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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蔬果製品中農藥殘留含量調查」分析報告 

 

一 摘要 

為瞭解本澳市售蔬果製品的食用安全情況，市政署於 2018 年第二季度分別於本

澳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合共抽取 40 個預包裝蔬果製品樣本進行農藥殘留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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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果製品中農藥殘留含量情況，亦為日後開展相關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二 背景資料 

1. 新鮮蔬菜和水果含有豐富營養，是日常飲食中不可缺少的食品。由於新鮮的

蔬菜和水果不宜長時間保存，於是食品業界將新鮮蔬菜和水果加工製成各種

蔬菜和水果製品，以保留其風味和延長食用期限，同時亦方便市民隨時食用。 

 

2. 預包裝蔬果製品是指以新鮮蔬菜和水果為原料，採用醃製、乾燥、油炸等工

藝加工而成的產品，例如泡菜、蔬菜汁、果乾、罐頭水果等。然而，蔬菜和

水果在種植過程中可能使用到農藥，其加工製成的產品亦可能含有農藥殘留。 

 

3. 農藥是指在食品的生產、貯存、運輸、分銷或加工過程中用於防治、殺滅、

吸引、驅除或控制有害生物，又或可用於控制動物體外寄生蟲的任何物質。

農藥在農作物生產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保護農作物不受昆蟲、雜草、真

菌等影響，亦能提高和穩定農作物的品質和產量 1。 

 

4. 現時，多個國家已因應社會發展和國際市場需求，建立了合適的良好農業規

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GAP）標準和認證制度，從源頭開始保障農產

品的品質安全，包括要求初級農產品在生產種植各個過程中建立完善的追溯

制度，以及規範農藥的施藥方式、劑量、次數、安全間隔期等，並會評估按

照 GAP 進行的規範田間試驗獲得的殘留數據，推薦最大殘留限量，而這些批

准使用的農藥的殘留量不超過安全水平時，並不會產生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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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雖然目前農藥種類很多，但是對環境污染和危害性較大的高殘留農藥仍然持

續受到國際高度關注。在早期的農業生產中，農藥生產者和使用者多注重農

藥的防治效果，往往忽略了農藥的毒性、殘留性、對環境的影響等更為重要

的問題，以致多年來大量的高殘留的毒性農藥一直存在於環境中，嚴重破壞

和污染生態環境，並對食品安全構成影響。 

 

6. 有機氯農藥是一類高毒高殘留農藥，因其防治層面廣，且殺蟲效力強，過去

未發現其殘留毒性前，曾廣泛用於防治農作物和森林的蟲害 2。有機氯農藥主

要分為以苯為原料和以環戊二烯為原料兩大類。第一類是以苯為原料的包括

使用最早、應用最廣的滴滴涕、六六六等；第二類以環戊二烯為原料包括艾

氏劑、狄氏劑、氯丹、七氯、異狄氏劑等。有機氯農藥的化學性質穩定，與

其他持久性污染物一樣，可長時間殘留在環境中，因此，即使停止使用有機

氯農藥，農產品仍可能在種植過程中經由土壤、水、空氣等環境介質吸收和

累積有機氯農藥，然後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內積累而發生作用，從而威脅

人類健康。 

 

7. 2001 年 5 月，多個國家代表於瑞典斯德哥爾摩通過了《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此國際公約規定各締約方應採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

措施，並通過全球努力共同淘汰和消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保護人類健

康和環境遭受持久性污染物的危害。此外，《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

哥爾摩公約》亦嚴格禁止和限制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生產、使用、排放

和貯存，當中包括多項有機氯農藥（包括艾氏劑、狄氏劑、滴滴涕等）。其

後，2004 年 6 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批准公約，

公約自 2004 年 11 月 11 日對中國正式生效，並適用於澳門和香港 3-7。 

 

8. 儘管多個國家早已限制使用或禁止在農業上使用有機氯農藥，但殘留問題多

年來依然存在，主要的原因是長時間存在於環境中的有機氯農藥，可透過全

球蒸餾效應擴散（從地球較溫暖的地區向較寒冷的地區傳送），導致不同地

區的空氣、水和土壤仍可檢測到有機氯農藥殘留 8-15。另外，有研究指出，膳

食是人類攝入有機氯農藥的主要途徑，長期過量攝入有機氯農藥殘留的食品，

可能會對神經系統產生不良影響和存在致癌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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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監管措施 

9. 對於目前本澳未有食品安全標準的部分（如農藥殘留限量），會先綜合考量

食品法典委員會、中國內地、鄰近地區及來源地等相關標準。 

 

三  目的 

是次調查旨在瞭解本澳市售蔬果製品中農藥殘留含量情況，以確保本澳市售蔬果

製品符合食用安全要求。 

 

四  檢測樣本及項目 

10. 是次專項食品調查工作由本署於 2018 年第二季度進行 16。抽樣地點為本澳超

級市場及百貨公司，合共抽取 40 個樣本（圖 2），包括蔬菜汁、無花果乾、

茄汁焗豆、冬菜、冷凍青豆等，並進行農藥殘留檢測，包括艾氏劑、滴滴涕、

狄氏劑、六六六、氯丹、滅蟻靈、七氯及異狄氏劑，產地來源包括中國、日

本、韓國、泰國、英國、美國及加拿大等國家及地區。 

 

圖 1. 市售蔬果製品專項食品調查抽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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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及建議 

11. 檢測結果方面，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之農藥食典最高殘留限量和再殘留限量、

中國國標 GB 2763-2016《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及香港《食物內除害劑

殘餘規例》（第 132CM 章）之要求，所有蔬菜製品樣本的農藥殘留均符合上

述相關的要求（表 1），整體合格率為 100%。 

 

表 1. 市售蔬果製品專項食品調查結果 

 

蔬果製品樣本 樣本數量 
超出相關標準的 

樣本數目 

農藥殘留 

（mg/kg） 

蔬菜製品 20 0 未檢出 

水果製品 20 0 未檢出 

  註：未檢出為檢測結果低於 0.010mg/kg。 

 

12. 有關的調查有助瞭解本澳市售蔬果製品中農藥殘留含量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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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另外，部分蔬果製品所含的糖分、鹽分含量較高，建議市民保持均衡，適量

食用蔬果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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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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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給業界的建議： 

 應向信譽良好的供應商進口蔬果製品； 

 運送和存放等各個程序均需符合衛生安全，如留意雪櫃的貯存溫度，冷

藏溫度應在 5℃以下，冷凍溫度則在-18℃或以下；不需低溫貯存的食品，

如罐頭食品及乾製食品，可貯放於陰涼通風的地方，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若發現食品出現發霉或變壞跡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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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給市民的建議： 

 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店舖； 

 留意食品的氣味和顏色是否異常、包装是否完整及注意食用期限； 

 購買罐頭食品時，如果金屬罐出現膨脹、明顯凹陷及生鏽等現象，便不

應購買和食用； 

 購買冷藏或冷凍食品時，建議自備保溫袋，並在付款前才拿取食品，以

確保食品保持在低溫狀態；購買後，如非即時食用，應盡快放入雪櫃內

貯存； 

 如對食品的質量存疑，便不應購買和食用； 

 另外，新鮮蔬菜和水果富含維生素、礦物質及膳食纖維，建議多吃新鮮

蔬菜和水果，少吃糖分和鹽分較高的加工製品。 

 

備註：一般情況下，抽檢的蔬果製品樣本數量越多，越有助於瞭解市售蔬果製品之食用安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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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澳市售蔬果製品在某一時期的農藥殘留含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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