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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長序

食品藥物管理署積極重視食品安全，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下稱食
安法 )，邀集食品科學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法制專家、企業代表等共同討論，
針對食品添加物推動多項管理制度完善食品添加物源頭之管理。為避免兼售

化工原料之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販售化工原料予食品業者用於食品加工，本

署近年推動多項輔導計畫，教育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要遵循食安法相關規定，

並於今 (106)年編撰「食品添加物販售管理手冊」。

本手冊係以深入淺出之方式，教育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六要 ( 要上網登
錄、要確認准用、要標示清楚、要貯存分區、要用途告知、要流向記錄 )，
及二不 ( 不得任意分裝單方食品添加物、不得將不符合食安法之產品向購買
者宣稱可作食品添加物使用 ) 之管理策略，期望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能配合
政府強化食品添加物管理之決心，共同營造食品安全之環境。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署長                                      謹誌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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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管理 6 要

1. 要上網登錄

2. 要確認准用

3. 要標示明確

4. 要貯存分區

5. 要用途告知

6. 要流向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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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上網登錄

衛生福利部已公告要求食品及食品添加物業者應至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

台 (非登不可 )完成登錄。消費者或下游食品業者如需查閱或購入食品添加
物，可至非登不可系統檢索業者與產品名稱等資訊，下圖為非登不可網站首

頁。網址：https://fadenbook.fda.gov.tw/

1-1 如何登錄

※如有登錄系統操作暨登錄制度可洽諮詢專線 0809-080-209

登入方式 (插卡 )
(1)以工商憑證
(2)以自然人憑證
(3)輸入卡片 PIN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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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何查詢

檢索食品業者登錄基本資訊 檢索食品添加物業者產品登錄資訊

網頁除得檢索食品業者登錄字號與產品登錄碼資訊外，首頁仍提供公告

資訊及系統使用手冊 PDF檔得下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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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碼

 TFA A 1 A/0 00000001 0

固定，代表食品添加物 許可證字號或流水號 檢查碼

製造（A）
輸入（B）

單方（1）
複方（2）
香料（3）

有許可證：A-Z（代表不同字軌）
衛署添輸字（C）、衛署添製字（D）
衛署香輸字（F）、衛署香製字（G）
衛署添輸字（M）、衛署添製字（N）
PS：許可證字號有 6 碼及 8 碼兩種、若為 6

碼請於許可證字號右方補上 2 碼 0
 無許可證：阿拉伯數字，從 0 開始

範例：

1. 製造單方，許可證字號為「衛署添製字
002043」，則產品登錄碼為 TFAA1D00204300X

2. 製造單方，許可證字號為「衛署添
製字 00204301」，則產品登錄碼為
TFAA1D00204301X

3. 輸入複方，許可證字號為「衛署添輸字
010356」，則產品登錄碼為 TFAA2M01035600X

4. 製造香料，沒有許可證字號，則產品登錄碼為
TFAA30000000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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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確認准用

我國食品添加物係以正面表列准用品項管理，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時，

必須確認品項及規格標準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以下為確認路徑及相關說明。

2-1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s://consumer.fda.gov.tw/People.aspx)

衛生福利部針對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公告正面表列

目前總計 794種單方食品添加物，以下為各類別項數統計表，可至食品
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consumer.fda.gov.tw)首頁 /整合查詢中心
/食品 /食品法規查詢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項下查詢。
以下為各類別個數統計表：

類別 名稱 個數

1 防腐劑 24

2 殺菌劑 1

3 抗氧化劑 26

4 漂白劑 9

5 保色劑 4

6 膨脹劑 14

7 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 94

8 營養添加劑 320

9 著色劑 35

10 香料 90

11 調味劑 33

11-1 甜味劑 25

12 粘稠劑 (糊料 ) 43

13 結著劑 16

14 食品工業用化學藥品 10

15 載體 2

16 乳化劑 29

17 其他 19

統計至 10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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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單方食品添加物規格標準

衛生福利部參考國際法規，並考量國人膳食營養習慣，已明定單方食品

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 (附表一 )及規格標準 (附表二 )，部分食品添加
物用途類別含一類以上，如另一類未詳列其規格標準，則與已詳列之類

別者共同視之，其案例解釋如下：

苯甲酸鈉之用途僅屬防腐劑，上圖 1~10項為苯甲酸鈉規格項目，其訂定之數值或物
理化學特性為必須符合之標準，有任一項不符標準，則非屬准用添加物，不得添加

於食品。

碳酸鉀同時可作為「膨脹劑」、

「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用

製造用劑」與「食品工業用化

學藥品」，其規格標準皆遵照

06011「碳酸鉀」所列規格標
準。

苯甲酸鈉
Sodium benzoate

分子式：C7H5O2Na 分子量：144.11
1. 含量：99%以上（110℃乾燥 4小時後定量）。
2. 外觀：白色顆粒狀或結晶性粉末，無臭。
3. 溶狀：本品 1g溶於水 5mL，其溶液應無色「澄明」。
4. 游離鹼：本品 2g溶於熱水 20mL，加酚酞試液 2滴時，
雖呈紅色，但在加 0.1N硫酸液 0.2mL時，應即消失。
5. 氯化合物：0.014%以下（以 C1計）。
6. 硫酸鹽：0.30%以下（以 SO4計）。

7. 苯二酸甲：准用「苯甲酸」之苯二甲酸試驗法。
8. 砷：4ppm以下（以 As2O3計）。

9. 重金屬：10ppm以下（以 Pb計）。
10. 乾燥減重：1%以下（110℃，4小時）。
11. 分類：食品添加物第（一）類。
12. 防腐劑。

§ 01009
範例：苯甲酸鈉 產品規格表

碳酸鉀

Potassium carbonate

分子式：K2CO3 分子量：138.21
1.含量：99%以上（以乾重計）。
2.外觀及性狀：本品包括無水物及含 1.5個水分子的水合物兩種。無水物之外
觀為白色顆粒狀粉末，水合物則為微小白色透明晶體或顆粒。無臭，具強烈

鹼味、易潮解、且其水溶液成鹼性。本品 1g可溶於 25℃水 1mL中或沸水約
0.7mL中，但不溶於酒精。

3.鑑別：本品 1g溶於水 10mL之水溶液，其鉀離子、碳酸根離子試驗皆成陽性
反應。

4.溶液性狀：本品 1g溶於水 20mL，其溶液應為無色，且其濁度應為「殆澄明」。
5.不溶物：本品 1g完全溶於 20mL水中，不得有殘渣。
6.氧化物：530ppm以下（以 C1計）。
7.鉛：10ppm以下。
8.砷：4ppm以下（以 As2O3計）。

9.重金屬：20ppm以下（以 Pb計）。
10. 乾燥減重：無水物 1%以下  ／  水合物 10~16.5%以下（180℃，4小時）。
11. 分類：食品添加物第（六）類；第（七）類；第（十四）類。
12. 用途：膨鬆劑。
  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用製造用劑。

  食品工業用化學藥品。

§ 06011

 含量 95.5%以上

 外觀 白色顆粒狀或結晶性粉末，無臭。

 溶狀 本品1g溶於水5mL，其溶液應無色「澄明」。

 游離鹼 本品 2g溶於熱水 20mL，加酚酞試液 2滴時，
  呈紅色，但在加 0.1N硫酸液 0.2mL時，即
  消失。

氯化合物 0.31%以下（以 C1計）。

 硫酸鹽 0.80%以下（以 SO4計）。

苯二酸甲 通過試驗（取本品 0.1g加上碳酸鈣 0.1g及
  水 5mL）

 砷 5.5 ppm以下（以 As2O3計）。

 重金屬 18 ppm以下（以 Pb計）。

乾燥減重 0.67%以下（110℃，4小時）。

衛福部發布之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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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食品範圍

本署針對正面表列之單方食品添加物，均已規定得使用食品之範圍，故業

者使用時，須先檢視產品標籤中使用範圍列述，其列述如包含業者欲添入

之範圍，則得使用之，反之，則不得添入，以下將循序漸進，引導業者正

確使用食品添加物之觀念，以獲健全使用食品添加物之方式與資訊。

PART Ⅰ

食品添加物名稱 使用食品範圍 使用食品範圍解釋

L-麩酸鈉

Monosodium 

L-Glutamate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各類食品泛指所有類別

食品均可使用，用量以

可達預期效果之最小量

添加為原則下適量使用。

碳酸鈣

Calcium 

Carbonate

第 7類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

(1) 本品可於口香糖及泡泡糖中視實際需要適量

使用。 

(2) 本品可使用於口香糖及泡泡糖以外之其他食

品；用量以 Ca計為 10g/kg以下。

(1) 指出得使用於口香

糖及泡泡糖，用量

以可達預期效果之

最小量添加為原則

下適量使用。

(2) 上述範圍以外之食

品亦可使用，惟有

用量限制。

第 8類營養添加劑

(1) 一般食品，在每日食用量或每 300g食品 (未

標示每日食用量者 )中，其鈣之總含量不得

高於 1800mg。

(2) 嬰兒 (輔助 )食品，在每日食用量或每 300g

食品 (未標示每日食用量者 )中，其鈣之總

含量不得高於 750mg。

於上述不同類別使用

時，將視添入不同類別

產品時，有不同之限

量。

Remarks：
1. 部分食品添加物品項，具有一種以上之用途類別，於各用途有不同使
用範圍、限量標準之規定。（例如：上表所列之「碳酸鈣」）

2. 業界常見疑慮為上游供應商合法使用某食品添加物於製程中，例如：
製造醬油合法添加己二烯酸，下游食品製造業者購入該醬油原料製造

菜包，致菜包被檢出己二烯酸，如菜包製造業者未額外添加己二烯酸，

尚屬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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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食品添加物名稱 使用食品範圍 使用食品範圍解釋

去水醋酸鈉

Sodium 
Dehydroacetate

本品可使用於乾酪、乳酪、奶油及人造

奶油；用量以 Dehydroacetic Acid計為
0.5g/kg以下。

合併解釋

(1)依據防腐劑使
用機制，訂定

出使用於不同

類別食品之防

腐劑品項。

(2) 各項防腐劑均
有規範其可使

用之食品類

別，非各類食

品均可使用，

且於各類別食

品之用量標準

亦不同。

二醋酸鈉

Sodium Diacetate

(1) 本品可使用於包裝烘焙食品；用量
0.40％以下。

(2) 本品可使用於包裝之肉汁及調味汁；
用量為 0.25％以下。 

(3) 本品可使用於包裝之油脂、肉製品及
軟糖果；用量為 0.10％以下。 

(4) 本品可使用於包裝之點心食品、湯及
湯粉；用量為 0.05％以下。

對羥苯甲酸丙酯

Propyl
ρ-Hydroxybenzoate

(1) 本品可使用於豆皮豆乾類及醬油；
用量以 p-Hydroxybenzoic Acid計為
0.25g/kg以下。 

(2) 本品可使用於醋及不含碳酸飲料；
用量以 p-Hydroxybenzoic Acid計為
0.10g/kg以下。 

(3) 本品可使用於鮮果及果菜之外皮；
用量以 p-Hydroxybenzoic Acid計為
0.012g/kg以下。

常見錯誤案例舉隅：

1. 去水醋酸鈉、二醋酸鈉名稱極為相近，業界常用於非准用之使用範圍，
舉烘焙食品為例，可添加二醋酸鈉，不得添加去水醋酸鈉，坊間烘焙

食品常遭檢出”去水醋酸鈉”，已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定

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2. 對羥苯甲酸丙酯得使用於豆皮、豆乾類等範圍，惟未准許使用於”豆
腐乳”，坊間誤認豆皮、豆乾已包含所有豆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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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食品添加物類別 食品添加物名稱 使用限制

1 防腐劑
雙十二烷基硫酸硫胺明

（雙十二烷基硫酸噻胺）

限用為防腐劑

2 防腐劑
二甲基二碳酸酯 

(二碳酸二甲酯 )

本品限用於以水為基底之

液態飲料，於最終產品中

不得有二甲基二碳酸酯殘

留物檢出。

3 抗氧化劑 L-抗壞血酸（維生素 C） 限用為抗氧化劑。

4 抗氧化劑 亞硫酸鉀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5 抗氧化劑 亞硫酸氫鈉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6 抗氧化劑 低亞硫酸鈉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7 抗氧化劑 偏亞硫酸氫鉀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8 保色劑 亞硝酸鉀
生鮮肉類、生鮮魚肉類及

生鮮魚卵不得使用。

9 膨脹劑 燒鉀明礬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10 膨脹劑 合成膨脹劑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2-4 瞭解使用限制

本署對於使用上需要特別限制之食品添加物，亦同時參考國際間食品添

加物管理規範，制定需遵照使用限制使用，如防腐劑「雙十二烷基硫酸

硫胺明（雙十二烷基硫酸噻胺）」，其使用限制為「限用為防腐劑」、

保色劑「亞硝酸鉀」，其使用限制為「生鮮肉類、生鮮魚肉類及生鮮魚

卵不得使用」等，以下列述幾項食品添加物，詳情請查各項使用限制，

販售業者亦應對其販售項目達到完全明瞭該項食品添加物之使用限制，

販售時一併告知，以避免下游食品製造業者使用錯誤，或最終產品未明

確標示於完整包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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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品質改良用、釀

造用及食品製造

用劑

二氧化矽

EDTA Na2於最終食品完

成前必須與鈣離子結合成 
EDTA CaNa2。

12
品質改良用、釀

造用及食品製造

用劑

珍珠岩粉

1.限於食品製造中助濾用。
2.餐飲業使用於經油炸後
直接供食用之油脂助濾

時，應置於濾紙上供油

炸油過濾使用，不得直

接添加於油炸油中，並

不得重複使用。

13 營養添加劑 維生素Ａ粉末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14 營養添加劑
鹽酸硫胺明（維生素Ｂ 1，
鹽酸色噻胺）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15 營養添加劑 核黃素（維生素Ｂ 2）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16 營養添加劑 鹽酸吡哆辛（維生素Ｂ 6）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17 營養添加劑 氰鈷胺明（維生素Ｂ 12）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18 營養添加劑 抗壞血酸（維生素 C）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19 營養添加劑 維生素 K1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20 營養添加劑 牛磺酸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21 營養添加劑 DL-白胺酸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22 營養添加劑 葉黃素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23 營養添加劑 氫氧化鈣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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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營養添加劑 碳酸鎂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25 營養添加劑 氯化鎂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26 營養添加劑 蘋果酸鎂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

養素時使用。

27 著色劑 食用紅色六號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28 著色劑 食用黃色四號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29 著色劑 食用黃色五號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30 著色劑 食用綠色三號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31 著色劑 食用藍色一號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32 著色劑 食用藍色二號鋁麗基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33 著色劑 β- 胡蘿蔔素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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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著色劑 鐵葉綠素鈉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35 著色劑 葉黃素

生鮮肉類、生鮮魚貝類、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味噌、醬油、海

帶、海苔、茶等不得使用。

36 著色劑 焦糖色素

生鮮肉類、生鮮水產品、

生鮮豆類、生鮮蔬菜、生

鮮水果等不得使用。

37 香料 乙酸乙酯 限用為香料。

38 香料 苯甲醇 限用為香料。

39 香料 乙基麥芽醇 限用為香料。

40 香料 酯類
一般認為安全無慮者始准

使用。

41 調味劑 咖啡因 限作調味劑使用

42 甜味劑 D-山梨醇
1.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
須時使用。

2. 嬰兒食品不得使用。

43 甜味劑 糖精

使用於特殊營養食品時，

必須事先獲得中央主管機

關之核准。

44 甜味劑 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鈉

使用於特殊營養食品時，

必須事先獲得中央主管機

關之核准。

45 甜味劑 甘草萃
不得使用於代糖錠劑及粉

末。

46 甜味劑 醋磺內酯鉀

1. 使用於特殊營養食品
時，必須事先獲得中央

主管機關之核准。

2. 生鮮禽畜肉類不得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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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甜味劑 蔗糖素

使用於特殊營養食品時，

必須事先獲得中央主管機

關之核准。

48 粘稠劑（糊料） 聚糊精

一次食用量中本品含量超

過 15公克之食品，應顯著
標示「過量食用對敏感者

易引起腹瀉」。

49 結著劑 多磷酸鉀
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始

得使用。

50 結著劑 偏磷酸鈉
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始

得使用。

51
食品工業用化學

藥品
離子交換樹脂

最後製品完成前必須中和

或去除。

52 其他 矽樹脂 限消泡用。

53 其他 矽藻土

1.食品製造加工吸著用或
過濾用。

2.餐飲業使用於經油炸後
直接供食用之油脂助濾

時，應置於濾紙上供油

炸油過濾使用，不得直

接添加於油炸油中，並

不得重複使用。

54 其他 酵素製劑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

時使用。



15

2-5 國外官方衛生證明文件

依據食安法第 35條規定，食品業者輸入複方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
應檢附原產國之國內負責廠商或負責廠商出具之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

之官方衛生證明，供各級主管機關查核。

圖示案例

製造商名稱

製造商地址

製造產品類別

官方戳章及簽名



16

2-6 進口報單加註「食品用」或「食品添加物」

衛生福利部於 102年 6月 19日公告進口報單之貨品名稱欄位應加註「食
品用」或「食品添加物」字樣，以及「規格」欄位註明「批號」等事項。

僅販售上述複方食品添加物者 (未自行輸入 )，可於購入該項複方食品添
加物時，請上游供應商提供進口相關資料，以作為產品來源之佐證文件。

苯甲酸鈉

Sodium Benzoate

食品添加物 /

批號：UT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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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標示明確

3-1 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包裝標示，應符合食安法第 24條，欲瞭解其相關規定，則
請按下圖表依序詳讀之。

A.產品標示案例

食品添加物標示 §24 圖示案例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

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

時，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條

第一項所定之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國內負責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

話號碼及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產品登錄碼 TFAA20001234567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附美甜 -甜味劑

二、成分：蔗糖、薄荷油、(阿斯巴甜、D-山梨醇 ) 

甜味劑

三、衛署添製字第 006789號

四、規格：10公斤 (10Kg)

五、國內負責廠商：李察食品有限公司，02-2345-

1688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號

七、有效日期：109年 11月 30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

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九、使用限制：1.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

 2.嬰兒食品不得使用

十、原產地：台灣

警語：

1.本品含阿斯巴甜，苯酮尿患者 (Phenylketonurics)

不宜使用。

2.嬰兒食品不得使用

複方食品添加物

相關規定：

(1)衛福部於 105年 3月 8日 (部授食字第 1051300040號公告 ) 訂定「食

品添加物應明顯標示產品登錄碼」，食品添加物應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

裝明顯標示「產品登錄碼」字樣及其登錄碼，106年 1月 1日生效。

(2)單方食品添加物應標示許可證字號（103.9.9部授食字第 1031301967號

公告）

(3)食品添加物所含香料成分得以「香料」標示之，如該成分屬天然香料，

得以「天然香料」標示之；但所含除香料成分以外之其他原料仍應標示

其各別名稱（103.5.20部授食字第 1031300957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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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食品添加物標示

(1) 單方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可依照公告內容詳列於

      標示。

(2) 己二烯酸案例為業者已認定銷售對象為製造碳酸飲料業者，

      故自行限縮使用範圍，惟尚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故僅依業者定限縮之範圍標示。

B. 產品標示案例

產品登錄碼 TFAA20012345679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抗壞血酸鈉（維生素 C）
二、成分：抗壞血酸鈉（維生素 C）
三、衛署添製字第 099998號
四、規格：5公斤（5Kg）
五、國內負責廠商 :究極研析有限公司，02-2345-1688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七、有效日期：108年 12月 30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1.  形態屬膠囊狀、錠狀且標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品，在
每日食用量中，其維生素 C 之總含量不得高於 1000mg。

2. 其他一般食品，在每日食用量或每 300g食品（未標示
每日食用量者）中， 其維生素 C 之總含量不得高於
150mg。

3. 嬰兒（輔助）食品，在每日食用量或每 300g 食品（未
標未每日食用量者）中，其維生素 C之總含量不得高於
60mg。

九、用途：營養添加劑

十、使用限制 :限於補充食品中不足之營養素時使用
十一、原產地：台灣

產品登錄碼 TFAA20012345678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己二烯酸

二、成分：己二烯酸

三、衛署添製字第 099999號

四、規格：5公斤 (5Kg)

五、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02-2345-1688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七、有效日期：108年 12月 31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本品可使用於不含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用量以 Sorbic Acid 計為 0.5g/kg以下。

九、使用限制：尚無限制

十、用途：防腐劑

十一、原產地：台灣

(4) 警語：部分食品添加物使用時有需加標警語者，則需加註警語及其描述，如「本品

含阿斯巴甜，苯酮尿患者不宜使用」、「本品含 D-山梨醇，嬰兒食品不得使用」。

(5) 如欲確認添入之一般食品原料可否使用於產品中，可參考「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

一覽表」，可至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consumer.fda.gov.tw) >整合查詢

中心 >食品 >核可資料查詢項下查詢。

《註：本表非正面表列，傳統食用之雞鴨魚肉、蔬菜水果及五穀雜糧等常用熟知之原料，

本表並未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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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食品添加物標示

(1) 本案例假設二氧化矽、咖啡因、磷酸及茶胺酸皆含 25%。

(2) 標示方式 I –取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交集，換算出複方食品添加物

之使用範圍及限量。

(3) 標示方式 II –照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法規標示所含單方食品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及限量，並於成分欄位列載有規範使用限量之食品添加物的含

量比例。

產品登錄碼 TFAA20001234548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飲料調整劑 
二、成分：二氧化矽 (25)%、咖啡因 (25)%、磷

酸 (25)%、 茶胺酸 (25)%
三、規格：10公斤 (10Kg) 
四、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

 02-2345-1688 
五、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六、有效日期：108年 03月 30日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二氧化矽：1.本品可於膠囊狀、錠狀食品中

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2.本品可使用於其他各類食品；

用量為 2.0%以下。 
咖啡因：本品可使用於飲料；用量以食品中

咖啡因之總含量計為  320mg/kg。 
磷    酸：本品可使用於可樂及茶類飲料；用

量為 0.6g/kg。 
茶胺酸：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用量為 1g/

kg。
八、使用限制：限作調味劑使用

九、用途：調味劑 
十、原產地：台灣

產品登錄碼 TFAA20001234548       食品添加物

一 .品名：飲料調整劑 
二 .成分：二氧化矽、咖啡因、磷酸、茶胺酸 
三 .規格：10公斤 (10Kg) 
四 .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
 02-2345-1688 
五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六 .有效日期：108年 03月 30日 
七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使用於可樂及茶類飲料中；用量為1.28g/

kg以下。
八 .使用限制：限作調味劑使用。 
九 .用途：調味劑 
十 .原產地：台灣 

標示方法 I 標示方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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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食品添加物標示

(1) 上方右邊案例含有焦糖色素，卻未標明焦糖色素之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2) 產品成分如含有焦糖色素，應加括弧註明焦糖色素類別 (如右圖案例修改處 )。

(3) 於「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所列焦糖色素 (第三類 )共計 13

項用途，如業者欲自行限縮使用範圍為 2項 (如右圖案例修改處 )，尚屬符合規定。其

他有規範使用範圍限量之單方食品添加物亦可限縮使用範圍，惟不可擴大使用範圍。

產品登錄碼 TFAA20001234566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D I Y烤麵包調理粉 
二、成分：碳酸鉀、鉀明礬、酒石酸氫鉀、丙酸鈉 (10%)
三、衛署添製字第 011999號 
四、規格：5公斤 (5Kg) 
四、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

 02-2345-1688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七、有效日期：109年 02月 14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使用於麵包
及糕餅；用量以 Propionic Acid計為 2.5g/kg
以下 

九、使用限制：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 
十、原產地：台灣

十一、用途：膨脹劑 

產品登錄碼 TFAA20001234543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可可著色粉 
二、成分：玉米澱粉、可可脂、食用紅色四十號、

焦糖色素 
三、規格：5公斤 (5Kg) 
四、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

 02-2345-1688 
五、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六、有效日期：109年 03月 11日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八、使用限制：生鮮肉類、生鮮魚肉類及生鮮魚

卵不得使用。 
九、用途：著色劑 
十、原產地：台灣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焦糖色素 (第三類 )：
1.本品可使用於糖漬果實、罐頭水果、油醋鹽浸
漬果實、果醬、果凍、果皮凍；用量為 0.2 g/
kg以下。

2.本品可使用於水果派餡；用量為 7.5 g/kg以下。

焦糖色素 (第三類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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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香料食品添加物標示

羅勒香料粉之成分含 L-抗壞血酸、乙基纖維素，惟產品之使用範圍、用量標準未針對所

含單方食品添加物取交集。

產品登錄碼 TFAA20012345681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白米香精 

二、成分：水、胺基乙酸、D&DL-酒石酸鈉、

丙二醇、酒精、香料 

三、規格：10公斤 (10Kg) 

四、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

  02-2345-1688 

五、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六、有效日期：109年 1月 1日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八、使用限制：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 

九、原產地：台灣

產品登錄碼 TFAA20012345680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羅勒香料粉 

二、成分：麥芽糊精、L-抗壞血酸、乙基纖維素、

香料 

三、規格：10公斤 (10Kg) 

四、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

  02-2345-1688 

五、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六、有效日期：109年 1月 1日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八、使用限制： 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

九、原產地：台灣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本品可使用於膠囊狀、錠狀食品中；

 用量以 65g/kg 以下。

（此案例假設 L-抗壞血酸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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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化工原料

本項「化工原料」係指「非食品使用之化學或工業性原料」。

販售業者如兼售化工原料，其標示內容應循該類產品主管機關所訂規範

標示之。另建議加標以下內容：

A.「禁止用於食品」

B.「本品為化工原料，不得用於食品」

C.「本品為工業級，不得供食品加工使用」

圖示案例

I. 吊白塊

III.有機黃磷粉

II.硼砂

本品為工業級，不得供食品加工使用

禁止用於食品

本 品 為 化 工 原 料，

不得用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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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貯存分區

食品添加物產品應與非食品用之化學物質分區貯放，貯放食品添加物之

區域標示「食品添加物專區」字樣，貯放非食品用之化學物質區域標示「本

區原料禁止用於食品」，避免取用人誤取，或產生交叉污染。

想好要買再去找，專區標明不亂跑

哪怕弄錯僅一次，問題衍生增困擾

防腐劑

調味劑

著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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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用途告知

食品添加物應於包裝標示明顯標示「食品添加物」字樣，至於販售其他

非食品用之具食安風險之化學物質，應進一步詢問購買目的、用途，並且提

醒勿使用添加於食品。

這些可用
於食品

這些是化
工原料，
不能用在
食品上

食品級

化工用

化工用

化
工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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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流向記錄

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 29條，所有食品添加物業者皆應建立食品
添加物或原料進貨之驗收作業及追溯、追蹤制度，記錄進貨來源 (進貨憑證 )、
上下游廠商名單清冊、內容物成分、數量、庫存量、交易量、出貨紀錄 (出
貨單據 )等資料，做好販售業者之進銷存紀錄等管理。(可用電子系統、紙本
記錄買方資料 )

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 32條，食品添加物之製程及品質管理，應
符合下列規定：

(1)建立製程及品質管制程序，並應完整記錄。

(2)成品應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並完整包裝及標
示。每批成品之銷售流向，應予記錄。

販售業者切記 3留、1記、1檢查

3留

1記 1檢

留進貨憑證
留廠商資訊
留產品資訊

記錄進銷存
檢查購買原料/
食品添加物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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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管理 2 不

1. 不得分裝單方食品添加物

2. 不符合食安法之產品不得宣稱做為食品添加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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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分裝單方食品添加物

行政院衛生署 (現為衛生福利部 )89年 9月 28日衛署食字第 0890020449
號公告「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

量暨規格標準』收載之單品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應辦理查驗登記」。

後衛生福利部於 103年 4月 24日廢止該公告，並依食安法第 21條之規定於
同日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96號公告，訂定「製造、加工、調配、改裝、
輸入或輸出『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收載之單品食品添加

物（香料除外），應辦理查驗登記，並自即日生效」。故販賣業者未取得查

驗登記核可，不得改分裝單方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單方
衛署添製字第 09999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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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符合食安法之產品不得宣稱做為食品添加物使用

不得將非准用品項、規格標準不符、標示不符等情形，向購買者宣稱可

作食品添加物使用。

舉例：

(1)不得將鹽基性桃紅精 (玫瑰紅 B)販售予食品業者製作紅湯圓。

(2)不得將硼砂販售予食品業者製作鹼粽。

(3)不得宣稱清潔用之小蘇打或檸檬酸也可供作食品添加物，這是錯誤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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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法規名稱 更新日期 QR  code 條碼聯結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6.11.15

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106.07.13

3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認證及驗證收費

辦法
106.01.23

4 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106.03.01

5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

法
105.06.08

6 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106.06.08

7 加工助劑衛生標準 105.02.17

8
食品添加物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

遵行事項
104.05.29

9
食品及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等相關審查

費及證書費收費標準
105.04.15

10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103.11.07

    三 法規彙整與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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