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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戴奧辛與多氯聯苯



特性、來源及人體暴露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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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PCDDs

PCDFs

多慮二聯苯戴奧辛(PCDDs)、
多氯二聯苯呋喃(PDCFs)、
戴奧辛類多氯聯苯(DL-PCBs)
及6項指標性非戴奧辛類多氯
聯苯(ICES-6)，皆為無色、
無味、毒性強的脂溶性化學
物質，易累積於動物脂肪內。

DL-PCBs,

ICES-6 PCBs

戴奧辛進入人體的途徑
包括吸入、皮膚接觸及
食入等三種。其中經由
食物鏈食入含高脂肪的
魚類、蝦貝類、肉品及
乳製品等食物，為戴奧
辛進入人體的主要途徑
（約占90%以上）。

來源



戴奧辛及多氯聯苯管理規範修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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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公告食品中多氯聯
苯限量暫行標準

2005 2006 2013 2020

訂定食品中多氯
聯苯限量標準

訂定食品含戴奧
辛及戴奧辛類多
氯聯苯處理規範

修正食品含戴奧
辛及戴奧辛類多
氯聯苯處理規範

修正食品含戴奧辛及
多氯聯苯處理規範
廢止食品中多氯聯苯

限量標準



食品含戴奧辛及多氯聯苯處理規範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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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物
超標

環境
超標

食品
超標

管制項目:Dioxin, Dioxine+DL-PCB, ICES-6 PCB
食品類別:6大類共15項食品

1. 食品中之管制限值

2. 超過限值食品之處置
食安法§15Ⅰ(3)有毒或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3. 跨部會通報及處理流程
衛福部、農委會、環保署三機關副首長會議
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共同研商處置措施
發布新聞或溝通訊息



附表1.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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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http://consumer.fda.gov.t

w/Law/Detail.aspx?nodeI

D=518&lawid=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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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4月15日修正公告「食品含戴奧辛及多氯
聯苯處理規範」，增訂「6項指標性非戴奧辛類
多氯聯苯總合(ICES-6)」



109年雲嘉南高屏地區食品戴奧辛背景值調查研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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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85件樣品，單一樣本均符合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限值規範，
混合樣本均低於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之限值規範之二分之一

各類食品之17種戴奧辛調查結果

各類食品之12種戴奧辛類多氯聯苯調查結果

各類食品之ICES-6指標性多氯聯苯調查結果

85件樣品，單一樣本均符合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限值規範，
混合樣本均低於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之限值規範之二分之一

85件樣品，單一樣本均符合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限值規範，
混合樣本均低於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之限值規範之二分之一



攝食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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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至108年分區調查一般民眾經由飲食攝取戴奧辛之終
生平均日暴露劑量(Life-time Average Daily Dose, 
LADD)，其中部分地區高於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所訂
定之每周容許劑量 2 pg TEQ/kg BW/week (換算每日容
許攝取量為0.286 pg TEQ/kg BW/day)（EFSA, 2018）。

109年重點監測雲
嘉南及高屏地區結
果，各類食品濃度
均有下降，且終生
平均日暴露劑量已
低於EFSA



風險溝通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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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減少戴奧辛與
多氯聯苯之暴露?

1.減少大型掠食性魚類之攝取，避免過量攝取
高油脂部位(魚皮、內臟等)，多選擇中小型
魚類、植物性蛋白質或低脂乳品。

2.敏感性族群(孕婦、幼兒)勿攝取過量肉類脂
肪及內臟。

3.均衡且多樣化的飲食，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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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有機氯農藥



管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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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 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容許

量標準

NIP列管共計13種有機氯農藥:
阿特靈、地特靈、可氯丹、安特靈、滴滴涕、滅
蟻樂、六氯苯、飛佈達、毒殺芬、靈丹、α-六氯
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安殺番



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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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7,429件

衛福部歷年分析市售產品有機氯農藥殘留量採樣件數

109年度分析市售農產品
4,671件，列管之有機氯
農藥皆未檢出或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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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汞及甲基汞



管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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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

• 對人體危害性之關注：甲基汞
• 水產動物中主要型態：甲基汞形式
• 其他傳統監測之對象：仍保留總汞



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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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109年度共抽驗600件市售食品
中之重金屬含量

• 1件鮪魚之甲基汞超標



風險溝通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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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雜誌、報章
刊登廣告

折頁文宣

• 政府管制方式說明
• 重金屬污染風險說明
• 飲食衛教宣導



風險溝通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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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針對敏感性族群，提出魚類攝食指南
避免甲基汞之暴露風險

• 提出建議攝食量
• 提供簡易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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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



管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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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衛生標準
材質試驗

•PVC材質-8種塑化劑之總合含量限制(0.1 %以下)
•其他塑膠-8種塑化劑之個別含量限制(0.1 %以下)

溶出試驗
•6種塑化劑之溶出上限(以模擬油脂之溶媒測試)

降低食品中塑化劑含量之企業指引
企業自主品管監測措施之指導
塑化劑每日耐受量TDI

•風險評估之依據

企業監測塑化劑指標值
•企業自主品管及衛生機關之輔導

異常處理措施
•提供企業、衛生機關之指導

各國均無訂
定食品中塑
化劑之管制
標準。



107年加工食品中塑化劑之風險管理研析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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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加工食品中鄰苯二甲酸酯類平均濃度

• 3類加工製品之檢出濃度稍偏高，惟仍無超過目
前各類已訂有監測指標值之數值範圍。

• 各年齡層各項塑化劑之生殖發育毒性及肝毒性
危害指數(HI)值，均仍在可接受之風險範圍。



107年委辦計畫成果

風險溝通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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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苯二甲酸酯類是甚麼?

加工食品中為何會出現?

對人類有什麼影響?

我們吃入的量會不會超過安全標準?

對業者的建議

對消費者的建議

政府機關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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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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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荷爾蒙就在你我身邊?!

均衡飲食、分散風險!

多運動維持良好代謝力!



感謝聆聽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