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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雞肉是很多本地非熱食即食食品的常見配料，而近年有相當多店鋪售賣

外賣手撕雞和切雞。配製非熱食雞肉食品的過程由於有未完全煮熟的潛

在風險並涉及人手配製程序，因而或會招致較高的微生物風險。為保持肉

質鮮嫩，雞隻或只烹煮至剛熟，而烹煮時若溫度控制不足，未必能殺死所

有常見於雞隻屠體的致病菌 (例如沙門氏菌類 )。煮熟的雞隻或要再經人手

處理，以配製成各種非熱食食品，如食物處理人員不遵守良好衞生規範，

食物煮熟後或會受致病菌 (例如金黃葡萄球菌 )污染。再者，這些食品在奉

客前通常需經冷卻，如貯存期間的溫度控制不當，便可能會令致病菌滋

長，故此有需要研究這些本地市場有售的食品的潛在風險。  

 

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為此進行研究，以評估這些在本地市場有售的食

品 (尤其是以烹煮後可能須以人手處理的雞肉作配料的食品 )的微生物質

素。  

 

研究方法  

 

在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食安中心從本港不同區域的外賣店或攤檔

和食肆收集了 100 個非熱食雞肉食品樣本。這次研究根據《食品微生物

含量指引》訂明的準則，評估非熱食雞肉食品樣本的微生物質素。相關的

微生物含量準則有 (a)需氧菌落計數 (一項質素指標 )、 (b)大腸桿菌 (一種衞

生指示微生物 )，以及 (c)指定食源性致病菌。  

 

結果和討論  

 

這次研究顯示，非熱食雞肉食品的微生物質素整體令人滿意。全部樣本在

致病菌 (即沙門氏菌屬、李斯特菌和金黃葡萄球菌 )方面，均符合微生物含

量方面的食物安全準則。雖然這次研究沒有發現任何樣本屬不滿意水平，

但研究人員在到訪一些出售這些食品的商戶時，發現有需要加強食物處

理人員對某些食物配製程序的食物安全管制意識。  

 

非熱食食品的雞肉配料可以生雞肉 (冰鮮或冷藏 )或可供即時食用的雞配

製。生雞肉的解凍、烹煮和冷卻程序必須控制得宜。冷藏肉類如在烹煮前

未經徹底解凍，食物內部或會因未有煮至熟透而無法消滅致病菌。為保持

肉質鮮嫩，雞肉或會在非加熱狀態下在開水中浸煮，但通常都沒有監測中

心溫度以確保徹底煮熟。解凍不全，加上烹煮溫度過低 (配製大量食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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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讓致病菌 (如有 )得以存活。假如沒有妥善控制冷卻

時間和溫度，細菌便有可能繁殖，進一步增加食物中毒的風險。食物業商

戶必須遵守解凍、烹煮和冷卻程序方面的相關衞生規範。  

 

全部雞肉樣本都是即場手撕或斬切，零售店如何處理烹煮後可供即時食

用的雞肉，對有關食品的微生物質素影響很大。除保持良好個人衞生外，

配製和陳列可供即時食用的雞肉的地方亦須每天清潔。為盡量減少交叉

污染，應使用不同的用具處理生的食物和即食食品 (包括配製好的雞肉 )。

配製和貯存可供即時食用的雞與處理生的食物 (包括把冷藏肉類解凍 )的

地方應盡可能分隔開。如要用同一個雪櫃貯存可供即時食用的雞和生的

食物，應先蓋好有關食物，然後分別放在雪櫃的上格和下格。  

 

經手撕或斬切的雞肉食品通常放在室溫下出售，有必要採取時間控制措

施，確保食物安全。有潛在危害的即食食品可在室溫下存放不多於四小時

(即 “四小時原則 ”)。可供即時食用的雞肉及其他容易變壞配料 (例如青瓜

絲 )凡在攝氏 4 度至 60 度的溫度範圍內撕碎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有關時

間均須計算在內。雞肉產品在有溫度控制下 (即不高於攝氏四度 )，則可貯

存或陳列較長時間。在這情況下，食品在放入雪櫃前的配製時間以兩小時

為限，從雪櫃取出後最多兩小時內可不受溫度控制，合計以四小時為限。 

 

結論  

 

這次研究顯示，非熱食食品中的雞肉的微生物質素整體令人滿意。全部樣

本在致病菌及衞生指示微生物 (即大腸桿菌 )方面，均符合《食品微生物含

量指引》就微生物含量訂明的食物安全準則。  

 

由於非熱食雞肉烹煮後須經過處理，而且可能會存放在室溫下一段時間，

因此屬於有潛在危害的食物。為確保食物安全，應採取適當的時間和溫度

控制措施，還應遵守良好的個人和環境衞生守則，以盡量減少交叉污染和

細菌滋生。此外，食物業商戶有責任為員工持續提供足夠的食物安全∕衞

生培訓，並向消費者提供正確和適當的產品資料，以便他們以安全的方式

處理非熱食雞肉食品。  

 

以下向公眾和業界提供一些處理非熱食雞肉食品的安全建議。  

 

給業界的建議  

食物業應時刻遵守 “良好衞生規範 ”，以防食物受污染。食物業商戶亦有責

任為員工 (即在其業務中處理食物的人員 )持續提供足夠的食物安全∕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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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訓。此外，業界應確立預防性的食物安全管理系統 (例如 “食物安全重

點控制 ”系統 )，確保設有有效的監管措施，盡量避免食品在製作過程中受

到污染。食安中心發出了《需烹煮後處理的雞肉菜餚 (水煮雞和手撕雞適

用 )──給食物業的食物安全指引》，該指引可透過以下連結查閱：  

ht tps: / /www.cfs .gov.hk/ tc_chi / food_leg/ f i les /Guidel ines_Poached_Chicken

_Trade_c.pdf  

 

給市民的建議  

  購買可供即時食用的非熱食雞肉食品後應盡早食用。  

  如非立即食用，可供即時食用的非熱食雞肉食品應以攝氏四度或以下

冷藏。  

 

  

https://www.cfs.gov.hk/tc_chi/food_leg/files/Guidelines_Poached_Chicken_Trade_c.pdf
https://www.cfs.gov.hk/tc_chi/food_leg/files/Guidelines_Poached_Chicken_Trade_c.pdf
https://www.cfs.gov.hk/tc_chi/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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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熱食雞肉食品的微生物質素  

 

目的  

 

 這次研究旨在評估可能須以人手處理的非熱食雞肉食品的微生物

質素。  

 

背景  

 

2.  雞肉是很多本地非熱食即食食品的常見配料，而近年有相當多店

鋪售賣外賣手撕雞和切雞。就這些非熱食食品而言，本港據報曾發生食物

中毒事故，亦曾有樣本驗出過量致病菌 1 , 2 , 3，故此有需要研究這些本地市

場有售的食品的潛在風險。  

 

3.  配製非熱食雞肉食品的過程或會招致較高的微生物風險。有些食

物處理人員烹煮雞肉時，會把雞肉浸在開水 (即煮滾後移離熱源的水 )中一

段時間，這是令雞肉肉質保持鮮嫩多汁的一般慣常做法。烹煮時若溫度控

制不足，未必能殺死所有常見於雞隻屠體的致病菌 (例如沙門氏菌類 )，尤

其若全雞以這種方式烹煮至剛熟時。從美國的例證可見，食物處理不當和

食物未經徹底煮熟是與家禽相關的食物中毒事故的最常見成因，而沙門

氏菌是其中最常見的致病菌 4。  

 

4.  食物處理人員有時會徒手處理大量熟雞肉，例如以人手撕碎雞肉，

或在配製冷盤時把手撕雞肉與其他配料混合。如食物處理人員不遵守良

好衞生規範，食物煮熟後或會受致病菌 (例如金黃葡萄球菌 )污染。在本港，

11%的葡萄球菌食物中毒事故據報與雞肉有關，而食物處理人員衞生欠佳

往往是這些食物中毒事故的成因之一 5。  

 

5.  雞肉食品未必是熱食，當中的雞肉 (全部或部分 )通常煮熟後會先

冷卻，然後才奉客。這些食品可能會冷藏或在室溫下存放，如貯存期間的

溫度控制不當，便可能會令致病菌滋長。此外，這些食品或會在售予顧客

前一刻才加入醬汁或其他生的配料。假如食品在奉客前沒有再經加熱處

理，交叉感染所產生的細菌便會滋生。進食前沒有立即翻熱的中式冷盤

(通常以生的蔬菜和熟的肉配製 )，亦是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高風險食物 6。  

 

6.  本港曾發生涉及非熱食雞肉食品的食物中毒事故，而食物監測計

劃亦曾有非熱食雞肉食品樣本屬不滿意水平的報告 7 , 8。考慮到這些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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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我們進行了這項研究，以評估這些在本地市場有售的食品的微生物

質素。  

研究範圍  

 

7.  這項研究針對非熱食食品中的雞肉，包括手撕雞、切雞、手撕雞

菜式和手撕雞沙律。這些食品在烹煮後可能須以人手處理雞肉配料。  

 

研究方法  

 

抽樣工作  

 

8.  在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從本港不

同區域的各類處所收集了 100 個非熱食雞肉食品樣本 (表 1)。  

 

表 1：非熱食雞肉食品樣本分布情況  

區域  

抽取樣本數目   

外賣店鋪

或攤檔  

食肆  各區域的

總數  

香港島  10 21 31 

九龍  12 26 38 

新界  17 14 31 

總數  39 61 100 

 

9.  我們收集了各類雞肉食品，以涵蓋以不同方法處理或加工的雞肉

配料 (表 2)。在收集所得的 100 個樣本中，手撕雞和切雞各佔 40 個，手

撕雞菜式佔 15 個，其餘 5 個樣本則為手撕雞沙律。這次研究沒有收集熱

食，而所採集的樣本則保持在低溫或室溫下。對於以雞肉作為其中一種配

料或作為配菜的菜式，我們盡可能只抽取其中的雞肉配料送交化驗。這次

研究所選取的樣本類別由於可能須以人手處理和在奉客前先冷卻，故被

視為微生物風險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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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類樣本分布情況  

類別  總數  

手撕雞  40  

切雞  40  

手撕雞菜式  15  

手撕雞沙律  5  

總數  100  

 

10.  食安中心的衞生督察負責採集樣本，把目標樣本保持在低溫或室

溫下，而且沒有收集熱食。對於以非熱食雞肉作為配菜的食品，我們只檢

測其中的非熱食雞肉，並盡可能避免生的配料 (除非該些配料已預先混合

雞肉 )，以便採用需氧菌落計數作為評估雞肉質素的準則。取樣準則如下： 

 

( i )  應從每個區域的不同地區收集樣本；   

( i i )  每個取樣點只採集一個樣本；以及  

( i i i )不可從同一品牌∕零售連鎖店收集超過兩個樣本。  

 

化驗分析  

 

11.  樣本採集後，即時保存在攝氏 0 度至 4 度，並在四小時內送交衞

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樣本的需氧菌落計數、大腸桿菌

含量、在 25 克樣本內是否驗出沙門氏菌屬、金黃葡萄球菌和其他凝固酶

陽性葡萄球菌含量，以及李斯特菌含量用於反映雞肉樣本的微生物質素。 

 

12.  化驗人員採用生物梅里埃 TEMPO 需氧菌計數工具點算樣本的需

氧 菌 落 計 數 ， 並 以 美 國 公 職 分 析 化 學 工 作 者 協 會 的 公 定 分 析 方 法

991.14(1998 年 3 月修訂版 )(快速檢驗片測試法 )計算大腸桿菌含量。至於

金黃葡萄球菌含量，則按照加拿大渥太華保健產品和食品司 (2004)制訂的

MFLP-21 方法點算。此外，化驗人員根㯫英國衞生防護局出版的國家標

準方法 F13 第一版檢測樣本是否含有沙門氏菌屬，另按照 ISO 11290-

2:2017(E)點算李斯特菌含量 9。  

 

化驗結果分析  

 

13.  食安中心的風險評估組分析非熱食雞肉食品樣本的微生物含量化

驗結果，並根據中心的《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指引》 )1 0 所載的準則

評估有關結果。《指引》訂明的相關準則載列於表 3 和表 4。此外，食安

中心亦到訪所售食品的樣本微生物質素各異的選定店鋪 (三間的樣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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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尚可，另外三間的樣本質素屬滿意水平 )，以問卷形式訪問食物處理人

員，以了解他們處理食品和配製非熱食雞肉食品的方法。  

 

質素及衞生情況  — 需氧菌落計數和大腸桿菌  

 

14.  需氧菌落計數是指食品中細菌的總數。食品的需氧菌落計數水平，

取決於製作過程中的加工方法和加工時間，以及製成後處理和貯存食品

的方法 1 1。食品溫度控制不當，細菌數目會隨時間大幅增加。因此，需氧

菌落計數能凸顯食品製成後在貯存和處理方面的潛在問題，提供線索，及

早發現問題並知所解決。值得留意的是，需氧菌落計數是質素指標而非安

全指標 1 0。由於雞肉食品的微生物質素是這次的研究對象，所以我們盡

可能避開生的配料，以便測定雞肉食品樣本的需氧菌落計數。  

 

15.  《指引》把即食食品 i分為 14 個類別，原因是某些因素，例如原材

料的種類和食品加工的性質，可能會影響在出售地點的食品的需氧菌落

計數。舉例來說，加熱過程 (例如烹煮 )會使食品的需氧菌落計數減少。另

一方面，由於生的配料 (例如新鮮蔬菜 )  含有自然菌羣，所以含這類配料

的食品，需氧菌落計數遠比其他食品為高。食品加熱後再處理，例如切

片、分成多份和包裝，或令需氧菌落計數增多。不過，只要遵循良好衞生

規範，應可把需氧菌落計數減至最低。  

 

16.  就這次研究而言，我們把雞肉食品樣本按配料和加工性質，歸入

《指引》訂明的類別 5(表 3)。非熱食雞肉食品的配料在出售前不會烹煮，

且在製作過程中可能會再經處理 (例如切片、撕碎或與其他配料混和 )，所

以與熱食雞肉食品相比，需氧菌落計數理應較高。至於拌和生的蔬菜 (例

如青瓜絲和沙律菜 )的雞肉配料則歸入類別 12，原因是生的蔬菜通常帶有

菌羣，細菌含量可能很高，所以需氧菌落計數多數偏高。  

 

17.  大腸桿菌是存在於人類胃腸道的細菌，常用作糞便污染指示微生

物，以反映食品衞生質素。製作食品時，加熱過程會把大腸桿菌殺死，而

適當的清潔程序應可輕易把器具和物品表面的大腸桿菌除去。如果食物

含有大腸桿菌，即表示該食物直接或間接受到糞便污染。食物含有大量大

腸桿菌，則顯示在處理食物時普遍忽視清潔衞生，而且沒有妥為貯存食物
1 0。  

 

                                                      
i “即食食品 ”是指生產商或製造商提供的供人直接食用的食品。消費者無須以烹煮或

其他處理方法消除這些食品上值得關注的微生物或把有關微生物含量減少至可接

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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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這次研究採用的需氧菌落計數和大腸桿菌含量準則  

《指引》訂明的食物類別  

微生物質素檢測結果  

(每克樣本的菌落形成單位 )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需氧菌落計數 [攝氏 30 度∕ 48 小時 ]  

5.  經烹煮並冷凍，在出售或進食

前經若干處理程序的食物  
<10 5  105 -<10 7  107  

12.  新鮮水果和蔬菜、含生的蔬

菜的食品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衞生指示微生物  

大腸桿菌  <20 20 -  ≤10 2  >10 2  

附註：  

1 .  需氧菌落計數下標示的食物類別編號直接沿用食安中心《指引》中的食物類別編

號。  

2 .  需氧菌落計數的檢測限值為每克樣本 1 0 0 個菌落形成單位，大腸桿菌含量的檢測

限值則為每克樣本 1 0 個菌落形成單位。  

 

微生物含量安全水平  — 致病菌  

 

18.  沙門氏菌屬、李斯特菌和金黃葡萄球菌都是致病菌，曾在本地及

海外引起多宗食物中毒事故，這次研究以三者的含量來評估雞肉食品的

安全水平。  

 

19.  沙門氏菌可在各種各樣的食物中找到，其中包括雞肉、牛肉、豬

肉和蛋類，而雞肉是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在美國，食品雜貨店所售的雞肉

食品，估計每 25 包就有一包受沙門氏菌污染 1 2。李斯特菌普遍存在於環

境中，能在低至攝氏零度的溫度下生存和繁殖，但以正常烹煮溫度即可輕

易殺死。這種細菌污染熟食後會在食物中滋生，導致疾病傳播 1 0。經烹煮

的雞肉食品或會在處理過程中受李斯特菌污染，而隨後的貯存過程可令

這種細菌繁殖。金黃葡萄球菌是本港常見引致食物中毒的微生物之一。最

常見的食物污染途徑是食物處理人員用手接觸食物，特別是在烹煮之後。

食物一旦受金黃葡萄球菌污染，而又長時間在沒有冷藏的情況下貯存，金

黃葡萄球菌便會大量滋生，產生腸毒素。雖然其他凝固酶陽性葡萄球菌

(如中間葡萄球菌 )也可令食物產生葡萄球菌腸毒素，但金黃葡萄球菌是最

常引致食源性疾病的凝固酶陽性葡萄球菌 1 0。  

 

20.  這次研究按《指引》的致病菌準則檢測樣本的微生物含量安全水

平 (表 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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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指引》訂明的致病菌準則  

準則  

檢測結果  

(每克樣本的菌落形成單位，除非另有註明 )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可能危害健康及∕

或不宜供人食用  

沙門氏菌屬  在 25 克樣本中

沒有檢出  

不適用  在 25 克樣本中檢出  

李斯特菌  

  其他即食食品  

< 10 10 -  ≤ 100  > 100 

金黃葡萄球菌及其

他凝固酶陽性葡萄

球菌  

< 20 20 -  ≤10 4  > 10 4  

備註：一般而言， “滿意 ”的限值亦即個別致病菌的檢測限值。  

備註：金黃葡萄球菌及其他凝固酶陽性葡萄球菌測試的檢測限值為每克樣本 1 0 個菌

落形成單位。  

 

結果  

 

指定食源性致病菌  

 

21.  全部樣本的沙門氏菌屬、李斯特菌和金黃葡萄球菌含量都沒有超

出可能危害健康的水平 (表 4)。  

 

質素及衞生指標－需氧菌落計數和大腸桿菌含量  

 

22.  這次研究抽取了 100 個非熱食雞肉樣本，歸入類別 5 和類別 12 的

樣本數目分別為 95 個和 5 個。在類別 5 的 95 個樣本中，沒有樣本的質

素屬不滿意水平，有三個樣本質素尚可 (需氧菌落計數分別為每克樣本

1.3×10 6 個菌落形成單位、每克樣本 2.4×10 5 個菌落形成單位和每克樣本

1.7×10 5 個菌落形成單位 )(表 5)。全部三個樣本都是手撕雞樣本。  

 

23.  至於類別 12 的五個樣本，全部含生的配料 (例如生菜、番茄和青

瓜等新鮮蔬菜 )，而這類配料有自然菌羣，本身的需氧菌落計數可以很高。

因此，有關需氧菌落計數的準則不適用於這些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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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需氧菌落計數檢測結果  (適用樣本數目 =95 個 )   

 微生物檢測結果 (每克樣本的菌落形成單位 )  

<103 103-<104 104-<105 105-<106 106-<107 ≥107 

微生物質素  

(食物類別 5)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經烹煮並冷凍，在出

售或進食前經若干

處理程序的食物  

83  8  1  2  1  0  

 

24.  在衞生質素方面，有 99 個樣本的大腸桿菌含量少於每克樣本 20

個菌落形成單位，屬滿意水平 (表 3)。其餘一個樣本的大腸桿菌含量為每

克樣本 30 個菌落形成單位，屬尚可水平，需氧菌落計數準則方面的檢測

結果亦為尚可。  

 

雞肉配製方法  

 

25.  我們到訪一些出售非熱食雞肉食品的商戶時留意到，雖然全部雞

肉都是即場手撕或斬切，但部分雞肉是以運送至零售店的可供即時食用

的雞配製，有部分則以生雞肉 (冰鮮或冷藏 )配製，並即場烹煮。  

 

26.  在收集樣本時，有 25 個樣本 (25%)以冷藏方式保存，其餘則在室

溫下存放。  

 

討論  

 

27.  這次研究顯示，非熱食雞肉的微生物質素整體令人滿意。全部樣

本在致病菌及衞生指示微生物 (即大腸桿菌 )方面，均符合《指引》就微生

物含量訂明的食物安全準則。  

 

28.  至於需氧菌落計數方面，有三個手撕雞樣本質素尚可，其中一個

亦驗出含量屬尚可水平的大腸桿菌。需氧菌落計數增加，可能是食物處理

不當所致，例如未經徹底煮熟、雞肉配料在烹煮後存放欠佳及∕或長時間

在室溫下存放。大腸桿菌是反映食物直接或間接受到糞便污染的指標。大

腸桿菌含量屬尚可水平，表示可能須檢討所有衞生程序 (包括個人和環境

衞生 )。為改善食品的微生物質素，食安中心已提醒有關商戶在處理即食

配料時遵從良好衞生規範，以防交叉污染和細菌滋生。食安中心其後到有

關店鋪抽取跟進樣本化驗，需氧菌落計數和大腸桿菌的檢測結果令人滿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3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3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4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4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5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4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5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4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5
http://www.cfs.gov.hk/english/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2_chicken.html#re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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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雖然這次研究沒有發現任何樣本屬不滿意水平，但考慮到這些食品可

能存在微生物風險，仍有需要建議商戶遵從良好衞生規範。  

 

29.  我們到訪一些出售非熱食雞肉食品的商戶時留意到，非熱食食品

的雞肉配料可以生雞肉 (冰鮮或冷藏 )或可供即時食用的全雞配製。  

 

30.  在零售店內以生雞肉配製雞肉配料，解凍、烹煮和冷卻程序必須

控制得宜。冷藏雞或雞肉在烹煮前應徹底解凍，否則食物可能出現外熟內

生的情況，無法消滅致病菌 1 3 ,  1 4。對於食物業較大批的食材，可放在雪

櫃 (攝氏四度 )或利用流動的清水來解凍。後者所需時間較短，但肉類解凍

後必須立即烹煮。烹煮方面，為保持肉質鮮嫩，雞隻或雞肉或會在非加熱

狀態下在開水中浸煮而沒有監測中心溫度。解凍不全，加上烹煮溫度過低

(配製大量食材時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讓致病菌 (如有 )得以存活 1 4。在烹

煮後，非熱食食品中的雞肉奉客前先冷卻，可能是為了迎合消費者的口

味。假如沒有妥善控制冷卻時間和溫度，細菌便有可能繁殖，進一步增加

食物中毒的風險。  

 

31.  全雞通常在零售店內撕碎或斬切，奉客前不會再進行熱處理。因

此，零售店如何處理雞肉，對有關食品的微生物質素影響很大。在這次研

究中，有一個樣本驗出含量屬尚可水平的大腸桿菌 (反映食物直接或間接

受到糞便污染的指示微生物 )，表示可能出現交叉污染 1 0。雖然含菌量未

達令人擔憂的水平，但商戶可能需要檢視其在處理和貯存食物方面的清

潔狀況。妥善分隔生熟食物和經常清潔雪櫃這兩個因素已獲確定能減低

中式冷盤導致李斯特菌病的風險 6；這兩個因素也該適用於非熱食雞肉食

品。就出售這些食品的零售店而言，除保持良好個人衞生外，配製和陳列

可供即時食用的雞肉的地方亦須每天清潔。應使用不同的用具處理生的

食物和即食食品 (包括配製好的雞肉 )。配製和貯存可供即時食用的雞與處

理生的食物 (包括把冷藏肉類解凍 )的地方應盡可能分隔開。如要用同一個

雪櫃貯存可供即時食用的雞和生的食物，應先蓋好有關食物，然後分別放

在雪櫃的上格和下格。  

 

32.  經手撕或斬切的雞肉食品通常放在室溫下出售，有必要採取時間

控制措施，確保食物安全。根據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的《食物衞生守

則》，有潛在危害的即食食品可在室溫下陳列或存放不多於四小時 (即 “四

小時原則 ”)。商戶如選擇在室溫下出售或陳列非熱食雞肉，便應限制配製

好的雞肉及其他有潛在危害的配料置於危險溫度範圍的時間。一如上文

所述，配製好的雞肉可處於危險溫度範圍的總時限為四小時。因此，可供

即時食用的雞肉及其他容易變壞配料 (例如青瓜絲 )凡在攝氏 4 度至 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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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度範圍內撕碎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有關時間均須計算在內。再者，如

商戶的貯存和陳列空間有限，只應配製適量的雞肉產品，以便可在時限內

售出。商戶亦可記錄按照時間及溫度規定處理熟雞的情況，以免雞肉產品

置於室溫下過久。  

 

33.  雞肉產品在有溫度控制下 (即不高於攝氏四度 )，則可貯存或陳列

較長時間。在這情況下，食品在放入雪櫃前的配製時間以兩小時為限，從

雪櫃取出後最多兩小時內可不受溫度控制，合計以四小時為限。此外，假

如雞肉產品加入了生的蔬菜等高風險配料，則應盡可能存放在雪櫃內待

售。  

 

34.  手撕雞肉菜式通常會在配製雞肉時或售予顧客前一刻才加入醬汁

或調料醬。商戶可選用在室溫下出售的包裝醬汁或調料醬，但食物處理人

員須查看關於開封後如何貯存的製造商說明。醬汁或調料醬的包裝一經

開封，通常需要貯存在攝氏四度或以下。  

 

35.  雞肉食品在製作過程中的任何階段都可能受到污染，而採取措施

預防該等污染是適用於配製非熱食雞肉食品的良好衞生規範的一部分。

雖然這次研究收集所得樣本的微生物質素屬滿意水平，但食物業商戶仍

須預防雞肉食品的潛在危害。在配製食品的最後階段 (主要在徹底烹煮、

預防交叉污染和貯存三方面 )貫徹落實良好衞生規範，可減輕食源性疾病

方面的負擔 1 5。食物業商戶須持續提供培訓，確保食物處理及相關人員

充分了解良好衞生規範。  

 

局限  

 

36.  這次研究只收集了 100 個樣本，並只針對雞肉配料。由於市面上

非熱食雞肉食品種類繁多而化驗室資源卻有限，這次研究只能涵蓋部分

種類。最終製成品的微生物質素或會受食品的其他配料所影響。  

 

37.  所收集的樣本只按照配料和衞生督察獲得的資料分類。值得留意

的是，不同食物製造商的食物生產過程、配料和貯存狀況等方面或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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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38.  這次研究顯示，非熱食食品中的雞肉的微生物質素整體令人滿意。

全部樣本在致病菌及衞生指示微生物 (即大腸桿菌 )方面，均符合《指引》

就的微生物含量訂明的食物安全準則。  

 

39.  由於非熱食雞肉烹煮後須經過處理，而且可能會存放在室溫下一

段時間，因此屬於有潛在危害的食物。為確保食物安全，應採取適當的時

間和溫度控制措施，還應遵守良好的個人和環境衞生守則，以盡量減少交

叉污染和細菌滋生。此外，食物業商戶有責任為員工持續提供足夠的食物

安全∕衞生培訓，並向消費者提供正確和適當的產品資料，以便他們以安

全的方式處理非熱食雞肉食品。  

 

40.  以下向業界和市民提供一些處理非熱食雞肉食品的安全建議：  

 

給業界的建議  

 

食物業應時刻遵守良好衞生規範，妥善貯存食物，尤其是即食食品，以防

食物受污染。食物業商戶亦有責任為員工 (即在其業務中處理食物的人員 )

提供持續和足夠的食物安全∕衞生培訓。此外，業界應確立預防性的食物

安全管理系統 (例如 “食物安全重點控制 ”系統 )，確保設有有效的監管措

施，盡量避免食品在製作過程中受到污染。食安中心發出了《需烹煮後處

理的雞肉菜餚 (水煮雞和手撕雞適用 )──給食物業的食物安全指引》，該

指引可透過以下連結查閱：  

ht tps: / /www.cfs .gov.hk/ tc_chi / food_leg/ f i les /Guidel ines_Poached_Chicken

_Trade_c.pdf  

 

給市民的建議  

 

  購買可供即時食用的非熱食雞肉食品後應盡早食用。  

  如非立即食用，應把可供即時食用的非熱食雞肉食品冷藏，並保持在

攝氏四度或以下。  

 

https://www.cfs.gov.hk/tc_chi/food_leg/files/Guidelines_Poached_Chicken_Trade_c.pdf
https://www.cfs.gov.hk/tc_chi/food_leg/files/Guidelines_Poached_Chicken_Trade_c.pdf
https://www.cfs.gov.hk/tc_chi/programme/programme_rafs/programme_rafs_fm_01_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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