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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常年氣候潮濕，食材如何安全

儲存是常見討論話題！其中，又以馬鈴

薯發芽後究竟能否食用最為常見，民眾

不想浪費，但又對食用的安全性充滿疑

惑與不安，這到底該怎麼辦？食品藥物

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請到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副教授陳泰源來為民

眾詳細解說。

馬鈴薯發芽會產生大量茄鹼
「其實馬鈴薯所產生的茄鹼是一種

植物的自我保護機制。」陳泰源副教授

笑著解釋，馬鈴薯產生的「配醣生物鹼

」，主要成分是龍葵鹼（α-Solanine）

與卡茄鹼（α-Chaconine），統稱「茄

鹼」，是一種天然毒素、不溶於水，且

裂解溫度高達190～285℃的物質。根據

臨床研究顯示，人體攝取「過多」的茄

鹼會造成神經中毒性病症，症狀包含噁

心、腹瀉、神經失調，甚至是出現幻覺

的現象，其中幼童、孕婦、年長者屬於

高風險族群。

以人類視角來看，可能無法理解做

為食材的馬鈴薯為何會產生茄鹼，但對

於馬鈴薯來說，這類茄鹼在生長各階段

尤其是發芽時會大量產生，是抵禦害

蟲、動物與病菌在其生長過程中侵襲的

重要防禦機制。為加強管理，食藥署也

明文訂定「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

標準」，訂定馬鈴薯塊莖中總配醣生物

鹼之總和限量為200mg/kg。

涼爽、乾燥存放，減緩發芽的解方
「 馬 鈴 薯 只 要 發 芽 就 應 避 免 食

用！」陳泰源提醒，多數民眾認為只要

將發芽處（芽點）去除就能解除可能造

成的中毒危害，但事實是只要發芽，整

顆馬鈴薯的茄鹼量就會以5~6倍量增

長。因此，民眾只能以適當的儲存方式

與環境，減緩發芽速率。

「試想馬鈴薯是碰到壓迫就會警覺

要保護自己，溫濕度波動、碰撞都算是

威脅。」陳泰源舉例，若是習慣放冰箱

則是建議放在7℃上下的冷藏室，畢竟

太冷也算是一種迫害。最好的儲存方式

發芽的馬鈴薯究竟能否食用？
低溫陰涼處存放能減緩萌芽時間1

是讓馬鈴薯保持在涼爽、陰暗的地方，

常溫存放時以紙袋戳洞取代塑膠袋，這

樣才能降低呼吸速率、延緩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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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藥膏怎麼用才正確？五大QA學起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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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藥膏是眼科常見的處方藥物之

一，但是許多病人對如何正確使用眼藥

膏仍存在一些疑問！食藥署邀請到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郭彤藥師，整理

出民眾常見的問題並教導您如何正確使

用眼藥膏。

Q1. 眼藥膏是點眼瞼還是眼球上？

眼藥膏應點在下眼瞼處，避免碰到

眼球。正確的方式應在清潔雙手後，輕

拉下眼瞼，眼睛朝上看，輕擠出一點藥

膏塗抹在眼瞼1/3長度左右（如下圖），

然後閉上眼睛稍微轉動眼球，休息2-5

分鐘，讓藥膏在眼球表面均勻分布，藥

膏若有溢出眼眶時，

可用衛生紙擦拭，但

不 可 擦 拭 藥 膏 的 瓶

口。

Q2. 眼藥膏可以用手直接沾抹後擦，還

是要用棉花棒？

點藥前，藥膏瓶口不可接觸眼睛，

若擔心藥量不易控制，也可先將藥膏塗

在已滅菌消毒的棉花棒上再上藥。

Q3. 眼藥膏與眼藥水同時使用時，有先

後順序嗎？

若需同時使用2至3種眼用藥品，建

議一種藥品點完後，間隔5至10分鐘再

使用下一種，才能讓每一種成分都能充

分且有效被吸收。另外，由於藥水和藥

膏不同劑型在眼眶內的流動性有所差

異，建議先點眼藥水（通常是澄清透

明），再點眼用懸浮液（藥水裡面有小

顆的藥品微粒），最後再使用眼藥膏，

這樣可以讓有效成分在眼睛內的停留時

間更完整。

Q4. 眼用藥品應該如何保存？

眼藥膏平時應放置在陰涼避光處

（25℃以下）保存，某些眼藥水需冷藏

（2℃至8℃）保存，請注意藥師說明與

藥袋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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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人注重生活品質，對於

食安的要求也越發重視，如何「食」的

安心，成為民眾高度關注的議題。因

此，食藥署持續進行檢驗方法的設計開

發與優化研究，透過各種檢測儀器讓不

法物質無所遁形！

說到食品檢驗，「質譜儀」是目前

常用於化學分析的一種儀器，可分析出

複雜的化學物質組成和結構，並根據分

子的精確質量進行鑑定及定量分析。以

禽畜水產品中的動物用藥檢測為例，質

譜儀搭配適當萃取及淨化等前處理技

術，能夠精確地識別複雜樣品中(如肌

肉、內臟、蛋類、乳汁等)的微量藥物成

分，以此確定動物用藥的殘留量是否符

合規定。

農藥殘留如何分析？
就靠「質譜儀」洞悉一切！3

Q5. 眼藥膏開封後可保存多久？

眼藥膏開封後一個月若未使用完畢

即應丟棄。因為開封後的眼藥膏跟空氣

接觸，可能讓原有成分失效、變質，或

遭受汙染，甚至可能滋生細菌。建議可

在開封後標註開封日期，避免忘記時

效。如果發現眼藥膏出現原本沒有的沉

澱或變色，就應該停止使用。

除了能精準分析出目標藥物，質譜

儀的另一大特點，就是能同時檢測大量

的分析物。以食藥署農藥檢測中的多重

殘留分析方法為例，使用液相及氣相層

析串聯質譜儀能同時分析出總計多達

410項農藥，不僅能大幅降低時間成

本，也可減少檢驗次數而兼具環保功

能，因此被廣泛應用於各項領域，目前

已是現代分析化學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之

一。

未來，食藥署將持續配合國內法

規、因應新聞輿情及接軌國際趨勢，不

斷精進及開發檢驗方法，並搭配精密分

析儀器，為民眾食的安心嚴格把關。

食藥署提醒，眼藥膏是個人使用的

藥品，不可與他人共用，避免交叉感染

的風險。除此之外，眼用藥品的使用方

式看似簡單，其實須注意的細節很多，

希望民眾能建立正確觀念，讓靈魂之窗

的治療更有效且安全。

能精準分析出目標藥物
能同時檢測大量的分析物

< 質譜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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