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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淚液和洗眼液可以治療乾眼症嗎？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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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因三高年輕化、血管功能差、環

境汙染等因素，使得乾眼症患者日益年輕

化，而上班族長期待在冷氣房，或佩戴隱形

眼鏡、壓力大、畫眼粧等因素，更易導致乾

眼症或結膜發炎，除了點人工淚液補充水分

之外，也可用「洗眼液」改善或治療眼疾嗎？

食品藥物管理署邀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

設醫院陳瑩山眼科主任為大家解答! 

人工淚液和洗眼液的成分有些不同，但都只

能短暫改善乾眼症症狀，無法治療乾眼症。洗眼

液最主要的成分是水分、讓眼睛感到清涼成分

等，而人工淚液基本也是水，但還有黏稠的成分，

可以讓水分附著於眼睛的時間久一些。前述產品

如果含防腐劑，保存時間較長，但仍應妥善保存；

不含防腐劑的產品，很快可能會造成細菌污染，

應儘速使用完畢。 

在改善乾眼症的時效上，人工淚液比洗眼液

效果長，洗眼液大約 30 分鐘就無效了，但兩者都不能取代淚液，尤其是洗眼液往

往會沖掉眼睛表面的有益菌，雖然能短暫改善乾眼症，但壞處卻很多，不宜過度

使用，以免傷害淚液膜層的平衡狀態，反而讓眼睛更乾。因此，眼睛如果持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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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用塑膠袋裝食品？新材質容器成趨勢。 

 

現不適症狀，仍應尋求眼科醫師治療為宜。 

人的眼淚包含油與水，最表面的為油層，以保護底下的水層，而在臨床上高

達 9 成的乾眼症，是因油層揮發或是油層為壞油所致。想要改善乾眼症問題，要

讓血管中充滿好油，可多補充 OMEGA-3 魚油、亞麻仁油等，增加淚液中油層的

保護作用。 

近年來方便「袋」著走的食品容器，已成了一

種新食尚，這些食物袋以優雅外型、輕便機能，擄

獲不少民眾的心，以下就為大家介紹 3 種常見的新

材質食品包裝袋。 

TPU 內層，可裝較油湯汁 

 專為打包小吃而設計的食物袋，強調即使放進包包

裡，也不必擔心湯汁外漏，通常清洗後可重複使用，

減少一次性塑膠垃圾。 

這種食物袋主要分為內外兩層，外層材質多採用「聚酯纖維」（polyester），取其快

乾、易清潔的特性，還可印上繽紛圖案；而內層多為可接觸食品的「熱可塑性聚

氨酯」（TPU），耐磨又耐油。 

雖然 TPU 食物袋可耐熱，但通常不能當作微波、加熱容器，也不可將叉子、竹籤

等尖銳餐具，直接插入內袋使用，以免破損。 

矽膠耐高溫、性質安定 

可取代夾鏈塑膠袋的矽膠密封袋，雖然名稱也有個「膠」字，性質卻與塑膠不同。

矽膠常提煉自石英礦，彈性佳，不須添加塑化劑就可軟化塑形及耐熱、耐酸鹼。 

由於矽膠穩定性高，先前多用來製作烤盤、烤模等廚具，近來常用來製作可重複

使用的食品密封袋。然而，矽膠製品依照成分組成不同，耐高溫程度也不一樣，

使用前應留意標示，了解產品適合的溫度範圍。 

防水蜂蠟布，方便收納 

蜂蠟布，顧名思義就是將天然蜂蠟，混合荷荷巴油與天然樹脂，透過這些物質加

熱融解的特性，完整浸潤於棉布的纖維中，形成一種防水的包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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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毒品無所遁形：認識「拉曼儀器 」 

 

 

由於它只是一塊布，十分輕便好攜帶，適合用來包裝乾爽食材，像是飯糰、麵包；

它也是冰箱收納好幫手，效果類似保鮮膜，用來包覆生鮮食材、沒有蓋子的剩菜，

可防止凍傷、水分蒸散等問題。 

由於蜂蠟遇熱會融化，盡量不要接觸熱食，雖然蜂蠟層脫落，食用不會有毒，但

會影響後續使用效果。清洗時也要用冷水，不搓揉、不擰布，將水珠儘可能抖乾

後，放在陰涼處晾乾。 

看清標示，安心用 

新興材質愈來愈多元，除了以上 3 種材質外，消費者無論購買哪一種材質的食品

袋，記得挑選有完整標示的商品，並且仔細了解材質名稱、耐熱溫度、注意事項

與清潔保養方法等資訊。 

近年來，許多社會矚目之犯罪案件常與毒

品有關，引起國人高度關注。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下簡稱食藥署）配合「新世代反毒策略」，

在防止製毒原料假冒藥品原料進口部分，設定

管控措施，包括規劃在邊境抽驗原料藥，另進

行高風險原料藥流向管控，防止不肖廠商以合

法掩飾非法，展現政府打擊毒品的決心。 

俗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能

有效追查毒品，必須使用精密的拉曼儀器來協助辨識，拉曼設備是一種可以快速

鑑定原料的儀器，準確度高、不須破壞其外包裝，廣泛運用在原料之鑑別檢測，

在防止製毒原料假冒藥品原料進口部分扮演重要角色，只需數秒即可完成辨識，

讓毒品無所遁形。近期警察在追查毒品來源時，亦使用拉曼儀器到場協助毒品初

篩，現場確認咖啡包含毒品成分，當場令嫌犯百口莫辯。 

食藥署對於進口原料藥之管理，亦在邊境抽樣使用拉曼儀器進行快速鑑定，

若有疑慮可作立即處置。此外，除於邊境查驗外，食藥署赴藥廠查核時，並以快

速鑑定儀器抽測，確認其入庫原料藥是否與購入資料及包裝標示內容相符，加強

查核高風險原料藥之使用數量與流向，達到滴水不漏之嚴格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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