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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報 告 書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發 表。未 經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書 面 許

可 ， 不 得 翻 印 、 審 訂 或 摘 錄 或 於 其 他 刊 物 或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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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麥 角 生 物 鹼 (簡 稱 麥 角 鹼 )是 霉 菌 毒 素，主 要 由 麥 角 菌 屬 真 菌 產 生。

這 類 真 菌 會 感 染 某 些 穀 類 農 作 物，例 如 黑 麥、小 黑 麥、小 麥、大 麥、小 米

和 燕 麥。真 菌 感 染 這 些 穀 物 時，會 佔 據 子 房，取 代 發 育 中 的 穀 粒 或 種 子，

結 成 含 生 物 鹼 的 菌 核，稱 為 麥 角。麥 角 鹼 主 要 來 自 麥 角。如 收 割 時 穀 物 帶

有 麥 角 ， 該 穀 物 及 其 所 製 成 的 食 品 也 可 能 受 麥 角 鹼 污 染 。  

 

2 .  中 世 紀 時 ， 歐 洲 很 多 人 因 食 用 了 受 麥 角 鹼 污 染 的 穀 物 、 麫 粉 或 麫

包 而 中 毒 。 患 者 血 管 收 縮 ， 感 到 劇 痛 ， 其 後 會 因 壞 疽 以 致 失 去 手 指 、 手 、

腳，甚 至 四 肢。這 類 病 例 今 天 已 很 少 見，主 要 因 為 在 去 除 穀 物 雜 質 和 磨 穀

過 程 中，大 部 分 麥 角 已 被 清 除，故 殘 留 在 穀 物 及 其 所 製 成 的 穀 類 食 品 中 的

生 物 鹼 含 量 極 低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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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21 年把膳 食 中總麥 角 鹼 的 組 別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定為每公斤體

重 0.4 微克。  

 

4 .  這次研 究 的 目 的 是 ( i )檢測本地食 物 中 的 麥 角 鹼 含 量；( i i )估算本 港

成 年 人 從 這 些 食 物 中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以 及 ( i i i )評 估相關的 健 康 風 險 。 

 

5 .  不同的海外 研 究均指 出 ， 消 費 者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麥 角 鹼 ， 主 要 來 自

穀 物 和 穀 類 食 品 (特 別 是 含 黑 麥 食 品 )。是次研 究 集 中對一些 報 稱 較 有 可 能

含 麥 角 鹼 的 食 物進行 分 析 ，共收 集 了 339 個樣 本 ，涵蓋八個食 物 組 別 ，

分 別 為 “穀 類 ”、 “麫 粉 及澱粉 ”、 “未 經烹調的乾粉 麫 ”、 “未 經烹調的濕粉

麫 ”、 “麫 包 ”、 “早餐穀 類 食 品 ”、 “其 他烘焙製 品 ”及 “穀 類飲品 ”。  

 

6 .  約 79%(267 個 )樣 本沒有 驗 出 麥 角 鹼。在 驗 出 麥 角 鹼 的 樣 本 (72 個，

佔 樣 本總數 21%)中 ， 麥 角 鹼 的總含 量介乎每公斤 0.54 至 6.5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與每公斤 1 200 微克之間。 研 究 結 果顯示， “早餐穀 類 食 品 ”和 “麫

包 ”這兩個組 別 的 麥 角 鹼 含 量 較高，平均總含 量 分 別 為每公斤 30 至 35 微

克 (下限 和上限 )和每公斤 12 至 16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 這項研 究測出 的 麥

角 鹼平均總含 量 ，一般較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在 2017 年公布的水平為 低 。  

 

7 .  這次研 究 發現， 本 港 攝 入 量一般的 成 年 人 從 膳 食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018 至 0.076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即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 的 4.4%至 19%)， 而 攝 入 量高 (第 90 百分位 )的 成 年 人則為每日每公

斤體重 0.036 至 0.12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  (即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 的 9.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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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這 結 果顯示， 攝 入 量一般和 攝 入 量高的 成 年 人都不 大 可 能 因 攝 入

麥 角 鹼 而影響健 康。與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在 2017 年公布的 歐 洲 成 年 人 麥 角

鹼 的平均膳 食 攝 入 量 比 較 ， 這項研 究 估算的 本 港 成 年 人平均膳 食 攝 入 量

屬 低 。  

 

8 .  就成 年 人 的 麥 角 鹼 估 計 膳 食 攝 入 量 而言，市民應遵從基本 的 健 康

飲食 建 議 ，保持均衡和 多元化 的飲食 。  

 

9 .  業界 (例 如 農民、飼料 生 產商、 食 物 製造商 )應遵循食 品 法典委員

會 的《預防並減少 穀 類 中 霉 菌 毒 素 污 染操作 規 範》，減少 食 物 中 的 麥 角 鹼

含 量，例 如利用 分離技術去 除 穀 物 的 雜 質，以 清 除 麥 角 和 殘 留 在 穀 物 表 面

上的 麥 角微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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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研究  

 

食食食食物中物中物中物中的的的的麥麥麥麥角角角角生物生物生物生物鹼鹼鹼鹼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轄下的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食 安 中 心 )在 2019 至 2021 年

間對食 物 中 的 麥 角 生 物 鹼 (簡 稱 麥 角 鹼 )進行 了一項風 險 評 估 研 究，以便了

解香 港各種 食 物 含 麥 角 鹼 的情況和 含 量 ， 從 而 估算本 港 成 年 人 從 膳 食 中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並評 估相關的潛在 健 康 風 險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麥 角 鹼 是存在 於 自然界的 霉 菌 毒 素 ， 由 數 種 麥 角 菌 屬 真 菌 (例 如紫

色麥 角 菌 、非洲 麥 角 菌 、梭狀麥 角 菌 、高梁麥 角 菌等 )產 生 。 在 歐 洲 ，最

普遍的 麥 角 菌 屬 品 種 為紫色麥 角 菌 1。 這 類 真 菌 大 多 感 染 穀 物 和野草 2。

真 菌 菌絲入侵草本植物 (宿主 )的胚珠，再佔 據整個子 房。有 報 告 指，子 房

是草本植物唯一會 受 感 染 的器官 3、4。 真 菌 取 代 發 育 中 的 穀 粒 或 種 子 ， 結

成 含 生 物 鹼 的 菌 核 a。 這 些 菌 核呈深色和 香蕉狀， 從穗上正常穀 粒位置向

外突出 。 麥 角 菌 屬 真 菌 的 菌 核 稱 為 麥 角 5。  

 

3 .  麥 角 鹼 主 要 來 自 麥 角 6。如 收 割 時 穀 物 帶 有 麥 角，該 穀 物 及 其 所 製

成 的 穀 類 食 品 也 可 能 受 麥 角 鹼 污 染。麥 角 病 是嚴重的 穀 物疾病，可對種植

者造成重大 經濟損失 7。受影響的 穀 物 主 要 有 黑 麥 和 小 黑 麥 (紫色麥 角 菌 )、

高粱 (非洲 麥 角 菌 、高粱麥 角 菌 )及珍珠粟 (梭狀麥 角 菌 )。 在春季， 由 於潮

濕和陰涼的 天氣為 時 較長，小 麥 和 大 麥 也 可 能 受 到影響 8。開放授粉 的 作

物 (例 如 黑 麥 和 小 黑 麥 )可讓真 菌孢子輕易進入開放中 的花頭，故亦會 較易

受 到 感 染 9、 1 0。 有 別 於 其 他 因 作 物 在 收 割 後貯存期間腐壞 而 產 生 的 霉 菌

毒 素 ， 麥 角只會 在 收 割前產 生 ，貯存期間麥 角 鹼 的 含 量相對穩定 1 0。  

 

  

                                                      
a
  菌核是硬化了的真菌菌絲體，其結構緊密，貯有養分，功能之一是讓真菌抵禦極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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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 世 紀 時，歐 洲 很 多 人 因進食 受 麥 角 鹼 污 染 的 穀 物、麫 粉 或 麫 包 而

中 毒，爆發 了 有 “聖火 ”或 “聖安東尼之火 ”(因 患 者 四 肢 有燒灼感 而 得名 )之

稱 的嚴重疫症。有 報 告 指 出，聖安東尼之火是 中 世 紀 至二十世 紀 人 類史上

的 主 要 食 物傳播疾病 。 在八至十六世 紀期間錄 得超過 100 次大爆發 ，每

次多達 40 000 人死亡。到 了二十世 紀，這疫症曾多次在 歐 洲 和非洲爆發，

造成無數 人死亡 1 1。患 者 血 管 收 縮，感 到 劇 痛，其 後 會 因 壞 疽 以 致 失 去 手

指 、 手 、 腳 ， 甚 至 四 肢 2。 這 種 病狀現稱 為 麥 角 中 毒 5、 1 1， 病 例 在 今 天 已

非常罕見 ， 主 要 因 為 在 去 除 穀 物 雜 質 和 磨 穀 過 程 中 ， 大 部 分 麥 角 已 被 清

除 ， 故 殘 留 在 穀 物 及 其 所 製 成 的 食 品 中 的 生 物 鹼 含 量 極 低 1 2。  

 

5 .  過 去十年間，加拿大 1 3、英國 1 4、 1 5、 1 6 和 歐 洲 聯盟 (歐盟 ) 1、 5、 6 等

地方曾就食 物 中 的 麥 角 鹼進行 研 究 。 除 穀 類 農 作 物 (例 如 黑 麥 、 小 麥 、 大

麥、裂穀 小 麥、燕 麥 及 其 研 磨 食 品 )外，這 些 研 究 也涵蓋某 些 穀 類副產 品，

包括麫 包 、早餐穀 類 食 品 、 未 經烹調的濕粉 麫 、餅乾和精製烘焙食 品 。 這

些 研 究顯示，在 黑 麥 和 黑 麥 食 品 驗 出 的 麥 角 鹼 含 量，一般較 其 他 穀 物 及 其

所 製 成 的 食 品 為高。  

 

6 .  沒有 報 告顯示麥 角 鹼 會 轉移至動物源性 食 品 1 7。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2017 年 的 報 告 指 出，在家禽、奶類 及奶類 食 品 和 其 他植物源性 食 品 (例 如

水果、蔬菜、木本堅果、香 料等 )的 樣 本 中，麥 角 鹼 的 含 量 少 得無法 量 化 1。 

 

7 .  麥 角 鹼 不太耐熱。 有 研 究 指烘焙或 其 他烹煮過 程 會降低 食 品 中 的

麥 角 鹼 含 量 12、18。此外，烹煮後 的 麫條或意大利粉，麥 角 鹼 的 含 量亦有下

降， 這 可 能 是 麥 角 鹼流失 到烹煮用 的水所 致 5。  

 

8 .  有 些措施可降低 穀 類 食 品 中 麥 角 鹼 的 含 量 。 由 於 麥 角 鹼 主 要 來 自

麥 角，因此在 穀 物加工的早期過 程 中，採 用篩選和 其 他 去 除 穀 物 雜 質 的 方

法 ， 可 大 大降低 其 後 製 成 的 穀 類 製 品 中 麥 角 鹼 的 含 量 8。 不 過 ，即使除 去

菌 核 ，仍有 可 能 在 穀 物 樣 本檢測到 生 物 鹼 6、19。 麥 角 的 結 構 比 穀 粒鬆散，

含 較 多油脂，密度亦較 低。穀 物 如 帶 有 麥 角，在運送時 穀 粒 與 菌 核互相磨

擦，很 可 能 會 釋 出非常細小 的 麥 角微粒。磨擦後脫落的 物 質具高度黏性，

會黏附 於 穀 物 表 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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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結構的結構的結構的結構  

 

9.  大部分存在於自然界的麥角鹼都呈麥角靈四環結構，第 6 位是一

顆氮原子 (圖 1)。在許多麥角鹼中，這顆氮原子會被甲基化，在 C8 位會

被取代基取代，並在 C8 與 C9 或 C9 與 C10 之間形成雙鍵 2、5。  

 

 

 

 

 

 

 圖 1：麥角靈的環狀結構，包括各環的編號和排列  

 

10.  在 C9 與 C10 之間帶有雙鍵的麥角鹼 (稱為麥角烯 )會在 C8 的對稱

中心進行差向異構作用，形成兩種差向異構體，分別稱為麥角肽生物鹼

(ergopeptines，以後綴 - ine標示 )和異麥角肽生物鹼 (ergopeptinines，以後綴 - inine

標示 )。這些差向異構體的生物和物理化學特性並不相同。 - ines 異構體具

生物活性，而 - inines異構體則不然。兩者在天然環境中受污染的樣本中都

可找到。- ine異構體在水溶液中會快速轉化為 - inine異構體，而這過程可在

某些水溶劑和有機溶劑中逆轉 (圖 2)2、5。  

 

 

(- ine結構 )                        ( - inine結構 )  

   圖 2：在C9 = C10帶雙鍵的麥角鹼易在C-8的對稱中心進行差向異構作用。  

 

11.  麥角菌屬真菌產生的麥角鹼，最常見有麥角新鹼、麥角胺、麥角

辛、麥角克鹼、麥角隱亭和麥角柯寧鹼。這些生物鹼的數量和結構視乎

真菌種類、宿主植物、菌核成熟度、地理區域及當時的天氣情況而有所

不同 2、 8、 9、 2 0。舉例來說，陰涼的天氣 (特別是有助延長開花期的陰涼潮

濕環境 )有利麥角菌感染。對於各類黑麥品種，是否易受感染與花粉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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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有關 4、 1 0。花粉 釋放量高會增加受精機會，縮短開花期，以 致難以 受 到

麥 角孢子影響。此外，麥 角 鹼 的 多寡，也 可 能 因 穀 物 的批次或 收 成 年份不

同而 有 分 別 1 0、 1 4。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的的的毒性毒性毒性毒性   

 

12.  麥 角引致 人 類 中 毒 的情況稱 為 麥 角 中 毒 。 麥 角 中 毒徵狀分 壞 疽型

(例 如皮膚痕癢灼熱、 因 壞 疽 失 去 手∕腳 )和驚厥型 (例 如 出現幻覺、神志

不 清 、 有狀似癲癇的抽搐動作 )兩種  8、 2 1。 有 報 告 指 ，儘管 過往也曾數次

錄 得 出現混合徵狀的疫情，但在 麥 角 中 毒 的疫情中，患 者 通常只出現壞 疽

型或驚厥型的徵狀  22。  

 

動力學和新陳代謝  

 

13.  有關麥 角 鹼 的 毒 物動力學資 料 不 多 ， 主 要 局 限 於藥用 的 麥 角 鹼 (例

如 麥 角新鹼 和 麥 角胺 )。    

 

14.  現有文獻指 出 ， 麥 角 鹼 由胃腸道吸收 後 ， 會 經 血漿分布至周圍 組

織，並在氧化 作 用下進行 生 物 轉 化 (主 要 通 過細胞色素 P450 3A4 酶進行 )。

某 些 麥 角 鹼 (例 如 麥 角新鹼 )其 後 可 與葡萄糖醛酸結 合 5。 麥 角 鹼 主 要隨動

物 (反芻動物 除 外 )的膽汁排出 5、 2 3。  

 

急性中毒  

 

15.  經進食 攝 入 小 量 麥 角 鹼，可引致急性 中 毒症狀，例 如嘔吐、痙攣、

頭痛、心 血 管問題 (高血壓或 心律不正等 )和 中樞神經系統功能 失常。人體

數 據顯示，即使攝 入 小 量 麥 角 鹼 ， 也 可令子宮收 縮 ，引致 子宮出 血 和流

產 。 攝 入 大 量 麥 角 鹼 會 出現急性 中 毒症狀， 例 如 血 管 收 縮 (尤其 會使心肌

血 管 收 縮 ， 也 可使腎臟和 四 肢 的 血 管 收 縮 )，引致循環系統疾病 。 除 這 些

症狀外，患 者 可 能 會 有幻覺、痙攣、感覺受損和癱瘓，甚 至呼吸或 心跳驟

停，然後死亡 6。短暫攝 入亞致死分 量 的 麥 角 鹼 ， 會 出現神經 中 毒症狀，

包括煩躁、瞳孔縮 小 或放大 、肌肉無力、震顫和僵直。  

 

發育毒性和生殖毒性   

 

16.  從觀察使用 某 些 麥 角 鹼 作藥物 的 有效成 分 會對人體產 生 不良反

應， 或進食 麥 角 含 量高的 穀 類 食 品令人 不適得知 6，長期攝 入 麥 角 鹼 ，即

使分 量 不 多，也 可影響生 育 (例 如流產、嬰兒出 生 時體重較輕和泌乳不足 )，



 

- 8 - 

而長期經進食 攝 入 大 量 麥 角 鹼 ，則會 出現與短暫攝 入 大 量 麥 角 鹼 類似的

症狀 6。  

 

基因毒性和致癌性  

 

17.  國際癌症研 究機構沒有就麥 角 鹼 的 致癌性 作 出歸類 。  

 

18.  就基因 毒 性 方 面 ， 除 麥 角胺外 ， 研 究 自然界的 麥 角 鹼 的工作並不

多。體外測試没有 發現麥 角胺引致基因突變。早期研 究進行 的體外 和體內

測試顯示，麥 角胺某 程度上會令染色體受損。然而，體內測試的 結 果顯示

染色體受損程度輕微，而且並不一致。對於 被餵服原麥 角 或 麥 角 毒 素 的 大

鼠出現腫瘤，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根據現有 的 麥 角 鹼基因 毒 性 和 致癌性 資 料，

認為 這 與非基因 毒 性 致癌機理有關 5。  

 

健康參考值健康參考值健康參考值健康參考值  

 

19.  在 2012 年，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把總麥 角 鹼 (麥 角新鹼、麥 角辛、麥 角

柯寧鹼 、 麥 角胺、 麥 角克鹼 、 麥 角隱亭 (α-異構體和 β -異構體 )及 其相應 -

inine (S)-差向異構體 )的 組 別急性參考劑量定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1 微克，

組 別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定為每公斤體重 0.6 微克。 由 於現有 數 據 未 能釐

定麥 角 鹼 的相對毒 性 ， 故假設所 有 麥 角 鹼都具同等相對毒 性 5。  

 

20.  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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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委員會 )評 估 麥 角 鹼 的 毒 性，認為現有 數 據 不足以確定

不同麥 角 鹼 的 毒 性當量因 子。因此，認為 以 麥 角 鹼 的總含 量 訂定組 別急性

參考劑量和 組 別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是恰當的做法。專家委員會遂把膳 食

中總麥 角 鹼 的 組 別急性參考劑量和 組 別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同樣定為每日

每公斤體重 0.4 微克 2 4。  

 

規管規管規管規管  

 

21.  在 2017 年 ， 食 品 污 染 物 法典委員會修訂 了《預防並減少 穀 類 中 霉

菌 毒 素 污 染操作 規 範》 (《操作 規 範》 )，加入 附 件 ，就減少 穀 物 受 麥 角 菌

屬 真 菌 感 染 及 麥 角䶨污 染 ，向農民和 食 品 製造商作 出良好農 業 和 生 產 規

範 的 建 議 25。  

 

22.  食 品 法典委員會 26、27、 歐盟 28、美國 29、30、31、加拿大 32、澳洲 與新

西蘭 33， 以 及 中 國 內地 34都有就某 些 穀 物 的 麥 角 菌 核 含 量 訂定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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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 港沒有 特定法 例 規 管 食 物 中 的 麥 角䶨。然而 ，《公眾衞 生 及市政

條例》 (第 132 章 )規定， 所 有 在 香 港 出售的 食 物 ，必須適宜供人 食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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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24.  專家委員會將麥 角 鹼納入 2017 至 2019 年間須 評 估 污 染 物 的優先

名單內。食 安 中 心 作 為 世界衞 生 組 織 的 食 物 中 化學物 風 險 分 析 合 作 中 心，

認為 有必要進行 研 究，檢測本地食 物 中 麥 角 鹼 的 含 量，從 而 評 估對市民構

成 的潛在 健 康 風 險 。  

 

25.  這次研 究 集 中 分 析 本地市面一些 報 稱 較 有 可 能 含 麥 角 鹼 的 食 物。這

些 食 物 分 屬 “穀 類 ”、 “麫 粉 及澱粉 ”、 “麫 包 ”、 “早餐穀 類 食 品 ”、 “未 經烹調

的乾粉 麫 ”、“未 經烹調的濕粉 麫 ”、“其 他烘焙製 品 ”及 “穀 類飲品 ”八個組 別。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採集採集採集採集樣樣樣樣本本本本  

 

26.  這項研 究選取 本 港市面上多 種 穀 類 食 品進行 化 驗 分 析 。我們從文

獻所 載 在曾發現含 麥 角 鹼 的 食 物 組 別 中 合共收 集 了 339 個樣 本 。 這 些 食

物 樣 本 是 在 2019 年 6 月 至 9 月期間從麪包店、超級市場、 食肆、咖啡店

等不同零售點 (包括濕貨街市內 的零售點 )購買的 。  

 

化驗分析化驗分析化驗分析化驗分析  

 

27.  化 驗 分 析工作 由 食 安 中 心 的 食 物 研 究 化 驗 所負責進行 。 收 集 的 樣

本送往食 物 研 究 化 驗 所 後逐一化 驗，以測定麥 角 鹼 的 含 量。檢測的 物 質 包

括以下 12 種 麥 角 鹼：麥 角克鹼、麥 角胺、麥 角隱亭 b、麥 角新鹼、麥 角辛、

麥 角柯寧鹼 ， 以 及 這六種 生 物 鹼 的 - inine異構體。  

 

28.  化 驗 人員在每個樣 本添加乙腈和碳酸銨溶液的混合 物進行萃取 ，

並以 MycoSep®麥 角淨化柱去 除 樣 本萃取 物 的 雜 質，再以超高效液相色譜

質譜聯 用儀測定樣 本 的 麥 角 鹼 的 含 量。全 部 12 種 麥 角 鹼 的檢測限均為每

公斤 0.5 微克，定量 限則為每公斤 2 微克。  

 

  

                                                      
b  分開化驗 α -麥角隱亭和 β -麥角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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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闡釋數據闡釋數據闡釋數據闡釋  

 

29.  每個樣 本 的 麥 角 鹼總含 量 ， 以 該 樣 本檢測到 的 全 部 12 種 麥 角 鹼

含 量總和 計算。如 樣 本 中 有 部 分 甚 或 全 部 麥 角 鹼 的 含 量 低 於檢測限 (即 “檢

測不 到 ”)，意味有關檢測結 果 的 真正數 值實際上可 能 處 於零至檢測限 值之

間。在 這情況下，我們會使用《食 品 中 化學物 風 險 評 估原則和 方 法》建 議

的 取 代 法 (即採 用下限 值 和上限 值 的 方式 )來 表示 “檢測不 到 ”的 結 果 35。在

計算每個樣 本 的 麥 角 鹼總含 量 時，如 有 “檢測不 到 ”的 結 果，下限 值 會設定

為零，上限 值則為檢測限 值 。  

 

食物消費量數據食物消費量數據食物消費量數據食物消費量數據  

 

30.  這項研 究根據 2005 至 2007 年 香 港市民食 物 消 費 量調查所 得 的 食

物 消 費 量 數 據 ， 估算市民從 膳 食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36。  

 

估估估估計計計計膳食攝入量膳食攝入量膳食攝入量膳食攝入量  

 

31.  即使某 些 食 物 組 別 c 的 食 品 屬非即食 食 品 ， 這項研 究仍以 全 部 食

物 驗 出 的 麥 角 鹼 含 量 估算膳 食 攝 入 量。我們根據 24 小 時 膳 食回顧法 的加

權消 費 量 數 據，以 及 這項研 究 不同食 物 組 別 食 品 的 麥 角 鹼總含 量，綜合 得

出 本 港 成 年 人 從 膳 食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  

 

32.  此外 ， 為 能更有效反映市民從各類 食 物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比重，我們

把各種 食 品歸入 不同的 食 物 組 別 。  

 

33.  我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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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角 鹼 的 膳 食 攝 入 量。這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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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

把估 計 攝 入 量 與專家委員會 於 2021 年 訂定的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 作 出 比

較 。  

 

  

                                                      
c
   “穀類 ”、 “麫粉及澱粉 ”、 “未經烹調的乾粉麫 ”和 “未經烹調的濕粉麫 ”這幾個組別的食品屬非即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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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及討論結果及討論結果及討論結果及討論  

 
食物中食物中食物中食物中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的的的含含含含量量量量  

 

34.  這次研 究共收 集 了 339 個食 物 樣 本 ， 分 屬 “穀 類 ”、 “麫 粉 及澱粉 ”、

“未 經烹調的乾粉 麫 ”、 “未 經烹調的濕粉 麫 ”、 “麫 包 ”、 “早餐穀 類 食 品 ”、

“其 他烘焙製 品 ”及 “穀 類飲品 ”八個食 物 組 別 。 化 驗 分 析 結 果顯示， 在 這

339 個樣 本 中 ， 267 個樣 本 (79%)沒有 驗 出 麥 角 鹼 ，只有 72 個樣 本 (21%)

檢測得 到 含 至 少一種 麥 角 鹼 (≥檢測限 )。  

 

35.  不同食 物 組 別 的 麥 角 鹼平均總含 量概列於 表 1。“穀 類飲品 ”組 別 的

全 部 樣 本都沒有 驗 出 麥 角 鹼 。 在 72 個驗 出 含 麥 角 鹼 的 樣 本 中 ，超過三分

之一來 自 “麫 包 ”這個食 物 組 別 (26 個樣 本 ，即 36%)。  

 

36.  至 於 “穀 類飲品 ”以 外 的 食 物 組 別 樣 本 ， 麥 角 鹼 的平均總含 量介乎

每公斤 0.49 至 6.8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與每公斤 30 至 35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

之間。“早餐穀 類 食 品 ”組 別 的 樣 本 麥 角 鹼 的平均總含 量最高，達每公斤 30

至 35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其次是 “麫 包 ”，平均總含 量 為每公斤 12 至 16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  

 

37.  不同類 別 食 物 的 麥 角 鹼總含 量 載列於 附 件 。 “早餐穀 類 食 品 ”組 別

的一個小 麥胚芽樣 本 驗 出 的 麥 角 鹼總含 量最高 (每公斤 1 200 微克 )， 其次

是一個大 麥 樣 本 (每公斤 540 微克 )和一個蝦子 麫 樣 本 (每公斤 180 微克 )。

這次研 究共收 集 了 3 個小 麥胚芽樣 本 ， 其 麥 角 鹼總含 量 分 別 為每公斤 22

至 23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每公斤 170 微克和每公斤 1 200 微克。  

 

表表表表 1：：：：不同食物組別不同食物組別不同食物組別不同食物組別的的的的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總含量總含量總含量總含量  

食物組別食物組別食物組別食物組別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的的的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  收集的收集的收集的收集的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低於檢測限的低於檢測限的低於檢測限的低於檢測限的  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  

下限下限下限下限  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早餐穀類食品  50 41 (82%) 30 [0 - 1 200] 35 [6.5 - 1 200] 麫包  51 25 (49%) 12 [0 - 71] 16 [6.5 - 71] 穀類  64 62 (97%) 8.4 [0 - 540] 15 [6.5 - 540] 未經烹調的乾粉麫  
30 20 (67%) 8.2 [0 - 180] 14 [6.5 - 180] 其他烘焙製品  45 33 (73%) 7.0 [0 - 130] 13 [6.5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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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 72 個驗 出 麥 角 鹼 的 樣 本 中 ，約四 分之一 (20 個樣 本 ，即 28%)已

知含 有 黑 麥。一般而言，含 黑 麥 的 食 品 在 所 屬 的 食 物 組 別 中 麥 角 鹼 的平均

總含 量 較高。舉例 而言，黑 麥 麫 粉 和 黑 麥薄脆餅乾的 麥 角 鹼平均總含 量 分

別 為每公斤 90 至 90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和每公斤 53 至 56 微克 (下限 和上

限 )， 而兩者 所 屬 的 食 物 組 別 ，即 “麫 粉 及澱粉 ”和 “其 他烘焙製 品 ”， 麥 角

鹼 的平均總含 量則分 別 為每公斤 6.5 至 12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和每公斤 7.0

至 13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  

 

從膳食攝入從膳食攝入從膳食攝入從膳食攝入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的的的分量分量分量分量  

 

39.  就本 港 成 年 人 (體重 61.25 公斤 )而言，攝 入 量一般的 成 年 人 從 膳 食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 估 計 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018 至 0.076 微克 (下限 和

上限 )(即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 的 4.4%至 19%)，而 攝 入 量高 (第 90 百分位 )的

成 年 人 ，則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0.036 至 0.12 微克 (下限 和上限 )(即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 的 9.1%至 29%)。以上結 果顯示，攝 入 量一般和 攝 入 量高的 成

年 人都不 大 可 能 因 攝 入 麥 角 鹼 而影響健 康 。  

 

主要膳食來源  

 

40.  攝 入 量一般的 本 港 成 年 人 從各食 物 組 別 攝 入 麥 角 鹼 佔整體膳 食 攝

入 量（下限）的百分 比 載列於 表 2。從個別 食 物 組 別 攝 入 麥 角 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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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 的百分 比 也 採 用 估 計下限

計算。  

 

41.  與 其 他 食 物 組 別相比 ， 從 “麫 包 ”攝 入 麥 角 鹼 佔整體攝 入 量 的 比重

最高。然而，研 究 結 果顯示，從各食 物 組 別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佔每日可 容

忍攝 入 量 的百分 比均低 於 5%， 因此，没有一個食 物 組 別 是 本 港市民從 膳

食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主 要 來源  3 7。  

 

  

麫粉及澱粉  54 43 (80%) 6.5 [0 - 160] 12 [6.5 - 160] 未經烹調的濕粉麫  27 25 (93%) 0.49 [0 - 8.0] 6.8 [6.5 - 12] 穀類飲品  18 18 (100%) 0 [0 - 0] 6.5 [6.5 - 6.5] 總數  339 26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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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攝入量一般的攝入量一般的攝入量一般的攝入量一般的成年人成年人成年人成年人從從從從各各各各食物組別攝入食物組別攝入食物組別攝入食物組別攝入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的的的分量分量分量分量  食物組別食物組別食物組別食物組別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的的的平均攝入量平均攝入量平均攝入量平均攝入量
(下限下限下限下限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每日每公斤每日每公斤每日每公斤每日每公斤體重體重體重體重 )  

佔膳食攝入量的佔膳食攝入量的佔膳食攝入量的佔膳食攝入量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 %)  

佔每日可容忍佔每日可容忍佔每日可容忍佔每日可容忍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  攝入量的百分比攝入量的百分比攝入量的百分比攝入量的百分比 #  ( %)  麫包  0 . 0 0 72  4 1  1 .8  未經烹調的乾粉麫  0 . 0 0 57  3 3  1 .4  麫粉及澱粉  0 . 0 0 19   11  0 .4 7  其他烘焙製品  0 . 0 0 17  9 .9  0 .4 3  早餐穀類食品  0 . 0 0 06 0  3 .4  0 .1 5  穀類  0 . 0 0 03 6   2 .1  0 .0 9 1  未經烹調的濕粉麫  0 . 0 0 00 8 6  0 .4 9  0 .0 2 1  穀類飲品  0   0  0  總數  0 . 0 1 8  1 0 0  4 .4  

 

*由於四捨五入，數值相加未必等於總和。  

#以麥角鹼總含量的估計下限，計算佔專家委員會於 2 0 2 1 年設定的每日可容忍攝入量 (即每日每公斤體重 0 .4 微克 )的百分比。  

 

與外國與外國與外國與外國的的的的研究結果比較研究結果比較研究結果比較研究結果比較  

 

本港與外地食品的麥角鹼含量研究結果比較  

 

42.  表 3 比 較 這項研 究 與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2017 年 報 告 1 就某 些 食 物 組

別∕食 品公布的 麥 角 鹼平均總含 量。一般而言，這項研 究檢測出 的 麥 角 鹼

平均總含 量 ， 較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在 2017 年就類似食 品公布的水平為 低 。

不 過，由 於兩者 在 研 究 方 法、化學分 析 方 法 以 至 處理低 於檢測限 和定量 限

結 果 的 方 法都有 分 別 ， 在直接比 較 數 據 時 ，必須 小 心 審慎。  

 

43.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報 告 指 出 ， 黑 麥 及 含 黑 麥 的 食 品 中 麥 角 鹼 的平均

總含 量 ，一般較 其 他 穀 物 (例 如：小 麥 、裂穀 小 麥 、 燕 麥 和粟米 )及 其加工

製 品 為高 1。 這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果 大 致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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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香港與歐盟香港與歐盟香港與歐盟香港與歐盟就就就就某些食某些食某些食某些食品品品品的的的的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所作的所作的所作的所作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  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本本本本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2 0 1 7年年年年  歐歐歐歐洲食洲食洲食洲食品品品品安全局安全局安全局安全局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  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平均總含量  

(下限下限下限下限 –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  

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平均總平均總平均總平均總含量含量含量含量  

(下限下限下限下限 –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  黑麥穀粒  1  0 .6 0  -  6 .6  3 2 1  1 4 8 .7  -  2 0 3 .1  小麥穀粒  6  0  -  6 . 5  2 4 8  2 0 .0  -  1 32 .8  大麥穀粒  6  9 0  -  9 5  4 8  3 8 .1  -  5 5 .8  裂穀小麥穀粒  3  0  -  6 . 5  2 0  2 8 .0  -  1 80 .5  燕麥穀粒  6  0  -  6 . 5  2 9  3 2 .7  -  7 0 .8  黑麥研磨食品  3  9 0  -  9 0  3 9 4  1 9 8 .0  -  2 3 9 .4  小麥研磨食品  6  7 .7  -  1 2  2 9 3  1 2 .0  -  8 7 .2  粟米研磨食品  3  0  -  6 . 5  1 3 2  0 .3  -  2 2 7 .9  燕麥研磨食品  1  0  -  6 . 5  1 4  1 .9  -  7 2 .7  裂穀小麥研磨食品  3  3 .0  -  8 . 3  2 6  3 4 .0  -  1 48 .8  黑麥麫包  3  1 .2  -  6 . 7  1 8 1  2 9 .2  -  6 6 .8  混合小麥和黑麥的麫包  6  2 5  -  2 7  2 0 1  3 2 .8  -  8 2 .0  小麥麫包  3 3  1 1  -  1 6  1 9  5 .9  -  2 9 .3  多種穀物麫包  6  1 2  -  1 6  5 1  1 0 .5  -  2 5 .9  其他麫包  3  4 .0  -  9 . 2  2 2  1 4 .0  -  6 7 .6  黑麥片  3  2 4  -  2 5  1 5  3 4 .6  -  8 3 .4  燕麥片  6  0  -  6 . 5  5 2  2 .9  -  1 0 0 .1  小麥片  3  0  -  6 . 5  8  1 .1  -  6 8 .1  混合穀類麥片  2 1  0 .5 5  -  6 .8  3  1 9 .2  -  1 9 .8  薄脆餅乾 (含黑麥 )  3  5 3  -  5 6  3 2  (黑麥、  全麥 )  

6 2  (黑麥、  淺色 )  

1 0 .2  -  5 0 .4  

 

1 2 .9  -  8 2 .7  餅乾 (曲奇 )  3  0  -  6 . 5  3 9  2 .9  -  1 6 .7  

*歐洲食品安全局報告與本研究的檢測限值∕定量限值並不相同，兩者亦以不同方法處理低於檢測限∕定量限的結果。  

 

本港與外地的麥角鹼膳食攝入量研究結果比較  

 

44.  目前關於 麥 角 鹼 的 膳 食 攝 入 量數據 不 多。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

地並無這 方 面 的 數 據 1 7。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於 2017 年曾估算歐 洲 人口從 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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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1。有關報 告 的 結 論 指 出，根據 歐 洲各地就不同年齡

組 別 人口進行 的 膳 食調查， 估 計總麥 角 鹼 的短期和長期膳 食 攝 入平均分

量 ，均低 於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設定的 組 別急性 參 考劑量 和 組 別每日可 容忍

攝 入 量  1。表 4 比 較 香 港 與 歐盟兩地成 年 人 從 膳 食 攝 入 的 麥 角 鹼 分 量。與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在 2017 年公布的 結 果 比 較，本 研 究 估算本 港 成 年 人 的平

均膳 食 攝 入 量 屬 低 。  

 

表表表表 4：：：：本本本本研究與研究與研究與研究與歐歐歐歐洲食洲食洲食洲食品品品品安全局安全局安全局安全局 (2017年年年年 )就成年人從膳食攝入麥就成年人從膳食攝入麥就成年人從膳食攝入麥就成年人從膳食攝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的的的的估估估估

計計計計分量比較分量比較分量比較分量比較  

 
歐歐歐歐洲食洲食洲食洲食品品品品安全局安全局安全局安全局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 2 0 17 年年年年 ) *  
本本本本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  平均膳食攝入量   

(微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  

下限  

0 . 0 1  -  0 .0 5  

(即每日可容忍  攝入量的 2 .5  -  1 3 % @ )  

0 . 0 1 8  

(即每日可容忍  攝入量的 4 .4 %)  上限  

0 . 0 6  -  0 .1 8  

(即每日可容忍  攝入量的 1 5  -  4 5 %)  

0 .0 7 6  

(即每日可容忍  攝入量的 1 9 %)  

 

*非即食食品 (例如乾製食品 )的分析結果經換算系數調整，以提高估計攝入量的準確度。  

#用以估算膳食攝入量的樣本 (包括非即食食品 )分析結果全部沒有經過調整。  

@按專家委員會於 2 0 2 1 年設定的每日可容忍攝入量 (即每日每公斤體重 0 . 4 微克 )計算有關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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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局限局限局限局限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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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能 未 有涵蓋在 內。舉例 來說，這次研 究 收 集 了 黑 麥 麫 粉 樣 本，

但因缺乏消 費 量 資 料 ， 在 估算膳 食 攝 入 量 時 ， 未 有 計 入相關樣 本 的 數 據 。

不 過 ， 未 有納入調查的 食 品均為副食 品 ，市民從 這 些 食 物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佔整體攝 入 量 的 比重應屬偏低 。  

 

46.  “穀 類 ”、“麫 粉 及澱粉 ”、“未 經烹調的乾粉 麫 ”和 “未 經烹調的濕粉 麫 ” 

組 別 的 食 品 屬非即食 食 品 。 在現實情況下， 這 些 食 物 須 作 處理或烹調， 方

可 食 用 。 由 於烹調過 程 會令食 物水分 含 量等有 所改變， 這 些 食 物 經烹調後

麥 角 鹼 的濃度會減少。因此，以上述非即食 食 品 驗 出 的 麥 角 鹼 含 量 作 估算，

難免會高估 從 膳 食 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 。儘管 如此，高估 了 攝 入 量理應不 致

影響研 究 的 結 論 。  

 

47.  這項研 究 的 結 果只能概略反映在 某一時間本 港 某 些 食 物 的 麥 角 鹼 含

量 。 如 資源許 可 的話，檢測分 析 的 樣 本愈多 ，對攝 入 量 的 估算會愈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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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結論及建議結論及建議結論及建議  

 

48.  麥 角 鹼 是存在 於 自然界的 霉 菌 毒 素，主 要 由 麥 角 菌 屬 真 菌 產 生。在

這次研 究 中 ， 79%樣 本沒有 驗 出 麥 角 鹼 ，只有 72 個樣 本檢測得 到 含 至 少

一種 麥 角 鹼。“早餐穀 類 食 品 ”這個組 別 的 樣 本 麥 角 鹼 的平均含 量最高，其

次為 “麫 包 ”組 別 。  

 

49.  根據 這次研 究 估算，攝 入 量一般和 攝 入 量高的 本 港 成 年 人，攝 入 麥

角 鹼 的 分 量都遠低 於專家委員會 所定的每日可 容忍攝 入 量 ，意味他們不

大 可 能 因 攝 入 麥 角 鹼 而影響健 康 。  

 

50.  就成 年 人 的 麥 角 鹼 估 計 膳 食 攝 入 量 而言，市民應遵從基本 的 健 康

飲食 建 議 ，保持均衡和 多元化 的飲食 。  

 

51.  業界 (例 如 農民、飼料 生 產商、食 物 製造商 )應遵循食 品 法典委員會

的《操作 規 範》，減少 食 物 中 的 麥 角 鹼 含 量，例 如利用 分離技術去 除 穀 物

的 雜 質 ， 以 清 除 麥 角 和 殘 留 在 穀 物 表 面上的 麥 角微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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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不同類別食物不同類別食物不同類別食物不同類別食物的麥的麥的麥的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總總總總含量含量含量含量  

 樣本數目樣本數目樣本數目樣本數目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含量含量含量含量  高於或等於高於或等於高於或等於高於或等於檢測限檢測限檢測限檢測限的的的的樣本數目樣本數目樣本數目樣本數目 (%)  

麥麥麥麥角鹼角鹼角鹼角鹼平均平均平均平均總總總總含量含量含量含量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 #  

  下限下限下限下限  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穀類穀類穀類穀類  64 2  (3 .1%) 8.4  [0-540]  15 [6 .5-540]  白米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糙米  3   紅米  3   小麥  6   裂穀小麥  3   大麥  6  1  90 [0-540]  95 [6 .5-540]  燕麥  6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高粱  3   粟米  3   蕎麥  3   小米  3   糯米  3   黑麥  1  1  0 .6  [0 .60-0 .60]  6 .6  [6 .6-6 .6]  八寶粥  1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藜麥  3   其他∕混合穀類  11  麫粉及澱粉麫粉及澱粉麫粉及澱粉麫粉及澱粉  54 11 (20%) 6.5  [0-160]  12 [6 .5-160]  粘米粉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小麥麪粉  6  4  7 .7  [0-21]  12 [6 .5-22]  裂穀小麥麪粉  3  1  3 .0  [0-9.0]  8 .3  [6 .5-12]  粟米麪粉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糯米粉  3   黑麥麪粉  3  3  90 [13-160]  90 [13-160]  粟粉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澄麪粉  3   自發粉  3   大麥麪粉  2   蛋糕粉∕班戟粉  4  2  1 .3  [0-4.6]  6 .8  [6 .5-7 .6]  蕎麥麪粉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高粱麪粉  3   藜麥麪粉  3   珍珠粟∕御穀麪粉  3   其他麫粉  6  1  3 .2  [0-19]  8 .8  [6 .5-20]  未經烹調的乾粉麫未經烹調的乾粉麫未經烹調的乾粉麫未經烹調的乾粉麫  30 10 (33%) 8.2  [0-180]  14 [6 .5-180]  意大利粉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通心粉  3   日本蕎麥麪  3  1  0 .43 [0-1.3]  6 .6  [6 .5-6 .8]  即食麪  3  1  7 .3  [0-22]  12 [6 .5-24]  全蛋麪  3  2  3 .7  [0-5.7]  8 .5  [6 .5-10]  米粉∕米線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蝦子麪  3  2  64 [0-180]  67 [6 .5-180]  其他未經烹調的乾粉麫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伊麪  3  3  3 .5  [0 .89-5 .5]  8 .4  [6 .9-9 .5]  蒸粗麥粉  3  1  3 .3  [0-9.9]  8 .3  [6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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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烹調的濕粉麫未經烹調的濕粉麫未經烹調的濕粉麫未經烹調的濕粉麫  27 2  (7 .4%) 0.49 [0-8.0]  6 .8  [6 .5-12]  河粉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烏冬  3   上海麪  3   日本拉麪  3   瀨粉  3   油麪  3  2  4 .4  [0-8.0]  9 .2  [6 .5-12]  濛粉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餃子皮  3   上海年糕  2   銀針粉  1   麫包麫包麫包麫包  51 26 (51%) 12 [0-71]  16 [6 .5-71]  麥包  3  1  14 [0-42]  18 [6 .5-42]  白麫包  6  5  15 [0-44]  18 [6 .5-44]  黑麥麫包  3  1  1 .2  [0-3.5]  6 .7  [6 .5-7 .0]  餐包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多種穀物麫包 (含黑麥 )  6  6  25 [3 .2-52]  27 [8 .2-52]  多種穀物 麫包 (不確 定 是否含黑麥 )  

6  4  12 [0-62]  16 [6 .5-62]  法包∕法式長條麫包∕  維也納麫包 (包括酸種麫包 )  
3  2  2 .1  [0-3.6]  7 .7  [6 .5-8 .6]  提子乾麫包  3  1  23 [0-69]  27 [6 .5-69]  熱狗包  2  1  4 .8  [0-9.6]  9 .3  [6 .5-12]  漢堡包  4  2  35 [0-71]  38 [6 .5-71]  比高包  3  1  0 .90 [0-2.7]  7 .1  [6 .5-8 .2]  中式蒸包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菠蘿包  3   英式鬆餅  3  2  4 .0  [0-6.6]  9 .2  [6 .5-11]  早餐穀類食品早餐穀類食品早餐穀類食品早餐穀類食品  50 9  (18%) 30 [0 -1200]  35 [6 .5-1200]  粟米片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燕麥片  6   麥胚芽  3  3  460 [22-1200]  460 [23-1200]  雜錦果麥  5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小麥片  3   藜麥片  3   米片  3  1  3 .2  [0-9.6]  8 .3  [6 .5-12]  蕎麥片  2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裂穀小麥片  2   黑麥片  3  3  24 [20-27]  25 [21-27]  混合早餐穀類食品  17 2  0 .69 [0-11]  6 .9  [6 .5-13]  其他烘焙製品其他烘焙製品其他烘焙製品其他烘焙製品  45 12 (27%) 7.0  [0-130]  13 [6 .5-130]  曲奇餅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布朗尼蛋糕  3   梳打餅  3  1  1 .1  [0-3.2]  7 .1  [6 .5-8 .2]  小麥餅  3  1  14 [0-42]  18 [6 .5-42]  消化餅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威化餅  3   粟米脆片∕粟米脆條  3  1  0 .37 [0-1.1]  6 .7  [6 .5-7 .1]  鬆餅  3  2  2 .2  [0-3.4]  7 .4  [6 .5-7 .8]  蛋糕  3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班戟  3   酥皮食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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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卷  3   牛角包  3  3  32 [9 .5-53]  33 [13-53]  黑麥薄脆餅乾  3  2  53 [0-130]  56 [6 .5-130]  其他餅乾  3  2  2 .6  [0-5.2]  7 .8  [6 .5-8 .7]  穀類飲品穀類飲品穀類飲品穀類飲品  18 0  (0%) 0 [0-0]  6 .5  [6 .5-6.5]  啤酒  7   所有樣本均低於檢測限  

黑麥啤酒  2   米奶  3   麥芽飲品  3   其他穀類飲品  3   
#計算麥角鹼總含量時，如有 “檢測不到 ”的結果，下限值會設定為零，上限值則為檢測限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