毒肽 ( CAS 号: 23109-
05-9) 、β-鹅膏毒肽( CAS 号:21150-22-1) 、γ-鹅膏毒

肽( CAS 号:21150-23-2) 、二羟基鬼笔毒肽( CAS 号:

17466-45-4) 、羧基二羟基鬼笔毒肽( CAS 号:26645-
35-2) 、羧基三羟基鬼笔毒肽 ( CAS 号:58286-46-7)
标准溶液和 HLB 固相萃取柱(6

 

mL / 100
 

mg)均购自

福州勤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NA 提取试剂盒( 北

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有试验用水均为超

纯水。
1. 2　 方法

1. 2. 1　 形态学鉴定

对可疑蘑菇进行拍照,将照片发给四川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对其形态进行鉴定。
1. 2. 2　 分子生物学鉴定

将采集的蘑菇按植物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

DNA,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技术对内转录间

隔区( ITS) 片段进行扩增和测序。 取 PCR 产物以

150
 

V、100
 

mA
 

20
 

min 电泳观察并拍照记录。 PCR
产物电泳结束后,切割目的 DNA 条带,纯化后用引

物直接测序。 ITS 序列利用 BLAST 与美国国家生物

技术信息中心( NCBI) 的 GenBank 核酸序列数据库

( https: / / www. ncbi. nlm. nih. gov / pubmed / ? term =
Vibrio+vulnificus / )进行比对。 使用 Mega 软件构建

系统发育树。
1. 2. 3　 鹅膏毒肽毒素实验室检测

按照《2017 年国家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风险监

测工作手册》 [6] 中的方法进行前处理后上机测定。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9 年 10 月 5 日,成都市温江区村民王某(奶

奶)在自家院内水杉树下采摘野生蘑菇约 300
 

g,当
日中午家中烹炒后,供祖孙三人食用。 爷爷张某

(65 岁) 食用约 200
 

g, 奶奶王某 ( 62 岁) 食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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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孙子张某(3 岁 10 个月)仅食蘑菇汤汁约 50
 

g。
10 月 6 日 3 人陆续出现腹痛、呕吐、腹泻等症状,爷
爷、奶奶分别于 10 月 6 日和 10 月 7 日在当地乡镇

卫生院住院治疗,10 月 9 日转至上级医院,分别于

10 月 12 日和 10 月 14 日出院。 孙子 10 月 6 日在当

地妇幼保健院初诊,10 月 8 日再次入院,10 月 11 日

凌晨死亡。
2. 2　 临床表现和救治

孙子、爷爷、奶奶在进食野生蘑菇 14 ~ 17
 

h 后

先后出现腹痛、呕吐、腹泻等症状。 爷爷、奶奶入院

诊断为“急性胃炎” “疑似毒菌中毒” 。 实验室检查

发现两人肝功能均有异常,奶奶的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 ALT)最高为参考值范围高限的 46 倍。 经抗炎、
养胃、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两人分别于 10 月 12 日

和 10 月 14 日好转出院。 孙子 10 月 6 日初诊为“急

性胃炎” ,给予妈咪爱对症治疗;10 月 8 日复诊输液

过程中突发意识障碍,转至上级医院。 当日实验室

检查发现 ALT 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AST) 检

测值分别为参考值高限的 386 倍和 450 倍。 治疗后

尽管 ALT 和 AST 有所下降,但开始出现肾功能异

常。 10 月 10 日检查发现肌酐( CREA) 为参考值高

限的 4. 4 倍。 经保肝等对症治疗,孙子的病情仍进

一步发展,于 10 月 11 日凌晨死亡。 3 名中毒患者

的就诊及转归过程见图 1,实验室检查结果见表 1。

图 1　 3 名中毒患者的发病、就诊及转归图

Figure
 

1　 Incidence,
 

consultation
 

and
 

outcome
 

of
 

3
 

poisoned
 

patients

表 1　 3 名中毒患者实验室检查主要指标结果

Table
 

1　 Main
 

results
 

of
 

laboratory
 

tests
 

of
 

3
 

poisoned
 

patients

检测项目 检测指标
奶奶 爷爷

10月 7日 10月 8日 10月 9日 10月11日10月 6日 10月12日

成人参考值
范围

孙子

10月6日 10月8日 10月9日 10月10日 参考范围

肝功能
检查

肾功能
检查

血常规

ALT / ( U / L) 1
 

186. 00 1
 

221 2
 

103 831　 102　 —　 5 ~45 — 15
 

446　 7
 

150　 2
 

856　 0 ~40
AST / ( U / L) 795. 00 813 499 108 141 —　 8 ~ 40 — 18

 

033 8
 

907 2
 

995. 5 0 ~40
CREA / ( μmol / L) 133. 00 143 53 57 125 87　 12 ~ 133 — 35. 3 56. 6 242. 1 17. 3 ~ 54. 6
UA / ( μmol / L) 404. 00 409 243 255 397 276 37 ~ 363 — 340 510 518 210 ~ 430
WBC / ( ×109 / L) 10. 98 — — 8. 73 8. 90 4. 04 3. 50 ~ 9. 50 8. 9 12. 8 5. 7 13. 8 3. 6 ~ 13. 0
NE% / % 85. 2 — — 82. 2 83. 8 61. 9 40. 0 ~ 75. 0 82. 8 82. 6 84. 6 75. 0 12. 9 ~ 56. 7
LY% / % 11. 4 — — 13. 1 2. 0 26. 2 20. 0 ~ 50. 0 10. 3 4. 5 6. 3 16. 7 35. 4 ~ 78. 6

注:UA:尿酸;WBC:白细胞;NE%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LY% :淋巴细胞百分比;—表示未检测;因各医疗机构参考值范围不同,本参考值范围取
最宽范围;各检测结果取当日最高值

2. 3　 形态学鉴定

现场采集毒蘑菇样品(图 2) :子实体小。 菌盖

直径 1. 3 ~ 4. 5
 

cm,半球形、钟形至扁平部凸起,中部

色深,边缘具不明显的细条棱,湿润时粘。 菌肉淡

褐色。 菌褶初期黄色,后变黄褐,直生、较密,不等

长。 菌柄长 5. 4 ~ 8. 3
 

cm,粗 0. 3 ~ 0. 7
 

cm,上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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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下部黑褐色,空心。 菌环膜质,生菌柄上部。 其

形态学特征与条盖盔孢伞特质一致,经四川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专家鉴定为“条盖盔孢伞” 。

图 2　 条盖盔孢伞

Figure
 

2　 Galerina
 

sulciceps

2. 4　 分子生物学鉴定

蘑菇样品 ITS 序列与 GenBank 核酸序列数据库

对比发现,该 DNA 片段与编号为 KX214585. 1 的菌

序列相似度为 99%。 该编号的菌种名称为 Galerina
 

sulciceps,中文名为条盖盔孢伞。 用 Mege 软件构建

系统发育树,进行系统发育学分析。 本研究新产生

的序列( GenBank
 

No.
 

MT150619) 与条盖盔孢伞聚

类同一分支,并获得极高支持率(见图 3) ,鉴定该样

品为条盖盔孢伞。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确定本次导

致食物中毒的野生蘑菇为条盖盔孢伞。

注:▲为本次样品

图 3　 条盖盔孢伞系统发育树

Figure
 

3　 Phylogenetic
 

relation
 

tree
 

of
 

Galerina
 

sulciceps

2. 5　 鹅膏毒肽检测

实验室检测结果为 α-鹅膏毒肽、β-鹅膏毒肽和

γ-鹅膏毒肽检出,检出值分别为 131、64. 8、7. 46
 

μg / kg
(蘑菇样品为鲜重) ,质谱图见图 4;二羟基鬼笔毒

肽、羧基二羟基鬼笔毒肽、羧基三羟基鬼笔毒肽未

检出。

3　 讨论

近几年,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条盖盔孢伞导致中

毒甚至死亡的事件 [ 7-8] 。 条盖盔孢伞是一种剧毒蘑

图 4　 样品中鹅膏毒肽质谱图

Figure
 

4　 Mass
 

spectrum
 

of
 

amanitin
 

in
 

the
 

sample

菇 [ 9-10] ,其毒素主要为鹅膏毒肽 [ 11] 和鬼笔毒肽,中

毒型别主要有溶血型、肝脏损害型、呼吸循环衰竭

型和胃肠炎型 [ 10] 。
本起事件在样品中检出 α-鹅膏毒肽、β-鹅膏毒

肽和 γ-鹅膏毒肽。 研究表明,鹅膏毒肽类毒素主要

对肝脏组织和细胞产生损害,其毒作用机制主要为

抑制真核细胞 RNA 聚合酶Ⅱ的活性、诱导细胞凋

亡 [ 12] 、造成氧化损伤 [ 13] 。 鹅膏毒肽类毒素中毒后

临床表现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无明显症状的潜伏

期(8 ~ 30
 

h) ,以呕吐、腹痛、腹泻等为表现的胃肠炎

期(24 ~ 48
 

h) ,症状缓解但肝肾开始损害的假愈期

(约 24
 

h) ,容易导致死亡的脏器损害期( 72 ~ 96
 

h)
及恢复期 [ 14] 。 本起事件中,三名患者假愈期不明

显,2 名老年患者经历了潜伏期、胃肠炎期、脏器损

害期及恢复期;幼童在脏器损害期死亡。
鹅膏毒肽毒性强烈,α-鹅膏毒肽对人的半数致

死量为 0. 15
 

mg / kg[ 14] 。 一个 60
 

kg 的成年人,9
 

mg
 

α-鹅膏毒肽即可致死。 本起事件样品中鹅膏毒肽检

出量不高,这可能是由于毒素本身在不同生长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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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蘑菇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而毒蘑菇被采食后剩

余量少,无法进行多点采样,因此一次毒素定量结

果未能准确反映其毒性大小。
本起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分析原因认为有

以下三方面:首先,死亡患者为 3 岁儿童。 儿童抵抗

力低,对鹅膏毒肽特别敏感 [ 15] ,属高危人群 [ 16] 。 其

次,患儿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本起事件 3 名患

者肝功能检查结果显示, 10 月 6 日爷爷初诊时

ALT、AST 两项指标超标并不明显,10 月 7 日奶奶初

诊时两项指标分别约为前一日爷爷的 5 倍和 10 倍,
10 月 8 日孙子首查肝功能发现指标已严重异常。
从 3 人的预后看,越早明确诊断并治疗的,预后越

好。 2015 年温州也发生了一起食用毒蘑菇后因就

诊治疗不及时导致中毒 6 人全部死亡的事件 [ 17] 。
最后,未及时正确诊断患儿的病因。 鹅膏肽类毒素

耐高温,耐酸碱,易溶于水,一般的烹调加工不会破

坏其毒性 [ 18] 。 由于家属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因此

在首诊过程中未主动向医生提供相关信息,幼童的

首诊医生未细致询问其饮食史;爷爷奶奶在入院后

即被知晓进食野生蘑菇,诊断亦怀疑“ 毒菌中毒” ,
但是接诊医生也未仔细询问是否有其他人共同就

餐,并提醒其他进食者及时就医。 饮食史的不明确

误导了医生的正确诊断,最终延误治疗导致患儿

死亡。
野生蘑菇导致食物中毒频发的原因,一是成

都山区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村民往往会以习

惯进行辨认是否可食。 二是目前网络充斥着大量

“如何鉴别野生蘑菇是否有毒” 的相关文章,让广

大网民误以为只要根据所谓的几点步骤进行鉴别

就能防止误食有毒蘑菇。 而事实证明,这些手段

并不可靠。 三是民众过于追求野味、美味,从而制

作、购买干野生蘑菇。 而野生蘑菇一旦被切片、晒
干则更不易辨认,若里面混杂有毒蘑菇则极易导

致中毒。 近两年,成都发生多起因食用干野生蘑

菇导致的中毒事件。 四是偏远农村信息闭塞,留

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众多,相关宣教信息通过常规

途径往往难于送达。
因此,为了预防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首先应

多途径、多渠道、多方式地做好健康教育,告诫民众

不买、不采、不食野生蘑菇,最好选购人工栽培的蘑

菇食用。 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严禁野

生蘑菇的出售和制作。 再次,加强食源性疾病的监

测力度,做好可疑食品的询问和记录。 最后,提高

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及毒蘑菇中毒后的救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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