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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市售咖啡產品中丙烯酰胺含量調查 

摘要 

目的：旨在透過本調查了解本澳市售咖啡產品的丙烯酰胺含量情況，並對檢測結

果進行研究分析，以探討本澳市民因飲用咖啡產品而攝入丙烯酰胺的情況。 

方法：2024 年 6 月期間，在本澳市場隨機抽取來自中國內地、澳門、日本、韓

國、意大利等多個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咖啡豆、咖啡研磨粉、速溶咖啡粉、預包裝

咖啡飲料和現調咖啡等五個咖啡產品類別的樣本共 70 個，採用中國國家標準方

法檢測樣本中的丙烯酰胺含量，依據歐盟相關參考水平對樣本的檢測結果進行評

價，並透過分析，推算本澳一般消費人群及高消費人群經飲用咖啡產品而攝入丙

烯酰胺的量。  

結果：各類咖啡產品的丙烯酰胺檢出率介乎 70%至 100%，當中，咖啡豆和咖啡

豆研磨粉檢出率為 100%。各類咖啡產品的平均值介乎 8.9 μg/kg 至 322.9 μg/kg。

按照歐盟為咖啡產品訂立的丙烯酰胺基準水平，是次研究的相關咖啡產品樣本近

98 %符合上述基準水平，而針對當中屬於本澳加工／包裝的樣本作分析，相關咖

啡產品樣本超過 95 %符合上述基準水平。本澳一般人群及高消費人群每日從咖

啡中攝入丙烯酰胺的量分別為 3.06 μg 及 7.19 μg。 

結論：調查結果顯示，是次在本澳巿面抽取的相關咖啡產品樣本之丙烯酰胺含量

普遍已處於歐盟目前為控制咖啡產品中丙烯酰胺含量所設立的合理水平；而當中

由本澳加工／包裝的相關咖啡產品樣本亦普遍處於上述水平。 
 

一、 前言和目的 

咖啡是以咖啡屬植物的種子經加工、調製而成的飲品。本澳巿售的咖啡產品

種類繁多，當中包括咖啡豆、咖啡研磨粉、速溶咖啡粉、預包裝咖啡飲料、現調

咖啡等等。 

 

咖啡具有提神的作用，有研究 1,2,3顯示，適量飲用咖啡甚或有助促進健康，

例如降低血脂、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的風險。然而，咖啡豆在烘焙過程中，亦可產

生食品污染物丙烯酰胺。咖啡作為一種常見的飲料，甚至為部份澳門巿民的日常

早餐飲品，加上迎合不同消費者口味的咖啡產品在巿場上推陳出新，隨著其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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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性日漸提高，因飲用咖啡而攝入丙烯酰胺的食品安全風險亦日益受到消費者

的關注。 

 

為瞭解本澳市售各類型咖啡產品的丙烯酰胺含量及本澳巿民從咖啡產品中

攝入丙烯酰胺的情況，本署於早前開展了本次研究調查，通過檢測不同種類咖啡

產品中丙烯酰胺的含量，取得本澳的相關基礎數據並進行分析，以了解本澳的相

關情況，保障本澳食品安全。 

 

二、 背景資料 

丙烯酰胺是一種化學物，常用於製造聚丙烯酰胺物料，該物料在工業方面的

用途廣泛，可用於淨水、造紙、製造塑膠等等。然而，丙烯酰胺亦是一種在高温

處理食品時可產生的食品污染物。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經由食品本身的游離氨基酸天門冬酰胺與還原糖

（特別是葡萄糖和果糖）在一種褐化反應（Maillard reaction）中產生的，其通常

會在油炸、烘焙、燒烤、烤烘和烤焗等超過攝氏 120 度的高温處理食品工藝過程

中形成。由於咖啡豆的烘焙温度一般會超過上述温度，並其同時含有褐化反應所

需要的兩種物質，因此經過烘焙的咖啡豆常會含有丙烯酰胺。 

 

有文獻 4,5指出，咖啡豆的品

種、烘焙工藝、儲存條件、沖調及

配製工藝等等都是影響咖啡產品

中丙烯酰胺含量的因素。 

 

  有研究顯示，丙烯酰胺經口

被攝入後，會迅速經胃腸道吸收

並於體內代謝，及後主要以代謝

物形式隨尿液排出體外。6  

 

  丙烯酰胺是一種基因致癌物質，對實驗動物可能會產生神經系統毒性作用，

並且會損害生殖能力和影響發育，但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其令人致癌。世界衛

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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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RC）曾對其致癌性進行評估，考慮到其基因毒性及對實驗動物的致癌性，將

其評定為「對人很可能致癌」(第 2A 組)。7 

 

  鑑於丙烯酰胺是基因致癌物，因此不適合為其訂定安全攝取量。聯合國糧食

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食品添加劑專家委員會（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建議在可行的情況下，應盡量減少丙烯酰

胺的攝取量，從而把它對健康造成的風險減至最低。 

 

三、 研究方法及檢驗分析 

  是次調查根據本澳常見的咖啡產品種類制定採樣方案，於 2024 年 6 月期間

在本澳多個超級市場、咖啡店、茶餐廳等隨機抽取共 70 個咖啡產品樣本進行丙

烯酰胺含量檢測。檢測所得的數據結果由本署進行整理和研究分析，以了解本澳

巿售咖啡產品的丙烯酰胺含量，並推算本澳市民因飲用咖啡帶來之丙烯酰胺的攝

入量，以評估不同人群從咖啡中攝入丙烯酰胺的情況。 

 

  樣本檢測按照中國國家標準：GB 5009.204-2014《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

丙烯酰胺的測定》進行，方法定量限為 10 μg/kg。 

 

目前，中國內地、澳門及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尚未訂定食品中丙烯酰胺限量標準。參考歐盟法規 2017/21588，其為各種

高風險食品中的丙烯酰胺設定基準水平，目的是要求食品生產業界擬訂計畫來監

控丙烯酰胺的含量，其中烘焙咖啡和速溶咖啡的相關基準水平，分別為每公斤

400 和 850 微克。是次檢測的結果，將以歐盟相關法規中烘焙咖啡和速溶咖啡的

相關基準水平作為參考評價指標，判斷相應樣本的丙烯酰胺含量是否高於該基準

水平。 

 

  本研究在進行本澳巿民因飲用咖啡產品而攝入丙烯酰胺的量之計算時，以對

應膳食攝入量數據 9的平均值和第 95 百分位的數值分別作為本澳一般人群和高

消費量人群的攝入量數值。 

 

數據處理方面，對於低於檢測限的檢測結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環境監

測系統/食品污染物監測評估規劃（GEMS/Food）《關於食品中低水平污染物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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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中對未檢出數據的處理原則，當樣本中的丙烯酰胺含量低於檢測限時，以

檢測限的 1/2 值替代之。10 

 

四、 樣本資料 

本次研究的抽樣樣本共有五類，分別為：咖啡豆、咖啡研磨粉、速溶咖啡粉、

預包裝咖啡飲料和現調咖啡；合共抽取 70 個樣本。而各類咖啡產品所包含的樣

本種類和抽樣數目詳見表一。 

表一、抽檢樣本資料 

樣本類別 樣本 樣本數目 

咖啡豆 深烘焙咖啡豆、中烘焙咖啡豆、淺烘焙咖啡豆 12 

咖啡豆研磨粉 
深烘焙咖啡研磨粉、中烘焙咖啡研磨粉、淺烘

焙咖啡研磨粉 
12 

速溶咖啡粉 速溶黑咖啡粉、含奶速溶咖啡粉 18 

預包裝咖啡飲料 預包裝黑咖啡、含奶預包裝咖啡 10 

現調咖啡 
美式咖啡、濃縮咖啡、拿鐵、卡布奇諾、茶餐

廳黑咖啡和奶啡 
18 

共計： 70 

 

  本次抽樣樣本的加工／包裝地包括中國內地、台灣、澳門、日本、韓國、意

大利、英國、瑞士、德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樣本的咖啡豆產

地包括中國內地、日本、巴西、埃塞俄比亞、哥倫比亞、意大利、東帝汶、越南、

肯尼亞、洪都拉斯、坦桑尼亞等。 

 

五、 檢測結果 

  檢測結果顯示，各類咖啡產品的丙烯酰胺檢出率介乎 70 %至 100 %。當中，

咖啡豆和咖啡豆研磨粉的檢出率為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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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類咖啡產品樣本之丙烯酰胺檢出率 

 
 

  丙烯酰胺含量方面，各類咖啡產品樣本的檢出結果介乎“未檢出”至 796 

μg/kg。而當中以速溶咖啡粉的平均含量最高。 

 

表二、各類咖啡產品樣本之丙烯酰胺含量 

樣本類別 樣本數目 最低值（μg/kg） 最高值（μg/kg） 

咖啡豆 12 101 296 

咖啡豆研磨粉 12 169 411 

速溶咖啡粉 18 未檢出 796 

預包裝咖啡飲料 10 未檢出 12.9 

現調咖啡 18 未檢出 23.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咖啡豆

咖啡豆研磨粉

速溶咖啡粉

預包裝咖啡飲料

現調咖啡

咖啡豆 咖啡豆研磨粉 速溶咖啡粉 預包裝咖啡飲料 現調咖啡

檢出率(%) 100 100 94.4 70 77.8

檢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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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類咖啡產品樣本之丙烯酰胺平均含量 

 
 

  參考歐盟法規 2017/2158８，烘焙咖啡和速溶咖啡的丙烯酰胺基準水平分別為

400 μg/kg 和 850 μg/kg。而是次研究檢測的相關咖啡產品樣本中，超過 97.6%的

丙烯酰胺含量均符合上述歐盟訂立的基準水平。 

六、 攝入情況 

  本研究以保守方法計算，在按樣本包裝之沖調指示推算樣本在食用狀態之丙

烯酰胺含量時，將忽略沖調過程對含量的影響因素，假定咖啡豆及咖啡豆研磨粉

中的丙烯酰胺會全數釋出到最終食用狀態的飲料中。 

  各類咖啡產品樣本轉換成食用狀態時的丙烯酰胺結果介乎“未檢出”至118 

μg/kg，而其含量平均值介乎 8.9 至 38.4 μg/kg，當中平均含量最高的咖啡產品類

別為咖啡豆研磨粉。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咖啡豆

咖啡豆研磨粉

速溶咖啡粉

預包裝咖啡飲料

現調咖啡

咖啡豆 咖啡豆研磨粉 速溶咖啡粉 預包裝咖啡飲料 現調咖啡

平均值（μg/kg） 179.9 213.5 322.9 8.9 14.1

平均值（μg/kg）

*在計算平均值時，對於結果為“未檢出”之樣本，會以檢測限的一半作為檢出值操作。  *在計算平均值時，對於結果為“未檢出”之樣本，會以檢測限的一半作為檢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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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類咖啡產品樣本在食用狀態時之丙烯酰胺含量 

樣本類別 樣本數目 最低值（μg/kg） 最高值（μg/kg） 

咖啡豆 12 6.7 18.7 

咖啡豆研磨粉 12 8.8 118.2 

速溶咖啡粉 18 未檢出 21.7 

預包裝咖啡飲料 10 未檢出 12.9 

現調咖啡 18 未檢出 23.5 

 

圖三、各類咖啡產品樣本在食用狀態時之丙烯酰胺平均含量 

 
 

  而上述咖啡產品樣本在食用狀態時之丙烯酰胺平均含量為 15.98 μg/kg，以

60 公斤體重之成人計算，是次研究結果顯示，本澳一般人群及高消費人群每日

從咖啡中攝入丙烯酰胺的量分別為 3.06 μg 及 7.19 μg。 

 

七、 討論與總結 

檢測結果顯示，各類咖啡產品的檢出率介乎 70%至 100%。各類咖啡產品的

平均值介乎 8.9 μg/kg 至 322.9 μg/kg。而在各類咖啡產品中，速溶咖啡粉的丙烯

酰胺含量最高，因該類產品需經過提取和濃縮處理，故產品中的丙烯酰胺濃度亦

會相應增高。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咖啡豆

咖啡豆研磨粉

速溶咖啡粉

預包裝咖啡飲料

現調咖啡

咖啡豆 咖啡豆研磨粉 速溶咖啡粉 預包裝咖啡飲料 現調咖啡

平均值(ug/kg) 11.9 38.4 9.6 8.9 14.1

平均值（μg/kg）

*在計算平均值時，對於結果為“未檢出”之樣本，會以檢測限的一半作為檢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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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歐盟為咖啡產品訂立的丙烯酰胺基準水平，是次研究的相關咖啡產品樣

本的丙烯酰胺含量近 98 %符合上述基準水平，而針對本次研究當中屬於本澳加

工／包裝的咖啡產品樣本作分析，相關咖啡產品樣本超過 95 %符合上述基準水

平。調查結果顯示，是次在本澳巿面抽取的相關咖啡產品樣本之丙烯酰胺含量普

遍已處於歐盟目前為控制咖啡產品中丙烯酰胺含量所設立的合理水平。而當中由

本澳加工／包裝的相關咖啡產品樣本亦普遍處於上述水平。 

 

按文獻資料與下述國家咖啡產品的丙烯酰胺含量對比，從數字可見，本次研

究的本澳相關咖啡產品與其他國家比較，情況各異，但多數情況屬偏低水平。 

表四、各地烘焙咖啡及速溶咖啡丙烯酰胺含量*  
烘焙咖啡（μg/kg） 速溶咖啡（μg/kg） 

澳門 196.7 322.9 
韓國[11] 195 669 

中國[12] 279.9** 

歐盟[13] 249 710 
英國[14] 240 565 

波蘭[15] 392 N/A 

*由於各項研究進行的時間、食物消費量數據收集方法、分析方法及數據處理等不盡相同，因此

在直接比較數據時，需謹慎考量。**該數據來源未有指明咖啡產品類別。 

 

  攝入情況方面，本澳一般人群及高消費人群每日從咖啡中攝入丙烯酰胺的量

分別為 3.06 μg 及 7.19 μg。而由於咖啡產品並非人體從飲食中攝入丙烯酰胺的唯

一來源，因此，有關本澳巿民的丙烯酰胺攝入情況，需要更多的數據作綜合分析。 

 

  經過國際上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科學家們認為丙烯酰胺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是

值得關注的，但對丙烯酰胺直接危害人體健康方面並沒有明確的結論共識。聯合

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暫未為丙烯酰胺

訂立每日可接受攝入限量，而食品法典委員會現時亦並未有訂定丙烯酰胺在食品

中的限值。  

 

  目前，各國為降低食品中丙烯酰胺含量之普遍措施為製定指導文件，以為業

界提供減量參考方法，而本澳亦已於 2019 年推出 GL 002 DSA 2019《減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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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丙烯酰胺含量的食品安全指引》16，以協助本澳食品業界減低相關食品中的丙

烯酰胺含量。 

 

  關於食品中丙烯酰胺的議題一直備受國際的關注，國際組織及多個國家均仍

努力研究減低食品中丙烯酰胺含量的方法。2024年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員會(Codex 

Committee on Contaminants in Foods, CCCF) 第 17 届會議亦有對於食品中丙烯酰

胺的議題作討論，委員會同意將繼續有關研究修改現行的操作規範文件 17工作，

並收集各地的減低食品中丙烯酰胺的新風險管理措施資訊，此舉將有利國際更科

學地就相關管理措施取得共識，本署亦會持續密切留意相關的進展，以便按本澳

實際情況，新增或調整相關控制措施，進一步保障本澳的食品安全。 

 

八、 建議 

  由於咖啡產品並非巿民因飲食而攝入丙烯酰胺的唯一食物來源，因此要更

全面評估本澳巿民的具體丙烯酰胺攝入情況，仍需收集更多不同類別食品的丙

烯酰胺含量數據及開展更全面的研究。 

 

另外，為了儘可能降低因飲食而攝入丙烯酰胺，本署對市民和業界有以下

建議： 

 

1. 給業界的建議 

 應設法減低食品的丙烯酰胺含量，研究減少食品中丙烯酰胺的可能途徑，考

慮咖啡豆的品種、烘焙工藝、儲存條件、沖調及配製工藝等對咖啡丙烯酰胺

的影響，探討優化本澳相關工業生產； 

 遵從 GL 002 DSA 2019《減低食品中丙烯酰胺含量的食品安全指引》。 

 

2. 給市民的建議 

 應保持營養均衡的飲食習慣，不宜過量飲用咖啡； 

 應選擇信譽良好的商店購買咖啡產品； 

 在選購咖啡產品時應保持多元化，避免長期飲用特定的單一咖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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