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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第一次集合時，老師請我們每人先提出想研究的主題，我們提出的內容有以下幾個： 

 (一)吻仔魚：海洋文學家廖鴻基老師說為了大海生態的永續，不應該吃吻仔魚，所以吃

吻仔魚是不是真的會破壞生態？而吻仔魚到底是單一種魚種還是多種魚的魚苗？ 

 (二)淨灘：花蓮的海邊很漂亮，但總是有很多垃圾，這些垃圾來源是什麼？還有垃圾大

部分是屬於哪一類？ 

 (三)水果冰：每到夏天就是要吃冰，尤其是人手一支的冰棒，更是消暑聖品！雖說如此，

到底那些水果冰棒是真的水果製作？還是用色素、香精製成的人工食品呢？ 

 (四)泡麵碗耐熱研究：泡麵碗耐熱研究是隊長提議的，隊長想做有關泡麵碗的研究是因

為隊長的媽媽買了耐高溫泡麵碗，但是媽媽只用來裝水果，卻不讓他用來泡泡麵，

媽媽說塑膠遇到熱會有毒素，對身體不好，隊長覺得很困惑，想要解開這個疑問。 

    最後，在我們共同投票下，為了要幫助隊長實現安心吃泡麵的夢想，泡麵碗耐熱研

究以高票當選，隊長的媽媽知道這次的小論文題目是以這個為發想後，也告訴隊長，只

要我們能夠證實可重複性使用的塑膠泡麵碗遇熱不會釋放出毒素，她就會讓隊長使用泡

麵碗。有這樣的強大動力作後盾，我們相信我們在做研究時會更有動力！更有勁！ 

 

二、研究小隊 

    我們的研究小隊有兩位老師、三個六年級與一個四年級學生。我們的年級雖然不一

樣，身高差距也很大，但是我們都會互相合作、解決困難。我們會取名為「宜昌超塑隊」

是因為我們的研究和塑膠有關，也因為塑膠裡的「塑」和超速的「速」同音，所以取了

這個隊名，希望我們可以用超快的速度完成對塑膠的研究。 

 

圖 1-1 我們的研究團隊 

三、研究目的 

    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下列幾項： 

（一）透過文獻搜集和實地調查，瞭解塑膠（碗）的分類有哪些？ 

（二）透過文獻搜集和訪談，瞭解塑膠（碗）是否會釋放毒素？ 

（三）透過文獻搜集和訪談，瞭解塑膠（碗）對人體是否會造成傷害？ 

（四）透過研究結果，給予相關單位建議，讓大眾可以安心使用塑膠泡麵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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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塑膠的種類與特性 

 在羅仁傑、羅竣譯（2004）的《塑膠的為害》一書中就提到，塑膠製品已經是生活

的一部分，多數塑膠印有三角形的回收標示，可做為材質辨識的基本參考。根據環保

署網站對塑膠製品的分類，總共分成七大類。每個容器的下面都會有一到七的數字的

回收標誌，每一個數字都代表不同的塑膠材質，根據維基百科資料說明如下： 

 1.第一類：1 號塑膠，主要材質是 PET 或 PETE，常用在寶特瓶、膠帶、市售飲料瓶、

食用油瓶等日常用品上，耐熱溫度是 60~80 度，塑膠原色是白色或透明。 

 2.第二類：2 號塑膠，主要運用 HDPE 或 PEHD 材料製造而成，常用在購物袋、杯座、

鮮奶瓶等，耐熱度 90~110℃耐腐蝕、耐酸鹼，但是不容易完全洗淨殘留物，所以食

品用途的容器不適合清洗後重複利用。 

 3.第三類：3 號塑膠是 PVC 或 V，常用在非食物用瓶、保鮮膜、雞蛋盒、調味罐，耐

熱溫度是 60~80 度，過熱容易釋放有毒物質。 

 4.第四類：4號塑膠材質是 LDPE或 PEBD，常用在塑膠袋和各種容器，耐熱溫度是 70~90

度且耐腐蝕、耐酸鹼，過熱易產生致癌物質。 

 5.第五類：5 號是 PP，常用在工業纖維與食物容器、食品餐器具、水杯、布丁盒、豆

漿瓶、拉麵碗等，耐熱溫度是 100~130 度，同時也耐化學物質、耐碰撞、耐高溫，

在一般食品處理溫度下較為安全。 

 6.第六類：6 號是 PS 就是常見的保麗龍，常用在冰淇淋盒、玩具和泡麵碗，耐熱溫度

是 70~90 度，在盛裝酸鹼溶液（如橙汁等）或者高溫下容易釋出致癌物質，不適用

酒精、不適用食用油類性。 

 7.第七類：7 號是 OTHER，屬較高階材質，包含美耐皿、ABS 樹脂、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PMMA）、聚碳酸酯（PC）、聚乳酸（PLA），其中美耐皿就是平常用小吃攤常用

的拉麵碗或兒童餐具。耐熱溫度部分，各種材質不同，其中美耐皿耐熱 110~130℃。 

根據上述資料，發現可重複使用的拉麵碗或泡麵碗，大部分的材質是 5 號和 7 號，

這二種材質共同的特色就是較耐高溫，可以承受 130 度的高溫。 

 

（二）塑膠釋放出的毒素種類 

七大類塑膠在不同使用情況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毒素或影響，而本段主要針對常

用來製作成可重複利用的 5 號塑膠與 7 號塑膠美耐皿進行探討。 

根據陳怡儒、楊和慶、紀宗廷等人（2011）在《日用品安全全書》裡提到，日常生

活中所使用的大多數的塑膠碗幾乎都是七號美耐皿所製造的餐具。根據維基百科-塑膠

分類的網站中顯示美耐皿在盛裝食物的過程中可能會釋出雙酚 A。而雙酚 A 又是什麼

呢？雙酚 A（bisphenol A、英文簡稱為 BPA）是一種人工合成的有機化學物，雙酚 A 在

日常生活中主要被用於製造聚碳酸酯塑膠，也就是 7 號塑膠（楊振昌，20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80%90%E7%9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BS%E6%A8%B9%E8%84%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A%E7%94%B2%E5%9F%BA%E4%B8%99%E7%83%AF%E9%85%B8%E7%94%B2%E9%85%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A%E7%94%B2%E5%9F%BA%E4%B8%99%E7%83%AF%E9%85%B8%E7%94%B2%E9%85%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A%E7%A2%B3%E9%85%B8%E9%85%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A%E4%B9%B3%E9%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80%90%E7%9A%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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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怡儒等人（2011）與維基百科中皆紀載美耐皿主要使用三聚氰胺樹酯為原料，

當遇到熱則可能釋放出三聚氰胺、鉛、鎘等物質，由其當美耐皿裝盛攝氏 40 度以上高

溫熱湯，就會使微量的三聚氰胺釋出，溫度越高釋出量越高。 

然而從痞客幫《日常塑膠產品身體影響》文中發現，5 號塑膠本身並沒有毒性，經

燃燒後主要產生一氧化碳並不太會產生空氣汙染，是目前運用在食品上較安全的材質。 

 

（三）塑膠毒素對人體的影響或危害 

 從前項資料分析可知 7 號塑膠可能因為遇熱而從容器中釋出雙酚 A、三聚氰胺、鉛

或鎘等四項物質對人體的影響說明如下： 

 1.雙酚 A：雙酚 A 是一種高產量的化學物質，除了用來製造塑膠製品外，也被用於生

產某些紙製品。根據國外研究結果發現高劑量(600 毫克/公斤體重/天)的雙酚 A 會影

響動物肝臟以及生殖系統，對人體的影響上則須暴露在高劑量(高於 50 毫克/公斤體

重/天)的雙酚 A 才會導致生殖系統的為害。還有研究發現雙酚 A 會影響免疫系統、

肺部器官等，但目前研究仍有許多問題還未釐清，因此根據歐洲食品安全局公布，

雙酚 A 對乳腺、生殖、代謝、神經行為與免疫系統的潛在健康效應仍存在著不確定

性，無法排除可能影響(引自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2015)。 

 2.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最主要的用途是做為三聚氰胺-甲醛樹脂的原料，具有良好的阻

燃效果及耐熱、耐水、硬度高的特性，根據高雄醫學大學環境醫學研究中心的研究

結果證實食用美耐皿餐具者體內三聚氰胺濃度變化顯著的高於食用陶瓷餐具者逹 8

倍，更加說明使用美耐皿餐具確實會增加尿液中排出三聚氰胺濃度。有許多研究發

現三聚氰胺當被動物食入後，則會對腎臟產生不良影響，目前對人類的研究較少，

但仍能證明低劑量的三聚氰胺會使腎小管結石(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2015)。 

 3.鉛：環境中的鉛幾乎無所不在，但大多是由燃燒化石燃料、開採礦業，以及工業製造

等人為活動所產生。如果使用塑膠器皿而食入或吸入鉛，會對人體造成傷害。鉛的

毒性主要是影響神經系統，而孩童對於鉛毒性的容忍度遠低於成人。當小孩暴露大

量的鉛時，會導致貧血、嚴重胃痛、肌肉無力，以及腦部損害，就算是較低濃度的

鉛暴露都可能影響到孩童的身體成長與心智發育(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2015)。 

 4.鎘：如果大人或小孩吸入高劑量的鎘會造成嚴重的肺臟損害。食入或飲用到含有高劑

量鎘的食物或水，會嚴重刺激腸胃，導致嘔吐和腹瀉。長時間地暴露於含低劑量鎘

的空氣、食物或水，會造成鎘累積於腎臟並可能導致腎臟疾病的產生。其他的長期

影響，則是肺的損傷和骨骼脆弱(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2015)。 

    總而言之，鉛和鎘導致兒童智力衰退，兒童體內鉛過多會降低學習能力、記憶力、

對神經傳導以及維他命的代謝產生負面影響，而雙酚 A 可能導致性早熟和賀爾蒙失調

等，三聚氰胺則可能使腎臟功能受損。 

 

（四）塑膠毒素檢測方式 

 在這次的研究中，為了確認塑膠遇到熱是否真的會釋放毒素，因此鎖定在 7 號塑膠

可能釋放鉛、鎘、三聚氰胺、雙酚 A 等毒素，蒐尋了網站與書籍資料，我們從發現了以

下檢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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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燃燒法：燃燒法最主要是檢測製作塑膠的材質是什麼，能夠透過燃燒檢驗原料是否符

合標示。根據食品藥物管理署(2013)修訂公告的檢測方法如下： 

(1) 測定方法：取一小片檢體，以鑷子夾住，於酒精燈上燃燒，依表一之 試驗項

目觀察其結果鑑別之。 

(2) 檢測觀察重點：七號塑膠美耐皿的原料是三聚氰胺樹脂，透過燃燒會發現三聚

氰胺樹脂不易燃燒，火焰顏色為黃色，吹熄之後會產生魚腥味；而五號塑膠 pp

是聚丙烯，燃燒的難易程度屬於稍難，火焰顏色是黃色、下方藍色，離開火源

後仍繼續燃燒、吹熄則有極微少的石蠟味。 

 2.鉛、鎘材質試驗：兩者的檢驗方法都是透過將檢體灰化後，以原子吸收光譜儀(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 AAS)分析。由於需要運用專業儀器進行，且內容相當專

業，以我們目前的程度僅能理解其將透過溶液的配置已取得檢液，再用機器分析出

物質是否符合標準。 

 3.雙酚 A 的檢測方法：張美華、顏維良、鄒嘉珊、曾素香、高雅敏、闕麗卿、羅吉方

(2011)所做的食品器具容器包裝中內分泌干擾物質雙酚 A 之溶出量調查報告中，可

以清楚瞭解，若要檢測是不是有溶出雙酚 A，必須透過液相層析配合紫外光檢出器、

螢光檢出器或串聯質譜儀作檢測或以氣相層析質譜法檢測，再一一取得要檢測的檢

體進行分析。 

    從上述資料可以發現我們積極尋求檢測方法，但目前所看到的檢測方法都是依據食

藥署的規定，雖然燃燒法對我們而言較容易透過觀察而確認材質的正確性，但卻與我們

研究目的不同，而毒性部分的檢測都需要專業儀器的協助才能確認，因此我們亟需尋求

一種更簡易的方法以達成研究目的。 

 

二、研究流程圖 

我們的研究總共分為四個研究階段，整理成研究流程圖，如圖 2-1 所示： 

 

 

 

 

圖 2-1 研究流程圖 

 

我們這次的研究總共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決定隊名和主題，我們為了隊長

的泡麵碗夢想，決定以塑膠碗遇熱是否會釋放毒素作為研究主題。第二個階段是文獻研

究階段，我們從網路資料中蒐集了許多有關塑膠分類方式、釋放的毒素種類、毒素檢測

方式、相關單位及相關新聞報導等資料，但因網路的資料並不全然是真實，仍需要書籍

資料佐證，因此我們先學會查閱的方式後，再前往東華大學找對研究有用的書，例如圖

解食品衛生與安全、日用品安全全書等。第三階段是訪問調查階段，由於網路上提供的

檢測方式非常困難，相關的塑膠毒素資訊也尚未完整，所以我們在討論後決定尋找專家

協助。在熱心老師的推薦下，我們找到了東華大學化學系的瞿港華教授，在訪談的過程

中，瞿教授還找了兩位研究塑膠的化學博士來一起解答問題，我們也從中得到很多寶貴

決定隊名

和主題 

文獻研究階段 

1.蒐集網路資料 

2.東華大學圖書館借書 

訪問調查階段 

1.尋找專家 

2.專家訪談 

整理並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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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最後一個階段是整理並提交書面報告，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都有詳細的紀錄每

次活動的內容、心得，因此在最後我們將我們所查到的文獻資料、撰寫的心得，以及訪

談內容，討論並整理成書面報告，希望將我們目前的研究收穫讓更多人知道。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我們的研究主要使用兩種研究方法，第一是文獻研究法，透過網路文獻資料、相關

新聞報導及專書收集，瞭解相關研究知識。第二是訪問調查法，訪問大學教授以更深入

瞭解研究相關知識及毒素檢測儀器與方式等。以下針對每種研究方法和對象做介紹： 

 

（一）文獻研究法  

在研究的一開始，我們透過文獻資料的閱讀、報告與整理，瞭解塑膠製品的分類方

式及特性、塑膠遇熱釋放的毒物種類、毒物對人體的危害、檢測方式等等。在過程中，

我們瞭解了許多原本不知道的知識，也認識了許多專有名詞，例如：雙酚 A、三聚氰胺

等。在文獻整理的過程中，老師告訴我們除了從網路取得相關的文獻資料外，更應該積

極尋找專書，因為專書有經過認證，內容可信度較高。也因為這樣，我們不僅學會了如

何使用圖書系統查書，也實際到東華大學圖書館借閱書籍，見識了大圖書館的書籍整理

方式，兼顧了系統性和方便性。 

       

    圖 2-2 至 2-5 依序為研究小隊討論文獻資料、到東華大學借書、整理文獻資料 

 

（二）訪問調查法  

我們在尋找專家學者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一開始因為許多相關的新聞報導都

顯示塑膠毒性檢測單位是衛服部，因此我們先鎖定了「衛福部北區東部辦公室」，但在

去電後，發現東部辦公室並沒有做相關的服務，而衛服部介紹的衛生局也只做食品類的

毒性檢測。接著，我們又到東華大學和慈濟大學的網頁上尋找適合的專家學者，首先鎖

定慈濟大學的陳灝平和李展平教授，以及東華大學的梁剛荐和何彥鵬教授，但經過聯繫

後，不是不適合就是沒有辦法聯繫上專家，所以我們也感到很挫折。 

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有熱心的老師知道了我們的研究後，介紹了東華大學化學系

的瞿港華教授，在隊長親自和教授聯繫後，約了 9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兩點半進行訪談，

無奈好事總是一波三折，訪談當天遇到杜鵑強颱來襲，不只花蓮停班停課，瞿教授也在

前一日緊急來電告知因被困在台北而無法回到花蓮，所以我們又改約了 10 月 1 日星期

四下午二點半進行訪談。在訪談現場，瞿教授也介紹了兩位研究塑膠的博士一起為我們

解答疑問，分別是研究 2 號和 4 號塑膠的吳倍任博士，以及研究 5 號塑膠的廖威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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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訪談內容有：1.塑膠遇熱會不會釋放毒素？如何檢測？2.塑膠遇到熱，釋放

的毒素是否固定？3.塑膠一定要到達耐熱標準才會釋放毒素嗎？4.美耐皿在未到達標準

溫度時會不會釋放出雙酚 A？5.鉛、鎘、三聚氰胺、雙酚 A 要怎麼檢測？6.每種毒素的

檢測方法相同嗎？7.有沒有更簡單的檢測方法？8.塑膠釋放的的毒素有沒有油溶性？9.

會不會是碗上的油墨有毒而不是塑膠本身有毒？10.檢驗塑膠毒素的的實驗儀器有哪

些？ 

在這次訪談中，我們對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也在研究之後針對教授的建議做

了整理，不僅對於塑膠毒素的釋放情形更為瞭解，也對接下來的實驗設計有了概念。瞿

教授更熱心的介紹他的好友─慈濟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所的胡安仁教授給我們，因為胡教

授不僅在毒物知識上更為專業，也擁有東部唯一獲政府認證的毒物檢驗室。 

             

    圖 2-6 至 2-8 東華大學化學系瞿港華教授、廖威勝博士和吳倍任博士訪談照片 

 

四、研究器材 

我們的研究器材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整個研究中經常性會使用到的共同器材，第

二類是老師要求我們每個人都要去賣場拍的可重複性使用塑膠碗，我們也在 9 月 18 日

到 9 月 26 日之間，分別去花蓮愛買和三間 199 大賣場蒐集塑膠碗的資訊。第三類則是

分析毒素的儀器，但因為這部分實驗我們尚未進行，因此沒有辦法在書面報告中呈現。

以下表格是我們整理過後的器材一覽表： 

 

表 2-1 研究器材一覽表 

共同器材    

照相機 手機 電腦 

1.紀錄活動。 

2.拍賣場塑膠碗。 

1.紀錄活動。 

2.拍賣場塑膠碗。 

3.和專家聯繫。 

1.寫心得和報告。 

2.查資料 

趙庭毅 

塑膠碗調查 

（地點：199 賣場） 

   

塑膠泡麵碗 1 塑膠泡麵碗 2 塑膠泡麵碗 3 

本體：5 號 PP 

蓋子：4 號 LDPE 

7 號美耐皿 7 號美耐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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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泡麵碗 4 塑膠泡麵碗 5 塑膠泡麵碗 6 

7 號美耐皿 7 號美耐皿 5 號 PP 

詹佾雲 

塑膠碗調查 

（地點：花蓮愛買） 
  

 

塑膠泡麵碗 1 塑膠泡麵碗 2  

5 號 PP 7 號美耐皿  

黃思萍 

塑膠碗調查 

（地點：199 賣場） 
  

 

塑膠泡麵碗 1 塑膠泡麵碗 2  

7 號美耐皿 7 號美耐皿  

陳聖祐 

塑膠碗調查 

（地點：199 賣場） 
   

塑膠泡麵碗 1 塑膠泡麵碗 2 塑膠泡麵碗 3 

7 號美耐皿 7 號美耐皿 7 號美耐皿 

綜合以上表格，我們從實際調查中發現，市售可重複性使用塑膠碗，有十個是 7 號

美耐皿材質，三個是 5 號材質塑膠碗，因此我們發現可重複性使用的泡麵碗大部分是 5

號和 7 號塑膠製品。 

 

五、研究結果 

在文獻研究、訪問調查及實地探查結果後，依據研究目的，我們發現了以下的研究

結果： 

（一）最常使用的可重複性塑膠泡麵碗是五號和七號 

    經過文獻資料整理、實地到各賣場探查，及訪談專家後，我們確定五號塑膠和七號

塑膠最常使用作為可重複性泡麵碗，其中七號塑膠就是俗稱的美耐皿，經常出現在早餐

店和小吃店中。以下為兩項塑膠的研究結果表： 

 

表 2-2 可重複性塑膠泡麵碗質地調查結果表 

 文獻資料 實地探查 專家訪談 

五號 PP 1.優點：耐熱 

2.最高可耐熱到 130 度 

3.適合當泡麵碗使用。 

1.在探查的塑膠泡麵碗

中，有 23%是五號 PP。 

2.隊長家的耐高溫泡麵碗

就是五號 PP 製成！ 

1.五號塑膠 PP 就是聚丙

烯，大概可以耐熱到 130

度左右。 

七號 OTHER 1.優點：耐熱。 

2.最高可耐熱到 130 度。 

1.在探查的塑膠泡麵碗

中，有 77%是七號塑膠。 

1.俗稱美耐皿。 

2.由三聚氰胺(或尿素)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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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合當泡麵碗和湯匙。 

4.別稱美耐皿。 

2.很多早餐店和小吃店，都

是使用七號塑膠製的碗

盤。 

醛結合後形成。 

3.大部分的兒童餐具(有圖

案花色)、小吃店的碗盤

都是用美耐皿材質製作。 

根據上表發現，適合當泡麵碗的塑膠都有「耐高溫」的優點，溫度都能耐熱到 130

度，而且比起五號塑膠，七號塑膠的使用頻率更高，使用範圍也更為廣泛。 

 

(二)塑膠泡麵碗會因外力影響而產生各種不同的毒素 

    塑膠製品除了難分解外，大家都很害怕塑膠會釋放出毒素，到底塑膠製品會釋放出

那些毒素呢？表 2-3 為研究結果： 

 

表 2-3 可重複性塑膠泡麵碗毒素釋放調查結果表 

文獻資料 專家訪談 

1.五號塑膠：本身並沒有毒性，而純五號塑膠經燃

燒後主要產生一氧化碳並不太會產生空氣汙

染，是目前運用在食品上較安全的材質。 

2.七號塑膠： 

 (1)在盛裝食物的過程中可能會釋出雙酚 A。 

 (2)主要使用三聚氰胺樹酯為原料，當遇到熱則可

能釋放出三聚氰胺、鉛、鎘等物質，由其當裝

盛攝氏 40 度以上高溫熱湯，就會使微量的三聚

氰胺釋出，溫度越高釋出量越高。 

1.五號塑膠本身沒有毒性，但可能會因為碗上的油

墨、使碗耐用的添加物等加工因素而釋放毒素。 

2.美耐皿塑膠碗則確定會釋放出毒素，例如：雙酚

A、三聚氰胺、鉛、鎘等，但是因為每家廠商的

製造原料有些不同，所以可能會釋放的毒素會有

所差異，最重要的是一旦有刮痕就不宜使用。 

3.塑膠在什麼樣的溫度下會開始釋放出毒素？教

授表示這個部分需要用精密的儀器進行檢測，才

能確認其毒素與含量。 

根據上表發現，塑膠泡麵碗仍可能會因為溫度的變化、外力（例如：刮痕）、油墨

或在盛裝食物過程中釋放出毒素，例如：雙酚 A、三聚氰胺、鉛、鎘等，且七號塑膠美

耐皿釋放毒素情形較五號塑膠為多。 

 

(三)塑膠泡麵碗釋放的毒素量未必會對人體造成直接性傷害 

確定塑膠泡麵碗會在外力下產生毒素後，最令人擔心的就是是否會對人體造成直接

性的傷害？或者有沒有其他的方式能避免毒素對人體的傷害呢？表 2-4 為研究結果： 

 

表 2-4 可重複性塑膠泡麵碗毒素對人體造成影響調查結果表 

文獻資料 專家訪談 

依據文獻探討結果，七號

美耐皿可能釋放出雙酚 A、三

聚氰胺、鉛和鎘，以下為幾種

毒素對人體造成的影響： 

1.雙酚 A可能導致性早熟和賀

爾蒙失調。 

2.三聚氰胺可能使腎臟功能受

1.塑膠碗用一段時間就該換，所以不管買了之後有使用還是沒使用都要

換新，因為就算你沒有用過，但它已經接觸到空氣裡的物質，碗有可

能已經釋出毒素。 

2.美耐皿（七號塑膠）在日本被規定，使用一年就要汰換！而且一旦表

面有刮痕就必須更換，否則會由隙縫溶出三聚氰胺等毒素。 

3.雖然塑膠確定都會釋放毒素，但是在人體一天能代謝的量以內(假設

毒素是 0.001 毫克，每日代謝量是 0.005 毫克)是安全的，不過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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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如腎小管結石等。 

3.鉛和鎘可能導致兒童智力衰

退，兒童體內鉛過多會降低

學習能力、記憶力、對神經

傳導以及維他命的代謝產

生負面影響。 

身體狀況也會有差，例如小孩、老人和病人能代謝的量會不一樣。 

4.建議使用任何物品應分散風險，例如：吳倍任博士的太太曾經因為怕

塑膠的毒素，而都用不鏽鋼，但過幾年後不鏽鋼杯也被檢驗出毒素，

所以現在沒有也不代表未來的技術不會檢測出，他認為應該要分散使

用，這樣人體才能代謝不同的毒素量，而不是累積同一種毒素。 

5.泡泡麵時，建議使用玻璃碗較佳，更重要的是應減少吃泡麵的頻率。 

根據上表發現，塑膠泡麵碗釋放出的毒素的確有可能會對人體造成負擔和影響，但

需確認泡麵碗所釋放出的毒素量是否會超過人體一日所能代謝量，如未超過則較不會造

成直接性傷害。另也建議在使用碗時，應分散使用不同材質的碗，或使用玻璃碗，如此

才能分散不同毒素量，使身體得以排解毒素。 

 

參●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結果，我們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最常使用的可重複性塑膠泡麵碗是五號和七號：適合當泡麵碗的塑膠都有「耐高

溫」的優點，能耐熱到 120 至 130 度，而且比起五號塑膠，七號塑膠的使用頻率

更高，使用範圍也更為廣泛。 

（二）塑膠泡麵碗會因外力影響而產生各種不同的毒素：塑膠泡麵碗可能會因為溫度的

變化、外力（例如：刮痕）、油墨或在盛裝食物過程中釋放出毒素，例如：雙酚

A、三聚氰胺、鉛、鎘等，且七號塑膠美耐皿釋放毒素情形較五號塑膠為高。 

（三）塑膠泡麵碗釋放的毒素量未必會對人體造成直接性傷害：塑膠泡麵碗釋放出的毒

素的確有可能會對人體造成負擔和影響，但需確認泡麵碗所釋放出的毒素量是否

會超過人體一日所能代謝量，如未超過則較不會造成直接性傷害。 

二、研究建議 

（一）使用泡麵碗時應分散選用不同材質：在使用碗時，應避免長期且大量頻繁使用固

定材質的塑膠碗，應分散使用不同材質的碗（例如：陶瓷碗或不鏽鋼碗），如此

才能分散不同毒素量，使身體得以排解毒素。另在泡麵碗的材質選用上，仍較建

議使用玻璃製碗，較不易有毒素釋放狀況產生。 

（二）應降低攝取泡麵的頻率：除了泡麵碗的使用應注意外，泡麵本身因屬油炸且非天

然食品，應減少攝取量及頻率，才不會因為避免容器可能釋放的毒素後，反而因

食品問題增加身體的負擔。 

（三）未來研究建議：關於碗內溫度升高至某一階段後是否會開始釋放出毒素？塑膠碗

會釋放出哪些其他的毒素？以及目前小吃店所使用的塑膠器皿是否合格等，都是

未來研究可以持續努力的方向，以下分兩點敘述： 

 1.進行毒素檢測：東華大學化學系的瞿港華教授建議可至慈濟大學毒物管理中心的胡安

仁主任處，繼續進行毒素檢測研究，因慈濟大學擁有東部唯一經政府認證的毒物檢

驗設備。另外，瞿教授也建議可以利用對照組的方式來進行毒性釋放觀察，例如：

實驗組是曝曬在陽光下三天的碗，或者是被刮了一刀後的碗，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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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才能比較在不同的外在環境影響下，塑膠碗是否會釋放出更多的毒性，但因毒

物檢測研究有較高的困難度，更精確的實驗方式和設計，可以和慈濟大學毒物管理

中心的胡安仁主任做進一步討論。 

 2.小吃店實地探查：透過訪查花蓮著名的小吃館，瞭解他們是否使用美耐皿當作器具，

而這些器具的外表樣貌及所使用的時間有多長？並進一步瞭解店家是否知道美耐皿

的使用期限及使用應注意的方式。如果發現店家對相關知識的了解較低，我們可以

將我們的研究發現告訴他們，也就能造福更多飲食的人，能在享受美食同時又能兼

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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