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生素E與維生素 K1)及礦物質(鈣、鋅、磷、鎂、

鈉、鐵、錳、銅、鉀、碘與氯)等項目，進行檢驗

方法探討(8-15)。2003年針對市售嬰兒配方食品及較

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進行6項維生素及6項礦物

質含量調查分析(16)；2007年針對29件樣品進行維

生素B
2
、維生素B

12
、礦物質鈣及磷等項目之含量

檢驗(17)；2008年針對29件樣品進行維生素B
2
、維

生素B
6
、維生素C、維生素E、泛酸、鎂及碘等營

養素含量進行檢驗(18)。

為持續瞭解市售嬰兒配方奶粉營養素含量標

示符合性，行政院衛生署於2009年3月間函請各衛

生局抽送「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

品」計15件，由本局分別針對維生素B
1
、維生素

C、菸鹼酸、膽鹼及乳脂肪等營養素含量進行檢

前　言

我國將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

食品列為特殊營養食品管理(1)，須經查驗登記檢

驗；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亦有「嬰兒配方食

品」、「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及「特殊醫療

用途嬰兒配方食品」等標準(2-4)。國際間對嬰兒配

方食品亦非常重視，除日本將乳兒用調製乳粉歸

屬為「特別用途食品」(5)，歐美亦訂定相關法規

及標準(6-7)。

有關嬰兒配方食品營養成分之分析，自1989

年起，陸續針對嬰兒配方食品中維生素(包括維

生素B
1
、維生素B

2
、維生素B6、維生素B12、菸鹼

酸、泛酸、維生素C、生物素、泛酸、維生素D、

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中維生素B1、 
維生素B12、維生素C、菸鹼酸、膽鹼及乳脂肪含量 

標示符合性評估

吳白玟、蕭惠文、董靜馨、高長風、許雅鈞、曾品維、曾仁鴻 
戴偉倫、潘志寬、鍾月容、施養志

研究檢驗組

摘　要

本研究係由行政院衛生署於2009年3月函請地方衛生局抽取「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
配方輔助食品」等樣品計15件，分別針對維生素B1、維生素B12、維生素C、菸鹼酸、膽鹼
及乳脂肪等營養素進行檢測，以評估營養標示之符合性，各營養素之檢測件數分別為膽鹼8
件、維生素B12 3件、菸鹼酸、維生素B1及維生素C均各1件。檢驗結果，檢測值與標示值之
百分比值不符合允差範圍者共計9件，包括高於允差上限者8件，低於允差下限者1件。高於
允差上限者分別為膽鹼6件(檢測值為標示值之312-358%)，維生素B12 1件(檢測值為標示值之
360%)，及菸鹼酸1件(檢測值為標示值之279%)；與低於允差下限者為乳脂肪1件(檢測值為
標示值之百分比值之69%)。其他6件樣品，包括維生素B1及維生素C之樣品各1件與維生素
B12及膽鹼各2件之檢測值與標示值均符合所規定之允差範圍內。

關鍵詞：嬰兒配方食品、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維生素B1、維生素B12、維生素C、菸鹼
酸、膽鹼、乳脂肪

食品藥物研究年報. 1 : 72-76 2010
Ann. Rept. Food Drug Res. 1 : 72-7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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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檢驗結果可供作行政管理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樣品來源

本研究之嬰兒配方食品樣品，係由行政院衛

生署於2009年3月函請各衛生局抽送「嬰兒配方食

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共計15件樣品。

二、檢驗項目

本研究分別檢驗膽鹼8件、維生素B
12 

3件，維

生素B
1
、維生素C、菸鹼酸及乳脂肪各1件，共計

15件項，以評估其含量標示值之符合性。

三、檢驗方法

維生素B
1
及維生素C依Su等人(1995)之液相層

析分析嬰兒食品方法(19)，菸鹼酸參照中國國家技

術監督局之嬰幼兒配方食品和乳粉烟酸和烟醯胺

測定方法(20)及美國安捷倫公司質譜分析條件(21)，

膽鹼參考AOAC Official Method 999.14方法(22)，

乳脂肪依我國國家標準「食品中粗脂肪之檢測方

法」(23)及維生素B
12
則參考美國藥典之Vitamin B12

活性測定方法(24)進行分析。

四、檢驗結果符合性之評估

各樣品之營養素含量標示符合性，係以檢測

值與標示值之百分比是否符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之允差範圍(25)為基準，進行評估(表一)。

結　果

15件樣品之營養素含量範圍如表二，檢測值

與標示值之符合性評估如下：

一、維生素B1

檢測維生素B
1
含量之樣品1件，標示值為980 

μg/100 g，檢測值為829 μg/100 g，檢測值與標示

值之百分比值為85%，落於允差範圍(80-250%)

內。

二、維生素B12

檢測維生素B
12
含量之樣品共3件，其標示

值範圍為1.1-1.5 μg/100 g，檢測值範圍為1.3-5.4 

μg/100 g，檢測值與標示值之百分比符合於允差範

圍(80-300%)者共2件，另外1件為360%，高於允

差上限。

三、維生素C

檢測維生素C含量之樣品1件，其標示值為

12 μg/100 g，檢測值為35.2 μg/100 g，檢測值

與標示值之百分比為293%，符合於允差範圍

(80-300%)。

表一、 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中維生素B1、維生素B12、維生素C、菸鹼酸、膽鹼及乳脂肪含量之檢

測值與標示值之允差範圍

項目 維生素B1 維生素 B12 維生素C 菸鹼酸 膽鹼 乳脂肪

檢測值/標示值(%) 80-250 80-300 80-300 80-250 80-300 80-120

表二、 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中維生素B1、維生素B12、維生素C、菸鹼酸、膽鹼及乳脂肪含量之檢

測值、標示值及其比值*

項目
維生素 
B1 (μg)

維生素
B12 (μg )

維生素C
(mg)

菸鹼酸
(mg)

膽鹼
(mg)

乳脂肪
(g)

檢測值  829 1.3 - 5.4 35.2 10.04** 61.6 - 155 18.5

標示值 980 1.1 - 1.5 12 3.6 43.6 - 70 27

檢測值/標示值(%) 85 93 - 360 293 279 88 - 358 69

*每100 g計
**外包裝標示含菸鹼酸3.6 mg/100 g，檢出為菸鹼醯胺9.96 mg/100 g，換算成菸鹼酸10.04 mg/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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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菸鹼酸

檢測菸鹼酸含量之樣品1件，其標示為菸鹼酸

3.6 mg/100 g，然而經檢測結果為含菸鹼醯胺9.96 

mg/100 g，換算成菸鹼酸10.04 mg/100 g，檢測值

為標示值之279%，高於允差上限(250%)。

五、膽鹼

檢測膽鹼含量之樣品共8件，其標示值範圍為
43.6-70 mg/100 g，檢測值範圍為61.6-155 mg/100 
g (圖一)，檢測值與標示值之百分比符合允差範圍
(80-300%)者共2件，其餘6件為312-358%，均高於
允差上限(圖二)。

六、乳脂肪

檢測乳脂肪含量之樣品1件，檢測值為18.5 

g/100 g，其標示值為27 g/100 g，檢測值與標示值

之百分比為69%，低於允差下限(80%)。

結　論

本研究調查結果，除1件樣品之乳脂肪含量低

於允差下限外，其餘8件樣品雖發現其檢測結果未

符合允差範圍，惟均屬高於允差範圍之水溶性維

生素。該等產品營養素含量標示，應依法規標準

之允差確實標示，以改善其標示不符之問題。本

研究之檢驗結果提供行政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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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ormity Evaluation of Nutrition Labeling including 
Vitamin B1, Vitamin B12, Vitamin C, Niacin, Choline, and 
Milk Fat in Infant Formula and Follow-up Infant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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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ABSTRACT

Fifteen samples of infant formula and follow-up infant formula collected by the local health bureaus were 

sent to BFDA for the analysis of nutrients, including vitamin B1, vitamin B12, vitamin C, niacin, choline, and 

milk fat in 2009.  The ratios of detected to labeled amounts of nutrients were as follows: six of eight choline 

(312~358%), one of three vitamin B12 (360%) and one niacin (279%) were above the upper levels (300, 300 

and 250%, respectively), while one milk fat (69%) was below the lower level (80%).  The ratios of detected to 

labeled amounts for the other six samples, including one vitamin B1, two B12, one vitamin C and two choline 

were compliant with the regulation set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Key words:  infant formula, follow-up infant formula, vitamin B1, vitamin B12, vitamin C, niacin, choline,  

milk f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