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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堅果的黃曲霉毒素含量研究調查 

 

一 摘要 

堅果在收穫前後、加工及貯存等過程處理不當，容易使其發霉和受損，

導致空氣中的某些霉菌孢子有機會侵染堅果，助長黃曲霉毒素的產生。為瞭

解本澳市售堅果的食用安全情況，市政署食品安全廳於 2015 年第一季度分別

於本澳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合共抽取 40 個堅果樣本進行黃曲霉毒素 B1 專

項食品調查 1，結果顯示整體合格率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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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將有關的結果上載於食品安全資訊網及食安資訊手機應用程式。 

 

二 背景資料 

1. 堅果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纖維、維生素及多種礦物質等，有助於

提高身體的免疫力，另因其亦含有抗氧化成分，故有助減少心血管疾病

的發病率。堅果主要分兩類，一是木本堅果（Tree nuts），包括核桃、

杏仁、腰果、開心果、山核桃、榛子等；二是種子(Seeds)，包括花生、

南瓜籽等。美國心臟協會於《Circulation Research》雜誌發布最新研究 2, 

3發現，2 型糖尿病患者食用堅果有助降低患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尤其

是木本堅果。 

 

2. 本澳市售的堅果品種豐富，主要以進口堅果為主，產地來源包括中國、

香港、美國等多個國家及地區。倘若堅果在收穫前後、加工及貯存等過

程處理不當，如長時間暴露於溫暖潮濕的環境中，便有機會導致空氣中

的霉菌孢子侵染堅果，有利黃曲霉毒素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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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曲霉毒素的特性 

 

3. 黃曲霉毒素 4, 5, 6, 7 是一組天然存在的毒素，主要是由黃曲霉菌屬

（Aspergillus）的一些霉菌產生的二次代謝物，無色無味，熱穩定性高，

在已知的 14 種或以上黃曲霉毒素中，黃曲霉毒素 B1、B2、G1 及 G2（化

學結構式見圖 1）對人類及動物健康的影響最受關注。在各類黃曲霉毒

素中，以黃曲霉毒素 B1 最常見，毒性最大，引致肝癌的能力最強。多

項研究發現受黃曲霉毒素污染的食品中，若沒有發現黃曲霉毒素 B1，通

常也不會發現黃曲霉毒素 B2、G1 及 G27。黃曲霉毒素常常被發現存在

於堅果、種子等農作物及其製品中，而一般的烹調和加熱過程無法將其

分解或完全去除。 

 

圖 1. 黃曲霉毒素 B1、B2、G1 和 G2 的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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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食品安全文摘 8，黃曲霉毒素過去至今已為經

濟帶來重大負擔，估計每年約毁掉全世界 25%以上的糧食作物。此外，

相關的研究 9 更指出，根據各國對黃曲霉毒素膳食暴露的估計，發展中

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的差異，其中發展中國家對黃曲霉毒素的膳食

風險較發達國家更為嚴重，造成差異的原因主要與飲食結構及食品監管

力度有關。發達國家飲食多樣化，而可能出現黃曲霉毒素的食品會被密

切監測和嚴格監管，故此，黃曲霉毒素中毒風險非常低；然而，發展中

國家的人民經常依賴少數幾種主要作物，當這些作物生長或貯存的環境

有利霉菌生長時，黃曲霉毒素污染的風險便會增加，再加上缺乏完善的

食品監測和監管機制，因此黃曲霉毒素的慢性暴露很難避免。 

 

5. 目前農作物在生產、貯存等過程中仍無法完全預防霉菌之生長，以及排

除食品中黃曲霉毒素的污染。世界上較為普遍的干預措施包括收穫後採

取預防措施以便維持適當的貯存條件（包括控制貯存的濕度、溫度等），

其他措施如化學除污或使用腸道吸附劑，可用於從已被污染的食品中降

低黃曲霉毒素。 

 

對健康的影響（包括急性毒性、慢性毒性、致癌性等） 

 

6. 而有關黃曲霉毒素的毒性研究方面，一般情況下，人類因攝入黃曲霉毒

素而引起急性中毒的個案很罕見，而主要的中毒病徵包括發燒、嘔吐及

黃疸病，也可能引致急性肝臟受損，情況嚴重甚至會致命。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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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的研究報告 10, 11, 12，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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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報告亦指出相

關的研究顯示攝入黃曲霉毒素會降低人體或動物的免疫力，造成營養紊

亂等不良影響，更有機會引起急慢性中毒（主要是肝臟受損）甚至死亡，

因此，黃曲霉毒素被列為令人類患癌的物質（第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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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另外，相關的研究 7亦指出黃曲霉毒素的致癌能力對不同人群存在差異，

如患有乙型肝炎的人士對於黃曲霉毒素較為易感，其因攝入黃曲霉毒素

而患肝癌的相對風險亦較高，因此，減少黃曲霉毒素暴露將會是較為可

取及有利於降低風險的有效措施。 

 

本澳監管措施 

 

9. 本澳第 13/2016 號行政法規《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13分別對“花生

及其製品”，以及“除花生外的其他熟製堅果和籽類及其製品”中黃曲霉毒

素 B1 設定最高限量。 

 

三 目的 

是次研究調查旨在瞭解本澳市售堅果中黃曲霉毒素含量，以確保本澳市

售堅果符合食用安全要求。 

 

四 檢測樣本及項目 

10. 是次專項食品調查工作由食品安全廳及相關的檢驗檢測機構於 2015 年

第一季度共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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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花生、焗杏仁、開心果等，並進行黃曲霉毒素 B1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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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市售堅果專項食品調查抽樣比例 

 

 

 

 

 

 

 

 

圖 1. 市售堅果專項食品調查 

 

 

 

五 結果及建議 

11. 檢測結果方面，參考本澳第 13/2016 號行政法規《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

限量》之相關要求，所有堅果樣本的黃曲霉毒素 B1 含量均低於最高限

量 20μg/kg（花生及其製品）或 5 μg/kg（除花生外的其他熟製堅果和籽

類及其製品），符合上述法規要求（表 1），整體合格率為 100%。 

 

表 1. 市售堅果專項食品調查結果 

 

堅果樣本 樣本數量 
超出本澳相關標準的

樣本數目 

黃曲霉毒素 B1 含量 

（μg/kg） 

花生 15 0 未檢出 

杏仁 15 0 未檢出 

其他堅果 10 0 未檢出 

註：未檢出為檢測結果低於 2.5μg/kg。 

 

 

 

花生

37.5%

杏仁

37.5%

其他堅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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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的研究調查有助初步瞭解本澳市售堅果中黃曲霉毒素含量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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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堅果所含的脂肪、鹽分等含量較高，攝取過量會導致肥胖，

建議市民保持均衡和多元化飲食，適量食用堅果。另外，雖然檢測結果

滿意，但考慮到黃曲霉毒素可能在貯存過程中增加，故建議業界及市民

應將堅果貯存於陰涼乾燥的地方，開封後應盡快食用。 

 

14. 給業界的建議： 

 應謹慎選擇可靠的貨源及供應商； 

 應遵從「先入先出」原則，妥善貯存食品； 

 避免食品貯存於溫暖潮濕的環境，以減低真菌毒素污染的風險； 

 若發現食品存有發霉或損壞跡象，便應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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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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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給市民的建議： 

 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店舖，注意食品的貯存條件； 

 留意包裝是否完整和注意食用期限； 

 購買後應按照包裝上標示的保存方法妥善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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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對食品的質量存疑，便不應購買和食用。 

 

備註：一般情況下，抽檢的堅果樣本數量越多，越有助於瞭解市售堅果之食用安全情況，是

次調查僅選取部分市面常見的堅果作為抽檢樣本，故有關的調查結果只能概略地反映本澳市

售堅果在某一時期的黃曲霉毒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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