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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毒蘑菇知信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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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18；文献表标识码：A 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摘要：目的：在对海口市居住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后，对受调查者对有毒野生蘑菇的知识储备程度、采摘或者食用与否以及本市在对毒蘑菇的危害等
相关知识宣教等方面问题的结果进行剖析和讨论，为海口市内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的防范和临床上的抢救和治疗工作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方法：
在海口市内对居民发放问卷，填完后立即回收问卷，再进行整理及统计分析结果。结果：该项目回收到的问卷共为 550 份，去除无效问卷后剩余 532
份，有效问卷占比为 96.7%。总的来看，居民对有毒野生蘑菇的知识储备较少，相关知识的问答正确率只占 1.7%、0.9%及 17.8%；在关于对野生有毒
蘑菇中毒事件的预防态度中 97.2%的受调查者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而在对野生蘑菇的行为调查中，有 90.2%的受调查人员从不食用野生蘑菇；在受调
查者对于宣传普及毒蘑菇知识方式的期望的调查中短视频宣传和宣传手册的期望值较高，分别达到了 39.5%和 23.7%。结论：海口市居民对于毒蘑菇
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较低，但对毒蘑菇中毒预防普遍持积极态度，人群相关知识可塑性强，应加强对毒蘑菇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居民期望的宣传
方式以短视频和宣传手册的期望值最高，可接受度最好，故应加强这两种方式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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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中毒又名毒蕈中毒，是指误采、误食毒蘑菇而引起的急性

中毒。全球每年约有十万人因毒蘑菇中毒而死亡，主要集中在中国，
日本，伊朗等国家。我国有毒及怀疑有毒蘑菇品种 415 个， 隶属 
39 科、112 属。其中极毒 34 种，有毒 209 种，发生中毒事件频
次较高及危害较大的品种有：灰花纹鹅膏、 致命鹅膏、裂皮鹅膏、
淡玫红鹅膏、鳞柄白毒鹅膏、假褐云斑鹅膏、 黄盖鹅膏、黄盖鹅
膏原变种、黄盖鹅膏白色变种、亚黑红菇、铅绿褶 菇、秋生盔孢
伞、褐鳞环柄菇、肉褐鳞环柄菇、毒沟褶菌、条盖盔孢 伞、毒红
菇等[1]。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显示，2004 至 2018
年我国报告蘑菇中毒 826 起，致 5088 人中毒，死亡 1051 人，病死
率为 20.7%，病死率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首。从 2019 年起截止
到 2019 年 7 月 18 日中国疾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
共报告毒蘑菇中毒 39 起，181 人中毒，32 人死亡；病死率 17.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于 2019 年参与处理
的毒蘑菇中毒事件 118 起，涉及 300 余人中毒，死亡 8 人。误食野
生蘑菇中毒是我国食物中毒事件中导致死亡的最重要因素，蘑菇中
毒已成为影响公众健康最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海口市地处热
带，温暖湿润的气候十分适合蘑菇生长，现已发现蘑菇近百种。其
中青褶伞、裸盖菇等有毒蘑菇在校园、公园等时常会被发现，较易
被采食。随着海口市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数的增长，居民误食毒
蘑菇中毒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毒蘑菇中毒的主要原因是蘑菇种类繁多、人们缺乏对毒蘑菇的
认知和辨别区分能力，且海口市对于如何辨别有毒蘑菇及不同毒蘑
菇毒性的相关科普宣传、中毒预警及相关研究十分缺乏。误食毒蘑
菇中毒死亡常因患者与临床医生缺乏对毒蘑菇的认知了解导致治
疗不及时或过度治疗。蘑菇中毒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统报告资料显示,蘑菇中毒死亡人数居
食物中毒致死人数的首位[2]。造成蘑菇中毒乃至死亡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种：①毒蘑菇与可食野生蘑菇的宏观特征极其相似，在野外
杂生情况下极易混淆，因此时常造成采食者误食中毒[3]。②有些采
食者缺乏野生蘑菇相关知识，麻痹大意，对毒蘑菇毒性认识不足，
误采误食引起中毒[1]。③我国有关防控野生蘑菇中毒的知识宣传力
度和广度不够，正确的舆论引导不够。目前，网络及平面媒体上有
很多错误的、不全面的识别毒蘑菇的所谓传统经验和方法，极易给
人误导。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真菌的诱惑》等节目对野
生蘑菇的美味宣传有余，对风险提示不足，不少群众受到误导[1]。

④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治疗野生蘑菇中毒的特效药品和特效疗法，重
度中毒患者死亡率极高[1]。毒蘑菇分布在多个大型真菌类群中,因毒
素不同及其联合作用,人误食毒蘑菇后则可致出多样性病理改变，且
因接触途径不同、剂量不一、病变的不同阶段,同样使蘑菇中毒呈多
样性临床表现。这也是人们对蘑菇毒性认识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3]。 

本研究以海口市居民为调查对象，以知-信-行模式为指导，针
对海口市居民对毒蘑菇的了解程度、是否采摘食用、以及本市内对
毒蘑菇的宣传是否到位等问题展开调查与分析讨论，为今后海口市
毒蘑菇中毒的预防和临床救治工作提供指导意见和数据支撑。 

1. 材料和方法 
2.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时间及调查对象 
2021 年，以海口市市区居民为主，性别不限，选择大于等于

14 岁具有一定的知识理解能力的作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 
采用问卷星电子调查问卷及发放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调查。调查员在海口市内多家公园、大型商场、繁华街道进行问卷
的发放和回收，以及发放回收部分网上电子问卷。问卷一共设有 18
道题目，其中主要包括受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职业、
学历、居住区域）、对毒蘑菇有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是否有采摘和
食用野生蘑菇的行为、毒蘑菇相关知识的来源与普及方式、毒蘑菇
中毒事件的发生情况等五个方面；该问卷设计有纸质版和问卷星电
子版两种形式进行发放。 

2.3 统计分析 
将问卷星中的问卷导入 Excel 表格并且与问卷星自带的数据分

析系统结合分析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一共收到问卷 550 份，其中，有效问卷 532 份，有效率

为 96.7%。纸质问卷一共发放 400 份，回收 4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94 份，有效率 98.5%；电子问卷回收 150 份，有效问卷 138 份，
有效率 92.0%。 

2.1 参与调查者的一般特征（见表 1） 
参与调查者的年龄大部分为 18-35 岁的青年人，占比达到了

59.2%，男性占比 53.6%，居住地区以龙华区居多占比达到 65.4%，
学历以本科学历为主占比达到 61.3%，其次为专科及以下占比
29.9%。 

表 1、参与调查者的一般特征 

年龄及占比              性别及占比             居住区域及占比                  学历及占比           

              18 岁以下   10.3%         男性  53.6%             秀英区  9.8%                专科及以下   29.9% 

18-35 岁    59.2%                                 龙华区  65.4%               本      科   61.3% 

35-55 岁    25.0%                                 美兰区  11.4% 

55 岁及以上 5.5%          女性  46.4%            琼山区  13.4 %               研究生及以上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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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毒蘑菇知信行模式的问卷调查情况 

2.2.1 毒蘑菇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见图 1、表 2） 

图 1 显示的是受调查者对毒蘑菇识别程度的调查结果，结果显

示，只有 6.0%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能识别很多毒蘑菇，将近一半

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不能识别毒蘑菇，这表明大众对于毒蘑菇的识

别程度普遍偏低。表 2 列举的为毒蘑菇相关的知识的调查结果，从

调查结果来看，题目的正确率很低，分别只有 1.7%、0.9%和 17.8%，

其中 1、2 两题受调查者几乎全部答错，只有少数人答对，值得关

注的是在问及关于如何判断野生蘑菇有毒时，几乎没有人全部答

对，这表明普通居民对于毒蘑菇的识别和毒蘑菇中毒救治的相关知

识掌握的远远不够，对关于判断毒蘑菇的方式有着深深的误解，存

在着认识误区。其中，有 49﹪的居民表示不能识别毒蘑菇，占比近

一半。可见，提升市区居民辨识有毒蘑菇能力的重要性。 

图 1、对毒蘑菇的识别程度的调查结果 

表 2、对毒蘑菇相关知识的调查结果 

题目内容 选项 正确率 

1.您觉得以下哪几张图片是毒蘑菇 鸡油菌┋花脸蘑┋裂皮鹅膏┋日本海氏牛肝菌┋大青褶伞 1.7% 

 

2.您认为以下哪些辨认野生蘑菇 

有毒的方法是正确的？ 

颜色鲜艳的蘑菇都是有毒的┋有毒蘑菇往往长在阴暗、潮湿的肮脏地

带┋毒蘑菇往往有鳞片、粘液，菌杆上有菌托和菌环┋毒蘑菇虫蚁不

食┋无毒蘑菇与大蒜、灯芯银器共煮会变黑┋无毒蘑菇外观丑陋或破

损不变色┋以上都不对 

 

0.9% 

 

   

3.您认为以下哪些是毒蘑菇 

中毒后的正确处理方法？ 

保留毒菌样本┋立即送医┋物理催吐┋补充大量 VC┋喝大量牛奶┋

不知道 

17.8% 

2.2.2 关于人群对毒蘑菇中毒预防态度的调查（见表 3） 

结果显示人群对毒蘑菇预防的意义持积极的态度，大部分人认为做好毒蘑菇中毒预防宣传工作是具有普及知识，减少误食毒蘑菇的中

毒事件的发生、为医护人员临床治疗中毒患者提供经验指导等积极意义的。其中选择“不了解”这一选项的只占 2.8%，表明人群可塑性较

强。 

表 3、关于人群对毒蘑菇预防态度的调查 

  题目内容 选项及其占比 

 

 

      您认为做好毒蘑菇中毒预防宣传工作的意义是？（多选） 

1.普及知识，减少误食毒蘑菇的中毒事件的发生     33.1% 

2.为医护人员临床治疗中毒患者提供经验指导       35.5% 

3.为相关部门研究毒蘑菇提供一定依据             29.1% 

4.其他 0% 

5.不了解                                       2.8% 

2.2.3 关于野生蘑菇的人群行为的调查 

表 4 显示的是人群中对于野生蘑菇的行为情况，结果显示，有 84.0%的人不会采摘和食用野生蘑菇以及有 6.2%的人会采摘但是不食用

野生蘑菇，两者之和所占比例超过受调查者的九成以上。结果表明食用野生蘑菇的做法在海口市并不普遍（低于一成）。 

表 4、关于野生蘑菇的人群行为调查 

题目内容 选项及其占比 

 

您会采摘或者食用野生蘑菇吗？ 

1.会采摘食用               2.8% 

2.会采摘但不食用           6.2% 

3.不会采摘但会食用         7.0% 

4.不会采摘且不会食用       84% 

2.3 受调查者身边人群蘑菇中毒发生情况 

在回收的 532 份有效问卷中只有 8 份表示发生过此类事件，但发

生的地点全部是在云南等外省份。单单从结果上来看，这与人群行为

调查结果“海口市会食用野生蘑菇的人群只占少数”的结论相符。 

2.4 毒蘑菇的宣传报道情况调查 

在受调查人群中，仅仅只有 13 份问卷中明确表示在海口市内

看到过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蘑菇的报道或者宣传、警示牌，只占所有

受调查者的 2.4%。表明海口市内还仍需要加强对采食野生蘑菇的

警示宣传。 

2.5 受调查者对于宣传普及毒蘑菇知识方式的期望 

如表 5 调查结果显示短视频宣传和宣传手册的期望值较高，分

别达到了 39.5%和 23.7%。 

表 5、受调查者对于宣传普及毒蘑菇知识方式的期望 

题目内容 选项及其占比 

 如果有对毒蘑菇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您更希望是哪种方式？ 1.短视频介绍           39.5% 

2.宣传手册             23.7% 

3.专题讲座             13.2% 

4.景区宣传牌           11.7% 

5.深入到课堂家庭中     11.5% 

6.其他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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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在我国误食野生蘑菇中毒是我国食物中毒事件中导致死

亡的最重要因素，而毒蘑菇中毒因为死亡率高且具有许多不可控的

因素，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已成为国家、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

各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因人们认为野生蘑菇天然、无污染而

且味道鲜美，又富含各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氨基酸及维生素

等，常在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去盲目采食。有的野生蘑菇有剧毒，含

多种毒素，一旦误食，可能会发生过急性中毒，导致多样的病理改

变和多样的临床表现，这就对毒蘑菇中毒患者的治疗产生了极大的

阻力。要想减少毒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摸清市

区居民对于毒蘑菇的认识和了解情况，以利于毒蘑菇中毒防范工作

的开展。同时，通过对毒蘑菇知识的宣传，有助于相关部门出台更

完善的措施，也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毒蘑菇的认知和应对能力，降低

毒蘑菇中毒的风险，为食源性疾病预防及临床救治工作提供指导和

帮助。 

“知信行”模式（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KABP 或

KAP ）是改变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模式之一，它将人类行为

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及形成行为三个连续过程即知识-

信念-行为。知识、信念、行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但并不存在

必然的因果关系[4]。本次调查结果就表明，虽然群众对于毒蘑菇相

关知识的认识程度普遍较低，但最后的群众对于野生蘑菇的行为却

普遍是积极的有利于健康的，这其中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如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并不需要自己采食野生蘑菇而是去购买人

工种植的蘑菇等等原因，本文不作细究。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于食品安全

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毒蘑菇中毒作为食品安全中的重要一个

方面也同样需要人们重视。因此我们对于海口市毒蘑菇中毒预防设

计了调查问卷，得出了海口市民对于毒蘑菇相关知识的普遍缺乏和

误解、海口市内仍需加强对民众关于毒蘑菇知识的普及和宣传的结

论。以下就这些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对于海口市如何加强毒蘑菇

相关知识的普及给出几点建议。 

3.1 居民对于毒蘑菇识别程度较低，毒蘑菇相关知识缺乏。 

目前，居民对于毒蘑菇的判断方法上还是以经验判断为主，这

使得居民对于毒蘑菇相关判断方法具有很大的误解。如根据颜色与

形状不能简单区别蘑菇是否有毒, 比如褶孔牛肝菌是颜色鲜艳的食

用菌, 而灰白色的灰花纹鹅膏是毒蘑菇[3]；又如有人认为有分泌物或

受伤变色的蘑菇有毒，但其实不然，有不少毒蘑菇受伤后, 不分泌

乳汁, 也不变色。而有的食用菌, 比如多汁乳菇, 可以分泌液体并变

色[5]。其实由于蘑菇种类的复杂多样，现行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简单

的方法来判断是否为毒蘑菇，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找本地区的专业蘑

菇图鉴进行对照，并检查样品的所有重要的形态特征、生态特征、

显微特征等是否一致[6]，但方法复杂，所以作为普通群众应该避免

采摘和食用野生蘑菇，切莫抱有侥幸心理，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避

免中毒事件的发生。若已经发生中毒事件，在院前的急救也尤为重

要，群众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及时采取措施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

亡率，虽然该问卷中关于急救方法的题的正确率只有 17.8，但值得

注意的是，大部分受调查者（接近七成）选择了物理催吐这一选项，

而及时物理催吐也正是急救的重要且易实施措施，可以尽快排除毒

物, 以免机体继续吸收毒素[7]。 

3.2 禁止采食野生蘑菇的警示宣传仍需加强 

可以在海口市各大公园、景点等的林间及草地上设置警示宣传

牌或宣传标语，或制作宣传手册、短视频等，提高居民的辨识能力，

警醒大家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蘑菇。 

3.2.1 景区警示牌的警示作用 

虽然海口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不时会在网络上发布野生

蘑菇中毒安全提醒，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满足于此，公园、景区、

树林等都是野生蘑菇生长较多且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一些居民或者

游客可能会出于某些原因而去采摘食用，而宣传和警示牌则能很好

的起到警示和宣传效果，相关行为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所以如果将

毒蘑菇的危害等相关知识做成宣传警示牌的形式悬挂或者张贴在

公园景区内或许会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3.2.2 宣传手册的指导 

宣传手册往往图文配合具有新鲜、直观等优点，且宣传手册信

息量足够更具有专业性和说服力。而本次调查中也发现宣传手册的

宣传方式较为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大众也具有较高的期待值。可

以选择去景点或者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可能会具有很好的

效果。 

3.2.3 短视频的快速宣传 

近年来短视频深受人们的喜爱，在这个互联网和短视频发达的

时代，短视频具有传播成本低，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独特优

点，而本次调查中也发现以短视频的方式宣传毒蘑菇相关知识的大

众期望度最高。故可以考虑以短视频宣传为主要宣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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