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第二号报告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无机砷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12 年 2 月

  



 

 - ii - 

 

 

 

 

 

 

 

 

 

 

 

 

 

 

 

 

 

 

本报告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发表。未经食物安全中心书面许可，

不得翻印、审订或摘录或于其它刊物或研究著作

转载本报告书的全部或部分研究资料。若转载本

报告书其它部分的内容，须注明出处。  

 

 

 

 

 

通讯处︰  

香港金钟道 66 号  

金钟道政府合署 43 楼  

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风险评估组  

电子邮箱︰ enquiries@fehd.gov.hk 



 

目录  

 

 

 页数  
 

摘要  
 

1 

背景  
简介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无机砷  

本港上次研究  

 

3 

3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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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砷的化验分析  

 

7  

7  

7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无机砷含量  

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情况  

主要食物来源  

与本港上次研究结果比较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研究的局限  

 

8  

8  

9  

11 

15 

15 

16 

结论及建议  
 

17 

参考文件  
 

18 

附录  
附录 1：  香 港 首 个 总 膳 食 研 究 所 涵 盖 食 物 的 无 机 砷 含 量

(微克∕公斤 )  

附录 2：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

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  
 

20 

20 

 

27 

 

 

 - iii - 



 

 

图目录  
图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按各个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

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砷

的分量  

 

10 

图 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无机砷的分量占总膳食摄

入量的百分比  

 

13 

表目录   

表 1：  不同种类食物的无机砷含量占总砷含量的百分比  4  

表 2：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无机砷含量

(微克∕公斤 )  

8  

表 3：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

砷的分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及两者的暴露限值  

10 

表 4︰  一般市民每日从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摄入无

机砷的分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12 

表 5：  四次抽样收集到的栽培种蕹菜样本和样本检测到的

无机砷含量  

14 

表 6：  无机砷膳食摄入量的比较  16 

 

 

 - iv - 



香 港 首 個 總 膳 食 研 究 ： 無 機 砷  
 

 

 - 1 - 

摘要  
 

食物安全中心现正进 行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目的在于估计整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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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评估了香港市民

从膳食摄入金属污染物无机砷的情况。  

 

2 .  砷是一种准金属物质，可分为有机及无机两种形态，是自然存在及

由人类活动产生而分布于环境四周。食物是人体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

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机砷无处不在，因此食物难免会含有少量无机砷。  

 

3 .  一般来说，无机砷对人体的毒性比有机砷大，而三价砷 (亚砷酸盐 )

的毒性又比五价砷 (砷酸盐 )高。长期摄入无机砷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影

响主要包括癌症、皮肤病患、心血管系统疾病、神经系统中毒和糖尿病。 

 
4 .  2010 年， 聯 合国 糧 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聯 合食品添加剂专

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把无机砷诱发人类肺癌发病 率 增加 0.5% 的基准

剂 量 可信限下限订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3.0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2 至 7 微

克 )，并撤回 1988 年厘定的无机砷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周每公斤

体重 15 微克，相等于每日每公斤体重 2.1 微克 )，因为有关标准已不再适

用。而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是，在剂量反应曲线上，引起不良影响 (以无

机砷而言，即诱发人类肺癌发病 率 增加 0.5%)之起始点，并在考虑数据的

不确定性而取其可信限下限。事实上，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不能被视为

一个安全参考值，在膳食摄入量低于这个下限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健康风

险。此外，暴露限值的计算是考虑有关物质的相对致癌的强度和估计摄

入量，用以评定对健康值得关注的程度，而不是真实地量化其对健康可

能带来的风险的高低。暴露限值越大，值得关注的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暴露限值可作为厘定风险管理措施的优次。  

 

结果  

 
5 .  这项研究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分析无机砷的含量。(2010 年

3 月至 2011 年 2 月期间进行四次抽样工作，涵盖 150 种不同食物，每次

抽样每种食物购买三个样本并加以处理，合共抽取了 1800 个个别样本。)

约半数混合样本 (51%)检测到无机砷 (食物和水的检测限分别是每公斤 3

微克和 1.5 微克 )。在 15 个食物组别中，“蛋及蛋 類 制品 ”的无机砷含量最

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3 微克 )，其次是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平均含量

为每公斤 15 微克 )和 “蔬菜及蔬菜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9 微克 )。而「谷

物及谷物制品」的平均含量为每公斤八微克。不过，所有乳 類 制品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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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 類 的样本均检测不到无机砷。在各种食物中，蕹菜 (或称通菜 )的无机砷

含量最高 (介乎每公斤 35 至 120 微克，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74 微克 )，其次

是咸蛋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8 微克 )和蚝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8 微克 )。至

于水方面，这项研究并无验出水中含有无机砷。  

 

6 .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为每公斤体重 0.22

微克，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0.38 微克。就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人口组别而

言 ， 摄 入 量 一 般 的 组 别 每 日 从 膳 食 摄 入 无 机 砷 的 分 量 介 乎 每 公 斤 体 重

0.19 至 0.26 微克，摄入量高的组别则介乎 0.33 至 0.46 微克。所有估计

膳食摄入量均低于专家委员会的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而暴露限值方面，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介乎 9 至 32，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介乎 5 至 18。考虑到

无机砷的致癌风险，大家应致力减少市民的无机砷摄入量。  

 

7 .  “谷物及谷物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占总摄入

量的 53.5%，其次是 “不含酒精饮品 ”、“蔬菜及蔬菜制品 ” 和 “鱼 類 和海产

及其制品 ”，分别占总摄入量的 13.0%、 10.4%和 7.9%。  

 

8 .  市民从膳食摄入的无机砷主要来自米饭，单是白饭已占总摄入量的

45.2%。米饭是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这点与其它以米饭为

主食的国家所得的数据相符。  

 

结论及建议  

 

9 .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均低于专家

委员会的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暴露限值介乎 9 至 32，

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介乎 5 至 18。考虑到无机砷的致癌风险，大家应致力

减少市民的无机砷摄入量。  

 

10.  食物业界应遵从良好农业规范，尽量减少食物受到无机砷污染的机

会，例如避免使用被砷污染的水作灌溉用途。  

 

11.  就是次研究结果，并不足以改变现有的基本健康饮食建议，即应保

持均衡及多元化的饮食，以米饭、面条、燕麦片及面包等谷物作为主要

膳食来源。由于其它谷物的无机砷含量一般较米饭为低，个别人士若想

减少摄入无机砷，可考虑多选择其它谷物作为膳食的一部分；此外，亦

可采纳以下建议：煮饭前先彻底洗米，但不要过度清洗以免部分营养素

流失，并倒去洗米水，以减低米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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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无机砷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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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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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 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

洲、新西 蘭 和中国内地 )分别进 行 总膳食研究。  

 

 

简介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2.  这是食物安全中心 (下称 “中心 ”)首次在香港进行总膳食研究，目的在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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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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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砷  
 
4.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检测的其中一种物质是无机砷，这种形态的砷

毒性较高。本报告集中分析无机砷的情况，包括估计香港市民从膳食摄

入无机砷的分量，以及评估摄入这种物质对健康带 來 的风险。  

 

5 .  大部分有关砷摄入量的研究通常都是分析食物的总砷含量，有时会

根据转换系数计算食物的无机砷含量，评估无机砷的摄入量。然而，由

于有些食物的无机砷含量占总砷含量的百分比差别很大，因此根据无机

砷的实际含量数据评估膳食摄入量，会较采用总砷含量乘以通用转换系

数更为准确。1 有鉴于此，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以市民进食食物的无机砷

实际含量数据计算膳食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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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砷的来源  

 

6 .  砷是一种准金属物质，可分为有机及无机两种形态，是自然存在及

由人类活动产生而分布于环境四周。砷存在于土壤、地下水和植物，砷

化合物则用于制造晶体管、雷射产品、半导体、玻璃和颜料等，而在较

少程度上亦会用作除害剂、饲料添加剂和药物。人体主要是从食物和饮

用水摄入砷。 1、 2、 3   

 

7 .  食物和饮品的无机砷含量通常不会超过每公斤 100 微克，平均含量

一般少于每公斤 30 微克。不过，海藻、米、一些鱼 類 和海产制品，以及

在被砷污染土壤种植的食用农作物，无机砷含量可能较高，无机砷含量

占总砷含量的百分比差别相当大。下文表 1 列出一些食物的无机砷含量

数据和无机砷含量占总砷含量的百分比。 1、 4   

 

表 1：  不同种类食物的无机砷含量占总砷含量的百分比  
 

食物  无机砷含量占  

总砷含量的百分比  

无机砷含量  

(微克∕公斤 )  

米  17% 至 100% 10 至 510 

蔬菜  33% 至 74% 8 至 610 

鱼 類 及 鱼 類 制 品 (包 括

介贝类水产动物 )  

通常少于 10% 

(产自某程度受砷污染

的地区的介贝类水产

动物为 15%) 

1 至 1 200 

羊栖菜 (海草茎 )  超过 50% 30 000 至 130 000 

羊栖菜 (海草茎 )以外的

海藻  

少于 15% 通常少于 2 000 

 

8 .  陆生食物一般砷含量偏低，无机砷含量也较低，但米却不然。有报

告指出，与其它经检测的谷类作物比较，米容易积聚砷，全谷糙米的砷

含量比白米高，无机砷含量介乎每公斤 10 至 510 微克，占总砷含量的 17% 

至 100% 不等。 1、 4  

 

9 .  另一方面，鱼类及海产制品的总砷含量较高 (通常介乎干重每公斤

2 000 至 60 000 微克 )，其中鱼类及鱼类制品的无机砷含量占总砷含量一

般少于 10%，介贝类水产动物则约占 15%，两者的无机砷含量通常少于

干重每公斤 200 微克。不过，仍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例如海藻羊栖

菜 (海草茎 )，无机砷含量一般介乎每公斤 30 000 至 130 000 微克，占总砷

含量超过 50%。至于蓝青口，无机砷含量高达干重每公斤 30 000 微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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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下水是主要的饮用水来源，砷含量通常少于每升 10 微克。不过，

有些地区地下水的砷含量达每升 5 000 微克，当中大部分是无机砷。 4  

 

毒性  

 

11.  砷的吸收率视乎其化学物的种类、可溶性和基质而定。溶于水中的

砷化合物的生物可用性非常高。人体血液的无机砷会迅速消除，主要代

谢过程是五价砷 (砷酸盐 )逐步还原为三价砷 (亚砷酸盐 )，再经氧化甲基化

反应。人体摄入的无机砷大部分转化为无机砷酸盐、无机亚砷酸盐、五

价甲基化代谢物，小部分则转化为三价甲基化代谢物和硫化砷代谢物，

并于数天内经肾脏排出体外。 1  

 

12.  砷的毒性取决于其化学形态和可溶性，并且会因动物物种和摄入途

径不同而有差异。一般来说，无机砷对人体的毒性比有机砷大，而三价

砷 (亚砷酸盐 )的毒性又比五价砷 (砷酸盐 )高。 1 可溶性无机砷会令人急性

中毒，大量摄入会引起肠胃不适，影响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功能，最终引

致死亡。存活者或会出现骨髓抑制问题、溶血反应、肝肿大、黑色素沉

着病、多发神经病变和脑病。砷的致死剂量估计为 2 至 21 克，但有案例

据报口服剂量为 1 至 4 克甚至达 8 至 16 克也不会致命。 5  

 

13.  有报告指出，长期经口摄入无机砷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主要

包括癌症、皮肤病患、心血管系统疾病、神经系统中毒和糖尿病。 1  

 

14.  2004 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定有足够证据证明饮用水含有砷会令

人类患膀胱癌、肺癌和皮肤癌，但认为只有零星证据显示砷会令实验动

物患癌。6  2009 年，该机构再次确定饮用水含有砷会令人类患膀胱癌、肺

癌和皮肤癌，但认为只有有限的证据证明砷会令人类患肾癌、肝癌和前

列腺癌。该机构已把砷和无机砷化合物列为第 1 组物质，即 “令人类患癌

的物质 ”，以及把其它有机砷化合物列为第 2B 组物质 (即 “或可能令人类

患癌的物质 ” )或第 3 组物质 (即 “在会否令人类患癌方面未能分类的物

质 ” )。 7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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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无机砷诱发人类肺癌病发 率 增加 0.5% 

的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 (下称 “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 ”)订为每日每公斤体

重 3.0 微克 (每日每公斤体重 2 至 7 微克 )，但这个限值的计算方法包含以

下的不确定性：以饮用水中无机砷的摄入量推算总摄入量的假设；以及

把研究对象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外推至其它人口时，研究对象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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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例如蛋白质摄入量低 )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也会影响研究数据。专家委

员会认为在 1988 年厘定的无机砷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即每公斤体重

15 微克 (相等于每日每公斤体重 2.1 微克 )，是在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的范

围内 (即每日每公斤体重 2 至 7 微克 )，因此，专家委员会撤回先前订定的

每周可容忍摄入量。 1 而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是，在剂量反应曲线上，引

起不良影响 (以无机砷而言，即诱发人类肺癌发病 率 增加 0.5%)之起始点，

并在考虑数据的不确定性而取其可信限下限。事实上，基准剂 量 可信限

下限不能被视为一个安全参考值，膳食摄入量低于这个下限并不意味着

不存在健康风险。 8   

 

16.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暴露限值的计算是考虑到有关物质的相对致癌

的强度和估计摄入量，用以评定对健康值得关注的程度，但不是真实地

量化其对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高低。这项研究把暴露限值定义为以人

体数据为基础所得的基准剂量可信限下限与本港市民的无机砷估计膳食

摄入量的比例。暴露限值越大，值得关注的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暴露

限值可作为厘定风险管理措施的优次，可根据暴露限值的大小来决定监

管或非监管的干预程度。 8   

 

本港上次研究  
 

17.  食物环境卫生署 (下称 “食环署 ”)在 2002 年进行研究，评估中学生从

膳食摄入砷、镉和汞三种金属污染物的情况。摄入量一般的中学生每周

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估计为每公斤体重 2.52 微克 (即每日每公斤体

重 0.36 微克 )，摄入量高的中学生则为 6.77 微克 (即每日每公斤体重 0.97

微克 )。在各类食物中，“鱼类以外的海产 ”(51%)是中学生摄入无机砷的最

主要来源，其次是 “鱼类 ”(26%)及 “谷类和谷类食品 ”(10%)。  

 

18.  上次研究有一些局限。食环署根据食物监察计划所得的食物总砷含

量数据乘以换算系数 0.1(假设所有类别食物的无机砷含量占总砷含量的

10%)，计算无机砷含量。食物监察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执法，所以食物中

砷含量分析，检测的是总砷含量而非无机砷含量，检测限为每公斤 76 微

克。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个检测限偏高。上次研究采取保守的做法，如

样本的砷含量低于检测限，便定为检测限的一半，这样会高估中学生从

海产和其它食物 (当中大部分样本检测不到总砷 )摄入砷的分量。即使食物

类别相同，个别食物的无机砷含量占总砷含量的百分比差别很大，因此

采用通用换算系数计算无机砷含量，会影响评估无机砷的主要膳食来源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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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由于市民持续关注无机砷对健康的影响，加上上次研究有一些局限，

我们在进行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时，加入无机砷为所评估物质，采用较

精密的低检测限的分析方法检测食物的无机砷含量，以便更准确地再次

评估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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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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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食物样本处理至可食用状态并合并成为混合样本，

然后把食物样本均质化，并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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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所得

不同人口组别的食物消费量资料，便可得出市民从膳食摄入这些物质的

分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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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期间分四次进行，

每次抽样每种食物收集三个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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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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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od mapp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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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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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无机砷的化验分析  
 

24.  无机砷的化验分析工作由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验所负责。无机砷指亚

砷酸盐和砷酸盐的总和。基于食物含有无机砷，四次抽样收集到的 150

种食物样本全部进行化验分析，以检测无机砷含量。研究人员首先用浓

盐酸溶解混合样本，再经还原反应，然后加入氯仿萃取亚砷酸盐，再以

稀释盐酸反萃取氯仿内的亚砷酸盐，接着用脱水灰化法清除有机物质，

剩下的灰分以盐酸溶解，最后利用氢化物产生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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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无机砷的含量。[注：有关程序亦知会萃取小量某些一甲基砷。]在食

物方面，无机砷的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每公斤 3 微克及 10 微克；在水

方面，则分别为每公斤 1.5 微克及 5 微克。  

 

 

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无机砷含量  
 
25.  总膳食研究分四次抽取食物样本，合共检测了 600 个混合样本的无

机砷含量。总膳食研究 15 个组别食物的检测结果载于表 2， 150 种食物

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1。约半数混合样本 (51%)检测到无机砷。至于检

测不到的分析结果，则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就如何评估食物中低含量污染

物提出的建议 11 处理，所有检测不到的结果全部设定为检测限的一半，

以计算无机砷含量和估计膳食摄入量。  

 

表 2：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无机砷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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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均值 (微克∕公斤 )# 
[范围 ]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29 8 [检测不到至 46]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49 9 [检测不到至 120]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63 4 [检测不到至 14]
水果  68 78 4 [检测不到至 88]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54 4 [检测不到至 27]
蛋及蛋类制品  12 33 23 [检测不到至 93]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17 15 [检测不到至 74]
乳类制品  20 100 1.5 [检测不到 ]  
油脂类  8  100 1.5 [检测不到 ]  
酒精饮品  8  50 3 [检测不到至 7] 
不含酒精饮品  40 95 2 [检测不到至 12]
混合食品  48 21 6 [检测不到至 19]
零食食品  4  0  8  [6 至 10]  
糖类及甜点  8  63 4 [检测不到至 8]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40 8 [检测不到至 65]

总数  600 49   
注：  

#  由于只有 49% 的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所有低于检测限的结果全部设

定为检测限的一半，以便计算含量平均值。  

检测不到指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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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所有混合样本检测到的无机砷含量均低于《食物搀杂 (金属杂质含量 )

规例》 (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订明相关的标准。以食物组别来说， “蛋及

蛋类制品 ”的无机砷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3 微克 )，其次是 “鱼类

和海产及其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15 微克 )和 “蔬菜及蔬菜制品 ”(平均

含量为每公斤 9 微克 )。然而，大部分不含酒精饮品的样本 (95%)及所有 “乳

类制品 ”和 “油脂类 ”样本均检测不到无机砷。  

 

27.  这项研究比较 150 种食物的无机砷含量，发现蕹菜 (或称通菜 )的含量

最高 (介乎每公斤 35 至 120 微克，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74 微克 )，其次是咸

蛋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8 微克 )和蚝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8 微克 )。虽然有

文献记载水是人体摄入无机砷的最主要来源之一 1，但这项研究并无验出

水样本含有无机砷。  

 

 

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情况  
 
28.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为每公斤体重 0.22

微克，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0.38 微克。无机砷膳食摄入量一般的男性和

女性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0.23 微克和 0.21 微克。就不同年龄和性别人

口组别而言，摄入量一般的人，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由每公斤

体重 0.19 (年龄介乎 20 至 29 岁的女性 )至 0.26 微克 (年龄介乎 60 至 69 岁

的男性 )不等；摄入量高的人，则由 0.33 (年龄介乎 20 至 29 岁的女性 )至

0.46 微克 (年龄介乎 60 至 69 岁的男性 )不等 (见图 1)。附录 2按年龄及性

别列出不同人口组别的无机砷膳食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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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按各个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

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  
 

 
29.  所有膳食摄入量均低于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无

机砷暴露限值介乎 9 至 32，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介乎 5 至 18 (见表 3)。物

质的暴露限值越大，值得关注的程度越低。但是，目前国际间对无机砷

的暴露限值是多少才会评定为值得关注的程度，还没有适切的建议。因

此，虽然专家委员会已经评论先前订定的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已不再

适用，这项研究仍把膳食摄入量与该可容忍摄入量 (即每周每公斤体重 15

微克，相等于每日每公斤体重 2.1 微克 )作比较，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

的市民，分别占暂定每周可容忍摄入量的 10%和 18%。然而，由于无机

砷是诱发癌症的重要因素，大家应致力减少市民的无机砷摄入量。  

 

表 3：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 (微
克∕每公斤体重 )及两者的暴露限值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  摄入量高的市民

每日的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0 .22 0.38 

暴露限值  9 至 32 5 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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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食物来源  
 
30.  一般市民从总膳食研究涵盖的 15 个食物组别摄入无机砷的分量载于

表 4；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无机砷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载

于图 2。  

 

31.  研究结果显示， “谷物及谷物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主要

来源，占总摄入量的 53.5%，其次是 “不含酒精饮品 ”、“蔬菜及蔬菜制品 ”

和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分别占总摄入量的 13.0% 、 10.4%和 7.9%。

这点与其它地方 (例如英国 1 2 及中国内地 1 3 )的膳食摄入量研究所得结果

相若。  

 
32.  根据其它地方的总膳食研究结果 (例如英国 1 2 及中国内地 1 3 )，谷物、

蔬菜和饮品是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以英国和中国内地为

例，市民从谷物摄入无机砷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31% 

和 45%，蔬菜为 17% 和 18%，饮品则为 20% 和 18%。虽然鱼类和介贝

类水产动物的总砷含量比其它食物高，但当中大部分是有机砷，所以这

些食物并非人体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1 在英国和中国内地，市

民从鱼类及海产摄入无机砷的分量占总摄入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3% 和

4.3%。 1 2、 1 3 此外，在饮用水砷含量较高的地方，饮用水也是市民摄入砷

的主要来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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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般市民每日从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摄入无机砷的分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  每日的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占总摄入量的

百分比 (%) 

谷物及谷物制品  0 .12 53.5  

蔬菜及蔬菜制品  0 .02 10.4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0 .00 0.3  

水果  0 .01 3.3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0 .01 3.2  

蛋及蛋类制品  0 .00 0.4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0 .02 7.9  

乳类制品  0 .00 0.6  

酒精饮品  0 .00 0.6  

不含酒精饮品  0 .03 13.0  

混合食品  0 .01 5.4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0 .00 1.0  

其它食物组别 (包括油脂类、零食

食品、糖类及甜点 )  
0 .00 0.2 

总数 0.22 † 100.0 † 

注︰  

#  由于只有 49% 的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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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四舍五入关系，各项目数字相加未必等于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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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其 他 (包 括 油 脂 類 、 零 食 食 品 、
糖 類 及 甜 點 )  

豆 類 、 堅 果 和 種 子 及 其 製 品

蛋 及 蛋 類 製 品  

乳 類 製 品

酒 精 飲 品

調 味 料 、 醬 油 及 香 草  

肉 類 、 家 禽 和 野 味 及 其 製 品

水 果  

混 合 食 品

魚 類 和 海 產 及 其 製 品  

蔬 菜 及 蔬 菜 製 品  

不 含 酒 精 飲 品  

穀 物 及 穀 物 製 品  

53.5% 

13.0% 

10.4% 

5.4% 

3.3% 

3.2% 

0.2% 

1.0% 

0.4% 
0.3% 0.6% 

0.6% 

图 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无机砷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米  

 

33.  在 “谷物及谷物制品 ”这个组别的食物中，白饭 (包括粥 )是无机砷的最

主要来源。单是白饭已占总摄入量的 45.2%，或占 “谷物及谷物制品 ”这个

组别食物总摄入量的 84.5%。研究结果显示，米饭是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

砷的主要来源，这点与其它以米饭为主食的国家所得的数据相符 1。此外，

在这个食物组别的样本中，面条、燕麦片及面包的谷物无机砷含量较低

(平均含量由每公斤 1.5 微克至 9 微克不等 )，相反，白饭及粗磨米饭的无

机砷含量较高，而粗磨米饭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43 微克 )的无机砷含量差

不多是白饭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22 微克 )的两倍。不过，以膳食摄入量来

说，粗磨米饭 (包括粥 )只占无机砷总摄入量的 1.3%。此外，若只分析食

用粗磨米饭 (包括粥 )的人 (约占人口的 5%)的情况，摄入量一般的食用者

每日单从粗磨米饭 (包括粥 )摄入无机砷的分量为每公斤体重 0.06 微克，

摄入量高的食用者则为 0.18 微克。从食物安全和营养角度而言，现有数

据并不能分析进食粗磨米饭的好处和风险。  

 

34.  米饭的无机砷含量或会因食物加工和配制方法不同而有差别。有报

告指出，煮饭前先洗米，然后加入大量水 (米与水的比例为 1： 6)，饭熟

后倒去多余的水，可有效清除部分品种的米所含的总砷和无机砷。以这

种煮饭的方法，洗米时总砷和无机砷含量均可减少 10%；米煮成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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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砷和无机砷含量会分别减少 35% 和 45%，被除掉的砷是跟随洗米水洗

走和在随饭熟后弃去的水中去除。因此，只要用无污染的水煮食，煮饭

前用水洗米或浸米，然后倒去洗米水，便可减低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

含量。不过，用少量水煮饭 (米与水的比例为 1： 1.5 至 1： 2.5)并不会改

变米的砷含量。1、4、1 4 本港市民一般习惯煮饭前先洗米，然后加入少量水，

待水分完全吸收，这样大约可减少 10%砷含量。  

 

蕹菜  

 

35.  虽然蕹菜的无机砷含量最高 (介乎每公斤 35 至 120 微克，平均含量

为每公斤 74 微克 )，但其只占总摄入量的 3%。四个混合样本 (包括四次抽

样收集到的 12 个个别样本 )大体上属于两大栽培种蕹菜，即青蕹 (干蕹 )

和水蕹。四次抽样收集到的栽培种蕹菜样本和样本检测到的无机砷含量

载于表 5。研究结果显示，含有水蕹的混合样本的无机砷含量会高于含有

青蕹的。一般而言，蕹菜所需的水分远多于其它大部分蔬菜。水蕹通常

在水田栽种 (情况与水稻相似 )，青蕹则在湿土栽种。1 5 相信以水耕法栽种

的蔬菜无机砷含量可能会较其它蔬菜为高。  

 

表 5：  四次抽样收集到的栽培种蕹菜样本和样本检测到的无机砷含量  
 

样本数目  抽样批次  

青蕹  水蕹  

无机砷含量  

(微克∕公斤 )  

第一次  2  1  98 

第二次  0  3  120 

第三次  3  0  43 

第四次  3  0  35 

 

饮用水  

 

36.  饮用水可能是人体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而受到关注。不过，这

项研究并无验出水样本含有无机砷。在进行摄入量评估时，由于所有检

测不到的分析结果均设定为检测限的一半，因此从饮用水摄入无机砷的

分量占总摄入量的 6% (即每日每公斤体重 0.014 微克 )。即使采用这个保

守的计算方法，饮用水也不是本港市民摄入无机砷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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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类制品  

 

37.  虽然 “蛋及蛋类制品 ”这个食物组别的无机砷含量最高，但占总膳食

摄入量的百分比甚低 (0 .4%)。在这个组别的三种食物中，咸蛋检测到的无

机砷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公斤 58 微克 )，其次是皮蛋 (平均含量为每公

斤 10 微克 )，反之，所有鸡蛋样本均检测不到无机砷。经加工处理的蛋

类含有无机砷，原因可能是在盐腌过程中使用草木灰及 ∕ 或黄土 (一种浅

色的土壤 )。  

 

 

与本港上次研究结果比较  
 
38.  根据今次研究，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的无机砷估计膳食摄

入量都低于本港上次研究所得的数字。但考虑到上文第 18 段所述上次研

究的局限，在比较数据时必须小心审慎。此外，今次研究发现 “谷物及谷

物制品 ”这个组别食物是市民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但上次研究则显示

鱼类及海产制品是无机砷的主要膳食来源 (77%)，两者结果并不相同。实

际上，今次研究的结果与外国近期发表的报告吻合。  

 

 

与外国研究结果比较  
 
39.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得本港市民的无机砷膳食摄入量与其它地区

的摄入量载于表 6，以作比较。从数字上可见，这项研究得出的估计膳食

摄入量在其它地区的摄入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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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无机砷膳食摄入量的比较  
 

成年人每日的膳食摄入量 (微克∕每公斤体重 )  国家∕地区  

一般人  摄入量高的人  

英国 #  1 2  0 .03 至 0.09 0.07 至 0.17(第 97.5 百分位 )  

法国
†
 1  0 .1  0 .27 (第 95 百分位 )  

美国 #  1  0 .08 至 0.20 0.16 至 0.34(第 95 百分位 )  

香港 * #  0 .22 0.38 (第 95 百分位 )  

新西兰
†  1 6  0 .24 – 0.29  

加拿大
†
 1  0 .29  

欧洲
†
 1  0 .21 至 0.61 0.36 至 0.99(第 95 百分位 )  

日本 #  †  1  0 .36 至 0.46 0.83 至 1.29(第 95 百分位 )  

中国内地 #  1  0 .24 至 0.76  

*  今次研究的数据。  

#  摄入量数据是基于无机砷的检测结果估计的。  

†  摄入量数据是基于总砷的检测结果和采用换算系数估计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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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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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部分

有关食物砷含量的研究通常都是分析食物的总砷含量，有时会根据换算

系数计算食物的无机砷含量，评估无机砷的摄入量，因此估计数字可能

会有所偏差。  

 

 

研究的局限  
 
41.  虽然有报告指海藻 (例如羊栖菜∕海草茎 )的无机砷含量高，但由于食

物消费量调查只录得少量海藻的食物消费量数据，总膳食研究的食物名

单并不包括任何海藻食品 (包括寿司用的紫菜 )，因此研究可能低估了市民

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另一方面，虽然大部分不含酒精饮品样本都

检测不到无机砷，但由于检测不到的分析结果设定为检测限的一半，因

此不含酒精饮品仍占总摄入量的 13%。如果检测不到的分析结果设定为

零，不含酒精饮品占总摄入量的百分比便会降至大约 1%，由此可见，现

时的处理方法可能高估了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至于研究的其

它局限，载于有关研究方法的报告内。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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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建议  
 

42.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为每公斤体重 0.22

微克，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0.38 微克。就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人口组别而

言 ， 摄 入 量 一 般 的 组 别 每 日 从 膳 食 摄 入 无 机 砷 的 分 量 介 乎 每 公 斤 体 重

0.19 至 0.26 微克，摄入量高的组别则介乎 0.33 至 0.46 微克。所有膳食

摄入量均低于基准剂 量 可信限下限，摄入量一般的市民的无机砷暴露限

值介乎 9 至 32，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介乎 5 至 18。由于无机砷是诱发癌症

的重要因素，大家应致力减少市民的无机砷摄入量。  

 

43.  食物是人体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机砷无处

不在，因此食物难免含有少量无机砷。  

 

44.  米饭是人体摄入无机砷的主要来源。事实上，稻米受到砷污染可能

是世界性的问题。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于 2011 年 3 月召开会议，开始

讨论米含有砷的问题。会上，委员会除了审议现有数据，还探讨可行的

风险管理措施，减少从米摄入砷的分量，当中包括研究可否厘定米的砷

含量上限。委员会已同意展开新工作，厘定米的砷含量上限，以期在 2013

年会有定案。委员会在 2012 年举行下次会议时，会再讨论此事。 1 7 我们

会留意事情的最新发展，并在需要时修订固体食物 (包括米 )中砷的含量上

限。  

 

45.  食物业界应遵行良好农业规范，尽量减少食物受到无机砷污染的机

会，例如避免使用被砷污染的水作灌溉用途。  

 

46.  就是次研究结果，并不足以改变现有的基本健康饮食建议，即应保

持均衡及多元化的饮食，以米饭、面条、燕麦片及面包等谷物作为主要

膳食来源。由于其它谷物的无机砷含量一般较米饭为低，个别人士若想

减少摄入无机砷，可考虑多选择其它谷物作为膳食的一部分，；此外，亦

可采纳以下建议：煮饭前先彻底洗米，但不要过度清洗以免部分营养素

流失，并倒去洗米水，以减低米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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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无机砷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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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微克∕公斤)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谷物及谷物制品︰  76 29 8 [检测不到至 46] 

白饭    22 [16 至 26] 

粗磨米饭    43 [37 至 46] 

粟米    1.5 [检测不到] 

面条(中式或日式)   1.5 [检测不到] 

面条(西式)   1.5 [检测不到] 

即食面    3 [检测不到至 4] 

米粉∕米线    9 [6 至 10] 

面包(无馅)   5 [3 至 6] 

提子包    4 [3 至 5] 

菠萝包    4 [3 至 6]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5 [4 至 6] 

馒头    3 [检测不到至 5] 

饼干    8 [4 至 11] 

蛋糕∕西饼    8 [4 至 21] 

馅饼    1.5 [检测不到] 

中式饼点     17 [8 至 24] 

麦皮∕燕麦片    1.5 [检测不到] 

谷物早餐    6 [3 至 7] 

油炸面团食品    10 [8 至 12] 

蔬菜及蔬菜制品︰  140 49 9 [检测不到至 120] 

甘笋∕萝卜    1.5 [检测不到] 

马铃薯    1.5 [检测不到] 

炸薯    2 [检测不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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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微克∕公斤)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西兰花    1.5 [检测不到] 

绍菜∕黄芽白    2 [检测不到至 4] 

菜心    9 [6 至 15] 

椰菜    1.5 [检测不到] 

白菜    5 [3 至 9] 

西芹    4 [检测不到至 7] 

芥兰    3 [检测不到至 6] 

苋菜    10 [9 至 13] 

芥菜    8 [检测不到至 22] 

唐生菜    3 [检测不到至 4] 

西生菜    1.5 [检测不到] 

绿豆芽∕芽菜    4 [检测不到至 5] 

菠菜    5 [检测不到至 7] 

蕹菜∕通菜    74 [35 至 120] 

西洋菜    19 [8 至 34] 

苦瓜    4 [检测不到至 8] 

青瓜∕黄瓜    9 [3 至 18] 

节瓜    1.5 [检测不到] 

南瓜    1.5 [检测不到] 

丝瓜    2 [检测不到至 4] 

冬瓜    1.5 [检测不到] 

翠玉瓜     1.5 [检测不到] 

茄子∕矮瓜    3 [检测不到至 5] 

灯笼椒    1.5 [检测不到] 

西红柿    1.5 [检测不到] 

蒜头    9 [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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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微克∕公斤)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洋葱    2 [检测不到至 5] 

葱    14 [9 至 18] 

腌制蔬菜    38 [11 至 48] 

干冬菇    45 [36 至 53] 

菇类    5 [4 至 6] 

云耳∕木耳    11 [9 至 14] 

豆类、坚果和种子及其制品︰  24 63 4 [检测不到至 14] 

青豆角    1.5 [检测不到] 

粉丝    1.5 [检测不到] 

豆腐    1.5 [检测不到] 

发酵豆类制品    9 [检测不到至 14] 

花生    6 [3 至 11] 

花生酱    5 [检测不到至 13] 

水果︰  68 78 4 [检测不到至 88] 

苹果    6 [检测不到至 10] 

香蕉    2 [检测不到至 5] 

火龙果    1.5 [检测不到] 

葡萄∕提子    3 [检测不到至 6] 

奇异果    1.5 [检测不到] 

龙眼∕荔枝    3 [检测不到至 9] 

芒果    23 [检测不到至 88] 

蜜瓜类    6 [检测不到至 9] 

橙    1.5 [检测不到] 

木瓜    5 [检测不到至 13] 

桃    1.5 [检测不到] 

梨    1.5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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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首 個 總 膳 食 研 究 ： 無 機 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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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微克∕公斤)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柿子    2 [检测不到至 5] 

菠萝    2 [检测不到至 4] 

李子∕布冧     1.5 [检测不到] 

柚子∕西柚    2 [检测不到至 4] 

西瓜    1.5 [检测不到]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8 54 4 [检测不到至 27] 

牛肉    12 [6 至 27] 

羊肉    1.5 [检测不到] 

猪肉    1.5 [检测不到] 

火腿    4 [3 至  5] 

午餐肉    6 [3 至 9] 

叉烧    5 [检测不到至 8] 

烧肉    7 [检测不到至 22] 

猪膶∕猪肝    3 [检测不到至 5] 

鸡肉    3 [检测不到至 5] 

豉油鸡    1.5 [检测不到] 

烧鸭∕烧鹅    1.5 [检测不到] 

肉肠    4 [检测不到至 6] 

蛋及蛋类制品：  12 33 23 [检测不到至 93] 

鸡蛋    1.5 [检测不到] 

皮蛋    10 [3 至 21] 

咸蛋     58 [31 至 93]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76 17 15 [检测不到至 74] 

大头鱼    5 [4 至 6] 

桂花鱼    1.5 [检测不到] 

鲩鱼    1.5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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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首 個 總 膳 食 研 究 ： 無 機 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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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微克∕公斤)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红衫    20 [12 至 24] 

海斑    19 [13 至 24] 

马头    18 [14 至 30] 

鲳鱼(䱽鱼)   17 [15 至 21] 

龙脷∕挞沙    3 [检测不到至 5] 

吞拿鱼∕金枪鱼    5 [3 至 9] 

乌头    12 [9 至 14] 

三文鱼    8 [4 至 10] 

黄花鱼    30 [6 至 55] 

绞鲮鱼肉    2 [检测不到至 4] 

鱼蛋∕鱼片    8 [6 至 11] 

虾     23 [15 至 30] 

蟹    27 [21 至 35] 

蚝    58 [49 至 74] 

扇贝∕带子    20 [7 至 34] 

鱿鱼    9 [4 至 19] 

乳类制品︰  20 100 1.5 [检测不到] 

全脂奶    1.5  [检测不到] 

脱脂奶    1.5  [检测不到] 

芝士    1.5  [检测不到] 

奶酪    1.5  [检测不到] 

雪糕    1.5  [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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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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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首 個 總 膳 食 研 究 ： 無 機 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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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微克∕公斤)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酒精饮品︰  8 50 4 [检测不到至 7] 

啤酒    2  [检测不到至 5] 

红酒    5  [检测不到至 7] 

不含酒精饮品︰  40 95 2 [检测不到至 12] 

中国茶    1.5  [检测不到] 

奶茶    1.5  [检测不到] 

咖啡    1.5  [检测不到] 

麦芽饮品    1.5  [检测不到] 

豆奶饮品    1.5  [检测不到] 

蔬果汁    5  [检测不到至 12] 

汽水    1.5  [检测不到] 

菊花茶    1.5  [检测不到] 

樽装蒸馏水    0.75 [检测不到] 

饮用水    0.75  [检测不到] 

混合食品︰  48 21 6 [检测不到至 19] 

烧卖    8  [7 至 8] 

蒸饺子    5  [3 至 6] 

煎饺子    3  [检测不到至 6] 

云吞∕水饺    3  [检测不到至 7] 

叉烧包    3  [检测不到至 4] 

萝卜糕    10  [7 至 13] 

牛肉球    8  [4 至 19] 

糭    12  [9 至 16] 

肠粉(有馅)   7  [6 至 8] 

净肠粉    10  [7 至 13] 

中式汤水    2  [检测不到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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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首 個 總 膳 食 研 究 ： 無 機 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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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微克∕公斤)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范围]

汉堡包    3  [检测不到至 5] 

零食食品︰  4 0 8 [6 至 10] 

薯片    8  [6 至 10] 

糖类及甜点︰  8 63 3 [检测不到至 8] 

朱古力∕巧克力    5  [检测不到至 8] 

白砂糖    1.5  [检测不到] 

调味料、酱油及香草︰  20 40 8 [检测不到至 65] 

餐桌盐(幼盐)   1.5  [检测不到] 

豉油    21  [3 至 65] 

蚝油    12  [6 至 17] 

西红柿酱∕西红柿汁    7  [检测不到至 14] 

粟米淀粉∕粟粉    2  [检测不到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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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首 個 總 膳 食 研 究 ： 無 機 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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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按年龄及性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无机砷的分量  
 

每日的膳食摄入量 # (微克∕每公斤体重 )  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组别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  摄入量高的市民 @ 

20 至 29 岁男性  0 .21 0.39 

20 至 29 岁女性  0 .19 0.33 

30 至 39 岁男性  0 .21 0.36 

30 至 39 岁女性  0 .22 0.38 

40 至 49 岁男性  0 .23 0.39 

40 至 49 岁女性  0 .21 0.37 

50 至 59 岁男性  0 .24 0.40 

50 至 59 岁女性  0 .21 0.37 

60 至 69 岁男性  0 .26 0.46 

60 至 69 岁女性  0 .22 0.40 

70 至 84 岁男性  0 .25 0.41 

70 至 84 岁女性  0 .23 0.39 

20 至 84 岁男性  0 .23 0.39 

20 至 84 岁女性  0 .21 0.37 

20 至 84 岁成年人  0 .22  0 .38 

 

#  由于只有 49% 的分析结果低于检测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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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