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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霉菌毒素  
 

主要结果  

 

 

主要研究结果  

 

  本报告分析食物中霉菌毒素的含量，并评估香港成年人从膳食摄入

5 种霉菌毒素的情况。这 5 种霉菌毒素分别是黄曲霉毒素、赭曲霉

毒素 A、伏马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以及玉米赤霉烯酮。  

 

  上述霉菌毒素主要在植物源性食物中发现，而且含量偏低。  

 

  上述霉菌毒素的估计膳食摄入量，均低于相关的健康参考值 (如有的

话 )。  

 
  根据市民摄入黄曲霉毒素的估计分量和本地乙型肝炎带菌的百分

比推算，本港市民每年因摄入黄曲霉毒素而引致肝癌的病例约为 8

宗，占 2010 年本港肝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不足 1%，市民无须过

分警惕。  

 

  研究结果显示，以一般成年人来说，从膳食摄入上述霉菌毒素的分

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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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霉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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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抽样工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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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个独立

样本，涵盖 60 种食物。样本经处理后，合并成为 240 个混合样本，以检

测各种霉菌毒素。  

 

2 .  这是总膳食研究第 7 份报告，分析食物中霉菌毒素的含量，并评

估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 5 种霉菌毒素的情况。这 5 种霉菌毒素分别是黄

曲霉毒素、赭曲霉毒素 A、伏马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

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以及玉米赤霉烯酮。  

 

3 .  霉菌毒素是由霉菌产生的有毒代谢物。某些谷物和植物源性食物

可能含有霉菌毒素，分量不一。霉菌毒素会污染食用植物，这个情况在

天气欠佳或虫害为患时尤为普遍。一般成年人主要是从膳食摄入常见的

霉菌毒素，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是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霉菌毒素的慢性

毒性影响。  

 

结果  

 

4 .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黄曲霉毒

素 (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的总和 )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2 至 0.0028 微克和 0.0009 至 0.0049 微克；摄入赭曲霉毒素 A 的分

量，分别为每周每公斤体重 0.0013 至 0.0054 微克和 0.0036 至 0.0092 微

克，相等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0.1 微克 )的 1.3% 至

5.4% 和 3.6% 至 9.2%；摄入伏马毒素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16 至 0.0973 微克和 0.0008 至 0.1692 微克，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可

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2 微克 )的 0.08% 至 4.9% 和 0.04% 至 8.5%；

摄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总量，分别为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861 至 0.1426 微克和 0.2166 至 0.2824 微克，相等于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 微克 )的 8.6% 至 14.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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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至 28.2%；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分量，则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61 至 0.1015 微克和 0.0166 至 0.1724 微克，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可

容 忍 摄 入 量 (即 每 公 斤 体 重 0.5 微 克 )的 1.2% 至 20.3% 和 3.3% 至

34.5%。上述各种霉菌毒素的估计膳食摄入量，均低于相关的健康参考

值 (如有的话 )。根据市民摄入黄曲霉毒素的估计分量和本地乙型肝炎带

菌的百分比推算，本港市民每年因摄入黄曲霉毒素而引致肝癌的病例

约为 8 宗，占 2010 年本港肝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不足 1%，市民无须

过分警惕。研究结果显示，以一般成年人来说，从膳食摄入上述霉菌毒

素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给公众的建议  

 

  向可靠的零售商选购食物。  

 

  将谷物和谷物制品妥为贮存在清凉干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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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

毒素。  

 

  查看食物的保质期和食用限期。  

 

  弃掉表面发霉或破损的食物。  

 

  由于坚果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质、纤维、维生素、矿物质

等多种养素，市民可适量进食不加盐的坚果，作为均衡饮食一部

分。  

 

 

给业界的建议  

 

  遵循优良务农规范和优良制造规范，或者采用 “食物安全重点控制 ”

方法，尽量避免食物受到霉菌毒素污染。  

 

  向可靠的供货商采购食材。  

 

  保持食物储存状况良好，食物须储存在清凉干爽的地方，并以先入

先出的原则调动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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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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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膳食研究为评估食物安全和规管食物供应提供科学

基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个国家 (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

新西 蘭 、法国、爱尔兰和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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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菌毒素  

 

1.4 霉菌毒素是由霉菌产生的有毒代谢物。某些谷物和植物源性食物

可能含有霉菌毒素，分量不一。霉菌毒素会污染食用植物，这个情况在

天气欠佳或虫害为患时尤为普遍。一般成年人主要是从膳食摄入常见的

霉菌毒素 1，而摄入黄曲霉毒素等霉菌毒素可引致急性中毒，但只会在

发展中地区出现零星个案。因此，我们主要关注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霉

菌毒素的慢性毒性影响。以香港来说，食物的霉菌毒素含量受《食物内

有害物质规例》 (第 132AF 章 )规管，当中订明食物中黄曲霉毒素的最高

准许含量。至于食物安全的一般保障，则在《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

132 章 )第 V 部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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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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食物样本至可食用状态，把食物样本合并成

为混合样本，然后均质化，并分析混合样本内多种物质的含量。这些物

质的化验分析结果，会结合香港市民食物消费量调查 (下称“食物消费量

调查” ) 2 所得不同人口组别的食物消费量资料，从而计算市民从膳食摄

入这些物质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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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评

估膳食摄入量，当中涉及食物对应处理和数据加权的工作。研究以膳食

摄入量的平均值和第 95 百分位的数值分别作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

的市民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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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化验分析  

 

2 .5  霉菌毒素的化验分析工作，由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负责。考虑

到食物含有霉菌毒素的可能性及资源所限，这项研究在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 150 种食物中选取 60 种，以 4 次抽样收集到的样本 (即 240 个混合样

本 )进行化验分析，检测以下各种霉菌毒素的含量，包括：黄曲霉毒素

B1、黄曲霉毒素 B2、黄曲霉毒素 G1、黄曲霉毒素 G2、赭曲霉毒素 A、

伏马毒素 B1、伏马毒素 B2、伏马毒素 B3、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乙酰

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玉米赤霉烯酮、 α -玉米赤霉烯醇和 β -玉米赤霉

烯醇。混合样本先用酸化的水溶性乙腈萃取，然后加入正己烷脱脂。进

行定量分析时，以同位素标记的霉菌毒素标准物为内标物，并利用超高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霉菌毒素  

 - 7 - 

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测定浓缩样本萃取液中霉菌毒素的含量。各种霉

菌毒素的检测限和定量限列于下表︰  

 

霉菌毒素 * 检测限  

(微克∕公斤 )

定量限  

(微克∕公斤 )  

黄曲霉毒素 (B1、 B2、 G1、 G2)  0 .05 0.10 

赭曲霉毒素 A  0.05 0.10 

伏马毒素 (B1、 B2、 B3)  2 .5  5 .0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  

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2 .5  5 .0  

玉米赤霉烯酮和玉米赤霉烯醇  2 .5  5 .0  

* 这项研究检测的霉菌毒素包括：黄曲霉毒素 B1、黄曲霉毒素 B2、黄曲霉毒素 G1、黄曲霉

毒素 G2、赭曲霉毒素 A、伏马毒素 B1、伏马毒素 B2、伏马毒素 B3、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玉米赤霉烯酮、α-玉米赤霉烯醇和 β-玉米赤霉烯醇。  

 

由于这项研究只选取 60 种经评定较有可能含有霉菌毒素的食物进行分

析，因此，或会低估从未经分析的食品摄入霉菌毒素的分量。不过，众

所周知，霉菌毒素主要发现于某些植物类食物，低估的分量应该有限。

当某种化学物 (例如霉菌毒素 )的膳食摄入量，主要取决于有限种类的食

物时，便可选取特定的食物进行检测。这种检测方法不但可取，而且获

世界卫生组织 (下称 “世卫 ”)建议采用。 4  

 

分析值低于检测限的处理方法  

 

2 .6  这项研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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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超过 60%的结果低于检测限，膳食摄入

量的估值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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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为求简单易明，部分附表亦同时显示膳食摄入量

的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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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黄曲霉毒素  

 
 

3.1 黄曲霉毒素是一组真菌 (霉菌 )毒素，大部分由黄曲霉菌属的两种

霉菌产生，其中以黄曲霉菌为主，其次是寄生曲霉菌。黄曲霉菌可产生

B 类毒素，常见于世界各地，特别是炎热潮湿的地方；寄生曲霉菌则可

产生 B 类和 G 类毒素，但分布范围不及黄曲霉菌广泛。 6 此外，还有集

蜂曲霉菌，同样可污染植物和植物制品。 7 目前，全球食用农作物受黄

曲霉毒素影响的比率估计高达 25%，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多达 50 亿人有

机会摄入这些物质。8 花生、玉米 (粟米 )和棉籽都是产生黄曲霉毒素的主

要农作物。黄曲霉毒素  M 是黄曲霉毒素  B 的代谢物，可发现于动物和人

类的乳汁之中。 6  

 

摄入来源  

 

3 .2  一般人慢性摄入黄曲霉毒素的途径，主要是食用受污染的玉米和

花生。据报，全球人口因此而摄入黄曲霉毒素的分量，由每日以纳克至

微克计不等， 6 尤以玉米为主食 (例如拉丁美洲 )和以花生为主食 (例如非

洲 )的人口风险偏高。 8 至于含黄曲霉毒素的其他食物，还包括干果、木

本坚果、香料、无花果、未精炼植物油、可可豆、大米、棉籽和椰干 (干

制椰肉 )。此外，在谷仓或榨油设施从事谷物处理的工人，也可能经呼吸

系统吸入黄曲霉毒素。 7 另一方面，由食物引致急性黄曲霉毒素中毒的

个案也偶有所闻，当中的摄入量 (以每公斤若干毫克计 )远高于引致肝癌

的程度，足以导致急性肝坏死。 9  

 

毒性和致癌性  

 

3 .3  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致突变和致癌物质之一。7 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于 2012 年重申，黄曲霉毒素属人類致癌物质 (第 1 组 )。黄

曲霉毒素与人类肝癌有关，对带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人影响尤甚 6，而丙

型肝炎病毒带菌者亦可能会受影响。 7 有报告指出，就感染慢性乙型肝炎

病毒并摄入黄曲霉毒素的人而言，其患肝癌的风险较仅摄入黄曲霉毒素

的人高达 30 倍。1 0 黄曲霉毒素 B1 对人类和动物都具有基因毒性。体内测

试显示，黄曲霉毒素 B1 可在人类和动物体内产生加合物。 9 就动物而言，

黄曲霉毒素 B1 亦可抑制免疫力，特别是抑制细胞导向的免疫功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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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受细菌和寄生虫感染的风险。就人类而言，黄曲霉毒素可经胎盘影

响胎儿，导致幼童发育不健全。此外，对大鼠和雄兔的研究显示，黄曲

霉毒素或会引致生殖能力受损。 6 由黄曲霉毒素引致的肝癌病例，据报占

全球肝癌总数约 5% 至 30%，而非洲的比率更高达 40%。 8  

 

3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

会 (下称“专家委员会” )在 1997 年指出，由于黄曲霉毒素是致癌物质，

其摄入量应合理地减至最低。 1 1 食品法典委员会参考专家委员会的评估

结果后，把若干类坚果的黄曲霉毒素最高含量订为每公斤 10 至 15 微克，

并就减少食品和动物饲料的黄曲霉毒素含量制定一系列指引，以期降低

粮食的黄曲霉毒素含量。 1 2  

 

本港法例  

 

3 .5  食物中多种化学物 (包括黄曲霉毒素 )的最高含量，均受《食物内

有害物质规例》 (第 132AF 章 )规管。根据该规例，花生或花生产品的黄

曲霉毒素总含量上限为每公斤 20 微克，其他食物则为每公斤 15 微克。  

 

本港过往的研究  

 

3 .6  食物环境卫生署曾在 2001 年进行一项有关食物含黄曲霉毒素的研

究，分析 1998 至 2000 年间较易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 (即花生及花生

制品、植物油及脂肪食品、谷类及谷类制品 )的监察数据，并把结果与第

132AF 章所订明的法定上限对比。研究发现，在 526 个样本中，只有一

个花生酱样本的黄曲霉毒素含量超出法例上限。 1 3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黄曲霉毒素含量  

 

3.7 这项研究选取 60 种食物进行 4 次抽样，合并成为 240 个混合样本

以检测黄曲霉毒素的含量。总膳食研究 12 个食物组别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3.1，至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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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的食物组别的黄曲霉毒素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组别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 

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7.0 0.14 0.05 - 0.24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0.10 0.00 - 0.2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81.3 1.42 1.34 - 1.50 

水果  4 100.0 0.10 0.00 - 0.2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98.6 0.11 0.01 - 0.21 

油脂类  4 56.3 0.46 0.41 - 0.52 

酒精饮品  8 100.0 0.10 0.00 - 0.20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0.10 0.00 - 0.20 

混合食品  44 100.0 0.10 0.00 - 0.20 

零食食品  4 100.0 0.10 0.00 - 0.20 

糖类及甜点  4 87.5 0.15 0.06 - 0.24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100.0 0.10 0.00 - 0.20 

总数  240 96.0   

注：  平 均 含 量 以 中 间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 2 )显 示 ， 而 含 量 范 围 以 下 限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0)至 上 限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的 形 式 显 示 。 检

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3 .8  根据这项研究，约 96% 的样本都检测不到黄曲霉毒素。以食物组

别来说，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的平均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

斤 1.42 微克 )，其下依次为 “油脂类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0.46 微克 )、 “糖

类及甜点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0.15 微克 )和 “谷物及谷物制品 ”(平均含量

为每公斤 0.14 微克 )，各组别的平均含量均属偏低 (中间值 )。若比较 60

种食物的黄曲霉毒素平均含量，研究发现花生酱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

每公斤 6.35 微克，最高含量为每公斤 14.48 微克 )，其下依次为花生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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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为每公斤 1.72 微克，最高含量为每公斤 5.46 微克 )、中式饼点 (平均

含量为每公斤 0.88 微克，最高含量为每公斤 1.39 微克 )和植物油 (平均含

量为每公斤 0.46 微克，最高含量为每公斤 1.12 微克 (中间值 ) )。干果、种

子、谷物等都是易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农作物，但与之相比，花生更易

受污染。  1 4 植物油的混合样本包括 4 个季度所收集的花生油和粟米油样

本，均榨取自上文第 3.1 段所指产生黄曲霉毒素的主要农作物。至于检测

到含黄曲霉毒素的其他食品，平均含量全部低于每公斤 0.2 微克 (平均含

量介乎每公斤 0.11 至 0.17 微克不等 )。这次分析并没有检测黄曲霉毒素

M，因为动物经接受遭黄曲霉毒素 B 污染的饲料喂饲后，才会引致相关

的乳类和乳类制品出现这种毒素。黄曲霉毒素 M1 的毒性微弱，远低于 (相

差 10 倍 )最令人关注的黄曲霉毒素 B1。  

 

从膳食摄入黄曲霉毒素的情况  

 

3 .9  专家委员会在 1997 年指出，由于黄曲霉毒素是致癌物质，摄入量

应合理地减至最低。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

摄入黄曲霉毒素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2 至 0.0028 微克和

0.0009 至 0.0049 微克。 1985 至 2004 年间，肝癌位列本港男性和女性最

常罹患的癌症前五位。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息息相关。自上世纪九十年

代中期起，本港男性和女性的肝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显著下跌，究其原

因，可能是新生婴儿乙型肝炎疫苗注射计划自 1988 年起推行所致。 1 5 本

港某些人口组别的乙型肝炎带菌者比率，差不多高达 10% 。 1 6  根据专家

委员会评估黄曲霉毒素致癌性的方法估算，按每日每公斤体重 1 纳克黄

曲霉毒素的摄入量计，本港每年每 10 万人口便有 0.033 至 0.039 宗癌症

个案。1 7  参考政府统计处的临时数字，2010 年年中本港人口为 7 061 200

人 1 8，以黄曲霉毒素的平均摄入量上限值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28 微克计

算，估计本港每年由黄曲霉毒素引致的癌症可多达 7.71 宗。2010 年本港

的肝癌发病率为每 10 万标准人口 17.3 宗 (即每年约 1 222 宗 )，由黄曲霉

毒素引致肝癌的个案数目仅占肝癌整体个案数目不足 1%。 1 9  

 

3 .10 附录 I I 表 A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本港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黄曲

霉毒素的分量。以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来说，不同年龄组别的男性和女性

摄入黄曲霉毒素的分量，与整体人口的平均摄入量十分接近 (每日每公斤

体重 0.0002 至 0.0028 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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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膳食来源  

 

3 .11 “谷物及谷物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黄曲霉毒素的主要来源。这

类食品的黄曲霉毒素平均含量并非很高，却占一般市民总膳食摄入量的

56%，原因是 “谷物及谷物制品 ”的食用量偏高 (每人每日 491 克 )，以致成

为本港市民摄入黄曲霉毒素的主要来源。 2011 年法国第二个总膳食研究

也有类似情况。在该项研究中，尽管谷物源性制品的所有样本都检测不

到黄曲霉毒素，但由于食用量偏高，按上限估值计算，法国成年人从膳

食摄入的黄曲霉毒素估计逾 70% 来自该类食品
14
。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3 .12 这项研究所得的黄曲霉毒素膳食摄入 量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载于

表  3 .2，而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国家相若。不过，由于各

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以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

方法、污染物分析方法和处理低于检测限分析结果的方法亦各异，在直

接比较数据时，必须小心审慎。  

 

表 3.2 黄曲霉毒素的每日膳食摄入量比较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士  摄入量高的人士  

法国 (2011 年 ) a  0 .000886 0.001537 

香港  0 .0002 – 0.0028 0.0009 – 0.0049 

中国 (2007 年 ) b  0 .01109 0.4131 

爱尔兰 (2011 年 ) c  0 .003 – 0.018 0.006 – 0.039 

注︰  

a  2011 年法国第二个总膳食研究涵盖年龄介乎 18 至 79 岁的成年人，而摄入量的

上限值定为黄曲霉毒素 B1、 B2、 G1 及 G2 的摄入量总和。第 95 百分位的 數 值

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值。 1 4  

b   指 “标准人士 ” (即从事轻微体力劳动的成年男性 )的摄入量，由 “每人每日 ”的数据

换算，并假设体重为 60 公斤。第 97 .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

值。 2 0  

c 第 97 .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值。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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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3 .13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黄曲霉毒

素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2 至 0.0028 微克和 0.0009 至

0.0049 微克，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相若。由于黄曲霉毒素是致癌物质，

摄入量应合理地减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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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赭曲霉毒素  

 
 
 

4 .1  赭曲霉毒素是有毒的真菌代谢物，以赭曲霉毒素 A 最为常见，其

次是赭曲霉毒素 B。赭曲霉毒素由 3 组截然不同的真菌产生，分别是疣

孢青霉菌、赭曲霉菌和相关菌种 (例如 A.  westerdi j ikae 和 A.  s teyni i )，以

及炭黑曲霉菌。此外，赭曲霉毒素还可由其他曲霉菌属和青霉菌属的真

菌产生，例如黑曲霉菌 (炭黑曲霉菌的相关菌种 )和青霉菌等。 2 2   

 

4.2 赭曲霉毒素的特性并不寻常，虽然涉及的多种真菌都不是植物病

原体，却可污染已收割贮存的谷物和农作物。以疣孢青霉菌为例，谷物

收割前尚无受污染的迹象，但在低温 (介乎摄氏 0 度至 31 度，最适温度：

摄氏 20 度 )和低水分活性 (水分活性最低值  =  0.80)的条件下，疣孢青霉菌

可在已收割的谷物中慢慢滋长。基于上述特性，欧洲的谷物往往含有赭

曲霉毒素 A。另一例子是炭黑曲霉菌，这种霉菌可污染葡萄干，因为葡

萄尚未收割或正在收割时，会因虫害或碰撞破损而沾染炭黑曲霉菌，在

干制过程早段葡萄内的基质和水分有利真菌滋长繁殖。此外，生咖啡豆

也易受赭曲霉毒素污染，因为盛产咖啡的热带高原在收割期通常多雾或

多雨，不利晒干咖啡豆。  2 2 

 

摄入来源  

 

4 .3  谷物是从膳食摄入赭曲霉毒素的主要来源，即使在欧洲等温带地区

也不例外。至于热带地区，谷物含赭曲霉毒素的状况尚未明确。不过，

据报玉米 (粟米 )、花生、大豆和其他豆类、腰果、高粱等东南亚食品可

能基于贮存问题，可分离出产生赭曲霉毒素 A 的赭曲霉菌。事实上，在

谷物加工和烘焙过程中，清洁、擦洗和去麸这些工序可去除赭曲霉毒素，

例如白面包最高可达 75%。 2 2 此外，葡萄干和豆类 (例如大豆、可可豆、

咖啡豆 )也是摄入赭曲霉毒素的来源。 1 咖啡豆经烘焙后可去除赭曲霉毒

素。一般来说，烘焙的颜色越深，去除毒素的比例越高，但分量差异很

大。至于葡萄酒，酿酒过程的固体与液体分离步骤可持续去除赭曲霉毒

素。 2 2 在食物中，赭曲霉毒素 B 极为罕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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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  

 

4 .4  赭曲霉毒素 A 主要从胃肠道摄入人体，尤其是经小肠吸收，再由

血液带往身体不同部位。主要分布在肾脏，其次是肝脏、肌肉和脂肪。

人类、大鼠和兔子体内的赭曲霉毒素 A 可转移至乳汁，但反刍动物却没

有这种情况，因为其体内的微生物可将赭曲霉毒素 A 水解。有关大鼠的

研究显示，赭曲霉毒素 A 可经胃肠道吸收，但排出过程缓慢，生物转化

亦少。 2 3  

 

4 .5  据报赭曲霉毒素 A 会增加小鼠患上肝细胞瘤的机会，也会促使小

鼠 (雄性 )和大鼠 (雄性及雌性 )罹患肾细胞腺瘤和恶性肿瘤。就人类而言，

若干研究显示赭曲霉毒素 A 与区域性巴尔干半岛肾病变有关系，而区域

性巴尔干半岛肾病变的地区分布与泌尿道上皮肿瘤的高死亡率息息相

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 1993 年把赭曲霉毒素 A 列为第 2B 组物质 (即

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 )。 2 4  

 

4 .6  专家委员会曾经评估赭曲霉毒素 A 的安全性，并根据赭曲霉毒素

A 对肾脏造成的主要毒性影响，以及令多种动物 (包括猪只 )出现肾病变

和免疫系统受抑制的情况，为赭曲霉毒素 A 订出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专家委员会在 1991 年第 37 次会议上，把赭曲霉毒素 A 的暂定每周可容

忍摄入量订为每公斤体重 0.112 微克，其后在 1995 年第 44 次会议上把

数值四舍五入至每周每公斤体重 0.100 微克，并在 2001 年第 56 次会议

上重申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数值。 2 3  

 

本港上次研究  

 

4 .7  中心于 2006 年就中学生摄入食物所含赭曲霉毒素 A 的情况进行研

究。结果显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中学生每周从膳食摄入赭曲霉

毒素 A 的分量，分别为每公斤体重 0.00388 和 0.00897 微克，两者均远低

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0.1 微克 )。因此，该项研究的结

论认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中学生受赭曲霉毒素 A 毒性严重影响

的机会不大。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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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赭曲霉毒素 A 含量  

 

4.8 这项研究选取 60 种食物进行 4 次抽样，合并成为 240 个混合样本

以检测赭曲霉毒素 A 的含量。总膳食研究 12 个食物组别的检测结果载

于表 4.1，至于在总膳食研究 150 种食物中选取的 60 种食物的检测结果

则载于附录 I 表 B。  

 
表 4.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的赭曲霉毒素 A 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组别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 

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61.8  0.09  0.07 - 0.10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0.03  0.00 - 0.05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79.2  0.07  0.05 - 0.09 

水果  4  100.0  0.03  0.00 - 0.05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91.7  0.03  0.01 - 0.05 

油脂类  4  75.0  0.03  0.02 - 0.05 

酒精饮品  8  100.0  0.03  0.00 - 0.05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0.03  0.00 - 0.05 

混合食品  44  88.6  0.03  0.01 - 0.06 

零食食品  4  100.0  0.03  0.00 - 0.05 

糖类及甜点  4  0.0  0.22  0.22 - 0.22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100.0  0.03  0.00 - 0.05 

总数  240 80.4   

 

注：  平 均 含 量 以 中 间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 2 )显 示 ， 而 含 量 范 围 以 下 限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0)至 上 限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的 形 式 显 示 。 检

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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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根据这项研究，约 80% 的混合样本都检测不到赭曲霉毒素 A。以

食物组别来说，主要在谷物和种子类食物检测到含量水平偏低的赭曲霉

毒素 A，这点与文献所载相符。  

 
从膳食摄入赭曲霉毒素 A 的情况  

 
4 .10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赭曲霉毒

素 A 的分量，分别为每周每公斤体重 0.0013 至 0.0054 微克和 0.0036 至

0.0092 微克，相等于专家委员会订出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1.3% 至

5.4% 和 3.6% 至 9.2%。因此，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赭曲霉毒素 A 的分

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附录 I I 表 B 按年龄及性别列

出本港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赭曲霉毒素 A 的分量。以摄入量一般和

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各年龄及性别组别的估计膳食摄入量都远低于暂

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主要膳食来源  

 
4 .11 “谷物及谷物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赭曲霉毒素 A 的主要来源，

占一般市民总膳食摄入量的 70%，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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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和爱尔兰的研究结果相

若 (表 4.2)。不过，由于各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以至采用的研究方法、

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污染物分析方法和处理低于检测限分析结果

的方法亦各异，在直接比较数据时，必须小心审慎。  

 

表 4.2 赭曲霉毒素 A 的每周膳食摄入量比较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士  摄入量高的人士  

香港  0 .0013 – 0.0054 0.0036 – 0.0092 

法国 (2011 年 ) a  0 .00196 – 0.01337 0.00427 – 0.02261 

爱尔兰 (2011 年 ) b  0 .0014 – 0.028 0.0063 – 0.070 

 

注︰  
a  上述数据取自 2011 年法国第二个总膳食研究，涵盖年龄介乎 18 至 79 岁的成年

人。第 9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值。 1 4  

 
b   含量范围代表最低和最高摄入量之间的范围。第 97 .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

高的人士的数值。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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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4 .13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赭曲霉毒

素 A 的分量，分别相等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0.1 微克 )

的 1.3% 至 5.4% 和 3.6% 至 9.2%。因此，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赭曲霉

毒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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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马毒素  

 
 

5.1 伏马毒素是由镰刀菌属真菌 (霉菌 )产生的霉菌毒素，其中两种主

要真菌 (轮枝镰刀菌及相关菌种、层出镰刀菌 )可产生大量伏马毒素，而

且往往与全球各地完好或破损的玉米病变有关。目前，已知可产生伏马

毒素的其他镰刀菌属真菌至少有 10 种。此外，气候炎热干燥，农作物受

虫害，也会增加产生伏马毒素的机会。 2 6  

 
5.2 伏马毒素分为多个不同 “类型 ”，分别是 A、B、C、P、H 型。在自

然环境中，最常见的是 B 型，包括伏马毒素 B1、伏马毒素 B2 和伏马毒

素  B3。
2 6 

 

摄入来源  

 

5 .3  相信膳食是人体摄入伏马毒素的主要途径。源自玉米的食物是摄

入伏马毒素的主要来源，而小米、高粱、大米、豆类亦发现含有伏马毒

素，因此，以玉米和玉米制品为主食 (例如中美洲和南美洲 )的人口较大

机会有较高的伏马毒素摄入量。另一方面，研究发现畜牧产品 (例如牛肉、

牛奶、鸡蛋 )一般不含伏马毒素，除非喂饲牛只的饲料受大量伏马毒素污

染，才会令牛肉检测到伏马毒素。至于以受污染饲料喂饲的猪只，则只

在猪腰和猪肝中检测到伏马毒素。 2 6  

 

毒性  

 

5 .4  伏马毒素引致急性霉菌毒素中毒的个案十分罕见。1995 年，印度

社会经济体系的低下阶层爆发急性霉菌毒素中毒，事后调查发现，其食

用的未发酵面包以发霉玉米和高粱制造，内含大量伏马毒素 B1 和黄曲霉

毒素 B1。由于伏马毒素引致急性霉菌毒素中毒的研究很少，所以有人认

为单纯伏马毒素 B1 不会引致急性中毒。伏马毒素 B1 会损害所有动物的

肝脏，也会影响很多动物的肾脏。 2 6  

 

5 .5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 1993 年把串珠镰刀菌衍生的毒素 (例如伏马

毒素 B1、伏马毒素 B2、镰刀菌素 C)列为第 2B 组物质 (即可能令人类患

癌的物质 )， 2 7 其后于 2002 年把伏马毒素 B1 列为第 2B 组物质。 2 8 专家

委员会于 2010 年把伏马毒素 B1、伏马毒素 B2 和伏马毒素 B3 的暂定最

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总和订为每公斤体重 2 微克。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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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伏马毒素含量  

 

5.6 这项研究选取 60 种食物进行 4 次抽样，合并成为 240 个混合样本

以检测伏马毒素的含量。总膳食研究 12 个食物组别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5.1，至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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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的食物组别的伏马毒素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组别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分析结果所占  

百分比 (%) 

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5.6  6.17 2.58 - 9.76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3.75 0.00 - 7.5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100.0  3.75 0.00 - 7.50 

水果  4  100.0  3.75 0.00 - 7.5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100.0  3.75 0.00 - 7.50 

油脂类  4  100.0  3.75 0.00 - 7.50 

酒精饮品  8  100.0  3.75 0.00 - 7.50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3.75 0.00 - 7.50 

混合食品  44  100.0  3.75 0.00 - 7.50 

零食食品  4  91.7  4.41 0.98 - 7.85 

糖类及甜点  4  100.0  3.75 0.00 - 7.50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94.4  4.57 1.03 - 8.11 

总数  240 98.2   

注：  平 均 含 量 以 中 间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 2 )显 示 ， 而 含 量 范 围 以 下 限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0)至 上 限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的 形 式 显 示 。 检

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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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根据这项研究，约 98% 的混合样本都检测不到伏马毒素。以食物

组别来说， “谷物及谷物制品 ”的伏马毒素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6.17 微克 (中间值 ) )。把 60 种食物的伏马毒素含量作一比较，发现 “谷物

早餐 ”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49.73 微克 (中间值 ) )，而其他 “谷物

及谷物制品 ”的样本全部都检测不到伏马毒素。结果显示，玉米的伏马毒

素含量相对较高，这点与文献所载相符。除上述食品外，只有两种其他

食物 (薯片和粟米淀粉 )发现含有伏马毒素。  

 

从膳食摄入伏马毒素的情况  

 

5 .8  专家委员会在 2001 年把伏马毒素 (伏马毒素 B1、伏马毒素 B2、伏

马毒素 B3 的总和 )的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订为每公斤体重 2 微克。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伏马毒素的分量，

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16 至 0.0973 微克和 0.0008 至 0.1692 微克，

分别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0.08% 至 4.9% 和 0.04% 至

8.5%。附录 I I 表 C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本港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伏马

毒素的分量。由于各年龄及性别人口组别的膳食摄入量都远低于暂定最

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因此，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伏马毒素的分量，对

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主要膳食来源  

 

5 .9  “谷物及谷物制品 ”是从膳食摄入伏马毒素的主要来源，占一般市

民总膳食摄入量 63%。如上文所述，这食物组别中只有 “谷物早餐 ”检测

到伏马毒素。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5 .10 这 项 研 究 所 得 的 伏 马 毒 素 膳 食 摄 入 量 ， 与 其 他 地 方 的 比 较 载 于

表  5 .2，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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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

法、污染物分析方法和处理低于检测限分析结果的方法亦各异，在直接

比较数据时，必须小心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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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伏马毒素的每日膳食摄入量比较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士  摄入量高的人士  

法国 (2011 年 ) a  0 .00989 – 0.0449 0.0325 – 0.1011 

香港  0 .0016 – 0.0973 0.0008 – 0.1692 

注︰  

a 只有分析伏马毒素 B 1 和伏马毒素 B 2。上述数据取自 2011 年法国第二个总膳食

研究，涵盖年龄介乎 18 至 79 岁的成年人。第 9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

人士的数值。 1 4  

 

小结  

 

5 .11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伏马毒素

的分量，分别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0.08% 至 4.9% 和 0.04% 

至 8.5%。因此，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伏马毒素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

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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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6.1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又称呕吐毒素，由镰刀菌科的霉菌产生，其

中以禾谷镰刀菌和黄色镰刀菌为主。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可引致植物病

变，例如小麦的赤霉病和玉米的穗腐病。赤霉病与小麦沾染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直接有关，与小麦开花期的湿度更有莫大关系，其中以降雨时

间至为关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常见于小麦、大麦、燕麦、黑麦和玉

米等谷物，其次是白米、高粱和小黑麦。 2 9  

 

6 .2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相关的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均属 B

型单端孢霉烯，其中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最为常见。单端孢霉烯在摄

氏 120 度的高温仍可保持稳定。动物研究显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

系统性生物利用率有限，就绵羊和大鼠而言，分别只有 7.5%和 25%，而

大鼠体内的毒素大部分更会经由粪便和尿液排出体外。此外，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醇与人类和养殖动物的霉菌毒素中毒也有关连。 2 9  

 

摄入来源  

 

6 .3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是从进食受镰刀菌污染的谷物而摄入人体。

虽然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亦可沾染蛋类，但研究显示，蛋内的毒素含量

最终只占每日剂量很低的百分比 (最高 0.19%)。研究亦显示，长期以脱

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喂饲的动物，其乳汁内检测不到毒素。 2 9  

 

毒性  

 

6 .4  动物经过一次、短期或长期喂饲受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污染的饲

料后，会出现不良反应，主要是厌食 (因而导致生长迟缓 )和呕吐，而且

还会引致皮肤过敏、腹泻、出血、神经失调、流产，甚至死亡。赭曲霉

毒素 A 有可能会与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产生相互作用。曾有实验以受自

然环境污染的饲料和只含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饲料喂饲动物，结果发

现前者的毒性似乎比后者更强，显示在受自然环境污染的饲料中，可能

含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以外的其他霉菌毒素。人类摄入脱氧雪腐镰刀

菌烯醇后，会在 30 分钟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头痛、晕眩和

发烧征状，与蜡样芽孢杆菌等细菌引致的其他胃肠道疾病的征状相若，

不易分辨。至今，尚未收到人类因摄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而致命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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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报告。此外，研究发现，玉米中的单端孢霉烯有可能与玉米赤霉烯酮

产生综合作用。 2 9  

 

6 .5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 1993 年把禾谷镰刀菌、黄色镰刀菌和克地镰

刀菌衍生的毒素 (玉米赤霉烯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雪腐镰刀菌烯醇

和镰刀菌烯酮 -X)列为第 3 组物质 (即在会否令人类患癌方面未能分类 )。
3 0 另一方面，专家委员会于 2010 年把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及其乙酰基衍

生物的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订为每公斤体重 1 微克。 3 1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含量  

 

6 .6  这项研究选取 60 种食物进行 4 次抽样，合并成为 240 个混合样本

以检测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含量。总膳食研究 12 个食物组别的检测结

果载于表 6.1，至于 60 种食物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D。  

 
表 6.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 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

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组别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分析结果所占  

百分比 (%) 

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63.2  31.53  29.95 - 33.11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2.50  0.00 - 5.0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100.0  2.50  0.00 - 5.00 

水果  4  100.0  2.50  0.00 - 5.0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100.0  2.50  0.00 - 5.00 

油脂类  4  100.0  2.50  0.00 - 5.00 

酒精饮品  8  100.0  2.50  0.00 - 5.00 

不含酒精饮品  16  87.5  3.83  1.64 -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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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食品  44  78.4  12.53  10.57 - 14.49 

零食食品  4  100.0  2.50  0.00 - 5.00 

糖类及甜点  4  75.0  5.53  3.65 - 7.40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100.0  2.50  0.00 - 5.00 

总数  240 83.1   

注：  平 均 含 量 以 中 间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 2 )显 示 ， 而 含 量 范 围 以 下 限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0)至 上 限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的 形 式 显 示 。 检

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6 .7  根据这项研究，约 83% 的混合样本都检测不到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以食物组别来说， “谷物及谷物制品 ”

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含量最高 (平均含

量为每公斤 31.53 微克 )，其次是 “混合食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2.53 微

克 (中间值 ) )。这项研究比较 60 种食物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

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含量，发现饼干的平均含量最高 (每公斤 177.25 微克 )，

其次是馒头 (每公斤 67.25 微克 )和谷物早餐 (每公斤 61.00 微克 (中间值 ) )。

由于这项研究没有分析结合形式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即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 -3-β -葡糖苷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3G))，食物样本的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含量可能略为低估，因而影响膳食摄入量水平。不过，尽管结

合形式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对人类的生物利用率尚未明确，但有研究

认为，与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相比，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3G 对人类的生

物利用率偏低。 3 2  另有研究认为，人体结肠内的微生物羣可有效降解脱

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玉米赤霉烯酮。 3 3  

 

从膳食摄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情况  

 

6.8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

重 0.0861 至 0.1426 微克和 0.2166 至 0.2824 微克，分别相等于暂定最高

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8.6% 至 14.3% 和 21.7% 至 28.2%。  

 

6 .9  附录 II 表 D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本港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脱氧

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分量。由于各年龄及性

别人口组别的膳食摄入量都远低于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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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主要膳食来源  

 

6 .10 “谷物及谷物制品 ”是从膳食摄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及乙酰基脱

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主要来源，占一般市民总膳食摄入量 80%；其次是

“混合食品 ”，占一般市民总膳食摄入量 10%。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6 .11 这项研究所得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及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载于表 6.2，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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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所采

用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污染物分析方法和处理低于

检测限分析结果的方法亦各异，在直接比较数据时，必须小心审慎。  

 

表 6.2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及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每日 膳

食摄入总量比较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士  摄入量高的人士  

比利时 (2013 年 ) a  0 .1162 0.4047 

香港  0 .0861 – 0.1426 0.2166 – 0.2824 

中国 (2005 年 ) b  0 .1488 0.8785 

法国 (2011 年 ) c  0 .373 – 0.411 0.716 – 0.768 

注︰   

a 以 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 醇的等同 物和隐性 菌种的含 量总和计 算摄入量 。隐性脱 氧

雪腐镰刀菌烯醇的生物利用率尚未明确。第 9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

士的数值。 34 

b  该项研究涵盖中国 6 个省份。上表所载为 15 岁以上男性的数据。第 95 百分位

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值。 35 

c   上述数据取自 2011 年法国第二个总膳食研究，涵盖年龄介乎 18 至 79 岁的成年

人。第 9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值。 1 4 该项研究分析的毒素包

括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3-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 15-乙酰基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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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6 .12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总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

重 0.0861 至 0.1426 微克和 0.2166 至 0.2824 微克，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

可容忍摄入量的 8.6% 至 14.3% 和 21.7% 至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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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玉米赤霉烯酮  

 
 

7.1 玉米赤霉烯酮是由镰刀菌科某些霉菌产生的霉菌毒素，这些霉菌

遍布广泛地区。玉米赤霉烯酮具有非类固醇雌激素作用，与不少养殖动

物霉菌毒素中毒的个案有关，其中又以猪只为主，据报曾有猪只摄入毒

素后出现外阴胀大和生殖道变异情况。玉米赤霉烯酮不但可在高温下保

持稳定，而且在发酵过程中也变化不大，所以面包和非洲的啤酒都发现

含有玉米赤霉烯酮。在食物中，玉米赤霉烯酮的含量或会因雨量多寡和

耕作方法不同而变化很大。玉米赤霉烯酮在动物制品中的含量微不足道，

但以地区分布来说，玉米赤霉烯酮却遍及世界各地。 3 6  

 

摄入来源  

 

7 .2  人 体 是 从 食 物 摄 入 玉 米 赤 霉 烯 酮 ， 其 主 要 来 源 是 “谷 物 及 谷 物 制

品 ”，其中又以玉米和小麦为主。据报，大麦、燕麦、大米和高粱均发现

含有玉米赤霉烯酮，而香蕉也有，但含量较少。实验显示，肉类、鱼类、

家禽、奶类和蛋类等动物制品，都可能含有玉米赤霉烯酮。 3 6  

 

毒性  

 

7 .3  动物研究发现，玉米赤霉烯酮可引致急性中毒。雌性幼猪连续服食

含有玉米赤霉烯酮的胶囊一星期后，出现外阴发炎和生殖道胀大情况。

小鼠的短期研究则发现，玉米赤霉烯酮或会影响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

并引致骨质疏松。至于大鼠，玉米赤霉烯酮可抑制雄性和雌性的体重增

长，并引致骨质疏松；如摄入更高剂量，甚至连精囊、前列腺、乳腺、

子宫和脑下垂体也会受到影响。此外，研究亦发现，玉米赤霉烯酮可引

致哺乳期的幼猪水肿性肿胀和外阴红肿。 3 6  

 

7.4 长期研究显示，玉米赤霉烯酮可妨碍动物繁殖和发育，受影响的主

要是雌猪，其次是大鼠和水貂。根据研究观察所得，动物摄入玉米赤霉

烯酮后外阴会胀大和红肿，但在停止摄入毒素后，这些征状会慢慢消退。

成熟的雌猪每日服食每公斤体重 200 或 400 微克的玉米赤霉烯酮后，每

段发情期相隔的时间明显加长。细胞株和动物研究显示，玉米赤霉烯酮

可产生某些激素作用。这可见于一宗著名病例， 1978 至 1981 年间，波

多黎各大批年龄介乎 6 个月至 8 岁的女童胸部提早发育 (乳房早熟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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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因摄入玉米赤霉烯酮或玉米赤霉烯醇所致。当时，女童的血浆验出

含有玉米赤霉烯酮或其代谢物玉米赤霉烯醇，来源疑是当地出产的肉类

和 含 天 然 雌 激 素 的 化 合 物 ， 可 是 分 析 食 物 样 本 后 却 未 能 证 明 推 断 属

实。  2 8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 1993 年作出结论，认为玉米赤霉烯酮对实

验动物的致癌性有限 (第 3 组 )。动物研究显示，玉米赤霉烯酮的基因毒

性甚微。 3 6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玉米赤霉烯酮含量  

 

7.5 这项研究选取 60 种食物进行 4 次抽样，合并成为 240 个混合样本

以检测玉米赤霉烯酮，以及其代谢物 α 和 β 玉米赤霉烯酮的含量。总膳

食研究 12 个食物组别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7.1，至于 60 种食物的检测结

果则载于附录 I 表 E。  

 
表 7.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的玉米赤霉烯酮含量  

(微克∕公斤 )  

食物组别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分析结果所占  

百分比 (%) 

平均含量  

(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8.3  3.88  0.19 - 7.56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3.75  0.00 - 7.5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100.0  3.75  0.00 - 7.50 

水果  4  100.0  3.75  0.00 - 7.5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99.1  3.84  0.13 - 7.56 

油脂类  4  66.7  51.25  48.75 - 53.75 

酒精饮品  8  100.0  3.75  0.00 - 7.50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3.75  0.00 - 7.50 

混合食品  44  100.0  3.75  0.00 - 7.50 

零食食品  4  91.7  5.69  2.25 -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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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类及甜点  4  41.7  16.59  15.03 - 18.15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88.9  5.00  1.67 - 8.33 

总数  240  97.0      

注：  平 均 含 量 以 中 间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 2 )显 示 ， 而 含 量 范 围 以 下 限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0)至 上 限 值 (检 测 不 到 的 分 析 值 =检 测 限 )的 形 式 显 示 。 检

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7 .6  根据这项研究，约 97% 的混合样本都检测不到玉米赤霉烯酮。以

食物组别来说， “油脂类 ”的玉米赤霉烯酮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1.25 微克 (中间值 ) )。所有其他食物组别的玉米赤霉烯酮含量均相对较低

(除 “糖类及甜点 ”组别 (其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6.59 微克 )外，其他组别的平

均含量均低于每公斤 6 微克 )。新西兰曾有报告指出，粟米油的玉米赤霉

烯酮含量较高 (每公斤 4 600 微克 )，而与此数字 2 8 比较，本港植物油混合

样本的最高玉米赤霉烯酮含量为每公斤 112.5 微克，这或可能是因为本港

的混合样本含有粟米油，而粟米油通常比其他植物油含有较多的玉米赤

霉烯酮。由于这项研究并无分析结合形式的玉米赤霉烯酮，食物样本中

的玉米赤霉烯酮含量可能略为低估，因而影响所得的膳食摄入量水平。

不过，尽管结合形式的玉米赤霉烯酮对人类的生物利用率尚未明确，但

有研究认为，人体结肠内的微生物可有效降解玉米赤霉烯酮。 3 3  

 

从膳食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情况  

 

7 .7  专家委员会于 2000 年订出玉米赤霉烯酮及其代谢物玉米赤霉烯

醇的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0.5 微克。 2 8 以摄入量一

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从膳食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分量分别为每日

每公斤体重 0.0061 至 0.1015 微克和 0.0166 至 0.1724 微克，相等于暂定

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1.2% 至 20.3% 和 3.3% 至 34.5%。估计所有

成年人口从膳食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分量，均低于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

摄入量。  

 

7 .8  附录 I I 表 E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本港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玉米

赤霉烯酮的分量。在所有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人口组别中，摄入量一般

的市民从膳食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估计分量，远低于暂定最高每日可容

忍摄入量。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霉菌毒素  

 - 31 - 

主要膳食来源  

 

7 .9  “谷物及谷物制品 ”是从食物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主要来源，占一

般市民总摄入量 55%。在 “谷物及谷物制品 ”中，只有 “谷物早餐 ” (平均每

公斤 5.74 微克，最高每公斤 9.10 微克 )和 “饼干 ” (平均每公斤 4.16 微克，

最高每公斤 5.40 微克 )检测到含有玉米赤霉烯酮。然而，由于 “谷物及谷

物制品 ”在香港食用量偏高 (每人每日 491 克 )，因而成为玉米赤霉烯酮的

主要膳食来源。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7 .10 这项研究所得的玉米赤霉烯酮膳食摄入量，与其他国家研究的估

计摄入量大致相若 (表 7.2)。玉米赤霉烯酮据报在加拿大、中欧、北欧和

美国最为普遍。 “谷物及谷物制品 ”(特别是粟米和小麦 )是玉米赤霉烯酮

的主要来源，而 “谷物及谷物制品 ”食用量高的人士，估计玉米赤霉烯酮

的摄入量亦会较高。不过，由于各项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以至所采用

的研究方法、食物消费量数据收集方法、污染物分析方法和处理低于检

测限分析结果的方法亦各异，在直接比较数据时，必须小心审慎。  

 
表 7.2 玉米赤霉烯酮的每日膳食摄入量比较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摄入量一般的人士  摄入量高的人士  

法国  (2011 年 ) a  0 .0059 – 0.0255 0.0108 – 0.0425 

比利时  (2013 年 ) b  0 .0447 0.1568 

香港  0 .0061 – 0.1015 0.0166 – 0.1724 

注︰  

a 2011 年法国第二个总膳食研究涵盖年龄介乎 18 至 79 岁的成年人。第 95 百分位

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值。14  

b  
以 玉米赤霉 烯酮及其 隐性菌种 的含量总 和计算摄 入量。隐 性玉米赤 霉烯酮的 生

物利用率尚未明确。第 95 百分位的 數 值代表摄入量高的人士的数值。34 

 

小结  

 

7 .11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玉米赤霉

烯酮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61 至 0.1015 微克和 0.0166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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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724 微克，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0.5 微克 )

的 1.2% 至 20.3% 和 3.3% 至 34.5%。以本港成年人来说，即使是摄入

量高的市民，他们从膳食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分量，对健康不会有太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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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及建议  

 

 

8.1 以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来说，他们从膳食摄入黄曲霉毒

素 (黄曲霉毒素 B1、 B2、 G1、 G2 的总和 )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

重 0.0002 至 0.0028 微克和 0.0009 至 0.0049 微克；摄入赭曲霉毒素 A 的

分量，分别为每周每公斤体重 0.0013 至 0.0054 微克和 0.0036 至 0.0092

微克，相等于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0.1 微克 )的 1.3% 至

5.4% 和 3.6% 至 9.3%；摄入伏马毒素的分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16 至 0.0973 微克和 0.0008 至 0.1692 微克，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可

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2 微克 )的 0.08% 至 4.9% 和 0.04% 至 8.5%；

摄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总量，分别为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861 至 0.1426 微克和 0.2166 至 0.2824 微克，相等于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公斤体重 1 微克 )的 8.6% 至 14.3% 和

21.7% 至 28.2%；摄入玉米赤霉烯酮的分量，则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61 至 0.1015 微克和 0.0166 至 0.1724 微克，相等于暂定最高每日可

容 忍 摄 入 量 (即 每 公 斤 体 重 0.5 微 克 )的 1.2% 至 20.3% 和 3.3% 至

34.5%。上述各种霉菌毒素的估计膳食摄入量，均低于相关的健康参考

值 (如有的话 )。根据市民摄入黄曲霉毒素的估计分量和本乙型肝炎带

菌的百分比推算，全港人口中每年因摄入黄曲霉毒素而引致肝癌的病

例约为 8 宗，占 2010 年本港肝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不足 1%，市民无

须过分警惕。研究结果显示，以一般成年人来说，从膳食摄入上述霉菌

毒素的分量，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  

 

建议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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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摄入霉菌毒素对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  

 

给公众的建议  

 

  向可靠的零售商选购食物。  

 

  谷物和谷物制品妥为贮存在清凉干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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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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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

毒素。  

 

  查看食物的保质期和食用限期。  

 

  弃掉表面发霉或破损的食物。  

 

  由于坚果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质、纤维、维生素、矿物质

等多种养素，市民可进食适量不含盐的坚果，作为均衡饮食的一

部分。  

 

给业界的建议  

 

  遵行优良务农规范和优良制造规范，或者采用 “食物安全重点控制 ”

方法，尽量避免食物受到霉菌毒素污染。  

 

  向可靠的供货商采购食材。  

 

  保持食物储存状况良好，食物须储存在清凉干爽的地方，并以先入

先出的原则调动存货。  

 
  妥善保存记 錄 ，以 便 有需要时可追查 來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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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表 A︰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黄曲霉毒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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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7.0  0.14  0.05 - 0.24 

白饭    0.10  0.00 - 0.20 

粗磨米饭    0.10  0.00 - 0.20 

粟米    0.10  0.00 - 0.20 

面条(中式或日式)   0.10  0.00 - 0.20 

面条(西式)   0.10  0.00 - 0.20 

方便面    0.10  0.00 - 0.20 

米粉∕米线    0.14  0.06 - 0.23 

面包(无馅)   0.10  0.00 - 0.20 

葡萄干面包    0.10  0.00 - 0.20 

菠萝包    0.10 0.00 - 0.20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0.10 0.00 - 0.20 

馒头    0.10 0.00 - 0.20 

饼干    0.10 0.00 - 0.20 

蛋糕∕西饼    0.10 0.00 - 0.20 

馅饼    0.10 0.00 - 0.20 

中式饼点    0.88 0.83 - 0.94 

麦皮∕燕麦片    0.10 0.00 - 0.20 

谷物早餐    0.10 0.00 - 0.20 

油炸面团食品    0.10 0.00 - 0.20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0.10 0.00 - 0.20 

马铃薯    0.10 0.00 - 0.20 

炸薯    0.10 0.00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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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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81.3  1.42  1.34 - 1.50 

青豆角    0.10  0.00 - 0.20 

粉丝    0.10  0.00 - 0.20 

豆腐    0.10  0.00 - 0.20 

发酵豆类制品    0.15  0.06 - 0.25 

花生    1.72  1.64 - 1.79 

花生酱      6.35  6.34 - 6.37 

水果  4  100.0  0.10  0.00 - 0.20 

葡萄∕提子      0.10  0.00 - 0.2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98.6  0.11  0.01 - 0.21 

猪肉    0.10  0.00 - 0.20 

火腿    0.10  0.00 - 0.20 

午餐肉    0.17  0.07 - 0.26 

叉烧    0.11  0.02 - 0.21 

烧肉    0.10  0.00 - 0.20 

猪膶∕猪肝    0.10  0.00 - 0.20 

豉油鸡    0.10  0.00 - 0.20 

烧鸭∕烧鹅    0.10  0.00 - 0.20 

肉肠    0.10  0.00 - 0.20 

油脂类  4  56.3  0.46  0.41 - 0.52 

植物油      0.46  0.41 - 0.52 

酒精饮品  8  100.0  0.10  0.00 - 0.20 

啤酒    0.10  0.00 - 0.20 

红酒      0.10  0.00 - 0.20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0.10  0.00 - 0.20 

咖啡    0.10  0.00 - 0.20 

麦芽饮品    0.10  0.00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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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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豆奶饮品    0.10  0.00 - 0.20 

蔬果汁      0.10  0.00 - 0.20 

混合食品  44  100.0  0.10  0.00 - 0.20 

烧卖    0.10  0.00 - 0.20 

蒸饺子    0.10  0.00 - 0.20 

煎饺子    0.10  0.00 - 0.20 

云吞∕水饺    0.10  0.00 - 0.20 

叉烧包    0.10  0.00 - 0.20 

萝卜糕    0.10  0.00 - 0.20 

牛肉球    0.10  0.00 - 0.20 

糭    0.10  0.00 - 0.20 

肠粉(有馅)   0.10  0.00 - 0.20 

净肠粉    0.10  0.00 - 0.20 

汉堡包      0.10  0.00 - 0.20 

零食食品  4  100.0  0.10  0.00 - 0.20 

薯片      0.10  0.00 - 0.20 

糖类及甜点  4  87.5  0.15  0.06 - 0.24 

朱古力∕巧克力      0.15  0.06 - 0.24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100.0  0.10  0.00 - 0.20 

豉油    0.10  0.00 - 0.20 

蚝油    0.10  0.00 - 0.20 

粟米淀粉∕粟粉      0.10  0.00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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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赭曲霉毒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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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61.8  0.09  0.07 - 0.10 

白饭    0.03  0.00 - 0.05 

粗磨米饭    0.03  0.00 - 0.05 

粟米    0.03  0.00 - 0.05 

面条(中式或日式)   0.03  0.00 - 0.05 

面条(西式)   0.04  0.02 - 0.06 

方便面    0.03  0.00 - 0.05 

米粉∕米线    0.03  0.00 - 0.05 

面包(无馅)   0.19  0.19 - 0.19 

葡萄干面包    0.23  0.23 - 0.23 

菠萝包    0.18  0.18 - 0.18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0.15  0.15 - 0.15 

馒头    0.04  0.03 - 0.06 

饼干    0.06  0.05 - 0.08 

蛋糕∕西饼    0.06  0.04 - 0.07 

馅饼    0.03  0.00 - 0.05 

中式饼点    0.05  0.03 - 0.07 

麦皮∕燕麦片    0.03  0.00 - 0.05 

谷物早餐    0.37  0.36 - 0.38 

油炸面团食品    0.11  0.11 - 0.12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0.03  0.00 - 0.05 

马铃薯    0.03  0.00 - 0.05 

炸薯    0.03  0.00 - 0.05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79.2  0.07  0.05 - 0.09 

青豆角    0.03  0.00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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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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粉丝    0.03  0.00 - 0.05 

豆腐    0.03  0.00 - 0.05 

发酵豆类制品    0.18  0.17 - 0.19 

花生    0.08  0.07 - 0.10 

花生酱    0.09  0.08 - 0.11 

水果  4  100.0  0.03  0.00 - 0.05 

葡萄∕提子    0.03  0.00 - 0.05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91.7  0.03  0.01 - 0.05 

猪肉    0.03  0.00 - 0.05 

火腿    0.04  0.02 - 0.06 

午餐肉    0.03  0.01 - 0.05 

叉烧    0.03  0.02 - 0.05 

烧肉    0.03  0.00 - 0.05 

猪膶∕猪肝    0.03  0.00 - 0.05 

豉油鸡    0.03  0.00 - 0.05 

烧鸭∕烧鹅    0.03  0.00 - 0.05 

肉肠    0.03  0.00 - 0.05 

油脂类  4  75.0  0.03  0.02 - 0.05 

植物油    0.03  0.02 - 0.05 

酒精饮品  8  100.0  0.03  0.00 - 0.05 

啤酒    0.03  0.00 - 0.05 

红酒    0.03  0.00 - 0.05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0.03  0.00 - 0.05 

咖啡    0.03  0.00 - 0.05 

麦芽饮品    0.03  0.00 - 0.05 

豆奶饮品    0.03  0.00 - 0.05 

蔬果汁    0.03  0.00 - 0.05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霉菌毒素  

 

 - 45 - 

总膳食研究涵盖  

的食物  

混合样本  

数目  

低于检测限的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混合食品  44  88.6 0.03  0.01 - 0.06 

烧卖    0.03  0.00 - 0.05 

蒸饺子    0.05  0.03 - 0.07 

煎饺子    0.03  0.00 - 0.05 

云吞∕水饺    0.03  0.00 - 0.05 

叉烧包    0.03  0.00 - 0.05 

萝卜糕    0.03  0.00 - 0.05 

牛肉球    0.03  0.00 - 0.05 

糭    0.03  0.00 - 0.05 

肠粉(有馅)   0.03  0.00 - 0.05 

净肠粉    0.03  0.00 - 0.05 

汉堡包    0.10  0.10 - 0.10 

零食食品  4  100.0  0.03  0.00 - 0.05 

薯片    0.03  0.00 - 0.05 

糖类及甜点  4  0.0  0.22  0.22 - 0.22 

朱古力∕巧克力    0.22  0.22 - 0.22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100.0  0.03  0.00 - 0.05 

豉油    0.03  0.00 - 0.05 

蚝油    0.03  0.00 - 0.05 

粟米淀粉∕粟粉    0.03  0.00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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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伏马毒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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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5.6  6.17  2.58 - 9.76 

白饭    3.75  0.00 - 7.50 

粗磨米饭    3.75  0.00 - 7.50 

粟米    3.75  0.00 - 7.50 

面条(中式或日式)   3.75  0.00 - 7.50 

面条(西式)   3.75  0.00 - 7.50 

方便面    3.75  0.00 - 7.50 

米粉∕米线    3.75  0.00 - 7.50 

面包(无馅)   3.75  0.00 - 7.50 

葡萄干面包    3.75  0.00 - 7.50 

菠萝包    3.75  0.00 - 7.50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3.75  0.00 - 7.50 

馒头    3.75  0.00 - 7.50 

饼干    3.75  0.00 - 7.50 

蛋糕∕西饼    3.75  0.00 - 7.50 

馅饼    3.75  0.00 - 7.50 

中式饼点    3.75  0.00 - 7.50 

麦皮∕燕麦片    3.75  0.00 - 7.50 

谷物早餐    49.73  49.10 - 50.35

油炸面团食品    3.75  0.00 - 7.50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3.75  0.00 - 7.50 

马铃薯    3.75  0.00 - 7.50 

炸薯    3.75  0.00 - 7.5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100.0 3.75  0.00 - 7.50 

青豆角    3.75  0.00 - 7.50 

粉丝    3.75  0.00 -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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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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豆腐    3.75  0.00 - 7.50 

发酵豆类制品    3.75  0.00 - 7.50 

花生    3.75  0.00 - 7.50 

花生酱    3.75  0.00 - 7.50 

水果  4 100.0 3.75  0.00 - 7.50 

葡萄∕提子    3.75  0.00 - 7.5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100.0 3.75  0.00 - 7.50 

猪肉    3.75  0.00 - 7.50 

火腿    3.75  0.00 - 7.50 

午餐肉    3.75  0.00 - 7.50 

叉烧    3.75  0.00 - 7.50 

烧肉    3.75  0.00 - 7.50 

猪膶∕猪肝    3.75  0.00 - 7.50 

豉油鸡    3.75  0.00 - 7.50 

烧鸭∕烧鹅    3.75  0.00 - 7.50 

肉肠    3.75  0.00 - 7.50 

油脂类  4 100.0 3.75  0.00 - 7.50 

植物油    3.75  0.00 - 7.50 

酒精饮品  8 100.0 3.75  0.00 - 7.50 

啤酒    3.75  0.00 - 7.50 

红酒    3.75  0.00 - 7.50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3.75  0.00 - 7.50 

咖啡    3.75  0.00 - 7.50 

麦芽饮品    3.75  0.00 - 7.50 

豆奶饮品    3.75  0.00 - 7.50 

蔬果汁    3.75  0.00 -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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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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混合食品  44 100.0 3.75  0.00 - 7.50 

烧卖    3.75  0.00 - 7.50 

蒸饺子    3.75  0.00 - 7.50 

煎饺子    3.75  0.00 - 7.50 

云吞∕水饺    3.75  0.00 - 7.50 

叉烧包    3.75  0.00 - 7.50 

萝卜糕    3.75  0.00 - 7.50 

牛肉球    3.75  0.00 - 7.50 

糭    3.75  0.00 - 7.50 

肠粉(有馅)   3.75  0.00 - 7.50 

净肠粉    3.75  0.00 - 7.50 

汉堡包    3.75  0.00 - 7.50 

零食食品  4 91.7 4.41  0.98 - 7.85 

薯片    4.41  0.98 - 7.85 

糖类及甜点  4 100.0 3.75  0.00 - 7.50 

朱古力∕巧克力    3.75  0.00 - 7.50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94.4 4.57  1.03 - 8.11 

豉油    3.75  0.00 - 7.50 

蚝油    3.75  0.00 - 7.50 

粟米淀粉∕粟粉    6.20  3.08 -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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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

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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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63.2  31.53  29.95 - 33.11

白饭    2.50  0.00 - 5.00 

粗磨米饭    2.50  0.00 - 5.00 

粟米    2.50  0.00 - 5.00 

面条(中式或日式)   27.83  26.58 - 29.08

面条(西式)   21.78  20.53 - 23.03

方便面    13.60  12.35 - 14.85

米粉∕米线    2.50  0.00 - 5.00 

面包(无馅)   41.50  40.25 - 42.75

葡萄干面包    30.00  28.75 - 31.25

菠萝包    30.50  29.25 - 31.75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26.00  24.75 - 27.25

馒头    67.25  66.00 - 68.50

饼干    177.25  176.00 - 178.50

蛋糕∕西饼    14.33  13.08 - 15.58

馅饼    26.25  25.00 - 27.50

中式饼点    35.60  34.35 - 36.85

麦皮∕燕麦片    2.50  0.00 - 5.00 

谷物早餐    61.00  59.75 - 62.25

油炸面团食品    13.73  12.48 - 14.98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2.50  0.00 - 5.00 

马铃薯    2.50  0.00 - 5.00 

炸薯    2.50  0.00 - 5.0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100.0  2.50  0.00 - 5.00 

青豆角    2.50  0.0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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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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粉丝    2.50  0.00 - 5.00 

豆腐    2.50  0.00 - 5.00 

发酵豆类制品    2.50  0.00 - 5.00 

花生    2.50  0.00 - 5.00 

花生酱    2.50  0.00 - 5.00 

水果  4  100.0  2.50  0.00 - 5.00 

葡萄∕提子    2.50  0.00 - 5.0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100.0  2.50  0.00 - 5.00 

猪肉    2.50  0.00 - 5.00 

火腿    2.50  0.00 - 5.00 

午餐肉    2.50  0.00 - 5.00 

叉烧    2.50  0.00 - 5.00 

烧肉    2.50  0.00 - 5.00 

猪膶∕猪肝    2.50  0.00 - 5.00 

豉油鸡    2.50  0.00 - 5.00 

烧鸭∕烧鹅    2.50  0.00 - 5.00 

肉肠    2.50  0.00 - 5.00 

油脂类  4  100.0  2.50  0.00 - 5.00 

植物油    2.50  0.00 - 5.00 

酒精饮品  8  100.0  2.50  0.00 - 5.00 

啤酒    2.50  0.00 - 5.00 

红酒    2.50  0.00 - 5.00 

不含酒精饮品  16  87.5  3.83  1.64 - 6.02 

咖啡    2.50  0.00 - 5.00 

麦芽饮品    7.83  6.58 - 9.08 

豆奶饮品    2.50  0.00 - 5.00 

蔬果汁    2.50  0.0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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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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混合食品  44  78.4  12.53  10.57 - 14.49

烧卖    2.50  0.00 - 5.00 

蒸饺子    9.51  7.95 - 11.08 

煎饺子    26.50  25.25 - 27.75

云吞∕水饺    7.55  6.30 - 8.80 

叉烧包    57.00  55.75 - 58.25

萝卜糕    2.50  0.00 - 5.00 

牛肉球    2.50  0.00 - 5.00 

糭    2.50  0.00 - 5.00 

肠粉(有馅)   2.50  0.00 - 5.00 

净肠粉    2.50  0.00 - 5.00 

汉堡包    22.25  21.00 - 23.50

零食食品  4  100.0  2.50  0.00 - 5.00 

薯片    2.50  0.00 - 5.00 

糖类及甜点  4  75.0  5.53  3.65 - 7.40 

朱古力∕巧克力    5.53  3.65 - 7.40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100.0  2.50  0.00 - 5.00 

豉油    2.50  0.00 - 5.00 

蚝油    2.50  0.00 - 5.00 

粟米淀粉∕粟粉    2.50  0.00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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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的玉米赤霉烯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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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98.3 3.88 0.19 - 7.56 

白饭    3.75 0.00 - 7.50 

粗磨米饭    3.75 0.00 - 7.50 

粟米    3.75 0.00 - 7.50 

面条(中式或日式)   3.75 0.00 - 7.50 

面条(西式)   3.75 0.00 - 7.50 

方便面    3.75 0.00 - 7.50 

米粉∕米线    3.75 0.00 - 7.50 

面包(无馅)   3.75 0.00 - 7.50 

葡萄干面包    3.75 0.00 - 7.50 

菠萝包    3.75 0.00 - 7.50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3.75 0.00 - 7.50 

馒头    3.75 0.00 - 7.50 

饼干    4.16 0.73 - 7.60 

蛋糕∕西饼    3.75 0.00 - 7.50 

馅饼    3.75 0.00 - 7.50 

中式饼点    3.75 0.00 - 7.50 

麦皮∕燕麦片    3.75 0.00 - 7.50 

谷物早餐    5.74 2.93 - 8.55 

油炸面团食品    3.75 0.00 - 7.50 

蔬菜及蔬菜制品  8 100.0 3.75 0.00 - 7.50 

马铃薯    3.75 0.00 - 7.50 

炸薯    3.75 0.00 - 7.5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100.0 3.75 0.00 - 7.50 

青豆角    3.75 0.00 -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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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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粉丝    3.75 0.00 - 7.50 

豆腐    3.75 0.00 - 7.50 

发酵豆类制品    3.75 0.00 - 7.50 

花生    3.75 0.00 - 7.50 

花生酱    3.75 0.00 - 7.50 

水果  4 100.0 3.75 0.00 - 7.50 

葡萄∕提子    3.75 0.00 - 7.50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36 99.1 3.84 0.13 - 7.56 

猪肉    3.75 0.00 - 7.50 

火腿    3.75 0.00 - 7.50 

午餐肉    4.56 1.13 - 8.00 

叉烧    3.75 0.00 - 7.50 

烧肉    3.75 0.00 - 7.50 

猪膶∕猪肝    3.75 0.00 - 7.50 

豉油鸡    3.75 0.00 - 7.50 

烧鸭∕烧鹅    3.75 0.00 - 7.50 

肉肠    3.75 0.00 - 7.50 

油脂类  4 66.7 51.25 48.75 - 53.75

植物油    51.25 48.75 - 53.75

酒精饮品  8 100.0 3.75 0.00 - 7.50 

啤酒    3.75 0.00 - 7.50 

红酒    3.75 0.00 - 7.50 

不含酒精饮品  16 100.0 3.75 0.00 - 7.50 

咖啡    3.75 0.00 - 7.50 

麦芽饮品    3.75 0.00 - 7.50 

豆奶饮品    3.75 0.00 - 7.50 

蔬果汁    3.75 0.00 -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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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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所占  

百分比(%) 

平均含量(微克∕公斤) 

中间值  下限值-上限值

混合食品  44 100.0 3.75 0.00 - 7.50 

烧卖    3.75 0.00 - 7.50 

蒸饺子    3.75 0.00 - 7.50 

煎饺子    3.75 0.00 - 7.50 

云吞∕水饺    3.75 0.00 - 7.50 

叉烧包    3.75 0.00 - 7.50 

萝卜糕    3.75 0.00 - 7.50 

牛肉球    3.75 0.00 - 7.50 

糭    3.75 0.00 - 7.50 

肠粉(有馅)   3.75 0.00 - 7.50 

净肠粉    3.75 0.00 - 7.50 

汉堡包    3.75 0.00 - 7.50 

零食食品  4 91.7 5.69 2.25 - 9.13 

薯片    5.69 2.25 - 9.13 

糖类及甜点  4 41.7 16.59 15.03 - 18.15

朱古力∕巧克力    16.59 15.03 - 18.15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12 88.9 5.00 1.67 - 8.33 

豉油    3.75 0.00 - 7.50 

蚝油    3.75 0.00 - 7.50 

粟米淀粉∕粟粉    7.50 5.0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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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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

霉毒素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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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 -  0 .0030 0.0006 -  0 .0051 

20 至 29 岁女性  0 .0003 -  0 .0028 0.0010 -  0 .0050 

30 至 39 岁男性  0 .0002 -  0 .0031 0.0010 -  0 .0056 

30 至 39 岁女性  0 .0003 -  0 .0028 0.0010 -  0 .0052 

40 至 49 岁男性  0 .0002 -  0 .0030 0.0008 -  0 .0054 

40 至 49 岁女性  0 .0003 -  0 .0026 0.0011 -  0 .0044 

50 至 59 岁男性  0 .0002 -  0 .0030 0.0010 -  0 .0052 

50 至 59 岁女性  0 .0003 -  0 .0026 0.0010 -  0 .0046 

60 至 69 岁男性  0 .0002 -  0 .0028 0.0010 -  0 .0049 

60 至 69 岁女性  0 .0002 -  0 .0023 0.0006 -  0 .0040 

70 至 84 岁男性  0 .0001 -  0 .0025 0.0006 -  0 .0041 

70 至 84 岁女性  0 .0002 -  0 .0022 0.0008 -  0 .0039 

20 至 84 岁男性  0 .0002 -  0 .0029 0.0009 -  0 .0052 

20 至 84 岁女性  0 .0003 -  0 .0026 0.0009 -  0 .0046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 .0002 -  0 .0028 0.0009 -  0 .0049 

# 摄入量以含量范围显示。计算下限值时假设  “检测不到 = 0”，计算上限值时则

假设 “检测不到 =检测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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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曲

霉毒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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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 -  0 .0058 0.0034 -  0 .0097 

20 至 29 岁女性  0 .0017 -  0 .0056 0.0038 -  0 .0093 

30 至 39 岁男性  0 .0013 -  0 .0059 0.0036 -  0 .0104 

30 至 39 岁女性  0 .0015 -  0 .0055 0.0042 -  0 .0094 

40 至 49 岁男性  0 .0012 -  0 .0057 0.0036 -  0 .0098 

40 至 49 岁女性  0 .0015 -  0 .0053 0.0037 -  0 .0088 

50 至 59 岁男性  0 .0014 -  0 .0058 0.0038 -  0 .0099 

50 至 59 岁女性  0 .0013 -  0 .0050 0.0033 -  0 .0086 

60 至 69 岁男性  0 .0011 -  0 .0054 0.0035 -  0 .0093 

60 至 69 岁女性  0 .0010 -  0 .0045 0.0029 -  0 .0077 

70 至 84 岁男性  0 .0009 -  0 .0047 0.0028 -  0 .0077 

70 至 84 岁女性  0 .0011 -  0 .0044 0.0034 -  0 .0076 

20 至 84 岁男性  0 .0012 -  0 .0057 0.0035 -  0 .0097 

20 至 84 岁女性  0 .0014 -  0 .0052 0.0036 -  0 .0089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 .0013 -  0 .0054 0.0036 -  0 .0092 

# 摄入量以含量范围显示。计算下限值时假设  “检测不到 = 0”，计算上限值时则

假设 “检测不到 =检测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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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马

毒素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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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 -  0 .1064 0.0006 -  0 .1866 

20 至 29 岁女性  0 .0010 -  0 .0963 0.0008 -  0 .1704 

30 至 39 岁男性  0 .0019 -  0 .1087 0.0009 -  0 .1894 

30 至 39 岁女性  0 .0020 -  0 .0970 0.0008 -  0 .1697 

40 至 49 岁男性  0 .0017 -  0 .1051 0.0005 -  0 .1854 

40 至 49 岁女性  0 .0015 -  0 .0914 0.0008 -  0 .1505 

50 至 59 岁男性  0 .0025 -  0 .1064 0.0008 -  0 .1828 

50 至 59 岁女性  0 .0015 -  0 .0881 0.0007 -  0 .1557 

60 至 69 岁男性  0 .0010 -  0 .1000 0.0006 -  0 .1719 

60 至 69 岁女性  0 .0021 -  0 .0824 0.0189 -  0 .1443 

70 至 84 岁男性  0 .0012 -  0 .0898 0.0004 -  0 .1443 

70 至 84 岁女性  0 .0019 -  0 .0800 0.0010 -  0 .1369 

20 至 84 岁男性  0 .0016 -  0 .1043 0.0007 -  0 .1809 

20 至 84 岁女性  0 .0016 -  0 .0911 0.0008 -  0 .1565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 .0016 -  0 .0973 0.0008 -  0 .1692 

# 摄入量以含量范围显示。计算下限值时假设  “检测不到 = 0”，计算上限值时则

假设 “检测不到 =检测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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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氧

雪腐镰刀菌烯醇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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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3 -  0 .1489 0.2165 -  0 .2938 

20 至 29 岁女性  0 .1089 -  0 .1630 0.2507 -  0 .3278 

30 至 39 岁男性  0 .0832 -  0 .1461 0.1858 -  0 .2681 

30 至 39 岁女性  0 .0997 -  0 .1547 0.2476 -  0 .3177 

40 至 49 岁男性  0 .0789 -  0 .1407 0.1908 -  0 .2838 

40 至 49 岁女性  0 .0959 -  0 .1480 0.2391 -  0 .2897 

50 至 59 岁男性  0 .0792 -  0 .1419 0.1919 -  0 .2579 

50 至 59 岁女性  0 .0850 -  0 .1362 0.2051 -  0 .2619 

60 至 69 岁男性  0 .0668 -  0 .1279 0.1664 -  0 .2356 

60 至 69 岁女性  0 .0668 -  0 .1154 0.1709 -  0 .2238 

70 至 84 岁男性  0 .0636 -  0 .1183 0.1646 -  0 .2183 

70 至 84 岁女性  0 .0738 -  0 .1211 0.1929 -  0 .2452 

20 至 84 岁男性  0 .0786 -  0 .1400 0.1943 -  0 .2708 

20 至 84 岁女性  0 .0927 -  0 .1450 0.2314 -  0 .2910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 .0861 -  0 .1426 0.2166 -  0 .2824 

# 摄入量以含量范围显示。计算下限值时假设  “检测不到 = 0”，计算上限值时则

假设 “检测不到 =检测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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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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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赤霉烯酮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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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7 -  0 .1109 0.0151 -  0 .1829 

20 至 29 岁女性  0 .0063 -  0 .1011 0.0169 -  0 .1782 

30 至 39 岁男性  0 .0050 -  0 .1116 0.0155 -  0 .1945 

30 至 39 岁女性  0 .0063 -  0 .1010 0.0173 -  0 .1726 

40 至 49 岁男性  0 .0058 -  0 .1090 0.0137 -  0 .1942 

40 至 49 岁女性  0 .0063 -  0 .0959 0.0178 -  0 .1550 

50 至 59 岁男性  0 .0062 -  0 .1100 0.0167 -  0 .1781 

50 至 59 岁女性  0 .0062 -  0 .0925 0.0156 -  0 .1585 

60 至 69 岁男性  0 .0066 -  0 .1053 0.0175 -  0 .1776 

60 至 69 岁女性  0 .0069 -  0 .0870 0.0175 -  0 .1449 

70 至 84 岁男性  0 .0061 -  0 .0944 0.0166 -  0 .1499 

70 至 84 岁女性  0 .0060 -  0 .0839 0.0172 -  0 .1388 

20 至 84 岁男性  0 .0058 -  0 .1083 0.0158 -  0 .1841 

20 至 84 岁女性  0 .0063 -  0 .0955 0.0171 -  0 .1598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 .0061 -  0 .1015 0.0166 -  0 .1724 

# 摄入量以含量范围显示。计算下限值时假设  “检测不到 = 0”，计算上限值时则

假设 “检测不到 =检测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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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毒素的估计分量一览表  

 

霉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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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曲霉毒素  不适用(应合理地减至最低)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2 至 0.0028 微克  

(不适用)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9 至 0.0049 微克  

(不适用) 

赭曲霉毒素 A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0.1 微克  

每周每公斤体重 0.0013 至 0.0054 微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1.3% 至 5.4%)

每周每公斤体重 0.0036 至 0.0092 微克  

(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3.6% 至 9.2%) 

伏马毒素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2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16 至 0.0973 微克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0.08% 至 4.9%)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08 至 0.1692 微克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0.04% 至 8.5%)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和乙酰基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1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861 至 0.1426 微克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8.6% 至 14.3%) 

每日每公斤体重 0.2166 至 0.2824 微克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21.7% 至 28.2%) 

玉米赤霉烯酮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

每公斤体重 0.5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061 至 0.1015 微克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1.2% 至 20.3%) 

每日每公斤体重 0.0166 至 0.1724 微克  

(暂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摄入量的  

3.3% 至 34.5%) 

#  摄入量以含量范围显示。计算下限值时假设 “检测不到 = 0”，计算上限值时则假设 “检测不到 =检测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