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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野蘑蘑菇菇又又上上餐餐桌桌，，一一家家六六口口中中毒毒
治疗费已花十多万，俩孩子仍在重症监护室

9月 1日，莱
芜苗山镇的朱先
生到山上采了十
多株野生蘑菇给
全家人当晚餐，
没想到第二天一
家六口均出现上
吐下泻的症状，
送医后被诊断为
疑似蘑菇中毒。
目前，朱先生全
家仍在医院接受
治疗，治疗费用
已超过10万元。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实习生 戴苓琪

吃了山上野蘑菇
全家上吐下泻

7日上午，济南千佛山医院
消化内科病房，莱芜的吕女士正
躺在病床上休息，和刚入院时相
比，病情已大有好转。不过，她的
两个孩子中毒情况较为严重，仍
在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她
的公公因食用了较多野蘑菇，也
在医院里躺着无法下床。而这一
切，与吕女士一家人晚餐时的一
盘蘑菇烧菜有关。

9月1日，吕女士的公公吃
完午饭出门，到附近的山上采
回来十多株蘑菇，晚饭就用鸡
蛋炒了野蘑菇，一家六口都吃
了，包括两个孩子。

吕女士说，他们当时吃完
蘑菇并没有感觉到不适，但第
二天早晨6点多，儿子突然上吐
下泻，接着女儿和其他家人也
陆续出现同样的症状，她才感
觉到情况不对劲。“两三个小时
去了卫生间无数次，开始考虑
可能是蘑菇的问题。”随后，吕
女士喊来了诊所大夫进行输
液，但并没有好转，便立即赶往
医院。

在莱芜当地医院，一家人
进行输液治疗，感觉情况有好
转，他们在中午时回到镇上继
续输液，没想到又出现了上吐
下泻的症状，在医生的建议下，
一家人随即转到了千佛山医
院。经医生诊断，吕女士一家六
口均疑似中毒，且和他们前一
晚吃的野生蘑菇有关。

十几年前吃过一次
以为是无毒的

吕女士的公公朱先生今年
58岁，由于家附近有野山，以前
会到山上采摘一些野生蘑菇。
至于他们几天前吃的蘑菇，朱
先生仍有印象。“在松树和橡子
树底下采的，叫‘松伞’，伞柄很
高，伞盖略微有点黄色。”朱先
生说，这种蘑菇他十几年前吃
过一次，那次只是拉肚子没有
中毒，所以以为是无毒的。

“听说有毒的蘑菇颜色都
很鲜艳，我看这蘑菇伞柄是白
的，伞盖也是白的，以为是无

毒的。”吕女士告诉记者，她之
前没有见过这种蘑菇，这次食
用中毒后才知道，出事后她立
即打电话告诉了同去采蘑菇
的邻居，所幸邻居把蘑菇采回
来后用盐水腌上了，并没有立
即食用。

根据朱先生的描述，记者
在网上查询，发现有一种名为

“毒鹅膏菌”的蘑菇符合朱先生
所说的特征，白色的伞柄和伞
盖，且有剧毒。朱先生说他采的
蘑菇和这种蘑菇很像，但不确
定是否为同一种，因为等他托
人到山上再去找时，已经找不
到菌株了。

朱先生说，他在山上一共
采了十多株蘑菇，自己吃得最
多，大概有四五个，因此中毒情
况最深。“好多人都说这个蘑菇
很香，所以就去采的，真没想到
是有毒的。”朱先生表示，有了
这次教训，以后他再也不去山
上采野蘑菇了。

孩子错过开学日
治疗已花费十多万

经过几天的治疗，吕女士
夫妻俩和孩子奶奶病情已无大
碍，孩子的爷爷则还需要进一
步治疗，说话依然有气无力，而

两个年幼的孩子因为年纪小、
抵抗力差，病情最为严重。目
前，从9月1日住院至今，吕女士
一家已花费了十多万元治疗
费，这对于靠种地和打工为生
的农村家庭来说，着实是一笔
不小的负担。

“俩孩子都在儿童重症监
护室里，需要置换血液。”吕女
士说，她儿子2岁多，女儿婷婷
今年11岁，暑假后刚刚升入初
一，本来9月4日开学，但因为9
月1日吃蘑菇中毒住院，所以错
过了开学，好在孩子已经分好
班，只等痊愈出院即可回到校
园里。

上午11点多，记者来到儿
童重症监护室，孩子奶奶告诉
记者，目前2岁的孙子病情有所
好转，将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
通病房，但11岁的孙女病情仍
然比较严重，现在还在做血滤。

据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副
主任医师李坤介绍，孩子的父
母刚送来医院时就被查出重度
的肝损害，同时还有合并胰腺
和心脏的损伤，经过4天的治
疗，孩子父母的情况已经好转
了，但两个孩子的情况还比较
严重。

“每年都有很多蘑菇中毒
的，甚至有死亡的。”李坤告诉记
者，每年春天和夏天雨后，在南
部山区和泰安等附近有山的地
方，老百姓就会上山捡蘑菇，但
他不建议村民去采野生蘑菇，因
为蘑菇的种类太多了，而且有的
毒性非常强，一旦食用后中毒可
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应尽量
去买人工培植的蘑菇。

和“水课”“清考”说再见

本本科科生生迎迎来来““增增负负””新新要要求求，，想想““混混””难难了了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近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狠抓新时
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提出全面整顿教育
教学秩序，严格本科教育教学
过程管理，加快振兴本科教育，
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全
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

在学习过程管理方面，通知
要求各高校全面梳理各门课程
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

“金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
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
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同时要
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

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
严格考试纪律、严把毕业出口
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

“一些专业假大空”“四年
本科学到干货不多，毕业即失
业”“严进宽出影响毕业生质
量”……当前，我国大学本科教
育存在一些“松松垮垮”的现象
引发社会担忧。一些学生及家
长认为，教育部直面这些问题
出“狠招”，将给加强本科教育
带来新动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指出，“严进宽出”不利
于学生的长远成长，一些学生
到了高校变得迷茫，无所事事，

难以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学生
进入专业学习领域时，应该接
受相对严格的训练。

所谓“清考”，是指期末考
试没有通过，补考也没通过，学
校会在毕业前再给予考试机
会，一般来说，“清考”的考试要
求都不太高，目的是让此前“挂
科”的学生“过”。“清考”被质疑
为毕业“放水”。北京一名大学
生王子建说，所谓“水课”多是
选修课。“有时候不是同学们想

‘水’，而是好的选修课很少，受
人数限制，只能选些‘水课’凑
学分，希望能有更多优质的选
修课。”他告诉记者。

“教授只带研究生，给本科
生上课很少。”一些学生说，当
前部分高校存在重科研、轻教
学的倾向，学校应该注重专业
培养体系、课程设置及教学模
式，促进教学资源向本科课堂
教学倾斜，为本科生提供更多
的优质教育资源。

“增负”究竟要增什么？一
些专家指出，“增负”并非只意
味着增加学业时间、增重学业
任务。“增”不是量的简单叠加，
而是质的复合增长，要从提高
课时数量转变为提高课程质
量，从增加学业任务转变为增
加学习实效。

对于一些含金量不高的“水
课”，其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改进
课程设计，充实课程内容，增加
师生互动，少念PPT、多讲实际
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
术志趣，促使学生积极学习、热
爱学习，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对于论文造假、敷衍应
付等一些学术不端现象，业
内人士指出，“增负”应该体
现在提升学生的规则意识和
责任意识上，让学生养成尊
重知识、尊重学术的良好习
惯，同时严格遵守教学秩序
和学术规范，避免不诚信、不
道德的行为发生。

葛相关链接

拒拒绝绝野野蘑蘑菇菇

““不不采采、、不不买买、、不不吃吃””

最近，因蘑菇中毒的可不止
吕女士一家，就在8月23日，莱芜
的祖孙三人因食用了孩子姥爷
从公园树林里采到的野生蘑菇，
出现上吐下泻等疑似中毒的症
状，而8岁的孩子甚至因肝衰竭
而不得不住进了省立医院重症
监护室。半个月过去了，目前男
孩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野生蘑菇很常见，但我们一
定要敬而远之，因为有些蘑菇的
毒性难以分辨。有专家指出，山
东省已发现的蘑菇种类中，毒蘑
菇种类有四五十种，预防野蘑菇
中毒的最好方法就是不采、不
买、不吃，不少食用野蘑菇中毒
的是有一定辨别经验的“老手”。

一般而言，鉴别野生蘑菇是
否有毒，往往需要专业学者和实
验室分析才能得出结论。鉴别毒
蘑菇，至少要记住一种简单直白
的识别办法：头上戴帽子（有菌
盖），腰上系裙子（有菌环），脚上
穿靴子（有菌托），同时具有这3
个特征的菌类，千万不要食用。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朱先生躺在

千佛山医院的病床

上，有气无力，他当

晚吃得最多，中毒

也最深。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