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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金属污染物  

 

摘要  

 

 

食物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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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涉及的工作包

括食物抽样和处理、化验分析，以及膳食摄入量评估。食物抽样工作在

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2 月分 4 次进行，每次抽样每种食物购买 3 个样本。

整项研究合共收集了 1 800 个样本，涵盖 150 种不同食物。样本经处理

后，合并成为 600 个混合样本，以检测各种选定物质。  

 

2. 这是总膳食研究第 5 份报告，评估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 7 种金属污

染物的情况。这 7 种金属污染物分别是铝、锑、镉、铅、甲基汞、镍和

锡。此外，报告亦载述食物的钒含量，因为检测金属污染物含量时，可

一并检测钒。  

 

3. 食物通常含有微量金属污染物。这些金属污染物可能来自自然环境，

例如空气、土壤和水等，又或在食物加工及烹调过程中污染食物。由于

一般成年人主要从膳食摄入镉、铅、甲基汞等一些常见的金属污染物，

因此，从膳食摄入金属污染物对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特别值得关注。  

 

结果  

 

4.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铝的分量分

别为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2 毫克 )的 30% 和 77%；摄入

锑的分量分别为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6 微克 )的 0.3% 至

0.7% 和 0.5% 至 1.1%；摄入镉的分量分别为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 (即

每公斤体重 25 微克 )的 33% 和 75%；摄入镍的分量分别为每日可容忍摄

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 )的 26% 和 48%；摄入锡的分量则分别为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4 毫克 )的 0.2% 和 1.1% 至 1.2%。铝、

锑、镉、镍和锡的估计膳食摄入量均低于相关的健康参考值。  

 

5. 至于铅方面，现时并没有健康参考值。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

民从膳食摄入铅的分量估计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21 微克和 0.38 微

克，两者均低于每日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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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成年人的摄入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导致血压收缩压上升

的风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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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专家委员会，成年人的甲基汞摄入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 3.3 微

克 (即 2000 年订定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不会带来神经毒性风险。

不过，必须留意的是，育龄妇女的甲基汞摄入量不应超过新定的暂定每

周可容忍摄入量，即每公斤体重 1.6 微克，以保障胚胎和胎儿的健康。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量，估计分别为暂

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3.3 微克 )的 22% 和 82%。不过，约

11% 的 20 至 49 岁 (育龄 )女性甲基汞膳食摄入量超过每公斤体重 1.6 微

克这个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水平。  

 

结论及建议  

 

7. 研究结果显示，以一般成年人来说，从膳食摄入上述 7 种金属污染

物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甲基汞对发育中的中枢

神经系统产生关键效应。由于甲基汞会对胎儿的健康带来潜在风险，孕

妇是最受影响的一群。因此，怀孕期间摄入甲基汞是值得关注的公共卫

生问题。  

 

8. 市民应保持均衡和多元化的饮食，以免因偏食某几类食物而摄入过

量金属污染物。鱼类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例如奥米加 -3 脂肪酸

和优质蛋白质等，市民宜适量进食多种鱼类。至于孕妇、计划怀孕的妇

女和幼童，则应避免进食体型较大或捕猎性鱼类和甲基汞含量可能较高

的鱼类 (例如吞拿鱼、金目鲷、鲨鱼、剑鱼、旗鱼、橘棘鲷和大王马鲛鱼

等 )。  

 

9. 业界应遵行优良农业规范和制造规范，尽量减少食物的金属污染物。

业界应向可靠的供应商采购食物，并妥善保存记錄，以便有需要时可追

查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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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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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为食物安全和食物供应规管提供科学基础。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个国家 (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

蘭和中国内地 )分别进行了总膳食研究。  

 

简介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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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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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污染物  

 

1.4 食物通常含有微量金属污染物。这些金属污染物可能来自自然环境，

例如空气、土壤和水等，又或在食物加工及烹调过程中污染食物。一般

成年人主要从膳食摄入铅、镉、甲基汞等一些常见的金属污染物。虽然

金属污染物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但经非饮食途径暴露而引致急性中毒的

机会较大。事实上，由于金属污染物可在体内积聚，引致器官受损，因

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金属污染物的慢性毒性影响。

以香港来说，食物的金属污染物含量受《食物搀杂 (金属杂质含量 )规例》

(第 132V 章 )规管。第 132V 章订明食物中砷、锑、镉、铬、铅、汞和锡

的最高准许含量。  

 

1.5 香 港 首 个 总 膳 食 研 究 有 关 无 机 砷 (一 种 毒 性 较 高 的 砷 )的 报 告 已 于

2012 年 2 月公布。本报告集中分析铝、锑、镉、铅、甲基汞、镍和锡 7

种金属污染物，估计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这些金属污染物的分量，以及

评估摄入这些金属污染物对健康带來的风险。此外，报告亦载述食物的

钒含量及钒的估计膳食摄入量，因为检测上述金属污染物的含量时，可

一并检测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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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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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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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常的饮食模式处理食物样本，把食物样本均质

化，然后合并成为混合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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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的不同人口组别的食物消费量资料，从而估计市民从膳食

摄入各种物质的分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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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中心利用由内部研发名为摄入量评估系统的网络电脑系统，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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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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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化验分析  

 

2.5 金属污染物的化验分析工作由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负责。基于

食物含有金属污染物，4 次抽样收集到的 150 种食物样本全部进行化验分

析，以检测铝、锑、镉、铅、镍、锡、钒的含量。混合样本放入聚四氟

乙烯高压密封容器，注入浓硝酸，经微波加热进行分解，然后以高分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上述金属污染物的含量。以一般食物样本

及水和茶样本来说，各种金属污染物的检测限和定量限列于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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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 

一般食物 水和茶 

检测限 

(微克∕公斤) 

定量限 

(微克∕公斤) 

检测限 

(微克∕公斤) 

定量限 

(微克∕公斤) 

铝 100 500 20  100 

锑 1 5 0.2 1 

镉 2 10 0.4 2 

铅 2  10 0.4 2 

镍 20  100 4 20 

锡 10 50 2 10 

钒 3 15 0.6 3 

 

2.6 至于甲基汞方面，这项研究检测了 51 种食物 (共 204 个混合样本 )，

主要是动物源性食物和海产。混合样本用丙酮和甲苯清洗，再以胰酶进

行酵素水解 , 继而加入浓度为百分之 50 的盐酸进行萃取。部份萃取液调

节酸碱度至 4.1 至 5.0 间后，加入四苯基硼酸钠进行衍生反应，然后以

异辛烷萃取所产生的衍生物。甲基汞定量分析利用气相色谱电感耦合等

离子联用质谱仪测定，并以丙基汞作为内标物。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

每公斤 0.3 微克和 1.5 微克 (以汞为单位 )。由于食物的甲基汞含量检测

结果以汞为单位，因此，当进行膳食摄入量评估时，检测结果会乘以换

算系数 1.075(甲基汞与汞的分子质量比率 )，以得出食物中甲基汞含量来

估计膳食摄入量。  

 

分析值低于检测限的处理方法  

 

2.7 这项研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下称“世卫”)就如何评估食物中低

含量污染物提出的建议，处理低于检测限的分析值。 3 分析食物中个别金

属污染物的含量时，如 60% 或以下的结果低于检测限，整体人口的估计

膳食摄入量以中间值表示 (所有低于检测限的分析值设定为检测限的一

半 )；如 80% 或以下但超过 60% 的结果低于检测限，则以下限值和上限

值表示 (所有低于检测限的分析值分别设定为 0 和检测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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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铝  

 

 

3.1 铝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在自然环境中，铝与其他元

素 (例如钠和氟化物 )结合，形成硅酸盐、氧化物和氢氧化物；与有机物

结合，形成复合物。铝化合物可用作食物添加剂，也可用于药物 (例如抗

酸剂、收敛剂、缓冲止痛药 )和消费品 (例如止汗剂 )。铝金属可用作建造

业、汽车业和飞机业的结构材料，以及生产金属合金。铝金属又可用于

电器制造业，以及制造烹饪用具和食品包装物料。铝粉常用于制造爆炸

品和爆竹烟花，并广泛用作水质处理的絮凝剂。 4、 5
 

 

摄入来源  

 

3.2 一般人主要从食物摄入铝，食水则是一个次要的摄入来源。 6 除膳

食外，人们亦可从空气、化妆品、美容品甚至药物摄入铝。食水含有铝，

含量一般少于每公升 0.2 毫克。大部分食物含有铝，原因可能是铝天然存

在于食物中 (含量通常少于每公斤 5 毫克 )或使用铝制烹饪用具和锡纸所

致。然而，使用铝制烹饪用具和锡纸以致食物铝含量增加，增幅往往是微

乎其微的。茶叶的铝含量可以很高，陈年茶叶超过每公斤 5 000 毫克，已

冲泡的红茶 (以一般方法冲泡 )则每公升 4.2 毫克。此外，食物含有铝的另

一个原因是加入了含铝食物添加剂，这亦是铝的主要膳食摄入来源。 4、 7  

 

毒性  

 

3.3 铝化合物造成急性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而且并无证据显示铝化

合物可能致癌。根据动物研究现有的毒理学数据，铝化合物可能影响发

育。至于神经毒性方面，没有确证显示铝与阿氏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 )有

关。 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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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没有重要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可作

为风险评估的基础。 7
 

 

3.4 2011 年，专家委员会覆检铝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根据实验

动物的发育和慢性神经毒性研究结果，订定铝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为每公斤体重 2 毫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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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上次研究  

 

3.5 中心在 2009 年进行食物的铝含量研究，范围涵盖可能加入含铝食

物添加剂的食品。根据该项研究，体重 60 公斤的成年人平均每周从膳食

摄入铝的分量，估计为每公斤体重 0.60 毫克，相等于专家委员会在 2006

年订定铝的旧有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 毫克 )的 60%。蒸

包和蒸糕是市民从膳食摄入铝的最大来源，占总摄入量约 60%。研究结果

显示，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铝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不过，一些市民如经常食用加入含铝食物添加剂的食物，则不能排除会

有健康风险。 9 上次研究集中探讨可能加入含铝食物添加剂的食品，这项

研究则涵盖整体膳食，因此已计及从天然食物和食水摄入铝的分量。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铝含量  

 

3.6 总膳食研究分 4 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

铝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3.1， 150 种食物

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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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铝含量 (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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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13 20 [检测不到 - 45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19 4.1 [检测不到 - 45]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0 5.5 [0.11 - 31] 

水果 68 68 0.25 [检测不到 - 2.8]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19 2.5 [检测不到 - 19]

蛋及蛋类制品 12 67 0.23 [检测不到 - 0.91]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50 4.9 [检测不到 - 110]

乳类制品 20 45 1.2 [检测不到 - 12]

油脂类 8 100 0.050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50 0.21 [检测不到 - 0.47]

不含酒精饮品 40 40 1.9 [检测不到 - 14]

混合食品 48 2 16 [检测不到 - 240]

零食食品 4 0 6.4 [3.1 - 15] 

糖类及甜点 8 50 5.6 [检测不到 - 19]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20 4.3 [检测不到 - 11]

总数 600 31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3.7 根据这项研究，约三分之一 (31%)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铝。以食物

组别来说，“谷物及谷物制品”的铝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0 毫

克 )。这项研究比较 150 种食物的铝含量，发现油炸面团食品 (油器 )的含

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50 毫克 )，其次是叉烧包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70 毫克 )和蚝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62 毫克 )。大部分食物天然含有少量

铝，油炸面团食品 (油器 )和叉烧包的铝含量偏高，可能是这些食品加入

含铝食物添加剂作为膨胀剂。至于蚝，已知金属污染物会在体内组织积

聚，分量与其生活环境的铝含量成正比。这项研究检测到蚝样本的平均

铝含量，与 1996 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研究结果相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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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某些叶菜的铝含量 (例如苋菜的含量范围是每公斤 25 至 35 毫克 )

较其他食用植物为高，部分原因可能是这类叶菜可吸收土壤中的铝。有

报告指出，叶菜的吸收系数 (植物的铝含量∕土壤的铝含量 )是水果和块

茎的 6 倍。 5
 

 

从膳食摄入铝的情况  

 

3.9 专家委员会于 2011 年订定铝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为每公斤体

重 2 毫克。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铝的分量分别

为每公斤体重 0.60 毫克和 1.5 毫克，相等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30% 

和 77%。摄入量一般的市民膳食摄入量与 2009 年上次研究所得的结果一

致。  

 

3.10 图 3.1 和附录 II 表 A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

铝的分量。除了 70 至 84 岁摄入量高的男性每周膳食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2.1 毫克 )稍微高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外，所有其他按年龄及性别划

分的人口组别膳食摄入量均低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因此，一般市

民从膳食摄入铝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虽然其中

一 个 人 口 组 别 摄 入 量 高 的 市 民 的 摄 入 量 稍 微 高 于 暂 定 每 周 可 容 忍 摄 入

量，但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着眼于终生摄入量，只要平均摄入量并非

长期超过这个数值，即使摄入量高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也不一定

表示健康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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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铝的分量  

 

主要膳食来源  

 

3.11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铝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

的百分比载于图 3.2。“不含酒精饮品”是市民从膳食摄入铝的主要来

源，占总摄入量的 33%。在各种不含酒精饮品中，奶茶的铝含量最高 (每

公斤 11 毫克 )，其次是中国茶和麦芽饮品 (均为每公斤 3.2 毫克 )。这些

饮品的铝含量都不算高。然而，由于不含酒精饮品的消费量高 (每日每人

1 625 克 )，所以便成为市民从膳食摄入铝的主要来源。这点与 2011 年澳

洲总膳食研究所得结果相若，就是 17 岁及以上澳洲人从膳食摄入铝的主

要来源是茶 (35%)，其次是“蛋糕∕西饼、松饼和布丁”(2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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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图 3.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铝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3.12 这项研究所得的铝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载于表 3.2。这项

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相若。不过，由于各项研究进行

的时间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和污染物分析

方法各异，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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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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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铝的膳食摄入量比较  

国家∕地区  

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量 (毫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  摄入量高的人  

欧 洲 (2008

年 )
6
 

0.2 - 1.3
a
 - 

澳 洲 (2011

年 )
10
 

0.27 - 0.28
b
 0.51 - 0.52(第 90 百分位 ) 

爱 尔 兰 (2011

年 )
11
 

0.35 0.77(第 97.5 百分位 ) 

英 国 (2006

年 )
12
 

0.50
c
 1.0(第 97.5 百分位 ) 

香 港 ( 是 次 研

究 ) 

0.60 1.5(第 95 百分位 ) 

加 拿 大 (2007

年 )
13
 

0.63 - 0.81
d
 - 

中 国 内 地

(2011 年 )
14
 

0.64 - 2.9 - 

美 国 (1995

年 )
15
 

0.70 - 0.90
e
 - 

注： 

a 欧洲各国(即荷兰、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的摄入量数据以含量范围显示。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 2.03 至 13 毫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

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20 至 1.3 毫克)。 

b 最低和最高摄入量数据以含量范围显示。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 2.7 至 2.8 毫

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27 至 0.28 毫克)，摄入量高

的人则为 5.1 至 5.2 毫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51

至 0.52 毫克)。 

c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71 微克(即每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50毫克)，摄入量高的人则为每公斤体重 144微克(即每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1.0

毫克)。 



 

- 13 - 

d 各个 20 岁以上至 65 岁以上男性和女性组别的摄入量数据以含量范围显示。 

e 成年男性和女性的摄入量数据以含量范围显示。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 7 至 9

毫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70 至 0.90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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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3.13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铝的分量，分别为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30% 和 77%。由此推断，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铝的

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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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锑  

 

 

4.1 锑既是金属，又是類金属。锑是地壳中一种银白色的易碎固体，

有四种价态，其中以三价锑最为常见和稳定。16、17、18
 锑主要是燃煤或熔煉

含锑矿石等工业活动产生的，一般以三氧化二锑的形态存在于环境中。

岩石风化或径流冲擦岩土，亦会在自然环境释出锑。锑化合物亦作治病

用途，例如治疗人类感染的寄生虫。另一方面，氧化锑可用于调制塑胶、

橡胶、纺织物、纸张和油漆的阻燃配方，三硫化二锑则用于制造爆炸品、

颜料、锑盐和宝石红玻璃。 16、18、19
 

 

摄入来源  

 

4.2 锑释出后，大部分留存在土壤，小部分进入空气和水中。锑不会

在大自然中分解，也不会在生物体内积聚。因此，从膳食摄入锑的分量

应较低。有报告指出，多种食物含有锑，其中包括水果、蔬菜、肉類、

淡水鱼、肉類和家禽，海产食品的锑含量则较高。在某些情况下，例如

自来水在无铅焊接的家居水管内超过 7 天，自來水可能会含有微量锑。16、

18、20
 

 

毒性  

 

4.3 因职业关系长期接触小量锑化合物，或会导致心肌疾病。重复口

服治疗剂量的锑 (III)会引致视神经受损、眼色素层炎、视网膜出血，通

常还会出现头痛、咳嗽、厌食、睡眠异常和眩晕等症状。至于生殖和发

育毒性，则没有确证显示锑化合物具有这些毒性。 1 8、 2 0  

 

4.4 世卫于 2003 年指出，体外和体内测试均显示水溶性锑 (III)盐具

有基因毒性，三氧化二锑因生物利用率低，只有一些体外测试显示具有

基因毒性，但体内测试则并无发现。世卫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三氧化

二锑和三硫化二锑分别列为第 2B 组物质 (即或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 )和

第 3 组物质 (即在会否令人类患癌方面未能分类的物质 )。 1 9
 

 

4.5 专家委员会并未就锑的安全性进行评估。世卫在 2003 年制定《饮

用水水质准则》时，订定锑的每日可容忍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6 微克。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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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上次研究  

 

4.6 中心在 2007 年进行中学生从膳食摄入锑的研究。2 1  摄入量一般和

摄入量高的中学生每日从膳食摄入锑的分量分别为每公斤体重 0.036 微

克和 0.081 微克，两者均远低于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6 微

克 )，而且少于这个安全參考值的 2%。因此，该项研究得出的结論是，摄

入量一般和摄入量高的中学生受锑毒性严重影响的机会不大。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锑含量  

 

4.7 总膳食研究分 4 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

锑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4.1， 150 种食物

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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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锑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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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公斤) [范

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46 2 [检测不到 - 8]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76 0.9 [检测不到 - 5]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33 1 [检测不到 - 7]

水果 68 85 0.7 [检测不到 - 5]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42 3 [检测不到 - 13]

蛋及蛋类制品 12 75 1 [检测不到 - 2]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66 2 [检测不到 - 18]

乳类制品 20 80 1 [检测不到 - 6]

油脂类 8 88 0.6 [检测不到 - 1]

酒精饮品 8 63 0.7 [检测不到 - 4]

不含酒精饮品 40 73 1 [检测不到 - 3]

混合食品 48 54 1 [检测不到 - 5]

零食食品 4 50 1 [检测不到 - 2]

糖类及甜点 8 13 4 [检测不到 - 14]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40 1 [检测不到 - 7]

总数 600 63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4.8 根据这项研究，约三分之二 (63%)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锑。所有食

物组别的样本检测到的锑含量均属低水平，这点与文献所载相符。 2 0
 

 

从膳食摄入锑的情况  

 

4.9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锑的分量分别为每

公斤体重 0.016 至 0.039 微克和 0.031 至 0.063 微克，只相等于世卫所

订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0.3% 至 0.7% 和 0.5% 至 1.1%。因此，一般市民

从膳食摄入锑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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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这项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与 2007 年就中学生进行研究所得

的结果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36 微克和 0.081 微克 )相若。  

 

主要膳食来源  

 

4.11 由于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各个食物组别摄入锑的分量均少于每日

可容忍摄入量的 1%，因此，并无任何一个食物组别可视为锑的主要膳食

摄入来源。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4.12 这 项 研 究 得 出 的 估 计 膳 食 摄 入 量 与 澳 洲 和 英 国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若

(表 4.2)。不过，由于各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

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和污染物分析方法各异，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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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锑的膳食摄入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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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 洲 (2003

年 )
22
 

< 0.01 - 0.08 - 

香 港 (是 次

研究 ) 

0.016 - 0.039 0.031 - 0.063(第 95 百分位 ) 

英 国 (2006

年 )
12
 

0.030 0.060(第 97.5 百分位 ) 

 

小结  

 

4.13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锑的分量，分别只为每

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6 微克 )的 0.3% 至 0.7% 和 0.5% 至 1.1%。

由此推断，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锑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

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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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镉  

 

 

5.1 镉是地壳天然存在的金属元素，具有多种工业用途，例如用于电镀、

生产颜料，以及制造塑胶稳定剂和颜料、镍镉电池和电子产品等。2 3 开采和

提炼有色金属、制造和施用磷肥、燃烧化石燃料，以及焚化和处置废物会

在土壤、水和空气中释出镉。镉可在水生生物和农作物内积聚。 2 4
 

 

摄入来源  

 

5.2 镉的摄入途径包括空气、水、食物和吸烟。虽然吸烟会大幅增加

摄入量，但食物仍是镉的主要摄入来源。用高镉饲料喂养的哺乳动物的

肾脏和肝脏，以及某些品种的蚝、扇贝∕带子、青口和甲壳类动物，镉

含量最高。蔬菜、谷物和淀粉根类的镉含量较低。由于这些食物的消费

量较高，因此大部分人从这些食物摄入镉的分量占每日摄入量的比重较

大。某些农作物 (例如稻米 )如种植的土壤受镉污染，镉含量会偏高。含

镉的土壤酸化，农作物的镉含量可能会增加。 2 3
 

 

毒性  

 

5.3 从膳食摄入镉引致急性中毒的机会甚低。至于慢性镉中毒，主要

受损器官是肾脏。镉主要积聚于肾脏，在人体的生物半衰期长达 10 至 35

年。镉在肾脏积聚，或会破坏肾小管功能，导致尿液中的低分子量蛋白

质增加，情况一般不可逆转。摄入大量镉可导致钙代谢失调，形成肾结

石。 2 3
 

 

5.4 1993 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因职业关系接触到的镉和镉化合物

列为第 1 组物质 (即令人类患癌的物质 )。2 5 不过，现有证据显示，经口服

途径摄入镉没有明显的基因毒性或致癌作用。 2010 年，专家委员会订定

镉的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25 微克。 2 6  

 

上次研究  

 

5.5 食环署于 2002 年就中学生从膳食摄入重金属的情况进行研究。该

项研究根据 2000 年中学生的本地食物消费量数据，以及从本港市面收集

所得食物样本的镉含量，估计中学生从膳食摄入镉的情况。摄入量一般

和 摄 入 量 高 的 中 学 生 每 周 从 膳 食 摄 入 镉 的 分 量 估 计 分 别 为 每 公 斤 体 重

2.49 微克和 5.71 微克 (即每月每公斤体重约 10 微克和 23 微克 )，不超出

专家委员会于 1998 年订定镉的旧有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即每公斤体

重 7 微克。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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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镉含量 

 

5.6 总膳食研究分 4 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

镉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5.1， 150 种食物

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C。  

 

表 5.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镉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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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公斤)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 12 [检测不到 - 7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7 33 [检测不到 - 31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25 53 [检测不到 - 290]

水果 68 88 1 [检测不到 - 7]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63 5 [检测不到 - 46]

蛋及蛋类制品 12 100 1 [检测不到]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51 150 [检测不到 - 1 800]

乳类制品 20 85 1 [检测不到 - 6] 

油脂类 8 100 1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100 1 [检测不到] 

不含酒精饮品 40 80 1 [检测不到 - 7] 

混合食品 48 8 8 [检测不到 - 22]

零食食品 4 0 120 [80 - 150] 

糖类及甜点 8 50 39 [检测不到 - 120]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40 14 [检测不到 - 58]

总数 600 42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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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根据这项研究， 42% 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镉。以食物组别来说，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的镉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50 微克 )。

这项研究比较 150 种食物的镉含量，发现蚝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

斤 1 300 微克 )，其次是扇贝∕带子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730 微克 )和蟹 (平

均含量为每公斤 540 微克 )。上述研究结果与文献所载的研究结果相符，

显示某些品种的蚝、扇贝∕带子、青口和甲壳类动物的镉含量较高。 2 3  

 

从膳食摄入镉的情况  

 

5.8 专家委员会于 2010 年订定镉的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为每公斤体

重 25 微克。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镉的分量分别

为每公斤体重 8.3 微克和 19 微克，相等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3% 和 75%。上述估计膳食摄入量与 2002 年就中学生进行研究所得的结

果 (即每月每公斤体重 10 微克和 23 微克 )相若。  

 

5.9 图 5.1 和附录 II 表 C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

镉的分量。除了 30 至 39 岁摄入量高的男性每月膳食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25 微克 )达到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外，所有其他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人

口组别的膳食摄入量均低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因此，一般市民从

膳食摄入镉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虽然其中一个

人口组别摄入量高的市民镉摄入量稍微高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但

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着眼于终生摄入量，只要平均摄入量并非长期超

过这个数值，即使摄入量高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也不一定表示健

康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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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镉的分量  

 

主要膳食来源  

 

5.10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镉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

的百分比载于图 5.2。“蔬菜及蔬菜制品”、“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和

“谷物及谷物制品”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的主要来源，分别占总摄入量

的 36%、26% 和 21%。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来说，镉的主要膳食来

源取决于食物消费量模式和食物的镉含量。以新西兰为例，海产 (蚝和青

口 )、谷物和蔬菜 (甘笋和马铃薯 )是镉的主要膳食来源，情况与本港的研

究结果相若。 2 8 韩国进行的研究亦显示，藻类、鱼类、海产和蔬菜是镉的

主要膳食来源。2 9 不过，以澳洲和欧洲来说，镉的主要膳食来源是谷物和

蔬菜，而非鱼类和海产。 1 0、 3 0
 

 

36%

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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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蔬菜及蔬菜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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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其他

 

图 5.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镉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5.11  这项研究所得的镉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载于表 5.2。

这项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相若。不过，由于各项研究

进行的时间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和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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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各异，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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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 镉的膳食摄入量比较  

国家∕地区  

成年人每月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  摄入量高的人  

澳洲 (2011 年 )
10
 2.8 - 3.4

a
 5.2 - 5.8 (第 90 百分位 ) 

美国 (2002 年 )
31
 3.2 - 6.3

b
 - 

英国 (2006 年 )
12
 4.2 - 5.1

c
 7.5 - 8.7

 d
 (第 97.5百分位 )

加拿大 (2007 年 )
13
 4.5 - 7.5

d
 - 

新西兰 (2009 年 )
28
 5.5 - 6.8

e
 - 

欧洲 (2012 年 )
30
 7.6

f
 13.4 (第 95 百分位 ) 

南韩 (2006 年 )
29
 7.7

g
 - 

香港 (是次研究 ) 8.3 19 (第 95 百分位 ) 

爱尔兰 (2011 年 )
11
 10 - 13

h
 23 - 26 (第 97.5 百分位 ) 

中国内地 (2006 年 )
32
 11

i
 - 

日本 (2011 年 )
26
 12 - 

注：  

a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 0.0065 至 0.0079 毫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月膳

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2.8 至 3.4 微克)。 

b 摄入量一般的人(20 至 50 岁的男性和女性)每日膳食摄入量为 6.4 至 12.5 微克(即体重 60

公斤的成年人每月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3.2 至 6.3 微克)。 

c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0.14至 0.17微克(即每月膳食摄入量约为每

公斤体重 4.2 至 5.1 微克)，摄入量高的人则为每公斤体重 0.25 至 0.29 微克(即每月膳食

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7.5 至 8.7 微克)。 

d 各个 20 岁以上至 65 岁以上男性和女性组别的摄入量数据以含量范围显示。摄入量一般的

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0.15 至 0.25 微克(即每月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4.5

至 7.5 微克)。 

e 男性、25 岁以上男性和 25 岁以上女性的摄入量数据以含量范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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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周膳食摄入量中位数为每公斤体重 1.77 微克(即每月膳食摄入量约为每

公斤体重 7.6 微克)，摄入量高的人则为每公斤体重 3.13 微克(即每月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

斤体重 13.4 微克)。 

g  摄入量一般的人(1 岁以上)每周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1.8 微克(即每月膳食摄入量约为

每公斤体重 7.7 微克)。 

h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0.34至 0.44微克(即每月膳食摄入量约为每

公斤体重 10 至 13 微克)，摄入量高的人则为每公斤体重 0.77 至 0.87 微克(即每月膳食摄

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23 至 26 微克)。  

i  成年男性每日膳食摄入量为 22.2 微克(根据有关研究报告，体重 63 公斤的男性每月膳食摄

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11 微克)。  

 

小结  

 

5.12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镉的分量分别为每

公斤体重 8.3 微克和 19 微克，相等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3% 和

75%。由此推断，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镉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的机会不大。  

 



 

- 25 - 

第六章  

 

铅  

 

 

6.1 铅天然存在于环境中，而且采矿、冶炼、制造电池和使用含铅石

油产品 (汽油 )等人类活动亦产生不少铅。食物受铅污染，主要是由于环

境污染，或食物在制造、处理和包装过程中受到污染所致。大气中的铅

在农作物积聚，会污染食物。食物受铅污染的另一个源头是水。虽然铅

以有机及无机两种形态存在，但食物只检测到无机铅。 2 6
 

 

摄入来源  

 

6.2 铅可通过进食、吸入和皮肤吸收进入人体。油漆及装修工程、水

管工程、建筑工程和汽车维修等多个行业的从业员在工作环境摄入铅的

分量较多。一般成年人主要从膳食摄入铅，儿童则主要从膳食、空气、

尘埃或土壤摄入铅。幼童经常把手指和其他物件放入口里，因而较易吞

下含铅的油漆屑，以及可能含有铅粒子的家居尘埃或土壤。至于吸烟的

人，烟草是铅的另一个摄入来源。由于铅是空气中的污染物，所有人都

会从空气吸入一定分量的铅。 3 3 香港的水管系统并非采用铅制水管和配

件 ， 因 此 食 水 并 非 本 港 市 民 摄 入 铅 的 主 要 来 源 (平 均 含 量 少 于 每 公 升

0.003 毫克 )。 3 4  

 

毒性  

 

6.3 铅是典型的慢性或累积性毒物。单一次摄入铅，一般不会观测到

对健康的影响。铅中毒的主要受损的靶器官是中枢神经系统。 2010 年，

专家委员会认为，以儿童来说，有极为充分和一致的研究证据显示，血

液的铅含量与神经发育受损有关，特别是智商下降。再者，与其他器官

系统受到影响的情况相比，通常较低的血液铅含量就可引起神经发育受

损。至于成年人方面，有极为充分和一致的研究证据显示，血液的铅含

量处于最低水平引致的不良影响是血压的收缩压上升。 3 5
 

 

6.4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 2006 年把无机铅化合物列为第 2A 组物质 (即可

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 )，有机铅化合物则列为第 3 组物质 (即在会否令人类

患癌方面未能分类的物质 )。3 6 专家委员会在 2010 年撤回在 1999 年所定铅

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即每公斤体重 25 微克，原因是这个摄入限量

水平已不能保障健康。专家委员会认为， 1 至 4 岁儿童每日铅摄入量达每

公斤体重 0.3 微克，智商可能会下降 0.5；成年人每日摄入量达每公斤体

重 1.2 微克，则血压收缩压可能会上升 1 毫米水银柱 (0.1 千帕斯卡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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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研究  

 

6.5 食环署于 2005 年就本港中学生从膳食摄取铅的情况进行研究。该

项研究根据 2000 年中学生的本地食物消费量数据，以及从本港市面收集

所得食物样本的铅含量，估计中学生从膳食摄入铅的情况。摄入量一般

和 摄 入 量 高 的 中 学 生 每 周 从 膳 食 摄 入 铅 的 分 量 估 计 分 别 为 每 公 斤 体 重

1.98 微克和 5.09 微克 (即每日每公斤体重约 0.28 微克和 0.73 微克 )，两

者均远低于专家委员会在 1986 年订定铅的旧有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25 微克。 3 7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铅含量  

 

6.6 总膳食研究分 4 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

铅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6.1， 150 种食物

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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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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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公斤)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17 7 [检测不到 - 4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10 21 [检测不到 - 28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0 19 [4 - 120] 

水果 68 15 5 [检测不到 - 32]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0 9 [3 - 50] 

蛋及蛋类制品 12 0 6 [3 - 9]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1 24 [检测不到 - 300]

乳类制品 20 25 4 [检测不到 - 7] 

油脂类 8 0 5 [2 - 7] 

酒精饮品 8 25 6 [检测不到 - 14]

不含酒精饮品 40 23 4 [检测不到 - 19]

混合食品 48 0 11 [4 - 27] 

零食食品 4 0 7 [6 - 7] 

糖类及甜点 8 0 9 [检测不到 - 29]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10 12 [检测不到 - 32]

总数 600 9.8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6.7 根据这项研究，只有 9.8% 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铅。以食物组别来

说，“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的铅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4 微克 )，

其次是“蔬菜及蔬菜制品”(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1 微克 )和“豆类、坚果

和种子及其制品”(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9 微克 )。这项研究比较 150 种食

物的铅含量，发现蚝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30 微克 )，其次是

云耳∕木耳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00 微克 )和西洋菜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96 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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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膳食摄入铅的情况  

 

6.8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铅的分量分别为每

公斤体重 0.21 微克和 0.38 微克，两者均低于 2005 年就中学生进行研究

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 (即每日每公斤体重 0.28 微克和 0.73 微克 )。  

 

6.9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现时专家委员会并没有订定铅的安全参考值，

因此，这项研究采用暴露限值  
i
 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

成年人每日摄入量达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血压的收缩压可能会上升。

这是粗略估计的摄入量数值，造成不良影响的风险属于低。如摄入量相

等于或低于这个数值，对健康带来的风险就属于可接受的低水平 (即暴露

限值大于 1)。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的暴

露限值分别是 6 和 3。  

 

6.10 图 6.1 和附录 II 表 D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

铅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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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铅的分量  

 

                                                 
i 暴露限值的计算方法是引致不良影响 (成年人的血压收缩压上升 1 毫米水银柱 )的剂

量除以从食物摄入铅的估计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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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膳食来源  

 

6.11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铅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

的百分比载于图 6.2。“蔬菜及蔬菜制品”是市民从膳食摄入铅的主要来

源，占总摄入量的 30%。其他主要摄入来源是“不含酒精饮品”、“混合

食品”和“谷物及谷物制品”，分别占总摄入量的 16%、 14% 和 13%。  

 

30%

14%

13%

9%

6%

6%

2%
1% 2%

16%

1%

蔬菜及蔬菜製品

不含酒精飲品

混合食品

穀物及穀物製品

魚類和海產及其製品

水果

肉類、家禽和野味及其製品

豆類、堅果和種子及其製品

調味料、醬油及香草

乳類製品

其他

 

图 6.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铅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6.12 这项研究所得的铅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载于表 6.2。从数

字可见，这项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相若。不过，由于

各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

和污染物分析方法各异，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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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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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铅的膳食摄入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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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 (2011 年 )
11
 0.04 - 0.15 0.11 - 0.27(第 97.5 百分位 )

美国 (2002 年 )
31
 0.047 - 0.28

a
 - 

英国 (2006 年 )
12
 0.09 - 0.10 0.17 - 0.18(第 97.5 百分位 )

加拿大 (2007 年 )
13
 0.10 - 0.13 - 

新西兰 (2009 年 )
28
 0.11 - 0.13

b
 - 

澳洲 (2011 年 )10 0.13 - 0.14
c
 0.23 - 0.24(第 90 百分位 ) 

香港 (是次研究 ) 0.21 0.38(第 95 百分位 ) 

南韩 (2006 年 )
29
 0.44

d
 - 

欧洲 (2012 年 )
38
 0.50 0.83(第 95 百分位 ) 

中国内地 (2012 年 )
39
 0.81 - 1.9

e
 - 

注：  

a 
25 至 70 岁以上年龄组别的男性和女性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人 3.3 至 19.5 微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日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047 至 0.28 微克)。 

b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周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0.8至 0.9微克(即每日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

斤体重 0.11 至 0.13 微克)。 

c 
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人 0.0092 至 0.0098 毫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

日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13 至 0.14 微克)。 

d 
1 岁以上的人每周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3.1 微克(即每日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44 微克)。 

e 
10 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组别的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人 48.7 至 116.7 微克(即体重 60 公斤

的成年人每日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81 至 1.9 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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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6.13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铅的分量分别为每

公斤体重 0.21 微克和 0.38 微克，两者的暴露限值则分别为 6 和 3。摄入

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铅的分量估计少于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专家委员会认为，成年人的摄入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

导致血压收缩压上升的风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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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甲基汞  

 

 

7.1 汞是天然存在的元素，具有多种形态，分别是元素汞或金属汞、

无机汞化合物及有机汞化合物。 4 0  环境中的汞大多由人类活动产生，特

别是燃煤发电厂、家居暖气系统和废物焚化炉。 4 1
 

 

摄入來源  

 

7.2 汞的摄入途径包括食用天然或人为污染的食物，接触汞合金补牙

物，以及因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接触到汞。 4 2  然而，膳食是人体摄入汞

的主要来源，食用受污染的鱼类和介贝类水产则是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来

源，尤以食用大量捕猎性鱼类的人为然。 4 1
 

 

鱼类含有的甲基汞  

 

7.3 本地研究报告指出，各种鱼类的甲基汞含量占总汞含量的 46% 至

99% 不等。4 3  事实上，大部分鱼类的甲基汞含量占总汞含量的 90% 以上。

体型较大、寿命较长和捕猎性鱼类体内积聚的甲基汞可能较多。甲基汞

含量高的鱼类包括鲨鱼、剑鱼、旗鱼、橘棘鲷、狗鱼、马头及大王马鲛

鱼。某些品种的吞拿鱼 (例如大眼吞拿鱼、藍鳍吞拿鱼和长鳍吞拿鱼 )甲

基汞含量亦可能偏高，但平均含量往往远低于上述几个品种的鱼类。罐

装吞拿鱼的汞含量通常较新鲜吞拿鱼为低，主要原因是品种不同或罐头

所用的吞拿鱼体型较小。鲣鱼通常制成罐头，而且汞含量较低。不过，

如长鳍吞拿鱼 (在美国称为罐装“白”吞拿鱼 )等汞含量较高的鱼类也可

能制成罐头。 4 4
 

 

毒性  

 

7.4 甲基汞的毒性比无机汞强。以胎儿、婴儿和儿童来说，甲基汞对

健康的主要影响是导致神经发育受损。孕妇进食含甲基汞的鱼类和介贝

类水产，腹中胎儿便会摄入甲基汞，对胎儿发育中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造

成不良影响。研究发现，胎儿期从子宫摄入甲基汞，儿童的认知思维能

力、记忆力、专注力、语言能力、小肌肉活动能力和视觉空间能力均受

影响。 2003 年，专家委员会订定甲基汞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为每公

斤体重 1.6 微克，以免发育中的胎儿受到神经毒性影响。 4 5  
2006 年，专

家委员会进一步阐明，胚胎和胎儿期过后，受甲基汞不良影响的程度或

会较低。成年人的摄入量大约不超过每周可容忍摄入量的兩倍 (即专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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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于 2000 年订定的旧有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每公斤体重 3.3 微

克 ))，便不会构成神经毒性的风险。不过，必须留意的是，育龄妇女的

甲基汞摄入量不应超过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以保障胚胎和胎儿的健

康。此外，以儿童 (约 17 岁或以下 )来说，现有數据不足以作出肯定的结

論，因为他们可能较成年人易受甲基汞影响。因此， 2003 年订定的可容

忍摄入量亦适用于儿童。 4 6
 

 

7.5 英国食品、化妆品及环境中化学品毒性委员会于 2003 年发出声明，

并指出可采用每周每公斤体重 3.3 微克作为甲基汞的参考摄入量，以保

障一般人免受非发育方面的不良影响。该委员会认为，专家委员会订定

甲基汞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为每公斤体重 1.6 微克，足以保障胎儿

发育中的神经系统免受损害。在评估孕妇及来年有机会怀孕的妇女从膳

食摄入甲基汞的情况时，应以这个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作为准则。 4 7  

 

上次研究  

 

7.6 2008 年，中心进行“鱼类的汞含量与食物安全”的风险评估研究。

该项研究根据 2007 年收集所得鱼類样本的甲基汞含量，以及 2004 年“中

学生从食物摄取汞的情况”风险评估研究的數据，估计中学生从膳食摄

入甲基汞的情况。摄入量一般的中学生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量估计不

超出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每周每公斤体重 0.50 至 0.66 微克，为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量的 31% 至 41%)，但摄入量高的中学生 (第 95 百分位 )

则可能高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每周每公斤体重 1.51 至 1.69 微克，

为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量的 94% 至 106%)。 280 个检测样本中，只有 3

个进口金目鲷样本验出汞和甲基汞含量高于每公斤 500 微克。 4 3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甲基汞含量 

 

7.7 总膳食研究合共检测了 51 种食物的甲基汞含量 (分 4 次抽取食物

样本，合共 204 个混合样本 )。检测的食物主要是动物源性食物和海产。

选定这些食物进行检测，原因是鱼类和海产制品以外的食物亦可能含有

汞，但大多是无机汞。根据现有數据，从这些食物摄入甲基汞的分量占

总摄入量的比重微乎其微。4 8 总膳食研究多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7.1， 51 种食物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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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甲基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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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公斤) [范

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16 25 0.7 [检测不到 - 1.6]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54 0.7 [检测不到 - 3.4]

蛋及蛋类制品 12 0 1.0 [0.3 - 2.4]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0 68 [3.7 - 450] 

混合食品 48 40 1.1 [检测不到 - 6.0]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4 100 0.15 [检测不到] 

总数 204 26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7.8 根据这项研究，只有 26% 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甲基汞。以食物组

别来说，“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的甲基汞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68 微克 )，其余所有食物组别的甲基汞含量均相对偏低 (平均含量约为或

少于每公斤 1 微克 )。现时，食品法典委员会订定的甲基汞指引限值为体

型较大的捕獵性鱼類每公斤 1 毫克 (即每公斤 1 000 微克 )，其余所有鱼

類则为每公斤 0.5 毫克 (即每公斤 500 微克 )。4 9 根据这项研究，所有鱼类

样本的甲基汞含量均低于食品法典委员会所订的指引限值，其中以吞拿

鱼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30 微克 )。  

 

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情况  

 

7.9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周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量分别

为每公斤体重 0.74 微克和 2.7 微克，相等于专家委员会订定的旧有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3.3 微克 )的 22% 和 82%。这项研究得出

的估计摄入量高于上次就中学生进行研究所得的数字 (摄入量一般和摄

入量高的中学生每周摄入量分别为每公斤体重 0.50 至 0.66 微克和 1.51

至 1.69 微克 )，原因可能是估计摄入量的方法不同。上次研究综合不同

品种鱼類的甲基汞含量中位数和“鱼类”的整体消费量數据 (当时没有

个别品种鱼类的消费量數据 )，计算得出估计膳食摄入量。进行这项研究

时，已有成年人进食各种鱼类的消费量數据。根据各种食物 (包括鱼类和

海产样本 )的甲基汞平均含量及其对应的消费量數据，可以更准确地计算

出甲基汞的估计膳食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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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图 7.1 和附录 II 表 E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

甲基汞的分量。由于甲基汞可损害神经系统，特别是发育中的脑部，因

此育龄女性 (15 至 49 岁 )
ii
 摄入甲基汞的情况特别值得关注。这项研究显

示，20 至 49 岁摄入量一般的女性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量，远低于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量(即每公斤体重 1.6 微克 )。不过， 20 至 29 岁、 30 至

39 岁和 40 至 49 岁摄入量高的女性每周摄入量分别为每公斤体重 2.1 微

克、2.5 微克和 2.4 微克，相等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131%、146% 和

150%。这些年龄组别的女性中，约 11% 的摄入量高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

入量。因此，育龄女性从膳食摄入甲基汞，可能会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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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甲基汞的分量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7.11 这项研究所得的甲基汞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国家进行研究计算出

的估计摄入量大致相若 (表 7.2)。鱼类食用量高的人，估计甲基汞的摄入

量会较高，这项研究以至葡萄牙、希腊、挪威和日本各地研究所得的摄

入量数据均足以证明这一点。 4 8、 5 0 不过，由于各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

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和污染物分析方法各异，而

                                                 
ii 根据世卫的定义，育龄女性指 15 至 49 岁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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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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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2 甲基汞的膳食摄入量比较  

国家∕地区  

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  摄入量高的人  

中 国 内 地

(2010 年 )
51
 

0.003 - 0.138
a
 - 

美 国 (2002

年 )
31
 

0.097 - 0.26
b、 c

 - 

荷 兰 (2004

年 )
48
 

< 0.1
c
 0.4

c
 

英 国 (2006

年 )
12
 

0.14 - 0.35
d
 

0.70 - 0.91 (第 97.5 百分位 )
c、

d
 

爱 尔 兰

(2011 年 )
11
 

0.14 - 2.0
c
 0.7 - 3.3 (第 97.5 百分位 )

c
 

韩 国 (2006

年 )
29
 

0.21
 c、 e

 
- 

新 西 兰

(2009 年 )
28
 

0.27 - 0.33
f
 

- 

澳 洲 (2011

年 )
10
 

0.45
g
 1.1 (第 90 百分位 ) 

法 国 (2004

年 )
48
 

0.30
 c
 - 

挪 威 (2004

年 )
48
 

0.40
 c
 1.8

 c
 

希 腊 (2004

年 )
48
 

0.50
 c
 2.2

 c
 

香 港 (是 次

研究 ) 
0.73 2.7 (第 95 百分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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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2005

年 )
50
 

1.1
 c
 - 

葡 萄 牙

(2004 年 )
48
 

1.6
 c
 - 

注：  

a
 有关结果是 18 至 45 岁成年男性的膳食摄入量。 

b
  25 至 70 岁以上年龄组别的男性和女性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人 0.97 至 2.59 微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097 至 0.26 微克)。 

c
 检测总汞含量。 

d 
摄入量一般的成年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0.02至 0.05微克(即每周膳食摄入量约

为每公斤体重 4.3 至 5.2 微克)，摄入量高的成年人则为每公斤体重 0.10 至 0.13 微克(即

每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70 至 0.91 微克)。 

e
 膳食摄入量评估对象包括 1 岁及以上的人。 

f
 男性、25 岁以上男性和 25 岁以上女性从鱼类和介贝类水产摄入甲基汞分量的中间值以含

量范围显示。 

g
 摄入量一般的人(17 岁及以上)每日膳食摄入量为 0.0045 毫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

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0.45 微克)，摄入量高的人则为每公斤体重 0.15 微克(即每

周膳食摄入量约为每公斤体重 1.1 微克)。 

 

小结  

 

7.12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量分别相等

于一般人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3.3 微克 )的 22% 和

82%，因此，一般成年人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

响的机会不大。不过， 17 岁或以下儿童和孕妇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为每公斤体重 1.6 微克，约 11% 的 20 至 49 岁 (育龄 )女性甲基汞膳食摄

入量超过这个标准。由于甲基汞会对胎儿的健康带来潜在风险，孕妇摄

入甲基汞是值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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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镍  

 

 

8.1 镍与其他元素结合，天然存在于地壳中。所有土壤均含有镍，火

山也会释出镍。地心的成分中，镍占 6%。开采镍矿和制造或应用镍、镍

合金或镍化合物等工业会在大气中释出镍。这些工业的废水亦可能含有

镍。此外，燃油发电厂、燃煤发电厂及垃圾焚化炉也会在大气中释出镍。
5 2  

 

摄入来源  

 

8.2 镍主要用作生产不锈钢和镍合金。对于不吸烟而职业上又不会接

触到镍的人来说，食物是他们摄入镍的主要来源；从水摄入镍的分量一

般占每日总膳食摄入量的比重甚小。天然镍含量高的食物包括朱古力∕

巧克力、黄豆、坚果和麦皮∕燕麦片。然而，在镍污染严重的地方，或

地下水本身含有的镍出现迁移情况的地区，或使用某种水煲，或使用易

受侵蚀物料建造水井，或饮用镀镍或镀铬水龙头的水，从水摄入镍的分

量可能相当多。 5 3
 

 

毒性  

 

8.3 意外口服摄入镍化合物，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头痛和虚弱等

症狀。有报告亦指可能会引致暂时性肾脏中毒、急性出血性胃炎和心动

停 止 。 实 验 动 物 长 期 过 量 摄 入 镍 化 合 物 会 影 响 生 殖 能 力 、 白 血 球 和 脾

脏。 
5 3、 5 4  现有证据未能确定镍化合物的基因毒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

镍化合物列为第 1 组物质 (即令人类患癌的物质 )，并把镍金属列为第 2B

组物质 (即或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 )。 5 5  世卫在 2004 年制定《饮用水水

质准则》时，订定镍的每日可容忍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 5 3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镍含量  

 

8.4 总膳食研究分 4 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

镍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8.1， 150 种食物

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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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镍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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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公斤)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4 120 [检测不到 - 63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1 91 [检测不到 - 72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0 1 800 [20 - 8 700] 

水果 68 3 120 [检测不到 - 30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0 72 [200 - 80] 

蛋及蛋类制品 12 25 32 [检测不到 - 71]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26 58 [检测不到 - 280]

乳类制品 20 35 61 [检测不到 - 420]

油脂类 8 38 41 [检测不到 - 85] 

酒精饮品 8 13 67 [检测不到 - 200]

不含酒精饮品 40 28 83 [检测不到 - 560]

混合食品 48 4 89 [检测不到 - 290]

零食食品 4 0 260 [160 - 400] 

糖类及甜点 8 38 700 [检测不到 - 1 800]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50 170 [检测不到 - 780]

总数 600 10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8.5 根据这项研究，只有 10% 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镍。以食物组别来

说，“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的镍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 800 微克 )，其次是“糖类及甜点”(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700 微克 )和

“零食食品”(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60 微克 )。在总膳食研究涵盖的 150

种食物中，镍含量最高的是花生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 300 微克 )、花生

酱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 800 微克 )、朱古力∕巧克力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 400 微克 )和发酵豆类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890 微克 )。上述研究结

果与文献所载相符，显示朱古力∕巧克力、黄豆、花生和坚果本身的镍

含量偏高。  
5 2、  5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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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膳食摄入镍的情况  

 

8.6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镍的分量分别为每

公斤体重 3.1 微克和 5.7 微克，相等于世卫所订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

公斤体重 12 微克 )的 26% 和 48%。  

 

8.7 图 8.1 和附录 II 表 F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

镍的分量。所有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人口组别膳食摄入量均远低于每日

可容忍摄入量。因此，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镍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

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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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镍的分量  
 

主要膳食来源  

 

8.8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镍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

百分比载于图 8.2。“谷物及谷物制品”和“不含酒精饮品”是市民从膳

食摄入镍的主要来源，两者各占总摄入量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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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镍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8.9 这项研究所得的镍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载于表 8.3。从数

字可见，这项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相若。不过，由于各

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和

污染物分析方法各异，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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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2 镍的膳食摄入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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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2009 年 )
1 2
 1.5 - 1.6 3.0 - 3.1(第 97.5百分位 ) 

美国 (2002 年 )
5 2
 2.2 - 2.3

a
 - 

香港 (是次研究 ) 3.1 5.7(第 95 百分位 ) 

加拿大 (2007 年 )
1 3
 3.1 - 5.0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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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8 岁以上的女性和男性每日平均摄入量为 157 至 163 微克(即体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每日摄

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2.2 至 2.3 微克)。 

 

小结  

 

8.10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镍的分量分别为每日可

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 )的 26% 和 48%。由此推断，一般市民

从膳食摄入镍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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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锡 

 

 

9.1 锡是一种金属，可与其他化学物结合，形成各种复合物。锡与氯、

硫磺或氧结合，形成无机锡化合物。地壳含有小量无机锡化合物。牙膏、

香水、肥皂、着色剂和染料也含有无机锡化合物。锡亦可与碳结合，形

成有机锡化合物。这些化合物用于生产塑料、食品包装物料、胶管、除

害剂、油漆、木料防腐剂和驱鼠 (大鼠和小鼠 )剂。在天然含有锡金属与

无机及有机锡化合物的岩石附近，以及开采、生产或应用这些物质的地

方四周，空气、水和土壤都可能含有这些物质。 5 8 

 

摄入来源  

 

9.2 锡存在于空气、水、土壤和堆填区中，而且许多陆生和水生动植

物本身通常含有锡。动植物组织本身的锡含量低，而锡这种矿物质的主

要膳食摄入来源是食物，就是从镀锡铁罐 (用作保存食物 )接触到锡金属

的食物。罐装食品食用量较多的人口组别无机锡摄入量可能会较高。空

气、水或土壤中的锡会轻微污染食物。使用含有机锡的塑化剂、杀菌剂

和氯化亚锡 (作为着色剂或脱色剂、防腐剂和螯合剂 )，膳食会含有锡，

但分量微乎其微。5 9、 6 0 此外，一些多种维他命及矿物质补助食品亦含有

锡 (每片的锡含量达 10 微克 )。 6 1 

 

毒性  

 

9.3 无机锡化合物在人体和动物胃肠道的吸收率非常低，多达 98% 会

通过粪便直接排出体外。由于无机锡化合物不易被人体和动物吸收，口

服无机锡化合物对身体组织的毒性轻微。锡摄入量偶然偏高，与大量进

食罐装食品有关。现已订定罐装食品和饮品的锡含量规管上限 (分别为每

公斤 200 毫克和 100 毫克 )，以免从这些食品和饮品摄入锡对胃肠道造成

局部急性影响。短期的人类研究显示，锡摄入量高 (每日或每餐约 30 至

50 毫克 )可能会减低锌的吸收率，但不会影响如铁、铜、锰或镁等其他矿

物质的吸收。不过，这个摄入量水平对锌或其他矿物质的营养状况所造

成的潜在长远影响 (如有的话 )，则并没有进行研究。专家委员会在 1988

年订定锡 (包括用作食物添加剂的锡 )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为每公斤

体重 14 毫克。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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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锡含量  

 

9.4 总膳食研究分 4 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

锡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9.1， 150 种食物

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G。  

 

表 9.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锡含量 (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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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

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83 0.009 检测不到 - 0.054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78 0.92 [检测不到 - 64]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75 0.049 [检测不到 - 0.94]

水果 68 76 4.0 [检测不到 - 48]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88 0.015 [检测不到 - 0.15]

蛋及蛋类制品 12 100 0.005 [检测不到]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54 0.022 [检测不到 - 0.18]

乳类制品 20 95 0.048 [检测不到 - 0.47]

油脂类 8 100 0.005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100 0.005 [检测不到] 

不含酒精饮品 40 90 0.007 检测不到 - 0.059

混合食品 48 65 0.13 [检测不到 - 2.7]

零食食品 4 50 0.015 检测不到 - 0.039

糖类及甜点 8 100 0.005 [检测不到]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75 0.61 [检测不到 - 0.53]

总数 600 77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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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根据这项研究， 77% 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锡。以食物组别来说，

“水果”的锡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4 毫克 )，其次是“蔬菜及蔬

菜制品”(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0.92 毫克 )和“混合食品”(平均含量为每

公斤 0.13 毫克 )。在总膳食研究涵盖的 150 种食物中，锡含量最高的是

菠萝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7 毫克 )、菇类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2 毫克 )和

桃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31 毫克 )。这 3 种食物的部分样本为罐装食品，锡

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罐头的锡质涂层所致。  

 

从膳食摄入锡的情况  

 

9.6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锡的分量分别为每

公斤体重 0.029 至 0.031 毫克和 0.16 至 0.17 毫克，只相等于专家委员

会所定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4 毫克 )的 0.2% 和 1.1% 至

1.2%。  

 

主要膳食来源  

 

9.7 由于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从各个食物组别摄入锡的分量均少于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1%，因此，并无任何一个食物组别可视为锡的主要

膳食摄入来源。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9.8 这项研究所得的锡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载于表 9.2。从数

字可见，这项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较爱尔兰和英国的数字为低，

部分原因可能是香港成年人口的罐装食品 (特别是罐装蔬菜和水果 )食用

量较爱尔兰和英国两地成年人为低。不过，由于各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

同，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和污染物分析方法各异，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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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 锡的膳食摄入量比较  

国家∕地区  
成年人每周膳食摄入量 (毫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  摄入量高的人  

香港 (次是研究 ) 0.029 - 0.031 0.16 - 0.17(第 95 百分位 ) 

爱尔兰 (2011 年 )
11
 0.11 0.43(第 97.5 百分位 ) 

英国 (2006 年 ) 
12
 0.16 

a
 0.57 - 0.58(第 97.5百分

位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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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  
摄入量一般的成年人每日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23.3 至 23.4 微克(即每周每公斤体重

0.16 毫克)，摄入量高的成年人则为每公斤体重 82.1 至 82.2 微克(即每周每公斤体重 0.57

至 0.58 毫克)。 

 

小结  

 

9.9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锡的分量分别为暂定每

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0.2% 和 1.1% 至 1.2%。由此推断，一般市民从膳食

摄入锡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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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钒  

 

 

10.1 钒是蕴藏量丰富的元素，分布地域广泛，在南非、俄罗斯和中国

内地开采。环境中的钒大部分是生产五氧化二钒时燃油和燃煤释出的。

五氧化二钒用于制造合金、颜料和油墨。 6 3
 

 

摄入来源  

 

10.2 钒的主要摄入来源是食物，其他次要摄入来源则包括水和空气。

大多数食物天然含有小量钒，海产的钒含量通常较陆生动物的肉类为高。

研究发现各类商业生产的营养补充剂和多种维他命亦可能含有钒，含量

由 0.0004 至 12.5 毫克不等，视乎制造商建议的服用量而定。服用一些

含钒的补充剂，钒的摄入量可能会超过从食物和水摄入的分量。发电厂

一带的燃油残余物质含量较高，粮食作物和土壤积聚的微粒较多，附近

居民摄入钒的分量亦可能会高于背景水平。 6 4
 

 

毒性  

 

10.3 糖尿病的试验治疗显示，病人服用偏钒酸钠或硫酸氧钒据报出现

恶心、轻微肚泻和胃痉挛等症状。一项研究显示，人体每日服用约 13 毫

克钒亦出现胃痉挛的症状。研究发现，大鼠和小鼠服食多种钒化合物，

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包括红血球数量减少、血压上升和轻微神经系统不

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 2006 年把五氧化二钒列为第 2B 组物质，即或

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6 5 此外，几项体外测试和一些体内研究显示，钒

化合物含有基因毒性。6 6 由于无法确定钒的安全摄入量，专家委员会仍未

订定钒的安全参考剂量。 6 3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钒含量  

 

10.4 这项研究分 4 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钒

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10.1，150 种食物的

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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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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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公斤) [范

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30 10 [检测不到 - 26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50 9 [检测不到 - 66]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42 11 [检测不到 - 82]

水果 68 97 1.5 [检测不到 - 3]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67 4 [检测不到 - 20]

蛋及蛋类制品 12 25 13 [检测不到 - 35]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42 20 [检测不到 - 270]

乳类制品 20 75 5 [检测不到 - 57]

油脂类 8 100 1.5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0 43 [8 - 94] 

不含酒精饮品 40 75 2 [检测不到 - 9]

混合食品 48 8 6 [检测不到 - 15]

零食食品 4 0 20 [14 - 39] 

糖类及甜点 8 50 21 [检测不到 - 71]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20 22 [检测不到 - 83]

总数 600 50   

注：检测不到即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小结  

 

10.5 根据这项研究，半数 (50%)的混合样本检测不到钒。在不同食物组

别中，“酒精饮品”的钒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43 微克 )。至于个

别样本，则蚝的钒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90 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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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结论及建议  

 

 

11.1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铝的分量

分别为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2 毫克 )的 30% 和 77%；摄

入锑的分量分别为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6 微克 )的 0.3% 至

0.7% 和 0.5% 至 1.1%；摄入镉的分量分别为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 (即

每公斤体重 25 微克 )的 33% 和 75%；摄入镍的分量分别为每日可容忍摄

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 )的 26% 和 48%；摄入锡的分量则分别为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4 毫克 )的 0.2% 和 1.1 % 至 1.2%。

上述所有金属污染物的估计膳食摄入量均低于相关的健康参考值。  

 

11.2 至于铅方面，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铅的分量

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21 微克和 0.38 微克，两者均低于每日每公斤

体重 1.2 微克的水平。专家委员会认为，成年人的摄入量为每日每公斤

体重 1.2 微克，导致血压收缩压上升的风险低。至于甲基汞，摄入量一

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量估计分别为一般人的暂定

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3.3 微克 )的 22% 和 82%。研究结果显

示，以一般成年人来说，从膳食摄入上述 7 种金属污染物的分量对健康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11.3 20 至 49 岁 (育龄 )摄入量一般的女性从膳食摄入甲基汞的分量，远

低于适用于孕妇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6 微克 )。不

过，这个组别的女性中，约 11% 的甲基汞膳食摄入量超出暂定每周可容

忍摄入量。由于甲基汞会对胎儿的健康构成潜在风险，因此孕妇摄入甲

基汞是值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建议  

 

11.4 我们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向公众和业界提出建议，以减少从膳

食摄入金属污染物对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  

 

给公众的建议  

 

․  保持均衡和多元化的饮食，以免因偏食某几类食物而摄入过量金属

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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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计划怀孕的妇女和幼童应避免进食体型较大或捕猎性鱼类和

甲基汞含量可能较高的鱼类 (例如吞拿鱼、金目鲷、鲨鱼、剑鱼、旗

鱼、橘棘鲷和大王马鲛鱼等 )。  

 

․  鱼类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例如奥米加 -3 脂肪酸和优质蛋白

质等，市民宜适量进食多种鱼类。   

 

给业界的建议  

 

․  遵行优良农业规范和制造规范，尽量减少食物的金属污染物。  

 

․  向可靠的供应商采购食物。  

 

․  妥善保存记錄，以便有需要时可追查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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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I  

 

表 A：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铝含量 (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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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13 20 [检测不到  - 450]

白饭    0.050 [检测不到] 

粗磨米饭    0.60 [0.36 - 0.84] 

粟米    0.050 [检测不到] 

面条(中式或日式)   2.7 [2.4 - 3.2] 

面条(西式)   2.1 [1.1 - 3.3] 

即食面    1.8 [1.5 - 2.4] 

米粉∕米线    0.51 [0.40 - 0.65] 

面包(无馅)   4.5 [1.8 - 7.3] 

提子包    4.9 [2.5 - 6.4] 

菠萝包    9.7 [2.6 - 28]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3.3 [1.9 - 5.6] 

馒头    38 [13 - 59] 

饼干    9.6 [5.5 - 15] 

蛋糕∕西饼    19 [2.0 - 51] 

馅饼    35 [1.8 - 50] 

中式饼点    6.5 [1.7 - 15] 

麦皮∕燕麦片    0.12 [检测不到  - 0.24]

谷物早餐    1.9 [0.44 - 3.6] 

油炸面团食品    250 [50 - 45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19 4.1 [检测不到  - 45]

甘笋∕萝卜    0.51 [0.16 - 1.2] 

马铃薯    0.52 [0.35 - 0.60] 

炸薯    2.3 [0.43 - 6.2] 

西兰花    1.1 [0.85 - 1.5] 

绍菜∕黄芽白    0.20 [0.13 - 0.35] 

菜心    4.9 [2.6 - 6.8] 

椰菜    0.32 [0.19 - 0.57] 

白菜    6.7 [4.7 - 10] 

西芹    0.34 [0.25 -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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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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芥兰    1.6 [1.2 - 2.0] 

苋菜    35 [25 - 45] 

芥菜    5.5 [0.68 - 13] 

唐生菜    2.4 [1.7 - 3.6] 

西生菜    0.32 [0.11 - 0.50] 

绿豆芽∕芽菜    0.083 [检测不到  - 0.18]

菠菜    13 [11 - 15] 

蕹菜∕通菜    5.0 [3.5 - 7.8] 

西洋菜    8.7 [5.8 - 13] 

苦瓜    0.63 [0.15 - 1.8] 

青瓜∕黄瓜    0.21 [检测不到  - 0.42]

节瓜    0.050 [检测不到] 

南瓜    0.083 [检测不到  - 0.18]

丝瓜    2.4 [0.22 - 8.7] 

冬瓜    0.050 [检测不到] 

翠玉瓜    0.35 [0.26 - 0.48] 

茄子∕矮瓜    0.22 [检测不到  - 0.35]

灯笼椒    0.11 [检测不到  - 0.17]

番茄    0.05 [检测不到] 

蒜头    0.27 [0.16 - 0.48] 

洋葱    0.050 [检测不到] 

葱    13.5 [12 - 15] 

腌制蔬菜    8.3 [4.2 - 12] 

干冬菇    2.5 [1.8 - 3.3] 

菇类    3.1 [1.4 - 4.4] 

云耳∕木耳    23 [14 - 36]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0 5.5 [0.11 - 31] 

青豆角    1.2 [0.77 - 1.7] 

粉丝    3.9 [0.11 - 9.9] 

豆腐    3.2 [1.5 - 4.0] 

发酵豆类制品    18 [3.3 - 31] 

花生    3.0 [1.3 - 4.7] 

花生酱    3.4 [1.8 - 4.6] 

水果：  68 68 0.25 [检测不到  - 2.8]

苹果    0.38 [0.22 -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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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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香蕉    0.050 [检测不到] 

火龙果    0.26 [检测不到  - 0.70]

葡萄∕提子    0.72 [0.31 - 1.1] 

奇异果    1.6 [0.34 - 2.8] 

龙眼∕荔枝    0.21 [检测不到  - 0.41]

芒果    0.050 [检测不到] 

蜜瓜类    0.14 [检测不到  - 0.41]

橙    0.26 [检测不到  - 0.88]

木瓜    0.065 [检测不到  - 0.11]

桃    0.050 [检测不到] 

梨    0.050 [检测不到] 

柿子    0.068 [检测不到  - 0.12]

菠萝    0.050 [检测不到] 

李子∕布冧    0.050 [检测不到] 

柚子∕西柚    0.050 [检测不到] 

西瓜    0.26 [检测不到  - 0.66]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19 2.5 [检测不到  - 19]

牛肉    0.15 [0.12 - 0.18] 

羊肉    3.1 [0.25 - 11] 

猪肉    0.083 [检测不到  - 0.18]

火腿    3.7 [2.6 - 5.3] 

午餐肉    9.8 [1.3 - 19] 

叉烧    1.0 [0.54 - 1.4] 

烧肉    0.80 [0.45 - 1.3] 

猪膶∕猪肝    0.050 [检测不到] 

鸡肉    0.17 [检测不到  - 0.36]

豉油鸡    0.47 [0.22 - 0.73] 

烧鸭∕烧鹅    0.71 [0.49 - 0.98] 

肉肠    11 [8.5 - 12] 

蛋及蛋类制品：  12 67 0.23 [检测不到  - 0.91]

鸡蛋    0.050 [检测不到] 

皮蛋    0.58 [0.34 - 0.91] 

咸蛋    0.050 [检测不到]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50 4.9 [检测不到  - 110]

大头鱼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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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桂花鱼    0.050 [检测不到] 

鲩鱼    0.050 [检测不到] 

红衫    0.21 [0.14 - 0.28] 

海斑    0.050 [检测不到] 

马头    0.21 [检测不到  - 0.41]

鲳鱼(䱽鱼)   0.093 [检测不到  - 0.22]

龙脷∕挞沙    0.050 [检测不到] 

吞拿鱼    0.050 [检测不到] 

乌头    0.76 [0.53 - 1.1] 

三文鱼    0.050 [检测不到] 

黄花鱼    0.050 [检测不到] 

绞鲮鱼肉    1.4 [0.69 - 2.5] 

鱼蛋∕鱼片    3.5 [2.7 - 5.2] 

虾    12 [1.3 - 22] 

蟹    7.8 [5.3 - 9.8] 

蚝    62 [20 - 110] 

扇贝∕带子    4.8 [2.6 - 7.5] 

鱿鱼    0.11 [检测不到  - 0.23]

乳类制品：  20 45 1.2 [检测不到  - 12]

全脂奶    0.050 [检测不到] 

脱脂奶    0.050 [检测不到] 

芝士    1.4 [0.57 - 2.4] 

乳酪    0.18 [检测不到  - 0.3]

雪糕    4.1 [0.11 - 12] 

油脂类：  8 100 0.050 [检测不到 ] 

牛油    0.050 [检测不到] 

植物油    0.050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50 0.21 [检测不到  - 0.47]

啤酒    0.050 [检测不到] 

红酒    0.37 [0.34 - 0.47] 

不含酒精饮品：  40 40 1.9 [检测不到  - 14]

中国茶    3.2 [1.4 - 5.5] 

奶茶    11 [8.0 - 14] 

咖啡    1.4 [检测不到  - 2.8]

麦芽饮品    3.2 [3.0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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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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豆奶饮品    0.44 [0.25 - 0.59] 

蔬果汁    0.090 [检测不到  - 0.21]

汽水    0.050 [检测不到] 

菊花茶    0.30 [0.18 - 0.54] 

樽装蒸馏水    0.010 [检测不到] 

饮用水    0.010 [检测不到] 

混合食品：  48 2 16 [检测不到  - 240]

烧卖    2.3 [1.5 - 3.1] 

蒸饺子    3.1 [1.6 - 4.5] 

煎饺子    3.6 [1.5 - 6.8] 

云吞∕水饺    4.6 [3.1 - 6.9] 

叉烧包    170 [110-240] 

萝卜糕    3.9 [2.7 - 5.7] 

牛肉球    2.0 [1.3 - 3.2] 

糭    2.4 [1.5 - 3.5] 

肠粉(有馅)   1.1 [0.53 - 1.4] 

净肠粉    0.89 [0.61 - 1.3] 

中式汤水    1.0 [检测不到  - 3.4]

汉堡包    3.2 [2.8 - 3.4] 

零食食品：  4 0 6.4 [3.1 - 15] 

薯片    6.4 [3.1 - 15] 

糖类及甜点：  8 50 5.6 [检测不到  - 19]

朱古力∕巧克力    11 [4.0 - 19] 

白砂糖    0.050 [检测不到]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20 4.3 [检测不到  - 11]

餐桌盐(幼盐)   0.050 [检测不到] 

豉油    1.8 [0.22 - 5.3] 

蚝油    4.6 [2.7 - 6.1] 

番茄酱∕番茄汁    5.1 [2.7 - 11] 

粟米淀粉∕粟粉    10 [7.8 - 1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金属污染物  

- 61 - 

表 B：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锑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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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46 2 [检测不到  - 8] 

白饭    0.5 [检测不到] 

粗磨米饭    0.6 [检测不到  - 1] 

粟米    0.5 [检测不到] 

面条(中式或日式)   1 [检测不到  - 3] 

面条(西式)   0.6 [检测不到  - 1] 

即食面    1 [检测不到  - 3] 

米粉∕米线    0.5 [检测不到] 

面包(无馅)   1 [1 - 2] 

提子包    1 [1-1] 

菠萝包    0.9 [检测不到  - 1]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4 [2 - 8] 

馒头    3 [检测不到  - 8] 

饼干    4 [2 - 7] 

蛋糕∕西饼    4 [3 - 5] 

馅饼    0.9 [检测不到  - 2] 

中式饼点    2 [检测不到  - 4] 

麦皮∕燕麦片    0.5 [检测不到] 

谷物早餐    3 [检测不到  - 8] 

油炸面团食品    3 [2 - 4]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76 0.9 [检测不到  - 5] 

甘笋∕萝卜    0.5 [检测不到] 

马铃薯    0.5 [检测不到] 

炸薯    0.5 [检测不到] 

西兰花    0.5 [检测不到] 

绍菜∕黄芽白    0.5 [检测不到] 

菜心    0.9 [检测不到  - 2] 

椰菜    0.5 [检测不到] 

白菜    1 [检测不到  - 4] 

西芹    0.5 [检测不到] 

芥兰    0.5 [检测不到] 

苋菜    2 [检测不到  - 3] 

芥菜    1 [检测不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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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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唐生菜    0.5 [检测不到] 

西生菜    0.5 [检测不到] 

绿豆芽∕芽菜    0.5 [检测不到] 

菠菜    0.8 [检测不到  - 1] 

蕹菜∕通菜    2 [1 - 3] 

西洋菜    2 [检测不到  - 5] 

苦瓜    0.5 [检测不到] 

青瓜∕黄瓜    0.5 [检测不到] 

节瓜    0.5 [检测不到] 

南瓜    0.6 [检测不到  - 1] 

丝瓜    0.5 [检测不到] 

冬瓜    0.5 [检测不到] 

翠玉瓜     0.5 [检测不到] 

茄子∕矮瓜    0.5 [检测不到] 

灯笼椒    0.5 [检测不到] 

番茄    0.6 [检测不到  - 1] 

蒜头    0.5 [检测不到] 

洋葱    0.5 [检测不到] 

葱    2 [1 - 3] 

腌制蔬菜    2 [1 - 3] 

干冬菇    0.5 [检测不到] 

菇类    2 [1 - 2] 

云耳∕木耳    3 [3 - 4]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33 1 [检测不到  - 7] 

青豆角    0.6 [检测不到  - 1] 

粉丝    1 [检测不到  - 2] 

豆腐    0.6 [检测不到  - 1] 

发酵豆类制品    4 [2 - 7] 

花生    1 [1 - 2] 

花生酱    1 [1 - 1] 

水果︰  68 85 0.7 [检测不到  - 5] 

苹果    2 [检测不到  - 5] 

香蕉    0.6 [检测不到  - 1] 

火龙果    0.5 [检测不到] 

葡萄∕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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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奇异果    0.5 [检测不到] 

龙眼∕荔枝    0.5 [检测不到] 

芒果    0.5 [检测不到] 

蜜瓜类    0.6 [检测不到  - 1] 

橙    0.5 [检测不到] 

木瓜    0.5 [检测不到] 

桃    1 [检测不到  - 2] 

梨    0.5 [检测不到] 

柿子    0.5 [检测不到] 

菠萝    0.8 [检测不到  - 1] 

李子∕布冧     0.5 [检测不到] 

柚子∕西柚    0.9 [检测不到  - 2] 

西瓜    0.5 [检测不到]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42 3 [检测不到  - 13]

牛肉    0.6 [检测不到  - 1] 

羊肉    6 [2 - 11] 

猪肉    1 [1 - 2] 

火腿    7 [1 - 13] 

午餐肉    8 [2 - 11] 

叉烧    1 [检测不到  - 2] 

烧肉    0.9 [检测不到  - 1] 

猪膶∕猪肝    0.6 [检测不到  - 1] 

鸡肉    0.5 [检测不到] 

豉油鸡    0.5 [检测不到] 

烧鸭∕烧鹅    0.5 [检测不到] 

肉肠    5 [2 - 6] 

蛋及蛋类制品：  12 75 0.7 [检测不到  - 2] 

鸡蛋    0.5 [检测不到] 

皮蛋    1 [检测不到  - 2] 

咸蛋    0.6 [检测不到  - 1]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66 2 [检测不到  - 18]

大头鱼    0.5 [检测不到] 

桂花鱼    0.5 [检测不到] 

鲩鱼    0.9 [检测不到  - 2] 

红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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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海斑    0.5 [检测不到] 

马头    0.6 [检测不到  - 1] 

鲳鱼(䱽鱼)   0.5 [检测不到] 

龙脷∕挞沙    2 [检测不到  - 6] 

吞拿鱼    0.6 [检测不到  - 1] 

乌头    0.5 [检测不到] 

三文鱼    0.5 [检测不到] 

黄花鱼    0.5 [检测不到] 

绞鲮鱼肉    0.6 [检测不到  - 1] 

鱼蛋∕鱼片    3 [2 - 6] 

虾     5 [1 - 13] 

蟹    2 [1 - 2] 

蚝    4 [3 - 5] 

扇贝∕带子    5 [检测不到  - 18]

鱿鱼    0.5 [检测不到] 

乳类制品︰  20 80 1 [检测不到  - 6] 

全脂奶    0.5 [检测不到] 

脱脂奶    0.5 [检测不到] 

芝士    4 [检测不到  - 6] 

乳酪    0.5 [检测不到] 

雪糕    0.9 [检测不到  - 2] 

油脂类︰  8 88 0.6 [检测不到  - 1] 

牛油    0.5 [检测不到] 

植物油    0.6 [检测不到  - 1] 

酒精饮品︰  8 63 1 [检测不到  - 4] 

啤酒    0.5 [检测不到] 

红酒    2 [检测不到  - 4] 

不含酒精饮品︰  40 73 0.7 [检测不到  - 3] 

中国茶    0.1 [检测不到] 

奶茶    0.9 [检测不到  - 2] 

咖啡    1 [检测不到  - 2] 

麦芽饮品    0.5 [检测不到] 

豆奶饮品    0.5 [检测不到] 

蔬果汁    0.5 [检测不到] 

汽水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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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菊花茶    0.5 [检测不到] 

樽装蒸馏水    0.1 [检测不到  - 0.2]

饮用水    0.2 [检测不到  - 0.3]

混合食品︰  48 54 1 [检测不到  - 5] 

烧卖    1 [检测不到  - 3] 

蒸饺子    2 [检测不到  - 3] 

煎饺子    0.8 [检测不到  - 1] 

云吞∕水饺    2 [检测不到  - 2] 

叉烧包    2 [检测不到  - 5] 

萝卜糕    2 [1 - 2] 

牛肉球    0.5 [检测不到] 

糭    0.5 [检测不到] 

肠粉(有馅)   0.5 [检测不到] 

净肠粉    0.6 [检测不到  - 1] 

中式汤水    0.5 [检测不到] 

汉堡包    2 [1 - 3] 

零食食品︰  4 50 1 [检测不到  - 2] 

薯片    1 [检测不到  - 2] 

糖类及甜点︰  8 13 4 [检测不到  - 14]

朱古力∕巧克力    6 [3 - 14] 

白砂糖    2 [检测不到  - 4]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40 1 [检测不到  - 7] 

餐桌盐(幼盐)   1 [检测不到  - 2] 

豉油    3 [1 - 7] 

蚝油    1 [检测不到  - 2] 

番茄酱∕番茄汁    0.8 [检测不到  - 1] 

粟米淀粉∕粟粉    1 [检测不到  - 3]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金属污染物  

- 66 - 

表 C：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镉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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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 12 [检测不到  - 70]

白饭  4 [2 - 5] 

粗磨米饭  3 [检测不到  - 9] 

粟米  4 [检测不到  - 6] 

面条(中式或日式) 5 [3 - 6] 

面条(西式) 19 [16 - 22] 

即食面  4 [4 - 5] 

米粉∕米线  20 [4 - 31] 

面包(无馅) 14 [12 - 17] 

提子包  13 [11 - 14] 

菠萝包  14 [13 - 15]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13 [12 - 13] 

馒头  13 [11 - 14] 

饼干  28 [19 - 41] 

蛋糕∕西饼  8 [3 - 12] 

馅饼  6 [4 - 8] 

中式饼点  36 [12 - 70] 

麦皮∕燕麦片  1 [检测不到] 

谷物早餐  17 [3 - 41] 

油炸面团食品  17 [15 - 18]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7 33 [检测不到  - 310]

甘笋∕萝卜    14 [7 - 21] 

马铃薯    26 [19 - 33] 

炸薯    61 [56 - 68] 

西兰花    6 [检测不到  - 8] 

绍菜∕黄芽白    73 [48 - 96] 

菜心    34 [28 - 40] 

椰菜    9 [4 - 13] 

白菜    66 [39 - 130] 

西芹    54 [33 - 76] 

芥兰    24 [11 - 49] 

苋菜    72 [38 - 140] 

芥菜    68 [30 -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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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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唐生菜    37 [30 - 46] 

西生菜    17 [6 - 32] 

绿豆芽∕芽菜    4 [3 - 5] 

菠菜    92 [56 - 130] 

蕹菜∕通菜    33 [17 - 44] 

西洋菜    72 [29 - 180] 

苦瓜    2 [检测不到  - 3] 

青瓜∕黄瓜    2 [检测不到  - 3] 

节瓜    3 [检测不到  - 5] 

南瓜    3 [检测不到  - 4] 

丝瓜    9 [7 - 11] 

冬瓜    3 [检测不到  - 5] 

翠玉瓜    3 [检测不到  - 4] 

茄子∕矮瓜    34 [14 - 43] 

灯笼椒    8 [6 - 11] 

番茄    8 [4 - 13] 

蒜头    19 [16 - 21] 

洋葱    8 [2 - 14] 

葱    25 [14 - 49] 

腌制蔬菜    10 [7 - 12] 

干冬菇    240 [190 - 310] 

菇类    8 [6 - 13] 

云耳∕木耳    14 [9 - 18]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25 53 [检测不到  - 290]

青豆角    5 [检测不到  - 14]

粉丝    1 [检测不到] 

豆腐    10 [6 - 14] 

发酵豆类制品    23 [16 - 37] 

花生    140 [110 - 160] 

花生酱    150 [57 - 290] 

水果：  68 88 1 [检测不到  - 7] 

苹果    1 [检测不到] 

香蕉    3 [检测不到  - 7] 

火龙果    1 [检测不到] 

葡萄∕提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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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奇异果    1 [检测不到] 

龙眼∕荔枝    1 [检测不到  - 2] 

芒果    1 [检测不到] 

蜜瓜类    4 [检测不到  - 6] 

橙    1 [检测不到] 

木瓜    1 [检测不到] 

桃    1 [检测不到] 

梨    1 [检测不到  - 2] 

柿子    1 [检测不到] 

菠萝    1 [检测不到] 

李子∕布冧    1 [检测不到] 

柚子∕西柚    1 [检测不到] 

西瓜    2 [检测不到  - 3]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63 5 [检测不到  - 46]

牛肉    1 [检测不到] 

羊肉    1 [检测不到] 

猪肉    1 [检测不到] 

火腿    5 [3 - 6] 

午餐肉    4 [1 - 6] 

叉烧    1 [检测不到] 

烧肉    1 [检测不到] 

猪膶∕猪肝    34 [23 - 46] 

鸡肉    1 [检测不到] 

豉油鸡    1 [检测不到] 

烧鸭∕烧鹅    3 [检测不到  - 6] 

肉肠    4 [4-4] 

蛋及蛋类制品：  12 100 1 [检测不到 ] 

鸡蛋    1 [检测不到] 

皮蛋    1 [检测不到] 

咸蛋    1 [检测不到]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51 150 [检测不到  - 1 800]

大头鱼   1 [检测不到] 

桂花鱼   1 [检测不到] 

鲩鱼   1 [检测不到] 

红衫   8 [5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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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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海斑    1 [检测不到] 

马头    3 [检测不到  - 7] 

鲳鱼(䱽鱼)   2 [检测不到  - 4] 

龙脷∕挞沙    1 [检测不到] 

吞拿鱼    21 [13 - 30] 

乌头    1 [检测不到] 

三文鱼    1 [检测不到] 

黄花鱼    1 [检测不到] 

绞鲮鱼肉    1 [检测不到] 

鱼蛋∕鱼片    2 [检测不到  - 4] 

虾    97 [5 - 340] 

蟹    540 [260 - 890] 

蚝    1 300 [1 000 - 1 800] 

扇贝∕带子    730 [340 - 1 200] 

鱿鱼    140 [40 - 300] 

乳类制品：  20 85 1 [检测不到  - 6] 

全脂奶    1 [检测不到] 

脱脂奶    1 [检测不到] 

芝士    1 [检测不到  - 2] 

乳酪    1 [检测不到] 

雪糕    3 [检测不到  - 6] 

油脂类：  8 100 1 [检测不到 ] 

牛油    1 [检测不到] 

植物油    1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100 1 [检测不到 ] 

啤酒    1 [检测不到] 

红酒    1 [检测不到] 

不含酒精饮品：  40 80 1 [检测不到  - 7] 

中国茶    0.2 [检测不到] 

奶茶    1 [检测不到] 

咖啡    1 [检测不到] 

麦芽饮品    3 [3-3] 

豆奶饮品    4 [2 - 7] 

蔬果汁    1 [检测不到] 

汽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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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菊花茶    1 [检测不到] 

樽装蒸馏水    0.2 [检测不到] 

饮用水    0.2 [检测不到] 

混合食品：  48 8 8 [检测不到  - 22]

烧卖    12 [7 - 17] 

蒸饺子    8 [5 - 10] 

煎饺子    10 [6 - 16] 

云吞∕水饺    11 [5 - 18] 

叉烧包    9 [7 - 12] 

萝卜糕    15 [10 - 22] 

牛肉球    5 [3 - 6] 

糭    10 [8 - 15] 

肠粉(有馅)   6 [3 - 11] 

净肠粉    7 [检测不到  - 19]

中式汤水    2 [检测不到  - 3] 

汉堡包    9 [8 - 10] 

零食食品：  4 0 120 [80 - 150] 

薯片    120 [80 - 150] 

糖类及甜点：  8 50 39 [检测不到  - 120]

朱古力∕巧克力    78 [16 - 120] 

白砂糖    1 [检测不到]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40 14 [检测不到  - 58]

餐桌盐(幼盐)   1 [检测不到] 

豉油    9 [8 - 11] 

蚝油    36 [25 - 58] 

番茄酱∕番茄汁    23 [20 - 28] 

粟米淀粉∕粟粉    1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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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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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17 7 [检测不到  - 40]

白饭   2 [检测不到  - 5] 

粗磨米饭   3 [检测不到  - 4] 

粟米   1 [检测不到] 

面条(中式或日式)  6 [4 - 6] 

面条(西式)  2 [检测不到  - 5] 

即食面   4 [3 - 5] 

米粉∕米线   4 [2 - 6] 

面包(无馅)  7 [4 - 9] 

提子包   8 [5 - 10] 

菠萝包   5 [4 - 7]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6 [5 - 8] 

馒头   6 [3 - 9] 

饼干   19 [9 - 30] 

蛋糕∕西饼   8 [3 - 15] 

馅饼   15 [4 - 40] 

中式饼点   18 [10 - 34] 

麦皮∕燕麦片   2 [检测不到  - 3] 

谷物早餐   8 [5 - 13] 

油炸面团食品   11 [8 - 14]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10 21 [检测不到  - 280]

甘笋∕萝卜    4 [2 - 6] 

马铃薯    1 [检测不到] 

炸薯    3 [检测不到  - 4] 

西兰花    8 [4 - 11] 

绍菜∕黄芽白    1 [检测不到  - 2] 

菜心    41 [14 - 73] 

椰菜    1 [检测不到] 

白菜    14 [10 - 21] 

西芹    3 [检测不到  - 6] 

芥兰    13 [6 - 21] 

苋菜    59 [32 - 79] 

芥菜    34 [6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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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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唐生菜    11 [9 - 13] 

西生菜    5 [3 - 7] 

绿豆芽∕芽菜    7 [5 - 9] 

菠菜    25 [14 - 41] 

蕹菜∕通菜    47 [27 - 71] 

西洋菜    96 [14 - 280] 

苦瓜    12 [6 - 19] 

青瓜∕黄瓜    6 [3 - 8] 

节瓜    6 [3 - 12] 

南瓜    4 [3 - 6] 

丝瓜    11 [8 - 14] 

冬瓜    6 [4 - 7] 

翠玉瓜    6 [5 - 8] 

茄子∕矮瓜    9 [4 - 20] 

灯笼椒    6 [5 - 6] 

番茄    17 [3 - 57] 

蒜头    6 [4 - 7] 

洋葱    4 [3 - 6] 

葱    30 [22 - 38] 

腌制蔬菜    88 [65 - 100] 

干冬菇    20 [18 - 23] 

菇类    20 [8 - 40] 

云耳∕木耳    100 [74 - 14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0 19 [4 - 120] 

青豆角    14 [6 - 31] 

粉丝    6 [4 - 9] 

豆腐    14 [7 - 20] 

发酵豆类制品    60 [20 - 120] 

花生    10 [7 - 16] 

花生酱    7 [5 - 9] 

水果：  68 15 5 [检测不到  - 32]

苹果    11 [4 - 32] 

香蕉    3 [2 - 3] 

火龙果    3 [检测不到  - 5] 

葡萄∕提子    5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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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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奇异果    5 [2 - 7] 

龙眼∕荔枝    3 [检测不到  - 4] 

芒果    3 [检测不到  - 6] 

蜜瓜类    2 [检测不到  - 3] 

橙    5 [2 - 11] 

木瓜    7 [检测不到  - 10]

桃    17 [7 - 25] 

梨    3 [检测不到  - 5] 

柿子    5 [3 - 7] 

菠萝    11 [6 - 17] 

李子∕布冧    3 [2 - 4] 

柚子∕西柚    3 [2 - 4] 

西瓜    2 [检测不到  - 3]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0 9 [3 - 50] 

牛肉    7 [7 - 8] 

羊肉    8 [6 - 9] 

猪肉    6 [3 - 9] 

火腿    8 [6 - 9] 

午餐肉    18 [6 - 50] 

叉烧    6 [6 - 7] 

烧肉    10 [7 - 12] 

猪膶∕猪肝    16 [9 - 29] 

鸡肉    3 [3 - 4] 

豉油鸡    9 [5 - 17] 

烧鸭∕烧鹅    7 [7 - 8] 

肉肠    10 [7 - 15] 

蛋及蛋类制品：  12 0 6 [3 - 9] 

鸡蛋    6 [3 - 9] 

皮蛋    6 [5 - 6] 

咸蛋    7 [6 - 7]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1 24 [检测不到  - 300]

大头鱼    6 [4 - 10] 

桂花鱼    5 [检测不到  - 8] 

鲩鱼    7 [3 - 17] 

红衫    14 [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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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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海斑    6 [5 - 7] 

马头    7 [4 - 10] 

鲳鱼(䱽鱼)   7 [6 - 8] 

龙脷∕挞沙    6 [4 - 8] 

吞拿鱼    5 [4 - 5] 

乌头    16 [11 - 26] 

三文鱼    4 [3 - 5] 

黄花鱼    5 [3 - 7] 

绞鲮鱼肉    13 [9 - 15] 

鱼蛋∕鱼片    33 [16 - 78] 

虾    12 [4 - 17] 

蟹    30 [19 - 42] 

蚝    230 [190 - 300] 

扇贝∕带子    34 [24 - 51] 

鱿鱼    16 [14 - 17] 

乳类制品：  20 25 4 [检测不到  - 7] 

全脂奶    2 [检测不到  - 4] 

脱脂奶    2 [检测不到  - 5] 

芝士    6 [4 - 7] 

乳酪    3 [检测不到  - 4] 

雪糕    5 [3 - 6] 

油脂类：  8 0 5 [2 - 7] 

牛油    5 [2 - 7] 

植物油    5 [3 - 6] 

酒精饮品：  8 25 6 [检测不到  - 14]

啤酒    2 [检测不到  - 3] 

红酒    10 [7 - 14] 

不含酒精饮品：  40 23 4 [检测不到  - 19]

中国茶    2 [1.6 - 2.3] 

奶茶    4 [3 - 6] 

咖啡    5 [2 - 9] 

麦芽饮品    8 [7 - 9] 

豆奶饮品    4 [检测不到  - 8] 

蔬果汁    5 [4 - 7] 

汽水    3 [检测不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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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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菊花茶    9 [3 - 19] 

樽装蒸馏水    0.2 [检测不到] 

饮用水    0.3 [检测不到  - 0.6]

混合食品：  48 0 11 [4 - 27] 

烧卖    9 [7 - 11] 

蒸饺子    14 [11 - 19] 

煎饺子    13 [8 - 16] 

云吞∕水饺    16 [13 - 19] 

叉烧包    8 [6 - 9] 

萝卜糕    20 [17 - 27] 

牛肉球    9 [8 - 10] 

糭    13 [7 - 18] 

肠粉(有馅)   7 [6 - 7] 

净肠粉    7 [5 - 10] 

中式汤水    7 [4 - 14] 

汉堡包    7 [6 - 8] 

零食食品：  4 0 7 [6 - 7] 

薯片    7 [6 - 7] 

糖类及甜点：  8 0 9 [检测不到  - 29]

朱古力∕巧克力    17 [7 - 29] 

白砂糖    2 [检测不到  - 3]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10 12 [检测不到  - 32]

餐桌盐(幼盐)   9 [检测不到  - 26]

豉油    17 [3 - 26] 

蚝油    18 [12 - 32] 

番茄酱∕番茄汁    8 [5 - 12] 

粟米淀粉∕粟粉    7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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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甲基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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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16 25 0.7 [检测不到  - 1.6]

白饭   0.9 [0.5 - 1.5] 

粗磨米饭   1.1 [0.7 - 1.6] 

米粉∕米线   0.7 [0.6 - 0.8]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0.15 [检测不到] 

肉類、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54 0.7 [检测不到  - 3.4]

牛肉    0.3 [检测不到  - 0.9]

羊肉    0.15 [检测不到] 

猪肉    0.5 [检测不到  - 0.8]

火腿    0.2 [检测不到  - 0.3]

午餐肉    0.6 [0.4 - 0.9] 

叉烧    1.3 [0.7 - 2.1] 

烧肉    0.3 [检测不到  - 0.5]

猪膶∕猪肝    1.3 [检测不到  - 3.4]

鸡肉    0.15 [检测不到] 

豉油鸡    0.15 [检测不到] 

烧鸭∕烧鹅    2.7 [2.5 - 2.9] 

肉肠    0.2 [检测不到  - 0.3]

蛋及蛋類制品：  12 0 1.0 [0.3 - 2.4] 

鸡蛋    0.7 [0.5 - 1.0] 

皮蛋    1.6 [0.7 - 2.4] 

咸蛋    0.6 [0.3 - 0.9] 

鱼類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0 68 [3.7 - 450] 

大头鱼    49 [33 - 79] 

桂花鱼    100 [80 - 140] 

鲩鱼    4.5 [4.0 - 5.0] 

红衫    130 [87 - 160] 

海斑    160 [100 - 240] 

马头    160 [63 - 250] 

鲳鱼(䱽鱼)   36 [26 - 42] 

龍脷∕挞沙    7.9 [4.8 - 11] 

吞拿鱼∕金枪鱼    330 [150 - 450] 

乌头    21 [16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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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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三文鱼    29 [26 - 30] 

黄花鱼    66 [49 - 100] 

绞鲮鱼肉    34 [30 - 37] 

鱼蛋∕鱼片    28 [23 - 32] 

虾    25 [9.5 - 33] 

蟹    48 [32 - 72] 

蚝    7 [4.5 - 7.9] 

扇贝∕带子    11 [3.7 - 18] 

鱿鱼    46 [34 - 56] 

混合食品︰  48 40 1.1 [检测不到  - 6.0]

烧卖    4.7 [3.7 - 6.0] 

蒸饺子    1.9 [1.0 - 3.1] 

煎饺子    0.15 [检测不到] 

云吞∕水饺    1.2 [检测不到  - 2.2]

叉烧包    0.15 [检测不到] 

萝卜糕    1.1 [0.7 - 1.7] 

牛肉球    0.8 [检测不到  - 2.1]

糭    0.7 [0.4 - 0.9] 

肠粉(有馅)   0.2 [检测不到  - 0.5]

净肠粉    0.5 [检测不到  - 0.8]

中式汤水    0.15 [检测不到] 

汉堡包    1.0 [0.5 - 1.7]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4 100 0.15 [检测不到 ] 

蚝油    0.15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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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镍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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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4 120 [检测不到  - 630]

白饭   120 [57 - 250] 

粗磨米饭   100 [98 - 110] 

粟米   85 [71 - 110] 

面条(中式或日式)  29 [检测不到  - 43]

面条(西式)  44 [32 - 71] 

即食面   33 [22 - 49] 

米粉∕米线   25 [检测不到  - 49]

面包(无馅)  87 [85 - 90] 

提子包   67 [54 - 90] 

菠萝包   58 [45 - 71]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71 [51 - 93] 

馒头   57 [42 - 74] 

饼干   230 [100 - 280] 

蛋糕∕西饼   180 [49 - 260] 

馅饼   140 [82 - 200] 

中式饼点    370 [120 - 630] 

麦皮∕燕麦片   150 [87 - 250] 

谷物早餐   290 [120 - 620] 

油炸面团食品   120 [72 - 220]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1 91 [检测不到  - 720]

甘笋∕萝卜    60 [41 - 75] 

马铃薯    200 [80 - 300] 

炸薯    170 [150 - 190] 

西兰花    98 [56 - 170] 

绍菜∕黄芽白    31 [22 - 40] 

菜心    110 [67 - 180] 

椰菜    44 [27 - 71] 

白菜    77 [36 - 110] 

西芹    63 [54 - 68] 

芥兰    240 [51 - 720] 

苋菜    160 [56 - 330] 

芥菜    73 [54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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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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唐生菜    43 [26 - 67] 

西生菜    37 [25 - 52] 

绿豆芽∕芽菜    170 [120 - 200] 

菠菜    74 [39 - 160] 

蕹菜∕通菜    54 [37 - 76] 

西洋菜    88 [70 - 130] 

苦瓜    110 [63 - 210] 

青瓜∕黄瓜    85 [41 - 130] 

节瓜    117 [77 - 160] 

南瓜    71 [43 - 100] 

丝瓜    120 [77 - 190] 

冬瓜    44 [27 - 70] 

翠玉瓜     90 [64 - 110] 

茄子∕矮瓜    100 [55 - 210] 

灯笼椒    150 [99 - 210] 

番茄    41 [20 - 67] 

蒜头    100 [94 - 110] 

洋葱    59 [31 - 72] 

葱    98 [63 - 120] 

腌制蔬菜    59 [41 - 83] 

干冬菇    49 [30 - 75] 

菇类    51 [检测不到  - 81]

云耳∕木耳    51 [32 - 74]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0 1 800 [20 - 8 700] 

青豆角    190 [120 - 290] 

粉丝    36 [24 - 49] 

豆腐    380 [250 -  600] 

发酵豆类制品    890 [520 - 1 700] 

花生    5 300 [2 900 - 7 600] 

花生酱    3 800 [480 - 8 700] 

水果︰  68 3 120 [检测不到  - 300]

苹果    63 [20 - 130] 

香蕉    270 [230 - 300] 

火龙果    160 [130 - 190] 

葡萄∕提子    41 [检测不到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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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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奇异果    62 [47 - 72] 

龙眼∕荔枝    230 [110 - 290] 

芒果    110 [54 - 190] 

蜜瓜类    83 [65 - 110] 

橙    75 [52 - 100] 

木瓜    57 [34 - 75] 

桃    97 [64 - 140] 

梨    65 [30 - 92] 

柿子    200 [180 - 210] 

菠萝    120 [64 - 230] 

李子∕布冧     44 [检测不到  - 99]

柚子∕西柚    91 [21 - 220] 

西瓜    210 [150 - 260] 

肉類、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0 72 [20 - 180] 

牛肉    55 [39 - 83] 

羊肉    57 [38 - 68] 

猪肉    70 [21 - 120] 

火腿    90 [82 - 100] 

午餐肉    130 [68 - 170] 

叉烧    64 [50 - 79] 

烧肉    50 [30 - 92] 

猪膶∕猪肝    38 [20 - 49] 

鸡肉    77 [51 - 130] 

豉油鸡    61 [32 - 120] 

烧鸭∕烧鹅    55 [37 - 70] 

肉肠    120 [61 - 180] 

蛋及蛋類制品：  12 25 32 [检测不到  - 71]

鸡蛋   30 [24 - 34] 

皮蛋   49 [24 - 71] 

咸蛋   16 [检测不到  - 34]

鱼類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26 58 [检测不到  - 280]

大头鱼   38 [23 - 47] 

桂花鱼   33 [检测不到  - 63]

鲩鱼   36 [检测不到  - 73]

红衫   57 [28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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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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海斑   14 [检测不到  - 27]

马头   10 [检测不到] 

鲳鱼(䱽鱼)  38 [检测不到  - 63]

龍脷∕挞沙   59 [检测不到  - 110]

吞拿鱼∕金枪鱼   10 [检测不到] 

乌头   32 [检测不到  - 61]

三文鱼   33 [检测不到  - 62]

黄花鱼   43 [检测不到  - 81]

绞鲮鱼肉   90 [39 - 160] 

鱼蛋∕鱼片   110 [29 - 150] 

虾   71 [29 - 130] 

蟹   73 [47 - 100] 

蚝   130 [74 - 180] 

扇贝∕带子   180 [55 - 280] 

鱿鱼   44 [22 - 76] 

乳類制品：  20 35 61 [检测不到  - 420]

全脂奶    22 [检测不到  - 38]

脱脂奶    10 [检测不到] 

芝士    54 [检测不到  - 85]

乳酪    41 [23 - 66] 

雪糕    180 [30 - 420] 

油脂類：  8 38 41 [检测不到  - 85]

牛油    29 [检测不到  - 85]

植物油    53 [28 - 85] 

酒精饮品︰  8 13 67 [检测不到  - 200]

啤酒   46 [检测不到  - 84]

红酒   87 [23 - 200] 

不含酒精饮品︰  40 28 83 [检测不到  - 560]

中国茶   71 [54 - 79] 

奶茶   110 [71 - 140] 

咖啡   63 [31 - 100] 

麦芽饮品   100 [89 - 120] 

豆奶饮品   310 [170 - 560] 

蔬果汁   76 [32 - 110] 

汽水   18 [检测不到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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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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菊花茶   75 [32 - 110] 

樽装蒸馏水    2 [检测不到] 

饮用水    2 [检测不到] 

混合食品︰  48 4 89 [检测不到  - 290]

烧卖    79 [24 - 190] 

蒸饺子    67 [55 - 83] 

煎饺子    130 [69 - 200] 

云吞∕水饺    72 [40 - 130] 

叉烧包    78 [52 - 100] 

萝卜糕    84 [53 - 130] 

牛肉球    83 [54 - 130] 

糭    170 [89 - 290] 

肠粉(有馅)   44 [检测不到  - 100]

净肠粉    82 [21 - 200] 

中式汤水    97 [检测不到  - 220]

汉堡包    77 [46 - 150] 

零食食品︰  4 0 260 [160 - 400] 

薯片    260 [160 - 400] 

糖类及甜点︰  8 38 700 [检测不到  - 1 800]

朱古力∕巧克力   1 400 [510 - 1 800] 

白砂糖   13 [检测不到  - 22]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20 170 [检测不到  - 780]

餐桌盐(幼盐)  10 [检测不到] 

豉油   500 [210 - 780] 

蚝油   75 [40 - 100] 

番茄酱∕番茄汁   130 [95 - 160] 

粟米淀粉∕粟粉   150 [31 -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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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锡含量 (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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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83 0.009 [检测不到  - 0.054]

白饭   0.005 [检测不到] 

粗磨米饭   0.005 [检测不到] 

粟米   0.039 [0.019 - 0.054] 

面条(中式或日式)  0.005 [检测不到] 

面条(西式)  0.005 [检测不到] 

即食面   0.005 [检测不到] 

米粉∕米线   0.005 [检测不到] 

面包(无馅)  0.005 [检测不到] 

提子包   0.009 [检测不到  - 0.015]

菠萝包   0.005 [检测不到]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0.013 [检测不到  - 0.022]

馒头   0.005 [检测不到] 

饼干   0.005 [检测不到] 

蛋糕∕西饼   0.005 [检测不到] 

馅饼   0.027 [检测不到  - 0.047]

中式饼点   0.005 [检测不到] 

麦皮∕燕麦片   0.005 [检测不到] 

谷物早餐   0.005 [检测不到] 

油炸面团食品   0.007 [检测不到  - 0.012]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78 0.92 [检测不到  - 64]

甘笋∕萝卜    0.005 [检测不到] 

马铃薯    0.005 [检测不到] 

炸薯    0.005 [检测不到] 

西兰花    0.005 [检测不到] 

绍菜∕黄芽白    0.005 [检测不到] 

菜心    0.005 [检测不到] 

椰菜    0.005 [检测不到] 

白菜    0.012 [检测不到-0.033]

西芹    0.005 [检测不到] 

芥兰    0.007 [检测不到-0.011]

苋菜    0.017 [检测不到-0.031]

芥菜    0.008 [检测不到-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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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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唐生菜    0.007 [检测不到-0.012]

西生菜    0.010 [检测不到  - 0.026]

绿豆芽∕芽菜    0.007 [检测不到  - 0.014]

菠菜    0.015 [检测不到  - 0.045]

蕹菜∕通菜    0.026 [检测不到  - 0.034]

西洋菜    0.021 [检测不到  - 0.053]

苦瓜    0.005 [检测不到] 

青瓜∕黄瓜    0.005 [检测不到] 

节瓜    0.005 [检测不到] 

南瓜    0.015 [检测不到  - 0.045]

丝瓜    0.015 [检测不到  - 0.026]

冬瓜    0.005 [检测不到] 

翠玉瓜    0.007 [检测不到  - 0.012]

茄子∕矮瓜    0.007 [检测不到  - 0.013]

灯笼椒    0.005 [检测不到] 

番茄    0.007 [检测不到  - 0.012]

蒜头    0.005 [检测不到] 

洋葱    0.008 [检测不到  - 0.016]

葱    0.007 [检测不到  - 0.012]

腌制蔬菜    0.006 [检测不到  - 0.010]

干冬菇    0.005 [检测不到] 

菇类    32 [0.058 - 64] 

云耳∕木耳    0.005 [检测不到]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75 0.049 [检测不到  - 0.94]

青豆角    0.005 [检测不到] 

粉丝    0.005 [检测不到] 

豆腐    0.017 [检测不到  - 0.054]

发酵豆类制品    0.25 [0.017 - 0.94] 

花生    0.007 [检测不到  - 0.014]

花生酱    0.005 [检测不到] 

水果︰  68 76 4 [检测不到  - 48]

苹果    0.007 [检测不到  - 0.012]

香蕉    0.005 [检测不到] 

火龙果    0.005 [检测不到] 

葡萄∕提子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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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奇异果    0.005 [检测不到] 

龙眼∕荔枝   0.005 [检测不到] 

芒果   0.005 [检测不到] 

蜜瓜类   0.005 [检测不到] 

橙   0.005 [检测不到] 

木瓜   0.005 [检测不到] 

桃   31 [16 - 48] 

梨   0.008 [检测不到  - 0.012]

柿子   0.019 [检测不到  - 0.049]

菠萝   37 [20 - 43] 

李子∕布冧    0.007 [检测不到  - 0.014]

柚子∕西柚   0.005 [检测不到] 

西瓜   0.009 [检测不到  - 0.013]

肉類、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88 0.015 [检测不到  - 0.15]

牛肉    0.005 [检测不到] 

羊肉    0.034 [检测不到  - 0.12]

猪肉    0.005 [检测不到] 

火腿    0.005 [检测不到] 

午餐肉    0.087 [0.035 - 0.15] 

叉烧    0.005 [检测不到] 

烧肉    0.005 [检测不到] 

猪膶∕猪肝    0.005 [检测不到] 

鸡肉    0.005 [检测不到] 

豉油鸡    0.005 [检测不到] 

烧鸭∕烧鹅    0.005 [检测不到] 

肉肠    0.010 [检测不到  - 0.024]

蛋及蛋类制品：  12 100 0.005 [检测不到 ] 

鸡蛋    0.005 [检测不到] 

皮蛋    0.005 [检测不到] 

咸蛋    0.005 [检测不到]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54 0.022 [检测不到  - 0.18]

大头鱼   0.005 [检测不到] 

桂花鱼   0.005 [检测不到] 

鲩鱼   0.005 [检测不到] 

红衫   0.027 [0.025 -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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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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海斑   0.050 [检测不到  - 0.11]

马头    0.023 [0.016 - 0.030] 

鲳鱼(䱽鱼)   0.050 [0.013 - 0.082] 

龙脷∕挞沙    0.005 [检测不到] 

吞拿鱼    0.018 [检测不到  - 0.057]

乌头    0.005 [检测不到] 

三文鱼    0.005 [检测不到] 

黄花鱼    0.046 [0.017 - 0.13] 

绞鲮鱼肉    0.005 [检测不到] 

鱼蛋∕鱼片    0.025 [0.016 - 0.044] 

虾     0.005 [检测不到] 

蟹    0.036 [检测不到  - 0.075]

蚝    0.082 [0.023 - 0.18] 

扇贝∕带子    0.005 [检测不到] 

鱿鱼    0.025 [0.015 - 0.038] 

乳类制品︰  20 95 0.028 [检测不到  - 0.47]

全脂奶    0.005 [检测不到] 

脱脂奶    0.005 [检测不到] 

芝士    0.005 [检测不到] 

乳酪    0.005 [检测不到] 

雪糕    0.12 [检测不到  - 0.47]

油脂类︰  8 100 0.005 [检测不到 ] 

牛油    0.005 [检测不到] 

植物油    0.005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100 0.005 [检测不到 ] 

啤酒    0.005 [检测不到] 

红酒    0.005 [检测不到] 

不含酒精饮品︰  40 90 0.007 [检测不到  - 0.059]

中国茶    0.001 [检测不到] 

奶茶    0.039 [检测不到  - 0.059]

咖啡    0.007 [检测不到  - 0.014]

麦芽饮品    0.005 [检测不到] 

豆奶饮品    0.005 [检测不到] 

蔬果汁    0.005 [检测不到] 

汽水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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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 [范围]

菊花茶    0.005 [检测不到] 

樽装蒸馏水    0.001 [检测不到] 

饮用水    0.001 [检测不到] 

混合食品︰  48 65 0.13 [检测不到  - 2.7]

烧卖   0.012 [检测不到  - 0.027]

蒸饺子   0.098 [检测不到  - 0.30]

煎饺子   0.018 [检测不到  - 0.058]

云吞∕水饺   0.014 [检测不到  - 0.031]

叉烧包   0.005 [检测不到] 

萝卜糕   0.009 [检测不到  - 0.013]

牛肉球   0.034 [0.017 - 0.076] 

糭   0.016 [检测不到  - 0.047]

肠粉(有馅)  1.3 [检测不到  - 2.7]

净肠粉   0.005 [检测不到] 

中式汤水   0.005 [检测不到] 

汉堡包   0.005 [检测不到] 

零食食品︰  4 50 0.015 [检测不到  - 0.039]

薯片    0.015 [检测不到  - 0.039]

糖类及甜点︰  8 100 0.005 [检测不到 ] 

朱古力∕巧克力    0.005 [检测不到] 

白砂糖    0.005 [检测不到]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75 0.061 [检测不到  - 0.53]

餐桌盐(幼盐)   0.005 [检测不到] 

豉油    0.005 [检测不到] 

蚝油    0.008 [检测不到- 0.018]

番茄酱∕番茄汁    0.28 [0.014 - 0.53] 

粟米淀粉∕粟粉    0.005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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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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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30 10 [检测不到  - 260]

白饭  1.5 [检测不到] 

粗磨米饭  1.5 [检测不到] 

粟米  3 [检测不到  - 5] 

面条(中式或日式) 3 [检测不到  - 7] 

面条(西式) 1.5 [检测不到] 

即食面  7 [5 - 9] 

米粉∕米线  3 [检测不到  - 6] 

面包(无馅) 10 [7 - 13] 

提子包  9 [7 - 13] 

菠萝包  3 [检测不到  - 5]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6 [4 - 9] 

馒头  4 [3 - 5] 

饼干  23 [9 - 40] 

蛋糕∕西饼  73 [8 - 260] 

馅饼  7 [6 - 7] 

中式饼点  7 [5 - 8] 

麦皮∕燕麦片  2 [检测不到  - 4] 

谷物早餐  13 [4 - 21] 

油炸面团食品  8 [5 - 11]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50 9 [检测不到  - 66]

甘笋∕萝卜    1.5 [检测不到] 

马铃薯    1.5 [检测不到] 

炸薯    28 [12 - 64] 

西兰花    5 [4 - 6] 

绍菜∕黄芽白    2 [检测不到  - 3] 

菜心    11 [8 - 16] 

椰菜    3 [检测不到  - 4] 

白菜    11 [10 - 12] 

西芹    1.5 [检测不到] 

芥兰    3 [检测不到  - 4] 

苋菜    31 [15 - 49] 

芥菜    10 [检测不到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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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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唐生菜    7 [6 - 8] 

西生菜    2 [检测不到  - 3] 

绿豆芽∕芽菜    2 [检测不到  - 4] 

菠菜    48 [36 - 66] 

蕹菜∕通菜    14 [11 - 18] 

西洋菜    19 [13 - 25] 

苦瓜    1.5 [检测不到] 

青瓜∕黄瓜    1.5 [检测不到] 

节瓜    1.5 [检测不到] 

南瓜    1.5 [检测不到] 

丝瓜    3 [检测不到  - 6] 

冬瓜    1.5 [检测不到] 

翠玉瓜    1.5 [检测不到] 

茄子∕矮瓜    2 [检测不到  - 4] 

灯笼椒    1.5 [检测不到] 

番茄    1.5 [检测不到] 

蒜头    1.5 [检测不到] 

洋葱    1.5 [检测不到] 

葱    14 [9 - 16] 

腌制蔬菜    24 [15 - 34] 

干冬菇    6 [4 - 8] 

菇类    25 [3 - 58] 

云耳∕木耳    47 [31 - 63]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42 11 [检测不到  - 82]

青豆角    2 [检测不到  - 4] 

粉丝    1.5 [检测不到] 

豆腐    6 [检测不到  - 9] 

发酵豆类制品    51 [10 - 82] 

花生    4 [检测不到  - 7] 

花生酱    5 [检测不到  - 6] 

水果︰  68 97 1.5 [检测不到  - 3] 

苹果    1.5 [检测不到] 

香蕉    1.5 [检测不到] 

火龙果    1.5 [检测不到] 

葡萄∕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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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奇异果    1.5 [检测不到] 

龙眼∕荔枝    1.5 [检测不到] 

芒果    1.5 [检测不到] 

蜜瓜类    1.5 [检测不到] 

橙    1.5 [检测不到] 

木瓜    1.5 [检测不到] 

桃    1.5 [检测不到] 

梨    1.5 [检测不到] 

柿子    1.5 [检测不到] 

菠萝    2 [检测不到  - 3] 

李子∕布冧     1.5 [检测不到] 

柚子∕西柚    1.5 [检测不到] 

西瓜    1.5 [检测不到] 

肉類、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67 4 [检测不到  - 20]

牛肉    1.5 [检测不到] 

羊肉    1.5 [检测不到] 

猪肉    1.5 [检测不到] 

火腿    6 [5 - 8] 

午餐肉    6 [5 - 7] 

叉烧    1.5 [检测不到] 

烧肉    1.5 [检测不到] 

猪膶∕猪肝    13 [8 - 16] 

鸡肉    1.5 [检测不到] 

豉油鸡    1.5 [检测不到] 

烧鸭∕烧鹅    1.5 [检测不到] 

肉肠    13 [6 - 20] 

蛋及蛋类制品：  12 25 13 [检测不到  - 35]

鸡蛋    2 [检测不到  - 3] 

皮蛋    8 [6 - 10] 

咸蛋    30 [24 - 35]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42 20 [检测不到  - 270]

大头鱼    7 [5 - 9] 

桂花鱼    3 [检测不到  - 5] 

鲩鱼    3 [检测不到  - 6] 

红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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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海斑    1.5 [检测不到] 

马头    1.5 [检测不到] 

鲳鱼(䱽鱼)   1.5 [检测不到] 

龙脷∕挞沙    5 [检测不到  - 7] 

吞拿鱼    1.5 [检测不到] 

乌头    10 [4 - 17] 

三文鱼    3 [检测不到  - 5] 

黄花鱼    2 [检测不到  - 4] 

绞鲮鱼肉    20 [11 - 36] 

鱼蛋∕鱼片    11 [8 - 16] 

虾     34 [7 - 64] 

蟹    47 [35 - 56] 

蚝    190 [130 - 270] 

扇贝∕带子    38 [17 - 54] 

鱿鱼    3 [检测不到  - 6] 

乳类制品︰  20 75 5 [检测不到  - 57]

全脂奶    1.5 [检测不到] 

脱脂奶    1.5 [检测不到] 

芝士    18 [检测不到  - 57]

乳酪    1.5 [检测不到] 

雪糕    5 [检测不到  - 9] 

油脂类︰  8 100 1.5 [检测不到 ] 

牛油    1.5 [检测不到] 

植物油    1.5 [检测不到] 

酒精饮品︰  8 0 43 [8 - 94] 

啤酒   21 [8 - 42] 

红酒   65 [30 - 94] 

不含酒精饮品︰  40 75 2 [检测不到  - 9] 

中国茶    0.3 [检测不到] 

奶茶    1.5 [检测不到] 

咖啡    2 [检测不到  - 4] 

麦芽饮品    6 [5 - 7] 

豆奶饮品    1.5 [检测不到] 

蔬果汁    2 [检测不到  - 5] 

汽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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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菊花茶    3 [检测不到  - 9] 

樽装蒸馏水   0.3 [检测不到] 

饮用水   0.6 [检测不到  - 0.8]

混合食品︰  48 8 6 [检测不到  - 15]

烧卖    5 [3 - 7] 

蒸饺子    7 [4 - 8] 

煎饺子    6 [4 - 8] 

云吞∕水饺    9 [7 - 12] 

叉烧包    5 [4 - 6] 

萝卜糕    10 [6 - 15] 

牛肉球    4 [3 - 5] 

糭    5 [4 - 7] 

肠粉(有馅)   4 [检测不到  - 5] 

净肠粉    4 [3 - 5] 

中式汤水    3 [检测不到  - 6] 

汉堡包    7 [5 - 9] 

零食食品︰  4 0 20 [14 - 39] 

薯片    20 [14 - 39] 

糖类及甜点︰  8 50 21 [检测不到  - 71]

朱古力∕巧克力    40 [15 - 71] 

白砂糖    1.5 [检测不到]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20 22 [检测不到  - 83]

餐桌盐(幼盐)   1.5 [检测不到] 

豉油    49 [27 - 83] 

蚝油    22 [18 - 27] 

番茄酱∕番茄汁    19 [11 - 34] 

粟米淀粉∕粟粉    20 [12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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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表 A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铝的分量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别  
每周膳食摄入量 #(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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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1.2 

20 至 29 岁女性  0.50 1.1 

30 至 39 岁男性  0.52 1.2 

30 至 39 岁女性  0.62 1.7 

40 至 49 岁男性  0.66 1.7 

40 至 49 岁女性  0.64 1.6 

50 至 59 岁男性  0.69 1.9 

50 至 59 岁女性  0.60 1.4 

60 至 69 岁男性  0.66 1.9 

60 至 69 岁女性  0.61 1.5 

70 至 84 岁男性  0.71 2.1 

70 至 84 岁女性  0.52 1.6  

20 至 84 岁男性  0.61 1.6 

20 至 84 岁女性  0.59 1.5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60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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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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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锑的分量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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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 0.041  0.039 - 0.064 

20 至 29 岁女性  0.019 - 0.041  0.035 - 0.066  

30 至 39 岁男性  0.019 - 0.040 0.034 - 0.065 

30 至 39 岁女性  0.019 - 0.042 0.034 - 0.069 

40 至 49 岁男性  0.017 - 0.040  0.030 - 0.063  

40 至 49 岁女性  0.016 - 0.040 0.028 - 0.061 

50 至 59 岁男性  0.016-0.040  0.030 - 0.064 

50 至 59 岁女性  0.015-0.038 0.027 - 0.058  

60 至 69 岁男性  0.013 - 0.037  0.025 - 0.059 

60 至 69 岁女性  0.012 - 0.035  0.023 - 0.057  

70 至 84 岁男性  0.011 - 0.034 0.022 - 0.054  

70 至 84 岁女性  0.011 - 0.033 0.022 - 0.053 

20 至 84 岁男性  0.017 - 0.039 0.032 - 0.063 

20 至 84 岁女性  0.016 - 0.039 0.031 - 0.062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016  -  0.039 0.031  -  0.063 

# 所有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设定为 0 和检测限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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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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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镉的分量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别  
每月膳食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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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18  

20 至 29 岁女性  8.9  21  

30 至 39 岁男性  8.6  25  

30 至 39 岁女性  9.4  21  

40 至 49 岁男性  8.0  18  

40 至 49 岁女性  9.3  20  

50 至 59 岁男性  8.0  20  

50 至 59 岁女性  8.2  16  

60 至 69 岁男性  8.0  17  

60 至 69 岁女性  7.6  18  

70 至 84 岁男性  6.8  16  

70 至 84 岁女性  7.1  15  

20 至 84 岁男性  7.9  19  

20 至 84 岁女性  8.7  19  

20 至 84 岁成年人  8.3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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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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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铅的分量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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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0.32  

20 至 29 岁女性  0.20  0.37  

30 至 39 岁男性  0.19  0.35  

30 至 39 岁女性  0.22  0.40  

40 至 49 岁男性  0.20  0.33  

40 至 49 岁女性  0.23  0.40  

50 至 59 岁男性  0.21  0.38  

50 至 59 岁女性  0.22  0.41  

60 至 69 岁男性  0.22  0.41  

60 至 69 岁女性  0.22  0.43  

70 至 84 岁男性  0.21  0.41  

70 至 84 岁女性  0.20  0.39  

20 至 84 岁男性  0.20  0.36  

20 至 84 岁女性  0.22  0.40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21 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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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金属污染物  

- 97 - 

表 E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甲基汞的分量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别  
每周膳食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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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1.5  

20 至 29 岁女性  0.58  2.1  

30 至 39 岁男性  0.59  2.1  

30 至 39 岁女性  0.78  2.5  

40 至 49 岁男性  0.67  2.3  

40 至 49 岁女性  0.69  2.4  

50 至 59 岁男性  0.86  3.0  

50 至 59 岁女性  0.87  3.5 

60 至 69 岁男性  0.93  3.6  

60 至 69 岁女性  0.89  3.2  

70 至 84 岁男性  0.91  3.3 

70 至 84 岁女性  1.0 3.8  

20 至 84 岁男性  0.70  2.6  

20 至 84 岁女性  0.77  2.7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74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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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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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镍的分量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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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4.8  

20 至 29 岁女性  2.9  5.6  

30 至 39 岁男性  3.0  5.3  

30 至 39 岁女性  3.1  6.1  

40 至 49 岁男性  3.3  5.6  

40 至 49 岁女性  3.3  6.2  

50 至 59 岁男性  3.4  6.0  

50 至 59 岁女性  3.2  5.8  

60 至 69 岁男性  3.5  6.4  

60 至 69 岁女性  3.0  5.8  

70 至 84 岁男性  3.1  5.6  

70 至 84 岁女性  2.7  5.0  

20 至 84 岁男性  3.1  5.5  

20 至 84 岁女性  3.1  5.8  

20 至 84 岁成年人  3.1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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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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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

入锡的分量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

别  

每周膳食摄入量 #(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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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 0.024 0.096 - 0.098 

20 至 29 岁女性  0.032 - 0.034 0.18 

30 至 39 岁男性  0.019 - 0.020 0.088 - 0.089 

30 至 39 岁女性  0.044 - 0.046 0.23  

40 至 49 岁男性  0.028 - 0.030 0.15 

40 至 49 岁女性  0.049 - 0.051 0.27 - 0.28 

50 至 59 岁男性  0.019 - 0.021 0.090 - 0.092 

50 至 59 岁女性  0.032 - 0.033 0.16 

60 至 69 岁男性  0.018 - 0.020 0.052 - 0.056 

60 至 69 岁女性  0.027 - 0.029 0.14 - 0.15 

70 至 84 岁男性  0.014 - 0.016 0.043 - 0.046 

70 至 84 岁女性  0.013 - 0.015 0.042 - 0.044 

20 至 84 岁男性  0.021 - 0.023 0.10 - 0.11 

20 至 84 岁女性  0.037 - 0.039 0.21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029  -  0.031 0.16  -  0.17 

# 所有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设定为 0 和检测限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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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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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香港成年人口从膳食摄入金属污染物的估计分量一览表  

 

污染物  健康参考值  

估计膳食摄入量  
(占健康参考值的百分比)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  摄入量高的市民(第 95 百分位) 

铝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2 毫克  
每周每公斤体重 0.6 毫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30%) 
每周每公斤体重 1.5 毫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77%) 

锑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6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16 至 0.039 微克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0.3% 至 0.7%)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31 至 0.063 微克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0.5% 至 1.1%) 

镉  
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25 微克  
每月每公斤体重 8.3 微克  

(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3%) 
每月每公斤体重 19 微克  

(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75%) 

铅  每日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 1 每日每公斤体重 0.21 微克  
(暴露限值=6) 

每日每公斤体重 0.38 微克  
(暴露限值=3) 

甲基汞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3.3 微克 2 

每周每公斤体重 0.74 微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22%) 

每周每公斤体重 2.7 微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82%) 

镍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3.1 微克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26%) 

每日每公斤体重 5.7 微克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48%) 

锡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14 毫克  
每周每公斤体重 0.029 至 0.031 毫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0.2%) 
每周每公斤体重 0.16 至 0.17 毫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1.1% 至 1.2%) 

注：  膳食摄入量数字取至两位有效数字。百分比数字如大于 10 便调整至整数，如小于 10 则调整至小数点后 1 个位。  

1 2011 年，专家委员会表示，成年人每日摄入量达每公斤体重 1.2 微克，血压的收缩压可能会上升 1 毫米水银柱。这个估计摄入量数值并非
健康参考值，而是粗略估计数值，表示这个摄入量造成不良影响的风险属可接受的低水平(即暴露限值大于 1)。  

2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每公斤体重 3.3 微克(相等于 2003 年专家委员会订定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即每公斤体重 1.6 微克)约两倍)适用于
一般市民，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每公斤体重 1.6 微克则适用于孕妇和 17 岁或以下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