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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本工業標準委員會(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C)及日本洗潔劑及肥
皂商會(Japan Soap and Detergent Association; 
JSDA)，而美國規範主要來自於美國環保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及美國
紐約州環保局(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New York State, U.S.)。歐洲的
規範主要來自歐盟組織(European Union)、
瑞士聯邦環境辦公室(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Swizerland)及丹麥標準基金會
(Danish Standard Foundation, Denmark)等。此
外，澳洲環境選擇計畫(Good Environmental 
C h o i c e ,  G E C A )、紐西蘭環境選擇
(Environmental Choice New Zealand, ECNZ)、
香港環保促進會(Green Council)及北歐天鵝
(Nordic Ecolabel)等資料，亦一併收集。 

各國法規與標章

本研究整理歐盟、日本、瑞士及美國等

國家及地區之食品用洗潔劑相關標準 (1-5)(表
一)；而其中以歐盟所規範之種類和項目最詳

前　言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謂食品用洗

潔劑，係指直接使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食品包裝之物質。食品清潔

與食品之安全衛生有直接的相關，而食品用洗

潔劑廣泛地使用於餐廳及食品工廠，在一般家

庭中亦被視為清洗食品用容器具或洗滌蔬果之

必需品。

食品用洗潔劑中的成分若不能確認其衛生

安全，將可能造成健康疑慮。為使民眾在使用

相關產品時有更進一步的健康保障，本研究針

對食品用洗潔劑的國內外法規及標章進行整理

與比較，以做為未來政策擬定或修正管制標準

的參考。

方　法

本研究收集日本、美國、歐盟、澳洲等
(1-10)國家之法規標準、環保標章後，與我國現

行之食品用洗潔劑衛生安全標準及洗潔劑環

保標章等進行比較與分析。日本的規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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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市面上所販售的食品用洗潔劑品牌眾多，且使用之原料不盡相同；為使民
眾在使用相關產品時有更進一步的健康保障，本研究針對食品用洗潔劑的國內外法
規及標章進行整理與比較。結果發現，相較於國內現行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中僅
針對砷、重金屬、甲醇、壬基苯酚類及螢光增白劑等訂有濃度規範，包括歐盟、美
國及加拿大等國家，皆有較多的建議管制項目(其中以歐盟的規範最為詳盡)。此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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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食品用洗潔劑各國法規及自願性規範彙整表(1-5)

國家 歐盟 瑞士 美國 日本 日本

法規名稱 Regulation (EC) 
No 648/2004

CC 814.81 紐約州環境保
護法第 35 條

JIS K3370-1994 日本石鹼洗劑工
業會飲食器用洗
淨劑自主基準

乙二胺四乙酸 EDTA 
(及其鹽類)

超過0.2% (w/
w)，須標示

不可超過1% – – –

含磷化合物 超過0.2% (w/
w)，須標示

– < 8.7% (w/w) – –

界面活性劑 超過0.2% (w/
w)，須標示

– – 200-600 mg/L 200-600 mg/L

漂白劑 以氧或以氯為
基準的漂白
劑，超過0.2% 
(w/w)，須標示

– – – –

基氨三乙酸NTA 
(nitrilotriacetic acid) 
(及其鹽類)

超過0.2% (w/
w)，須標示

– 不得檢出 – –

酚類 酚類或鹵素的
酚類，其一超
過0.2% (w/w)，
須標示

壬基酚及壬基
酚聚乙氧基醚
醇需<0.1% (w/
w)

– – –

對二氯苯、多環芳香
烴類、脂肪族烴類、
含鹵素烴類、沸石、
肥皂、聚羧酸類

超過0.2% (w/
w)，須標示

– – – –

二氨基丙基
四乙酸 PDTA 
(propylenediaminetetra 
acetic acid)及其衍生
物

– 不得超過1% – – –

螢光增白劑 + – – 不得檢出 不得檢出

甲醇 – – – < 1 mg/g < 1 mg/g
pH值 – – – 6-8 6-8
砷 – – – 0.05 mg/L以下 0.05 mg/L以下
重金屬 – – – 1 mg/L以下 1 mg/L以下
生物分解度 – – – 90%以上 -
洗淨力 – – – ≧指標洗劑 -
酵素 + – – – 澱粉酶、蛋白

酶、脂肪酶可使
用

香料 + – – – 只能添加IFRA
規範正面表列物
質

過敏原 + – – – –
消毒劑 + – – – –
註：+有列管 –無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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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舉例而言，歐盟規定包括：乙二胺四乙酸

(EDTA)及其鹽類、磷酸鹽類、磷酸酯類、界
面活性劑(不論是陽離子型、陰離子型、兩性
型或非離子型) 、漂白劑、對二氯苯、多環芳
香烴類、脂肪族烴類、含鹵素烴類、沸石、聚

羧酸類、酚類及二氨基丙基四乙酸(PDTA)等
物質，若任一含量超過總重量的0.2%時，皆必
須明確列於產品之標示上。另名稱或商標名稱

或商標、負責廠商詳細地址和電話號碼等亦須

標示。

表二則是以環境保護為目的之各國環保

標章的相關規範 (包括：歐盟、比利時、加
拿大、美國及澳洲等)(6-10)；其中可以發現以

歐盟的Ecolabel最為嚴格，而所禁用的化學
品包括：含氯添加劑、磷酸鹽、三乙酸基氨

(NTA)、過硼酸鹽、烷基苯酚聚氧乙烯醇類
(APEO)、EDTA、烷基酚衍生物、防腐劑、二
乙烯三胺五乙酸、硝基麝香及多環麝香等。

另外，由國內環保署所核發的環保標章，則

要求NTA含量須低於0.1%以下、EDTA須小於
0.01%，而APEO則不可高於0.05%。
整體而言，我國、歐盟和比利時的環保標

章均強調產品需含有生物降解的能力，以避

免其累積在自然環境中，進而造成汙染；而

含氯添加劑則是另一項我國、歐盟、加拿大和

澳洲皆有管制的項目。總磷部份，我國、歐盟

和澳洲也都有限制；至於有害毒性化學物質，

包括：我國、歐盟、美國，和澳洲也有相關要

求，以避免民眾於使用食品用洗潔劑時因接觸

而造成可能的健康傷害。

其他國家標章管制項目重點

一、香港-強調環境友善

除了前述的國家和地區之外，香港環保

促進會(Green Council)也訂定了香港環保標章
(Hong Kong Green Label) (11)；此標章的目的在

於設法降低因使用食品用洗潔劑而可能對人類

生命所造成的危害，並藉此幫助消費者選購

對環境傷害較低的商品，同時促進業者生產

對環境較友善的產品。Hong Kong Green Label
規範洗潔劑要容易被生物降解，且不能含有

EDTA (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APEO 
(alkyl phenol ethoxylates)及NTA (nitrilotriacetic 
acid)；而磷及磷酸酯的含量亦需低於總量的
0.5%。

二、北歐國家-規範香精使用

北歐天鵝為北歐洗潔劑的環保標章之一
(12)，由挪威、瑞典、芬蘭、冰島及丹麥等五國

所共同訂定，其目的在於降低因使用食品用洗

潔劑而可能對環境及使用者健康所造成的傷

害。北歐天鵝希望將洗潔劑對水生環境的負面

影響降到最低，而對於包裝及包裝上的劑量標

示也都有所要求。目前，北歐天鵝已經有效地

減少洗潔劑中可能對環境有害或是引起過敏之

物質的含量；而針對界面活性劑、著色劑及防

腐劑等，北歐天鵝都有詳盡的規定。香精類方

面，北歐天鵝規定添加在食品用洗潔劑的香

精應遵守國際香料協會(International Fragrance 
Association, IFRA)的規範，且添加的香精不
可含有以下物質，包括：二甲苯麝香(Musk 
xylene)、葵子麝香(Musk ambrette)、傘花麝香
(Musk moskene)、西藏麝香(Musk tibetene)、酮
麝香(Musk ketone)、佳樂麝香(HHCB)及吐納
麝香(AHTN)等。另外，針對戊基肉桂醛(Amyl 
cinnamal)、對甲氧基苯甲醇(Anisy alcohol)、
苯甲酸苄酯  (Benzyl benzoate)及柳酸苄酯

(Benzyl salicylate)等物質，則規定含量必須小
於0.01%。

三、紐西蘭-規範抗生素與酵素

Environmental Choice New Zealand是紐西
蘭的環境標章(13)；根據ISO 14024標準，若產
品標示”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此標章，表示產品中各配
方成分對環境的負擔較小；此標章是由紐西蘭

政府所設立，期能將生產、使用及產品廢棄物

過程中所可能產生對環境有害的因子降到最

小，以達到改善環境品質之目的(其中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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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食品用洗潔劑各國自願性標章彙整表(6-10; 28)

國家 台灣 歐盟 比利時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標章名稱 環保署環保標
章

EcoLabel ECO 
GARANTIE

DfE Label EcoLogo GECA

管制項目

有害、危險、
毒性物質

禁用環保署公
告之毒性化學
物質

禁用 (敏感物
質有限制使
用)

– 不能檢出環保
署有害空氣污
染物(HAPs)清
單中的物質、
具可燃性及對
皮膚和眼睛具
有刺激性的物
質、可分解臭
氧的物質

– 禁用國家工
業化學品評
估管理機構
(NICNAS)認
定之致癌性物
質。致突變性
或致畸胎性
物質需小於
0.1%，接觸過
敏劑或誘變劑
需小於1%

生物降解力 界面活性劑生
物分解度95%
以上

須具備好氧生
物降解能力、
厭氧生物降解
能力

最優化 – – –

好氧非生物降
解有機物

– 1 g/wash – – – –

厭氧非生物降
解有機物

– 1.5 g/wash – – – –

界面活性劑含
50%以上天然
原料

+ – – – – –

螢光劑 不得檢出 – – – – –
三氯沙 不得檢出 – – – – –
含氯添加劑 不得檢出 (包

括含氯漂白
劑)

禁用含活性氯
之化合物

– – 禁用 禁用 (三氯乙
烷、氯及其化
合物)

總磷 0.1％以下 Phosphonates 
0.1g/wash; 
phosphates 禁
用

– – – 不超過25 mg/L

三乙酸基
氨 NTA 
(nitrilotriacetic 
acid)

0.1％以下 禁用 (包含其
鹽類)

– – – 禁用

過硼酸鹽 0.1％以下 禁用 – – – –
pH值 5-9 – – 4~9.5 – –
乙二胺四乙酸 
EDTA

0.01％以下 禁用 (包含其
鹽類)

– – – 禁用

烷基苯酚聚氧
乙烯醇類 APEO

0.05％以下 禁用 – – – 禁用

各成分之物質
安全資料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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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台灣 歐盟 比利時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標章名稱 環保署環保標
章

EcoLabel ECO 
GARANTIE

DfE Label EcoLogo GECA

管制項目

總化學物質含
量

– 20g for single 
function; 
22g for 

multifunction

– – – –

防腐劑 – 禁用 – – – –
烷基酚衍生物 
(APD)

– 禁用 – – – –

二乙烯三胺
五乙酸 DTPA 
(Diethylene 
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

– 禁用 – – – –

二甲苯磺酸鹽 – – – – – 禁用

硝基麝香 Nitro 
musks

– 禁用 – – – –

多環麝香
Polycyclic 
musks

– 禁用 – – – –

甲醛及其前驅
物

– – – – – 小於0.1%

永續性 – – + – – –
安全性 – – + – – –
有機植物產品 – – 盡可能使用 – – –
動物測試 – – 禁止 – – –
石化原料 – – 禁止 – – –
有害礦物質 – – 限制使用 – – –
輻射產品 – – 禁止 – – –
基因改造成分 – – 禁止 – – –
穩定劑、潤膚
劑、及保存劑
等物質

– – 嚴格監管 – – –

遮光劑 – – – – – 禁用

包裝 primary 
packaging不超
過2g/wash

無特別規定 須使用25%的
再生性或可回
收性物質

無特別規定 無特別規定

PVC或其他含
氯塑膠材

不得使用

塑膠包裝 單一材質塑膠

表二、食品用洗潔劑各國自願性標章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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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抗生素和酵素使用的管理)。

為何要管制這些物質？

一、環境保護角度

在目前已被管制的化學品物質中，乙二胺

四乙酸(EDTA)及二乙烯三胺五乙酸(DTPA)被
視為對環境有危害的物質；EDTA是DTPA的一
種降解物，而EDTA因其不易降解的特性，再
加上其易與重金屬產生螯合作用，因此EDTA
可能會改變金屬離子在水體和底泥間的平衡，

進而影響水中生物的生存。以環境保護的角

度而言，這兩種物質應控制其釋放至自然界的

量，且應越低越好(14)。

二、環境荷爾蒙疑慮

烷基苯酚聚氧乙烯醇類(APEO)為界面活
性劑的一種，其和戴奧辛、鄰苯二甲酸酯類、

雙酚A等被視為環境荷爾蒙物質(15)；因此限制

其使用量，對環境生物和人體健康都有實質的

幫助。另外，酚類物質的管制則包含壬基苯酚

等；由於壬基苯酚類物質亦有環境荷爾蒙的疑

慮，因此亦需要加以規範。

三、毒性化學物質疑慮

以列入管制的對二氯苯為例，其常被用

來製造樟腦丸，且目前國際癌症研究單位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和美國環保署將其視為可能的人類致癌
物。長期暴露下，對二氯苯可能導致貧血，並

對肝、腎等器官造成危害，而美國環保署則規

定飲用水中的對二氯苯每一公升不得超過75 
μg；因此，限制對二氯苯的使用，對環境和大
眾健康的保護皆會有所幫助(16; 17)。另外，基氨

三乙酸(NTA)則為國內環保署所列管的毒性化
學物質之一，其有致癌疑慮，而長期暴露可能

國家 台灣 歐盟 比利時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標章名稱 環保署環保標
章

EcoLabel ECO 
GARANTIE

DfE Label EcoLogo GECA

管制項目

紙盒（袋）包
裝

回收紙混合比
佔80％以上所
製, 不得於表
面黏著塑膠膜
以利回收

容器 符合表格要求

附註 標章使用者的
名稱、住址、
及聯絡電話須
清楚記載於產
品及包裝上。
產品或包裝上
須標示「生物
分解度高於
95%且不產生
壬基酚」，且
應解釋生物分
解度之定義，
使消費者易於
瞭解

水體生物毒性
有DID表格計
算
洗滌表現：符
合其中一個，
使用IKW or 
EN 50242(修
正後)的測試
方法

洗淨效率以
ISO 4198的方
法量測
自動洗碗機
洗潔劑以ISO 
7535的方法
量測
自動洗碗機
洗潔劑不可
具有腐蝕
性、不可使
用染劑

註：+有列管 –無列管
GECA: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Australia.

表二、食品用洗潔劑各國自願性標章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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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腎病變(18)。二甲苯磺酸鹽為一種助洗劑，

其廣泛應用在洗髮精及一般家用洗劑中；在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報告中，詳細列出了各種

動物實驗的結果(19)，而澳洲的環保標章亦管制

二甲苯磺酸鹽的使用。多環芳香烴類(PAHs)，
為一百多種不同化學物質的總稱，其有致癌的

疑慮(20)；PAHs可能由於殘留於有機溶劑而存
在於清潔劑中。含鹵素烴類部份，則可能是因

為鹵素(氟、氯、溴、碘)的毒性考量而加以管
制，以避免造成環境生態和人體健康的負擔。

至於甲醛，曾做為食品用洗潔劑中的防腐劑原

料；研究指出，暴露甲醛會導致呼吸道黏膜之

刺激，且甲醛為人類致癌物，對人體健康將造

成不良效應(21)。

四、新興污染物疑慮

人造麝香包括硝基麝香和多環麝香，為清

潔劑可能使用的香料成份之一，而由於考量

硝基麝香的光毒性及生物累積性等問題，近

年來已逐漸減少使用或禁用(22)；而不同硝基麝

香中的二甲苯麝香，則已被歐盟列為潛在的人

類致癌物。由於硝基麝香陸續被禁用，因此多

環麝香為目前使用的大宗，但其在環境中更不

易被分解，再加上有致癌性和類雌激素的疑慮
(23; 24)，因此在清潔劑的使用量上亦需要加以規

範。至於三氯沙，亦為食品用洗潔劑中可能使

用之抗菌劑之一；其為一穩定、不易溶於水之

親脂性化合物。過去的研究指出，三氯沙會

影響動物的內分泌調控(25)，並使得細菌具有抗

藥性(26)；對人類而言，其為可能的內分泌干擾

素，具有健康上之疑慮(27)。

結　論

本研究針對食品用洗潔劑相關的國內外法

規及標章進行整理與比較；目前我國之相關規

定，與日本較為接近。而歐盟在化學物質的

管制上，較為詳細與完整(例如：香料、著色
劑、防腐劑及酵素等)；其相關要求，或可作
為我國未來修改相關法規與標準時的討論依

據。

為了能進一步保障民眾在使用食品用洗潔

劑時的衛生安全，未來若欲推動標章制度，本

篇所彙整的各國規定亦可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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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ssociated safety and health concern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for dishwashing detergents worldwid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ompounds 
and categories restric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ar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In addition,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s, bioavailability and total phosphorous contents of the detergents are regulated by 
Taiwan EPA and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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