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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柄曲霉素  

  



 

摘要  

 

柄曲霉素是一種霉菌毒素，可由多種真菌產生。柄曲霉素因食物

在貯存時受霉菌污染而形成，不會在田間的農作物出現。一些食物如穀

類、穀類製品、芝士、咖啡豆、香料、堅果和啤酒，都曾發現含有柄曲霉

素。  

 

2 .  動物研究顯示柄曲霉素可引致急性中毒，主要受影響的器官是肝

臟和腎臟。歐洲食物安全局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食

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都認為，柄曲霉素具基因毒性，能引發癌症。國

際癌症研究機構把柄曲霉素列為第 2B 組物質，即可能令人類患癌的物

質。  

 

3 .  柄曲霉素誘發雄性大鼠肝臟血管肉瘤發病率增加 10%的最低基準

劑量可信限下限為每天每公斤體重 0.16 毫克。以這下限計算暴露限值，

可評估人類攝入柄曲霉素的健康風險。暴露限值越低，公眾健康可能受影

響的程度越大。歐洲食物安全局認為，暴露限值如在 10 000 或以上，則

對公眾健康的影響輕微。  

 

4 .  這項研究旨在 ( i )檢測本地市場選定類別食品的柄曲霉素含量；( i i )

估算本港成年人從這些食品攝入柄曲霉素的分量；以及 ( i i i )評估相關的健

康風險。  

 

研究方法  

 

5 .  我們參照在海外研究中發現含柄曲霉素的食物種類，從本地零售

市場採集了 331 個食物樣本進行化驗。這些樣本屬於 12 個食物組別，分

別為 “麪粉 ”、 “早餐麥片 ”、 “乾香料 ”、 “穀類 ”、 “粉麪 ”、 “烘焙食品 ”、 “咖

啡豆 ”、 “澱粉代用品 ”、 “花生及堅果 ”、 “芝士 ”、 “啤酒 ”和 “醃製肉類 ”。  

 

結果  

 

6 .  我們分析上述 331 個樣本後發現，有 32 個 (約 10%)含柄曲霉素，

所屬食物組別為 “麪粉 ” (9 個 )、 “早餐麥片 ” (7 個 )、 “乾香料 ” (6 個 )、 “穀

類 ” (3 個 )、 “粉麪 ”  (3 個 )、 “烘焙食品 ” (3 個 )  和 “咖啡豆 ” (1 個 )。該 32

個樣本中，有 29 個 (約 91%)的柄曲霉素含量少於每公斤 1 微克。至於 “澱

粉代用品 ”、“花生及堅果 ”、“芝士 ”、“啤酒 ”和 “醃製肉類 ”食物組別，所有

食物樣本都沒有發現柄曲霉素。  



 

 

7 .  經評估後發現，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 (第 90 百分位 )的消費者從

這項研究涵蓋的食物組別攝入柄曲霉素的上限，分別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00017 微克和每日每公斤體重 0.00033 微克，暴露限值分別為 940 000

和 480 000。 “粉麪 ”是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主要來源。  

 

結論及建議  

 

8 .  在這次研究收集的樣本中，只有約 10%驗出含柄曲霉素。  

 

9 .  就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消費者而言，他們的暴露限值均遠高

於 10 000。因此，本港成年人從這項研究選取的食物組別中攝入柄曲霉

素的分量，對健康影響不大。  

 

10.  柄曲霉素在食物貯存期間產生。妥善貯存食物，可預防食物中的

真菌滋長，從而降低柄曲霉素污染食物的風險。  

 

  



 

風險評估研究—  

 

食物中的柄曲霉素  

 

 

目的  

 

這項研究旨在 ( i )檢測本地市場選定類別食品的柄曲霉素含量；( i i )

估算本港成年人從這些食品攝入柄曲霉素的分量；以及 ( i i i )評估相關的健

康風險。  

 

背景  

 

2.  柄曲霉素是一種霉菌毒素，為有毒的真菌次生代謝產物。很多真

菌菌屬，例如裸胞殼屬、曲霉菌屬、毛殼菌屬、毛葡孢屬和腐質黴屬，都

能產生柄曲霉素 1、 2。在各種真菌中，主要產生柄曲霉素的是雜色麴菌 1、

2、 3、 4。  

 

3 .  柄曲霉素與黃曲霉毒素的生物合成途徑相同，化學結構相似 1、 5、

6、 7，因此，一般認為兩者的毒性作用 (包括基因毒性和致癌性 )相若 1、 4。

不過，研究顯示，柄曲霉素的毒性較黃曲霉毒素為低 1、 4、 5、 6、 8。  

 

圖 1.  柄曲霉素的化學結構 1  

 

 

4 .  柄曲霉素因食物在貯存時受霉菌污染而造成，不會在田間的農作

物出現 1。人類進食了由真菌產生的柄曲霉素所污染的穀類和穀類製品，

便有可能攝入柄曲霉素。  

 



 

含柄曲霉素的食物  

 

5.  在 2013 年，歐洲食物安全局概列出文獻所載發現含有柄曲霉素

的食物。穀類、穀類製品、芝士、咖啡豆、香料、堅果和啤酒，都曾檢出

含柄曲霉素 1。  

 

6 .  在 2017 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食品添加劑

聯合專家委員會 (下稱 “專家委員會 ”)及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員會 (下稱  

“CCCF”)檢視了全球環境監測系統—— 食品污染監測和評估計劃網絡 (通

稱 GEMS/Food)中穀類和穀類製品的柄曲霉素含量資料。在大麥、蕎麥、

粟米、燕麥、米、黑麥、小麥，以及這些穀類的製品中，有樣本的測試結

果呈陽性，當中高粱麪粉的柄曲霉素含量最高 5、 8。  

 

毒性   

 

動力學及新陳代謝  

 

7 .  有關柄曲霉素的毒物代謝動力學資料不多。動物研究的數據顯

示，以柄曲霉素餵服動物，該物質的吸收量和在動物體內的分布情況，會

受動物的性別和年齡影響。關於柄曲霉素的代謝途徑，文獻至今未有定

論。不過，研究發現，餵服給動物的柄曲霉素，會在未經代謝的情況下排

出，或轉化為羥基化代謝物而隨膽汁或尿液排走 1、 5、 6、 9。  

 

毒性  

 

8 .  動物研究顯示，柄曲霉素的急性口服毒性較低，大鼠的口服半數

致死劑量介乎每公斤體重 120 至 166 毫克，受急性毒性影響的器官主要

是肝臟和腎臟 1、 5。柄曲霉素會導致大鼠、小鼠、猴子和豚鼠肝臟中毒，

隨着劑量增加和攝入期增長，肝細胞壞死和肝出血的發生率會更高。此

外，大鼠及∕或長尾猴攝入柄曲霉素，會引起腎臟透明變性、腎小管壞死

和腎出血 1、 5。  

 

9 .  在實驗動物體外和體內進行的測試均發現，柄曲霉素會引致染色

體受損 1、 5。實驗動物經餵服、腹膜注射、皮下注射或皮膚吸入方式攝入

柄曲霉素，也會致癌。此外，柄曲霉素可導致實驗動物的肝臟出現癌前病

變和惡性病變 (如肝細胞癌、肝臟血管肉瘤 )，並引致棕色脂肪組織血管肉

瘤及肺腺瘤，偶然亦會影響其他器官 1、 5、 6。   

 



 

10.  歐洲食物安全局和專家委員會都認為柄曲霉素具基因毒性，能引

發癌症。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把柄曲霉素列為第 2B 組物質，即可能令人類

患癌的物質 1 0。  

 

安全參考值  

 

11.  由於不建議就柄曲霉素的致癌性和基因毒性訂定可容忍攝入量，

這項研究未有釐定相關的健康參考值，而是以暴露限值法評估人類攝入

柄曲霉素的健康風險 1、 5、 7、 8。   

 

12.  柄曲霉素誘發雄性大鼠肝臟血管肉瘤發病率增加 10%的最低基準

劑量可信限下限 (最低基準劑量可信限下限 )為每天每公斤體重 0.16 毫克。

專家委員會在 2017 年以此下限作為分離點，按暴露限值法評估含柄曲霉

素食物的安全問題 5。一般而言，暴露限值如在 10 000 或以上，則對公眾

健康的影響輕微。  

 

規管  

 

13.  食品法典委員會及其他司法管轄區 (如美國、歐洲聯盟、澳洲、新

西蘭和內地 )並沒有就食物中柄曲霉素含量訂立任何標準。  

 

14.  不過，食品法典委員會已制定《預防和減少穀類中霉菌毒素污染

的操作規範》，旨在提供統一的指引，以便各國控制和處理不同霉菌毒素

造成的食物污染問題 1 1。  

 

15.  香港並無特定法例規管食物中的柄曲霉素，但《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例》 (第 132 章 )規定，所有市面上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  

 

研究範圍  

 

16.  我們根據海外研究發現含柄曲霉素的食品中，選取了一些食物進

行分析，以估算本港成年人的柄曲霉素膳食攝入量。選取的食品分屬 12

個食物組別，包括 “麪粉 ”、 “早餐麥片 ”、 “乾香料 ”、 “穀類 ”、 “粉麪 ”、 “烘

焙食品 ”、“咖啡豆 ”、“澱粉代用品 ”、“花生及堅果 ”、“芝士 ”、“啤酒 ”和 “醃

製肉類 ”。  

 



 

研究方法及化驗分析  

 
研究方法  

 

17.  這次研究於 2018 年 6 月至 9 月進行，其間我們在本地的不同零

售點 (如超級市場、街市、雜貨店、麪包店和咖啡店 )收集食物樣本作化驗

分析，有關食品載列於附錄  I。除八種麪粉 (即粘米粉、小麥麪粉、玉米粉、

蕎麥粉、糯米粉、黑麥粉、高粱麪粉和麪粉混合料 )外，其餘食物樣本均

處理至食用狀態，然後分析當中的柄曲霉素含量。化驗分析的結果，會與

2005 年至 2007 年香港市民食物消費量調查所得不同人口組別的食物消

費量資料合併處理，從而計算本港成年人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分量。  

 

 我們利用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內部研發，名為 “攝入量評估系

統 ”的網絡電腦系統，評估膳食攝入量。是項研究分別以膳食攝入量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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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暴露限值，則是把最低基準劑量可信限下限 (即每天公斤體重 0.16 毫

克 )除以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估計分量而得出。  

 

化驗分析  

 

18.  柄曲霉素的化驗分析工作，由食安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驗所負責進

行。所有樣本經逐一化驗，以測定柄曲霉素含量。  

 

19.  食安中心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譜質譜聯用儀，分析食物樣本的柄曲

霉素含量。化驗人員在樣本中添加乙腈溶液，振搖萃取後，以免疫親和柱

去除樣本萃取物的雜質。淨化後的樣本溶液經濃縮後，再以儀器進行分

析。固體樣本和液體樣本的柄曲霉素檢測限，分別為每公斤 0.05 微克和

每公斤 0.005 微克。  

 

分析值低於檢測限的處理方法  

 

20.  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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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作零；至於含量上限，低於檢測限的結果

全部換作檢測限值。這種以下限值和上限值處理數據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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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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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及討論  

 

柄曲霉素含量  

 

21.  經分析後發現，331 個樣本中有 32 個 (約 10%)含柄曲霉素，即 299

個樣本 (約 90%)不含柄曲霉素。  

 

22.  上述 32 個樣本中，超過三分之二 (即 22 個或約 69%)來自 “麪粉 ”(9

個 )、 “早餐麥片 ”(7 個 )及 “乾香料 ”(6 個 )食物組別。其他含柄曲霉素的食

物樣本，分別屬 “穀類 ”(3 個 )、 “粉麪 ”(3 個 )、 “烘焙食品 ”(3 個 )及 “咖啡

豆 ”(1 個 )。在 “澱粉代用品 ”、 “花生及堅果 ”、 “芝士 ”、 “啤酒 ”和 “醃製肉

類 ”食物組別中，所有樣本都檢測不到柄曲霉素。  

 

23.  該 32 個樣本中有 29 個 (約 91%)的柄曲霉素含量少於每公斤 1 微

克。各類食物樣本的柄曲霉素平均含量載於附錄 I。  

 

24.  各食物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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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每公斤 0.0051 微克至 5.0 微克 (上限 )之間，詳見表 1。  

 

表 1.  各食物組別的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組別  樣本  

數目  

低於檢測

限的樣本

所佔百分

比 (%) 

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範圍 ] * 

下限  上限  

麪粉  44 80 4.9 [0-210] 5.0 [0.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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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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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麥片  48 85 0.022 [0-0.21] 0.064 [0.05-0.21] 

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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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澱粉代用品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花生及堅果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芝士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啤酒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醃製肉類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總數  331 90     

*取至兩位有效數字。  



 

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分量  

 

25.  表 2 載列本港市民從這項研究涵蓋的食品攝入柄曲霉素的估計分

量，以及相應的暴露限值。膳食攝入量是按柄曲霉素含量的下限和上限估

算出來。就攝入量一般的消費者而言，其估計膳食攝入量介乎每日每公斤

體重 0.000012 微克至 0.00017 微克之間；至於攝入量高的消費者，則介

乎每日每公斤體重 0.000025 微克至 0.00033 微克之間。柄曲霉素的最低

基準劑量可信限下限為每天每公斤體重 0.16 毫克  ，以此下限計算暴露

限值，攝入量一般的消費者，其暴露限值在 13 000 000 至 940 000 之間

(下限至上限 )；而攝入量高的消費者，其暴露限值則在 6 400 000 至

480 000 之間 (下限至上限 )。兩者的暴露限值均遠高於 10 000，顯示對公

眾健康的影響輕微。  

 

表 2.  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分量及相應的暴露限值  

 

 攝入量一般的消費者  攝入量高的消費者  

膳食攝入量 (微克∕

每日每公斤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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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一步按年齡及性別，分析各個人口組別從膳食攝入柄曲霉

素的分量，結果載於表 3。不論是攝入量一般或攝入量高的消費者，其暴

露限值均遠高於 10 000，顯示柄曲霉素對各個年齡及性別組別市民的健

康的影響不大。  

 

表 3.  按年齡及性別組別列出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分量  

 

年齡及性別組別  

膳食攝入量  (微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 

攝入量一般的消費者  

(下限至上限 ) 

攝入量高的消費者  

(下限至上限 ) 

20 至 29 歲男性  0.000013 – 0.00015 0.000032 – 0.00032 

20 至 29 歲女性  0.000017 – 0.00019 0.000049 – 0.00037 

30 至 39 歲男性  0.000012 – 0.00015 0.000033 – 0.00029 

30 至 39 歲女性  0.000016 – 0.00019 0.000044 – 0.00036 

40 至 49 歲男性  0.0000091 – 0.00015 0.000014 – 0.00030 

40 至 49 歲女性  0.000014 – 0.00018 0.000037 – 0.00037 



 

50 至 59 歲男性  0.000010 – 0.00016 0.000015 – 0.00034 

50 至 59 歲女性  0.000011 – 0.00017 0.000019 – 0.00032 

60 至 69 歲男性  0.0000086 – 0.00015 0.000013 – 0.00031 

60 至 69 歲女性  0.0000095 – 0.00017 0.000018 – 0.00034 

70 至 84 歲男性  0.0000069 – 0.00014 0.000012 – 0.00030 

70 至 84 歲女性  0.0000094 – 0.00016 0.000019 – 0.00033 

 

主要膳食來源  

 

27.  攝入量一般的本地成年人從各食物組別攝入柄曲霉素佔整體膳

食攝入量估計下限的百分比，載於表 4 和圖 2。從個別食物組別攝入柄曲

霉素佔整體攝入量的實際比重，宜以下限方式表達，原因是下限不受某些

食物組別有多個樣本低於檢測限的影響。  

 

表 4.  就不同食物組別而言，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  

平均分量及佔膳食攝入量的百分比  

 

食品  
膳食攝入量  

(微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  
佔膳食攝入量的百分比 * 

粉麪  0 .0000051 42.5% 

烘焙食品  0 .0000032 26.7% 

早餐麥片  0 .0000022 18.3% 

乾香料  0 .0000012 10.0% 

麪粉  0 .00000022 1.8% 

穀類  0 .00000013 1.1% 

咖啡豆  0 .000000034 0.3% 

澱粉代用品  不適用  不適用  

花生及堅果  不適用  不適用  

芝士  不適用  不適用  

啤酒  不適用  不適用  

醃製肉類  不適用  不適用  

總數  0.000012 100% 

 *由於四捨五入，數值相加未必等於總和。  

 



 

圖 2.  就整體膳食攝入量下限而言，各食物組別佔本港成年人攝入柄曲霉

素的比重  

 
 

28.  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 “粉麪 ”是本港市民攝入柄曲霉素的主要膳

食來源，佔總攝入量的 42.2%(即每日每公斤體重 0.0000051 微克的下限 )，

這是因為本港成年人食用較多 “粉麪 ”食品所致。  

 

與外國研究結果比較  

 

29. 有關食物中柄曲霉素含量的資料不多，國際上發表的相關膳食攝

入量評估研究並不多見 1、 5。在 2017 年，專家委員會進行了首個膳食攝

入量的評估研究，根據從非洲、美洲、東地中海、歐洲和西太平洋區域 (世

界衞生組織五大區域 )取得的食物消費量及食物中污染物含量數據，計算

這些區域的柄曲霉素暴露限值 (表 5)。結果顯示，除非洲外，其他區域的

暴露限值均在 10 000 以上，而在非洲，當地人的主要食用作物高粱普遍

受到柄曲霉素污染 5。比較這項研究與專家委員會的研究結果，本港市民

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分量遠遠為低。  

 

麪粉 

麪粉 

乾香料 



 

表 5：國際間柄曲霉素膳食攝入量和暴露限值的比較  

 

  非洲  

區域  

美洲  

區域  

東地中海  

區域  

歐洲  

區域  

西太平洋

區域  

香港  

平均攝入量

(微克∕每日

每公斤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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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不適用  13 000 000 

上限  9 400 25 000 46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940 000 

高攝入量  

(微克∕每日

每公斤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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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不適用  6 400 000 

上限  4 700 12 000 23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480 000 

 

研究的不確定因素和局限  

 

30. 雖然檢測分析的樣本愈多，對攝入量的估算便愈精確，但礙於資

源有限，化驗工作必須有所取捨，因此，這次研究只選取一些據報較大機

會含柄曲霉素的食物作為樣本。此外，研究的結果只能概略反映本地某些

食物在某一時間的柄曲霉素含量。  

 

31. 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進行的香港市民食物消費量調查，是以非連

續兩天 24 小時膳食問卷方式，收集本港市民食物消費量的資料。某些較

少人食用的食品，或因受訪者不曾食用而未有納入調查。這項研究在估算

柄曲霉素膳食攝入量時，並無計算沒有食物消費量數據的食物樣本，包括

蕎麥、玉米粉、高粱麪粉、蕎麥粉和麪粉混合料。然而，鑑於未有納入調

查的食品為副食品，市民從該等食物攝入柄曲霉素佔整體攝入量的比重

應屬偏低。  

 

結論及建議  

 

32. 這次研究收集的樣本，只有約 10%(331 個樣本中佔 32 個 )驗出含

柄曲霉素，大多 (即 29 個樣本或約 91%)含量少於每公斤 1 微克。 “粉麪 ”

是本港市民從膳食攝入柄曲霉素的主要來源。  



 

 

33. 就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消費者而言，他們的柄曲霉素暴露限

值分別介乎 13 000 000 至 940 000 之間 (下限至上限 )和 6 400 000 至

480 000 之間 (下限至上限 )，暴露限值高於 10 000，顯示對本港成年人的

健康影響輕微。  

 

34.  柄曲霉素在食物貯存期間產生，因此，業界和消費者應着重在農

作物收獲後採取的防控措施。妥善貯存食物，例如在陰涼乾燥的地方，可

預防食物中的真菌滋長，從而降低柄曲霉素污染食物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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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從研究收集所得的食物樣本檢測到的  

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  樣本  

數目  

低於檢測限

的樣本所佔

百分比 (%)  

柄曲霉素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範圍 ]* 

下限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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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糙米  6 

紅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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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麥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大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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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米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高粱  3 

黑麥  1 

麪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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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麥麪粉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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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蕎麥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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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麥麪粉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高粱麪粉 #  2 50 1.5 [0-3.0] 1.5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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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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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麪食製品∕意大利粉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日本麪條  12 75 0.093 [0-0.74] 0.13 [0.05-0.74] 

米粉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餃子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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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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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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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及其他酥皮食品  1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早餐穀類食品  48 85 0.022 [0-0.21] 0.064 [0.05-0.21] 

粟米片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麥皮∕燕麥片  12 92 0.0083 [0-0.1] 0.054 [0.05-0.1] 

雜錦果麥  12 92 0.0078 [0-0.094] 0.054 [0.05-0.094] 

其他早餐穀類食品  12 67 0.070 [0-0.21] 0.099 [0..05-0.21] 

澱粉代用品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粟粉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澄麪粉  6 

花生及堅果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芝士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乾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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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啤酒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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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製肉類  1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中式醃製肉類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西式醃製肉類  6 

* 取至兩位有效數字。  

# 香港市民食物消費量調查並無該等食品的相應消費量數據，因此，這次研究在評估膳

食攝入量時，沒有計及該等食品的化驗分析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