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生菌中毒工作总结(汇总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野生菌中毒工作总结篇一

近年来，我县把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工作提高到保护生态环境、
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加以落实。在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我县切实加强
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宣传贯彻《野生动物保护法》，
加执法力度，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近年来，我县立足城区实际，本着加强保护，依法管理，促
进发展的要求，全面做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野生动物的浓厚氛围。充分利
用报刊、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一是每年开
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爱鸟周”等活动，在主要街
道公路悬挂宣传横幅，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现场咨询活动，解
答群众疑问，并播放保护野生动物宣传片，发放保护野生动
物宣传彩图。二是加强对宾馆、酒楼、饭店、市场等重要场
所的宣传，将宣传手册、保护野生动物宣传彩图发到各镇(街
道)、村(居)委会进行张贴。

(二)开展严打整治，坚决打击猎杀、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
为。近年来，我县不断总结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所取
得的成效和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管理，以“三
天一次小清查，半个月开展一次大清查”为例行检查的工作
周期，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对本辖区内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



所、花鸟市场、农贸市场、餐饮酒楼等进行拉网式集中清查。
同时，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制定了一系列行动实施方案，等
一系列依法打击破坏各种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
行动，通过集中打击，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全面有效遏制滥
捕乱猎、宰杀、经营贩卖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在社会上形
成严打的高压态势，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1、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集贸市场、宾
馆、酒楼、饭店、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繁殖地等重点区域
检查密度和力度还需加大。

2、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保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野生
动物保护管理设施、装备、手段相对落后，监管难度大，难
以适应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需要，我县目前没有建
立野生动物救治中心、野生动物疫病防治中心，保护力量比
较薄弱。

(一)加强宣传工作，切实提高广大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结合公众关注的野生动
物和人类生存健康、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以及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等主题，宣传保护野
生动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广大群众对保护工作的认识，
进一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加强执法监管，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针
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猎捕、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有关
薄弱环节开展调研，排查保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
有力措施加以整改。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对野生动物
集散地、市场、餐馆、饭店的监管，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到
实处。

(三)加大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在野生
动物保护和管理过程中，组织执法人员加强有关法律、法规，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条例》等的学习，切实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业务
素质和执法水平。

野生菌中毒工作总结篇二

今年4月，在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和“爱
鸟周（4月10-16日）”期间，我局专门制作了野生动物保护
宣传电视专题片，在县电视台和调频广播播放15天；在县城
主街道悬挂保护野生动物的横幅标语，2幅；张贴分发“ 提
倡不食野生动物，树立饮食新观念”《倡议书》200份；对有
关野生动物救护事件以及打击破坏野生动物的案件进行电视
和报纸报道。

通过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广大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普遍提高，都已认识到野生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并非野生
无主，所以，群众凡发现国家保护的或不认识的动物，都能
立即报告或救送到林业主管部门，发现非法狩猎或违法经营
的，也能主动举报，一种人人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已开始形
成。

凡发现病危、受伤、迷途或群众救送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
我局都全力救护，对正常的动物，选择合适的生境进行放生，
对受伤的或病弱的救送至xx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救
护。20xx年，我局共拯救受伤或病危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猫头鹰、白鹇等4只，夜鹭等省一般保护野生动物5只。

（一）依法加强狩猎、养殖、经营审批管理。

我局按照国家、省有关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严格野生动物的狩猎、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的审批发证制度，
严把审核关，对不符合规定的、驯养繁殖技术没有成熟的，
坚决不予审批；对已审批发放证件的单位进行管理，并按期



进行年审，有效地规范我县野生动物养殖经营的合法化环境，
促进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事业的发展。

（二）开展了赛加羚羊角、川山甲片和稀有蛇类原材料库存
情况调查及使用计划申报工作。

7月，我局对全县主要医院和医药单位的川山甲片、稀有蛇类
原材料的库存情况进行了调查，全县川山甲片、稀有蛇类原
材料的库存量仅29公斤，同时，对20xx-20xx年度消耗计划进
行了申报，全县20xx-20xx年的消耗计划共170公斤。

（三）鼓励发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业。

根据国家林业局规定养殖技术成熟可以养殖的野生动物种类，
鼓励发展养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养殖业。20xx年，新发展杂
交野猪、环颈雉、绿头鸭、野兔、石蛙等养殖场6家。

（一）组织开展了 “飞鹰行动”。

4月-5月，根据省林业厅的统一部署，我局组织开展了 “飞
鹰行动”，集中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对
全县的养殖、经营场所、狩猎人员、主要宾馆饭店、交通运
输等进行了检查，对违法运输、经营野生动物行为进行查处、
对违法狩猎（放电猫、铁夹、吊等）进行了多次检查和处理。
检查中发现：部分饭店及菜市场仍有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的现
象，本次行动查获没收少量的蛇类、黄麂、蛙肉等野生动物
及铁夹等禁猎工具，对违法养殖经营的予以打击和取缔。

（二）开展了奥运期间专项整治工作。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xx大精神，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效
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迎接20xx北京 “绿
色奥运”，根据省、市的统一部署，于7-8月，我局组织执法
人员并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奥运期间xx县野生动物规范管



理整顿工作专项行动。

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对全县的养殖、经营单位进行了一次大
检查，确保宾馆饭店的点菜柜、商店、药店等不出现销售敏
感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现象；对一些“野味”馆，进行了清
理、摘牌；全县猎民停止一切狩猎活动；不开展野生动物表
演、展示；暂停野生动物广告等等，净化了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环境。

目前，由于各种人为的原因，许多野生动物种类已处于濒临
灭绝的状态。近几年，滥食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
许多已经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处境更加艰难。要彻底改变
这种不文明的行为，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生存环境中无可替代的一员，地球上不
能只剩下人类，野生动物的命运取决于我们人类今天的认识
和行动。我们作为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将不遗余力，一如
既往地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工作，坚决打击
销售违禁野生动物的现象，全力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让野生
动物永远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增姿添彩。

野生菌中毒工作总结篇三

一、野生菌中毒的症状 夏季是食菌中毒的多发期，食菌中毒
者绝大多数人都是胃肠炎型轻度中毒，临床表现为剧烈恶心、
呕吐、腹痛等，还有少数为神经精神型，临床表现为头昏、
恶心、呕吐，然后出现烦躁、谵妄、幻视等症状。如果中毒
严重，对人体损害极大，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或导致休克
甚至死亡的肝坏死和溶血性的中毒。

(一)胃肠炎型。这种中毒表现较为普遍，约占80％。具体反
应是，进食毒菌后10分钟至2小时内出现无力、恶心、呕吐、



腹痛、水样腹泻等症状，一般不发热，严重者会导致脱水，
引起周围循环衰竭。引起这类中毒的有黄粘盖牛肝菌、黄粉
末牛肝菌、苦粉孢牛肝菌、毒红菇、臭黄菇、腊伞、月光菌
等等。

(二)神经精神型。它除了胃肠炎表现外，还有精神兴奋、精
神错乱和精神抑制等症状。如俗名"红见手"的褐黄牛肝菌，
吃了以后会先出现头昏、恶心、呕吐症状，然后有烦躁、幻
听、幻觉、妄语等怪异行为，少数人还有迫-害妄想，出现类
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食用者会感觉面前有活动的小人或动
物，进而有打人毁物、狂奔乱跑，甚至出现伤害行为。毒绳
伞、豹斑毒伞的误食者则会出现呕吐、腹泻、出汗、流泪、
心搏减慢等副交感神经症状。这类中毒病人经治疗后就可以
恢复，且无后遗症，死亡率很低。

毒素加热到100摄氏度就可被破坏。

(四)多脏器损伤型。在进食毒菌10至30小时后，先有胃肠炎
型表现，然后出现肝、脑、心、肾等多脏器损害的情况，以
肝脏损害最为严重，部分患者还伴有精神症状。此类病人病
程2至3周，由于先期症状是胃肠炎表现，往往容易被误诊，
又因为会出现病情反复，有时还会中断治疗。引起此类中毒
的有白毒伞、毒伞、毛柄白毒伞、鳞柄白毒伞等菌类，误食
后死亡率极高。

二、食用野生菌中毒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误食有毒菌类。有关部门曾作过统计，常见的野生菌有
上百种，但能食用的只有三四十种。比如有一种极像青头菌
的有毒菌，就常混杂在能食用的青头菌中，让采菌人毫无察
觉地将其采回来，人如果吃了，悲剧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二)加工环节出现失误。如果没有弄熟或者炒菌的锅铲沾上
了没有炒熟的菌子，食用后就可能发生中毒。



(三)一些野生菌虽属无毒菌类，但是，如果其所生长的地方
发生了污染，或者地层下含有磷之类有毒矿物，误食这种地
方采来的菌子，很容易导致中毒。

下几个方面加以识别：

一看生长地带。可食用的无毒蘑菇多生长在清洁的草地或松
树、栎树上，有毒蘑菇往往生长在阴暗、潮湿的肮脏地带。

二看颜色。有毒蘑菇菌面颜色鲜艳，有红、绿、墨黑、青紫
等颜色，特别是紫色的往往有剧毒，采摘后易变色。

三看形状。无毒蘑菇的菌盖较平，伞面平滑，菌面上无轮，
下部无菌托；有毒蘑菇的菌盖中央呈凸状，形状怪异，菌秆
上有菌轮，菌托秆细长或粗长，易折断。

四看分泌物。将采摘的新鲜野蘑菇撕断菌秆，无毒的分泌物
清亮如水(个别为白色)，菌面撕断不变色；有毒的分泌物稠
浓，呈赤褐色，撕断后在空气中易变色。

五闻气味。无毒蘑菇有特殊香味，无异味。有毒蘑菇有怪异
味，如辛辣、酸涩、恶腥等味。

六是测试。在采摘野蘑菇时，可用葱在蘑菇盖上擦一下，如
果葱变成青褐色，证明有毒，反之不变色则无毒。

七是煮试。在煮野蘑菇时，放几根灯芯草、些许大蒜或大米
同煮，蘑菇煮熟，灯芯草变成青绿色或紫绿色则有毒，变黄
者无毒；大蒜或大米变色有毒，没变色仍保持本色则无毒。

八是化学鉴别。取采集或买回的可疑蘑菇，将其汁液取出，
用纸 浸湿后，立即在上面加一滴稀盐酸或白醋，若纸变成红
色或蓝色的则有毒。



四、吃野生菌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食用野生菌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没有吃过的尽量不要吃；
不认识的尽量不要吃；没有把握的尽量不要吃。做到这三条，
吃到有毒野生菌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一、不要购买和采自己不熟悉的菌类，尤其是颜色鲜艳的菌
类。即使对自己熟悉的，能确定为无毒的，食用时也不要杂，
最好每次只食用一种野生菌。

二、对购买和采来的能确定为无毒的野生菌不要全放在一起
炒，因为种类不同的野生菌混炒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没毒的
菌子也变成有毒的了。加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像食用牛肝
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煮熟一下，把毒性减低，以减少中毒
发生的可能性。

《野生菌中毒症状及应急措施》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
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野生菌中毒工作总结篇四

长期以来，各地群众都有食用野生菌菇的习惯。随着雨季的
来临，各种野生菌菇大量繁殖，有许多野生菌菇是不能食用
的剧毒菌菇，如不慎误食，将会造成人员死亡后果。为避免
因食用野生毒菌菇而导致人员伤亡。

一般来说，毒菌的颜色比较鲜艳，有疣，毒菌的帽子上会有
疙瘩，还有的有红斑、沟托、沟裂，有的菌子上有菌托、菌
环，一般的毒菌摘断以后会有浆汁流出来，味道刺鼻。

野生菌中毒的表现有：恶心、剧烈呕吐、腹痛、腹泻、多汗、
流涎、脉缓、瞳孔缩小、贫血、黄疸、血尿、肝脾肿大等。



一是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20；

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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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对已经昏迷的患者不要强行向其口内灌水，防止窒息；

五是保留野生菌样品供专业人员救治参考。

（一）不要采或选购自己不熟悉的菌类，尤其是颜色鲜艳的
菌子。食用野生菌不要杂，最好每次食用一种野生菌。

（二）采来或买来的野生菌不要全放在一起炒，因为种类不
同的野生菌混炒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没毒的菌子也变成有毒
的了。

（三）食用野生菌时不要喝酒或尽量少喝酒。有的野生菌虽
然无毒，但含有的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生化学反
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因此，食用野生菌时最好不要饮酒。

（四）食用完野生菌后如感不适，有恶心、头晕、呕吐、看
东西不明或幻视、幻听症状应立即前往医院治疗，万一来不
及就医，应立即采用简易的方法和容易找到的药物，进行催
吐、洗胃、导泻或灌肠等处理，尽快排除体内尚未被吸收的
残菌或减缓有毒物质的吸收，从而减轻中毒程度，防止病情
加重。经过这些处理后，还要尽快转送医院诊治。

不采摘野生菌，不买、不卖，不餐饮。

学生签字：

20xx年7月9日



野生菌中毒工作总结篇五

我居委会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居委会法服室，
对预防煤气中毒工作齐抓共管，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明确了检查工作主体、工作对象、工作组织、工作内容及工
作要求。

1、组织居委会干部认真学习相关规定，充分认识预防煤气中
毒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2、与社区内24户燃煤家庭全部签订《预防煤气中毒责任书》。

3、认真开展宣传活动，多次在主要街道以悬挂横幅标语、发
放宣传材料的形式开展宣传。突出对重点人群，出租房屋户
的宣传教育，做到宣传入户，家喻户晓。

4、居委会干部联合派出所防煤管理员入户发放以预防煤气中
毒为主要内容的《致居民的一封公开信》。

真正做到三个100%，入户宣传100%、张贴安全提示100%、签
订安全责任书100%。

我社区按照“五有一无”的.标准，即有基础台帐、有宣传资
料、有检查记录、有责任书、有安全炉具（包括烟筒、风斗、
弯头等），无安全隐患的标准，各巷全面开展调查摸底，做
到社区内取暖户底数清，重点人群、重点部位情况明。我社
区燃煤取暖户共24户。各检查小组，认真开展检查，做到逐
户检查、逐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给予及时纠正，对
于出租房屋中不符合安全取暖条件的出租房，责令一律停止
出租，同时强化了房屋出租人的管理责任。认真做到检查炉
具100%，填写检查记录100%，责令整改完成率100%。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重、责任大，持续
时间长。我社区在整个预防煤气中毒时间段内，社区书记负



总责，努力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发现问题隐患快速反应，
及时上报，尽量减少事故造成的危害和不良影响，确保预防
煤气中毒工作取得实效。

20xx至20xx年度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已接近尾声，此期间社区
无一起煤气中毒事件发生，再下一年度的预防煤气工作中，
社区全体煤气预防小组成员会继续努力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