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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媒體報導「黑糖、咖啡含有丙烯醯

胺會致癌」等新聞，引起民眾恐慌，但

丙烯醯胺真的會致癌嗎？吃什麼都要擔

心怎麼辦？對此，食品藥物管理署（以

下簡稱食藥署），特地邀請臺灣大學食

品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葉安義，為大家

解答疑惑。

丙烯醯胺哪裡來？

葉安義表示，一般丙烯醯胺(acrylamide)

最容易在澱粉類食品中生成，當胺基酸

與還原醣在超過120°C溫度環境下進行

烹煮時，就可能生成丙烯醯胺，不管是

澱粉類（如馬鈴薯、麵包）還是富含蛋

白質（肉類）的食材，只要經過高溫加

工，都可能含有丙烯醯胺，而生成量的

多寡，會根據食材的組成與調理溫度而

有差異。

致癌性未經證實

自1994年起，世界衛生組織（WHO）國

際癌症研究機構將丙烯醯胺列為2A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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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糖含丙烯醯胺
吃了會致癌？1 物，意為經過動物檢測後發現對動物有

致癌性的證據，但在流行病學研究中，

尚不足以證明為人類的致癌物質。日前

新聞媒體報導「黑糖」含有丙烯醯胺，

造成消費者恐慌，其實很少有人每天大

量食用黑糖，民眾無須擔心。

多樣飲食較健康！

食品中除了洋芋片、薯條、餅乾、麵包、

堅果類，都是常見且含有丙烯醯胺的食

品。由於「高溫」是丙烯醯胺生成的重

要因子，不論是油炸或燒烤食品，都有

機會出現丙烯醯胺，要注意攝食量的多

寡，並非只要吃到此類食物就會對身體

造成傷害。

根據統計顯示，含有丙烯醯胺的食物超

過7000種，目前尚無丙烯醯胺對人類致

癌性的實際證據，只要注意多樣化飲食、

以蒸煮的方式烹飪食材、減少食用油炸

及烘烤類的食品，平時不要一下吃進大

量的洋芋片、薯條等食品，並避免吃烹

煮到深棕色或焦黑的食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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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傷害。

新藥研發是為了開發安全有效的藥物，

促進民眾健康，必須在人體進行嚴格的

系統性測試，才能證明是否有效，此過

程即為藥品臨床試驗。要執行臨床試驗

的新藥必然要考慮安全性的問題，尤其

是首度進行人體試驗更要小心。為了控

制臨床試驗的風險，研發時採用從在少

數人測試，再逐步進展到中規模、大規

模試驗，從探索安全性，再證明其療效，

就是臨床試驗分期的概念。典型的臨床

試驗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期至第三

期，目的是取得主管機關認可藥品療效

安全及核發許可證，以取得上市資格前

所執行的臨床試驗，第四期則是在藥品

上市後繼續執行的試驗。

【第I期臨床試驗】

第一期臨床試驗是要了解新藥的安全性，

藉由此階段的試驗，探討新藥的人體可

耐受劑量、在臨界劑量可能出現的副作

用，以及新藥在不同性別、年齡、疾病

狀態下的吸收、分布、代謝、排泄等藥

品性質。

【第Ⅱ期臨床試驗】

第二期臨床試驗主要目的是找出適當的

治療劑量、給藥時程，以及可能治療的

疾病。此階段會測試不同劑量的療效及

安全性，從中找出最理想的劑量以及適

應症，來規劃第三期臨床試驗。

【第Ⅲ期臨床試驗】

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目的，是證明新藥的

療效及安全性，為了要達到統計上可信

結果，通常需要許多受試者的參與。如

果試驗結果能獲得充足的數據，證明試

驗藥品的療效及安全性，廠商就可以向

主管機關申請上市許可。

【第Ⅳ期臨床試驗】

第四期臨床試驗是為了解已上市藥品，在

上市後大規模使用下，是否會有先前幾個

階段沒發現的副作用或不良反應，但也

有些試驗的目的，是為了印證上市前的療

效證據。若發現嚴重的副作用，或療效不

如預期，基於病患用藥權益及安全，主管

機關甚至會取消藥物上市許可。

新藥上市都須經歷第一期、第二期及第

三期等臨床試驗，且於執行臨床試驗時，

都要遵守醫療法及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

則等規定，食藥署也會審慎評估各臨床試

驗的計畫書及報告，藉此確立及驗證上市

藥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請民眾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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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門要不要戴口罩呢？」空氣汙染

日益嚴重，各種懸浮微粒會進入鼻腔，

若再加上季節交替、溫差大，鼻腔黏膜

受刺激出現流鼻水、打噴嚏等過敏症狀

時，不少民眾會自行購買洗鼻鹽清洗鼻

腔來緩解症狀。

市售多種搭配洗鼻器使用的洗鼻鹽，藉

由沖洗鼻腔清除過多的分泌物、懸浮微

粒等。食藥署提醒，使用洗鼻鹽時，要

用適當的水溫（30～35度Ｃ）配製，以

免傷害鼻腔黏膜細胞。

鼻腔是否越洗越乾淨呢？其實不然！   

沖洗鼻腔的頻率並非越多次效果越好，

在使用相關產品前，最好可先尋問專業

醫師的意見。目前坊間販售搭配洗鼻器

使用的洗鼻鹽，屬於第二等級醫療器材，

若要瞭解有哪些合格產品及其相關資訊，

可至食藥署網站之藥物許可證資料庫查

詢（連結：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

http://www.fda.gov.tw >醫療器材>資料

查詢>藥物許可證資料庫>西藥、醫療器

材、含藥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
    

此外，為保障自身消費權益和生命安全，

在購買醫療器材時，一定要遵守「醫材

安心三步驟，一認、二看、三會用；   

如有發現不良品或使用時/後發生不良反

應，請至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

系統（http://qms.fda.gov.tw）通報或

撥打不良反應通報專線：02-23960100

進行通報。

水溫過高
    洗鼻恐致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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