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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你)知道每天吃的食物含多少有害物質嗎? 
 

主講人 
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吳焜裕教授 
 

講者簡介 
 

    吳焜裕委員畢業於清大化工系，並取得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碩士。赴美國

北卡蘿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深造，鑽研環境工程科學(碩士)及毒理學(博士)，成

為少數能跨領域整合環工與毒理學的風險評估學者。吳焜裕委員目前為立法委員，

於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服務。先前任教於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並

為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組的副研究員，及臺灣風險分析學會理事

長…等。 

 

    吳委員長期投入有關環境衛生、職業醫學、食品安全…等議題，特別是在近年

多次的食安案件，如美國牛、美國豬、棉籽油…等，吳委員以其專業知識及實務經

驗，堅持以科學角度檢視問題、監督政府，為人民的安全把關。 

 

    本次的食安論壇，邀請到吳焜裕委員，以「你知道每天吃的食物中含有多少

有害物質嗎？」為題，替大家介紹日常生活中的食品，究竟哪些是有害物質。 

 
一、 那些年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食品安全事件 

 
(一) 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事件) 

 

    西元(下同)2008 年，中國大陸鮮乳產量減少，為因應市場需求，

遂使用三聚氰胺克服產量的問題。因過去檢測奶製品之方式，係檢測

其中的氮分子含量，而三聚氰胺中含有大量的氮分子，故可通過檢驗。 

 

    部分麵店器皿是使用美耐皿的容器，其原文含意就是三聚氰胺，

美耐皿即為甲醛加三聚氰胺的合成而來。過去大多擔心其中的致癌

物甲醛，日本曾利用攝氏 95 度的檸檬水水再加一些酸，就會提高甲

醛溶解量。然而，近期有研究指出，將湯麵裝於美耐皿容器中，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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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尿液含有三聚氰胺，對小孩及成人均有影響。 

 

(二) 塑化劑事件 
 

    塑化劑於生活中被廣泛使用，如延長線、電線等均含有塑化劑。

塑化劑事件，不肖業者將塑化劑當作起雲劑使用，搭配水、果精等化

學物質可調配牛奶、果汁等。經研究指出，益生菌中的塑化劑可以達

到 200ppm，從毒理學觀點來看是非常高的。 

 

    塑膠玩具也含有塑化劑，若幼兒含在嘴裡亦有危害。此類民生物

品，過去只重視到產品的品質並制定標準，並未認知到會危害人體健

康，而欠缺關於健康的標準，此為未來應努力的目標。 

 

    主管機關曾邀請各界學者發表見解，最後多數意見作出容易排

出體外而對人體健康較無影響的結論。法官基於主管機關的見解，僅

判決賠償 120 萬，吳委員認為此未尊重毒理專業的判決。 

 

(三) 毒澱粉事件 
 
    食品加入順丁烯二酸可增加彈性口感，過去廣泛運用於珍珠、粉

圓、肉圓等。主管機關於事件爆發後，對外聲稱該物質容易排出體外，

對人體健康應無影響。吳委員從林杰樑醫師所收集的 400 多件尿液

樣本中，僅 70 餘件無驗出順丁烯二酸，其餘 400 多件均驗出順丁烯

二酸，表示許多人三餐都會食用到順丁烯二酸。 

 
(四) 假油事件 

 

    大統假油事件中，較為爭議的物質為酮葉綠素與棉酚。其中，酮

葉綠素的毒性較低，問題出在棉仔油內所含的棉酚。當時許多學者保

證油品精煉後應沒有危害。然而，委員質疑若油品進入到胃中，仍有

解離回來的可能性。委員曾採樣 50 餘個國人樣本，血液中竟然檢驗

出棉酚，若非來自於油品，那麼這些棉酚是從何而來？。 

 

    頂新豬油事件中，豬油之定義，依據國際食品法典組織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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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從豬的組織榨出方為豬油，但國內並無相關定義。頂新購買各種油

品精煉，其充其量只是「精煉」豬油。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這

類新穎的產品，廠商應自己證明該食品對健康無危害。另外，有無攙

偽假冒，中央研究院邱文聰副研究員，認為「不知道真，就不知道什

麼是假」，既然我國並未有訂出什麼是豬油，又怎知道頂新的油品屬

於假的豬油。該案檢察官曾邀請吳委員擔任專家證人，吳委員檢視其

提供食藥署的檢測資料，包含管制有害物質、重金屬等等，認為該油

品要證明對健康有危害是有困難的。 

 
二、 那些食品中所含的有害物質 

 
(一) 畜牧養殖業用的抗生素 

 

    過去三年，抗生素的使用都逐步增加，用於動物及水產養殖。而

依據農委會之統計，家禽與家畜腸道指標菌，部分抗生素之抗藥性已

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抗生素之濫用，是否會對國人健康有所影響，

應有更進一步的研究與規範。 

 

(二) 加工肉品與紅肉 
 

    加工肉品中常基於外觀、色澤與保鮮考量而添加亞硝酸化合物，

其遇到某些胺基酸可能會轉變為亞硝酸胺的致癌物。烤肉時，燒焦會

產生 PAHs 物質，此亦為致癌物，因此食用燒烤食品應避免吃到燒焦

的部分。其中，高溫處理亦會產生異環胺的化學物質。吳委員整理許

多研究數據發現，每天食用超過 50 公克之加工肉品，癌症機率會顯

著增加。 

 

   紅肉加熱超過攝氏 150 度，紅肉當中的肌酸與肌酸酐，會與葡萄

糖和胺基酸產生梅納反應，進而生成異環胺化學物質。目前若依毒理

學證據，異環胺會導致大腸癌，雖流行病學現行尚未認定異環胺會致

癌，遲早被認定是致癌物質。國外對於異環胺有許多研究資料，但我

國並未對於異環胺作出相關的研究。 

 

(三) 丙烯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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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瑞典環境化學家研究，還原糖、高量天門冬醯胺、攝氏

120 度至 175 度、PH 值 6 至 8 及低水份含量，會產生丙烯醯胺之有

毒物質。丙烯醯胺通常出現於高溫處理含有澱粉之食品。例如，國人

喜愛食用的薯條、洋芋片等，以馬鈴薯為基材而高溫處理的食品含有

丙烯醯胺。另外，黑糖、油條、烤土司等亦含有丙烯醯胺。丙烯醯胺

是常見的工業用化學用品，具神經毒性、致突變性及動物致癌性。從

許多動物實驗中證明是有致癌性的，但對於人體是否亦會致癌尚未

有結論。 

 

    雖然丙烯醯胺經研究可能致癌，但重點仍為其攝取量與風險推

估。蓋生活中的有害物質是不可避免的，如戴奧辛雖被認定是世紀之

毒，但其係燃燒副產物，空氣中不可能完全沒有。再以自來水為例，

基於主管機關所制訂關於自來水所含物質的標準可知，自來水仍有

致癌物質，但含量低並不會構成危害。另外，人體自己也會產生致癌

物質，如細胞死亡後的細胞膜，氧化後亦會產生致癌。因此，重點在

於攝取量與風險推估，如何食用可以維護健康，而非一概不食用。 

 

(四) 棉酚 
 

    歐洲食品安全局有關棉酚的報告，中國大陸曾於 1940 年代，有

一個村莊看不到幼童，經研究可能為幼童誤食棉籽，進而影響其生育。 

 

    吳委員蒐集國際上研究數據發現，國際上的生育率與男性精子

濃度和肉攝取量都呈現顯著負相關，而國人生育率與肉品供應率顯

著負相關。探究其原因，可能為棉酚有關。許多畜牧業基於成本考量，

以棉籽粕(棉渣)代替黃豆粉加入飼料。 

 

    2000 年時，國際上有以棉酚作為避孕藥的臨床實驗發現，150 位

受試者於 40 周實驗中，有 81 位精蟲製造受抑制，FSH 濃度持續增

高，其中 51％的人在停用棉酚後 12 個月內回精蟲數目。其中在剩下

48 位病人中的 18％的參與者，在停用棉酚一年後，精液中仍量不到

精蟲。因此，從避孕的角度，棉酚無法作為避孕藥之理由，並非棉酚

無效，而是因太過有效，且具不可回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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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現行分為 17 類，約 771 種品項，採正面表列。複方

食品添加物自民國 89 年起取消查驗登記。而目前台灣登錄之複方食

品添加物總數為 8 萬餘種，但是否有全部登錄則有疑義。 

 

(六) 天然食材真的安全？ 
 

    天然物質經毒理學研究發現，50%的天然物質於動物實驗中會致

癌。例如：九層塔中的黃樟素會導致肝癌，而部分中藥含有馬兜鈴酸

會致腎臟癌。 

 

三、 我們應該建構食安預防體系 
 
    食品安全，係指消費者每天食用某一食物或食品，終其一身，此

食物或食品所含的化學物質不會造成不良的健康效應。 
 
    以現行化學藥品查驗制度觀察，目前登記使用化學藥品七萬種，

列管的有約八百餘種，但是未列管因沒有分析方法，根本無法分析。

倘若對瘦肉精檢驗，現行列管僅有 7 種，但實際上瘦肉精有 40 多種，

當不是使用列管化學藥品時，則無法查驗。 
 
    關於食品安全預防策略，應將產地、製造、處理、儲存、運輸、

銷售、消費及馬桶等階段納入考量。以馬桶為例，若能檢測人體排泄

物中所含有的物質，即能協助判斷攝取食品有無含有毒物質。 
 

四、 結論與建議 
 
    食品安全，在國際上仍為一新興跨領域的議題。國際上將「食品

管理」與「食品安全管理」之體系分開、互相獨立。而執行食品安全

管理工作的概念在於事前的預防管理，原則上是確保從產地到餐桌、

甚至到馬桶每個階段的安全。所謂安全，係整合當時最佳科學資訊，

進行獨立客觀的評估，根據評估結果進行風險溝通與管理，以贏得社

會大眾多數共識的結果。就教育面而言，建議中央層級成立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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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與獨立風險評估機構，並且積極培育食品安全人才。另外，食

品安全的決策過程應透明公開且充分溝通。最後，唯有做好高標準的

食品安全工作，台灣美食才能行銷全球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