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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肉精、氣喘藥知多少? 
藥劑科/許孟真藥師 

前言： 

最近一直被熱烈討論、也令人聞之色變的瘦肉精，大家究竟了解多少呢﹖亦有某

位政府官員表示，其實國內早已在氣喘藥中使用比培林毒性更高的乙型瘦體素，

克倫特羅（Clenbuterol）。將氣喘藥與瘦肉精作比較，是否恰當呢？接下來將為

各位說明，到底瘦肉精與氣喘藥存在什麼樣的差異。 

 

瘦肉精是什麼？ 

瘦肉精是在畜牧業中的俗稱，為乙型受體素的一種，添加於動物飼料中可以增加

動物的瘦肉量、少長脂肪，使肉品提早上市，降低成本。大家看到「乙型受體素」

一定一頭霧水，到底什麼是乙型受體素？其實它就是類似交感神經刺激劑，種類

非常多，在動物體內之代謝時間及作用也有不同差異。   

   

部分國家核准添加在動物飼料中的為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其添加於猪

飼料的商品名稱為「培林 (Paylean)」，牛飼料則稱「歐多福斯 (Optaflexx)」。

經過多項動物實驗，萊克多巴胺具人類中毒劑量遠高於肉品殘留量和代謝快等優

點，而准許使用，並為其訂定殘留量標準。合乎殘留量標準的肉品，尚未出現危

害跡象，但無法確認不會造成長期危害。 

 

萊克多巴胺殘留在肉品中會影響人體健康嗎？ 

依據日本、澳洲及 JECFA 評估，成人每公斤體重之萊克多巴胺每日安全攝食量為

1微克（即天天吃，吃一輩子也是安全的劑量），換算成 60 公斤成人的每日最

大安全攝取量為 60 微克（10-6克），因此正常飲食下，應不致於超出所建議之

安全攝取量。根據下表，每天要吃到 5.6 公斤以上的肉類，或者是 36 客 6 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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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牛排才會超過每日安全攝取量。然而，萬一不慎吃進非常大量的萊克多巴

胺，才有可能立即出現噁心、肌肉顫抖、血壓上升、心悸、乏力及頭暈等症狀。 

 

 

 

 

 

 

 

 

 

■日本所訂殘留容許量及 CAC 草案，估算成人每天可容許最大攝取量如下：    

                                                                     

               

食物種類 每天可容許最大 

攝取量(公斤) 

牛肉 
6 

（約 36 客 6 盎司牛排） 

猪肉 6 

猪肝 1.5 

猪腎 
0.67 

（約 2.5 副猪腎，101.02.13 更新數據） 

  

 

氣喘藥跟瘦肉精有什麼不一樣？ 

治療氣喘藥品，大致上可分為兩大類，第一類型為支氣管擴張藥物，第二類型為

抑制發炎藥物。而我們剛提到的「乙型受體素」的藥理作用，即屬於第一類型。

那我們會有疑問，氣喘藥跟瘦肉精不就是一樣的嗎？ 

 

事實上，乙型受體素有很多種，但並不是每種都適合當成藥物拿來治療氣喘。能

夠拿來治療氣喘的乙型受體素，必須具備高選擇性，能夠準確作用在氣管平滑

肌，逹到氣喘迅速緩解。其藥理作用與瘦肉精培林有很大的差別！ 

 

且每一種治療的藥物，不管針對任何疾病，都需經過嚴格的控管，在動物及人體

各個器官去進行短中長期的毒性測試，完全無害後，才能上市用在病人身上。所

以針對某位政府官員表示「氣喘藥的毒性更勝於瘦肉精」，此說法是不具學術意

義的。無論是一般民眾、或是正使用氣喘藥的病患，皆須毋須過度恐慌。當然，

政府方面更須致力於使進口的每批肉品都必須附上檢驗報告、並標示瘦肉精殘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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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才能使民眾安心食用各項肉品，維持均衡飲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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