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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穀類製品中真菌毒素含量調查」分析報告 

 

一 摘要 

為瞭解本澳市售穀類製品的食用安全情況，市政署於 2019 年第一季度分別於本

澳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合共抽取 50 個穀類製品樣本進行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

霉毒素 A 的專項食品調查，結果未見異常，合格率為 100%。透過是次的調查，

有助瞭解本澳市售穀類製品的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霉毒素 A 含量，亦為日後開

展相關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二 背景資料 

1. 穀類在收割前後容易受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遭到真菌毒素污染，如種植期

間受到真菌污染、收割或加工前後貯存於有利真菌生長的條件（溫暖和潮濕

的貯存環境）等。 

 

2. 真菌毒素是指真菌在生長繁殖過程中產生的次生有毒代謝產物 1-4。根據聯合

國糧農組織（FAO）估算，世界上約 25%的穀類、穀類製品等農作物受到真

菌毒素的污染 3。為減低穀類及其製品中的真菌毒素污染，尤其是高毒性的黃

曲霉毒素 B1 和赭曲霉毒素 A，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積極採取各項有效的預防

控制措施，包括透過加強食品原料監控、改進加工工藝、嚴格控制貯存條件

等方法，做好穀類及其製品中真菌毒素含量的控制 4-9。 

 

3. 黃曲霉毒素 B1（圖 1）是天然存在的毒素，主要是由黃曲霉菌屬的一些霉菌

產生的二次代謝物。黃曲霉毒素 B1 普遍存在於穀類等農作物及其製品中，

主要透過膳食進入人體，而一般的烹調和加熱過程無法將其分解或完全去除。

鑑於有科學研究指出黃曲霉毒素可能會引致肝硬化、腫瘤、形成畸胎及其他

遺傳影響 10-13，故此，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已將

黃曲霉毒素列為令人類患癌的物質（第 1 組*）14-16。 

 

*第 1 組令人類患癌的物質，指已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黃曲霉毒素對人和動物均具有致癌作用，

且會誘導胚胎畸形，對人及動物肝臟組織有破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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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黃曲霉毒素 B1 的結構圖 

 

 

 

 

 

 

 

 

 

4. 赭曲霉毒素 A（圖 2）主要污染穀類及其製品，而人體內的赭曲霉毒素 A 主

要是透過膳食攝入。赭曲霉毒素 A 是一種由真菌所產生的次級代謝產物，當

這些真菌遇上有利的生長條件（如農作物沒有妥善曬乾），便有機會產生赭

曲霉毒素 A 侵染農作物，即使農作物上沒有長出肉眼可見的霉菌，農作物中

可能已存在赭曲霉毒素 A。另外，由於赭曲霉毒素 A 的化學性質穩定，即使

經高溫烹煮亦無法有效去除 17-20。目前，赭曲霉毒素 A 已被證實會導致數種

實驗動物腎臟中毒、肝臟中毒、胚胎畸形等影響，並且有充分科學證據證明

赭曲霉毒素 A 會令實驗動物患癌，因此，IARC 已將赭曲霉毒素 A 列為或可

能令人類患癌（第 2B 組）16-17。 

 

圖 2. 赭曲霉毒素 A 的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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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黃曲霉毒素 B1 和赭曲霉毒素 A 的化學結構穩定，受其污染的穀類即使

經過加熱或加工處理，毒素仍可能存在於最終產品。故此，開展是次專項調

查以瞭解本澳市售穀類製品中真菌毒素的含量情況 21，保障本澳市民的飲食

健康。 

 

本澳監管措施 

6. 本澳第 13/2016 號行政法規《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對穀類及其製品中

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霉毒素 A 均有設定最高限量 1 （見表 1）。 

 

表 1. 本澳第 13/2016 號行政法規《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 

 

食品中真菌毒素 食品種類 
最高限量 

（μg/kg） 

黃曲霉毒素 B1 

玉米及其製品 20 

稻穀、大米 10  

小麥、大麥、其他穀物 5  

小麥麵粉、麥片、其他

去殼穀物 
5  

糕點麵包類焙烤製品其

他穀物製品 
5  

其他穀物製品 5 

赭曲霉毒素 A 
穀物 5  

穀物碾磨加工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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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的 

是次調查旨在瞭解本澳市售穀類製品中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霉毒素 A 含量，以

確保本澳市售穀類製品符合食用安全要求。 

 

四  檢測樣本及項目 

7. 是次專項食品調查工作由本署於 2019 年第一季度進行。抽樣地點為本澳超

級市場及百貨公司，合共抽取 50 個樣本（圖 3），包括小麥粉、燕麥片、麵

包、米粉等，並進行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霉毒素 A 含量檢測，產地來源包

括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芬蘭、英國、

加拿大等國家或地區。 

 

圖 3. 市售穀類製品專項食品調查抽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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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及建議 

8. 檢測結果方面，根據第 13/2016 號行政法規《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

所有穀類製品樣本的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霉毒素 A 均符合上述法規相關的

要求（表 2），整體合格率為 100%。 

 

表 2. 市售穀類製品專項食品調查結果 

 

穀類製品樣本 樣本數量 
超出本澳標準的 

樣本數目 

黃曲霉毒素 B1

含量 

（μg/kg） 

赭曲霉毒素 A

含量 

（μg/kg） 

麵粉和澱粉 14 0 未檢出 未檢出 

早餐穀物 9 0 未檢出 未檢出 

麵製品及甜點 15 0 未檢出 未檢出 

烘焙製品 6 0 未檢出 未檢出 

零食及飲料 6 0 未檢出 未檢出 

註：未檢出為檢測結果低於 5μg/kg（黃曲霉毒素 B1）及 1μg/kg（赭曲霉毒素 A）。 

 

9. 有關的調查有助瞭解本澳穀類製品中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霉毒素 A 含量，

亦為日後開展相關工作提供科學依據。此外，本署已發布新聞稿向業界及市

民傳達有關專項食品調查結果，以及將有關結果上載於食品安全資訊網及食

安資訊手機應用程式。 

 

10. 另外，本澳銷售食品的途徑多元，市民除了直接前往超級市場、便利商店及

百貨公司等地點購買食品外，亦會透過社交網站、即時通訊軟件等途徑購買

食品，然而，由於網上買賣或代購外地食品難以核實其生產、貯存和運送等

過程是否符合食品衛生安全要求，市民應避免藉以上途徑購買食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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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給業界的建議： 

 應向信譽良好的供應商進口穀類製品； 

 運送和存放等程序均須符合衛生安全，尤其是加強食品原料的監控，切

勿將穀類原料貯存於溫暖潮濕的環境，以減低真菌毒素污染的風險； 

 若發現食品出現發霉或發出異味，便應停止出售； 

 另外，業界有義務保存食品進出貨記錄或相關單據，以便有需要時，供

權限部門追蹤食品的來源和流向，保障自身利益。 

 

12. 給市民的建議： 

 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店舖； 

 購買前，應留意食品的食用期限和貯存條件，以及包裝是否完整無損； 

 購買後，應按照包裝上的說明妥善貯存，對於需要冷藏或冷凍食品，如

非即時食用，應盡快放入雪櫃內貯存；而無需低溫貯存的食品，應存放

於乾爽及陰涼的環境下，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烹煮前，應先仔細閱讀包裝上的烹煮方法，並將所有食材徹底煮熟； 

 宜少量購買食品，不宜大量囤積食品； 

 另外，市民應注意均衡飲食，盡量減少進食高脂肪、經油炸的食品，應

多選擇全穀物及其製品，如糙米、全麥麵包、燕麥等，以增加膳食纖維

的攝取，保持飲食均衡。 

 

備註：一般情況下，抽檢的穀類製品樣本數量越多，越有助於瞭解市售穀類製品之食用安全情況，

是次調查僅選取部分市面常見的穀類製品作為抽檢樣本，故有關的調查結果只能概略地反映

在某一時期本澳市售穀類製品的黃曲霉毒素 B1 及赭曲霉毒素 A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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