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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著消費者購物型態的轉變，實體購物已

不再是唯一選擇，而網路購物的興起，則讓國

人有更多機會使用到世界各地的產品，亦成為

國內實體購物的流行先驅，因此網路化粧品安

全監控計畫的必要性更為顯著。食藥署自105
年起每年均進行網路化粧品安全監控計畫，依

據化粧品不良事件通報、國際化粧品消費警訊

及行政管理需求等，選定高風險的產品類別及

品項進行監測。

本次研究之⑴非藥用牙膏及漱口水類產

品、⑵嬰幼兒使用之乳液、沐浴乳、洗髮精類

產品、⑶洗手乳類產品、⑷天然草本之髮表

著色劑產品、⑸供孕婦或兒童使用之指甲油產

品、⑹噴霧劑類產品(乾洗髮、造型噴霧、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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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研究檢驗組

摘　要

為暸解網路販售之化粧品品質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保障消費者權益，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於111年度執行網路價購化粧品安全監測計畫，
分別於國內各網路平台購買檢體，共計60件，包括國產品12件，輸入品48件。檢驗
項目依產品類別之特性進行監測：非藥用牙膏及漱口水類產品、嬰幼兒使用之乳
液、沐浴乳、洗髮精類產品及洗手乳類產品等3類監測防腐劑及微生物；天然草本之
髮表著色劑產品，監測染髮劑成分及微生物；供孕婦或兒童使用之指甲油產品、噴
霧劑類化粧品等2類則監測禁用溶劑及鄰苯二甲酸酯等成分。檢驗結果顯示有18件產
品不符合規定，其中以髮表著色劑8件最多，包括6件生菌數介於1.3-3.8 × 105 CFU/
g，超出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1,000 CFU/g以下)；7件檢出「特定用途化粧品成分名稱
及使用限制表」所列之染髮劑成分，惟無辦理查驗登記。其次為洗手乳，計有4件不
合格，分別為3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及1件防腐劑超出法規限量。牙膏及漱
口水類則有3件及嬰幼兒使用之乳液與沐浴乳各1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
其中嬰幼兒沐浴乳同時檢出甲醛158 ppm，超出法規限量。噴霧類止汗劑產品1件不
合格，檢出禁用成分苯2.9 ppm。指甲油產品於禁用溶劑及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等之
檢驗，則全數合格。

關鍵詞：化粧品、網購、嬰幼兒使用化粧品、非藥用牙膏、非藥用漱口水、洗手
乳、天然草本髮表著色劑、指甲油、噴霧劑化粧品、乾洗髮、造型噴霧、
止汗制臭劑、體香劑、防腐劑、微生物、染髮劑、禁用溶劑、鄰苯二甲酸
酯類

+, −, ×, ÷,=, ≥, ≤, >, < 以上符號均為Time字型
表格上下框線0.5，中間0.25

圖檔的解析度不好，麻煩請作者提供清晰的圖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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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制臭劑、體香劑)等6類產品及⒜微生物、⒝
防腐劑、⒞染髮劑、⒟苯、甲醛、甲醇、甲苯
及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等4類檢測項目，其中
⑵及⑸類產品考量特定使用者之潛在風險、暴

露耐受性與一般消費者不同，例如：嬰幼兒皮

膚表層皮較薄，通透性較高，對外界環境耐受

性較低，故產品多以溫和、不具刺激性之成分

為主，相關規範也更為嚴格，本次分別針對嬰

幼兒、兒童或孕婦等特定使用族群的產品進行

監測。我國針對兒童訂有相關指引(1)及規範，

若產品含有指引所列成分時，應刊載注意事

項，例如：指甲油產品若含有甲苯(Toluene)，
應刊載「避免兒童接觸」、Salicylic acid作為
防腐劑之限制使用規定：「除洗髮產品外，不

得使用於三歲以下孩童之產品。」並應刊載注

意事項。

歐盟分別於107(2)及110年(3)在牙膏及漱口

水檢出微生物超標。參酌國際管理趨勢，食

藥署自110年7月1日起將「非藥用牙膏、漱口
水」納入化粧品管理(4)，其產品標示、登錄、

使用成分及製造場所等事項，均須符合化粧品

衛生安全管理法相關規定。另自Covid-19疫情
爆發以來，使用洗手乳清潔為阻絕病毒傳播的

重要途徑之一(5)，故本次將洗手乳產品納入調

查品項，以了解網路流通產品之品質概況。

本次微生物檢測項目，因應110年9月7日
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基

準表」(6)，明確定義三歲以下孩童用化粧品，

生菌數限量為100 CFU/g或CFU/mL以下，另
新增不得檢出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作
為測項之一。防腐劑檢測項目則依據「化粧品

防腐劑成分名稱及使用限制表」(7)分別檢測常

用7種對羥苯甲酸酯類(Butyl p-hydroxybenzoate 
(BP)、Ethy l  p -hydroxybenzoa te  (EP)、
I sobu ty l  p -hydroxybenzoa te  ( i so -BP)、
Isopropyl  p -hydroxybenzoate  ( iso-PP)、
M e t h y l  p - h y d r o x y b e n z o a t e  ( M P )、
Propyl p-hydroxybenzoate (PP)及Secbutyl 

p-hydroxybenzoate (sec-BP))、5種酸類(Benzoic 
acid、Dehydroacetic acid、4-Hydroxybenzoic 
acid、Salicylic acid及Sorbic acid)、甲醛
(Formaldehyde)、Methyl isothiazol inone 
(MI)、Methylchloroisothiazolinone (MCI)、
Phenoxyethanol或產品標示其他防腐劑成分。

108-109年歐盟發布多起產品來自印度及
巴基斯坦的染髮產品及含Henna產品檢出微生
物及p-phenylenediamine(8-10)。染髮類產品可分

為染髮劑和髮表著色劑兩種，前者屬特定用途

化粧品，其持久度依染髮劑附著之深度，可分

為暫時性染髮、半永久性染髮與永久性染髮，

需辦理查驗登記始得輸入或製造；髮表著色劑

則屬一般化粧品，不需辦理查驗登記，惟不得

宣稱染髮用途，僅可宣稱為護色增色之美髮產

品，故該類產品規定不得添加染髮劑。本計畫

參照「特定用途化粧品成分名稱及使用限制

表」(11)，針對天然草本之髮表著色劑類產品進

行2,6-Diaminopyridine、Basic blue 7等常用85
項染髮劑成分檢測，並檢測微生物。

指甲油的成分主要為成膜劑、增塑劑、香

料及色素等，且大多含有機溶劑，易產生揮發

性氣體，若孕婦兒童長期接觸，恐影響幼兒腦

部發展，因此食藥署於106年公告添加有機溶
劑之指甲用化粧品需標註警語「孕婦及12歲以
下孩童避免使用」(12)。另藉由本次研究，以了

解網路販售宣稱孕婦、兒童使用之指甲油是否

含有機溶劑成分。

體香劑、乾洗髮及頭髮造型類等噴霧類化

粧品，具有刺激嗅覺、改善體味、修飾容貌或

清潔身體的作用。110年國際陸續有多起噴霧
劑類化粧品檢測出含有苯之回收警訊(13-15)，產

品種類包括防曬劑、止汗制臭劑及乾洗髮等。

苯可由吸入、食入、皮膚吸收及眼睛接觸等暴

露途徑造成致癌。造成產品受到苯汙染的原因

包括氣溶膠噴霧劑之推進劑、香料(Fragrance)
中未標示之成分，而造成苯殘留(16)，故本次將

噴霧類化粧品納入監測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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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針對指甲油及噴霧劑產品進行禁

用溶劑及鄰苯二甲酸酯等成分之檢測，包

括衛生福利部公告「化粧品禁止使用成分

表」(17)中，甲醇(Methyl alcohol)、Benzene、
Formaldehyde及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Benzyl 
butyl phthalate (BBP)、Bis(2-methoxyethyl) 
phthalate (DMEP)、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Dibutyl phthalate (DBP)、Diisopentyl 
phthalate (DIPP)、Di-n-octyl phthalate (DNOP)
及Di-n-pentyl phthalate (DnPP))，另若於製造
過程中，如因所需使用之原料或其他因素，

且技術上無法避免，致含自然殘留微量時，

則其最終製品中所含之殘留量methyl alcohol
不得超過2,000 ppm、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總
殘留量不得超過100 ppm、Free formaldehyde
則為 7 5  p p m，但若該產品使用D M D M 
hydantoin、Imidazolidinyl urea、Quaterium 
15、Benzylhemiformal、5-Bromo-5-nitro-1,3-
dioxane、bronopol、Methenamine、Sodium 
hydroxymethylglycinate、Diazolidinyl urea成分
作為防腐劑時，其總釋出之free formaldehyde
量，不得超過1,000 ppm。另toluene則屬「化
粧品成分使用限制表」 (18)中限用於指甲用產

品，限量25%。
本次計畫共針對6類型化粧品並依產品特

性及風險進行監測，以了解網路平台販售化粧

品的品質良窳，並確保民眾使用安全及維護消

費者權益。

材料與方法

一、檢體來源

本次監測之檢體係於111年購自國內各大
網購平台，抽購化粧品包括非藥用牙膏及漱口

水類產品等6類各10件，共計60件(表一)。

二、實驗方法

本計畫依據食藥署官網公開之建議方法進

行檢測。

㈠化粧品中禁用鄰苯二甲酸酯類之檢驗方法
(RA03B003.002)(19)

㈡化粧品中甲醛之鑑別及含量測定㈡
(RA03B005.001)(20)

㈢化粧品中甲醇、乙腈、二氯甲烷、三氯甲
烷、苯、1,4-二氧六圜及甲苯之鑑別及含
量測定(RA03B011.001)(21)

㈣ 化 粧 品 中 染 髮 劑 之 檢 驗 方 法

(RA03D002.003)(22)

㈤ 化 粧 品 中 染 髮 劑 之 檢 驗 方 法 ㈢
(RA03D006.004)(23)

㈥化粧品中異丙基甲苯酚、酚及三氯二苯脲
之鑑別及含量測定(RA03P002.001)(24)

㈦ 化 粧 品 中 防 腐 劑 之 檢 驗 方 法

(RA03P005.001)(25)

㈧ 化 粧 品 中 防 腐 劑 之 檢 驗 方 法 ㈡
(RA03P006.001)(26)

㈨化粧品中甲基異噻唑啉酮及甲基氯異噻唑

啉酮之鑑別及含量測定(RA03P009.002) (27)

㈩ 化 粧 品 中 防 腐 劑 之 檢 驗 方 法 ㈤
(RA03P015.001)(28)

� 化 粧 品 中 微 生 物 檢 驗 方 法

(RA03M001.003)(29)

� 化 粧 品 中 白 色 念 珠 菌 之 檢 驗

(RA03M002.001)(30)

結果與討論

本次計畫之檢體係於111年度於國內各大
電子商務平台價購化粧品共60件。依產品類型
及製造國別區分(表二)，分別為國產品12件及
輸入品48件。國產品12件中，包括非藥用牙
膏及漱口水5件、嬰幼兒使用乳液、沐浴乳及
洗髮精2件、洗手乳2件、指甲油2件及噴霧劑
類產品1件，另髮表著色劑類產品則均為輸入
品，無購得國產品。在輸入品48件中，以來自
印度之產品10件最多，分別為髮表著色劑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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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洗手乳2件；另有1件嬰幼兒使用沐浴洗髮產
品僅標示為歐盟製造，未敘明生產國別。各產

品類型來源、不合格件數及項目如表三，各監

測項目檢驗結果分述如下：

一、防腐劑及微生物檢驗結果

在非藥用牙膏及漱口水類產品、嬰幼兒使

用之乳液、沐浴乳、洗髮精類產品及洗手乳等

三類監測防腐劑及微生物的檢驗結果中，8件
檢出防腐劑與產品外包裝標示成分不符，分

別為非藥用牙膏及漱口水3件、洗手乳3件、嬰
幼兒使用乳液及沐浴乳共2件，惟所檢出未標

示防腐劑成分之含量均符合限量標準；2件檢
出防腐劑含量超出法規限量標準。在微生物部

分，此三類產品之生菌數、大腸桿菌、綠膿桿

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及白色念珠菌等菌種之檢

驗結果均符合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基準規定，

以下就各產品類別分析：

㈠非藥用牙膏及漱口水類產品
 本次價購非藥用牙膏及漱口水類產品各5
件，計有3件不合格，其中牙膏2件不符
合項目均為檢出未標示之Salicylic acid成
分，含量分別為0.01%及0.07%，該成分
作為防腐劑使用時，限量標準為0.5%，

表一、各產品類型購買來源及件數

網購平台

產品類型

合計
件數

非藥用牙
膏、漱口
水類產品

嬰幼兒使用之乳
液、沐浴乳、洗
髮精類產品

洗手乳類
產品

天然草本
之髮表著
色劑產品

供孕婦或
兒童使用
之指甲油
產品

噴霧劑類產品
(乾洗髮、造型
噴霧、止汗制
臭劑、體香劑)

PChome線上購物 2 - 3 2 2 1 10
momo購物網 1 - 2 3 2 1 9
Yahoo購物中心 2 - 2 - 1 2 7
蝦皮商城/超市/購物 1 - - 3 2 1 7
小三美日 1 - 1 - 1 2 5
博客來 1 - 1 - 1 1 4
Malldj親子購物網 - 2 - - - - 2
奶娃的店 - 2 - - - - 2
東森購物網 - - - - 1 1 2
媽咪愛 - 2 - - - - 2
樂天市場 - - 1 1 - - 2
麗嬰房用品購物網 - 2 - - - - 2
friDay購物 1 - - - - - 1
PayEasy購物網 - - - - - 1 1
天天里仁線上購物 - - - 1 - - 1
安琪兒線上購物 - 1 - - - - 1
東森購物 1 - - - - - 1
藍印子購物網 - 1 - - - - 1
合計 10 10 10 10 10 10 60
註：-表示未抽樣到該類型產品



324
食品藥物研究年報　第十四期

且除洗髮產品外，不得使用於3歲以下孩
童，惟2件產品均未標示相關警語。建議
未來可針對3歲以下孩童使用的非藥用牙
膏及漱口水類產品進行監測計畫，另未免

為製造或進口商不熟悉化粧品法規所致，

應強化製造及進口商了解化粧品相關規

範；漱口水則有1件檢出未標示之Sorbic 
acid成分。
㈡嬰幼兒使用之乳液、沐浴乳、洗髮精類產
品

 本次價購本類別產品共10件，計有2件不
合格。1件嬰幼兒使用之乳液檢出未標
示之MP及PP成分，而PP成分不得使用
於3歲以下孩童使用於尿布部位之非立
即沖洗之產品；另1件沐浴產品檢出甲
醛158 ppm，逾法規殘留限量75 ppm，
且未檢出產品標示之Phenoxyethanol及
Chlorphenesin成分。
㈢洗手乳類產品
 本次價購本類別產品共10件，計有4件不

表二、各產品類型之抽樣件數及製造國別

來源 製造國別
非藥用牙
膏、漱口水
類產品

嬰幼兒使用之乳
液、沐浴乳、洗
髮精類產品

洗手乳
類產品

天然草本之
髮表著色劑
產品

供孕婦或兒
童使用之指
甲油產品

噴霧劑類產品(乾洗
髮、造型噴霧、止汗
制臭劑、體香劑)

合計
件數

國產 臺灣 5 2 2 - 2 1 12
輸入 印度 - - 2 8 - - 10

中國 3 - 1 - 1 - 5
法國 - 1 - 1 3 - 5
韓國 - 1 1 - 2 1 5
西班牙 - 2 - - - 1 3
美國 - 1 - - 2 - 3
日本 1 - - - - 1 2
匈牙利 - - - - - 2 2
英國 - - - - - 2 2
泰國 - - 1 - - 1 2
丹麥 - 1 - - - - 1
荷蘭 - - - 1 - - 1
越南 - - 1 - - - 1
德國 1 - - - - - 1
加拿大 - 1 - - - - 1
紐西蘭 - - 1 - - - 1
馬來西亞 - - 1 - - - 1
澳大利亞 - - - - - 1 1
未標示1 - 1 - - - - 1
小計 5 8 8 10 8 9 48

合計 10 10 10 10 10 10 60
註：-表示未抽樣到該類型產品
　　1僅標示歐盟製造，未標示製造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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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分別為3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產品
包裝標示不符及1件檢出防腐劑含量超出
法規限量標準。檢出成分與標示不符者包

含「有標示未檢出」及「未標示有檢出」

等二種樣態，「有標示未檢出」之成分為

Phenoxyethanol及O-cymen-5-ol (Isopropyl 
methylphenol)，「未標示有檢出」之成分
則為MP、PP、Benzoic acid及MI。另有1
件洗手乳標示含MI及MCI成分，惟檢出量
加總為0.0016%，超出法規之總和限量標
準(0.0015%)。

二、 染髮劑及微生物檢驗結果-天然草本
之髮表著色劑產品

㈠染髮劑

 本次價購產品共10件，計有7件產品檢
出「特定用途化粧品成分名稱及使用限

制表」所列載之染髮劑成分，其中6件
檢出Isatin成分，1件則同時檢出Isatin與
Picramic acid成分，惟該7件產品均無辦理
查驗登記。

㈡微生物
 本次價購10件產品中，計6件生菌數超出
容許量(>1,000 CFU/g)，另10件產品均未
檢出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金黃色葡萄球

菌及白色念珠菌等菌種。

表三、各產品類型來源、不合格件數及項目

產品類型
不合格件數/總件數

不合格項目
國產 輸入 小計

1. 非藥用牙膏、漱口水類產品 2/5   1/  5   3/10
● 牙膏 1/2   1/  3   2/  5 2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
● 漱口水 1/3   0/  2   1/  5 1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

2. 嬰幼兒使用之乳液、沐浴乳、洗髮精類產品 2/2   0/  8   2/10
● 乳液 1/1   0/  3   1/  4 1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
● 清潔類(沐浴、洗髮) 1/1   0/  5   1/  6 1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且檢

出甲醛158 ppm超出限量
3. 洗手乳類產品 1/2   3/  8   4/10 3件檢出防腐劑成分與標示不符、1件

檢出MI及MCI含量超出法規限量
4. 天然草本之髮表著色劑產品 0/0   8/10   8/10 7件檢出特定用途染髮劑成分、6件生

菌數超出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其中
有5件為同時檢出

5. 供孕婦或兒童使用之指甲油產品 0/2   0/  8   0/10
6. 噴霧劑類產品(乾洗髮、造型噴霧、止汗制臭
劑、體香劑)

0/1   1/  9   1/10

● 乾洗髮 0/1   0/  3   0/  4
● 造型噴霧 0/0   0/  2   0/  2
● 止汗制臭 0/0   1/  2   1/  2 檢出禁用成分苯2.9 ppm
● 體香劑 0/0   0/  2   0/  2

合計 5/12 13/48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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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禁用溶劑及鄰苯二甲酸酯類等成分
檢驗結果

㈠供孕婦或兒童使用之指甲油產品
 市面販售供孕婦兒童使用之指甲油，大多
為水性指甲油，其組成以水、水性成膜

劑、色素及香料為主，因以水作為溶劑，

未添加有機溶劑，較無刺激氣味且相對較

為安全。本次網路價購10件指甲油均屬水
性指甲油，經檢驗，4項禁用溶劑(包含甲
苯、甲醛、甲醇及苯)及7項鄰苯二甲酸酯
類成分均符合規定。

㈡噴霧類產品(乾洗髮、造型噴霧、止汗制
臭劑、體香劑)

 本次價購噴霧類化粧品10件，針對4項禁
用溶劑(包含甲苯、甲醛、甲醇及苯)及7
項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進行檢驗，其中

1件止汗噴霧產品檢出苯2.9 ppm，該成
分為化粧品禁用成分，其餘9件均符合規
定。

本計畫執行結果，品質或標示不符規定之

化粧品均已由地方衛生局依法查處。為避免使

用化粧品時受到不當傷害，建議消費者在選購

化粧品時，慎選通路平台及產品來源，且應注

意產品標示，不購買標示不明或誇大不實之產

品，如有疑慮可至「食藥署網站>食藥闢謠專
區>化粧品」查詢或至「TFDA化粧品安全使
用粉絲團」了解相關訊息，以確保使用安全及

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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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cosmetics sold online comply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o 
protect the customer rights, the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conducted a program of 
quality survey of those products in 2022. A total of 60 samples were purchased from various domestic 
online platforms, including 12 domestically produced items and 48 imported ones. The monitoring tests 
were carri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s categories. Non-therapeutic toothpaste and 
mouthwash products, skin care and body cleansing lotions as well as shampoo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nd the hand cleansing lotions productswere tested for preservatives and microorganisms. 
Natural herbal hair colorants were monitored for hair dye ingredients and microorganisms, while nail 
polish products for pregnant women or children and spray-type cosmetics were tested for the presence 
of prohibited solvents and phthal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8 products did not meet the regulations. 
Among them, the hair colorants ranked number one to be non-compliant with a total of 8 products 
unqualified, including 6 detected with bacterial counts ranging from 1.3-3.8 x 105 CFU/g exceeding the 
limit for viable bacteria of below 1,000 CFU/g and 7 detected with the presence of hair dye ingredients 
without inspection registration. It was followed by the hand cleansing lotions with an unqualified count 
of 4; among them 3 contained the preservatives not matching the labeling and 1 had the amounts of MI 
and MCI over the legal limit. Besides, three toothpaste and mouthwash products as well as one skin care 
lotion and one body cleansing lotion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ere also detected the presence of 
preservatives that did not match the labeling. Among them, the body cleansing lotion was also found 
to contain formaldehyde at levels of 158 ppm which exceeds the limit restriction. One antiperspirant 
spray product was non-compliant due to the detection of the prohibited benzene at concentrations of 2.9 
ppm. On the other side, all nail polish products were qualified in the absence of prohibited solvents and 
phthalates. 

key words: cosmetics, online shopping, cosmetic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non-

therapeutic toothpastes, non-therapeutic mouthwashes, hand cleansing lotions, 

natural herbal hair colorants, nail polish, spray-type cosmetics, dry shampoo, sty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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