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第一号报告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1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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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简介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3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3  

本港上次研究  

 
7 

研究方法及化验分析  8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  8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化验分析  

 
8 

结果及讨论  10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  10 

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情况  12 

主要食物来源  14 

与本港上次研究结果和其它地方研究结果比较  16 

研究的局限  

 
17 

结论及建议  

 

18 

参考文件  

 

19 

附录  22 

附录 1：  世界卫生组织在 1998 年和 2005 年订定的二恶英

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毒性当量因子方案一览表  

22 

附录 2：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

英样多氯联苯含量 (皮克毒性当量∕克 )  

23 

附录 3：  按年龄及性别组别列出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

市民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

量  

26 

 

 - iii - 



 

图目录   

图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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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恶英和二恶英

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13 

图 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的分量占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15 

表目录   

表 1：  29 种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的检测限 (皮

克∕克 )和定量限 (皮克∕克 )  

9  

表 2：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二恶英和二恶

英样多氯联苯含量 (皮克毒性当量∕克 )  

10 

表 3：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检测到含量最高的四个食物组别

中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分别占总含量的比例  

11 

表 4︰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二恶英

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

体重 )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比较  

12 

表 5：  一般市民每月从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摄入二恶

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皮克毒性当量∕每公

斤体重 )  

14 

表 6：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膳食摄入量的比较  17 

 

 

 - iv -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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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评估香港市民从膳食

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这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情况。  

 

2 .  “二恶英 ”指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PCDD)和多氯二苯并呋喃(PCDF)，

“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则指毒理性质与二恶英相似的多氯联苯 (PCB)。这两

种物质虽然来源不同，但毒性和作用机制相近，通常作为同一类物质来

评估。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可长时间存留在环境，并在食物链中

生物累积。肉类、奶类制品、蛋和鱼等动物源性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英

样多氯联苯含量通常较高。  

 

3 .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备受关注，主要原因是这两种物质会对

人体多个系统 (包括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以及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产生毒性

作用，并可能会致癌。这两种物质的其中三种同系物，分别是 2,3,7,8-四

氯 二 苯 并 对 二 恶 英 (TCDD) 、 2,3,4,7 ,8- 五 氯 二 苯 并 呋 喃和 多 氯 联 苯

126(PCB  126)，已确定为人类的致癌物。  

 

4 .  基于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和多氯联苯的持久性和

毒性，《斯德哥尔摩公约》已把这些物质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并要求

缔约各方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少在环境中释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5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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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委员会把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的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定为每公斤体重 70 皮克毒性当量 (TEQ)。毒性

当量的数值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毒性当量因子 (TEF)计算出来的。

世界卫生组织把 17 种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的同系物以

及 12 种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同系物的毒性与毒性最强的四氯二苯并对二

恶英相比，订出有关物质的毒性当量因子。  

 

结果  

 

6 .  这项研究合共检测了 142 个混合样本，分析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

联苯的含量。(2010 年 6 月至 11 月期间进行两次抽样工作，涵盖 71 种不

同食物。每次抽样每种食物购买 3 个样本并加以处理，合共抽取了 426

个样本。 )全部 142 个混合样本均验出含有至少一种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

氯联苯的同系物，当中约三分之二 (66%)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

同系物含量在检测限之上。在所有食物组别中，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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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克 0.440 皮克毒性

当量 )，其次是 “蛋及蛋 類 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克 0.137 皮克毒性当量 )、“油

脂 類 ”(平均含量为每克 0.094 皮克毒性当量 )和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

品 ”(平均含量为每克 0.091 皮克毒性当量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含量最高的三种食物均属于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分别为桂花鱼 (平均

含量为每克 1.056 皮克毒性当量 )、蚝 (平均含量为每克 0.926 皮克毒性当

量 )和鲳鱼 (䱽 鱼 )  (平均含量为每克 0.885 皮克毒性当量 )。  

 

7 .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

量为每公斤体重 21.92 皮克毒性当量，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59.65 皮克毒

性当量，分别占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1.3% 和 85.2%。  

 
8 .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

苯的主要来源，占总摄入量的 61.9%，其次是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

品 ”和 “混合食品 ”，分别占总摄入量的 20.0% 和 7.0%。 “鱼 類 及其制品 ”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这两种物质的最主要来源，占总摄入量的 55.6%。研究

结果显示，市民从膳食摄入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主要来自水

产和肉类，这点与其它地方的膳食摄入量研究结果相若。  

 

结论及建议  

 

9 .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

量为每公斤体重 21.92 皮克毒性当量，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59.65 皮克毒

性当量，两者的摄入量均低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因此一般市民的

健康受到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不过，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会致癌，各界应致力减少市民从膳食摄入这

两种物质的分量。  

 

10.  我们应采取源头控制措施，预防和减少人体的摄入量。国际社会应

致力减少二恶英的排放和对食物造成的污染，这一点对减少人体从膳食

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十分重要。  

 

11.  市民应去掉肉类的脂肪和食用低脂奶类制品，并应保持均衡及多元

化的饮食，包括进食多种蔬果，避免因偏食某几类食物而摄入过量的二

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鱼类含有如奥米加 -3 脂肪酸、优质蛋白质等多

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市民宜适量进食多种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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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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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4.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检测的其中一组物质是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

联苯。本报告集中分析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含量，并估计香港

市民从膳食摄入这两种物质的分量，以及评估摄入这两种物质对健康带

來 的风险。  

 

5 .  “二恶英 ”指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PCDD)和多氯二苯并呋喃(PCDF)，

“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则指毒理性质与二恶英相似的多氯联苯 (PCB)。二恶

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关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涵盖这两种物质，并要求缔约各方采取措施，

消除或减少在环境中释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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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物理性质  

 

6 .  二恶英是一组多氯平面芳香族化合物，其结构、化学和物理性质十

分相似。这组化合物包括 75 种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 135 种多氯二苯并

呋喃的同系物，其中 17 种具有毒性的是在两个芳香环上 2、3、7 和 8 位

被氯原子取代的同系物，而且其毒性与毒性最强的同系物 2,3,7,8-四氯二

苯并对二恶英 (TCDD)相近。多氯联苯是联苯直接氯化并取代两个芳香环

的 1 至 10 位而合成的氯化芳香族化合物。在 209 种可能产生的同系物中，

只有 12 种非邻位取代或单邻位取代多氯联苯同系物的毒理性质与二恶英

相似。 2、 3  

 

7.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都不溶于水，但溶于脂肪，而且极难进

行化学和生物降解，因此长时间存留在环境，并在食物链中生物累积。3、

4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虽然来源不同，但毒性和作用机制相近，因

此通常作为同一类物质来评估。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来源  

 

8 .  二恶英在环境中无处不在，可自然形成 (例如火山爆发和森林大火释

出 )，亦是燃烧 (例如废物焚化 )及各种工业过程 (例如制造化学品、以氯漂

白纸浆和冶炼金属 )产生的副产品。相反，多氯联苯则是人工制造的物质，

过往作多种不同工业用途，例如制造电子绝缘体或绝缘液体及专用的液

压机液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部分国家已禁用多氯联苯， 2 、 6 不

过，由于大型电器和废物的弃置，仍有多氯联苯释出到环境中。 5 此外，

多氯联苯也列于《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C，属燃烧和焚化过程中可能

无意产生的其中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7  

 

9 .  进入食物链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可来自新的排放 (主要透

过空气途径 )，又可能是在环境中蓄积或储集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

苯再次移迁。由于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可长时间存留，我们现时

摄入的大多是源自过往的排放。6 一般来说，除非附近地区的焚化炉没有

适当的空气污染控制系统，否则空气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

十分低。此外，由于这两种物质难溶于水，所以饮用水和地表水的含量

亦非常低。不过，如果焚化过程不充分和废物处置地点会在空气中释出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可污染土壤和水中沉积物，于是这两种物

质会在食物链中生物累积和生物浓缩。二恶英会在肉类、家禽或海产的

脂肪组织积聚，因此动物的寿命较长，脂肪组织积聚的二恶英可能较多。

肉类、奶类制品、蛋和鱼等动物源性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含量通常较高。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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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毒性  

 

10.  膳食脂肪中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化合物容易从肠道进入血液。在人

体和实验动物的测试中，口服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吸收率为 50% 至

90%。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在血液和器官之间的分布情

况视乎脂质分配和蛋白结合作用而定。在实验动物中，多氯二苯并对二

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几乎全部随胆汁排出，只有小量会随尿液排出。

粪便亦是人体排出未经代谢的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的

主要途径。 2  

 

11.  在实验动物中，不同二恶英同系物对不同种属的急性毒性差异很大，

例如豚鼠的口服半数致死量为每公斤体重 0.6 微克，仓鼠则为 5 000 微克

以上。不过，个别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对哺乳动物的急性毒性，则

数据有限。 2  

 

12.  在职业环境中或工业意外后，人体短期摄入大量二恶英和二恶英样

多氯联苯会患上叫做氯痤疮的持续性皮肤病。5 人体长期摄入这些物质可

能会造成多方面的毒性影响，包括损害免疫系统、影响发育、损害发育

中的神经系统、影响甲状腺和类固醇激素，以及破坏生殖功能。在人生

不同阶段中，胎儿和初生婴儿受影响的风险最高。 5  

 

13.  至于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致癌性，在实验动物和职业环境

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对于多种动物和人类来说，这些物质可诱发

多个器官组织的癌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 1997 年把四氯二苯并对二恶

英列为第 1 组物质 (即令人类患癌 )，并把其它一些二恶英物质列为第 3

组物质 (即在会否令人类患癌方面未能分类 )，以及在 1987 年把多氯联苯

列为第 2A 组物质 (即可能令人类患癌 )。此外，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 2009

年将另外两种化合物，即 2,3,4,7,8-五氯二苯并呋喃和多氯联苯 126，列

为第 1 组物质。 5、 9、 1 0、 11  

 

14.  这些物质没有基因毒性，其致癌机理与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受体 (AhR)

相关。有研究认为这些物质的致癌性具有阈值，因此，根据非致癌性的终

点厘定可容忍摄入量亦适用于致癌风险的情况。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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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当量因子方案  

 

15.  各种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的毒性不一。为了进行二恶

英风险评估和规管工作，世界卫生组织 (下称 “世卫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订定了毒性当量因子 (TEF)，以毒性最强的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为基准，

把其毒性当量因子设定为 1，然后个别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

呋喃和多氯联苯的毒性与其相比，订出有关物质的毒性当量因子。 1998

年，世卫制订并发布了一套毒性当量因子数值，涵盖 17 种多氯二苯并对

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的同系物，以及 12 种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同系

物。现时大部分海外研究普遍采用这套数值。其后，世卫于 2005 年进行

评估，修订了多个毒性当量因子数值，并更新了毒性当量因子方案。世

卫在 1998 年和 2005 年订定的毒性当量因子数值一览表载于附录 1。 4  

 

16.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含量是以毒性当量 (TEQ)表示，其计算

方法是把每种同系物的含量乘以相关的毒性当量因子，得出该种同系物

的毒性当量，然后把各种同系物的毒性当量加起来，得出其含量。 4  

 

 

安全参考值  

 
17.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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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和二恶英样多氯联

苯的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定为每公斤体重 70 皮克 (以毒性当量表示 )。2  

 

 

膳食摄入来源  

 

18.  国际研究显示，人体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主要途径是

进食动物源性食物，约占总摄入量的 80% 至 95%。肉类、奶类制品和鱼

是主要膳食来源。至于其它次要的摄入途径，则包括从空气吸入和皮肤

接触。 3、6、8 

 

19.  母乳是监测人体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摄入量的其中一个重要

生物指针，因为母乳中这两种物质的含量可以同时反映生活环境和食物

链受污染的程度。过去数十年，世卫以母乳来监测人体内二恶英和二恶

英样多氯联苯的水平，结果显示，在 1988 年至 2002 年间欧洲妇女母乳

的二恶英含量有普遍下降趋势。 1 2 至于本港的情况，香港亦有参与近几

轮由世卫统筹的母乳调查，结果显示，2001 年∕ 2002 年香港妇女母乳的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平均含量为每克脂质 12.92 皮克毒性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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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则为每克脂质 9.84 皮克毒性当量，这段期间母乳中这两种物质的

含量下降了 24%。 13、14 

 

 

本港上次研究  

 

20.  2002 年，食物环境卫生署根据在 1999 年至 2001 年进行的食物监察计

划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评估中学生从膳食摄入二恶英的情况 1 5。研

究发现，在个别同系物的测试结果中， 74% 低于检测限。 88 个食物样本

的二恶英含量介乎每克 0.01 至 1.32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多氯二苯并呋喃 )，当中以一个家禽样本的含量最高。按照 1998 年世

卫 所 定 的 多 氯 二 苯 并 对 二 恶 英 和 多 氯 二 苯 并 呋 喃 毒 性 当 量 因 子 数 值 计

算，摄入量一般的中学生每日从膳食摄入二恶英的分量估计为每公斤体

重 0.85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相当于

每月每公斤体重 25.5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

呋喃 )；摄入量高的中学生 (即摄入量属第 95 百分位 )则为每公斤体重 2.07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相当于每月每公

斤体重 62.1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摄

入量一般的中学生从膳食摄入二恶英的估计分量占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

氯联苯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6%，摄入量高的中学生则占 89%。肉

类和家禽以及其制品是中学生从膳食摄入二恶英的主要来源 (占总摄入

量的 41%)，其次是海产 (30%)和奶类及奶类制品 (25%)。  

 

21.  如把二恶英样多氯联苯计算在内，每日的总摄入量便会相应增加。

海外研究指出，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摄入量与二恶英相若，因此，虽然

一般中学生受二恶英毒性严重影响的机会不大，但摄入量高的中学生的

二恶英摄入量可能超过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

风险可能会较高。  

 

22.  上次的研究有一些局限。食物样本未经进一步处理便进行分析。事

实上，在食物处理过程中，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含量可能会改

变。上次研究采用了 1998 年世卫所定的毒性当量因子数值，而且没有检

测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含量。此外，现时的化验技术较为精密，可降低

检测限，以便更准确地评估从膳食摄入二恶英的分量。  

 

23.  鉴于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占总摄入量的比例相当大，因此应同时检测

食物样本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以便更准确地估计膳食这

类物质的总摄入量，从而评估对健康带来的风险。再者，检测所得的数

据，可作为日后监察本港市民摄入量趋势的基础。因此，香港首个总膳

食研究同时评估香港市民摄入二恶英及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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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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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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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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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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在总膳食研究涵盖的 150 种食物中，选出 71 种可能含二恶英和二恶

英样多氯联苯的食物，检测这两种物质的含量。这些食物主要是动物源

性食物及其制品以及油脂性食物。该 71 种食物载于附录 2。由于资源所

限，只化验了其中两次抽样工作 (即 2010 年 6 月至 8 月及 2010 年 9 月至

11 月 )取得的样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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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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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化验分析  

 

29.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化验分析工作由政府化验所负责，分

析范围包括附录 1所载 29 种世卫已定出毒性当量因子数值的同系物。  

 

30.  这 项 研 究 以 高 分 辨 气 相 色 谱 ∕ 高 分 辨 质 谱 联 用 仪 (HRGC/HRMS)分

析检定食物样本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化验人员首先秤取

一定重量的样本，然后定量添加 15 种 2,3,7,8-位氯取代的多氯二苯并对

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和 12 种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的稳定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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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13 标记类似物，其后以有机溶剂进行萃取，再利用不同的净化柱净化

样本萃取物。样本萃取物经净化后，以碳柱把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

氯二苯并呋喃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分离，然后浓缩至接近干燥状态，再

加入 1,2,3,4-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 1,2,3,7,8,9-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碳

-13 同位素回收率标样物，进行气相色谱分析，以检测二恶英的含量。在

检测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含量时，则加入多氯联苯同系物 70、 111、 138

和 170 的碳 -13 同位素回收率标样物。  

 

31.  待测物以高分辨气相色谱仪分离，然后利用高分辨质谱联用仪以分

辨率相等于或大于 10 000 的选择离子侦察法 (SIR)检测。把待测物的保留

时间和两个准确质量电荷比的离子丰量比率与相应的同位素标记标样物

的保留时间和两个准确质量电荷比的理论离子丰量比率作比较，进行定

性分析。这项研究以内标物技术检测 1,2,3,7,8,9-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

八氯二苯并呋喃的含量。至于其它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

喃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的含量，则以同位素稀释技术测定。 29 种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的检测限和定量限载于表 1。  

 

表 1： 29 种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的检测限(皮克∕克)和定量限(皮克∕克) 

化合物  检测限  
(皮克∕克)

定量限  
(皮克∕克)

化合物  检测限  
(皮克∕克) 

定量限  
(皮克∕克)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非邻位取代多氯联苯   

2,3,7,8-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3 0.01 多氯联苯 77 0.001 0.01 

1,2,3,7,8-五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6 0.02 多氯联苯 81 0.001 0.01 

1,2,3,4,7,8-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5 0.02 多氯联苯 126 0.002 0.02 

1,2,3,6,7,8-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6 0.02 多氯联苯 169 0.001 0.01 

1,2,3,7,8,9-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5 0.02    

1,2,3,4,6,7,8-七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8 0.03 单邻位取代多氯联苯   

八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9 0.04 多氯联苯 105 0.002 0.02 

多氯二苯并呋喃    多氯联苯 114 0.002 0.02 

2,3,7,8-四氯二苯并呋喃 0.003 0.01 多氯联苯 118 0.002 0.02 

1,2,3,7,8-五氯二苯并呋喃 0.003 0.01 多氯联苯 123 0.002 0.02 

2,3,4,7,8-五氯二苯并呋喃 0.004 0.01 多氯联苯 156 0.001 0.01 

1,2,3,4,7,8-六氯二苯并呋喃 0.003 0.01 多氯联苯 157 0.001 0.01 

1,2,3,6,7,8-六氯二苯并呋喃 0.003 0.01 多氯联苯 167 0.001 0.01 

1,2,3,7,8,9-六氯二苯并呋喃 0.004 0.02 多氯联苯 189 0.001 0.01 

2,3,4,6,7,8-六氯二苯并呋喃 0.004 0.01   

1,2,3,4,6,7,8-七氯二苯并呋喃 0.004 0.01   

1,2,3,4,7,8,9-七氯二苯并呋喃 0.006 0.02   

八氯二苯并呋喃 0.01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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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讨论  

 

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  

32.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化验分析，只检测了总膳食研究的其

中两次抽样工作所得合共 142 个混合样本。各个食物组别的检测结果载

于表 2，71 种食物的检测结果则载于附录 2。全部 142 个混合样本均验出

含 有 至 少 一 种 二 恶 英 和 二 恶 英 样 多 氯 联 苯 的 同 系 物 ， 当 中 约 三 分 之 二

(66%)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同系物含量在检测限之上。至于检

测不到的分析结果，则按照世卫就如何评估食物中低含量污染物提出的

建议 1 8 处理，所有检测不到的结果全部设定为检测限的一半，以计算二

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和估计膳食摄入量。此外，各样本的毒性

当量均按照 2005 年世卫所定的毒性当量因子数值计算。  

 
33.  在所有食物组别中，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

氯联苯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每克 0.440 皮克毒性当量 )，其次是 “蛋及蛋

類 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克 0.137 皮克毒性当量 )、 “油脂 類 ”(平均含量为每

克 0.094 皮克毒性当量 )和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平均含量为每克

0.091 皮克毒性当量 )。  

 

表 2：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组别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

苯含量 (皮克毒性当量∕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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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均值(皮克毒性当量∕克) 
[范围] # 

谷物及谷物制品  24 45 0.021 [0.007 – 0.085]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24 23 0.091 [0.012 – 0.257] 

蛋及蛋类制品  6 16 0.137 [0.020 – 0.302]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38 20 0.440 [0.009 – 1.270] 

乳类制品  10 57 0.021 [0.007 – 0.072] 

油脂类  4 33 0.094 [0.011 – 0.282] 

不含酒精饮品  6 58 0.011 [0.007 – 0.015] 

混合食品  22 40 0.018 [0.007 – 0.039] 

其它  8 53 0.013 [0.008 – 0.030] 

总数  142 34   

注：  
#  由于少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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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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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平均含量介乎

每克 0.012 至 1.056 皮克毒性当量，当中桂花鱼的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为

每克 1.056 皮克毒性当量 )，其次是蚝 (平均含量为每克 0.926 皮克毒性当

量 )和鲳鱼 (䱽 鱼 ) (平均含量为每克 0.885 皮克毒性当量 )。在全部经检测的

71 种食物中，以这三种食物的含量最高。然而，这项研究的结果未能确

定究竟是淡水鱼还是咸水鱼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较高。  

 

35.  这项研究比较含量最高的四个食物组别中，其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

氯联苯分别占总含量的比例，有关的结果载于表 3。在 “鱼 類 和海产及其

制品 ”(58.9%)和 “油脂类 ”(69.3%)两个食物组别，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所占

的比例较高。至于另外两个食物组别，即 “蛋及蛋类制品 ”(71.0%)和 “肉类、

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62.3%)，则二恶英所占比例较高。研究结果显示，

尽管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占总含量的比例不一，但市民均

会从膳食摄入这两种物质。  

 

表 3：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检测到含量最高的四个食物组别中二恶英和

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分别占总含量的比例  

平均值(皮克毒性当量∕克)# 百分比(%) † 

食物组别  

总计* 
 

二恶英  
二恶英样

多氯联苯

 
二恶英  

二恶英样

多氯联苯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0.440 0.181 0.259 41.1 58.9 

蛋及蛋类制品  0.137 0.097 0.040 71.0 29.0 

油脂类  0.094 0.029 0.065 30.7 69.3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0.091 0.057 0.034 62.3 37.7 

注：  

#  由于少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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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计指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两种物质的总和。  

†  百分比指二恶英或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占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总含

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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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情况  

 

36.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

量为每公斤体重 21.92 皮克毒性当量，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59.65 皮克毒

性当量 (表 4)，分别占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1.3% 和 85.2%。此外，

3.1% 市民的摄入量估计超过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  

 

表 4：  摄入量一般和摄入量高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

多氯联苯的分量 (皮克毒性当量∕公斤体重 )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

入量的比较  

每月的膳食摄入量  
(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 

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  
(皮克毒性当量∕  

每公斤体重)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  摄入量高的市民  

70 21.92 
(暂定每月可容忍  
摄入量的 31.3%) 

59.65 
(暂定每月可容忍  
摄入量的 85.2%) 

 

37.  不同性别的摄入量比较结果显示，女性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

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摄入量一般的女性为每月每公斤体重 21.97 皮克毒性

当量 )明显高于男性 (摄入量一般的男性为每月每公斤体重 21.86 皮克毒性

当量 )  (根据 t -检验， p 值小于 0.001)。  

 

38.  就不同年龄及性别人口组别而言，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月的膳食摄

入量介乎每公斤体重 17.81 皮克毒性当量 (20 至 29 岁男性 )至 26.25 皮克

毒性当量 (60 至 69 岁男性 )，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介乎每公斤体重 45.91 皮

克毒性当量 (20 至 29 岁男性 )至 73.49 皮克毒性当量 (60 至 69 岁男性 )  (见

图 1)。附录 3按年龄及性别列出不同人口组别的膳食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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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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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39.  在各个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人口组别中，摄入量一般的市民的估计

膳食摄入量全部低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 (其中最高组别的摄入量为

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7.5%)。至于摄入量高的市民，则有三个组别，

即 60 至 69 岁的男性 (每月每公斤体重 73.49 皮克毒性当量 )、 60 至 69 岁

的女性 (每月每公斤体重 72.71 皮克毒性当量 )和 70 至 84 岁的女性 (每月

每公斤体重 73.09 皮克毒性当量 )，摄入量稍微高于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

量 (分别为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105.0%、103.9% 和 104.4%)。此外，

年龄介乎 30 至 39 岁正值生育年龄女性的组别，摄入量高的人估计每月

膳食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69.48 皮克毒性当量，亦接近暂定每月可容忍摄

入量 (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99.3%)。  

 

40.  因此，一般市民的健康受到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严重不良影

响的机会不大。虽然研究发现一些人口组别中摄入量高的市民的摄入量

接近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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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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食物来源  

 

41.  一 般 市 民 从 总 膳 食 研 究 涵 盖 的 食 物 组 别 摄 入 二 恶 英 和 二 恶 英 样 多

氯联苯的分量载于表 5；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这两种物质的分量占

总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载于图 2。  

 

表 5：  一般市民每月从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

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 )  

总膳食研究涵盖的食物组别  
每月的膳食摄入量  

(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 #

占总摄入量的  
百分比(%) 

谷物及谷物制品  1.08 4.9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4.39 20.0 

蛋及蛋类制品  0.30 1.4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13.58 61.9 

乳类制品  0.28 1.3 

油脂类  0.16 0.7 

不含酒精饮品  0.58 2.7 

混合食品  1.52 7.0 

其它  0.03 0.1 

总数  21.92 � 100.0 � 

注︰  

#  由于少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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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计算估计膳食摄入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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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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油脂类

乳类制品 

蛋及蛋类制品 

不含酒精饮品 

谷物及谷物制品 

混合食品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鱼类和海产及其制品 1.4% 

1.3% 
0.7% 

2.7% 

4.9% 

20.0% 

7.0% 

0.1% 

61.9%

图 2︰  市民从不同食物组别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量占总

膳食摄入量的百分比  

 
42.  研究结果显示，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是市民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

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主要来源，占总摄入量的 61.9%，其次是 “肉类、家

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和 “混合食品 ”，分别占总摄入量的 20.0% 和 7.0%。

市民从膳食摄入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主要来自水产和肉类，这

点与其它地方的膳食摄入量研究结果相若。有报告指出，在西方膳食中，

奶类制品是人体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这

项 研 究 显 示 ， 市 民 从 奶 类 制 品 摄 入 这 两 种 物 质 的 分 量 只 占 总 摄 入 量 的

1.3%，原因可能是食用奶类制品的模式不同。  

 
43.  在 “鱼 類 和海产及其制品 ”这个食物组别中，“鱼 類 及其制品 ”是二恶英

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最主要来源，占总摄入量的 55.6%，或占 “鱼 類 和

海产及其制品 ”整个食物组别摄入量的 89.8%。从鱼 類 摄入的二恶英和二

恶英样多氯联苯，约有一半 (即总摄入量的 25%)来自以下四种鱼：鲩鱼 (占

总摄入量的 8.1%)、红衫 (6 .2%)、鲳鱼 (䱽 鱼 )  (6 .0%)和桂花鱼 (4 .7%)。研

究亦发现，桂花鱼和鲳鱼 (䱽 鱼 )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最高，

而两者合计约占总摄入量的 10%。  

 

44.  在 “肉类、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这个食物组别中，鸡肉和牛肉制品

分别占总摄入量的 6.9% 和 6.4%，或分别占整个食物组别摄入量的 34.4% 

和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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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港上次研究结果和其它地方研究结果比较  

 

45.  由于今次研究采用的检测限较低，所以有较多样本验出含有二恶英

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同系物。虽然 2002 年本港上次进行研究时采用的检

测限较高，预期二恶英含量会较高，但今次研究检出鱼 類 和海产制品的

二恶英含量 (含量平均数为每克 0.181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多氯二苯并呋喃 ) )高出上次研究结果 (含量中位数为每克 0.099 皮克毒

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 )近一倍，因此，我们可

能需要考虑继续监察有关情况。  

 

46.  即使今次研究同时检测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摄入量一般和

摄入量高的市民从膳食摄入这两种物质的估计分量，仍低于 2002 年本港

上次单就二恶英进行研究所得的数字 (摄入量一般的中学生每月的膳食

摄入量估计为每公斤体重 25.5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

氯二苯并呋喃 )，摄入量高的中学生则为 62.1 皮克毒性当量 (多氯二苯并

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 )。  

 

47.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得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

氯联苯的分量与其它地区的比较载于表 6。从比较数字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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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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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低于检测限分析结果方

面的做法不一，以及采用的毒性当量因子方案不同，在直接比较数据时，

必须小心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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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膳食摄入量的比较  

每月的膳食摄入量(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 
国家∕地区  

摄入量一般的人  摄入量高的人  

美国 19  

(2001 年至 2004 年  
总膳食研究) 

18.2 a b c  

澳洲 20  

(2004 年) 
15.6(两岁及以上) a d 40.6(两岁及以上) 

(第 95 百分位) a d 

香港* 21.92 c 59.65 
(第 95 百分位) c 

日本 21  

(2009 年) 

25.2 e  

英国 22  

(2001 年总膳食研究)

27 (成年人) a d 51 (成年人)  
(第 97.5 百分位) a d 

中国内地 23  
(2000 年总膳食研究)

4.5 至 28.8 
(成年男性)a d 

 

荷兰 20  

(2001 年) 

39 e  

芬兰 24  

(1991 年至 1999 年) 
55.5 (成年人) a d  

瑞典 24 

(1999 年) 

56.1 a d  

a  1998 年世卫订定的毒性当量因子数值。  

b  只计算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c  中位数值  ─  假设低于检测限的结果为检测限的一半来计算。  

d  上限值  ─  假设低于检测限的结果为检测限来计算。  

e  下限值  ─  假设低于检测限的结果为 0 来计算。  

*  今次研究的数据。  

 

 

研究的局限  

 

49.  碍于化验室资源有限，这项研究分析的样本数目不多，而且只选出

可能含有二恶英的食物 (主要是动物源性食物及其制品 )进行测试，这样可

能低估了二恶英的摄入量。至于研究的其它局限，载于有关研究方法的

报告内。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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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建议  

 

50. 摄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月从膳食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

量为每公斤体重 21.92 皮克毒性当量，摄入量高的市民则为 59.65 皮克毒

性当量，分别占暂定每月可容忍摄入量的 31.3% 和 85.2%，因此一般市

民的健康受到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严重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大。不

过，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会致癌，各界应致力减少市民从膳食摄

入这两种物质的分量。  

 

51. 动物源性食物，特别是鱼类、肉类和家禽，是市民摄入二恶英和二

恶英样多氯联苯的最主要来源。  

 

52.  我们应采取源头控制措施，预防和减少人体的摄入量。国际社会应

致力减少二恶英的排放和对食物造成的污染，这一点对减少人体从膳食

摄入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十分重要。 2006 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发

出《预防和减少食物和饲料受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污染的实务守

则》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Dioxin and Dioxin-like PCB 

Contamination in Foods and Feeds)，为国家机构、农民，以及饲料和食品制造

商提供有关预防措施的指引。 6  

 

53.  市民应去掉肉类的脂肪和食用低脂奶类制品，并应保持均衡及多元

化的饮食，包括进食多种蔬果，避免因偏食某几类食物而摄入过量的二

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鱼类含有如奥米加 -3 脂肪酸、优质蛋白质等多

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市民宜适量进食多种鱼类。  

 

54.  中心会继续监察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以及市民

从膳食摄入这两种物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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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世界卫生组织在 1998 年和 2005 年订定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毒

性当量因子方案一览表  

化合物  
1998 年订定的  
毒性当量因子  

数值  

2005 年订定的  
毒性当量因子  

数值  

2,3,7,8-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1 1 

1,2,3,7,8-五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1 1 

1,2,3,4,7,8-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1 0.1 

1,2,3,6,7,8-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1 0.1 

1,2,3,7,8,9-六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1 0.1 

1,2,3,4,6,7,8-七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1 0.01 

多氯二苯并
对二恶英  

八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0.0001 0.0003 

2,3,7,8-四氯二苯并呋喃  0.1 0.1 

1,2,3,7,8-五氯二苯并呋喃  0.05 0.03 

2,3,4,7,8-五氯二苯并呋喃  0.5 0.3 

1,2,3,4,7,8-六氯二苯并呋喃  0.1 0.1 

1,2,3,6,7,8-六氯二苯并呋喃  0.1 0.1 

1,2,3,7,8,9-六氯二苯并呋喃  0.1 0.1 

2,3,4,6,7,8-六氯二苯并呋喃  0.1 0.1 

1,2,3,4,6,7,8-七氯二苯并呋喃  0.01 0.01 

1,2,3,4,7,8,9-七氯二苯并呋喃  0.01 0.01 

多氯二苯并
呋喃  

八氯二苯并呋喃  0.0001 0.0003 

多氯联苯 77 0.0001 0.0001 

多氯联苯 81 0.0001 0.0003 

多氯联苯 126 0.1 0.1 

非邻位取代
的多氯联苯  

多氯联苯 169 0.01 0.03 

多氯联苯 105 0.0001 0.00003 

多氯联苯 114 0.0005 0.00003 

多氯联苯 118 0.0001 0.00003 

多氯联苯 123 0.0001 0.00003 

多氯联苯 156 0.0005 0.00003 

多氯联苯 157 0.0005 0.00003 

多氯联苯 167 0.00001 0.00003 

单邻位取代
的多氯联苯  

多氯联苯 189 0.0001 0.00003 

经修订的毒性当量因子数值以粗体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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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所涵盖食物的二恶英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含量 (皮

克毒性当量∕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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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皮克毒性当量∕克) 
[范围]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 

谷物及谷物制品：  24 45 0.021 [0.007 – 0.085] 

面条(中式或日式)   0.013 [0.007 – 0.018] 

面条(西式)   0.021 [0.007 – 0.034] 

即食面    0.015 [0.007 – 0.022] 

面包(无馅)   0.009 [0.007 – 0.010] 

提子包    0.012 [0.011 – 0.014] 

菠蘿包    0.015 [0.009 – 0.021] 

肠仔∕火腿∕午餐肉包    0.022 [0.020 – 0.023] 

饼干    0.010 [0.010 – 0.011] 

蛋糕∕西饼    0.023 [0.013 – 0.033] 

馅饼    0.026 [0.022 – 0.030] 

中式饼点    0.079 [0.072 – 0.085] 

油炸面团食品    0.010 [0.008 – 0.012] 

肉類、家禽和野味及其制品： 24 23 0.091 [0.012 – 0.257] 

牛肉    0.206 [0.155 – 0.257] 

羊肉    0.064 [0.047 – 0.080] 

猪肉    0.025 [0.019 – 0.030] 

火腿    0.024 [0.012 – 0.037] 

午餐肉    0.102 [0.048 – 0.157] 

叉烧    0.055 [0.039 – 0.072] 

烧肉    0.032 [0.024 – 0.040] 

猪膶∕猪肝    0.193 [0.147 – 0.239] 

鸡肉    0.087 [0.087 – 0.088] 

豉油鸡    0.117 [0.089 – 0.146] 

烧鸭∕烧鹅    0.147 [0.119 – 0.175] 

肉肠    0.038 [0.026 –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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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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皮克毒性当量∕克) 
[范围]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 

蛋及蛋類制品：  6 16 0.137 [0.020 – 0.302] 

鸡蛋    0.029 [0.020 – 0.037] 

皮蛋    0.152 [0.137 – 0.168] 

咸蛋    0.230 [0.159 – 0.302] 

鱼類和海产及其制品：  38 20 0.440 [0.009 – 1.270] 

大头鱼    0.690 [0.662 – 0.719] 

桂花鱼    1.056 [0.842 – 1.270] 

鲩鱼    0.550 [0.462 – 0.638] 

红衫    0.390 [0.329 – 0.452] 

海斑    0.230 [0.186 – 0.275] 

马头    0.352 [0.296 – 0.408] 

鲳鱼(䱽鱼)   0.885 [0.789 – 0.982] 

龍脷∕挞沙    0.012 [0.009 – 0.014] 

吞拿鱼∕金枪鱼    0.044 [0.026 – 0.062] 

乌头    0.520 [0.451 – 0.589] 

三文鱼    0.783 [0.741 – 0.825] 

黄花鱼    0.406 [0.372 – 0.440] 

绞鲮鱼肉    0.381 [0.297 – 0.466] 

鱼蛋∕鱼片    0.035 [0.021 – 0.049] 

虾    0.077 [0.050 – 0.103] 

蟹    0.824 [0.585 – 1.063] 

蚝    0.926 [0.871 – 0.980] 

扇贝∕带子    0.029 [0.029 – 0.029] 

鱿鱼    0.169 [0.122 – 0.216] 

乳類制品：  10 57 0.021 [0.007 – 0.072] 

全脂奶    0.009 [0.007 – 0.012] 

脱脂奶    0.007 [0.007 – 0.008] 

芝士    0.049 [0.026 – 0.072] 

乳酪    0.008 [0.008 – 0.008] 

雪糕    0.031 [0.010 – 0.051] 

油脂類：  4 33 0.094 [0.011 – 0.282] 

牛油    0.171 [0.059 – 0.282] 

植物油    0.017 [0.011 –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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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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皮克毒性当量∕克) 
[范围] 

(检测不到=检测限的一半) 

不含酒精饮品：  6 58 0.011 [0.007 – 0.015] 

奶茶    0.011 [0.009 – 0.012] 

咖啡    0.011 [0.007 – 0.015] 

麦芽饮品    0.012 [0.009 – 0.015] 

混合食品：  22 40 0.018 [0.007 – 0.039] 

烧卖    0.024 [0.021 – 0.027] 

蒸饺子    0.022 [0.013 – 0.031] 

煎饺子    0.020 [0.016 – 0.024] 

云吞∕水饺    0.027 [0.023 – 0.031] 

叉烧包    0.014 [0.012 – 0.015] 

蘿卜糕    0.016 [0.013 – 0.018] 

牛肉球    0.024 [0.020 – 0.028] 

糭    0.030 [0.021 – 0.039] 

肠粉(有馅)   0.009 [0.009 – 0.009] 

中式汤水    0.007 [0.007 – 0.007] 

汉堡包    0.011 [0.008 – 0.014] 

其它：  8 53 0.013 [0.008 – 0.030] 

炸薯    0.008 [0.008 – 0.008] 

薯片    0.012 [0.011 – 0.013] 

巧克力    0.021 [0.012 – 0.030] 

蚝油    0.013 [0.011 –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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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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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恶英

和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分量  

 

每月的膳食摄入量# 
(皮克毒性当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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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 45.91 

20 至 29 岁女性  18.92 49.44 

30 至 39 岁男性  20.74 53.73 

30 至 39 岁女性  23.07 69.48 

40 至 49 岁男性  21.56 53.26 

40 至 49 岁女性  20.24 51.67 

50 至 59 岁男性  23.73 60.68 

50 至 59 岁女性  23.35 64.67 

60 至 69 岁男性  26.25 73.49 

60 至 69 岁女性  24.14 72.71 

70 至 84 岁男性  24.15 64.47 

70 至 84 岁女性  25.35 73.09 

20 至 84 岁男性  21.86 58.91 

20 至 84 岁女性  21.97 59.73 

20 至 84 岁成年人  21.92 59.65 

#  由于少于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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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