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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IARC將其分類為第3級(7-8)，在紅麴發酵過程中

常伴隨產生(紅麴是一種紅麴菌(Monascus)在熟米
的發酵產物，是我國傳統特有食品)。
真菌毒素係由真菌所自然產生，而非人為添

加，食物一旦污染了真菌毒素，難以完全將之去

除，加以食品國際貿易頻繁，真菌毒素乃形成全

球性的問題。為有效降低民眾對真菌毒素之暴露

風險，許多國家已對食品中真菌毒素訂定限量標

準(9-14)。黃麴毒素限量標準部分，我國限定花生及

玉米為15 ppb；其他食品為10 ppb。國際各國以
歐盟之4 ppb為最低；美國則規範所有食品均為20 
ppb。赭麴毒素部分，我國米麥類中赭麴毒素A之
限量標準為5 ppb以下，與Codex、歐盟及中國相
同；咖啡中赭麴毒素A之限量標準為5 ppb以下，
與歐盟相同；我國蘋果汁及含蘋果汁飲料中棒麴

毒素限量標準為50 ppb與國際間相同。至於橘黴
素含量規定，日本的食品添加物標準法規中規定

紅麴色素其橘黴素含量需低於200 ppb(15)，目前僅

我國訂定紅麴製品中橘黴素限量標準。

花生營養豐富風味香醇，是許多食品之主要

原料或配料，惟花生在生長、原料處理或貯存階

前　言

真菌毒素係指一羣由真菌所產生的毒性二級

代謝物，人體食用含真菌毒素食物會造成不同程

度之致害，其中黃麴毒素(aflatoxin)，是目前所
知致癌性最強的真菌毒素。國際癌症研究組織

(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已於1987年確認黃麴毒素為一級致癌物
(1)，經常污染花生、棉子、玉米、米、麥及豆類

等作物，可導致動物之肝臟傷害，厭食及生長緩

慢等症狀，污染量大時則可能致死，不論劑量高

低其累積效應均會增加罹癌風險(2-3)。赭麴毒素A 
(ochratoxin A) 具腎臟毒性、免疫抑制性、致癌性
及致畸胎性等作用，1993年IARC將其列為第2B
級(人類可能的致癌物)，經常於穀物、咖啡、堅
果、可可、水果及香辛類食品檢出赭麴毒素A(4)；

棒麴毒素(patulin) 之急性毒性為腸胃道充、出血
與潰瘍，長期毒性為肝、腎臟毒性、基因毒性及

致畸胎性等作用，IARC將其列入第3級(對人的致
癌性無法被分類，not classifiable)(5)，常於穀物及

水果檢出棒麴毒素；橘黴素(6) 具肝腎毒性，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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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可能受到土壤及空氣中黃黴菌污染，進而產

生黃麴毒素。依據歷年我國市售食品黃麴毒素監

測檢驗結果(16-23) (表一)，以花生製品不合格率最
高，達6.5%，其中花生糖不合格率為最高，花生
粉次之，再其次為花生醬；屬於堅果類的開心果

及香辛類中的辣椒粉也曾檢出黃麴毒素含量不符

規定，惟不合格率較花生製品為低；米麥類為國

人主食，尚無檢出黃麴毒素不合格者。倉儲穀物

及咖啡易受赭麴毒素A污染(4)，歷年來於麵粉、燕

麥及咖啡均無不合格者。市售具養生概念的紅麴

製品種類眾多，紅麴製品存有橘黴素污染問題，

紅麴米也持續被檢出不合格(表二)，必需持續加
強市售紅麴製品中橘黴素之監測。

表一、歷年市售食品黃麴毒素之調查結果統計

類別 種類 年份
抽驗
件數

不合格
件數(%)

花生
製品

花生糖
86-100 1,011 90 (8.9)

101 44 2 (4.3)
小計 1,055 92 (8.7)

花生粉
86-100 321 23 (7.2)

101 30  0 
小計 351 23 (6.5)

花生粒
86-100 233 1 (0.1)

101 23 0 
小計 256 1 (0.4)

花生醬
86-100 128 7 (5.5)

101 14 0 
小計 142 7 (4.9)
合計 1,804 123 (6.5)

堅果類

開心果
96-97 50 3 (6)
101 10 1 (10)

小計 60 4 (6.7)

杏仁
96-97 37 0
101 10 0

小計 47 0

腰果、核桃松子、 
榛果、夏威夷豆

96-97 25 0
101 20 0

小計 45 0
合計 152 4 (2.0)

類別 種類 年份
抽驗
件數

不合格
件數(%)

香辛類

辣椒
97-98 56 2 (3.6)
101 17 0

小計 73 2 (2.7)

胡椒、咖哩
97-98 64 0
101 8 0

小計 34 0

花椒
98 2 0

101 5 1 (20)
小計 7 1 (14.3)
合計 114 3 (2.6)

籽實類

葵瓜子 97 22 1 (4.5)
南瓜子、瓜子 97 43 0
合計 65 1 (1.5)

米麥類

米漿 93 75 0
米、麥 100 60 0
合計 135 0
總計 2,270 130 (5.7)

表二、歷年紅麴製品中橘黴素含量調查結果統計

食品種類 年份 抽驗件數
 不合格件
數(%)

紅麴米

98 a 8 –b

98 c 26 –b

99 14   4 (28.6)
100 17 10 (58.8)
101 18 10 (55.5)

小計 49 24 (49.0)

紅麴膠囊
錠劑

98 a 17 –
100 28   1 (3.6)
101 28 0

小計 56   1 (3.3)

以紅麴為原料之加工食品

98 a 15 0
99 9 0
100 80 0
101 38 0

小計 127 0
合計 232 25 (10.8)

a: 為98年本局市售含紅麴之食品中橘黴素含量調查
b: 監測時尚未制定橘黴素限量標準
c: 行政院衛生署於98.8.5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港口逐批抽
樣進口紅麴米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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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消費者飲食安全及健康，本調查研究

針對市售之花生製品、堅果類、香辛類、米麥

類、咖啡、蘋果汁及紅麴製品以公告檢驗方法，

檢驗黃麴毒素、赭麴毒素A、棒麴毒素及橘黴
素，以了解市售食品中真菌毒素含量情形，本次

調查檢驗結果可提供衛生行政機關作為食品管理

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檢體來源

101年2至10月間委請22個縣市政府衛生局依
抽樣計畫於其轄區內超級市場、傳統市場、雜糧

行、咖啡專賣店及藥妝店等地，以稽查方式抽取

花生製品、堅果類、香辛類、米麥類、咖啡、含

蘋果汁飲料及紅麴製品檢體。

二、檢驗方法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檢驗方法予以檢驗。

㈠98.11.16衛署署授食字第0981800468號公告
「食品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黃麴毒素之檢

驗」。

㈡99.10.15署授食字第0991903551號公告「食
品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赭麴毒素A之檢
驗」。

㈢95.04.27署授食字第0951100004號公告「食品
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棒麴毒素之檢驗」。

㈣99.04.06 署授食字第0991900989號公告「食
品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橘黴素之檢驗」。

結果與討論

本次調查，共抽取356件檢體，包括花生製品
111件，堅果類40件，香辛類30件，共181件檢驗
黃麴毒素；米類11件，麥類25件，咖啡30件，共
66件檢驗赭麴毒素A；含蘋果汁飲料24件檢驗棒
麴毒素；紅麴米18件，紅麴膠囊錠劑28件及以紅
麴為原料之食品38件，共81件檢驗橘黴素。檢驗
結果有342件合格，合格率為96.1%，有14件不合
格，分別為花生製品2件，堅果類1件，香辛類1件
及紅麴製品10件，不合格率為3.9% (表三)。

黃麴毒素不符規定者，包括花生糖2件檢出
總黃麴毒素84.2及128.6 ppb，開心果1件及花椒
1件，分別檢出總黃麴毒素176.0及26.2 ppb (表
四)；黃麴毒素暴露會增加感染B型肝炎病毒者罹
患肝癌之風險(2)。基於黃麴毒素的致癌性，Codex
參考JECFA之建議，未制訂每日可容許攝食量值
(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而採用攝入量應合
理可行地抑低(intake should be reduced to levels as 
low as reasonably possible)原則並制訂限量標準
(9)。94至98年調查結果顯示不合格花生製品之原
料多數來自越南地區(16)，本次調查2件花生糖有1
件進口自越南，1件花椒進口自中國大陸，開心果
原料進口自伊朗，為降低國人攝入黃麴毒素之風

險，於邊境進口實施風險管理機制，從102年起，
自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印尼及印度

等國進口之花生製品，抽批機率提高為20%；自
中國大陸進口之花椒抽批機率提高為50%(27)。對

市售食品則持續加以監測，以降低國人攝入黃麴

毒素之風險。

紅麴製品84件，符合規定者74件(88.1%)，10
件紅麴米檢出橘黴素不符規定者，檢出濃度範圍

為5.9至33.2 ppm (表五)。橘黴素最早由Penicillium 
citrinum 分離出來而得名，其他Aspergillus屬及
Monascus屬黴菌也會產生，橘黴素具抗菌作用，
隨後發現具有腎臟毒性而降低了其實用價值，橘

黴素還可引起肝臟脂肪浸潤，也具血管擴張及氣

管收縮及增加肌肉張力等作用，在實驗動物會導

致腎臟腫脹甚至壞死(8)，橘黴素之致癌性證據有

限，IARC將橘黴素列為第三級致癌因子。Lee等
學者於大鼠之餵飼試驗，得出橘黴素於大鼠腎

臟之無顯著毒性劑量(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NOAEL)為20 μg/kg/d，同時建議紅麴發酵
產品中橘黴素安全濃度為2 ppm(25-26)。我國自98年
8月15日起進口紅麴米改為逐批抽驗，並於同年
12月4日公告訂定食品中橘黴素限量標準，紅麴
原料中為5 ppm，其他以紅麴為原料之加工產品
為2 ppm，99及100年市售食品真菌毒素監測結果
如表5(16, 22-23)，紅麴米中橘黴素不合格比率分別為

28.6%及58.8%。經追查不合格紅麴米之來源，有
7件紅麴米進口自中國，其中有6件係委託中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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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紅麴製品輸入，同時持續實施市售食品橘

黴素含量監測，發現檢出紅麴製品中橘黴素含量

不符規定，即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將不

合格品下架回收、銷毀，並追查供貨來源。

進口。為加強進口紅麴之管控，行政院衛生署於

101年9月1日起公告紅麴之輸入規定改為F01，意
即輸入「紅麴」項下產品應辦理輸入食品查驗，

經查驗符合規定始得進口。冀望由邊境管制防堵

表三、101年食品抽樣種類與件數、檢出濃度與不合格件數統計

類別 種類 檢驗項目 抽樣件數
限量標準

(ppb)
不合格
件數(%)

花生製品

花生粒 總黃麴毒素 23 15 0
花生醬 總黃麴毒素 14 15 0
花生糖 總黃麴毒素 44 15 2 (4.5)
花生粉 總黃麴毒素 30 15 0
小計 111 2 (1.8)

堅果類

開心果 總黃麴毒素 10 10 1 (10)
杏仁 總黃麴毒素 15 10 0
腰果 總黃麴毒素 4 10 0
核桃 總黃麴毒素 1 10 0
松子 總黃麴毒素 2 10 0
榛果 總黃麴毒素 4 10 0

夏威夷豆 總黃麴毒素 3 10 0
小計 40 1 (2.5)

香辛類

辣椒 總黃麴毒素 17 10 0
胡椒 總黃麴毒素 4 10 0
花椒 總黃麴毒素 5 10 1 (20)
咖哩 總黃麴毒素 4 10 0
小計 30 0

米麥類

米 赭麴毒素A 11   5 0
麵製品 赭麴毒素A 15   5 0
燕麥製品 赭麴毒素A 10   5 0
小計 36 0

咖啡

烘焙咖啡豆 赭麴毒素A 15   5 0
咖啡粉 赭麴毒素A 15   5 0
小計 30 0

紅麴製品

紅麴米 橘黴素 18 5 ppm 10 (55.6)
紅麴膠囊
錠劑

橘黴素 28 2 ppm 0

以紅麴為原料之加工食品 橘黴素 38 2 ppm 0
小計 84 10 (11.9)

蘋果汁 含蘋果汁飲料 棒麴毒素 25 50 0
合　 計 356 1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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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調查抽驗食品356件，檢測結果與規定相符
者342件，與規定不符者14件，其中有4件(包括花
生糖2件、開心果1件及花椒1件)檢出黃麴毒素超
出限量標準；另有10件(均為紅麴米)檢出橘黴素
超出限量標準。米麥類、咖啡及含蘋果汁飲料則

均符合規定。檢出不符規定之產品，均已由縣市

政府衛生局追查供貨來源，並依法處辦。

另為加強進口紅麴之管控，行政院衛生署於

101年9月1日起公告紅麴應辦理輸入食品查驗，經
查驗規定始得進口。自102年起，自越南、馬來
西亞、菲律賓、緬甸、印尼及印度進口之花生製

品，抽批機率均提高為20%。同時，自中國大陸
輸入之花椒，抽批機率亦提高為50%。對市售食
品除加強較高風險食品加強抽驗外，亦持續對各

類食品進行真菌毒素含量監測，以確保消費者飲

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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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1年度市售食品中黃麴毒素含量不合格檢體及產地分析統計

序號
檢體
名稱

黃麴毒素含量(ppb) 限量標準
(ppb) 結果判定 產地

B1 B2 G1 G2 Total
1 花生糖 74.5 8.9 – 0.8 84.2 15 不符規定 越南

2 花生糖 121.2 6.6 – 0.8 128.6 15 不符規定 未提供來源

3 花椒 23.3 2.6 – 0.3 26.2 10 不符規定 中國

4 開心果 165.2 10.4 – 0.4 176.0 10 不符規定
台灣

(原料來自伊朗)

–：表未檢出

表五、101年度市售食品中橘黴素含量不合格檢體產地分析統計

序號 檢體名稱 橘黴素含量(ppm)  限量標準(ppm) 結果判定 產地

1 紅曲 5.9 5 與規定不符 中國

2 紅麴米 10.3 5 與規定不符 中國

3 紅麴米 11.9 5 與規定不符 未提供來源

4 紅麴米 14.7 5 與規定不符 未提供來源

5 紅曲 11.5 5 與規定不符 未提供來源

6 紅麴米 8.0 5 與規定不符 中國

7 紅麴米 15.6 5 與規定不符 中國

8 紅麴米 28.1 5 與規定不符 中國

9 紅麴米 33.2 5 與規定不符 中國

10 紅曲米 12.7 5 與規定不符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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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Survey on Mycotoxins in Commercial Foods

MING-TZAI CHEN, YUAN-HSIN HSU, TZU-SUI WANG AND JYH-QUAN PAN

Northern Center for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FD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s of mycotoxins in commercial foods in Taiwan, a total of 356 samples 
from convenient stores, supermarkets and grocery stores located in 22 counties of Taiwan were collected from 
February to September, 2012.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for aflatoxins, ochratoxin A, patulin, and citrinin by the 
methods promulg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Among them, 342 samples (96.1%) complied with 
the regulation set by DOH. Fourteen samples, including 2 peanut candy, 1 pistachio and 1 sichuan peppercorn 
were found contaminated with aflatoxins at levels above the maximum levels, 15 ppb for peanut, 10 ppb for 
nuts and spices, in Taiwan. Ten red yeast rice samples contained citrinin above 5 ppm, exceeding the maximum 
allowed level in Taiwan. The result of this survey has been sent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enforce the 
penalties to the suppliers of the violative samples.

Key words: aflatoxins, ochratoxin A, patulin, citri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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