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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湖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文 件

湘食安办〔2024〕17 号

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食安办、卫生健康委（局），省食安委有关成员

单位：

根据《湖南省 202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为进一步

做好野生蘑菇中毒等食源性疾病防控工作，减少群众误食伤亡，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防控工作。近年来，我省群众误食野生蘑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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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率虽然稳步下降，但野生蘑菇及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发生数和

中毒人数仍居高不下，个别地区连续 3 年处于高风险状态，部分

地区出现反弹，少数既往病例不多的地区出现高发。各地一定要

引起高度重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续抓好防控工

作，巩固工作成效，防止高发反弹。

二、持续加强科普宣传。各地要针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

重点人群”做好精准科普宣传工作。在 5 月 17 日前后集中开展

“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日”活动，结合实际开展进社区、进村

组、进学校、进林场、进景区、进市场、进餐馆等宣传活动，向

群众宣传勿采勿食不买不卖野生蘑菇、慎采慎食野菜、不盲目崇

信中药材养生泡酒等科学知识。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组织疾控机

构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为基层提供科普知识支持。省食安办

将野生蘑菇中毒知晓率调查纳入市县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调查。

三、坚决压实防控措施。各地要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完善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贯彻“预防为主、以县为主”的工作方针，

按照新划定风险等级（详见附件 2）落实“4+3+2”防控措施。强

化县市区属地管理责任，结合实际开展“双减行动”和“清零行

动”，切实减少中毒事件数和中毒人数，持续降低风险等级。5

至 10 月要组织力量加强山区居民集中居住点周边、农村集贸市

场、旅游景区及周边餐饮单位、学校食堂等重点场所监管巡查，

禁止集中用餐单位、餐饮服务场所采购、加工野生菌及其制品，

坚决防止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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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应急救治机制。各地要建立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

急值守，并第一时间组织救治、处置上报（发生在家庭的群众自

采自食的中毒病例，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发生在市场、

餐饮环节的中毒病例，按照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控制危害。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建立应急救治机制，明确定点救治医院，健全

转诊会诊机制，开辟绿色救治通道，加强《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

诊疗规范（试行）》等食源性疾病诊疗规范的培训，切实提升各

级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单位野生蘑菇及有毒动植物中

毒诊断、救治能力。

五、规范事件上报调查。各级食安办、卫生健康部门要把野

生蘑菇及有毒动植物中毒防控宣传工作纳入食品安全工作评议

考核内容和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并加强督促调度，定期通报情况，

及时约谈“重灾区”。各级要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疾控机构

对辖区内发生的中毒事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及时上报国家监

测系统，对漏报、瞒报、缓报等情况将依规通报并在考核中扣分。

发生死亡病例的要及时通报同级相关部门、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

机关，并上报市级食安办牵头开展事件调查。发生多人中毒危重

病例或群体性中毒等紧急事态，市州食安办和卫生健康委要分头

上报省食安办和省卫生健康委。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省食安办 倪绍铭，0731-85693212；

省卫生健康委 徐 勤，0731-8482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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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4 年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地图

2．2024 年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一览表

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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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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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一览表

风险等级 县市区

高风险（7 个） 冷水滩区 湘潭县 零陵区 龙山县 洪江市 新化县 石门县

中风险（26 个）

浏阳市 长沙县 祁阳市 祁东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 宁远县 天元区 鼎城区 娄星区 桃源县 湘乡市 汨

罗市 宁乡市 道县 衡南县 凤凰县 涟源市 新宁县 洞口县 衡山县 平江县 岳麓区 渌口区 北湖区

新田县 邵东市

低风险（81 个）

江华瑶族自治县 衡东县 芦淞区 韶山市 耒阳市 资兴市 桂阳县 鹤城区 临湘市 望城区 茶陵县 雨

湖区 东安县 吉首市 嘉禾县 桃江县 溆浦县 中方县 永顺县 临武县 宜章县 安化县 武冈市 永兴县

珠晖区 临澧县 赫山区 天心区 新邵县 资阳区 雁峰区 邵阳县 衡阳县 江永县 芷江侗族自治县 会

同县 蓝山县 津市市 永定区 攸县 安仁县 湘阴县 隆回县 慈利县 花垣县 绥宁县 武陵区 开福区

辰溪县 常宁市 澧县 北塔区 芙蓉区 汉寿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雨花区 双牌县 安乡县 桂东县 泸溪

县 南岳区 汝城县 苏仙区 沅江市 岳阳楼区 云溪区 醴陵市 荷塘区 冷水江市 石峰区 双峰县 双清

区 城步苗族自治县 大祥区 古丈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 炎陵县 岳阳县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君山区

沅陵县

无事件发生或上报县市区（8 个） 保靖县 华容县 南县 桑植县 石鼓区 武陵源区 岳塘区 蒸湘区

注：1．前后顺序为 2019 年-2023 年蘑菇中毒风险分值由高至低排序；

2．无事件发生或上报县市区为 2019 年-2023 年统计数据；

3．各县市区按照《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综合防控工作指南（2021 版）》对应风险等级落实“4+3+2”防控措施。





抄送：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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