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安心吃，放心用，化學物質不可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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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認識環保署化學局

• 食安篇

– 食安議題大哉問

– 毒不毒？關鍵「劑量」報你知！

– 如何辨別食品添加物

– 化學物質在食物中扮演的角色

• 生活用品篇

–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 生活化學物質安全使用四妙招

• 範例展示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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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

• 化學物質的聯想

–現代、方便、多彩、文明、科技

• 但也可能涉及

–環境危害、影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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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食

衣住

行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化學品為生活帶來許多便利

享受便利之餘
是否也有該注意的事情？

坊間的流言與新聞中的事件
又有哪些是真的須特別注意?

食品添加物
塑化劑

染劑
清潔劑
抗菌劑

環境用藥
清潔劑

阻燃劑
香氛劑
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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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環保署化學局

我國
化學物質
管理

勞動部

經濟部 農委會

內政部

衛福部

化學局 源頭管理

為國民化學安全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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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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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化學物質

劑量決定對健康影響程度

在選擇時，正確認知

才能維護自身健康及權益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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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那麼可怕嗎?

這麼可怕？
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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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二氫就是Ｈ２Ｏ

也就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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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澱粉：順丁烯二酸(Maleic acid)

食安議題大哉問

2013年查獲不肖業者

以順丁烯二酸取代天然澱粉
添加於粉圓、黑輪、粄條等食品

一般做為黏著劑、樹脂原
料、殺蟲劑之穩定劑、及
潤滑油之保存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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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心豆干：皂黃(Metanil yellow)

食安議題大哉問

2013年查獲不肖業者

以皂黃取代食用色素
添加於豆干、麵條等食品

它是工業染料，在大量食
入後會引起在過敏或哮喘；
甚至是種潛在致癌物
應避免購買鮮黃的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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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椒粉：工業用碳酸鎂

食安議題大哉問

2015年查獲不肖業者

以工業級取代食品級
添加於胡椒粉、胡椒鹽、咖哩粉

碳酸鎂本身沒問題，
最令人疑慮的是工業級
中的雜質！
可能還有砷等毒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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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素湯圓：玫瑰紅B (rhodamine B)

食安議題大哉問

2016年查獲不肖業者

以玫瑰紅B取代食用色素
添加於湯圓、壽桃、紅龜粿中

它是螢光染劑，如果接觸
過多，黏膜會受到刺激，
肺部、喉嚨與腸胃道可能
感覺不適，甚至吃進太多
的話會排出紅色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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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漂白劑豆芽菜：保險粉 (sodium dithionite)

食安議題大哉問

2017年查獲不肖業者

以工業級取代食品級
對豆芽菜進行加工

低亞硫酸鈉是合法食品添
加物，但不能用在豆芽菜
上，若消費者發現豆芽菜
太白，就應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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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色澤
芐基紫、皂黃、玫瑰紅B、
二甲基黃、甲醛次硫酸氫鈉

延長保鮮 溴酸鉀、孔雀綠

混淆檢驗品質 三聚氰胺

提升口感 順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酐、
溴酸鉀、甲醛次硫酸氫鈉

增加甜味香氣 對位乙氧基苯脲、
α-苯並吡喃酮

這些化學物質為什麼會用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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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事件原因分析

製程污染
(洩漏、未警覺)

成本或競爭因素
(近似替代物)

不當品級使用
(工業級混充)

多氯聯苯事件
潤滑油包子事件

碳酸鎂胡椒粉
工業氧化鈣冬瓜茶

修飾澱粉
豆干色素
湯圓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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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學之父」

一、「劑量濃度」是什麼？

所有的化學物質都有毒，世界
上沒有不毒的化學物質；但是

依使用劑量的多寡，可區分

為毒物或藥物

帕拉賽瑟斯
（1493-1541）

毒不毒？關鍵「劑量」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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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劑量決定毒性 (44sec)

毒不毒？關鍵「劑量」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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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喝水過量水中毒(1m34s)

毒不毒？關鍵「劑量」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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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化學物質嗎？

–水的化學式為H2O

• 為什麼會水中毒？

–於短時間攝取過量水分會產生稀釋性低鈉症

–會影響到腦部的運作，出現頭痛、嘔吐等症狀

毒不毒？關鍵「劑量」報你知！

二、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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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標示要清楚、完整
小蘇打(碳酸氫鈉）

非食品添加物

如何辨別食品添加物

一、吃的、用的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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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別食品添加物

二、食品添加物會有怎樣的標示內容

中、英文名稱

許可字號

成分、用途

衛部添製第123456號
產品登錄碼TFAA1N＋９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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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在食物中扮演的角色

一、食品中為什麼要添加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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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檸檬原汁！低成本 2m39s

低成本檸檬原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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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學好還是天然好？

食用食品添加物化學物質可能的後果?

喝了化學檸檬汁會怎樣?

化學物質在食物中扮演的角色

二、討論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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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學好還是天然好？

都很好，視個人喜好而定

食用非食品添加物化學物質可能的後果?

切勿把自己當小白鼠，不但傷身又傷荷包

喝了化學檸檬汁會怎樣?

若是食品添加物原料，大可不必擔心，前提是
你要喜歡它的口味

化學物質在食物中扮演的角色

三、討論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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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毒化物吃下肚，化學局為您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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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食品嚴禁用！16項「毒化物」新增列管(3m39s)

認識食安疑慮之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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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告

認識食安疑慮之化學物質

13種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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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食安疑慮之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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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告

14種物質

認識食安疑慮之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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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色素
(1號、2號、3號、4號、
紅G、橙G、黑B、紅7B)

二乙基黃 王金黃(塊黃)

鹽基性芥黃

紅色2號

橘色2號增加色澤

氮紅

認識食安疑慮之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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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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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提供我們生活便利性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食

衣

住

行

水、鹽、糖、食品添加物 ...
讓食物更好吃、延長保存期限

合成纖維、人造橡膠…
讓衣服、鞋子具機能性

清潔劑、塑膠、電子產品…
讓日常生活更方便

汽油、輪胎、交通工具…
讓移動距離不再受限

33



享受便利之餘
也有該注意的事情 !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食

衣住

行

食品添加物
塑化劑

染劑
清潔劑
抗菌劑

環境用藥
清潔劑

阻燃劑
香氛劑
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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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塑膠)容器：塑化劑(Plasticizer)

業者通常為了強化防水效果

會添加塑膠膜塗料
讓容器更好看、耐用

防水用的塑膠膜塗料遇熱
會釋出塑化劑，食入過量
影響健康也難以回收！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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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防護小知識

減少使用紙容器

自備便當盒、保溫杯

避免用紙餐盒裝熱食、熱飲和微波食品

必須使用時，選擇盛裝冷食、冷飲

食物欲微波應置於碗盤

杯盤優先選擇玻璃、陶瓷及不銹鋼材質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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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兩者都是居家
常見的清潔用品
難道也有毒嗎？

當漂白水碰到鹽酸即被氧化成水跟大量的氯氣，
極易與黏膜結合產生酸，造成呼吸道、眼睛的傷害！

別擔心！
家用化學品安全使用四妙招教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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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學物質安全使用四妙招

第1招認明標示

第2招用法正確

第3招混摻注意

第4招人身防護

看清外包裝標示內容
應包含品名、字號、成分、使
用說明、警語

標示不明請勿購買，勿聽信
市場推銷

依使用方法、使用量添加
包裝用途以外用途，請勿任
意運用

漂白水、鹽酸不可混摻
小蘇打與檸檬酸混摻同時使用，
會降低效果

不確定就不混摻

使用注意通風
橡膠手套、口罩、護目鏡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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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盛裝漂白水的瓶子標示清楚，切勿用任
何飲料瓶裝漂白水，並分區存放在高處(孩
童拿不到的地方)，以免誤喝。

 不可以混摻或同時使用漂白水及鹽酸。
-會產生氯氣。

-毒害:強烈的刺激性、窒息氣味。

-刺激人體呼吸道黏膜，輕則引起胸部灼熱、疼痛和咳嗽
，嚴重者可導致死亡。

安全使用氯系漂白水

範例展示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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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蚊液到底可不可以噴在身上

環境保護署

衛生福利部

含DEET敵避防蚊產品
含天然物質防蚊產品

含DEET敵避防蚊產品

直接噴灑紗窗、紗門

許可證字號為「環署衛製字
第○○○號」、「環署衛

輸字第○○○號」

<環境用藥管理法管理>

直接噴灑於人體、衣物

許可證字號為「衛署藥製
字第○○○號」

<藥事法管理>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防蚊液：敵避(DEET)

40



防蚊液
(不含DEET)

防蚊偏方，你用過哪些?

維生素B群中藥包驅蚊 麻油

真的有效嗎？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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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蚊偏方大揭密

影片-防蚊偏方大揭密(1m2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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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正確使用，注意劑量
化學物質既安全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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