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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13 日  

討論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7 年食物監察計劃報告及  

因應申訴專員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  

監控制度」調查報告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食物安全

中心（食安中心）於2017年進行食物監察計劃的工作，並報告在

此期間監察所得的主要結果及已採取的跟進行動。  

 
 
食物監察計劃  

 
2. 食安中心採用世界衞生組織倡導的「從農場到餐桌」策

略，保障香港的食物安全。源頭管理工作包括規定某些供港食用

動物和食品只可以由經審核檢查的認可農場／加工廠種植或生

產，以及須附有衞生證明書等。在食物供應鏈的下游層面，食物

監察計劃是保障食物安全的其中重要一環。  

 
3. 食安中心的食物監察計劃透過監察出售食物，以檢定它

們是否符合法例規定和適宜供人食用。食安中心分別從進口、批

發和零售層面（包括網上零售商）抽取食物樣本，並按照風險為

本的原則決定擬抽取的食物樣本類別、檢測次數、樣本數目，以

及擬進行的化驗分析。食安中心又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過往的

食物監察結果、本港及其他地方發生的食物事故及相關的食物

風險分析，定期檢討抽樣工作及進行的化驗。食安中心會就計劃

內的調查項目諮詢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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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監察策略包括日常食品監察、專項食品調查及時令

食品調查三方面。另外，食安中心亦進行普及食品專題調查，評

估市民經常食用食品的安全情況。食安中心於 2017 年共完成

8 個專項食品調查、6 個時令食品調查及 1 個普及食品專題調查，

有關調查項目詳見附件一。  

 
5. 食安中心亦就市民關心的食物安全事故及報導加強監

察工作。例如，就巴西出口肉類的品質問題及偽造衞生證明書事

件、荷蘭當地農場生產的雞蛋被檢出除害劑氟蟲腈事件以及法

國嬰幼兒配方奶粉疑受沙門氏菌污染事件等，食安中心已即時

採取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包括聯絡有關當局及業界了解事件

及索取所需資料、調查問題食品有否在港售賣等，並因應情況所

需，從本港市面抽取相關食物樣本，對有關危害物質進行化驗。

不合格樣本的結果已透過新聞公報向公眾發布。  

 

 
公布機制  

 
6. 食安中心每月發表「食物安全報告」，公布上月的日常

食品監察結果。專項食品、時令食品和普及食品專題調查的結果

會在調查完成後盡快發放。  

 
7. 若有檢測結果顯示食物樣本對公眾健康構成重大威脅

或渉及公衆關注事件，食安中心會發出新聞公報，解釋有關風險

及提醒市民避免食用有關的食物。食安中心亦會把有關事件的

資料上載於食安中心的「面書」（Facebook）專頁。  

 
 
2017年的情況  

 
8. 撇除有關日本進口食品樣本的輻射檢測 1，食安中心於

2017 年共檢測了約 67 100 個食品樣本。  

 

                                                       
1 有關日本進口食品樣本的輻射檢測工作，請參照下文第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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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這些檢測結果中，有 106 個樣本不合格（參考表一），

整體合格率達 99.8%。  

 

表一：不合格樣本的主要問題  

 

食物種類  
檢測樣本

數目 * 

不合格樣本數目  

（不合格率）  

主要問題  

（涉及不合格樣本

數目）  

蔬菜、水果

及其製品  
29 900 

33 
（0.11%）  

除害劑（19）、金屬雜

質（ 7）、防腐劑（2）、

染色料（2）、食物標

籤（2）、致病原（1） 

肉類、家禽

及其製品  
6 300 

2 
（0.03%）  

防腐劑（1）、致病原

（1）  

水產及其製

品  
5 900 

23 
（0.39%）  

金屬雜質（11）、獸藥

殘餘（7）、二噁英及

二 噁 英 樣 多 氯 聯 苯

（2）、防腐劑（1）、

致病原（1）、食物標

籤（1）  

奶類、奶類

製品及冰凍

甜點  

9 800 
22 

（0.22%）  

衞生指標（21）、成分

組合（1）  

穀類及穀類

製品  
3 500 

4 
（0.11%）  

防腐劑（2）、金屬雜

質（2）  

其他  11 800 
22 

（0.19%）  

除害劑（8）、防腐劑

（6）、食物標籤（3）、

衞生指標（1）、成分

組合（1）、棒曲霉素

（1）、未標示致敏物

（1）、致病原（1）  

總數  67 100 
106 

（ 0.16%）  
 

*  因四捨五入關係，有關數字的總和未必等同總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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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般而言，食安中心就問題食品的跟進工作包括追查不

合格樣本所屬批次的源頭；通知有關產地的當局作出跟進；在有

需要時要求入口商／分銷商進行回收、停止售賣及銷毁有問題

的食品；向公眾公布事件（見上文第 7 段）。  

 
11. 大部分不合格樣本所涉及的問題並不嚴重，對普遍市民

的健康不會造成不良影響。食安中心一直建議公眾保持均衡飲

食，避免因偏食某幾類食物而攝入過量的化學物或金屬污染物

等。  

 
12. 總括而言，食安中心於 2017 年進行的食物監察計劃顯

示，在本港出售的食物的整體合格率維持於高水平，與近年情況

相若。對於個別驗出有問題的食品，食安中心已採取迅速及有效

的風險管理行動，以保障市民的健康。  

 

 

相關事宜  

 
13. 我們就一些公眾較關注的食物類別的食物安全情況作

以下陳述。  

 
I. 蔬果含除害劑的情況  

 
14.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第 132CM 章）（《規例》）

自 2014 年 8 月起正式實施，食安中心在 2017 年共完成約

21 700 個從進口、批發及零售層面採集蔬果樣本的除害劑檢測，

其中 19 個樣本不合格，其餘全部通過測試。整體不合格率不足

0.1%。  

 
15. 食安中心就除害劑不合格樣本所進行的風險評估 2結果

顯示，在按一般食用量進食的情況下，對健康帶來即時不良影響

                                                       
2 評估方法是根據除害劑殘餘量及市民就有關食物的食用模式結合而得的

數據（即風險評估所得結果），再與安全參考值（例如評估長期攝取量的

每日可攝入量，或評估短期攝取量的急性毒性參考劑量）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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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並不大。食物內的除害劑殘餘過量可能是業界沒有遵從

優良務農規範，例如在農作物上使用過量除害劑及／或除害劑

而在未有足夠時間分解前便進行收割。《規例》中釐定的食物內

除害劑殘餘最高殘餘限量並不是食物安全指標，而是在按照優

良務農規範而施用除害劑的情況下，食品中的最高除害劑殘餘

水平來制定，因此進食除害劑殘餘超標的食物並不代表一定會

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16. 申訴專員公署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發表有關「食物環

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監控制度」的主動調查報告。政府已

於 2018 年 1 月初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遞交

資料文件（見附件二），簡介食物及衞生局和食安中心的回應及

跟進措施。  

 
II. 「直銷菜」的食物安全  

 
17. 一直以來，進口香港的蔬菜既可經批發市場（包括由漁

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營運的批發市場、長沙灣蔬菜統營處，

或私營批發商）分銷，亦可直接經零售點出售（「直銷」）。蔬菜

在香港是否經批發銷售，與食物安全保障無關。批發市場主要為

進口商及零售商提供交易平台，便利營商。任何在本港出售供人

食用的蔬菜，不論是否經漁護署營運的批發市場或長沙灣蔬菜

統營處等分銷，都受本港食物安全監管機制規管。  

 
III. 過境人士攜帶懷疑非自用的蔬菜入境  

 
18. 政府一直有留意到有過境人士假借自用為名而透過羅

湖口岸攜帶蔬菜入境，並作售賣之用。事實上，食安中心與香港

海關一直就經文錦渡食物管制站以外的關口進口蔬菜的活動保

持緊密聯繫，並交換情報。為堵截有關活動，香港海關與食安中

心不時進行聯合行動。香港海關如發現有旅客攜帶大量懷疑非

自用的蔬菜入境，會將個案轉介食安中心人員跟進。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間，香港海關共轉介了 34 宗在羅湖口岸

攜帶大量蔬菜入境的個案，當中 3 宗個案經情報收集及調查後，

證實涉事的食物是帶到香港作出售用途，食安中心已檢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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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士沒有遵從《食物安全條例》（第 612 章）的規定登記為進口

商；其餘 31 宗個案雖未有足夠證據證明該等食物是用作售賣用

途，惟涉事旅客都自願轉交有關蔬菜給食安中心作銷毀。食安中

心合共銷毀約 1 公噸涉事蔬菜。食安中心不時透過風險傳達工

作，向本港菜販商及蔬菜進口商傳遞信息，叮囑他們不論進口蔬

菜是否經蔬菜批發市場分銷至零售店，均應從內地備案供港菜

場和生產加工企業進口蔬菜。  

 
IV. 水產類食品含金屬雜質的情況  

 
19. 食安中心在 2017 年，透過恆常食物監察共抽取超過

1 100 個水產類食物樣本作金屬雜質含量測試，共發現 11 個樣

本的金屬雜質含量超出法定標準，當中包括 7 個螃蟹樣本鎘含

量超出法例標準，另外 4 個魚類及其製品樣本的汞含量超出法

例標準，其餘水産類食品樣本的檢測結果滿意。  

 
20. 偶爾進食含上述鎘含量超出法定標準的螃蟹，不會對健

康造成不良影響。  

 
21. 一些國際機構如世界衞生組織早已指出，進食捕獵性魚

類是人類攝入汞的主要途徑。食安中心的總膳食研究報告亦指

出體型較大或捕獵性魚類的汞含量可能較高（例如吞拿魚、金目

鯛、鯊魚、劍魚、旗魚、橘棘鯛和大王馬鮫魚等），因此已建議

較容易受汞影響的人士，包括孕婦、計劃懷孕的婦女和幼童等，

在選擇魚類時應首選體型較小的魚類，避免進食上述汞含量可

能較高的魚類，從而減低因攝入過量汞的風險。  

 
V. 日本進口食品輻射檢測  

 
22.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福島事故）

後，食環署署長於 2011 年 3 月 23 日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

例》（第 132 章）第 78B 條發出命令（《命令》），禁止最受影

響的五個縣（包括福島、茨城、櫪木、千葉及群馬）的若干鮮活

食品、奶和奶類飲品、奶粉進口香港。所有來自該 5 個縣份的冷

凍或冷藏野味、肉類及家禽、禽蛋，以及活生、冷凍或冷藏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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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必須附有日本主管當局簽發的證明書，證明有關食物的輻射

水平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訂定的指引限值 3，方可輸入香港。 

 
23. 此外，自福島事故後，食安中心就每批從日本進口的食

品進行輻射檢測。食安中心在 2017 年檢測約 84 100 個日本進口

食品樣本，全部檢測合格，並已於每個工作天在食安中心的網頁

上公布結果。而自從上述《命令》生效以來，食安中心共檢測了

約 465 000 個日本進口食品樣本，全部檢測合格 4。  

 
24. 不過，自上述《命令》生效以來，多次出現來自上述五

縣的蔬果非法進口本港，以及來自上述五縣的冷凍或冷藏肉類

在沒有夾附幅射檢測證書、衞生證明書及進口文件的情況下非

法進口本港，亦涉及誤報產地來源，引起立法會以及公眾關注日

本當局就有關食物出口監管把關的工作。有關事件亦影響本港

市民對日本食安制度就幅射檢測的信心。食物及衞生局和食安

中心一直有要求日本當局加強把關（包括溯源）工作。  

 
25. 福島事故距今已超過 6 年。不少經濟體已放寬或撤消對

日本食物的進口限制。食物及衞生局和食全中心一直與日本當

局就上述進口限制措施保持溝通，並會因應事態的發展，持續檢

視有關限制措施。  

 

                                                       

3 2017 年 12 月 8 日之前，日本主管當局所簽發的證明書須證明有關食物的

碘 -131、銫 -134 及銫 -137 輻射水平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值。

2017 年 12 月 8 日起，日本主管當局所簽發的證明書只須證明有關食物的

銫 -134 及銫 -137 輻射水平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值。根據國

際組織的資料顯示，碘 -131 的半衰期一般較短（約 8 天），經核事故中釋

出的碘 -131 會在短期內因衰變而消失。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距今已超過

6 年。現時多個地區和國家，包括歐盟和新加坡等均不再要求日本當局就

其出口食物檢測碘 -131，只要求日本當局證明其出口食物的銫 -134 及銫 -

137 輻射水平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所訂定的指引限值。經徵詢食物安

全專家委員會的意見以及基於科學理據，食安中心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

起，不再要求日本當局檢測碘 -131。  

4 當中有 66 個樣本被檢出低水平輻射，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

值。主要是茶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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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網上銷售食物的食物安全  

 
26. 針對沒有實體店鋪的經營者於互聯網或社交平台銷售

受限制出售的食物，食環署已於 2016 年 2 月 22 日推出一套規

管網上售賣受限制出售食物的許可證牌照條件，並接受申請。牌

照條件主要規管食物必須來自合法來源，食物在運送過程中不

受干擾以減少交叉污染，以及時刻保存於安全合適的温度。此

外，經營者須於網站提供許可證上的資料如許可證號碼、許可證

上登記的地址及獲批准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等，供消費者在網上

選購時參考及在食環署網頁核實。2017 年食環署共簽發 146 個

許可證。食環署亦會就網上銷售食物的情況進行監察，如懷疑網

上銷售供人食用的食物涉及無牌經營食物業或對食物來源有懷

疑，食環署會進行調查及採取適當跟進行動，包括向有關的網站

發出警告，如有足夠證據會提出檢控。2017 年食環署引用《食

物業規例》（第 132X 章）成功向在網上售賣食物的無牌食物業

處所提出 22 宗檢控。  

 
27. 因應網上銷售食物日趨普遍，食安中心已加強抽取網上

出售的食物作化學及微生物檢測。2017 年共抽取超過 4 000 個

網購食物樣本進行相關測試，在已完成檢測的樣本中，除 1 個黃

薑米樣本含不准添加的防腐劑及 1 個被檢出含李斯特菌的燒牛

肉樣本外，其餘結果均屬滿意。  

 
28. 此外，為加強市民及業界對在網上購買或售賣食物的知

識，食環署已透過不同途徑加強這方面的公眾教育及宣傳，包括

在食環署網頁、制作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派發宣傳單

張及張貼海報等，以提醒市民網購食物時，要留意在網上所購買

食物的性質、潛在風險及供應商在運送過程中提供的溫度控制，

尤其是容易變壞或高風險的食物。同時，亦提醒業界如經營食物

業，不論規模及形式，都必須依法申請相關牌照及准許，以確保

消費者的權益及健康。食環署亦會於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網購食

品高峰期間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提醒市民在網上選購食物時應

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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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作  

 
29. 食安中心會繼續加强食物監察、執法以及公眾教育等方

面的工作，以保障本港的食物安全。  

 
30. 有效的食物監察機制須建基於行之有效的食物追蹤機

制。《食物安全條例》授權食安中心透過加強食物追蹤機制，監

察食物進口和分銷活動，讓出現食物安全事故時，食安中心能調

查食安問題的根源及成因，以及鎖定責任誰屬，有助食安中心執

法以及提升阻嚇作用。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食安中心會加强抽

查等監察行動，進一步確保食物進口和分銷活動符合食物可溯

源的要求。  

 
 
徵詢意見  

 
3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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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 年食物監察計劃的調查項目  

 
 
(A) 日常食品監察  

 
日常食品監察包括各類主要食品，例如蔬果、肉類、家禽、

水產、奶類及穀類。食安中心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抽取樣

本作化學及微生物分析。  

 
(B) 專項食品調查  

 
(i) 肉類中的二氧化硫  

(ii) 食物含金屬雜質的情況  

(iii) 即食食物中的李斯特菌  

(iv) 即食食物中的副溶血性弧菌  

(v) 即食食物中的沙門氏菌  

(vi) 即食食物中的凝固酶陽性葡萄球菌  

(vii) 即食食物中的蠟樣芽胞桿菌  

(viii) 即食食物中的產氣莢膜梭狀芽孢桿菌  

 
(C) 時令食品調查  

 
(i) 賀年食品  

(ii) 粽子  

(iii) 月餅  

(iv) 大閘蟹  

(v) 臘味  

(vi) 盆菜  

 
(D) 普及食品專題調查  

 
(i) 火鍋食品及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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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申訴專員公署有關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監控制度」調查報告：  

政府當局的回應及跟進措施  

 
 
目的  

 
 申訴專員公署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發表有關「食物環

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監控制度」的主動調查報告（調查

報告）。本文件向委員簡介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和食物環

境衞生署（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食安中心）的回應及跟進

措施。  

 
 
調查報告  

 
2. 調查報告對食安中心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文錦渡

辦事處）抽檢蔬果的工作、海路進口蔬果的監察及抽檢安排、

樣本送往政府化驗所至完成化驗所需的時間、以及相關法例就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含量及金屬雜質含量的規管等作出一些觀

察及評論，並提出了八項建議：  

 
(a) 建議（一）：增加於文錦渡辦事處抽取水果樣本的

數目；  

 
(b) 建議（二）：發出指引，指示職員如何能更有效抽

檢貨車貯物櫃內（包括較深處的）蔬果；  

 
(c) 建議（三）：增加於進口商貨倉／冷庫抽取從海路

進口的水果樣本的數目；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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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議（四）：在批發市場多抽檢相信是從海路進口

的蔬果；  

 
(e) 建議（五）：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可能縮短運送蔬

果樣本至政府化驗所的時間；並與政府化驗所商討

能否增添資源（如人手、機器、空間等）以加快化

驗樣本的速度；  

 
(f) 建議（六）：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對蓮藕和豆芽的

歸類，盡快把該兩類蔬菜納入《食物內除害劑殘餘

規例》（《規例》）附表 1 規管；  

 
(g) 建議（七）：採納食品法典委員現行對葉菜類蔬菜

的「鉛」含量標準，盡快落實修訂《食物攙雜（金

屬雜質含量）規例》，以加強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  

 
(h) 建議（八）：繼續致力擴闊相關法例附表所監管的

範圍，以涵蓋更多本地食物，包括參考內地相關食

物安全監控機構，以及向本港進口食物的國家／地

區對食物分類的最新發展，就港人普遍食用的蔬果

種類制訂除害劑殘餘及金屬雜質最高限量標準，然

後納入相關法例附表內以便規管。  

 
 
政府當局的回應及跟進措施  

 
3.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由農場至餐桌｣的原則，規管食物

安全需要整個食物供應鏈不同持份者的充分合作，包括食物生

產地的源頭管理措施、生產商採用優良生產作業守則、出入口

地政府的檢驗檢疫和食物檢測工作，以及銷售鏈不同的營運者

對操作衞生的重視等。調查報告主要針對入口地監管當局對食

物檢驗檢測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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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衞局和食安中心歡迎調查報告，整體上同意申訴專

員的意見及並採納建議，以及已採取行動以落實所有的建議。 

 
5. 就調查報告提出的八項建議，我們的回應載列如下：  

 
建議（一）：增加於文錦渡辦事處抽取水果樣本的數目  

 
6. 政府欣悉申訴專員理解蔬果不屬「高危」食物，事實上，

食安中心於 2016 年共檢測約 30 800 個屬蔬果及其製品的樣

本，佔食安中心每年檢測食物樣本總數相當高的百份比。蔬果

及其製品的樣本的整體檢測合格率達 99.8%。因應調查報告的

意見，食安中心已安排增加文錦渡辦事處抽取水果樣本的數

目。我們會一如以往充分及全面考慮不同食物種類的風險，積

極研究改善抽樣安排。  

 
建議（二）：發出指引，指示職員如何能更有效抽檢貨車貯物

櫃內（包括較深處的）蔬果，以減少問題蔬果避過抽檢的機會  

 
7. 食安中心前線人員從菜車抽取蔬菜作檢查和檢測時，

會按隨機抽樣的原則，除了取自近貨車門的蔬菜外，亦會按情

況利用升降台抽取放置於貨車較高及較深處的蔬菜。食安中心

已就前線人員抽檢貨車貯物櫃內（包括較深處的）蔬果草擬指

引，以有效落實有關程序，並同時確保職業安全。食安中心亦

會 加 強 相 關 的 培 訓 及 現 場 的 指 導 工 作 。 食 安 中 心 計 劃 於

2018 年初試行新抽檢程序。  

 
建議（三）：增加於進口商貨倉／冷庫抽取從海路進口的水果

樣本的數目  

 
8. 食安中心不時檢視進口層面的監管機制。海路、空運和

陸路關口的基本設施與運作模式並不一樣，但食安中心會因應

客觀條件而釐訂具體監管安排。食安中心在葵涌海關大樓設立

海路進口食物檢查站，並已於 2015 年 10 月底開始運作，以加

強對從海路進口食物的監察工作，進一步完善香港的食物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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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請參閱第 10 段）。此外，食安中心亦已主動開展從進口

商的貨倉中抽取水果樣本作檢測，並已增加有關樣本數目。  

 
建議（四）：在批發市場多抽檢相信是從海路進口的蔬果  

 
9. 食安中心會參考申訴專員的建議及按照風險為本的原

則，持續檢視及改善相關的食物抽檢安排。  

 
10. 在進口層面抽取從海路入口的水果樣本方面，食安中

心會在葵涌檢測站或入口商的貨倉或凍倉進行抽檢。食安中心

在決定為入口食物進行檢測的地點時，會考慮風險因素，例如

進口商過往記錄及情報；也會考慮一些具體的技術及操作情

況，例如涉及的食物是否需要使用冷凍設施。因此檢查食物的

地點主要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食安中心已開展在葵涌檢查站

抽檢蔬果，並會與香港海關保持緊密聯繫，進一步善用該檢查

站的設施。  

 
11. 在批發層面抽取水果樣本方面，食安中心早前已於長

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以及油麻地的九龍

水果批發市場進行調查，以進一步了解經海路進口的水果於批

發層面大概所佔的比率。根據食安中心的調查結果，以上食品

批發市場當中，八成的水果經海路進口。食環署已逐步加強從

批發市場抽取水果樣本作檢測，並會繼續增加水果樣本的數

目。  

 
建議（五）：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可能縮短運送蔬果樣本至政

府化驗所的時間；並與政府化驗所商討能否增添資源（如人手、

機器、空間等）以加快化驗樣本的速度  

 
12. 從陸路進入香港的新鮮蔬菜必須經指定的文錦渡關口

進港。當入境菜車抵達文錦渡辦事處後，食安中心人員會檢查

菜車鉛封是否完整、核對隨貨文件、檢查蔬菜及按照風險為本

的模式抽取蔬菜樣本進行快速農藥殘留測試和詳細化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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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現時安排下，食安中心於文錦渡管制站抽取的蔬果

樣本，以及在食物事故時所抽取的蔬果樣本，通常可於 2-3 個

工作天內完成檢測工作。其他恆常檢測的蔬果樣本才需較長時

間完成檢測工作。  

 
14. 一般來說，食安中心會針對風險較高的除害劑即場進

行快速農藥殘留測試，可於即日得出檢測結果；對於同屬較高

風險的除害劑的詳細化學分析，食安中心轄下的文錦渡食物化

驗室可提供即場的檢測服務，通常可於 2-3 日得出詳細的檢測

結果。如食安中心發現可疑個案，例如個別蔬菜批次來歷不明、

不具備隨貨文件、鉛封破損等，或有關蔬菜批次或農場涉及影

響公眾健康的食安事件，食安中心會扣檢相關貨車，有待檢驗

結果合格才予以放行。  

 
15. 按風險為本原則，其他風險較低、具完備隨貨文件、鉛

封完整、或入口註冊農場亦沒涉及食安事故的蔬菜批次等，食

安中心也同樣會抽樣進行化驗。按現行分工安排，文錦渡食物

化驗室主要負責檢測較高風險蔬菜樣本，其他風險相對較低的

蔬菜樣本一般會送往政府化驗所進行恆常的檢測。申訴專員指

政府化驗所一般可於 19 個工作天內完成檢測工作的情況，便

是針對上述風險較低的蔬菜批次樣本化驗工作而言，並非泛指

所有入口蔬菜的抽檢情況。  

 
16. 就恆常、風險較低蔬菜樣本的檢測，食安中心現正進一

步與政府化驗所研究申訴專員公署的有關建議，以及商討資源

分配等問題，並會作出更具彈性的處理，盡可能縮短運送蔬果

樣本至政府化驗所的時間。食安中心會靈活、機動調配資源，

不斷審視檢測安排，以最具針對性的規管策略保障食物安全及

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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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六）：參考法典會對蓮藕和豆芽的歸類，盡快把該兩類

蔬菜納入附表 1 規管  

 
17.  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不論其名稱及食物分類法有沒

有在法例列明）都必須符合香港的法例法規要求，包括必須適

宜供人食用。《規例》適用於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不論個

別的食物及食物組別有沒有在該《規例》下具體列明。舉例來

說，有一些食物組別（例如葉菜類蔬菜（ “Leafy Vegetables”）

或根菜類和薯芋類蔬菜（ “Root and Tuber Vegetables”）），已涵

蓋多種市民日常食用的蔬菜品種，因此無需把所有類型的蔬菜

逐一臚列。此外，《規例》也明文規定只有在食用有關食物不

會危害或損害健康的情況下，才可進口或售賣有關食物。食安

中心一貫按照國際慣例根據風險評估確定食用有關食物會否

危害或損害健康。因此不存在沒有逐一列出食物的名稱便出現

規管漏洞的問題。  

 
18.  在制定《規例》附表 1 時，我們已詳細參考了當時食品

法典委員會的食物分類及制定的可用標準。當時，食品法典委

員會並沒有把「蓮藕」及「豆芽」歸類為根菜類和薯芋類蔬菜

及葉菜類蔬菜。食品法典委員會於 2017 年 7 月才作此歸類修

訂。除了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做法外，我們也以向香港出口

食物的其他主要國家或地區（包括內地、美國和泰國等）可用

的相關標準作補充，並充分考慮了本港的實際情況、本地的飲

食習慣，以及於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在製定《規例》

時，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約有 2 800 個，而內地標準約有

800 個。《規例》附表 1 則涵蓋超過 7 000 項標準。由此可見，

《規例》附表 1 的除害劑最高殘餘限量數量，已遠比國際貿易

認可的國際標準為多。  

 
19.  《規例》附表 1 中沒有指明最高殘餘限量／最高再殘餘

限量的「除害劑—食物」組合，食安中心會進行風險評估以確

定食用有關食物會否危害或損害健康。食物種類多不勝數，巨

細無遺地就每項作個別規管殊不可能。因此，食安中心會進行

風險評估，以確定食用檢測含有除害劑殘餘的「豆芽」及「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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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樣本會否危害或損害健康。風險評估是以科學為本，方法

符合國際做法，在訂定《規例》時，此做法是經充分討論及諮

詢的共識。此外，食安中心亦已擬備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

例》食物分類指引 ”，把香港常見食物按食品法典委員會的食

物分類方法分類，以協助業界就其關注的食品識別適用的除害

劑殘餘限量。  

 
20.  與時並進是保障食物安全的基石之一。食安中心會繼續

留意其他地方在實施食品法典委員會最新標準的發展，以豐富

我們對是否及如何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對「豆芽」及「蓮藕」

的分類及最高殘餘限量訂定的考量。  

 
建議（七）：採納食品法典委員現行對葉菜類蔬菜的「鉛」含

量標準，盡快落實修訂《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例》，

以加強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  

 
21.  食衞局與食安中心已於 2017 年 9 月初，就建議修訂《食

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例》，完成了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

詢。其中一項修訂建議，是就「鉛」在葉菜類蔬菜的最高限量，

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的相關標準（即每公斤 0.3 毫克）。在敲

定立法建議和把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審議前，食衞局與食安中

心會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意見。  

 
建議（八）：繼續致力擴闊法例附表所監管的範圍，以涵蓋更

多本地食物，包括參考內地相關食物安全監控機構，以及向本

港進口食物的國家／地區對食物分類的最新發展，就港人普遍

食用的蔬果種類制訂除害劑殘餘及金屬雜質最高限量標準，然

後納入法例附表內以便規管  

 
22.  食安中心會繼續留意國際間的發展，包括食品法典委員

會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標準修訂、他們實施修訂標準的經驗、

以及香港市民的飲食習慣及其他相關因素，以適時檢視相關食

物安全法例及規管安排。例如，我們正檢討現時法例對食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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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質（包括霉菌毒素）的規管，將於 2018 年就有關加強

規管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徵詢意見  

 
23. 請委員備悉政府當局對調查報告所作出的回應及跟進

工作。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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