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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氧滴滴涕是一種有機氯除害劑，主要用於農作物和禽畜，作為殺

蟲劑以防止蟲害。這種物質可長時間在環境中存留，極具遠距離環境遷移

的潛力。甲氧滴滴涕具在魚類體內積聚的潛力；然而這種物質在人體內則

可透過脫甲基化作用迅速代謝成為酚類代謝物，然後被排出體外，因此甲

氧滴滴涕不會在人體內積聚。  

2 .    甲氧滴滴涕不具基因毒性，也不會導致實驗動物致癌。在實驗哺乳

類動物中，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導致急性中毒的機會不大，其慢性毒性

主要影響神經、內分泌和生殖系統。  

3 .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世界衞生組織農藥殘留聯席會議於 1965

年和 1977 年評估食物中甲氧滴滴涕的毒性，並訂定甲氧滴滴涕的每日可

攝入量為每公斤體重 0 至 100 微克。  

4 .    這項研究旨在 ( i )檢測本地所售食物的甲氧滴滴涕含量；( i i )估算本港

成年人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以及 ( i i i )評估相關的健康風險。  

 

研究方法  

5 .    這項研究在本地零售市場共採集 300 個不同食物樣本 (涵蓋 100 種

食品 )，主要根據有關食物在本地受歡迎的程度、文獻所載該等食物的甲

氧滴滴涕含量，以及本地市場的供應情況等選取樣本。這些樣本分作 14

個食物組別，即“穀物和穀物製品”、“蔬菜”、“水果”、“堅果和種

子類食品”、“肉類和內臟”、“蛋和蛋類製品”、“奶和奶類製品”、

“魚類”、“魚類製品”、“甲殼類和軟體類動物 ”、“油脂”、“飲

品”、“香草和香料”，以及“蜂蜜”。  

 

結果  

6 .    所有樣本均沒有驗出甲氧滴滴涕，在這項研究的化學測試中，甲氧

滴滴涕的檢測限為每公斤 0.1 微克。  

7 .    所有樣本的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下限和上限分別為每公斤 0 微克和

每公斤 0.1 微克。  

8 .    本地成年人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以攝入量一般的成年人  

來說，估計攝入量下限和上限分別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 微克和每日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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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體重 0.002283 微克，而攝入量高 (第 90 百分位 )的成年人，估計攝入量

下限和上限則分別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 微克和每日每公斤體重  0 .003608

微克。上述膳食攝入量均遠低於每日每公斤體重 100 微克，顯示對於攝

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成年人來說，在一般食用情況下因 攝入甲氧滴滴

涕而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的機會不大。  

9 .  由於所有樣本的測試結果均低於檢測限，因此未能反映從個別食物

組別攝入的甲氧滴滴涕佔整體攝入量的實際比重。  

 

結論及建議  

10 .  在這項研究中，所有樣本都沒有驗出甲氧滴滴涕，其檢測限為每公

斤 0.1 微克。從本港成年人甲氧滴滴涕的推算膳食攝入量顯示，目前香港

成年人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不會引起健康問題。  

11 .  在香港，食物中的除害劑殘餘，包括甲氧滴滴涕殘餘受《食物內除

害劑殘餘規例》（第 132CM 章）規管。就《規例》附表 1 沒有指明的最高

殘餘限量／最高再殘餘限量的除害劑殘餘而言，《規例》規定，除獲豁免

除害劑外，只有在食用有關食物不會危害或損害健康的情況下，才可進口

或售賣。食物安全中心會根據風險評估確定食用有關食物會否危害或損

害健康。食物安全中心一直密切留意國際間的最新規管發展，並會因應需

要適時檢討規管標準。  

12 .  根據這項研究的結果，就目前甲氧滴滴涕的膳食攝入量而言，市民

無須改變基本的健康飲食習慣。市民應保持均衡和多元化的飲食，包括進

食各類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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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研究  

食物中的甲氧滴滴涕  

 

目的  

 這項研究旨在 ( i )檢測本地所售食物的甲氧滴滴涕含量； ( i i )估算本

港成年人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以及 ( i i i )評估相關的健康風險。 

 

背景  

2 .  甲氧滴滴 涕是一 種 有機氯除 害劑， 用 以替代 其 結構類 似 物滴滴涕

(圖 1) 1。甲氧滴滴涕和滴滴涕的作用機制都是鈉離子通道調節，但甲氧滴

滴涕在環境中的殘留期較滴滴涕短，對人類的毒性也較滴滴涕低。此外，

甲氧滴滴涕不會像滴滴涕般在哺乳類動物體內積聚
2 、 3

。  

 

 

 

 

圖 1.  甲氧滴滴涕和滴滴涕的一般結構。滴滴涕劃上底線的氯原子在甲

氧滴滴涕換成甲氧基的基團。  

3 .  甲氧滴滴涕主要用作殺蟲劑，以防止常見於雜糧作物、蔬菜、水果、

儲存穀物、禽畜和家居寵物的多種害蟲包括家蠅、蚊子、蟑螂、恙蟎以及

各類節肢動物。這種物質通常會被溶解於石油基液體中，並以噴霧劑使

用。甲氧滴滴涕並非天然存在於環境中，這種物質被釋出到環境中主要  

是因為其於農作物和禽畜用作除害劑的使用 1 、 4。  

4 .  雖然甲氧滴滴涕在環境中的殘留期較滴滴涕短，但其在泥土及沉積

物的殘餘仍然值得關注。此外，甲氧滴滴涕極具遠距離環境遷移的潛力。

甲氧滴滴涕不僅在城市、郊區，以及於農業活動中使用甲氧滴滴涕除害劑

的地區等環境中被檢測到，在遠離任何釋放源頭的南北極地區亦被發現。

另外，甲氧滴滴涕會令水生生物中毒及具在魚類體內積聚的潛力。在實驗

動物中，甲氧滴滴涕及其代謝物還可干擾內分泌及影響其生殖能力 1。  

5.  由於甲氧滴滴涕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影響引起關注，甲氧滴滴涕於

滴滴涕 甲氧滴滴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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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代在不少地方包括美國和歐盟成員國已被停止作除害劑使用 1、 5。

在 2021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轄下《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

摩公約》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會表示，由於甲氧滴滴涕可遠距離

環境遷移，甲氧滴滴涕有機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因此

需要對其採取全球行動 6。  

 

含甲氧滴滴涕的食物  

6.  一般人可 通過進 食 受污染的 食物或 飲 用受污染 的食水 攝 入甲氧滴

滴涕 1 、 7。  

7.  甲氧滴滴涕曾於多種食物包括奶類製品、穀物和穀物製品、蔬菜以

及水果被驗出。根據歐洲食品安全局於 2018 年的研究，甲氧滴滴涕於一

個馬脂肪樣本和四個咖啡豆樣本 (從巴西、埃塞俄比亞、秘魯和烏干達進

口 )被測定，其含量介乎每公斤 10 微克至 50 微克 (定量限為每公斤 10 微

克 )，研究所得的結論是短期從膳食中攝入甲氧滴滴涕理應不會影響進食

者的健康 1 、 8。  

8.   2014 年 9 月，有研究人員研究加納庫馬西市農場三種不同蔬菜，

即生菜、洋蔥和椰菜的有機氯除害劑殘餘含量。這些蔬菜的甲氧滴滴涕平

均含量介乎每公斤 9 微克至 184 微克。有關的測定含量高於歐盟就這些

蔬菜訂定的每公斤 10 微克的最高殘餘限量。不過，歐盟規定的甲氧滴滴

涕最高殘餘限量並非基於特定風險，而是歐盟法律 所規定的預設分析測

定下限。從這些蔬菜的甲氧滴滴涕測定含量所推算的每日攝入量並沒有

超過美國國家環保局訂定的每日每公斤 5 微克的每日可攝入量。因此，

有關含量沒有對市民構成已知的風險 9。  

9.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在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於尼日

利亞西南部採集的莧菜和凹槽南瓜作甲氧滴滴涕測試。結果發現，莧菜的

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為每公斤乾重 4590±2774 微克，而凹槽南瓜的甲氧

滴滴涕平均含量則為每公斤乾重 6223±2489 微克。根據影響生殖和發育

的參考劑量 (每日每公斤 5 微克 )，有關研究估計這些蔬菜對進食者有潛在

風險。研究報告指出蔬菜被驗出有機氯除害劑殘餘也許因農民以 被污染

的河水灌溉。報告亦指出污染可能是來自種植蔬菜的土壤，也可能是由其

他地方施用於農作物的有機氯除害劑的遠距離環境遷移所致 1 0。  

10.   根據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會於 2021 年的報告，甲氧滴滴涕

曾在地表水、地下水和食水被驗出。雖然甲氧滴滴涕已被淘汰多年，但歐

洲和加拿大的地表水以及法國的地下水仍驗出含有甲氧滴滴涕。北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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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湖泊、範圍覆蓋北太平洋至北冰洋區域的表層海水，以及斯洛伐克的

食水亦驗出含有甲氧滴滴涕。對於進食大量產自受甲氧滴滴涕污染水域

的魚類和海鮮的人，其甲氧滴滴涕的攝入量可能會較高 1。  

 

毒性  

11.  有關甲氧 滴滴涕 對 健康的影 響的研 究 主要是以 技術级 别 的甲氧滴

滴涕進行，技術级别的甲氧滴滴涕一般含有約八成至九成的甲氧滴滴涕，

其餘部分則由五十多種相關的化合物組成 4。  

毒物代謝動力學  

12.  在實驗哺乳類動物中，甲氧滴滴涕在攝入後會被吸收並分布於身體

各組織，通常以脂肪內的含量最高。甲氧滴滴涕會迅速經肝臟代謝，其母

體化合物或代謝物都不會積聚在脂肪或其他組織內。甲氧滴滴涕主要透

過脫甲基化作用代謝成為酚類代謝物，而脫氯反 應和脫氯化氫反 應則較

少發生。大部分攝入劑量會隨糞便排出，因此甲氧滴滴涕不會在體內積

聚。甲氧滴滴涕在人類的毒物代謝動力學，預期與其從哺乳類實驗動物觀

察到的毒物代謝動力學相似 1 、 4。  

急性毒性  

13.  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引致急性中毒的機會偏低。大鼠的口服半數

致死劑量超過每公斤體重 3 000 000 微克 11、 1 2。在實驗哺乳類動物中，從

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對肝臟造成的影響輕微。攝入大量甲氧滴滴涕的急

性中毒徵狀，包括中樞神經系統受抑壓、逐漸變得虛弱和腹瀉 1 3。  

慢性毒性  

14.   甲氧滴滴涕不具基因毒性，也不會導致實驗動物致癌。哺乳類實驗

動物長期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肝臟、腎臟、體重和神經系統會受到影

響 1 3。有關研究結果顯示，甲氧滴滴涕可能影響神經系統、干擾內分泌和

損害生殖系統 1 、 7 、 1 4。  

神經系統  

15.  動物研究 顯示， 攝 入 較高分 量的甲 氧 滴滴涕可 對神經 系 統造成影

響，例如情緒忐忑不安、精神緊張、唾液增加、運動能力下降、顫抖、抽

搐和死亡。導致大鼠運動能力下降的最低不良作用劑量 據報為每日每公

斤體重 2 500 000 微克，而引起顫抖的則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3  000 000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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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4。至於肝功能受損的人，攝入較低分量的甲氧滴滴涕亦可能導致神經

系統受損。即使沒有經過新陳代謝過程，甲氧滴滴涕本身也是一種神經毒

素 1。  

內分泌系統和生殖系統  

16.  甲氧滴滴涕可在體內代謝為兩種脫甲基化合物 (2,2-雙 -(對羥苯基 )-

1 ,1 ,1-三氯乙烷 (HPTE)和 2,2-雙 -(對羥苯基 )-1 ,1 ,1-二氯乙烷 (HPDE))和兩

種 O 環甲基化化合物。這些代謝物可與雌激素和雄激素受體結合。因此，

甲氧滴滴涕可能損害生殖功能 1 、 5 、 1 5。  

17.  根據有關甲氧滴滴涕如何影響處於青春期的雌性恆河猴的研究，甲

氧滴滴涕可提高血清雌激素活性，導致第二性徵提前出現、皮膚發紅和腫

脹、乳頭發育遲緩，而經過八個月的恢復期後，卵巢囊腫 ∕腫塊的發病率

有所上升 1 6。  

18.  從服用甲氧滴滴涕的兔子，可觀察到胎孩過度損失 (流產 )；從透過

管飼法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大鼠，則可觀察到其後代的骨骼受到影響。另

外，動物長期攝入甲氧滴滴涕，會使胎兒中毒的情況增加，亦會影響後代

的生殖系統發育，令其生育率下降 1 3。動物和體外研究資料均顯示，甲氧

滴滴涕可能會對人類生殖系統的發育、組織和功能產生不利影響。觀察所

得的生殖效應亦顯示雌激素或雄激素的正常作用受到干擾 1。  

流行病學研究  

19.   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攝入甲氧滴滴涕與白血病和乳癌發病率可能有

關聯。不過，由於有關研究涉及多種除害劑和多項風險因素，故無法據此

就這些關係得出明確結論 1。  

20.   一項有關巴西成年人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攝入有機氯除害劑對男

性和女性的影響不同。攝入較高濃度的甲氧滴滴涕與女性總 T3 水平上升

有顯著關聯。從男性血清中檢出的甲氧滴滴涕數量與抗甲狀腺素氧化酶

水平大於 10 活力單位∕毫升的機率顯著上升之間存在有統計意義的關

聯，而抗甲狀腺素氧化酶水 平可能是衡量甲狀腺損傷或炎症的有效指標
1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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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參考值  

21.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農藥殘留聯席會議 (聯席會

議 )於 1965 年和 1977 年評估食物中甲氧滴滴涕的毒性 11、 1 2。  

22.  聯席會議訂定甲氧滴滴涕的每日可攝入量為每公斤體重 0 至 100

微克 11 、 1 2。  

 

規管  

食品法典委員會  

23.  食品法典 委員會 沒 有就 食物 中的甲 氧 滴滴涕 訂 定最高 殘 餘限量 ∕

最高再殘餘限量。  

歐盟  

24.  在歐盟，甲氧滴滴涕於 2002 年不被批准作為植物保護產品的活性

物質。含有甲氧滴滴涕的植物保護產品自 2003 年已被撤銷授權。  

25.   根據歐盟委員會規例第 149/2008 號，歐盟規定的最高殘餘限量約

有 370 項，包括規定新鮮水果、蔬菜、堅果和真菌的甲氧滴滴涕最高殘

餘限量為每公斤 10 微克，以及規定茶、蛇蔴子和香料的甲氧滴滴涕最高

殘餘限量為每公斤 100 微克。值得注意的是，歐盟規定的甲氧滴滴涕最

高殘餘限量是基於預設最低分析測定下限，而非基於特定風險 1 、 1 8。  

美國  

26.  根據 2004 年有關甲氧滴滴涕重新註冊資格的決議，美國國家環保

局裁定甲氧滴滴涕不可重新註冊。甲氧滴滴涕的註冊技術資料已於 2003

年全部刪去，所有容許量亦已撤銷 1 、 5。  

27.    美國過去曾就農產品中的甲氧滴滴涕制定 79 項容許量，為每公斤

1 000 微克至 100 000 微克 3，但由於所有含甲氧滴滴涕除害劑的註冊已

被暫停或取消，也沒有充分數據顯示這類除害劑安全，因此甲氧滴滴涕的

殘留容許量於 2002 年全部撤銷。美國國家環保局亦已決定無需評估甲氧

滴滴涕產品的風險，因為甲氧滴滴涕不設容許量和所有其餘產品均已暫

停使用 5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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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28.  在澳洲，唯一的甲氧滴滴涕產品註冊已於 1987 年終止。《 2019 年

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守則 (最高殘餘限量標準 )文件》載有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修訂並生效的有關法例文本，根據該文件，初級飼料的甲氧滴滴涕

最高再殘餘限量為每公斤 1 000 微克，而最高再殘餘限量適用於來自環

境 (包括以往的農業用途 )的除害劑殘餘，但不包括直接或間接用於食物、

農產品或動物飼料的化學品 1 、 2 0。  

內地  

29.  自 1990 年代，甲氧滴滴涕在內地已被停止註冊成為除害劑。根據

《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 (GB 2763-2021)，約有

30 項甲氧滴滴涕在各類食物包括新鮮水果、蔬菜和堅果的最高殘餘限量，

為每公斤 10 微克 1、 2 1。  

其他國家  

30.  挪威和加拿大在 2000 年代已不再為甲氧滴滴涕的使用註冊，而白

俄羅斯和埃及亦已於 1990 年代禁止把甲氧滴滴涕用作殺蟲劑。摩納哥、

卡塔爾、韓國、巴勒斯坦國、泰國和哥斯達黎加現時亦沒有使用甲氧滴滴

涕。此外，甲氧滴滴涕已在土耳其、幾內亞、印尼、毛里塔尼亞、阿曼、

沙特阿拉伯和加納禁止使用。在墨西哥，甲氧滴滴涕於 1991 年 8 月起列

為受限制除害劑，只有在經訓練的獲授權人員監督下才可使用。 1。  

31.  在 2022 年 1 月，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會決定向締約方大會

提出建議，表示該委員會考慮把甲氧滴滴涕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

A 而不會給予特別豁免。該公約是國際條約，旨在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

以免受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這些化學品長期持續存於環境中，並

廣泛分布各處，可在人類和野生生物脂肪組織中積聚，損害人類健康或環

境。一旦甲氧滴滴涕被列入該公約後，締約各方必須採取措施，取締甲氧

滴滴涕的生產和使用 2 2。  

本港的情況  

32.  在香港，除害劑的處理事宜須受《除害劑條例》 (第 133 章 )規管。

根據該條例，只有在本港註冊的除害劑，方可在境內按照除害劑牌照的規

定分銷和使用。個別產品如含有已註冊的活性成分，並符合詳載於《除害

劑註冊紀錄冊》的活性成分指明最高濃度及核准劑型，則無須註冊。  

33.   《除害劑註冊紀錄冊》分為兩部分，第 I 部載列即用型家用除害

劑，第 I I 部則載列其他所有除害劑。現時，甲氧滴滴涕在《除害劑註冊

紀錄冊》第 I 部中被列為活性成分。其允許的供應和零售配方和最大濃度

分別為氣霧劑和 3% 重量體積比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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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 (第 132CM 章 )(《規例》 )在 2014 年 8

月 1 日生效。《規例》旨在加強規管食物內的除害劑殘餘，以保障公眾健

康。《規例》的附表 1 列明某些除害劑－食物組合的最高殘餘限量∕最高

再殘餘限量 (即指明食品中允許的指明除害劑殘餘的最高濃度 )。食物中的

除害劑殘餘水平不得超過附表 1 訂明的最高殘餘限量∕最高再殘餘限量。

至於附表 1 沒有訂明最高殘餘限量∕最高再殘餘限量的除害劑殘餘，《規

例》訂明，除獲豁免除害劑外，食物必須在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按風

險評估確定食用後不會危害或損害健康，方可進口或售賣 2 4。  

35.  根據《規例》，甲氧滴滴涕沒有被列在附表 1 中，亦沒有被列為獲

豁免除害劑。因此，食安中心會根據本港市民的進食模式和可用的安全參

考值，對食物樣本檢出的甲氧滴滴涕水平進行風險評估，以保障本港市民

的健康 2 4。  

 

研究範圍  

36.  這項研究主要根據食物在本港成年人當中的受歡迎程度、文獻所載

該等食物的甲氧滴滴涕含量，以及取樣期間本地市場的供應情況，抽取食

物樣本進行分析，從而估算本港成年人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這

些樣本分作 14 個食物組別，即“穀物和穀物製品”、“蔬菜”、“水

果”、“堅果和種子類食品”、“肉類和內臟”、“蛋和蛋類製品”、

“奶和奶類製品”、“魚類”、“魚類製品”、“甲殼類和軟體類動物”、

“油脂”、“飲品”、“香草和香料”，以及“蜂蜜”。  

 

研究方法及化驗分析  

研究方法  

37.  這次研究的樣本於 2022 年 7 月至 12 月收集作化驗分析，收集地

點包括街市、網上購物平台、實體超級市場、雜貨店等不同零售點，有關

食品載列於附錄。這項研究只分析樣本的可食用部分。食物樣本均處理至

食用狀態，然後才進行化學分析。我們把化驗分析的結果，以及 2018 至

2020 年第二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所得的食物消費量資料，綜合計算

出本港成年人經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 2 5。  

38.  我們利用 食安中 心 自行研發 ，名為 攝 入量評估 系統的 網 絡電腦系

統，評估經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這項研究分別以經膳食攝入甲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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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涕的分量的平均值和第 90 百分位的數值，作為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

高的市民的數值。  

 

化驗分析  

39.  食安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驗所負責化驗工作，分析樣本的甲氧滴滴涕

含量。  

40.  食安中心利用氣相色譜串聯質譜法，分析食物樣本的甲氧滴滴涕含

量。化驗人員首先秤取一定重量的樣本，然後定量添加穩定同位素標記的

甲氧滴滴涕。樣本接著加入水、乙腈和甲酸的混合物，以垂直振盪方式萃

取，然後在有機乙腈層中加入緩衝鹽混合物進行鹽析。有機萃取物再以分

散固相萃取方式淨化。淨化後的樣本溶液經濃縮後加入異辛烷便可以利

用儀器進行分析。甲氧滴滴涕的檢測限為每公斤 0.1 微克。  

 

分析值低於檢測限的處理方法  

41.   這項研究採用下限值和上限值的方式處理分析結果。就含量下限而

言，低於檢測限的結果全部設定為零；至於含量上限，低於檢測限的結果

全部設定為檢測限值。這種以下限值和上限值處理分析結果的方式，是考

慮到分析結果若低於檢測限時，真正數值實際上可處於零至檢測限之間。

下限假設食物樣本不含有關化學物，而上限則假設食物樣本所含化學物

的分量為檢測限值。採用下限值和上限值方式處理分析結果，可把兩種極

端情況互相比較。這項研究亦計算了食物中甲氧滴滴涕含量的中間值，方

法是把低於檢測限的結果設定為檢測限的一半 2 6。  

 

結果及討論  

甲氧滴滴涕含量  

42.  經分析後發現，全部 300 個樣本均沒有驗出甲氧滴滴涕。在這項研

究的化學測試中，甲氧滴滴涕的檢測限為每公斤 0.1 微克。  

43.  全部樣本的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下限為每公斤 0 微克，中間值為

每公斤 0.05 微克，而上限則為每公斤 0.1 微克。各類食物樣本的甲氧滴

滴涕平均含量載於附錄。  

44.  各食物組別中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的計算方法，是把同一組別內所

有食物樣本的甲氧滴滴涕總含量除以該組別的樣本數目。假設所有樣本

含有最高分量的甲氧滴滴涕，即每公斤 0.1 微克，各個組別的甲氧滴滴涕

平均含量為每公斤 0.1 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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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  

45.  本地成年人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以攝入量一般的成年人  

來說，估計攝入量下限和上限分別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 微克和每日每公

斤體重 0.002283 微克，而攝入量高 (第 90 百分位 )的成年人，估計攝入量

下限和上限則分別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 微克和每日每公斤體重  0 .003608

微克。上述膳食攝入量遠低於聯席會議訂定的每日可攝入量每公斤體重

100 微克，顯示對於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成年人來說，在一般食用情

況下因攝入甲氧滴滴涕而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的機會不大。  

 

主要膳食來源  

46.  由於所有樣本的測試結果均低於檢測限，因此未能反映從個別食物

組別攝入的甲氧滴滴涕佔整體攝入量的實際比重。  

 

研究的不確定因素和局限  

47.  雖然檢測分析的樣本愈多，對攝入量的估算會愈精確，但礙於資源

有限，化驗工作必須有所取捨。因此，這項研究只選取一些較常食用和據

報較有可能含甲氧滴滴涕的食物作為樣本。此外，研究結果只能概略反映

本地某些食物在某一時間的甲氧滴滴涕含量。  

 

結論及建議  

48.  在這項研究中，全部 300 個樣本沒有驗出甲氧滴滴涕，檢測限為每

公斤 0.1 微克。計算所得本港成年人的甲氧滴滴涕估計膳食攝入量顯示，

目前香港成年人從膳食攝入甲氧滴滴涕的分量，不會引起健康問題。  

49.  在香港，食物中的除害劑殘餘，包括甲氧滴滴涕殘餘受《食物內除

害劑殘餘規例》（第 132CM 章）規管。就《規例》附表 1 沒有指明的最高

殘餘限量／最高再殘餘限量的除害劑殘餘而言，《規例》規定，除獲豁免

除害劑外，只有在食用有關食物不會危害或損害健康的情況下，才可進口

或售賣。食安中心會根據風險評估確定食用有關食物會否危害或損害健

康。食安中心一直密切留意國際間的最新規管發展，並會因應需要適時檢

討規管標準。  

50.   根據這項研究的結果，就甲氧滴滴涕的膳食攝入量而言，並無充分

理據建議市民改變基本的健康飲食習慣。 市民應保持均衡和多元化的飲

食，包括進食各類蔬果，以免因偏吃某幾類食品而過量攝入任何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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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從食物樣本檢測到的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  樣本數目  

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  

下限  中間值  上限  

食物組別 1: 穀物和穀物製品  27  0  0.05  0.1  

(1)  白飯  3  0  0.05  0.1  

(2)  即食麵  3  0  0.05  0.1  

(3)  通心粉  3  0  0.05  0.1  

(4)  意大利粉  3  0  0.05  0.1  

(5)  烏冬  3  0  0.05  0.1  

(6)  麥皮  3  0  0.05  0.1  

(7)  麥包  3  0  0.05  0.1  

(8)  白麫包  3  0  0.05  0.1  

(9)  梳打餅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2: 蔬菜  66  0  0.05  0.1  

(1)  紅蘿蔔∕甘筍  3  0  0.05  0.1  

(2)  馬鈴薯  3  0  0.05  0.1  

(3)  菜心  3  0  0.05  0.1  

(4)  唐生菜  3  0  0.05  0.1  

(5)  西生菜  3  0  0.05  0.1  

(6)  小白菜  3  0  0.05  0.1  

(7)  西芹  3  0  0.05  0.1  

(8)  西蘭花  3  0  0.05  0.1  

(9)  椰菜  3  0  0.05  0.1  

(10)  節瓜  3  0  0.05  0.1  

(11)  南瓜  3  0  0.05  0.1  

(12)  粟米粒  3  0  0.05  0.1  

(13)  辣椒  3  0  0.05  0.1  

(14)  燈籠椒  3  0  0.05  0.1  

(15)  蕃茄  3  0  0.05  0.1  

(16)  洋蔥  3  0  0.05  0.1  

(17)  青豆角  3  0  0.05  0.1  

(18)  紅豆  3  0  0.05  0.1  

(19)  眉豆  3  0  0.05  0.1  

(20)  豆腐  3  0  0.05  0.1  

(21)  蘑菇  3  0  0.05  0.1  

(22)  冬菇 (乾 )  3  0  0.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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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樣本數目  

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  

(微克∕每公斤 )  

下限  中間值  上限  

食物組別 3: 水果  42  0  0.05  0.1  

(1)  蘋果  3  0  0.05  0.1  

(2)  梨  3  0  0.05  0.1  

(3)  番石榴  3  0  0.05  0.1  

(4)  哈密瓜  3  0  0.05  0.1  

(5)  柑橘  3  0  0.05  0.1  

(6)  橙  3  0  0.05  0.1  

(7)  葡萄  3  0  0.05  0.1  

(8)  香蕉  3  0  0.05  0.1  

(9)  火龍果  3  0  0.05  0.1  

(10)  奇異果  3  0  0.05  0.1  

(11)  芒果  3  0  0.05  0.1  

(12)  木瓜  3  0  0.05  0.1  

(13)  菠蘿  3  0  0.05  0.1  

(14)  西瓜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4: 堅果和種子類食品  15  0  0.05  0.1  

(1)  杏仁  3  0  0.05  0.1  

(2)  腰果  3  0  0.05  0.1  

(3)  合桃  3  0  0.05  0.1  

(4)  花生  3  0  0.05  0.1  

(5)  椰漿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5: 肉類和內臟  24  0  0.05  0.1  

(1)  牛肉  3  0  0.05  0.1  

(2)  豬肉  3  0  0.05  0.1  

(3)  羊肉  3  0  0.05  0.1  

(4)  豬大腸  3  0  0.05  0.1  

(5)  豬膶 /豬肝  3  0  0.05  0.1  

(6)  豬肚  3  0  0.05  0.1  

(7)  雞肉  3  0  0.05  0.1  

(8)  鴨肉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6: 蛋和蛋類製品  9  0  0.05  0.1  

(1)  雞蛋  3  0  0.05  0.1  

(2)  皮蛋  3  0  0.05  0.1  

(3)  鹹鴨蛋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7: 奶和奶類製品  15  0  0.05  0.1  

(1)  脫脂奶  3  0  0.05  0.1  

(2)  全脂奶  3  0  0.05  0.1  

(3)  攪用忌廉  3  0  0.05  0.1  

(4)  芝士  3  0  0.05  0.1  

(5)  乳酪  3  0  0.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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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樣本數目  

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  

(微克∕每公斤 )  

下限  中間值  上限  

食物組別 8: 魚類  30  0  0.05  0.1  

(1)  大頭魚  3  0  0.05  0.1  

(2)  桂花魚  3  0  0.05  0.1  

(3)  鰂魚  3  0  0.05  0.1  

(4)  鯇魚  3  0  0.05  0.1  

(5)  鯪魚  3  0  0.05  0.1  

(6)  紅衫魚  3  0  0.05  0.1  

(7)  倉魚  3  0  0.05  0.1  

(8)  黃花魚  3  0  0.05  0.1  

(9)  三文魚  3  0  0.05  0.1  

(10)  馬友魚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9: 魚類製品  12  0  0.05  0.1  

(1)  罐頭鯪魚  3  0  0.05  0.1  

(2)  罐頭吞拿魚  3  0  0.05  0.1  

(3)  魚蛋∕魚片  3  0  0.05  0.1  

(4)  魚肉燒賣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10: 甲殼類和軟體類

動物  
18  0  0.05  0.1  

(1)  蝦  3  0  0.05  0.1  

(2)  蟹  3  0  0.05  0.1  

(3)  鮑魚  3  0  0.05  0.1  

(4)  蜆  3  0  0.05  0.1  

(5)  扇貝∕帶子  3  0  0.05  0.1  

(6)  魷魚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11: 油脂  18  0  0.05  0.1  

(1)  牛油  3  0  0.05  0.1  

(2)  芥花籽油  3  0  0.05  0.1  

(3)  粟米油  3  0  0.05  0.1  

(4)  植物牛油  3  0  0.05  0.1  

(5)  橄欖油  3  0  0.05  0.1  

(6)  花生油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12: 飲品  9  0  0.05  0.1  

(1)  咖啡  3  0  0.05  0.1  

(2)  樽裝茶  3  0  0.05  0.1  

(3)  樽裝水  3  0  0.05  0.1  

食物組別 13: 香草和香料  12  0  0.05  0.1  

(1)  芫茜  3  0  0.05  0.1  

(2)  香茅  3  0  0.05  0.1  

(3)  咖喱粉  3  0  0.05  0.1  

(4)  薑  3  0  0.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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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樣本數目  

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  

(微克∕每公斤 )  

下限  中間值  上限  

食物組別 14: 蜂蜜  3  0  0.05  0.1  

(1)  蜂蜜  3  0  0.05  0.1  

 

* 所有樣本中的甲氧滴滴涕平均含量均低於檢測限。就含量下限而言，有

關結果全部設定為零；至於含量上限，有關結果全部設定為檢測限值。我

們亦計算食物中甲氧滴滴涕含量的中間值，方法是把低於檢測限的結果設

定為檢測限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