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6月15日讯 据湖南疾控中心消息，近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
估工作调度视频会议，我省受邀推介预防毒蘑菇中毒“湖
南模式”。

近年来，湖南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推动野生蘑菇中
毒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工作，成效明显。野生蘑菇中毒
事件和中毒人数大幅下降， 毒蘑菇中毒知识知晓率上升
至79.31%。

湖南在全国首创推出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 推出
综合防控措施。2021年4月，省食安办、省卫健委指导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下发《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
分级综合防控工作指南（2021版）》和风险地图。

同时， 制订了湖南省毒蘑菇中毒风险分级动态调整
办法， 并据此调整2022年湖南省蘑菇中毒风险分级地
图， 我省高中低风险县市区由2021年的9、30、68个调整
为2022年的6、27、77个。此外，从政策制定、病因预防、三
早预防到疾病管理全过程开展四级预防，做到关口前移。

省食安办把5月17日定为湖南省预防野生蘑菇中毒
宣传日，把毒蘑菇中毒防控纳入对市州、县市区政府的绩
效考核，对连续两年高风险、连续3年中（高）风险县市区
政府领导进行约谈。 ■全媒体记者 李琪

小心“黑白双煞”！
野蘑菇又放倒一家三口
我省在全国首创推出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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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来临， 因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蘑菇引起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发期
也到了。6月5日，湖南株洲就发生了一起中毒事件，一家三口食用野外
采摘的蘑菇后，出现呕吐等症状，幸好治疗及时，目前均已康复出院。

预防毒蘑菇中毒，“湖南模式” 近日在全国推介。2022年湖南省蘑
菇中毒风险分级地图显示，我省高中低风险县市区分别有6、27、77个。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进军 视频 刘文
扫码看视频

6月5日，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街道金龙社区发生
一起中毒事件： 一家三口在食用了自己采摘的野生

“白蘑菇”后，出现身体不适，进了医院急诊室。社区居
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辖区的这对中年夫妇，几个月前
刚从长沙返回株洲，为了照顾年过八旬的老人。

5日上午，夫妇两人在野外发现了一种白色的蘑
菇，采摘了一些回家，大约一斤左右，当天中午就被
烹饪端上了餐桌，夫妻俩和家中老人都食用了。不料
下午3点左右，一家三口全部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发现不对劲， 夫妻俩马上带着老人赶到位于湘
潭的易俗河镇就医。在当地医院急诊室，医生对三人
采取了催吐、导泻等急救措施。经初步诊断，三人与
食用野生蘑菇中毒有关。

万幸的是，这一家三口中毒不算太深，且医治及
时,经过住院治疗先后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已回到金
龙社区。

食用野生蘑菇中毒后，很快就会有恶心、呕吐等胃肠
道症状。为了减少毒物吸收、争取更多时间救治，在医生
救治之前应尽快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20；
2、在等待医院救护时，让中毒者大量饮用温开水或

稀盐水，然后用汤勺等硬质东西刺激其喉部，使其将胃里
的东西吐出来，以减少毒素吸收；

3、让患者饮用少量糖盐水，补充丢失的体液，防止中
毒者脱水导致休克；

4、对已经昏迷的患者不要强行向其口内灌水，防止
窒息；

5、保留野生蘑菇样品，供专业人员救治参考。

采食野蘑菇，一家三口齐进医院

“黑煞”：灰花纹鹅膏

“白煞”：裂皮鹅膏

呕吐红菇

假褐云斑鹅膏

据湖南疾控专家介绍，我省毒蘑
菇有100多种， 误食有毒野生蘑菇死
亡病例中，有至少70%以上由灰花纹
鹅膏、 裂皮鹅膏等剧毒鹅膏引起。此
外，假褐云斑鹅膏等有毒蘑菇，也曾
引发中毒事件。

我省70%的蘑菇中毒
由“黑白双煞”引起 1、不采摘：孩子家长们到郊外时，不要因为好奇或为

满足口腹之欲，采摘野生蘑菇。至今还没有找到快速可靠
的毒蘑菇鉴别方法，不要轻易采摘野外蘑菇，即使其看起
来与平常食用的蘑菇外形相似。

2、不购买：请勿在路边摊贩购买蘑菇，即使在正规市
场购买野生蘑菇，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没吃过或不认
识的野生蘑菇。

3、不食用：家庭要慎食野生蘑菇，集体聚餐、餐饮服务、
民俗旅游等不要加工食用野生蘑菇，以确保饮食消费安全。

案例

据省民调中心调查和省疾控中心统计，2021年
湖南农村居民野生蘑菇防控知识知晓率已达到
79.31%，全省发生的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较上年分别下降65.22%、64.18%、27.27%，
达到近5年最低。

2022年前5个月，全省发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10
起，同比下降56.52%；发病34人，同比下降46.88%；
没有发生死亡病例， 三项主要数据继续保持下降的
良好势头。

尽管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件逐年减少， 仍有不
少人不顾提醒，冒险尝鲜。

今年前5月全省发生10起中毒事件
数据

省疾控专家提醒， 很多野生毒蘑菇与食用菇外
形十分相似， 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甚至借助一定的仪
器设备才能鉴别，仅靠肉眼和根据形态、气味、颜色
等外貌特征难以辨别，市民极易误食而引起中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野外无毒的蘑菇往往与
有毒蘑菇混生， 无毒蘑菇很容易受到毒蘑菇菌丝的
感染。甚至部分附生在有毒植物上的无毒蘑菇种类，
仍然会有中毒的危险，想辨别更加困难。

毒蘑菇所含毒素较复杂，因地区、季节、品种和
生长条件的不同而各异。中毒潜伏期为2小时至24小
时，有的仅为10分钟。误食毒蘑菇、肝损害型中毒最
为凶险，表现为恶心、呕吐、肝区疼痛等症状，部分患
者可能会伴有精神症状。

目前，对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且中毒症状
严重、发病急、死亡率高。

野生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死亡率高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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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

这些处理措施应对误食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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