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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吳秀梅署長 

第 689 期 

  近日媒體報導美國及加拿大發生 O157:H7

型大腸桿菌食品中毒病例，推測與食用受污染

蘿蔓生菜有關，美加兩國已建議民眾不要食用

蘿蔓生菜。我國如何因應？大腸桿菌是什麼？

「病原性」大腸桿菌又是什麼？  

依據食 品藥物管理署（下簡稱食藥署）統

計資料，我國近三年未有因食用生菜沙拉導致

病原性大腸桿菌食品中毒之案例。為保障國內

消費者，我國除通知國內輸入、通路及餐飲業

者，應落實自主管理，確認輸入、販售、供應之產品符合食品安全衛生條件；並

已自 107 年 11 月 23 日起，針對美加兩國輸入之「蘿蔓生菜」實施加強為期兩週

之輸入管控措施，輸入時必須檢附美加兩國食品安全主管機關證明文件，未檢附

則暫停輸入查驗申請。 

其實大腸桿菌是人類和其他溫血動物腸道中的正常菌種，血清型約有 100 多

種，廣泛存在於人體或動物體的腸道內（健康人的帶菌率約為 2～8%， 豬及牛的

帶菌率約為 7～22%）。因此食品中一旦出現大腸桿菌，即意味著食品直接或間接

地被感染的人員或動物糞便污染；所以在食品衛生管理上，常被當做飲水及食品

的衛生指標菌之一。大部分的大腸桿菌屬於「非病原性」，只有少部分大腸桿菌會

引起下痢、腹痛等症狀，稱之為「病原性」大腸桿菌。其中以腸道出血性大腸桿

菌為代表，其代表菌株有 O157:H7及 O111:H8等，是毒性很強的人畜共通菌。 

人體多因食入牲畜排泄物污染的食品而感染，通常是烹煮不當的牛肉（特別

是絞肉）、生牛肉、未經適當殺菌的生牛奶及受污染之水源（如未經消毒之飲用

水）。其潛伏期約 2-8 天，感染初期會出現水瀉、腹痛，病情惡化後出現嚴重腹瀉

及血便，嚴重者成人會有腎衰竭、血栓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症。對老人及小孩等

免疫力較差族群致死率高，小孩則有 1 成機率發生溶血性尿毒症候群，嚴重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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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導致長期洗腎，甚至有 5%致死率。 

食藥署提醒消費者毋須過度擔憂，謹記以下幾個小撇步，就可以遠離病原性

大腸桿菌，也可以吃得安心哦： 

要洗手：維持良好的衛生習慣，飯前、便後及處理食品前應徹底以肥皂或洗手乳

洗淨雙手。若於國外旅遊時，更應注意飲食衛生。 

要新鮮：食材要新鮮，用水要乾淨。不生食損傷之蔬果，產品製備後應即早食用。 

要徹底清洗：蔬果類生長或採收時可能和土壤接觸並受污染，應徹底刷洗乾淨後

再行分切。 

要生熟食分開：蔬果類產品通常不經加熱食用，處理時應避免交叉污染。 

要徹底加熱：肉類產品應徹底加熱，不食用未煮熟之禽畜水產品及未經適當殺菌

之乳製品。 

更多有關介紹及預防大腸桿菌食品中毒的知識，歡迎至食藥署官網（業務專

區 > 食品 > 餐飲衛生 > 2. 防治食品中毒專區 > 各類食品中毒原因介紹）查詢

了解。 

酒糟性皮膚炎（又稱玫瑰斑），主要是先天體質

加上各種後天因素，其激發因子包括熱、日曬、刺激

的保養品、不當外用藥物、毛囊蠕形蟎蟲數量過多、

荷爾蒙、情緒因素、酒精等。症狀包括皮膚發紅、紅

色丘疹和膿皰、鼻瘤、眼睛發炎等 4種，有些患者可

能只出現一種型態，或不同型態混合表現，需用不同

藥物治療。食藥署特別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部光

照治療科邱足滿主任說明。 

酒糟性皮膚患者膚質非常敏感，日常生活應注意以下 3要點： 

避免惡化因子 

酒糟性皮膚在熱的情況會惡化，要避免悶熱環境，維持 25℃較佳，也要避免過熱

飲食、喝酒、吃辛辣食物、泡溫泉、三溫暖烤箱。紫外線也有不良影響，最好躲

避太陽、做好遮蔽措施、使用適合肌膚的防曬乳液。 

適度清洗 

洗臉產品的洗淨力強弱很重要，務必溫和洗臉即可，洗完臉後如果覺得緊繃、刺

痛，表示洗臉產品洗淨力太強。在水溫方面，最好接近皮膚表面溫度，夏天時水

龍頭流出來的室溫即可，而冬天就要使用接近皮膚表面的溫水，以免太冰冷皮膚

受不了。至於洗臉用雙手即可，切忌用摩擦力強的毛巾，或買一些標榜去角質功

能的洗臉用具，也不要用洗臉刷、洗臉機等等產品清洗。洗完臉之後，用毛巾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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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臉上水分即可，避免毛巾抹臉造成的摩擦力傷害。 

正確保濕 

洗完臉後仍有水氣時，要擦合適、沒有香味的保濕產品，感覺皮膚適度滋潤即可，

若擦了保養品會有刺痛感，應立即停用。夏季選用質地清爽，冬天則用滋潤的保

濕產品，覺得乾燥時就補擦，可提升皮膚的屏障功能。 

酒糟性皮膚炎沒有最佳治療模式，平時要注意遠離及避免傷害皮膚的因子，

以及溫和清潔肌膚，並注意皮膚保濕，才能恢復防禦功能，保持健康。 

「咦，我晚上吃藥了嗎？」隨著年齡增長，銀髮族的記憶力、視力、消化代

謝力等身體機能都會逐漸變差，導致忘記服藥、重複服藥等風險大增。 

許多晚輩因過於忙碌，疏於關心家中長輩的用藥狀況，因此，食藥署提醒大

家牢記以下 4招，協助家中長輩正確用藥，確保安全： 

1.適時關懷長輩用藥習慣：若老年人未按醫囑用藥，

可能影響疾病的治療，或引發不良反應，建議民眾

適時注意長輩平時如何用藥，並給予協助。例如，

協助標記不同藥品的用法及服藥時間，也可善用藥

盒、用藥紀錄等工具，確保長輩按時、正確服用。 

2.觀察長輩用藥後的反應：觀察長輩是否了解藥品可

能的副作用，並且留意他們用藥後是否出現不適症

狀。例如，使用某些藥品後，可能會出現嗜睡、肌

肉放鬆、血糖或血壓降低等情況，增加跌倒風險。 

3.注意是否有來路不明的產品：年長者很容易因聽信街坊鄰居推薦或電台等電子媒

體宣傳，購買來路不明的藥品。民眾可協助長輩檢查藥品是否由合法醫療機構、

藥局或藥粧店取得，以及藥品是否有標示清楚的品名、成分、許可證字號等資訊。 

4.善用社區藥局藥事服務：假如對藥品有任何疑問，或擔心長輩重複用藥、因藥品

交互作用導致身體不適等問題，可向社區藥局藥師諮詢。 

食藥署已委請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培訓社區藥局藥師提供藥事照

護服務，透過藥師與醫師合作，為民眾的用藥安全把關。民眾可洽詢中華民國藥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電話：02-25953856），詢問鄰近服務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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