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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柄曲霉素  

  



 

摘要  

 

柄曲霉素是一种霉菌毒素，可由多种真菌产生。柄曲霉素因食物

在贮存时受霉菌污染而形成，不会在田间的农作物出现。一些食物如谷

类、谷类制品、芝士、咖啡豆、香料、坚果和啤酒，都曾发现含有柄曲霉

素。  

 

2 .  动物研究显示柄曲霉素可引致急性中毒，主要受影响的器官是肝

脏和肾脏。欧洲食物安全局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

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都认为，柄曲霉素具基因毒性，能引发癌症。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把柄曲霉素列为第 2B 组物质，即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

质。  

 

3 .  柄曲霉素诱发雄性大鼠肝脏血管肉瘤发病率增加 10%的最低基准

剂量可信限下限为每天每公斤体重 0.16 毫克。以这下限计算暴露限值，

可评估人类摄入柄曲霉素的健康风险。暴露限值越低，公众健康可能受影

响的程度越大。欧洲食物安全局认为，暴露限值如在 10 000 或以上，则

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轻微。  

 

4 .  这项研究旨在 ( i )检测本地市场选定类别食品的柄曲霉素含量；( i i )

估算本港成年人从这些食品摄入柄曲霉素的分量；以及 ( i i i )评估相关的健

康风险。  

 

研究方法  

 

5 .  我们参照在海外研究中发现含柄曲霉素的食物种类，从本地零售

市场采集了 331 个食物样本进行化验。这些样本属于 12 个食物组别，分

别为 “面粉 ”、“早餐麦片 ”、“干香料 ”、“谷类 ”、“粉面 ”、“烘焙食品 ”、“咖

啡豆 ”、 “淀粉代用品 ”、 “花生及坚果 ”、 “芝士 ”、 “啤酒 ”和 “腌制肉类 ”。  

 

结果  

 

6 .  我们分析上述 331 个样本后发现，有 32 个 (约 10%)含柄曲霉素，

所属食物组别为 “面粉 ” (9 个 )、 “早餐麦片 ” (7 个 )、 “干香料 ” (6 个 )、 “谷

类 ” (3 个 )、 “粉面 ”  (3 个 )、 “烘焙食品 ” (3 个 )  和 “咖啡豆 ” (1 个 )。该 32

个样本中，有 29 个 (约 91%)的柄曲霉素含量少于每公斤 1 微克。至于 “淀

粉代用品 ”、“花生及坚果 ”、“芝士 ”、“啤酒 ”和 “腌制肉类 ”食物组别，所有

食物样本都没有发现柄曲霉素。  



 

 

7 .  经评估后发现，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 (第 90 百分位 )的消费者从

这项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摄入柄曲霉素的上限，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17 微克和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33 微克，暴露限值分别为 940 000

和 480 000。 “粉面 ”是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主要来源。  

 

结论及建议  

 

8 .  在这次研究收集的样本中，只有约 10%验出含柄曲霉素。  

 

9 .  就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消费者而言，他们的暴露限值均远高

于 10 000。因此，本港成年人从这项研究选取的食物组别中摄入柄曲霉

素的分量，对健康影响不大。  

 

10.  柄曲霉素在食物贮存期间产生。妥善贮存食物，可预防食物中的

真菌滋长，从而降低柄曲霉素污染食物的风险。  

 

  



 

风险评估研究—  

 

食物中的柄曲霉素  

 

 

目的  

 

这项研究旨在 ( i )检测本地市场选定类别食品的柄曲霉素含量；( i i )

估算本港成年人从这些食品摄入柄曲霉素的分量；以及 ( i i i )评估相关的健

康风险。  

 

背景  

 

2.  柄曲霉素是一种霉菌毒素，为有毒的真菌次生代谢产物。很多真

菌菌属，例如裸胞壳属、曲霉菌属、毛壳菌属、毛葡孢属和腐质霉属，都

能产生柄曲霉素 1 、 2。在各种真菌中，主要产生柄曲霉素的是杂色曲菌 1 、

2 、 3 、 4。  

 

3 .  柄曲霉素与黄曲霉毒素的生物合成途径相同，化学结构相似 1 、 5 、

6 、 7，因此，一般认为两者的毒性作用 (包括基因毒性和致癌性 )相若 1 、 4。

不过，研究显示，柄曲霉素的毒性较黄曲霉毒素为低 1 、 4 、 5 、 6 、 8。  

 

图 1. 柄曲霉素的化学结构 1  

 

 

4 .  柄曲霉素因食物在贮存时受霉菌污染而造成，不会在田间的农作

物出现 1。人类进食了由真菌产生的柄曲霉素所污染的谷类和谷类制品，

便有可能摄入柄曲霉素。  

 



 

含柄曲霉素的食物  

 

5.  在 2013 年，欧洲食物安全局概列出文献所载发现含有柄曲霉素

的食物。谷类、谷类制品、芝士、咖啡豆、香料、坚果和啤酒，都曾检出

含柄曲霉素 1。  

 

6 .  在 2017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

联 合 专 家 委 员 会 ( 下 称 “专 家 委 员 会 ”) 及 食 品 污 染 物 法 典 委 员 会 ( 下 称  

“CCCF”)检视了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食品污染监测和评估计划网络 (通

称 GEMS/Food)中谷类和谷类制品的柄曲霉素含量资料。在大麦、荞麦、

粟米、燕麦、米、黑麦、小麦，以及这些谷类的制品中，有样本的测试结

果呈阳性，当中高粱面粉的柄曲霉素含量最高 5 、 8。  

 

毒性   

 

动力学及新陈代谢  

 

7 .  有关柄曲霉素的毒物代谢动力学资料不多。动物研究的数据显

示，以柄曲霉素喂服动物，该物质的吸收量和在动物体内的分布情况，会

受动物的性别和年龄影响。关于柄曲霉素的代谢途径，文献至今未有定

论。不过，研究发现，喂服给动物的柄曲霉素，会在未经代谢的情况下排

出，或转化为羟基化代谢物而随胆汁或尿液排走 1 、 5 、 6 、 9。  

 

毒性  

 

8 .  动物研究显示，柄曲霉素的急性口服毒性较低，大鼠的口服半数

致死剂量介乎每公斤体重 120 至 166 毫克，受急性毒性影响的器官主要

是肝脏和肾脏 1 、 5。柄曲霉素会导致大鼠、小鼠、猴子和豚鼠肝脏中毒，

随着剂量增加和摄入期增长，肝细胞坏死和肝出血的发生率会更高。此

外，大鼠及∕或长尾猴摄入柄曲霉素，会引起肾脏透明变性、肾小管坏死

和肾出血 1 、 5。  

 

9 .  在实验动物体外和体内进行的测试均发现，柄曲霉素会引致染色

体受损 1 、 5。实验动物经喂服、腹膜注射、皮下注射或皮肤吸入方式摄入

柄曲霉素，也会致癌。此外，柄曲霉素可导致实验动物的肝脏出现癌前病

变和恶性病变 (如肝细胞癌、肝脏血管肉瘤 )，并引致棕色脂肪组织血管肉

瘤及肺腺瘤，偶然亦会影响其他器官 1 、 5 、 6。   

 



 

10.  欧洲食物安全局和专家委员会都认为柄曲霉素具基因毒性，能引

发癌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柄曲霉素列为第 2B 组物质，即可能令人类

患癌的物质 1 0。  

 

安全参考值  

 

11.  由于不建议就柄曲霉素的致癌性和基因毒性订定可容忍摄入量，

这项研究未有厘定相关的健康参考值，而是以暴露限值法评估人类摄入

柄曲霉素的健康风险 1 、 5 、 7 、 8。   

 

12.  柄曲霉素诱发雄性大鼠肝脏血管肉瘤发病率增加 10%的最低基准

剂量可信限下限 (最低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 )为每天每公斤体重 0.16 毫克。

专家委员会在 2017 年以此下限作为分离点，按暴露限值法评估含柄曲霉

素食物的安全问题 5。一般而言，暴露限值如在 10 000 或以上，则对公众

健康的影响轻微。  

 

规管  

 

13.  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他司法管辖区 (如美国、欧洲联盟、澳洲、新

西兰和内地 )并没有就食物中柄曲霉素含量订立任何标准。  

 

14.  不过，食品法典委员会已制定《预防和减少谷类中霉菌毒素污染

的操作规范》，旨在提供统一的指引，以便各国控制和处理不同霉菌毒素

造成的食物污染问题 1 1。  

 

15.  香港并无特定法例规管食物中的柄曲霉素，但《公众卫生及市政

条例》 (第 132 章 )规定，所有市面上出售的食物必须适宜供人食用。  

 

研究范围  

 

16.  我们根据海外研究发现含柄曲霉素的食品中，选取了一些食物进

行分析，以估算本港成年人的柄曲霉素膳食摄入量。选取的食品分属 12

个食物组别，包括 “面粉 ”、“早餐麦片 ”、“干香料 ”、“谷类 ”、“粉面 ”、“烘

焙食品 ”、“咖啡豆 ”、“淀粉代用品 ”、“花生及坚果 ”、“芝士 ”、“啤酒 ”和 “腌

制肉类 ”。  

 



 

研究方法及化验分析  

 
研究方法  

 

17.  这次研究于 2018 年 6 月至 9 月进行，其间我们在本地的不同零

售点 (如超级市场、街市、杂货店、面包店和咖啡店 )收集食物样本作化验

分析，有关食品载列于附录  I。除八种面粉 (即粘米粉、小麦面粉、玉米粉、

荞麦粉、糯米粉、黑麦粉、高粱面粉和面粉混合料 )外，其余食物样本均

处理至食用状态，然后分析当中的柄曲霉素含量。化验分析的结果，会与

2005 年至 2007 年香港市民食物消费量调查所得不同人口组别的食物消

费量数据合并处理，从而计算本港成年人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分量。  

 

 我们利用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内部研发，名为 “摄入量评估系

统 ”的网络计算机系统，评估膳食摄入量。是项研究分别以膳食摄入量的

平均值和第 90 百分位的数值，作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的数

值。至于暴露限值，则是把最低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 (即每天公斤体重 0.16

毫克 )除以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估计分量而得出。  

 

化验分析  

 

18.  柄曲霉素的化验分析工作，由食安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负责进

行。所有样本经逐一化验，以测定柄曲霉素含量。  

 

19.  食安中心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食物样本的柄曲

霉素含量。化验人员在样本中添加乙腈溶液，振摇萃取后，以免疫亲和柱

去除样本萃取物的杂质。净化后的样本溶液经浓缩后，再以仪器进行分

析。固体样本和液体样本的柄曲霉素检测限，分别为每公斤 0.05 微克和

每公斤 0.005 微克。  

 

分析值低于检测限的处理方法  

 

20.  这次研究采用下限值和上限值的方式处理分析结果。就含量下限

而言，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换作零；至于含量上限，低于检测限的结果

全部换作检测限值。这种以下限值和上限值处理数据的方式，是考虑到分

析结果若低于检测限时，真正数值实际上可处于零至检测限值之间。下限

假设食物样本不含有关化学物，而上限则假设食物样本所含化学物的分

量为检测限值。  

 



 

结果及讨论  
 

柄曲霉素含量  

 

21.  经分析后发现，331 个样本中有 32 个 (约 10%)含柄曲霉素，即 299

个样本 (约 90%)不含柄曲霉素。  

 

22.  上述 32 个样本中，超过三分之二 (即 22 个或约 69%)来自 “面粉 ”(9

个 )、 “早餐麦片 ”(7 个 )及 “干香料 ”(6 个 )食物组别。其他含柄曲霉素的食

物样本，分别属 “谷类 ”(3 个 )、 “粉面 ”(3 个 )、 “烘焙食品 ”(3 个 )及 “咖啡

豆 ”(1 个 )。在 “淀粉代用品 ”、 “花生及坚果 ”、 “芝士 ”、 “啤酒 ”和 “腌制肉

类 ”食物组别中，所有样本都检测不到柄曲霉素。  

 

23.  该 32 个样本中有 29 个 (约 91%)的柄曲霉素含量少于每公斤 1 微

克。各类食物样本的柄曲霉素平均含量载于附录 I。  

 

24.  各食物组别的柄曲霉素平均含量介乎每公斤 0.0043 微克至 4.9 微

克 (下限 )与每公斤 0.0051 微克至 5.0 微克 (上限 )之间，详见表 1。  

 

表 1.  各食物组别的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组别  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

限的样本

所占百分

比 (%) 

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范围 ] * 

下限  上限  

面粉  44 80 4.9 [0-210] 5.0 [0.05-210] 

干香料  13 54 0.15 [0.087] 0.18 [0.05-0.87] 

粉面  48 94 0.023 [0-0.74] 0.07 [0.05-0.74] 

早餐麦片  48 85 0.022 [0-0.21] 0.064 [0.05-0.21] 

谷类  58 95 0.0072 [0-0.21] 0.055 [0.05-0.21] 

咖啡豆  12 92 0.0066 [0-0.079] 0.052 [0.05-0.079] 

烘焙食品  48 94 0.0043 [0-0.082] 0.051 [0.05-0.082] 

淀粉代用品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花生及坚果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芝士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啤酒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腌制肉类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总数  331 90     

*取至两位有 效数字 。  



 

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分量  

 

25.  表 2 载列本港市民从这项研究涵盖的食品摄入柄曲霉素的估计分

量，以及相应的暴露限值。膳食摄入量是按柄曲霉素含量的下限和上限估

算出来。就摄入量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其估计膳食摄入量介乎每日每公斤

体重 0.000012 微克至 0.00017 微克之间；至于摄入量高的消费者，则介

乎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025 微克至 0.00033 微克之间。柄曲霉素的最低

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为每天每公斤体重 0.16 毫克  ，以此下限计算暴露

限值，摄入量一般的消费者，其暴露限值在 13 000 000 至 940 000 之间

(下 限 至 上 限 )； 而 摄 入 量 高 的 消 费 者 ， 其 暴 露 限 值 则 在 6 400 000 至

480 000 之间 (下限至上限 )。两者的暴露限值均远高于 10 000，显示对公

众健康的影响轻微。  

 

表 2.  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分量及相应的暴露限值  

 

 摄入量一般的消费者  摄入量高的消费者  

膳食摄入量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  

(下限至上限 ) 

0.000012 – 0.00017 0.000025 – 0.00033 

暴露限值  

(下限至上限 ) 
13 000 000 – 940 000 6 400 000 – 480 000 

 

26.  我们进一步按年龄及性别，分析各个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柄曲霉

素的分量，结果载于表 3。不论是摄入量一般或摄入量高的消费者，其暴

露限值均远高于 10 000，显示柄曲霉素对各个年龄及性别组别市民的健

康的影响不大。  

 

表 3.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分量  

 

年龄及性别组别  

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日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消费者  

(下限至上限 ) 

摄入量高的消费者  

(下限至上限 ) 

20 至 29 岁男性  0.000013 – 0.00015 0.000032 – 0.00032 

20 至 29 岁女性  0.000017 – 0.00019 0.000049 – 0.00037 

30 至 39 岁男性  0.000012 – 0.00015 0.000033 – 0.00029 

30 至 39 岁女性  0.000016 – 0.00019 0.000044 – 0.00036 

40 至 49 岁男性  0.0000091 – 0.00015 0.000014 – 0.00030 

40 至 49 岁女性  0.000014 – 0.00018 0.000037 – 0.00037 



 

50 至 59 岁男性  0.000010 – 0.00016 0.000015 – 0.00034 

50 至 59 岁女性  0.000011 – 0.00017 0.000019 – 0.00032 

60 至 69 岁男性  0.0000086 – 0.00015 0.000013 – 0.00031 

60 至 69 岁女性  0.0000095 – 0.00017 0.000018 – 0.00034 

70 至 84 岁男性  0.0000069 – 0.00014 0.000012 – 0.00030 

70 至 84 岁女性  0.0000094 – 0.00016 0.000019 – 0.00033 

 

主要膳食来源  

 

27.  摄入量一般的本地成年人从各食物组别摄入柄曲霉素占整体膳

食摄入量估计下限的百分比，载于表 4 和图 2。从个别食物组别摄入柄曲

霉素占整体摄入量的实际比重，宜以下限方式表达，原因是下限不受某些

食物组别有多个样本低于检测限的影响。  

 

表 4.  就不同食物组别而言，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  

平均分量及占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食品  
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日每公斤体重 )  
占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 

粉面  0 .0000051 42.5% 

烘焙食品  0 .0000032 26.7% 

早餐麦片  0 .0000022 18.3% 

干香料  0 .0000012 10.0% 

面粉  0 .00000022 1.8% 

谷类  0 .00000013 1.1% 

咖啡豆  0 .000000034 0.3% 

淀粉代用品  不适用  不适用  

花生及坚果  不适用  不适用  

芝士  不适用  不适用  

啤酒  不适用  不适用  

腌制肉类  不适用  不适用  

总数  0.000012 100% 

 *由于 四舍五 入，数 值相加未 必等于 总和 。  

 



 

图 2.  就整体膳食摄入量下限而言，各食物组别占本港成年人摄入柄曲霉

素的比重  

 
 

28.  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 “粉面 ”是本港市民摄入柄曲霉素的主要膳

食来源，占总摄入量的 42.2%(即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0051 微克的下限 )，

这是因为本港成年人食用较多 “粉面 ”食品所致。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29. 有关食物中柄曲霉素含量的资料不多，国际上发表的相关膳食摄

入量评估研究并不多见 1 、 5。在 2017 年，专家委员会进行了首个膳食摄

入量的评估研究，根据从非洲、美洲、东地中海、欧洲和西太平洋区域 (世

界卫生组织五大区域 )取得的食物消费量及食物中污染物含量数据，计算

这些区域的柄曲霉素暴露限值 (表 5)。结果显示，除非洲外，其他区域的

暴露限值均在 10 000 以上，而在非洲，当地人的主要食用作物高粱普遍

受到柄曲霉素污染 5。比较这项研究与专家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本港市民

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分量远远为低。  

 

麪粉 

麪粉 

乾香料 



 

表 5：国际间柄曲霉素膳食摄入量和暴露限值的比较  

 

  非洲  

区域  

美洲  

区域  

东地中海  

区域  

欧洲  

区域  

西太平洋

区域  

香港  

平均摄入量

(微克∕每日

每公斤体重 )  

下限  0.016 0.0003 0.0003 0 0 0.000012 

上限  0.017 0.0063 0.0035 0.022 0.0005 0.00017 

暴露限值  

下限  10 000 530 000 53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13 000 000 

上限  9 400 25 000 46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940 000 

高摄入量  

(微克∕每日

每公斤体重 )  

下限  0.032 0.0006 0.0006 0 0 0.000025 

上限  0.034 0.013 0.007 0.044 0.001 0.00033 

暴露限值  

下限  5 000 270 000 27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6 400 000 

上限  4 700 12 000 23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480 000 

 

研究的不确定因素和局限  

 

30. 虽然检测分析的样本愈多，对摄入量的估算便愈精确，但碍于资

源有限，化验工作必须有所取舍，因此，这次研究只选取一些据报较大机

会含柄曲霉素的食物作为样本。此外，研究的结果只能概略反映本地某些

食物在某一时间的柄曲霉素含量。  

 

31. 在 2005 年至 2007 年进行的香港市民食物消费量调查，是以非连

续两天 24 小时膳食问卷方式，收集本港市民食物消费量的数据。某些较

少人食用的食品，或因受访者不曾食用而未有纳入调查。这项研究在估算

柄曲霉素膳食摄入量时，并无计算没有食物消费量数据的食物样本，包括

荞麦、玉米粉、高粱面粉、荞麦粉和面粉混合料。然而，鉴于未有纳入调

查的食品为副食品，市民从该等食物摄入柄曲霉素占整体摄入量的比重

应属偏低。  

 

结论及建议  

 

32. 这次研究收集的样本，只有约 10%(331 个样本中占 32 个 )验出含

柄曲霉素，大多 (即 29 个样本或约 91%)含量少于每公斤 1 微克。 “粉面 ”

是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柄曲霉素的主要来源。  



 

 

33. 就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消费者而言，他们的柄曲霉素暴露限

值分别介乎 13 000 000 至 940 000 之间 (下限至上限 )和 6 400 000 至

480 000 之间 (下限至上限 )，暴露限值高于 10 000，显示对本港成年人的

健康影响轻微。  

 

34.  柄曲霉素在食物贮存期间产生，因此，业界和消费者应着重在农

作物收获后采取的防控措施。妥善贮存食物，例如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可

预防食物中的真菌滋长，从而降低柄曲霉素污染食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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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从研究收集所得的食物样本检测到的  

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  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

的样本所占

百分比 (%)  

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范围 ]* 

下限  上限  

谷物  58 95 0.0072 [0-0.21] 0.055 [0.05-0.21] 

白米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糙米  6 

红米  6 

小麦  6 67 0.045 [0-0.21] 0.078 [0.05-0.21] 

燕麦  6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大麦  6 

荞麦 #  6 83 0.025 [0-0.15] 0.067 [0.05-0.15] 

粟米  6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高粱  3 

黑麦  1 

面粉  44 80 4.9 [0-210] 5.0 [0.05-210] 

粘米粉  6 83 0.033 [0-0.2] 0.075 [0.05-0.2] 

小麦面粉  6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粟粉 #  6 83 0.35 [0-2.1] 0.39 [0.05-2.1] 

荞麦粉 #  6 33 35.0 [0-210] 35.0 [0.05-210] 

糯米粉  6 83 0.0092 [0-0.055] 0.051 [0.05-0.055] 

黑麦面粉  6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高粱面粉 #  2 50 1.5 [0-3.0] 1.5 [0.05-3] 

面粉混合料 #  6 83 0.25 [0-0.15] 0.067 [0.05-0.15] 

粉面  48 94 0.023 [0-0.74] 0.070 [0.05-0.74] 

面食制品∕意大利粉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日本面条  12 75 0.093 [0-0.74] 0.13 [0.05-0.74] 

米粉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饺子皮  12 

烘焙食品  48 94 0.0043 [0-0.082] 0.051 [0.05-0.082] 

面包  20 95 0.0041 [0-0.082] 0.052 [0.05-0.082] 

饼干  12 83 0.011 [0-0.069] 0.052 [0.05-0.069] 

蛋糕及其他酥皮食品  16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早餐谷类食品  48 85 0.022 [0-0.21] 0.064 [0.05-0.21] 

粟米片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麦皮∕燕麦片  12 92 0.0083 [0-0.1] 0.054 [0.05-0.1] 

杂锦果麦  12 92 0.0078 [0-0.094] 0.054 [0.05-0.094] 

其他早餐谷类食品  12 67 0.070 [0-0.21] 0.099 [0..05-0.21] 

淀粉代用品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粟粉  6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澄面粉  6 

花生及坚果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芝士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干香料  13 50 0.15 [0-0.87] 0.18 [0.05-0.87] 

黑椒  6 0 0.33 [0.086-0.87] 0.33 [0.086-0.87] 

辣椒  7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啤酒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咖啡豆  12 92 0.0066 [0-0.079] 0.052 [0.05-0.079] 

腌制肉类  12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中式腌制肉类  6 
所有样本均低于检测限  

西式腌制肉类  6 

* 取至两位有效数字。  

# 香港市民食物消费量调查并无该等食品的相应消费量数据，因此，这次研究在评估膳

食摄入量时，没有计及该等食品的化验分析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