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7 月 11 日

資料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中小學食物消費量調查 2021-2022 

目的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食安中心）在 2021 年 7 月

至 2022 年 11 月分兩階段對中學生和小學生進行食物的消費

量調查。本文件向議員簡介有關之中小學食物消費量調查

2021-2022 的調查結果。  

背景

2. 食安中心以世界衞生組織和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

提倡的風險分析模式，作為食物安全規管策略的基礎。風險

分析模式被多個經濟體採用，而此模式包括風險的評估、風

險的管理和風險的傳達三方面；當中，風險評估為風險管理

和風險傳達提供科學基礎。

食物安全風險評估  

3. 食物安全風險評估工作涉及以科學方式，評估市民

在日常飲食中可能因攝入一些化學物質（例如：重金屬，除

害劑殘餘）而面對的食物安全風險。評估某種化學物質經膳

食攝入的風險需要運用和結合兩套數據：第一套數據是市民

進食的食物種類和份量，相關數據是透過食物消費量調查來

提供；而第二套數據則是透過化驗而取得有關該種化學物質

於不同種類的食物內的水平。食安中心會透過綜合分析此等

的大量數據，評估和量化市民可能經膳食攝入的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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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推算市民相應的潛在食物安全風險。風險評估的結果有

助食安中心設定和採取適當的風險管理措施，並擬備合適的

食物安全訊息，傳達予公眾（包括市民和食物業界）。  
 
4. 以首個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在  2005 至  2007 年所

得的食物消費量數據為基礎，食安中心進行了首個香港總膳

食研究 1，並在 2011 至 2014 年間發表一系列的總膳食研究

報告。總膳食研究就全香港人口和亞群組對一系列化學物質

的攝入量及相關健康風險提供全面的估算。食安中心亦應用

食物消費量調查所得的數據於日常的風險評估工作中，例如

對恆常檢測不合格的食物樣本進行風險評估。食物消費量模

式讓我們可根據市民的膳食習慣評估潛在的食安風險，為食

物安全標準的制定和檢討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2018-2020 年

進行的第二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為食安中心提供了一

套更新的數據，以支援食安中心日常的風險評估工作及主題

風險評估研究。  
 
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  
 
5.  食物消費量調查作為協助進行風險評估的重要工

具，收集市民的食物消費量數據（即進食的食物種類和份

量）。上文第 4 段提到的兩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均以

成年人口（即 18 歲或以上人群）作為調查對象。為了就較年

輕群組（即 6-17 歲人群）進行更對焦和可靠的食物安全風險

評估，食安中心在參考其他主要經濟體包括內地、美國、澳

洲及加拿大的類似經驗後，在 2021-2022 年進行了一項中小

學食物消費量調查。  
 
 

                                                      
1 總膳食研究是一項既複雜且由多個部分組成的大型計劃。研究人員首先購買市民經常食用的食物，

按照市民慣常的飲食方式處理，即按本地文化習慣把食物製作成為可食用的狀態，然後分析食物

內各種物質的含量。研究人員結合分析結果和食物消費量數據，便可得出市民從膳食攝入有關物

質的分量。其後，會把估計的有關食物化學物膳食攝入量與相關的健康參考值作比較，從而評估

攝入這些物質對健康帶來的風險。 



3 
 

中小學食物消費量調查 2021-2022 
 
6. 食安中心根據教育局的學校名單，以隨機方式從中

小學校抽出受訪者。訪問的工作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8 月）涵蓋中學生，第二階段（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1 月）涵蓋小學生。每階段的訪問工作

持續約 12 個月，以便收集季節性食物的消費量。  
 
調查方式  
 
7. 是次中小學食物消費量調查沿用第二次全港性食物

消費量調查的調查工具，即在兩個非連續日子進行「 24 小時

膳食回顧訪問」及「食物頻率問卷」。因應當時 2019 新型冠

狀病毒大流行的社交距離需要，訪問以視像通話進行。參與

調查的訪問員均接受過營養學專業培訓，他們協助受訪者仔

細憶述 24 小時內進食的所有食物和飲品及其份量。就小學

生受訪者，熟悉其飲食習慣的家長或照顧者更會參與訪問，

以協助受訪者提供食物消費量資料。  

 

8. 多於一天的「 24 小時膳食回顧」的優點，是所收集

的膳食資料較精準。過程中，我們也採用了「多重訪問步驟」:

即訪問開始時，受訪者憶述從訪問日前一天早上六時至訪問

日早上六時期間，曾進食的食物和飲品；再通過隨後的探究

性問題 2就每一種食物加以詢問，從而取得詳細描述，包括烹

調方法、食用分量和用餐時間；然後訪問員會順著餐次時間，

跟受訪者回顧每餐進食食物的資料，訪問員亦會作進一步提

問，以幫助受訪者回憶在進餐時或餐與餐之間曾進食的其他

食物（例如隨餐飲用的飲品、兩餐之間的水果和零食）。「多

重訪問步驟」減少了食物回顧時遺漏的機會，並提高了食物

消費數據的完整性、細節度和準確性。  

 

9. 為協助受訪者更準確量化食用的份量，食安中心在

                                                      
2 探究性問題的例子包括你早餐吃的是什麼片裝麵包？你吃了多少片？一片白麵包的大小如何（包

括厚度）？白麵包烤了嗎？吃白麵包時有沒有與其他食物一起食用，如花生醬、芝士、火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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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之前向受訪者提供一本食物圖片冊，顯示不同食物的特

定數量及其相關重量，協助受訪者量化相關食物的食用量。

另外，訪問員在訪問開始之前，亦會在鏡頭前向受訪者展示

常見飲食用具的樣辦（例如碗、碟、杯和匙羹），受訪者亦

可在訪問過程中向訪問員展示他們在家使用的飲食用具和

食物的包裝，以便有效相互溝通。為了促進飲食回顧，訪問

員會鼓勵受訪者提供他們在「 24 小時膳食回顧」期間所吃食

物的照片。  

 

10. 「 24 小時膳食回顧」包含二千多種食物項目，訪問

員在訪問過程中即時輸入受訪者進食食物的詳細資料，包括

烹調方法和食用分量等。食安中心開發了一套內部電腦系統

「香港膳食系統」以協助訪問及數據輸入。此系統內設有核

查功能，檢查資料遺漏和極端數值，讓訪問員與受訪者確認

資料，從而減低記錄時的錯誤並利便訪問過程的進行。  

 

11. 由於「 24 小時膳食回顧」較難收集不經常食用食物

的消費量，因而局限了評估這些食物的進食量。就此，調查

以「食物頻率問卷」補充「 24 小時膳食回顧訪問」，以收集

一些不是全年供應的食物（例如季節性和節令食物）的消費

量。  

 

從調查獲取的資料  
 

12. 是次中小學食物消費量調查共有來自 24 間小學及 25

間中學的 1 442 位受訪者完成訪問，當中有 1 389 人 (約 96.3%)

的年齡是符合 6 至 17 歲的一般就學年齡。不符合相應範圍

的受訪者數據並沒有納入分析。食安中心將從年齡介乎 6 至

17 歲所收集的資料，按政府統計處 2021 年人口普查的統計

數據進行統計加權分析。  

 
13. 是次調查獲取了本港中小學生在 31 個食物組別、157

個食物亞組別和超過 1 400 個食物項目的每天消費量。固體

食物和液體食物的每天平均飲食量分別爲 1 047 克和  1 431

毫升。 88% 的固體食物消費量源自穀物及穀物製品、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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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類和家禽 (包括燒味和滷味 )、水果、烘焙食品及中式糕點、

點心、蛋類及蛋類製品和魚類。  

 
14. 從食物組別內的每天平均消費量分布，我們觀察到

較年輕群組就米飯和粉麵的消費量分別是 224 克和 138 克，

即分別佔穀物及穀物製品的 61%和 37%，而麵包的消費量則

是 26 克，佔烘焙食品及中式糕點的 55%。葉菜和蕓薹屬植

物（如菜芯、生菜和西蘭花）的消費量是 75 克，佔蔬菜每天

平均消費量的 43%，果菜類（如番茄和燈籠椒）和瓜菜類的

消費量是 36 克，佔 21%，塊根類∕塊莖類（如馬鈴薯和紅蘿

蔔）的消費量則是 27 克，佔 16%。水果的每天消費量有超過

五成源自梨果類（ 27 克，佔 30%；例如蘋果和梨）及柑橘類

（ 21 克，佔 23%；橙佔大部份）。肉類和家禽組別中，每天

平均消費量最高為豬（ 49 克，佔 39%），其次是雞（ 45 克，

佔 35%）和牛（ 25 克，佔 20%）。是次調查收集了較年輕群

組對以上不同食物組別的消費量，當恆常檢測發現樣本超出

標準，食安中心便可應用調查所得的消費量及檢測結果作風

險評估，評估不合格樣本會否對年輕群組的健康造成影響。 
 
15. 根據是次調查的資料，除飲用水外，較年輕群組的頭

四位飲料 (以消費量計算 )是湯羹（ 123 毫升，佔 9%）、茶飲

品（ 97 毫升，佔 7%）、奶和奶類飲品（ 77 毫升，佔 5%）及

汽水（ 54 毫升，佔 4%）。這顯示雖然中小學生於大部分食

物組別的消費量較成年群組少，但於奶和奶類飲品的消費量

較成年群組卻多出 281%。這些具體數據能補充第二次全港

性食物消費量調查沒有涵蓋的年輕群組食物消費量，並為食

物安全風險評估提供更全面的消費量資料。當未來需要制定

或更新食物安全標準，我們能更全面考慮不同年齡群組的實

際情況，以提升本港的食物安全。  
 
16. 中小學食物消費量調查的統計數據將在 2023 年下半

年公布，包括將調查報告上載於食安中心網站，以及將數據

上載至「資料一線通」網站（DATA.GOV.HK），供公眾和學

術機構使用。食安中心已提供此調查的統計數據與有關政府

部門供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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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7. 這套較年輕群組食物消費量數據有助提升食安中心

的風險評估能力，尤其是在評估較年輕群組從膳食中攝入不

同的化學物質對健康的風險。這些進一步的食物安全風險評

估結果將提供科學基礎，以評估食物內個別化學物質的相關

食物安全風險，繼而協助食安中心擬備相應的風險傳達信

息，及制定本港食物安全標準的工作。  
 
18.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環境及生態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23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