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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物安全中心 (下称 “中心 ”)现正进 行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目的是估

计整体香港市民和 不 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各种物质 (包括污染物和营

养素 )的分 量 ，从而评估摄入这些物质对健康带 來 的风险。本报告评估香

港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情况。  

 

2 .  丙烯酰胺是工业化学物，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以来，一直用于生产

聚丙烯酰胺。烟草燃烧时释出的烟雾亦含有丙烯酰胺。 2002 年，瑞典研

究人员首次验出食物含有丙烯酰胺，并发现油炸或烘焗食物会产生大量

丙烯酰胺。其后，多个国家相继发表类似的研究结果，指出丙烯酰胺主

要是含丰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经高温处理或烹煮而产生的。  

 

3 .  丙烯酰胺是基因致癌物质，对实验动物可能会产生神经系统毒性作

用，并且会损害生殖能力和影响发育。不过，流行病学研究未能提供一

致的证据，证明人体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与癌症发病率呈正相关。 

 

4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

(下称 “专家委员会 ”)在 2005 年首次就丙烯酰胺的安全问题进行评估，并

在 2010 年再次进行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以诱发动物肿瘤发病率增加

10% 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 (下称 “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 ”)评估摄入丙烯

酰胺带来的风险是合适的，并采用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最低数值的小鼠

和大鼠的端点，即雄性小鼠哈氏腺肿瘤 (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为每日每公

斤体重 0.18 毫克 )和雌性大鼠乳腺肿瘤 (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为每日每公

斤体重 0.31 毫克 )，评估风险。  

 

5 .  这项研究把暴露限值界定为动物研究所得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与

本港市民的丙烯酰胺估计膳食摄入量之间的比值。暴露限值可显示有关

物质影响健康值得关注的程度，但并非实质地量化有关物质对健康可能

带来的风险 (即暴露限值越大，值得关注的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以基因

致癌物质来说，根据动物研究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计算的暴露限值大

于 10 000，从公众健康的角度着眼，值得关注的程度不高。  

 

结果  

 

6 .  这项研究合共检测了 532 个混合样本，分析丙烯酰胺的含量。抽样

工作在 2010 年 3 月至 2011 年 2 月期间分 4 次进行，涵盖 133 种不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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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每次抽样每种食物购买 3 个样本，并加以处理，合共抽取了 1 596

个个别样本。在 14 个食物组别中，“零食食品 ”的丙烯酰胺含量最高 (平均

含量为每公斤 680 微克 )，其次是 “蔬菜及蔬菜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3 微克 )和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40 微克 )。不

过，大部分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的样本 (95%)，以及所有 “蛋及蛋类制

品 ”和 “酒精饮品 ”的样本，均检测不到丙烯酰胺。在各种食物中，薯片 (“零

食食品 ”组别内唯一一种食物 )的丙烯酰胺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680 微克 )，其次是炸薯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90 微克 )和翠玉瓜 (平均含量

为每公斤 360 微克 )。  

 
7 .  摄入 量 一般的本港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量 为每公斤体

重 0.21 微克，摄入 量 高的市民则为 0.54 微克， 兩 者的 暴 露 限值 (摄入 量

一般的市民为 847 至 1 459，摄入 量 高的市民则为 334 至 576)均远低于

10 000。以基因致癌物质来说，这些暴露限值的数值偏低，表示可能会影

响人体健康，值得关注。  

 

8 .  “蔬菜及蔬菜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 (占总摄入

量 的 52.4%)，特别是炒菜 (占 44.9%)，其次是 “谷物及谷物制品 ”和 “混合

食品 ”。此外，炸薯制品 (例如炸薯和薯片 )、饼干及谷类早餐的丙烯酰胺

含 量 高，亦是本港市民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  

 

9 .  研究结果显示，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较高，同一种炒菜的丙烯酰胺

含量不一。相反，生吃或水煮的蔬菜检测不到丙烯酰胺，部分炒菜的丙

烯酰胺含量亦较低，例如苋菜、西洋菜、菠菜和唐生菜。丙烯酰胺的产

生受到多个因素影响，例如蔬菜是否含有天门冬酰胺和还原 糖 ，以及烹

煮食物的温度和时间。以这项研究来说，烹炒蔬菜样本时并无加入食油，

这样或许未能确切反映家居煮食时炒菜的情况，以致检测结果可能出现

偏差。  

 

10.  这项研究进一步探讨炒菜时加入食油与否，以及不同的烹炒方法，

对炒菜产生丙烯酰胺的影响。研究选定 4 种蔬菜，即菜心、蕹菜∕通菜、

翠玉瓜和洋葱，进行实验。这 4 种蔬菜都是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

主要来源。研究亦检测食肆的炒菜样本丙烯酰胺含量。  

 

11.  实验结果显示，炒菜时温度越高、时间越长，产生的丙烯酰胺越多；

与翠玉瓜和洋葱相比，菜心和蕹菜∕通菜两种叶菜产生的丙烯酰胺一般

较少。不过，炒菜时是否加入食油与炒菜产生的丙烯酰胺多寡并无明显

关系。研究的实验样本和食肆的炒菜样本检出的丙烯酰胺含量，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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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的同类样本。因此，总膳食研究可能高估了市民从炒菜摄入

丙烯酰胺的分量。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丙烯酰胺的产生可能受到许多

变数影响，例如食品的不同批次、成分 (例如还原糖和氨基酸的含量 )和加

工过程 (例如烹煮温度和时间 )等。  

 

结论及建议  

 
12.  摄入 量 一般的本港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量 为每公斤体

重 0.21 微克，摄入 量 高的市民则为 0.54 微克，兩 者的 暴 露 限值均远低于

10 000。以基因致癌物质来说，这些暴露限值的数值偏低，表示可能会影

响人体健康，值得关注。本港应继续致力减低食物的丙烯酰胺含量。  

 

13.  食物业界应设法减低食物的丙烯酰胺含量。食物业界选取原材料和

制订食谱及食品加工方法时，可参考有关减低食品中丙烯酰胺含量的业

界指引。  

 

14.  市民应保持均衡及多元化的饮食，每天进食最少三份蔬菜，不宜进

食过量薯片或炸薯等煎炸食物。市民烹煮食物的时间不应过长或温度不

应过高，以减少食物产生丙烯酰胺。为了减低从蔬菜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量，市民烹煮蔬菜时，可考虑采用先焯后炒、水煮或蒸的方法。此外，

部分蔬菜清洗后可生吃。  

 

15.  国际组织及多个国家的主管当局已努力探讨减低食物中丙烯酰胺含

量的方法。食物安全中心会留意事情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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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丙烯酰胺  

 
 

背景  

 
 总膳食研究是国际公认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用以估计 不 同人口组

别从膳食摄入食物化学物或营养素的分 量 ，从而评估摄入这些物质对健

康带 來 的风险。总膳食研究为评估食物安全风险和规管食物供应提供科

学基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个国家 (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

洲、新西 蘭 和中国内地 )分别进 行 总膳食研究。  

 

简介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2.  这是食物安全中心 (下称 “中心 ”)在香港首次进行总膳食研究，目的是

估计整体香港市民和 不 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各种物质 (包括污染物和

营养素 )的分 量 ，从而评估摄入这些物质对健康带 來 的风险。  

 

3 .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大型计划，涉及的工作包括食物

抽样和处理、化验分析，以及膳食摄入 量 评估。这项研究涵盖香港市民

通常食用的大部分食物，化验分析超过 130 种物质，包括污染物和营养

素。  

 

丙烯酰胺  

 

4.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检测的其中一种物质是丙烯酰胺，属食物加工

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本报告集中分析丙烯酰胺，评估香港市民从膳食摄

入丙烯酰胺的情况，以及摄入这种物质可能对健康带来的风险。  

 

5 .  2002 年，瑞典研究人员首次验出食物含有丙烯酰胺，并发现油炸或

烘焗食物会产生大量丙烯酰胺。由于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可能对健康带

来风险，国际间对此表示关注。世界各地进行了多项研究，探讨丙烯酰

胺的毒性及食物含丙烯酰胺的情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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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酰胺的来源  

 

6 .  丙烯酰胺是工业化学物，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以来，一直用于生产

聚丙烯酰胺。在化学工业和制造业方面，聚丙烯酰胺用途广泛，例如用

作净化饮用水的絮凝剂，建造堤坝和隧道的密封剂，制浆造纸的黏合剂，

以及染料合成。烟草燃烧时释出的烟雾亦含有丙烯酰胺。2  2002 年，瑞典

研究人员首次发现，多种经高温烘焗或油炸的食物含丙烯酰胺。其后，

多个国家 (例如挪威、瑞士、英国和美国 )相继发表类似的研究结果，指出

丙烯酰胺主要是含丰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经高温处理或烹煮而产生的。 3  

 

7 .  食物经高温 (一般摄氏 120 度以上 )烹煮或加工，主要通过褐化反应

(Mail lard react ion)，产生丙烯酰胺。食物加热时，丙烯酰胺最重要的前

体游离氨基酸天门冬酰胺与还原糖或其他羰基化合物产生反应，形成丙

烯酰胺。1、 2  研究亦发现丙烯酰胺的其他形成机制，例如高温分解小麦蛋

白麸质或生马铃薯的天门冬酰胺经酶脱羧作用，产生丙烯酰胺，但这些

可能是次要的形成途径。2  相比之下，以水煮食物只会产生微量丙烯酰胺。
1  

 
8 .  多个国家的报告指出，薯片、炸薯条、饼干、松脆面包片和饼 類 零

食以及咖啡的丙烯酰胺含量高。薯片的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99 至 1 202

微克，炸薯条为每公斤 159 至 963 微克，饼干为每公斤 169 至 518 微克，

松脆面包片和饼类零食为每公斤 87 至 459 微克，咖啡则为每公升 3 至 68

微克。2  外国一些调查和研究亦发现，除马铃薯外，其他蔬菜经高温烹煮

(例如烘焙、烧烤、烘焗和煎煮 )亦含有丙烯酰胺。土耳其一项研究显示，

烧烤蔬菜的丙烯酰胺含量可达每公斤 359 微克。4  日本一项研究显示，蔬

菜 (例如芦笋、南瓜、茄子和绿豆芽∕芽菜 )以摄氏 220 度烘焙 5 分钟，丙

烯酰胺含量为每公斤超过 100 微克，最高达每公斤 550 微克 (绿豆芽∕芽

菜 )。 5  日本亦有研究发现，煎煮蔬菜的丙烯酰胺含量介乎每公斤 30 至

393 微克 (荷兰豆为每公斤 393 微克，豆芽和芦笋为每公斤 100 微克，西

兰花、椰菜、南瓜、茄子、扁豆和洋葱则为每公斤 30 微克 )。 2  

 

毒性  

 

9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

(下称 “专家委员会 ”)在 2005 年首次就丙烯酰胺的安全问题进行评估，并

在 2010 年再次进行评估。  

 

10.  丙烯酰胺经口摄入后，迅速经胃肠道广泛吸收，并在体内代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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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化为环氧丙酰胺等代谢物，随尿液排出体外。动物研究显示，丙烯

酰胺广泛分布于动物体内所有组织以及怀孕动物的胎儿体内。人体乳汁

亦验出含有丙烯酰胺。 2  

 

11.  多项动物研究显示，丙烯酰胺的毒性主要损害神经系统。已证实持

续给予丙烯酰胺会诱发动物脑部负责学习、记忆及其他认知功能的部位

出现神经末梢退化情况。人类流行病学研究亦发现，在工作上或意外事

故接触到丙烯酰胺，其毒性主要影响神经系统。动物研究亦显示，丙烯

酰胺损害生殖能力 (例如导致雄性啮齿动物生育能力下降，出现显性致死

作用，以及精子数目减少和形态改变 )，并影响发育 (例如对小鼠具有胚胎

毒性 )。 1  

 

12.  根据体外和体内测试，丙烯酰胺及其代谢物环氧丙酰胺会引致哺乳

动物细胞突变和染色体断 裂 。1  近期的体外基因毒性研究显示，在没加活

化系统的状态下，丙烯酰胺属弱致突变剂，但却是有效的致染色体断裂

剂。2  对啮齿动物来说，丙烯酰胺是多器官的致癌物质，会引致大鼠的甲

状腺、乳腺和睪丸周边间皮出现肿瘤，以及小鼠的肺部、哈氏腺、前胃、

乳腺和卵巢出现肿瘤。 2  

 

13.  1994 年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有足够证据证明丙烯酰胺会 令 实验

动物患癌，但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丙烯酰胺会 令 人 類 患癌，所以把丙烯酰

胺分类为第 2A 组物质，即可能 令 人 類 患癌的物质。 6  不过，专家委员会

在 2010 年进行评估时，指出流行病学研究未能提供一致的证据，证明人

类在工作上接触到丙烯酰胺或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与癌症有关。 2  

 

14.  由于丙烯酰胺是基因致癌物质，难以订定安全摄入量。专家委员会

认为，以诱发动物肿瘤发病率增加 10% 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 (下称 “基

准剂量可信限下限 ”)评估摄入丙烯酰胺带来的风险是合适的，并采用基准

剂量可信限下限最低数值的小鼠和大鼠的端点，即雄性小鼠哈氏腺肿瘤

(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18 毫克 )和雌性大鼠乳腺肿瘤

(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31 毫克 )，评估风险。2  基准剂

量可信限下限是在剂量反应曲线上引起不良影响的起始点可信限下限，

计算这个限值时考虑到数据的不确定性。7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丙烯酰胺

诱发小鼠哈氏腺肿瘤，但人类并无等同哈氏腺的器官，因此难以将其推

论到人类的情况。不过，专家委员会认为，对啮齿动物来说，丙烯酰胺

是多器官的致癌物质，所以不能不考虑丙烯酰胺对哈氏腺的影响。 2  

 

15.  进行风险评估时，暴露限值考虑到有关物质的相对致癌强度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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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量，以显示有关物质影响健康的值得关注程度，但并非实质地量化

有关物质对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这项研究把暴露限值界定为动物研究

所得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与本港市民的丙烯酰胺估计膳食摄入量之间

的比值。以基因致癌物质来说，根据动物研究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计

算的暴露限值大于 10 000，从公众健康的角度着眼，值得关注的程度不

高。暴露限值可用以厘定风险管理措施的优次，按照暴露限值的大小，

决定监管或非监管的干预程度。暴露限值越大，值得关注的程度越低，

反之亦然。 7、 8  

 

本港过往的研究  

 

16.  自 2003 年以来，食物环境卫生署 (下称 “食环署 ”)进行了数项研究，

探讨本地食物的丙烯酰胺含量，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情况，

以及减少食物产生丙烯酰胺的方法。这些研究发现，薯片和饼干等零食

食品的丙烯酰胺含量偏高。在 2010 年进行的最新研究 9 显示，摄入 量 一

般的本港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量 估计为每公斤体重 0.13 微

克，摄入 量 高的市民 (即摄入 量 属第 97.5 百分位 )则为 0.69 微克， 兩 者的

暴 露 限值 (根据诱发雄性小鼠哈氏腺肿瘤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计算 )分

别为 1 385 和 261。研究结论指出，这些暴露限值偏低，表示可能会影响

人体健康，值得关注。  

 

17.  至今进行的研究均集中检测据报丙烯酰胺含量较高的本地食品，换

言之，研究范围并非涵盖所有可能含丙烯酰胺的食物。虽然摄入量评估

只能片面反映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情况，但 2010 年的研究结

果显示，从本港市民的丙烯酰胺膳食摄入量着眼，情况值得关注。香港

首个总膳食研究选定丙烯酰胺进行评估，再次探讨有关情况，以期更准

确地估计市民从整体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  

 

研究方法及化验分析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  

 

18.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涉及的工作包括在全港不同地区购买市民经常

食用的食物样本，处理食物样本至可食用状态，把食物样本合并成为混

合样本，然后均质化，并分析混合样本内多种物质的含量。这些物质的

化验分析结果结合香港市民食物消费量调查 (下称 “食物消费量调查 ”)1 0

所得不同人口组别的食物消费量资料，从而估计市民从膳食摄入这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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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分量。  

 

19.  这项研究根据食物消费量调查所得的食物消费量数据，选出 150 种

食物进行分析。抽样工作在 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2 月期间分 4 次进行，

每次抽样每种食物收集 3 个样本，并按惯常的饮食模式处理。整项研究

合共收集了 1 800 个样本，合并成为 600 个混合样本进行化验分析。  

 

20.  在总膳食研究涵盖的 150 种食物中，选出 133 种 (不包括 17 种水果 )

可能含有丙烯酰胺的食物 (丙烯酰胺主要是食物经高温处理而产生的 )进

行检测。 4 次抽样取得的样本 (1  596 个个别样本 )，以混合样本 (532 个混

合样本 )的状态化验分析丙烯酰胺的含量。  

 

21.  中心利用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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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涉及食物对应处理和数据加权的工作。研究以膳食摄

入量的平均值和第 95 百分位的数值分别作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

民的数值。  

 

22.  在同系列总膳食研究报告中，有关研究方法的一册载述相关详细资

料。 11  

 

丙烯酰胺的化验分析  

 

23.  其中丙烯酰胺的化验分析工作由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负责。从样

本取出 2 克的分量，首先用水萃取，然后加入正己烷脱脂。样本萃取液

以固相萃取法净化两次，再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技术测定丙烯酰

胺的含量。进行化验分析时，以 D3-丙烯酰胺作为内参考物，并采用单一

实验室确认法，与有证参考物质进行对比验证，确认测试方法。食物的

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每公斤 1 微克和 3 微克，水则为每公斤 0.03 微克

和 0.1 微克。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丙烯酰胺含量  

 

24.  这项研究合共检测了分 4 次抽取 532 个混合样本的丙烯酰胺含量。

总膳食研究 14 个食物组别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1， 133 种食物的检测结果

则载于附录 1。约半数混合样本 (47%)检测到丙烯酰胺。至于检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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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则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就如何评估食物中低含量污染物提出的

建议 1 2 处理。所有检测不到的结果全部设定为检测限的一半，以计算丙

烯酰胺含量和估计膳食摄入量。  

 
表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丙烯酰胺含量 (微克∕公

斤 )  

 

食物组别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混合样本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范围] 
(微克∕公斤)#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30 26 [检测不到  - 22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31 53 [检测不到  - 49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50 40 [检测不到  - 25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63 2 [检测不到  - 14]

蛋及蛋类制品  12 100 0.5 [检测不到]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95 1 [检测不到  - 3] 

乳类制品  20 75 1 [检测不到  - 8] 

油脂类  8 88 1 [检测不到  - 2] 

酒精饮品  8 100 0.5 [检测不到] 

不含酒精饮品  40 63 2 [检测不到  - 27]

混合食品  48 42 5 [检测不到  - 43]

零食食品  4 0 680 [430 – 1 100] 

糖类及甜点  8 50 19 [检测不到  - 53]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60 2 [检测不到  - 14]

总数  532 53   

 

注：  

#  由于只有 53% 的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所有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设定为检

测限的一半，以便计算平均含量。  

检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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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以食物组别来说， “零食食品 ”检测到的丙烯酰胺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

为每公斤 680 微克 )，其次是 “蔬菜及蔬菜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3 微

克 )和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40 微克 )。不过，

大部分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的样本 (95%)，以及所有 “蛋及蛋类制品 ”和

“酒精饮品 ”的样本，均检测不到丙烯酰胺。  

 

零食食品  

 

26.  在全部 133 种总膳食研究的食物中，薯片 (“零食食品 ”组别内唯一一

种食物 )的丙烯酰胺含量最高 (介乎每公斤 430 至 1 100 微克，平均含量为

每公斤 680 微克 )。这项研究检测到薯片样本的丙烯酰胺含量与其他地方

的研究结果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99 至 1 202 微克 ) 2 以及我们在 2010 年进

行研究的结果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788 微克 ) 9 相若。  

 

蔬菜及蔬菜制品  

 

27.  总膳食研究 “蔬菜及蔬菜制品 ”组别内 35 种食物的丙烯酰胺平均含量

介乎每公斤 0.5 至 390 微克，其中炸薯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90

微克 )，其次是翠玉瓜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60 微克 )和蒜头 (平均含量为每

公斤 200 微克 )。这项研究检测到炸薯样本的丙烯酰胺含量与其他地方的

研究结果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59 至 963 微克 ) 2 以及我们在 2010 年进行研

究的结果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82 微克 ) 9 相若。研究结果显示，炒翠玉瓜

和炒蒜头以及其他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较高。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8.  总膳食研究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组别内 6 种食物的丙烯酰

胺平均含量介乎每公斤 0.5 至 150 微克，其中青豆角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

量为每公斤 150 微克 )，其次是花生酱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64 微克 )和花生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5 微克 )。其余 3 种食物 (粉丝、豆腐和发酵豆类制品 )

均检测不到丙烯酰胺。  

 

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情况  

 

29.  摄入量一般的本港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为每公斤体

重 0.21 微克，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0.54 微克。研究进一步分析不同年龄

和性别人口组别的膳食摄入量，结果载于图 1 和附录 2。整体而言，大部

分年龄组别女性的丙烯酰胺膳食摄入量较男性为高。在各个年龄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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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中， 20 至 29 岁女性的膳食摄入量最高 (摄入量一般者为每日每公斤

体重 0.25 微克，摄入量高者则为 0.71 微克 )。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20
  至

  2
9 

 歲
男
性

20
  至

  2
9 

 歲
女
性

30
  至

  3
9 

 歲
男
性

30
  至

  3
9 

 歲
女
性

40
  至

  4
9 

 歲
男
性

40
  至

  4
9 

 歲
女
性

50
  至

  5
9 

 歲
男
性

50
  至

  5
9 

 歲
女
性

60
  至

  6
9 

 歲
男
性

60
  至

  6
9 

 歲
女
性

70
  至

  8
4 

 歲
男
性

70
  至

  8
4 

 歲
女
性

20
  至

  8
4 

 歲
男
性

20
  至

  8
4 

 歲
女
性

按年齡和性別劃分的組別

每
日
膳
食
攝
入
量

(微
克

 / 
每
公
斤
體
重

) 攝入量一般的市民 攝入量高的市民

 

图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按各个年龄和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

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  

 

30.  研究根据两个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数值，计算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

高的市民丙烯酰胺的暴露限值。表 2 列出两者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量及暴露限值。所有根据增加动物患癌风险计算的暴露限值 (摄入量一般

的市民为 847 至 1 459，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334 至 576)均远低于 10 000。

以基因致癌物质来说，这些暴露限值的数值偏低，表示可能会影响人体

健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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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本港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及两者的暴露限值  

 

 摄入量一般  

的市民  

摄入量高  

的市民  

每日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0.21 0.54 

暴露限值    

  根据诱发雄性小鼠哈氏腺肿瘤的基

准 剂 量 可 信 限 下 限 (每 日 每 公 斤 体

重 0.18 毫克 )计算  

847 334 

  根据诱发雌性大鼠乳腺肿瘤的基准

剂 量 可 信 限 下 限 (每 日 每 公 斤 体 重

0.31 毫克 )计算  

1 459 576 

 

 
主要膳食来源  

 

31.  一般市民从总膳食研究涵盖的 14 个食物组别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载

于表 3，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则

载于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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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港一般市民每日从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摄入丙烯酰胺的

分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  
每日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  

占总摄入量的

百分比 (%) 

谷物及谷物制品  0.03 14.7 

蔬菜及蔬菜制品  0.11 52.4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0.02 7.4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0.00 2.0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0.00 0.3 

乳类制品  0.00 0.3 

不含酒精饮品  0.01 6.9 

混合食品  0.02 9.4 

零食食品  0.01 4.7 

糖类及甜点  0.00 0.2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0.00 1.4 

其他食物组别 (包括蛋及蛋类

制品、油脂类、酒精饮品 )  
0.00 0.2 

总数 0.21† 100.0† 

 

注：  

#  由于只有 53% 的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所有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设定

为检测限的一半，以便计算估计摄入量。  

†  由于四舍五入关系，各项目数字相加未必等于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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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14.7%

9.4%

7.4%

6.9%

4.7%

2.0%

0.3%
1.4%

0.2%
0.2%

0.3%
蔬菜及蔬菜製品

穀物及穀物製品

混合食品

豆類、堅果和種子及其製品

不含酒精飲品

零食食品

肉類、家禽和野味及其製品

調味料、醬油及香草

乳類製品

魚類和海產及其製品

糖類及甜點

其他食物組別(包括蛋及蛋類製品、油
脂類、酒精飲品)  

图 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

比  

 

32.  研究结果显示， “蔬菜及蔬菜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主

要来源 (占总摄入量的 52.4%)，其次是 “谷物及谷物制品 ”(14.7%)和 “混合

食品 ”(9.4%)。上述研究结果与中国内地的研究结果相若，中国内地的研

究显示蔬菜是主要的摄入来源 (48.4%)。 1 3 对比大部分国家，丙烯酰胺的

主要膳食摄入来源是炸薯条 (10% 至 60%)、薯片 (10% 至 22%)、面包及

馅 卷 ∕ 多 士 (13% 至 34%) ， 以 及 糕 饼 和 甜 饼 干 ( 或 曲 奇 饼 ) (10% 至

15%)。  2  

 

炒菜  

 

33.  以 “蔬菜及蔬菜制品 ”组别来说，市民从炒菜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占

总摄入量的 44.9%，当中菜心是主要的摄入来源 (占总摄入量的 16.2%)，

其次是蕹菜∕通菜 (5 .8%)、翠玉瓜 (3 .9%)和洋葱 (3 .4%)。根据这项研究，

蔬菜及蔬菜制品是本港市民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原因可能是大部

分叶菜都是炒菜，烹炒时或会产生丙烯酰胺，而且本港市民进食大量叶

菜。不过，这项研究炒菜时并无加入食油，做法与澳洲 1 4 和新西兰 1 5 等

海外国家进行总膳食研究时采用的一般食物处 理 程序一致，但或许未能

确切反映家居煮食时的情况，以致检测结果可能出现偏差。下文第 37 段

进一步分析炒菜对丙烯酰胺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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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薯和薯片  

 

34.  炸薯和薯片的丙烯酰胺含量偏高 (平均含量分别为每公斤 390 微克和

680 微克 )，以致合共占总摄入量的 10.6% (分别占 7.2% 和 3.4%)。  

 
饼干和谷 類 早餐  

 
35.  以 “谷物及谷物制品 ”组别来说，饼干和谷 類 早餐的丙烯酰胺含量较

其他谷物食品为高 (平均含量分别为每公斤 150 微克和 160 微克 )，是市民

从这个食物组别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分别占总摄入量的 5.3% 和

2.3%。  

 

中式汤水  

 

36.  以 “混合食品 ”组别的食物来说，中式汤水样本的丙烯酰胺含量虽然

非常低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 微克 )，但却是市民从这个食物组别摄入丙烯

酰胺的主要来源 (占总摄入量的 6.3%)，这主要是由于食用量偏高 (平均食

用量为每人每日 152 毫升 )所致。  

 

 

炒菜对丙烯酰胺含量的影响  

 

37.  这项研究进一步分析炒菜对丙烯酰胺含量的影响，并比较 22 种炒菜

的丙烯酰胺含量。在全部 22 种炒菜中，每种至少有一个样本检测到丙烯

酰胺，平均含量介乎每公斤 1 至 360 微克不等，而同一种炒菜的混合样

本含量不一 (附录 1)。22 种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分布情况载于表 4。另一

方面，8 种非烹炒 (即生吃、水煮或蒸 )的蔬菜则检测不到丙烯酰胺。研究

结果显示，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较高，以及同一种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

不一。相比之下，生吃或水煮的蔬菜检测不到丙烯酰胺，部分炒菜的丙

烯酰胺含量亦较低，例如苋菜、西洋菜、菠菜和唐生菜。丙烯酰胺的产

生受到多个因素影响，例如蔬菜是否含有天门冬酰胺和还原 糖 ，以及烹

炒的温度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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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2 种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 (微克∕公斤 )  

 

丙烯酰胺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  
数目 蔬菜  

< 10 5 苦瓜、唐生菜、苋菜、菠菜、西洋菜  

11 -  50 7 西 蘭 花、绍菜∕黄芽白、菜心、椰菜、

芽菜、白菜、西红柿  

51 -  100 5 西芹、芥 蘭 、茄子、芥菜、丝瓜  

101 -  360 5 蒜头、洋葱、灯 籠 椒、蕹菜∕通菜、翠

玉瓜  

 

38.  这项研究进一步探讨炒菜产生丙烯酰胺的情况。研究选定 4 种蔬菜，

分别是菜心、蕹菜∕通菜、翠玉瓜和洋葱，进行实验，这 4 种蔬菜都是

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实验以不同烹煮火力 (即中火 (电磁

炉火力 1 200 瓦 )和中高火 (电磁炉火力 1 600 瓦 ) )和时间 (即 3 及 6 分钟 )

组合，分别加入食油和不加食油炒菜。此外，研究亦选取了 3 种食肆炒

菜 (即菜心、蕹菜∕通菜和翠玉瓜 )，每种 3 个样本，以检测丙烯酰胺含量。 

 

39.  图 3 和图 4 显示不同方法烹炒的蔬菜的丙烯酰胺含量。研究结果显

示，炒菜时温度越高、时间越长，产生的丙烯酰胺越多；菜心和蕹菜∕

通菜两种叶菜产生的丙烯酰胺一般较翠玉瓜和洋葱为少。炒菜时是否加

入食油与炒菜产生的丙烯酰胺多寡并无明显关系。研究的实验样本和食

肆的炒菜样本检测到的丙烯酰胺含量，均低于总膳食研究的同类样本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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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方法烹炒的菜心和蕹菜∕通菜的丙烯酰胺含量 (左图︰不加

食油；右图︰加入食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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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方法烹炒的的翠玉瓜和洋葱的丙烯酰胺含量 (左图︰不加食

油；右图︰加入食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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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与总膳食研究结果比较  

 

40.  由于食肆的炒菜样本检测到的丙烯酰胺含量较低，研究进一步探讨

有关情况，发现食肆炒叶菜前一般先焯菜大约或少于 1 分钟。根据有关

发现，焯菜可有助减少产生丙烯酰胺。  

 

41.  总膳食研究可能高估了市民从炒菜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此外，应

该注意的是，丙烯酰胺的产生可能受到许多变数影响，例如食品的不同

批次、成分 (例如还原糖和氨基酸的含量 )和加工过程 (例如烹煮温度和时

间 )等。 1、 1 6  

 

 

与本港过往研究结果比较  

 

42.  根据今次研究，丙烯酰胺的估计平均膳食摄入量 (每日每公斤体重

0.21 微克 )高于 2010 年研究所得的数字 (每日每公斤体重 0.13 微克 ) 9。两

项研究的 暴 露 限值均远低于 10 000， 暴 露 限值的数值偏低，表示可能会

影响本港市民的健康，值得关注。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上次研究涵盖的

食物有限，今次研究所得的结果较上次研究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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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43.  表 5 列出本港和外地的丙烯酰胺膳食摄入量数据。从数字可见，这

项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国家∕地区比较，属较低水平。  

 

表 5：  本港与外地的丙烯酰胺膳食摄入量比较  

 

国家∕地区  
成年人每日膳食摄入量(微克∕每公斤体重) 

摄入量一般的人  摄入量高的人  

香港* 0.21 0.54(第 95 百分位) 

中国内地(2013 年)13 0.286 0.490(第 95 百分位) 

英国(2005 年)17 0.3 0.6(第 97.5 百分位) 

加拿大(2012 年)18 0.3 - 0.4  

欧洲(2011 年)19 0.31 - 1.1 0.58 - 2.3(第 95 百分位) 

美国(2006 年)20 0.4(2 岁以上)  

法国(2012 年)21 0.43 1.02(第 95 百分位) 

爱尔兰(2011 年)22 0.59 1.75(第 97.5 百分位) 

新西兰(2012 年)23 0.84(25 岁以上男性) 

0.66(25 岁以上女性) 

1.39(25 岁以上男性) (第 95 百分位) 

1.15(25 岁以上女性) (第 95 百分位) 

 

*  今次研究所得的数据。  

 

44.  不过，由于各项研究进行时间不同，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和污

染物分析方法各异，加上在处理低于检测限分析结果方面的做法不一，

在直接比较数据时，必须小心审慎。  

 

 

减低风险  

 

45.  随着有报告指出食物产生丙烯酰胺，国际组织和多个国家的主管当

局已努力探讨减低食物中丙烯酰胺含量的方法。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委

员会等国家的主管当局亦实施监测食物中丙烯酰胺含量的计划。食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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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委员会在 2009 年采纳《减低食品中丙烯酰胺的操作规范》，目的是为

国家和地区的主管当局、制造商及其他相关组织提供指引，以防止和减

少马铃薯制品和谷类制品产生丙烯酰胺。2 4  中心在 2011 年发出《减低食

品中丙烯酰胺的业界指引》，并在 2013 年修订《指引》，向业界提供建议，

协助业界减少食物产生丙烯酰胺，特别是马铃薯和谷类制品及炒菜产生

丙烯酰胺。 2 5  

 

46.  根据专家委员会在 2010 年进行的评估，自 2003 年开始，多个国家

已采取措施，减少食物产生丙烯酰胺。有关措施主要针对丙烯酰胺含量

相对较高的食物类别或这些食物类别内丙烯酰胺含量偏高的个别食品。

因此，部分个别人士或人口组别的丙烯酰胺摄入量可能大为减少。不过，

以大多数国家来说，有关措施对一般人的丙烯酰胺膳食摄入量影响轻微。

在膳食摄入量方面，专家委员会建议把追求进一步研究和推行减少食物

中丙烯酰胺含量的方法列为重要的课题。 2  

 

研究的局限  

 

47.  这项研究并未涵盖如干果等可能含有丙烯酰胺的食品，或会低估丙

烯酰胺的膳食摄入量。举例来说，市民从干果摄入丙烯酰胺的分量，估

计少于总摄入量的 0.3% (干果的丙烯酰胺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47 微克 2，

平均食用量为每人每日 0.62 克 1 0  )。  

 

48.  此外，研究的其他局限载于《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研究方法》的

报告内。 11  

 

结论及建议  

 
49.  摄入 量 一般的本港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量 为每公斤体

重 0.21 微克，摄入 量 高的市民则为 0.54 微克，兩 者的 暴 露 限值均远低于

10 000。以基因致癌物质来说，这些暴露限值的数值偏低，表示可能会影

响人体健康，值得关注。不过，流行病学研究未能提供一致的证据，证

明人体从膳食摄入丙烯酰胺与癌症有关。然而，本港应继续致力减低食

物的丙烯酰胺含量。  

 

50.  由于炒菜会产生丙烯酰胺，而且大部分炒菜的丙烯酰胺含量相对较

高，食用量大，因此炒菜是市民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此外，炸薯

制品 (例如炸薯和薯片 )、饼干及谷类早餐的丙烯酰胺含 量 偏高，因此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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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  

 

51.  食物业界应设法减低食物的丙烯酰胺含量。食物业界选取原材料和

制订食谱及食品加工方法时，可参考上述减低食品中丙烯酰胺含量的业

界指引。  

 

52.  市民应保持均衡及多元化的饮食，每天进食最少三份蔬菜，不宜进

食过量薯片或炸薯等煎炸食物。为减少食物产生丙烯酰胺，市民烹煮食

物的时间不应过长或温度不应过高。为了减低从蔬菜摄入丙烯酰胺的分

量，市民烹煮蔬菜时，可考虑采用先焯后炒、水煮或蒸的方法。此外，

部分蔬菜清洗后可生吃。  

 

53.  国际组织及多个国家的主管当局已努力探讨减低食物中丙烯酰胺含

量的方法。食物安全中心会留意这方面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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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丙烯酰胺含量 (微克∕公斤 )  

 

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食物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混合样本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30 26 [检测不到 - 220] 

白饭    0.5 [检测不到] 

粗磨米饭    0.5 [检测不到] 

粟米    1 [检测不到 - 2] 

面条(中式或日式)   0.5 [检测不到] 

面条(西式)   5 [检测不到 - 16] 

方便面    6 [检测不到 - 12] 

米粉∕米线    0.5 [检测不到] 

面包(无馅)   3 [2 - 5] 

葡萄干面包    6 [4 - 8] 

菠萝包    15 [14 - 17]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4 [2 - 8] 

馒头    6 [2 - 9] 

饼干    150 [81 - 220] 

蛋糕∕西饼    7 [5 - 8] 

馅饼    8 [6 - 10] 

中式饼点    39 [11 - 65] 

麦皮∕燕麦片    1 [检测不到 - 2] 

谷物早餐    160 [97 - 190] 

油炸面团食品    73 [38 - 15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31 53 [检测不到 - 490] 

甘笋∕萝卜    0.5 [检测不到] 

马铃薯    0.5 [检测不到] 

炸薯    390 [290 - 490] 

西兰花#   20 [4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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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食物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混合样本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绍菜∕黄芽白#   29 [18 - 46] 

菜心#   46 [34 - 70] 

椰菜#   12 [7 - 19] 

白菜#   15 [3 - 37] 

西芹#   54 [24 - 110] 

芥兰#   61 [22 - 140] 

苋菜#   5 [1 - 10] 

芥菜#   52 [4 - 160] 

唐生菜#   1 [检测不到 - 1] 

西生菜    0.5 [检测不到] 

绿豆芽∕芽菜#   19 [1 - 35] 

菠菜#   4 [检测不到 - 15] 

蕹菜∕通菜#   140 [50 - 310] 

西洋菜#   5 [1 - 14] 

苦瓜#   6 [2 - 12] 

青瓜∕黄瓜    0.5 [检测不到] 

节瓜    0.5 [检测不到] 

南瓜    0.5 [检测不到] 

丝瓜#   60 [43 - 88] 

冬瓜    0.5 [检测不到] 

翠玉瓜#    360 [160 - 480] 

茄子∕矮瓜#   77 [36 - 110] 

灯笼椒#   140 [94 - 180] 

西红柿#   24 [3 - 39] 

蒜头#   200 [120 - 300] 

洋葱#   150 [62 - 240] 

葱    0.5 [检测不到] 

腌制蔬菜    2 [检测不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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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食物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混合样本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干冬菇    5 [3 - 6] 

菇类    2 [检测不到 - 4] 

云耳∕木耳    0.5 [检测不到]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

制品︰  24 50 40 [检测不到 - 250] 

青豆角    150 [92 - 250] 

粉丝    0.5 [检测不到] 

豆腐    0.5 [检测不到] 

发酵豆类制品    0.5 [检测不到] 

花生    25 [4 - 39] 

花生酱    64 [51 - 77]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

制品︰  48 63 2 [检测不到 - 14] 

牛肉    1 [检测不到 - 2] 

羊肉    0.5 [检测不到] 

猪肉    3 [检测不到 - 9] 

火腿    7 [2 - 14] 

午餐肉    4 [2 - 6] 

叉烧    0.5 [检测不到] 

烧肉    0.5 [检测不到] 

猪膶∕猪肝    0.5 [检测不到] 

鸡肉    0.5 [检测不到] 

豉油鸡    1 [检测不到 - 2] 

烧鸭∕烧鹅    0.5 [检测不到] 

肉肠    7 [2 - 13] 

蛋及蛋类制品：  12 100 0.5 [检测不到] 

鸡蛋    0.5 [检测不到] 

皮蛋    0.5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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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食物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混合样本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咸蛋    0.5 [检测不到]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95 1 [检测不到 - 3] 

大头鱼    0.5 [检测不到] 

桂花鱼    0.5 [检测不到] 

鲩鱼    0.5 [检测不到] 

红衫    0.5 [检测不到] 

海斑    0.5 [检测不到] 

马头    0.5 [检测不到] 

鲳鱼(䱽鱼)   0.5 [检测不到] 

龙脷∕挞沙    0.5 [检测不到] 

吞拿鱼∕金枪鱼    0.5 [检测不到] 

乌头    0.5 [检测不到] 

鲑鱼    0.5 [检测不到] 

黄花鱼    0.5 [检测不到] 

绞鲮鱼肉    2 [2 - 3] 

鱼蛋∕鱼片    0.5 [检测不到] 

虾     0.5 [检测不到] 

蟹    0.5 [检测不到] 

蚝    0.5 [检测不到] 

扇贝∕带子    0.5 [检测不到] 

鱿鱼    0.5 [检测不到] 

乳类制品︰  20 75 1 [检测不到 - 8] 

全脂奶    1 [检测不到 - 1] 

脱脂奶    0.5 [检测不到] 

芝士    0.5 [检测不到] 

奶酪    0.5 [检测不到] 

雪糕    4 [检测不到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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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食物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混合样本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油脂类︰  8 88 1 [检测不到 - 2] 

牛油    0.5 [检测不到] 

植物油    1 [检测不到 - 2] 

酒精饮品︰  8 100 0.5 [检测不到] 

啤酒    0.5 [检测不到] 

红酒    0.5 [检测不到] 

不含酒精饮品︰  40 63 2 [检测不到 - 27] 

中国茶    0.5 [检测不到] 

奶茶    2 [检测不到 - 7] 

咖啡    11 [4 - 27] 

麦芽饮品    3 [3 - 3] 

豆奶饮品    0.5 [检测不到] 

蔬果汁    0.5 [检测不到] 

汽水    1 [检测不到 - 1] 

菊花茶    3 [检测不到 - 4] 

樽装蒸馏水    0.015 [检测不到] 

饮用水    0.03 [检测不到 - 0.04] 

混合食品︰  48 42 5 [检测不到 - 43] 

烧卖    0.5 [检测不到] 

蒸饺子    2 [检测不到 - 5] 

煎饺子    16 [7 - 22] 

云吞∕水饺    0.5 [检测不到] 

叉烧包    20 [7 - 43] 

萝卜糕    6 [3 - 9] 

牛肉球    0.5 [检测不到] 

糭    4 [2 - 7] 

肠粉(有馅)   1 [检测不到 - 2] 

净肠粉    0.5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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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食物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混合样本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中式汤水    5 [3 - 9] 

汉堡包    6 [2 - 10] 

零食食品︰  4 0 680 [430 - 1100] 

薯片    680 [430 - 1100] 

糖类及甜点︰  8 50 19 [检测不到 - 53] 

朱古力∕巧克力    38 [18 - 53] 

白砂糖    0.5 [检测不到]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60 2 [检测不到 - 14] 

餐桌盐(幼盐)   0.5 [检测不到] 

豉油    0.5 [检测不到] 

蚝油    7 [3 - 14] 

西红柿酱∕西红柿汁    2 [检测不到 - 4] 

粟米淀粉∕粟粉    1 [检测不到 - 1] 

 

注：  

* 由于只有 53% 的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所有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设定为检测限的一半，

以便计算含量平均值。  

# 炒菜。  

检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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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按年龄和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丙烯

酰胺的分量  

 

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组别  
每日膳食摄入量 #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  摄入量高的市民 @ 

20 至 29 岁男性  0.21  0.62  

20 至 29 岁女性  0.25  0.71  

30 至 39 岁男性  0.19  0.48  

30 至 39 岁女性  0.24  0.60  

40 至 49 岁男性  0.18  0.44  

40 至 49 岁女性  0.24  0.58  

50 至 59 岁男性  0.20  0.46  

50 至 59 岁女性  0.22  0.51  

60 至 69 岁男性  0.21  0.51  

60 至 69 岁女性  0.21  0.50  

70 至 84 岁男性  0.18  0.40  

70 至 84 岁女性  0.18  0.44  

20 至 84 岁男性  0.19  0.48  

20 至 84 岁女性  0.23  0.59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21  0.54  

 

#  由于只有 53% 的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所有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设定

为检测限的一半，以便计算估计摄入量。  

 

@ 摄入量高的数值指摄入量在第 95 百分位的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