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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蘇丹紅等16種物質為毒化物 
  新增公告14種具食安風險物質 

 增列與修正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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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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食安議題的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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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 



食品添加物的管理 

• 由衛福部主政  

–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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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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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再依毒管法加強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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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申報 要標示 

要核可 不要 
擅自轉讓,買賣 

14種化學物質
為毒化物 



    列管哪14種具食安風險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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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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修正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 

7 

 增列2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為毒化物 

• 參考斯德哥爾摩公約將月桂酸五氯苯酯列入附件A(消
除對象)及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及禁限用法案
(REACH)已列附錄十七(危險物質清單) 

• 斯德哥爾摩公約刻正審議將全氟辛酸(PFOA)列入附件
A (消除對象)及歐盟已納入第9批高度關注物質候選清
單(SVHCs) 

 修正1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制濃度 

• 為強化毒化物管理，修正全氟辛烷磺酸(PFOS)之
管制濃度 

 



公告為毒化物後… 
業者該做什麼?  違反毒管法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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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權 
•販賣 

申報 

標示 
•危害應變 
•專責人員 

運作權取得§7-4 
應於運作前申報該毒化物之毒理相關資料，並經該
主管機關核可，依核可內容運作 
罰則：10萬元~50萬元 

不得將該毒化物販賣或轉讓予未依規定取得
許可證、完成登記或取得核可者 
罰則：10萬元~50萬元 

販賣對象應取得核可§23 

包裝容器及運作場所標示§17 
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運作人應依規定
標示有關事項，並備具安全資料表 
罰則：6萬元~30萬元 

申報運作紀錄及釋放量§8 
毒化物之運作及其釋放量，運作人應製作紀錄
定期申報，其紀錄應妥善保存備查 
罰則：6萬元~50萬元 

第一~三類毒化物 

設置專責人員§18-1 
罰則：10萬元~50萬元 

 

備具應變器材§19-1 

提報應變器材計畫§19-1 

偵測、警報設備§19-1 
罰則：10萬~50萬元、100萬~500萬元 

(致污染環境者) 
 

提報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10-3 

依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實施§17-2 

聯防組織§16-4 
罰則：6萬~30萬元 

 

運送§ 22-1~3 
10萬元~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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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將該毒化物販賣或轉讓予未依規定
取得許可證、完成登記或取得核可者 

罰則：10萬元~50萬元 

運作權 

申報 

販賣 

標示 

運作權取得§7-4 
應於運作前申報該毒化物之毒理相
關資料，並經該主管機關核可，並
依核可內容運作 

罰則：10萬元~50萬元 

申報運作紀錄及釋放量§8 

毒化物之運作及其釋放量，
運作人應製作紀錄定期申報，
其紀錄應妥善保存備查 

罰則：6萬元~50萬元 

販賣對象應取得核可§23 

包裝容器及運作 

場所標示§17 

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運
作人應依規定標示毒性及污染防制
有關事項，並備具該毒性化學物質
之安全資料表 

罰則：6萬元~30萬元 

第四類毒化物 



跨部會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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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研商及聯合稽查 
 

列為毒化物管理 

跨部會流向資訊交流 
訪查輔導業者 

加強管理有可能違法 
添加的化學物質 

毒化物之可疑流向交由 
衛生單位查處 

與衛福部等部會合作 
杜絕違法添加 

建立與業者、與各部會 
及地方政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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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新增公告16種毒化物特性 



蘇丹色素(Sudan ) 

辣椒製品、鴨蛋、腐乳 
及鹹蛋黃 

家具漆、鞋油、地板蠟、 
汽車蠟和油脂的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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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濫用情形 

正常用途 

蘇丹1號、蘇丹2號、蘇丹3號、蘇丹4號、 
蘇丹紅G、蘇丹橙G、蘇丹黑B、蘇丹紅7B 

動物實驗引起老鼠肝臟及膀
胱腫瘤病變 

第四類 



二乙基黃(Diethyl yellow ) 

豆干 

工業用染料，可用於烴類、
脂類及臘質之染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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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濫用情形 

正常用途 

長期食用導致致癌之虞 

第四類 



王金黃(Basic orange 2 ) 

非法用於腐皮、豆干等豆製品
食品、黃魚染色增加賣相 

紡織品、皮革、木製品等 
工業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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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濫用情形 

正常用途 

長期食用對人體引起視力損
害、腸胃不適、嘔吐、造成
癌症病變 

第四類 



鹽基性芥黃(Auramine) 

非法添加於糖果、黃蘿蔔、 
麵條、黃豆干、土魠鹽干、 
生鮮魚、酸菜類等食品 

紙張、紡織品、皮革之 
黃色染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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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濫用情形 

正常用途 

長期食用對人體可能帶來頭痛、
心跳加速、意識不明之影響，
亦可能導致膀胱癌 

第四類 



紅色2號(Red No.2) 

糖果、餅乾、黃豆加工食品、
蜜餞、加工鹹魚等染色 

工業應用包括羊毛、絲綢、 
皮革及木材之染色、 
著色紙塗層及照片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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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濫用情形 

正常用途 

幼童長期食用可能會引發過動症，
動物實驗顯示造成乳癌及大腸癌，
並導致性腺及胚胎中毒 

第四類 



氮紅(Azorubine) 

非法添加於餅乾、糖果等食品 

精細化工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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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濫用情形 

正常用途 

長期食用對於敏感體質之民眾引
發過敏、氣喘，加劇對於注意力
缺乏過動症兒童症狀 

第四類 



橘色2號(Oran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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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用於糖果、餅乾、烤花枝、
紅魚片等零食。 

傳統金銀紙之印刷、
貼印加工使用 

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濫用情形 

正常用途 

長期食用將損害肝臟細胞 

第四類 



月桂酸五氯苯酯 
(Pentachlorophenyl laurate)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用於紡織品及皮革之防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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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用途 

國際規範 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第一類及第三類 



全氟辛酸 
(Perflurooctanoic acid, PFOA) 

重複或長期暴露可能會導致
牙齒腐蝕、口腔潰瘍及發炎 

用於電子業、紡織品和皮革、廚具不沾鍋塗
層、紙及紙板(如食品包裝)、消防滅火泡沫、
清潔劑、油漆、潤濕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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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 

毒化物分類 

用途 

國際規範 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第四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