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手部乾燥、粗糙，或過度清洗

時，肌膚很容易起皺或失去彈性，此

時，許多人都會使用護手霜！然而，使

用護手霜有什麼小秘訣？就讓食品藥物

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帶您來瞭解，手

部皮膚乾燥的原因、保養的方式、護手

霜的成分以及使用上的小訣竅。

呵護與保養，雙管齊下

造成手部肌膚乾燥、起皺原因很

多，像是自然老化、過度清潔、接觸過

多清潔劑、過度暴露在陽光下、抽煙

等。因此，想要維持手部肌膚柔嫩，可

留意洗手時的水溫、塗抹護手霜、適度

去角質、防曬、讓手部休息及補充水分

等方式來保護雙手。

首先，洗手時建議用微涼水洗手，

因為水溫過高容易將皮脂洗掉、破壞肌

膚屏障，洗完手後可使用護手霜讓手部

獲得滋潤，並減少水分流失。必要時，

手指關節處可以適度使用磨砂膏等產品

去除老廢角質，開車或騎車時建議戴袖

套、塗抹防曬劑，避免紫外線造成的傷

呵護雙手！食藥署教您正確使用護手霜1
害。此外，別讓雙手過度操勞，記得要

適度休息，每日喝足2,000c.c.白開水，

補充一日所需。

使用護手霜，牢記2步驟

市售護手霜產品的成分與乳液、乳

霜相似，常見添加油脂、臘、脂肪酸等

油性成分，以及水、多元醇、水溶性高

分子等水性成分，再輔以乳化劑、防腐

劑、色素、香料及功能成分等，主要用

途為保濕與滋潤手部肌膚。

在塗抹護手霜時，食藥署分享二個

小秘訣：一是「弄濕雙手再用護手

霜」，像是洗完手後，可趁著手部微濕

的情況下擦護手霜；如果雙手感到乾燥

時，可先稍微沾濕再擦上護手霜，較易

推開塗抹；二是「睡前擦護手霜並戴手

套」，睡前擦上護手霜，並戴上棉質手

套睡覺，可避免護手霜沾到床單或棉

被，起床後雙手也會變得又嫩又漂亮！

食藥署提醒，想要即時了解化粧品

資訊及獲得更多化粧品知識，快上「

TFDA化粧品安全使用」Facebook粉絲

團，隨時掌握第一手的化粧品安全選購

及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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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吳秀梅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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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百百款，消費者該如何選擇呢?

在此提供一個小秘訣，到食藥署網站「

食在優良」查詢地圖，尋找餐飲衛生優

良業者名單，就不用為尋找餐廳而傷腦

筋啦。

優良標章要認明，衛生安全有保障

食藥署為鼓勵餐飲業符合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GHP）準則，從2010年開始

推動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下稱分級

評核，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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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像是洗完手後，可趁著手部微濕

的情況下擦護手霜；如果雙手感到乾燥

餐飲業者經過所在地的衛生局人員

或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核小組，現場評

核後依據業者符合GHP情形，分為

「優」及「良」兩級。通過分級評核的

商家，由所在地衛生局頒予餐飲衛生管

理分級評核「優」標章或「良」標章。

餐廳業者可張貼在店面的明顯處，提供

消費者選擇用餐時參考。

「食在優良」報你知，外食選擇輕鬆查

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國已累計超

過3萬6千家次通過分級評核，業態涵蓋

一般餐館、早餐店、速食店、自助餐廳

、觀光旅館內餐廳、飲冰品店、烘焙店

等。

通過分級評核之優良業者清單，除

公布於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及食藥署官

網，民眾也可以點擊食藥署網站首頁橫

幅「食在優良報你知，外食選擇輕鬆

查」，透過衛星定位的方式，直接查到

鄰近優良餐飲業者，做為用餐選擇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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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優良報你知
外食選擇輕鬆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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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者愛注意！小心

漂白劑、黃麴毒素超標 3
歷年來，依據食藥署所做的農產品

稽核結果，醃漬蔬果之違規事項多為漂

白劑、防腐劑添加過量；花生製品則為

黃麴毒素超標。為確保民眾食用安全，

業者應注意哪些事項？讓我們一起來瞭

解吧！

醃漬蔬果，善用鹽度計、二氧化硫檢測片

食藥署在稽查農產品時，常遇見的

問題就是業者沒有合法使用漂白劑及防

腐劑之劑量規定，導致超標而不自覺。

食藥署呼籲，業者應確實遵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

則相關法規，製作出讓民眾安心、安全

的好產品。製程如使用食品添加物，也

應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

規格標準」，做到專人、專冊及專櫃的

「三專」管理，包括由專人詳細記錄食

品添加物的許可字號、進貨量、使用量

及存量等，並於製程投料時建立重複檢

核程序，確實記錄添加物用量，確保符

合法規限量規定，並將相關紀錄保存至

少5年。

建議業者可改採冷藏流通販售，以

減少添加物使用需求，並善用鹽度計、

二氧化硫檢測片等簡易儀器或配備，以

管控衛生安全及落實自主品管。

高溫環境，花生製品恐有黃麴毒素污染

疑慮

抽查時依據「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標準」，發現市售花生粉、花生糖為最容

易黃麴毒素超標的不合格食品。原因為

臺灣氣候高溫潮濕，容易孳長黴菌，可

能導致黃麴毒素污染，而黃麴毒素耐高

溫，需加熱至237~306°C才會分解，若

未妥善保存，難以一般烹煮方式或加工

製程去除，易有黃麴毒素超標問題。

食藥署呼籲，業者應加強供應商及

倉儲管理，注重原料驗收與自主檢驗措

施，以確保原料與成品符合規定。另

外，貯存環境應保持乾燥通風，避免受

潮，或存放冷藏以減少黴菌生長。建議

溫度應控制於20℃以下、相對濕度50％

以下，並以完整包裝且冷藏流通販售，

可有效降低黃麴毒素產生。

食藥署也呼籲，民眾挑選醃漬蔬果

或花生製品時，應優先向信譽佳、衛生

管理良好之店家購買，一同為自己的安

全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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