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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汇  

 

本报告的用语简要解释如下：  

 

用语  解释  

茶叶  茶树 (Camell ia  s inensis )的叶。  

茶  用已煮沸的食水冲泡茶叶或茶粉，成为茶汤或茶类饮品。 

茶类饮品  即饮或实时提供的茶类饮品。  

茶类产品  茶叶，以及茶粉或含有茶或茶萃取物成份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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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氯酸盐是一种在环境中天然存在的化学物，也是一种因使用含

高氯酸盐的肥料种植及在制作火箭推进剂、爆炸品、烟火和汽车安全气垫

等工业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物。由于高氯酸盐无处不在，食物含有这种

物质并不令人意外。  

 

2.  过量摄入高氯酸盐可影响人体制造甲状腺激素的能力。 2010 年，

糧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 聯合专家委员会把高氯酸盐的暂定最高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定为每公斤体重 0.01 毫克 (即每日每公斤体重 10 微

克 )。  

 

3. 这次研究的目的，是 (一 )检测本地市场常见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

的高氯酸盐含量；以 (二 )估算本港成年人从这些茶类产品摄入这物质的分

量；及 (三 )评估相关的健康风险。  

 

 

结果  

 

4. 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共抽取 305 个市民日常饮用的茶类产品样

本 (包括干茶叶及茶类饮品 )，以检测当中的高氯酸盐含量。  

 

5. 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样本 (96%)皆含有高氯酸盐，其中干茶叶的

高氯酸盐含量差异很大，介乎检测不出至每公斤 1 100 微克之间。高氯酸

盐含量最高的干茶叶是“半发酵茶” (每公斤 250 微克 )，其次是“花茶”

(每公斤 150 微克 )、“没发酵茶”(每公斤 140 微克 )、“玄米茶 (干 )  ”(每

公斤 79 微克 )及“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每公斤 69 微克 )。假设干茶叶

所含的高氯酸盐在冲泡过程中全数释出到茶汤，经估算后，各类茶汤中高

氯酸盐的平均含量最高为每公升 1.6 微克，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公升

食水含不多于 70 微克高氯酸盐的准则值为低。  

 

6. 茶类饮品方面，高氯酸盐的含量一般偏低。当中以“奶茶”的高氯

酸盐平均水平最高 (每公升 3.1 微克 )，其后顺序为“柠檬茶” (每公升 1.3

微克 )、“珍珠奶茶” (每公升 0.84 微克 )、“玄米茶 (饮品 )” (每公升 0.78

微克 )及“调味茶／茶饮 )” (每公升 0.59 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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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膳食摄入量方面，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茶和茶类饮品

摄入的高氯酸盐分量，估计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12 微克和 0.031 微

克，仅及专家委员会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日每公斤体重 10 微

克 )的 0.12%和 0.31%。换言之，市民从本地市场出售的干茶叶和茶类饮

品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对健康构成不良影响的机会甚微。  

 

 

结论及建议  

 

8. 这项研究抽取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样本大多 (96%)含有高氯酸盐。 

 

9.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以及各个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人

口组别从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均低于专家委员会订

定的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日每公斤体重 10 微克 )的百分之一。

因此，市民从本地市场出售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对

健康构成不良影响的机会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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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研究  –   

茶和茶类饮品中的高氯酸盐  

 

 

目的  

 

 这次研究的目的是： (一 )检测本地市场常见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

的高氯酸盐含量； (二 )估算本港成年人从这些茶类产品摄入这物质的分

量；以及 (三 )评估相关的健康风险。  

 

背景  

 

2.  高氯酸盐是一种在环境中天然存在的化学物。硝酸盐和钾盐矿床

含有高氯酸盐，而高氯酸盐亦可在大气中形成 1。此外，高氯酸盐可在工

业过程中产生，源自不当贮存或弃置火箭推进剂、爆炸品、烟火、照明灯

和汽车安全气垫中使用的高氯酸盐，被视为环境污染物 2。  

 

3 .  高氯酸盐由一粒氯原子和四粒包围着氯原子的氧原子组成，呈四

面体几何结构 (图 1)。高氯酸盐极易溶于水。分解后的高氯酸盐离子非常

稳定，被矿物或有机表面吸附的机会轻微。因此，高氯酸盐长时间存留在

地下水中，在地面水或地下水的流动性甚高，以致高氯酸盐基本上随水流

动。高氯酸盐是离子化合物，因此不会从泥土或水面挥发，但会积聚于制

造或使用含有高氯酸盐产品地点的地下水和地面水中，或积聚于曾施加

含有高氯酸盐肥料的泥土中 3 , 4。  

  

 

图 1.  高氯酸盐离子  

 

4 .  植物经根部迅速吸收高氯酸盐。水分从叶子蒸腾后，高氯酸盐因

缺乏挥发性而留下，并积聚于叶子组织内。透过食用或饮用受高氯酸盐污

染的饲料或食水 2 , 4 , 5 , 6，高氯酸盐可被转移至动物或其乳汁。由于高氯酸

盐属高溶性，高氯酸盐很可能轻易从大部分生物中排出，预料不会在水生

食物网逐步增加 7。食物和食水是人类摄入高氯酸盐的主要来源 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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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高氯酸盐  

 

5.  有外国研究发现，不同种类的食物，包括蔬菜、水果、奶类及乳

产品、食米、婴儿奶粉、鱼及鱼类制品、冲泡茶及香草茶、果汁和含酒精

饮品 (附录 1)，均含有高氯酸盐 1 , 4 , 9。  

 

6 .  2010 年，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专家

委员会 )检视了食物中高氯酸盐水平的数据，观察到蔬菜 (平均每公斤 4.8

至 110 微克 )、水果 (平均每公斤 0.5 至 28 微克 )、蔬菜汁和果汁 (每公斤 26

微克 )，以及婴儿奶粉 (每公斤 10 微克 )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最高 1。  

 

7 .  专家委员会 1、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 1 0 , 11 及欧洲食物安全局 4 , 9

过去进行的摄入量评估显示，蔬菜、水果、奶类及它们的产品是人类摄入

高氯酸盐的重要来源。  

 

高氯酸盐污染的来源  

 

8.  食物和食水中的高氯酸盐来自数个天然和人为来源。  

 

在大气和地面水中自然产生  

 

9 .  有证据显示，高氯酸盐可在各种自然现象发生的过程中自然产

生，例如闪电和火山爆发，以及水中氯化物质的臭氧氧化 1 2 , 1 3。高氯酸盐

在大气和地面水中自然产生，或会导致食物和水中含有高氯酸盐。现有数

据不足以论证在大气和地面水自然产生的高氯酸盐对食物和食水整体污

染的影响，但预计这是个次要来源 4。  

 

使用含有高氯酸盐的肥料和灌溉用水  

 

10.  使用可能含有高氯酸盐的天然肥料，被视为是高氯酸盐污染的人

为来源之一。广为人知的例子有智利的硝酸盐，其高氯酸盐含量可高达

1.5%1 4。高氯酸盐可经植物根部迅速吸收，因此使用含有高氯酸盐的肥料

或会导致水果和蔬菜含有大量高氯酸盐。同样，使用受高氯酸盐污染的水

灌溉植物，亦可引致高氯酸盐在水果和蔬菜中积聚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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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排放  

 

11.  高氯酸盐 (特别是火箭及导弹中的固体推进剂所用的高氯酸铵 )透

过工业排放释出，是另一个污染食物和食水的人为来源 4。举例来说，制

造、测试及弃置火箭燃料，以及武器非军事化，都曾引致高氯酸铵释出至

环境中，更被视为科罗拉多河的主要污染源头，导致美国西南部的饮用水

受到污染 1 5 , 1 6。  

 

含氯消毒剂的降解  

 

12.   含氯消毒剂降解时产生的高氯酸盐，也是一个潜在的污染来源。

用于处理食水的氯化剂，特别是次氯酸钠和次氯酸钙，能降解为高氯酸

盐。因此，制造和配制食物时使用这些食水，可导致食物和饮品含有高氯

酸盐。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认为，食物接触经含氯生物杀伤剂消毒的

食水，很可能是高氯酸盐进入食物的其中一个主要途径 1 7。此外，使用次

氯酸钠和次氯酸钙消毒食物配制范围和进行其他用途 (例如生物杀伤剂

或植物保护产品 )，预期亦会释出少量高氯酸盐 4。  

 

毒性  

 

动力学和代谢作用  

 

13.  经口服途径摄入的高氯酸盐，在人体和实验动物会被迅速吸收 6。

人体接触高氯酸盐后，其血清、血浆、尿液、唾液及母乳，均验出含有这

种化学物。高氯酸盐在人体血清的半衰期短至 6.0 至 9.3 小时 (平均值为

8.1 小时 )1 8 ,  1 9 ,  2 0 ,  2 1 ,  2 2 ,  2 3 ,  2 4 ,  2 5 ,  2 6。高氯酸盐在人体的代谢 (如有 )相对甚

少，超过 90%摄入剂量会经尿液排出 4 ,  6 ,  2 7 ,  2 8。  

 

急性及长期毒性  

 

14.  高氯酸盐在实验动物身上的急性口服毒性低 2 9，现有数据显示并

无基因毒性 4 的问题。观察结果显示，老鼠长期接触高氯酸盐，出现甲状

腺肿瘤的机会会增加 3 0 ,  3 1 ,  3 2，但高氯酸盐对人体不大可能构成甲状腺癌

的风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没有把高氯酸盐列为致癌物 1 ,  4 ,  6 ,  3 3 ,  3 4。事

实上，高氯酸钾一直用于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报告指长期每天服用 200

毫克或以下的剂量，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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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康的影响  

 

15.  高氯酸盐的主要毒性问题，是能够竞争性抑制甲状腺摄取碘化

物，有可能引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1。  

  

16.  人体内的碘化物会由钠碘共同转运体 (NIS)分子，以逆浓度梯度的

方式，输送到甲状腺的滤泡细胞。进入甲状腺的滤泡细胞后，碘化物会氧

化成碘。碘是制造甲状腺激素的必要元素，而甲状腺激素对调节正常生长

和新陈代谢十分重要。碘化物阴离子与高氯酸盐离子无论在体积、形状和

电荷方面都很相似，因此高氯酸盐会与碘化物在 NIS 竞争，抑制碘化物

的吸收。高氯酸盐所造成的抑制情况，会减少供给制造甲状腺激素的碘，

结 果 导致 循环 系统的 甲 状腺 激素 浓度降 低 ，同 时消 耗甲状 腺 激素 的 存

量  6 ,  11 ,  3 5 ,  3 6。如果甲状腺持续减少摄取碘，便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的

临床情况。  

 

17.  值得注意的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对胎儿、婴儿和儿童的脑结构和

脑功能发展，以及成年人的新陈代谢及心血管、肠胃、骨骼、神经肌肉和

生殖系统的功能，均会造成不良影响 1。考虑到高氯酸盐的作用模式，容

易受影响的群组包括孕妇、胎儿、初生婴儿、幼儿和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

的人士，膳食中缺乏碘的人也容易受到影响 1。  

 

健康参考值  

 

18.  健康参考值为风险评估提供准则。如果消费者摄取化学物的分量

低于健康参考值，便不会对健康构成明显的风险。膳食摄入量通常以相关

健康参考值的百分比表示。  

 

19.  2010 年，专家委员会评估高氯酸盐的健康风险后，把高氯酸盐的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定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10 微克。  

 

规管上限／指引值  

 

20.  目前，食品法典委员会没有为食物中高氯酸盐的最高含量订定标

准。美国、欧盟、澳洲、新西兰、加拿大、中国大陆、日本、台湾和香港

等地方，也未有就食物中高氯酸盐的最高含量订定法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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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虽然欧洲目前没有就食物中高氯酸盐的最高含量订定规管标准，

但欧洲委员会在 2013 年为某些食物组别的高氯酸盐含量引入‘参考’或

暂定管制水平，作为欧盟成员国之间进行该等食物组别贸易的标准，而该

等食物组别是从膳食中摄入高氯酸盐分量的最主要来源 3 7  (表 1)。在规管

国内生产／在当地市场出售的产品时，各欧盟成员国的主管当局可以决

定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作为欧盟成员国之间进行贸易的高氯酸盐含量参考

水平 3 8。  

 

表 1.  欧洲委员会引入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作为参考的高氯酸盐含

量水平 3 8  

 

食物  含量 (微克／公斤 ) 

水果和蔬菜  100 

以下蔬果种类除外   

─ 葫芦科和叶菜类蔬菜，不包括：   200 

  在温室／有盖种植区内种植的芹菜和菠菜  500 

   在温室／有盖种植区内种植的香草、生菜及

沙律植物 (包括芝麻菜 ) 

1000 

干香料 (除香草 (干 )和甜红椒 (干 )外 )、蛇麻 (干 ) 500 

茶 (Camellia sinensis ) (干 ) 750 

香草茶和果茶 (干 ) 750 

婴幼儿食品 (即食) 20 

其他食物  50 

 

22.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 )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标准，暂定最高

每日可容忍摄入高氯酸盐分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10 微克，建议把食水的

高氯酸盐的准则值设定为每公升 70 微克。世卫亦认为食水中的高氯酸盐

含量普遍低于每公升 10 微克。  

 

本地情况  

 

23.  在香港，茶是仅次于水的第二大最常饮用的饮品 3 9。根据政府统

计处的资料，2016 年从全球不同地方进口的茶叶超过 13 000 公吨 4 0。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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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酵程度和处理程序，茶叶通常分为六大类：绿茶、白茶、黄茶、乌龙

茶、黑茶 (在中国称为红茶 )和后发酵茶 (亦称为黑茶或普洱茶 )(表 2)。各类

茶 叶 是 否 含 有 高 氯 酸 盐 ， 含 量 为 多 少 ， 文 献 中 记 载 的 数 据 有

限  4 1 , 4 2 , 4 3 , 4 4 , 4 5 , 4 6。  

 

表 2.  根据发酵程度的茶叶分类  

 

发酵程度  茶叶  例子  

没发酵  绿茶  绿茶、碧螺春、龙井  

半发酵  白茶、黄茶、乌龙茶  香片、铁观音、寿眉、乌龙、水

仙  

全发酵  黑茶、中国红茶  伯爵茶、英式早餐茶、大吉岭

茶、锡兰茶、中国红茶、工夫茶  

后发酵  黑茶或  

普洱茶  

六安、普洱  

 

24.  2016 年年初，本地传媒报道欧洲发现部分产自中国内地的茶叶含

有高氯酸盐，引起公众关注。就此，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从本地市场

抽取了 30 个进口茶叶样本，检测其高氯酸盐含量，结果全部样本通过检

测。  

 

25.  为进一步响应公众对茶含有高氯酸盐和其相关健康风险的关注，

食安中心进行了这次研究，目的是 (一 )检测本地市场常见的干茶叶和茶类

饮品的高氯酸盐含量；(二 )估算本港成年人从这些茶类产品摄入这物质的

分量；以及 (三 )评估相关的健康风险。这项研究结果，亦可为中心准备第

二次总膳食研究 (将包括估算本地市民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 )时提供额外

的本地茶含高氯酸盐水平的数据。  

 

研究范围  

 

26.  为分析本地市民日 常饮用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中的高氯酸盐含

量，食安中心从各零售点 (例如茶庄、超级市场、便利店、快餐店、食肆、

外卖茶店等 )收集干茶叶 (包括没发酵茶、半发酵茶、全发酵、后发酵茶、

花茶和玄米茶 )及茶类饮品 (例如奶茶、柠檬茶、调味茶和珍珠奶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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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化验分析  

 

研究方法  

 

27.  2017 年 6 月至 8 月，食安中心从本地零售市场合共抽取了 305 个

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样本。就这项研究而言，食安中心把这些样本分为九

类，即 “没发酵茶 ”、“半发酵茶 ”、“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花茶 ”、“玄米

茶 ”、 “柠檬茶 ”、 “调味茶／茶饮 ”、 “奶茶 ”和 “珍珠奶茶 ”。  

 

28.  由于茶常为市民饮用，这次研究根据本地普遍的泡茶方法，估算

由干茶叶释出至茶汤的高氯酸盐分量，以评估市民从膳食中摄取高氯酸

盐的情况。食安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进行的初步研究显示，当两克干茶

叶以 150 毫升已煮沸的蒸馏水 (摄氏 100 度 )浸泡五分钟两次 (即冲泡两次 )

时，大部分高氯酸盐由干茶叶释出至茶汤。因此，评估茶汤的高氯酸盐水

平时，是假设在上述冲泡条件下，干茶叶中的所有高氯酸盐释出至 300 毫

升蒸馏水 (冲泡两次的总容量 )。至于估算由茶粉冲泡的茶的高氯酸盐水

平，则按照制造商在标签上的指示 (例如制造商建议的用水分量 )，并假设

已饮用所有茶粉。  

 

29.  茶和茶类饮品中的高氯酸盐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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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成年人从膳食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实际上，食安中心利用由内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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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究

分别以膳食摄入量的平均值和第 95 百分位的数值，作为摄入量一般和摄

入量高的本地人口 (只限于饮用茶的市民 )的数值。这个估计摄入量与每日

每公斤体重 10 微克的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比较，并以这基准的百

分比表示。  

 

化验分析  

 

30.  高氯酸盐的化验分析工作由食安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负责。所

有样本均单独进行检测，并以其购买时的状态来进行测试。  

 

31.  在干茶叶样本方面，样本经均质化后，混和甲酸铵溶液一同摇动，

以作萃取，然后把萃取物经固相萃取净化。至于茶类饮品样本，经均质化

后仅以离心式过滤器作过滤。经处理的样本会加入同位素标记的高氯酸

盐作为内标物，并利用离子色谱 -质谱联用仪 ( IC-MS/MS)测定高氯酸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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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茶叶和茶类饮品的高氯酸盐检测限分别为每公斤 1 微克和每公升

0.1 微克。  

 

结果及讨论  

 

高氯酸盐的含量  

 

32.  这次研究从本地零售市场抽取共 305 个样本，以检测当中的高氯

酸盐含量。这些样本分别为“没发酵茶”、“半发酵茶”、“全发酵茶／后发

酵茶”、“花茶”、“玄米茶”、“柠檬茶”、“调味茶／茶饮”、“奶茶”和“珍

珠奶茶”。   

 

33.  这项研究抽取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样本大多 (96%)检出高

氯酸盐。“干茶叶”样本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介乎每公斤 50 微克至 300

微克之间，而“茶类饮品”样本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则介乎每公升 0.59

微克至 3.4 微克之间。没有检出高氯酸盐的样本，主要是预先包装的茶类

饮品 (在 13 个样本中占 11 个 )，可能是因为这类饮品的成分甚多，茶只是

其中一种。各种茶类产品的高氯酸盐含量平均值和中位数概述于附录 2。  

 

干茶叶  

 

34.  “干茶叶”样本检测出的高氯酸盐含量差异很大，由低于检测限

到每公斤 1 100 微克不等 (表 3)。“半发酵茶”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最高

(每公斤 250 微克 )，其次是“花茶”(每公斤 150 微克 )和“没发酵茶”(每

公斤 140 微克 )，而“全发酵茶／后发酵茶”的高氯酸盐含量则最低 (每公

斤 69 微克 )。  

 

 

 

 

 

 

 

 

 

 

 

 



 
 12 

表 3.  干茶叶样本检测出的高氯酸盐水平  

 

样本分类和细项  样本数量  
高氯酸盐平均水平 * 

(微克／公斤 )  [范围 ]  

半发酵茶叶  76 250 [1.2-1100]  

 茉莉茶叶  20 300 [35-1100]  

 铁观音茶叶  16 250 [65-690] 

 寿眉茶叶  10 240 [26-650] 

 乌龙茶叶  21 220 [19-530] 

 水仙茶叶  9  190 [1.2-760] 

花茶  25 150 [1.4-470]  

没发酵茶叶  54 140 [检测不到 -790]** 

 碧螺春茶叶  5  190 [22-310] 

 绿茶茶叶  34 140 [检测不到 -790]** 

 龙井茶叶  15 130 [50-340] 

玄米茶  (干 )  16 79 [检测不到 -840]**  

全发酵茶叶∕后发酵茶叶  75 69 [1.3-660]  

 六安茶叶  5  190 [52-320] 

 红茶茶叶  50 64 [1.3-660] 

 普洱茶叶  20 50 [1.7-190] 

*   数值取至两位有效数字。  

* *  如样本的高氯酸盐含量低于检测限 (每公斤 1 微克 )，则以检测限值的一半计算      

 平均含量。  

 

半发酵茶  

 

35.  这次研究检测了 5 类半发酵茶叶共 76 个样本的高氯酸盐含量。

“茉莉茶叶”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最高 (每公斤 300 微克 )，其次是“铁观

音茶叶” (每公斤 250 微克 )和“寿眉茶叶” (每公斤 240 微克 )。事实上，

在是次检测的所有干茶叶中，这三类茶叶的高氯酸盐含量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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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虽然这次研究发现半发酵茶叶的高氯酸盐含量最高，但另有研究

显示乌龙茶 (一种半发酵茶叶 )的高氯酸盐含量，较其他受检测的茶叶为低
4 7。  

 

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37.  “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最低 (每公斤 69 微

克 )。其他研究也显示，普洱茶 (一种后发酵茶 )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相若

(每公斤 70.6 微克和 71 微克 )4 2 , 4 4。在这次研究中， “普洱茶叶 ”的高氯酸

盐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0 微克，是检测中的所有干茶叶中含量最低的。  

 

38.  “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经过长时间 (视乎制茶方法和环境条件，通

常为数月至多年 )的微生物发酵过程，令茶叶的微生物羣落出现重大变

化。   

 

39.  新鲜采摘的茶树 (Camell ia  s inensis )树叶经过微生物发酵过程制

成普洱茶叶，而研究发现，在发酵过程中，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 )是最

常观察到的其中一组细菌 4 8。研究亦显示变形菌门的细菌在厌氧条件下

能减少高氯酸盐。不过，普洱茶的高氯酸盐含量偏低是否与茶中存在变形

菌门有关，两者的关系仍有待确定。  

 

茶／茶汤  

 

40.  这次研究按照载述于第 28 段和撮述于表 4 的程序，估算干茶叶

冲泡的茶汤中和茶粉冲调的茶的高氯酸盐含量，从而估计市民从 茶类产

品摄入的高氯酸盐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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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茶／干茶叶冲泡的茶汤的高氯酸盐含量  

 

每个组别的茶／茶汤   样本数目  
高氯酸盐平均含量 * 

(微克／公升 )  [范围 ]  

半发酵茶 #  76 1.6 [0.0080-7.3]  

花茶 #  25 0.98 [0.0093-3.1]  

没发酵茶 # 、 ^  54 0.96 [检测不到 -5 .3]
†
 

玄米茶 (干 )#  16 0.53 [检测不到 -5 .6]
†
 

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  75 0.46 [0.0087-4.4]  

*  数值取至两位有效数字。  

#   干茶叶冲泡的茶  —  在估算茶的高氯酸盐含量时，假设 2 克茶叶每次以 150 毫

升已煮沸的蒸馏水冲泡 5 分钟，经过两次冲泡后，高氯酸盐已完全释放出来。  

^  五个样本是茶粉  —  在估算茶粉冲调的茶的高氯酸盐含量时，假设喝茶人士已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冲茶，并把茶粉全部喝下。  

†
 如样本的高氯酸盐含量低于检测限 (每公斤 1 微克 )，则以检测限值的一半计算

平均含量。   

 

41.   根据观察，茶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偏低 (每公升 0.46 微克至

1.6 微克 )，而且与 2008 年至 2012 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总膳食研究

所发表在茶中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大致相若 11。  

 

茶类饮品  

 

42.  在所有茶类饮品中， “奶茶 ”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最高 (每公升 3.1

微克 )，其次是 “柠檬茶 ”(每公升 1.3 微克 )和 “珍珠奶茶 ”(每公升 0.84 微

克 )，而 “调味茶／茶饮 ”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则最低 (每公升 0.59 微克 )(表

5)。  

 

奶茶  

 

43.  这次研究共抽取 15 个奶茶样本，当中 3 个样本是茶粉，故须按

制造商的说明以水冲调。由于冲调后的奶茶在性质／成分方面与其他即

饮的奶茶饮品大致相同，因此被视为属 “奶茶 ”类别。“奶茶 ”的高氯酸盐含

量介乎每公升 0.49 微克至 8.3 微克之间，整体平均含量为每公升 3.1 微

克。奶茶的高氯酸盐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奶茶含有其他成分，以及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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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所用的茶叶较多所致。 “奶茶 ”的高氯酸盐平均含量虽然是所有茶类

饮品中最高的，但仍较世卫建议每公升食水含不多于 70 微克高氯酸盐的

准则值为低。  

 

表 5 茶类饮品的高氯酸盐含量  

 

每个组别的茶类饮品  样本数目  
高氯酸盐平均含量 *  

(微克∕公升 )  [范围 ]  

奶茶 @  15 3.1 [0.49-8.3]  

柠檬茶  15 1.3 [检测不到 -3 .2]
†
 

珍珠奶茶  10 0.84 [0.51-1.2]  

玄米茶 (饮品 )  4  0 .78 [检测不到 -2 .5]
†
 

调味茶∕茶饮  15 0.59 [检测不到 -1 .8]
†
 

*  数值取 至两位 有效数 字。  

@  所抽取的奶茶样本中有三个样本是茶粉。在估算冲调后的奶茶的高氯酸盐含量

时，假设喝茶人士已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以蒸馏水把茶粉冲调成奶茶，并把茶粉

全部喝下。  

†
 如样本的高氯酸盐含量低于检测限 (每公升 0.1 微克 )，则以检测限值的一半计算

平均含量。  

 

从茶和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  

 

44.  研究结果显示，本港人口 (仅指喝茶人士 )中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

高的市民 (体重 62.24 公斤，喝茶人士人数：经加权处理人数 =3 734 432；

喝茶人士人数：未经加权处理人数 =3 407)，从茶和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

盐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12 微克 (为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

入量的 0.12%)和 0.031 微克 (为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0.31%)。本

港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茶和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的估计分量，与上海

市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于 2016 年就上海市居民从茶叶摄取

高氯酸盐的分量所作的评估相若，当地居民每日从茶叶摄取高氯酸盐的

平均分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12 微克 4 6。  

 

45.  这次研究显示， “半发酵茶 ”和 “奶茶 ”是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茶和

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的两大主要来源，两者合计占总摄入量约 74%。

这两种茶占较高比例的高氯酸盐摄入量，很可能是与两者的食用量大和

高氯酸盐含量相对偏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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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柠檬茶 ”、 “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 “没发酵茶 ”、 “花茶 ”、 “调味

茶／茶饮 ”、“珍珠奶茶 ”、“玄米茶 (饮品 )”合共占高氯酸盐摄入量 26%。市

民从不同组别的茶所摄取的高氯酸盐分量载于表 6 和图 2。   

 

表 6.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不同组别的茶和茶类饮品摄入的高氯酸盐分

量和有关分量占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茶类  

从 膳 食 摄 入 高 氯 酸 盐 的

分量 (微克／每日每公斤

体重 ) 

占 膳 食 摄 入 量 的

百分比 * 

半发酵茶   0 .00474 38.7% 

奶茶  0 .00436 35.6% 

柠檬茶  0 .00129 10.6% 

全发酵茶／后发酵茶  0 .00092 7.6% 

没发酵茶   0 .00078 6.4% 

花茶  0 .00006 0.5% 

调味茶／茶饮  0 .00005 0.4% 

珍珠奶茶  0 .00002 0.2% 

玄米茶  0 .00001 0.1% 

总数  0 .01223 100% 

*  由于四舍 五入的 关系 ，数值相 加未必 等于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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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各个组别的茶所摄入的高氯酸盐占膳食摄入

量的百分比  

 

 

 

47.  这次研究进一步按年龄及性别分析不同人口组别的膳食摄入量，

有关分析载于图 3。对各个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人口组别而言，从茶和茶

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不会对健康构成影响。在所有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

人口组别中，60 至 69 岁男性组别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最高。在这个组别

中，摄入量一般者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15 微克，而摄入量高者则为每日

每公斤体重 0.040 微克。  

 

 

 

 

 

 

 

 

 

半发酵茶

38.7%

奶茶

35.6%

柠檬茶

10.6%

全发酵茶 / 后发

酵茶

7.6%

没发酵茶

6.4%

花茶

0.5%

调味茶 / 茶饮

0.4% 珍珠奶茶

0.2%

玄米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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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人口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

从茶及茶类饮品所摄入的高氯酸盐分量  

 

 

 

研究的局限和不确定性  

 

48.  虽然检测分析的样本数目愈多，对摄入量的估算便愈精确。然而，

碍于资源所限，必须有所取舍。这次研究所检测分析的样本数目有限，仅

占市面上可供本地消费者选购的产品的一小部分，研究只能概略地反映

干茶叶和茶类饮品的高氯酸盐含量。  

 

49.  这次研究假设干茶叶所含的高氯酸盐完全释放到茶汤中，以致高

估了市民从膳食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然而，计及高估这个因素后，研究

仍会得出相近的结论。  

 

结论及建议  

 

50.  这 次 研 究 抽 取 的 干 茶 叶 和 茶 类 饮 品 样 本 大 多 (96%)验 出 高 氯 酸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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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以及各个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人

口组别从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均低于专家委员会订

定的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日每公斤体重 10 微克 )的百分之一。

因此，市民从本地市场出售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摄入高氯酸盐的分量，对

健康构成不良影响的机会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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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来自不同地方的食物样本中高氯酸盐的含量水平  

 

食物  样本数目  

高氯酸盐平均水平  

[范围 ] 

(微克∕公斤或微克∕升 )  

蔬菜  i  

 生菜  372 11.6  

 菠菜  64 111  

 马铃薯  90 4.8  

 西红柿  95 14 

 红萝卜  120 10.5  

 茄子  60 78 

 西兰花  115 19 

 椰菜花  68 7  

 椰菜  31 10 

水果  i  

 苹果  33 0.5  

 葡萄  39 28 

 橙  50 5  

 蜜瓜类  98 19 

其他  

 蔬果汁 i  53 25.8  

 蜜露  i  6  0 .3  

 全麦面粉 i  38 3.5  

 米  i  94 1  

 奶类  i  221 6.8  

 婴儿配方奶粉  (粉末 )  i  20 10 

 鱼和鱼类产品 i  186 资料不详  [0 .32 至 1593] 

 酒类  i  104 6  

 啤酒  i  144 1.04 

 
冲 泡 茶 和 冲 泡 香 草 茶  

(固体 )  i i  
17 56 

 
冲 泡 茶 和 冲 泡 香 草 茶  

(固体 )  i i i  
1193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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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是次研究抽取的干茶叶和茶类饮品样本中  

检测出的高氯酸盐水平  

 

样本分类和细项  
样本数

量  

高氯酸盐平均水平* 

(微克／公斤 )[范围 ] 

高氯酸盐水平中

位数*(微克／  

公斤或微克／升 ) 

干茶叶  

没发酵茶叶  54 140 [检测不到至 790]** 120 

 碧螺春茶叶  5 190 [22 至 310] 230 

 绿茶叶  34 140 [检测不到至 790]** 65 

 龙井茶叶  15 130 [50 至 340] 120 

半发酵茶叶  76 250 [1.2 至 1100] 180 

 茉莉茶叶  20 300 [35 至 1100] 200 

 铁观音茶叶  16 250 [65 至 690] 180 

 寿眉茶叶  10 240 [26 至 650] 220 

 乌龙茶叶  21 220 [19 至 530] 190 

 水仙茶叶  9 190 [1.2 至 760] 120 

全发酵茶叶／后发酵茶叶  75 69 [1.3 至 660] 24 

 六安茶叶  5 190 [52 至 320] 230 

 红茶叶 # 50 64 [1.3 至 660] 5.0 

 普洱茶叶  20 50 [1.7 至 190] 41 

花茶  25 150 [1.4 至 470] 80 

玄米茶  (干 ) 16 79 [检测不到至 840]** 2.6 

茶类饮品  

柠檬茶  15 1.3 [检测不到至 3.2]** 1.4 

调味茶／茶饮  15 0.59 [检测不到至 1.8]** 0.44 

奶茶  15 3.1 [0.49 至 8.3] 2.7 

 奶茶  (粉末 ) 3 19 [5.3 至 30] 23 

 奶茶  (饮品 ) 12 3.4 [0.49 至 8.3] 2.9 

珍珠奶茶  10 0.84 [0.51 至 1.2] 0.81 

玄米茶  (饮品 ) 4 0.78 [检测不到至 2.5]** 0.28 

*  数值取至两位有效数字。  

* *  如样本的高氯酸盐水平低于检测限，则以检测限值的一半计算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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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伯爵茶、英式早餐茶、大吉岭茶、锡兰茶、中国红茶和功夫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