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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問題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最近食安問題頻傳，人心惶惶不安，我們互相建立出來的信心已經被這些黑

心商人破壞殆盡、蕩然無存，吃下肚的食物不知是否都變成了毒品，連優良食品

的認證標章都變得不可靠了，人民不願意再一次相信這些裹著糖衣的毒藥，雖然

行政機關努力想挽回人民的心，但出現裂痕的心牆是用什麼強力膠也黏不起來

的。 

著名的食品安全事件有毒奶粉、塑化劑、大統黑心油⋯⋯等。民間台灣消費者

保護協會為消費者提出團體訴訟，然而食安危害的司法求償需要證據證實，使官

方易怠惰輕罰黑心商。2013年，台灣再次爆出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問題事件。 

連續數年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與「黑心食品」的出現使得台灣社會乃至有關

國家地區都產生了擔憂，台灣民眾對食品安全也感到擔憂。 

 

二、研究目的 

 

從最貼近日常所需的「吃」著手研究，也為了近來的食安問題多加觀察與了

解，雖然現在的我們看起來健健康康的，但毒素只要長期累積下來就是不容小趨

的可觀啊！所以我們要盡量避免買經過多次加工的食品，才能夠拒絕「禍從口

入」。 

 

貳●正文 

一、以下為有查證的著名的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1、1979年。米糠油中毒（多氯聯苯中毒事件）。於產製米糠油過程中，使用「多

氯聯苯」作為熱媒，將米糠油加熱脫臭，因管線破裂使其滲入油中，導致民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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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受害，學生的皮膚和健康出了問題，包括皮膚病變、眼眶和身體長滿了黑色的

油脂分泌物，懷孕的婦女甚至還生出「黑嬰兒」。 

2、1982年。鎘米。污染源疑似為生產含鎘和鉛的安定劑，排放的工廠廢水含鎘，

造成農地遭受污染而種出鎘米。 

3、1986年。綠牡蠣事件。台灣南部海域的牡蠣養殖被廢五金處理的廢棄物造成 

大規模污染。 

4、1998-2002年間。黑心米酒。不肖業者私釀米酒並添加工業用的甲醇作為酒精，

多人眼睛失明及死亡。 

5、2005年。黑心澱粉、糯米粉。把本來用作餵豬的下腳料加工除臭，製成澱粉

或糯米粉後，冒稱是泰國進口糯米粉高價出售給食品加工業。據查被揭發前每月

可以賣到四萬斤，估計已獲利上億元台幣。市面有售的粽子、麵包、饅頭、湯圓

等，都有可能是用黑心糯米粉、小麥粉做成。 

6、2005年。麵條。衛局檢驗出雙氧水市場抽樣調查，衛生單位檢驗出不合格麵

製食品。 

7、2005年。孔雀綠石斑魚事件。經過政府部門嚴格檢驗認證合格的石斑魚被檢

測出含有"還原性孔雀石綠"殘留，負責認證的"台灣養殖魚產運銷合作社"在檢驗

該養殖場一至兩池養殖池之後就先發給認證標章，但養殖業者魚目混珠，將未經

查驗的石斑魚貼上認證標章，再和合格的魚貨一同出貨，而被抽查到殘留孔雀石

綠。 

8、2005年6月。毒鴨蛋事件。檢驗發現，彰化縣線西鄉所產鴨蛋「二噁英」含

量過高，並牽扯出環保署早已知情，卻未於第一時間下令銷毀鴨蛋。 

9、2007年9月。鵝肉含有瘦肉精。衛生署檢驗出出售鵝肉，含有高含量的「瘦

肉精」。 

10、2008年2月。假魚翅。許多假魚翅（素魚翅）是用綠豆粉、冬粉或魚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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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混合而成，為增加賣相，有些黑心業者還用雙氧水漂白，吃多對身體有害。還

有一種「冬絲翅」，實際上是用動物膠做的假魚翅。此外，還有麵粉加化學成分，

再以機器噴製成的冬絲翅，一大包只要五十元。 

11、2008年 10月。有毒工業用酒精用來制酒。一家合法釀酒工廠，將可導致失

明的有毒工業酒精假冒食用酒精調製高粱酒、米酒等。 

12、2009年5月 工業防腐劑福爾馬林菜脯，一間農產加工廠的菜脯蘿蔔乾，被 

驗出添加禁用的工業用防腐劑甲醛（福馬林）。至少已違法添加「福馬林」達3

年以上，年產量約十三萬公斤。包裝強調「台灣生產」，品牌有多種包裝。 

13、2009年5月。餵豬飼料米充白米。台北縣發現有糧商與糧倉管理人勾結，將

未碾碎的過期公糧偷運出去，當做最新大米販賣，或當做中小學營養午餐用米，

至揭露時已經有三千至四千噸過期公糧流入市面。 

14、2009年11月 上萬公斤致癌的工業用鹽充當食用鹽 桃園環海公司以致癌的

工業用鹽（粗鹽）混充食用鹽販售，估計已有數萬包、上萬公斤透過家樂福、大

潤發等賣場流入市面。由於事態嚴重，檢方同時通知縣市衛生局及消保單位，採

取因應措施。 

15、2011年5月。塑化劑污染食品事件。衛生署查獲飲料食品違法添加有毒塑化

劑DEHP，總計有上萬噸的違法起雲劑製成濃縮果粉、果汁、果漿、優酪粉等50

多種食物香料，包括多家知名飲料、食品廠商產品在內。 

16、2013年5月。毒醬油、澱粉。(1)據媒體報導指出，部分自助餐店、攤販及

餐廳使用的「雙鶴醬油」含有之「單氯丙二醇」超標。(2)市售之粉圓、板條等產

品，遭不當添加工業用黏著劑「順丁烯二酸酐」(3)統一、愛之味、開喜(德記洋

行)誤用參了工業級防腐劑 EDTA-Na2的原物料製成甜點、飲品。 

17、2013年8月。毒餐盒流竄市面。離職員工披露，該印刷廠於生產過程中，涉

嫌要求員工以有毒的「甲苯」擦拭紙容器油汙，多家知名連鎖餐飲業者委製紙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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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疑遭波及。 

18、2013年8月。胖達人手感烘焙店。該店之廣告標榜「天然酵母，無添加人工

香料」；但製作歐風臺式麵包時，摻入人工合成製造出的香精。 

19、2013年10月16日。食用油添加低成本葵花油及棉籽油混充，還添加銅葉綠

素調色，大統黑心油事件中，衛生局調查發現，低成本油幾乎都以棉籽油為主，

並查扣到向中國進口棉籽油的進貨、報關單據。]如「大統特級橄欖油」標榜百

分之百西班牙進口特級冷壓橄欖油製成，強調 100%特級橄欖油、「特級初榨橄

欖油」等對外銷售，添加低成本葵花油（從葵花籽中提取）及棉籽油（棉花籽提

取）混充，含量遠不到50％。經查扣膏狀不明添加物，業者辯稱是「銅葉綠素」，

卻提不出證明，認為業者恐觸犯食品衛生管理法、刑法詐欺罪，已要求業者將特

級橄欖油等相關產品下架，工廠內負責生產特級橄欖油的生產線也暫停。  

二、食品添加物成分與用法 

1、多氯聯苯：屬於致癌物質，容易累積在脂肪組織，造成腦部、皮膚及內臟的

疾病，並影響神經、生殖及免疫系統。不溶於水，易溶於有機溶劑及脂肪，常用

作加熱或冷卻時的熱載體、電容器及變壓器內的絕緣材料，也常作為塗料及溶劑

使用，應用的範圍很廣。 

  

2、米糠油：又稱米油，食油的一種，糙米加工後米穀的皮衣（米糠）煉製。 

米糠油色澤淡黃，米糠油有八成不飽和脂肪酸，加上有豐富維他命E及其他抗氧

化物，因此被認為是健康的食油。米糠油屬於不飽和度高的食用油，一般適合用

來炒菜，油煙少也較不油膩。高品質的米糠油還可直接飲用，且可用來做涼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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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精煉過程複雜且成本高昂，因此一直未普及。 

3、鎘：有毒過渡金屬，鋅礦能找到。鎘可用作電池材料。鎘可製作鎳鎘電池、

用於塑膠製造和金屬電鍍，生產顏料、油漆、染料、印刷油墨等中某些黃色顏料、

製作車胎、某些發光電子組件和核子反應爐原件。 

 

4、甲醇：揮發度高、無色、易燃及有毒。通常用作溶劑、防凍劑、燃料或中和

劑。 

  

5、下腳料：工廠生產產生的餘廢料,且無法由工廠再加工為成品買賣的原料，有

價、且可回收賣錢的資源。 

6、雙氧水：過氧化氫的俗稱，是除水外的另一種氫的氧化物。黏性比水稍微高，

化學性質不穩定，一般以30%或60%的水溶液形式存放。過氧化氫有很強的氧化

性，且具弱酸性。 

  

7、孔雀石綠：一種有毒的三苯甲烷類人工合成有機化合物，既是染料，也是殺

菌劑，可致癌。 

8、二噁英：即戴奧辛(二氧雜環己二烯)，它是一種在工業上沒有用處的副產物，

一般來說廣義的「戴奧辛」一詞泛指含有前述結構的衍生化合物，例如常被使用

於動物實驗的四氯雙苯環戴奧辛。戴奧辛與其衍生化合物的毒性各有不同，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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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化合物因具脂溶性之故，會積聚在動物脂肪組織及植物的某些部位。 

  

9、瘦肉精：學名為腎上腺乙型接受體作用劑，簡稱受體素，能促進人體心臟興

奮和持久擴張支氣管，本用來治療人的氣喘病，但因口服劑量大便遭淘汰。後被 

美國發現，瘦肉精加在動物飼料中，供動物食用，可以增進蛋白質生成，迅速分

解脂肪，加速動物成長，且體型健美，在早起有「健健美」的俗稱。因為瘦肉精

可使動物脂肪少而賣相佳，並增進產業利潤，所以有些國家再安全範圍內，准許

使用一、兩種瘦肉精。 

10、明膠：一種從動物的骨頭或結締組織提煉出來，帶淺黃色的膠質，主要成分

為蛋白質。 

11、工業酒精：變性乙醇的俗稱，在乙醇中加入添加劑使之不能飲用，只能作工

業用途，燃料、清潔、殺菌。添加劑通常為甲醇，份量大約為5%。由於不能飲

用，變性乙醇可避開某些國家對酒類飲品徵收的稅項，較為便宜。 

在五金店買得到的變性乙醇通常會添加紫色染料及會揮發臭味的煤油以作區

別，用作警告其不能飲用。誤飲的變性乙醇中的甲醇含量達4公克，就會出現中

毒症狀，超過10公克可能導致失明，超過24公克可能導致死亡。 

12、甲醛：亦稱蟻醛，是一種可燃、無色及有刺激性的氣體。甲醛對皮膚及黏膜

有刺激性作用，比如咽喉和眼睛鼻腔等，造成這些位置水腫，發炎、潰爛，甚至

最後導致鼻咽癌等嚴重病變。接觸過甲醛的皮膚可能出現過敏現象，嚴重者甚至

會導致肝炎、肺炎及腎臟損害，對嬰幼兒的孕婦危害更加嚴重，可導致懷孕期間

胎兒停止生長發育，心腦發育不全，嚴重可導致胎兒畸形和流產等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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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起雲劑：在食品衛生規範內可合法使用。為了幫助食品的乳化，經常使用於

運動飲料、非天然果汁及果凍、果醬、濃糖果漿、優酪乳粉末等食品中，讓飲料

避免混合物沉澱或油水分離，並可增加飲料中的白霧感及濃稠感。 

14、單氯丙二醇(3-氯-1,2-丙二醇)：可作醋酸纖維的溶劑，也可用於生產表面活 

性劑、增塑劑、染料和藥物等。化學方法分解蛋白質的製造過程可能致癌。 

 

15、順丁烯二酸酐：合成樹脂原料（不飽和聚酯）、塗料等用途，簡稱順酐，或

稱馬來酸酐，是順丁烯二酸的酸酐，室溫下為有酸味的無色或白色固體。順丁烯

二酸酐以前用苯的催化氧化製備，但由於價格的緣故，現在大多用正丁烷氧化法

製取：2 CH3CH2CH2CH3 + 7 O2 → 2 C2H2(CO)2O + 8 H2O 

  

16、甲苯：一種無色，帶特殊芳香味的易揮發液體。是碳氫化合物，很多性質與 

苯很相似，在現今實際應用中常替代有相當毒性的苯作為有機溶劑使用，還是一

種常用的化工原料，可用於製造炸藥、農藥、苯甲酸、染料、合成樹脂等，同時

它也是汽油的成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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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香精：在常溫下能揮發出香味的物質。天然香精通常指從動植物中提取出的 

香精。合成香精通常是利用化工原料，通過化學加工而生產的香料。 

 

參●結論 

 

飲食，是我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飲食習慣攸關著我們身體的健康與否。

有句西諺說：You are what you eat.，這句話是在說你吃了什麼食物，就決定你成

為什麼樣的人。也可以這麼說，吃進去的食物已經在無形中影響健康。食物影響

健康，健康影響食物，兩者關係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看似是一件稀鬆平常的小

事，但只要經過漫漫時光的摧殘，小事就會積沙成塔，變成大事。 

隨著科技的文明、時代的轉換，食品加工技術進步，雖然為我們帶來便利，卻也

顯露出文明之下隱藏的危機。 

近些年來，各大媒體新聞與報章雜誌無不充斥著環境汙染、海鮮重金屬污染、狂

犬病、瘦肉精等黑心食品的報導，驚人的塑化劑事件更是徹底的衝擊人民對食安

問題的信心，政府的信用破產，與人民之間搭建的橋瞬間崩壞瓦解、灰飛煙滅。

只能無奈的呼喊：「越吃越疑慮不安，但又不知道隱藏的危機在哪裡?」 

 

肆●引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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