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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亚稀褶红菇的物种鉴定、地理分布、中毒症状及救治措施，为该物种造成
的中毒事件应急处置及病患救治提供借鉴。方法　结合中毒案例，开展流行病学、临床救治调查分
析，对毒蘑菇样本进行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并对亚稀褶红菇造成的中毒特征及救治方法进行

系统整理。结果 　２名中毒患者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６日晚食用了自己采集的 “火炭菌”，潜伏期２～３ｈ。
主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伴有酱油色尿，肌酸激酶急剧上升，并伴有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和血肌酐等的上升，最终表现为肾功能衰竭和呼吸衰

竭，符合以往报道的亚稀褶红菇的中毒表现。２位患者给予血液灌流、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
保肝、保肾、抗氧化等对症支持治疗，一名患者于４０余天后死亡。另一名患者虽然历经转院治疗，
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底仍未出院，预后不佳。毒蘑菇样本通过形态学结合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为亚稀褶
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结论　亚稀褶红菇是一种毒性高的有毒蘑菇，其在我国分布较广，形
态学分类结合分子生物学 （使用ＩＴＳ片段）方法是物种鉴定的有效方法，此蘑菇中毒者潜伏期短，
人中毒靶器官主要为横纹肌，重症患者预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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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稀褶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ｈｏｎｇｏ），又
称作亚稀褶黑菇，亚黑红菇等，在我国西南部分省

区将此蘑菇及外形相近种统称为 “火炭菌”，是一

种大型真菌，隶属于真菌界 （ｆｕｎｇｉ），担子菌门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伞菌纲 （ａｇａｒｉ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红菇
目 （ｒｕｓｓｕｌａｌｅｓ），红菇科 （ｒｕ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红菇属
（ｒｕｓｓｕｌａ）。该菌分布于北美的美国和亚洲的中国大
陆、中国台湾和日本，每年７～８月份生于阔叶林
地上或混交林地上［１］。

亚稀褶红菇是红菇属中的剧毒种，已在中国、

日本等地造成多起中毒事件并造成数十人死

亡［２５］。还有更多由该菌造成的中毒事件并没有被

报道，如笔者参与处理的两起事件，２０１２年８月
底在安徽黄山地区发生一起误食亚稀褶红菇中毒事

件，共造成１０人中毒，５人死亡；和２０１３年７月
底，云南玉溪地区连续发生数起该菌引起的中毒事

件，造成十几人中毒，多人死亡；２０１５年 ８月中
旬湖南长沙发生１起因误食该菌中毒事件，６人中
毒，１人死亡 （湖南师范大学陈作红教授参与蘑菇

鉴定）。由此可见该物种在我国造成的危害十分严

重。Ｍａｔｓｕｕｒａ等［３］以小鼠毒性为筛选模型，开展了

亚稀褶红菇的毒素分离，认为其致死毒素为环丙
２烯羧酸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２ｅｎ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该毒
素能引起横纹肌溶解，对小鼠的致死剂量为 ２５
ｍｇ／ｋｇ体质量。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日晚，楚雄州人民医院接收到

两名因食用俗称 “火炭菌”的野生菌中毒患者，

患者家属同时带来了在同一采集地采集的 “火炭

菌”。通过对标本进行鉴定，为亚稀褶红菇。鉴于

亚稀褶红菇毒性强，蘑菇鉴定及临床数据零散，给

此蘑菇中毒诊断治疗带来了困惑，本研究以２０１５
年７月云南楚雄地区，资料完整的事件为例，从该
菌的形态特点、地理分布、中毒特征及其救治等方

面进行介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中毒患者，２
人，全部为男性，年龄分别为３６岁和４８岁，职业
为农民。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９日，患者家属到患者采集
“火炭菌”的地点进行采集，将采集到的疑似毒蘑

菇转送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调查人员处。

经过拍照，记录，并编号为１５０７３００６。将标本在
４５℃条件用便携式鼓风干燥机彻底干燥，由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对进行标

本鉴定。

１２　流行病学调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对事件开展现场调查，楚雄州人民医院提供中毒患

者及家属饮食接触资料，包括可疑餐次、食品及发

病情况；同时医院提供了中毒患者的主要临床表

现、症状体征、化验检查结果及病程、诊断和治疗

情况，并摘录和复印相关病例资料供分析。

１３　毒物鉴定
１３１　形态学鉴定　主要包含宏观形态和显微结
构。宏观形态主要观察子实体颜色、大小、形状、

·４３７·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２５卷第６期ＣｈｉｎＪ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５，Ｎｏ６



质地、菌盖表面特征、菌褶特征 （颜色、生长状

态）、菌柄特征 （颜色、长短、粗细、是否被绒毛

等）、是否有特殊气味和味道。显微结构主要观察

各部位菌丝的主要特征 （是否有锁状联合、菌丝

直径、排列等），担子的特征 （形状、大小、担子

梗的数目及长短）、囊状体的特征 （有无、形状、

大小）以及担孢子的主要特征 （形状、大小、颜

色、疣刺特征等）。

１３２　分子生物学鉴定方法　提取蘑菇样品基因
组ＤＮＡ，对ＩＴＳ片断进行扩增并测序，进行系统发
育学分析。分子生物学鉴定使用 ＴｈｅＰｈｉｒｅＰｌａ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ＰＣＲ试剂盒 （ＦｉｎｎｚｙｍｅｓＯｙ，Ｆｉｎｌａｎｄ）进行
ＤＮＡ提取及 ＰＣＲ产物扩增。具体操作：干燥的蘑
菇用切成碎沫，然后用５０μＬ的稀释缓冲液裂解，
室温孵育５ｍｉｎ，在３０μＬ的ＰＣＲ反应体系中加入
１μＬ的上清液作为模板。扩增引物选取 ＩＴＳ５
（ＧＧＡＡＧＴＡＡＡＡＧＴＣＧＴＡＡＣＡＡＧＧ）和 ＩＴＳ４
（ＴＣＣＴＣＣＧＣＴＴＡＴＴＧＡＴＡＴＧＣ）［６］。扩增反应程
序：９８℃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８℃变性５ｓ，５８°Ｃ复性
５ｓ，７２℃延伸５ｓ，４０个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
４℃保温。取３μＬＰＣＲ产物点样并进行电泳，结
束后在凝胶成像仪下拍照并记录结果。将电泳条带

单一明亮、片段大小约６５０ｂｐ的样品送生工生物
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将ＤＮＡ序列 （表 １）用 Ｃｌｕｓｔａｌｘ１８３进行比
对，然后使用 ＢｉｏＥｄｉｔ７０５３软件对比对后的序
列进行手工校对［７８］。系统发育树构建采用最大简

约法，使用 ＰＡＵＰ ４０ｂ１０软件［９］。最大简约性

分析法中，所有参与分析序列上的位点均作为等权

处理，位点上的空格视为缺失。Ｍａｘｔｒｅｅｓ设为 ５
０００，其他参数采用默认值，采用启发式搜索进行
１０００次自举分析。
１４　亚稀褶红菇在国内的地理分布调查

通过对相关权威文献的查阅、总结，并结合野

外调查结果，对亚稀褶红菇在中国的分布特征进行

汇总，绘制该物种在国内的地理分布图。

２　结果

２１　现场调查
２１１　 基 本 情 况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１８：００１９：００，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某村
村民Ａ、Ｂ，均为男性，分别为４８岁和３６岁，共
同进食了自采的野生蘑菇。约２１：００左右，２人

表１　用于亚稀褶红菇系统发育树分析的ＩＴＳ片段信息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Ｔ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ａｘａ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ＩＴＳ

Ｉｎｇｒｏｕｐ
　 Ｒｕｓｓｕｌａａｃｒｉｆｏｌｉａ ＨＭＡＳ２６７７９９ ＫＦ８５０４０１
　 Ｒａｃｒｉｆｏｌｉａ  ＪＦ８３４３６３
　 Ｒｕｓｓｕｌａａｄｕｓｔａ ５４７ＲＵＳ２７ ＡＹ０６１６５２
　 Ｒａｄｕｓｔａ ＩＡ２１ ＪＱ８８８１９４
　 Ｒｕｓｓｕｌａａｌｂｏｎｉｇｒａ １０４ＩＴＳ１Ｆ ＫＴ８００１３０
　 Ｒａｌｂｏｎｉｇｒａ ＵＣ１９９９４３３ ＫＦ３０６０４３
　 Ｒａｌｂｏｎｉｇｒａ ＵＣ１９９９４３４ ＫＦ３０６０４２
　 Ｒｕｓｓｕｌａｄ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  ＡＦ４１８６０６
　 Ｒｄ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 ＯＳＡＭＹ４２８９ ＡＢ２９１７６７
　 Ｒｕｓｓｕｌａ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ＺＰ７００３ ＥＦ５３４３５２
　 Ｒ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ｃｌｏｎｅ１０１Ａ ＡＭ０８７２６０
　 Ｒ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２１７ＲＵＦ２４ ＡＹ０６１６９５
　 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１５０７３００６ ＫＵ７５１８８７ａ

　 Ｒ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ＯＳＡＭＹ４２６７ ＡＢ２９１７５０
　 Ｒ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ＴＮＳＦ２３７５２４ ＡＢ２９１７３６
　 Ｒ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ＺＰ６５１２ ＥＦ１２６７３５
　 Ｒ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ＺＰ６９３２ ＥＦ５３４３５１
　 Ｒ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ＺＰ７０３６ ＥＦ１２６７３４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
　 Ｒｕｓｓｕｌａｖｉｒｅｓｃｅｎｓ ＪＭＰ００７９ ＥＵ８１９４３７

　　注：ａ本研究产生的序列，其他序列来自ＧｅｎＢａｎｋ

先后出现消化道及全身症状。Ａ患者发病后立即当
地卫生院就医，后症状加重，于７月２８日１７：２０
转入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就诊；Ｂ患者２６日
晚到禄丰县人民医院就诊，症状缓解后回家休息。

２７日中午１１时再次到禄丰县人民医院就诊，后因
症状重，于７月２８日１５：００转入楚雄彝族自治州
人民医院就诊。

２１２　临床表现　Ａ患者以进食后上腹部间断性
胀痛发病，无恶心、呕吐、腹泻；２７日１０时许出
现头昏、头痛，为全头部间歇性闷痛，伴继发性心

悸、胸部持续胀痛及全身乏力、纳差、嗜睡；２８
日０８：００出现全身肌肉阵发性胀痛，以颈部及双
侧要不为甚，伴吸气性呼吸困难、大汗淋漓、口

干、口苦、畏寒、黑蒙，尿呈酱油色。Ｂ患者最初
表现为恶心、呕吐，伴头昏、乏力，呕吐胃内容物

２次，每次呕吐量约１５０ｍＬ，稀便１次，有粘液便
及少量血丝，量约２００ｍＬ；２７日中午１１时左右，
患者出现头晕、全身乏力、恶心，呕吐，下午 １６
时心慌、黑蒙、发热、畏寒，并伴有少量酱油色

尿。血常规检查中，两位患者的白细胞计数

（ＷＢＣ）、中性粒细胞计数 （ＮＥＵＴ）和中性粒细胞
比例 （ＮＥＵＴ％）均有上升；血生化检查显示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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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肌酸激酶 （ＣＫ）、肌酸激酶同工酶 （ＣＫ
ＭＢ）、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 （ＡＳＴ）、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心肌肌钙
蛋白Ｉ（ｃＴｎＩ）和血肌酐 （ｓＣｒ）等指标持续上升
（表 ２），并伴有钙离子 （Ｃａ２＋）浓度降低。血气
分析发现两位患者ＰＨ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患
者Ｂ在的１０Ｈ在入院第４～５天还出现了 ＰＨ略高
的现象，随后又偏低。７月２８日入院进行的心脏
彩超检查显示两位患者均有主动脉窦性增宽和室间

隔运动异常现象，Ａ患者还显示二尖瓣少量反流和
左室主动松弛功能减低，Ｂ患者还表现出心电过

速。Ａ患者在８月１日０８：２５呈现昏迷状，呼吸
费力、浅慢，约１０次／ｍｉｎ，舌后坠明显，咳嗽无
力，ＳＰＯ２波动于８０％～８５％之间；给予加压给氧，
紧急气管插管。机械通气２０余天后，患者肺部感
染严重，呼吸肌无力，无法脱离呼吸机，于９月９
日死于消化道出血。Ｂ患者８月４日乳酸脱氢酶仍
高达到１４１２２Ｕ／Ｌ，至８月１０日仍高达４５４８Ｕ／
Ｌ，诊断为严重的肺部感染和肾功能衰竭，无尿，
不能脱机，后经患者家属申请，转入昆明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底仍在治疗，无法
脱离呼吸机，预后不佳。

表２　两位亚稀褶红菇中毒患者入院后前４ｄ的主要血生化检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ｌ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ｕｒｄａｙｓ

时间
ＣＫ（Ｕ／Ｌ）

Ａ Ｂ
ＣＫＭＢ（Ｕ／Ｌ）
Ａ Ｂ

ＡＬＴ（Ｕ／Ｌ）
Ａ Ｂ

ＡＳＴ（Ｕ／Ｌ）
Ａ Ｂ

ＬＤＨ（Ｕ／Ｌ）
Ａ Ｂ

ｃＴｎＩ（ｎｇ／ｍＬ）
Ａ Ｂ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Ａ Ｂ

７月２８日２８０９１ ３２０００ １８０１２ ２０８４ ２５２ ２７５ ７０８ ９１２ ３２９４ ２１５０ ００７ ００６２ ７２２ ６４１
７月２９日５３２２４ ６７２００ ３４１８６ ２３５２９ １２２９ １３４５ ３０１４ ２３７９ １３７５３ １０７５０ ０１３ ４９ １０５４ ２１３９
７月３０日８００００ ６３８９１ ３７０１ ３１０９３ ２２４９ １４８６ ５０９９ ２７１４ ３１６８９ １５９３８ １１３ ３６４ ２０８４ ２２１７
７月３１日８０６００３２０００／３５２００ ３６９１１７０４９／５０８９ ２４２１／１６１５ ４２０５１４６２／１０４５ ３１９８９ ２０３６２／  ／２２９ ２５０４２５２６／２７６６

　　注：ＣＫ：肌酸激酶，正常值３０～１５３Ｕ／Ｌ；ＣＫＭＢ：肌酸激酶同工酶，正常值０～２４Ｕ／Ｌ；ＡＬＴ：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正常值１１～６６Ｕ／

Ｌ；ＡＳＴ：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正常值１５～４６Ｕ／Ｌ；ＬＤＨ：乳酸脱氢酶，３１３～６１８Ｕ／Ｌ；ｃＴｎＩ：心肌肌钙蛋白Ｉ，正常值０～０３ｎｇ／ｍＬ。ｓＣｒ：

血肌酐，６２～１０６μｍｏｌ／Ｌ。７月３１日患者Ｂ的检测值分别为血液净化前后的数值

２１３　临床救治　诊断为亚稀褶红菇造成的食物
中毒，给予血液灌流、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
（ＣＶＶＨ）、保肝、保肾、抗氧化、维持酸碱平衡及
插管通气等对症支持治疗。

２２　毒蘑菇标本鉴定
２２１　形态学鉴定　通过对标本的宏观和微观结构
的观察，鉴定为亚稀褶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如图１Ａ。形态学主要特征描述如下。

宏观结构：子实体中型至大。菌盖初半球形，

后平展中部下凹呈漏斗状，灰白色、浅灰色至煤灰

黑色，边缘色浅而内卷，无沟纹；菌肉白色，较

厚，近柄处有分叉现象，受伤处变红而不变黑，无

气味。菌褶直生至近延生，稍稀疏，不等长，厚而

脆，不分叉，褶间具横脉，褶缘每厘米 ５～７片，
浅黄白色至浅奶油色，受伤后变红而不变黑，小菌

褶多；菌柄偏生，圆柱形，污白色、浅灰白色至灰

黑色，较盖色浅。

显微结构：担子棒状，多具４个小梗，偶有２
个小梗，基部无锁状联合；担孢子球形、近球形至

宽椭圆形，部分椭圆形，无色，表面疣刺圆柱形，

高０７～１５μｍ，疣刺间分散且无联线；脐上区淀
粉质点不显著，（６５～８５）μｍ×（６～８）μｍ。

图１　亚稀褶红菇及其近似种子实体照片 （Ａ：亚稀褶红菇；Ｂ：稀

褶红菇；ＣＤ：密褶红菇）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ａｏｆ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ａｎｄ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Ａ：

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Ｂ：Ｒ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ＣＤ：Ｒｄ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

２２２　分子生物学鉴定　应用 ＩＴＳ片段构建亚稀
褶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的系统发育树：构
建发育树所用序列共１９个单元，所有６８９个特征
位点包括４９１个恒定特征，１０４个无简约信息可变
特征，以及９４个简约信息特征。简约法共得到４
个ＭＰ树，系统发育树的 ＴＬ为３０３，ＣＩ为０７７６，
ＲＩ为０７９８，ＲＣ为 ０６１９，ＨＩ为 ０２２４。具体系
统发育树拓扑结构图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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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育结果表明检测样本１５０７３００６与亚稀
褶红菇聚类到同一分枝，获得极高支持率 （图２，
ＭＰ＝１００％）。因此鉴定该标本为亚稀褶红菇。

图２　基于ＩＴＳ序列构建的亚稀褶红菇的系统发育树，仅有支持率

高于５０％才被标注于分枝上 （黑体突出显示的为事件标本

序列）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ｙ（Ｍ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Ｏｎｌｙ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ｙ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ｓ（ＰＢ）ｏｖｅｒ５０％ ａ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ｗａｓｉｎｂｏｌｄ）

２３　亚稀褶红菇在国内的地理分布
通过文献报道［１］及现场调查采集，目前，亚

稀褶红菇在国内主要分布于甘肃、广东、贵州、湖

南、安徽、江西、云南、海南和台湾地区等省份

（图 ３）。

３　讨论

红菇属 （ＲｕｓｓｕｌａＰｅｒｓ）真菌很多种类可食
用，是可食用野生菌的重要类别，仅我国已报道可

食用种类就有８２种之多。如称为 “青头菌”的铜

绿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ａｅｒｕｇｉｎｅａ）和变绿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
ｖｉｒｅｓｃｅｎｓ），还有菌盖以红色调为主的各种红菇种
类，如菱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ｖｅｓｃａ），大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
ｒｕｂｒａ），蓝黄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ｃｙｎａｏｘａｎｔｈａ），淡紫红
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ｌｉｌａｃｅａ）等［１０］。然而，红菇属并非所

有种类都可食用，目前我国共记载此属有十几个有

毒种，如毒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ｅｍｉｔｉｃａ），点柄黄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ｅｎｅｃｉｓ）和臭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ｆｏｅｔｅｎｓ）等，
多仅引起胃肠炎性改变，一般不会危及生命，此属

现仅发现亚稀褶红菇为剧毒种类，可导致严重后果

甚至引起死亡［１１１２］。

图３　亚稀褶红菇在国内的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ｓｓｕｌａｓｕｂ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亚稀褶红菇能够造成患者横纹肌溶解症
（ｒｈａｂｄｏｍｙｏｌｙｓｉｓ）。该类型主要表现为广泛性骨骼
肌剧烈疼痛，伴有呼吸急促困难、不发热而出汗，

生化指标表现为肌酸激酶急剧上升［４５，１３１４］。亚稀

褶红菇造成的中毒表现根据食用量，可以仅表现为

胃肠炎型症状至横纹肌溶解症状［４５］。一些食用量

小的患者仅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症

状［４５］。有些患者仅表现出横纹肌溶解而不伴随出

现肾功能衰竭和其他严重症状［４］。有些患者表现

为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电解质紊乱 （高钾，低

钙）、呼吸衰竭、急性肾功能衰竭、肺水肿、心室

性心搏过速和循环休克［４］。能够引起横纹肌溶解

的另 外 一 种 毒 蘑 菇 是 口 蘑 属 的 油 黄 口 蘑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ｅｑｕｅｓｔｒｅ），在法国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造成
１２人中毒３人死亡［１３，１５］。虽然我国有油黄口蘑分

布，但均被作为可食种，还没有因误食该种而引起

中毒的报道。

在我国，被广泛采集的可食用 “火炭菌”主

要为稀褶红菇 （图 １Ｂ）和密褶红菇 （图 １ＣＤ），
形态上与致命的亚稀褶红菇极为形似，菌盖颜色也

呈灰白色、浅灰色至煤灰黑色，但是密褶红菇菌褶

极为致密 （图 １Ｄ），稀褶红菇菌褶厚而稀 （图

１Ｂ），两者的菌褶受伤后均先变红，最终变黑色，
而亚稀褶红菇的菌褶受伤后先变红，但最终不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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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１］。在野外，这三种蘑菇可以生长在同一环

境内，而采集者由于这三种蘑菇形态上的相似性，

很容易将剧毒的亚稀褶红菇混杂在采集的 “火炭

菌”中，因此，强烈建议群众仔细辨别，最好不

食用该类群野生菌。

本研究同时验证了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鉴定

方法可用于毒蘑菇中毒事件的处置，其鉴定结果能

够为中毒患者临床救治和事件处置提供科学依据和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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