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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食在安心，看見添加：如何選用安全的食品添加物 

摘要：食品添加物的種類與影響、警示合成添加物的危害性，如何選擇安全的食品添加物，

減少攝入添加物的食品對身體的傷害，以維護身體健康。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一、 認識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指在食品生產、加工、儲存或包裝過程中有意添加的物質，包括化學合

成品和天然物。根據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條規定，食品添加物可用於著色、

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香、穩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

化等多種用途。在規定的安全值內，任何添加物都可用於食品生產。共有 17 大類的添

加物，包括防腐劑、殺菌劑、抗氧化劑、漂白劑、保色劑、膨脹劑、品質改良劑及食品

製造用劑等。其中，防腐劑是食品添加物中最常見的一類，可用於抑制細菌、黴菌等微

生物的生長，延長食品的保存期限。常見的防腐劑包括苯甲酸、山梨酸、亞硝酸鹽等。 

 

二、 食品添加物迷思大破解 

1. 迷思一：食品添加物是人工化學物品？用天然的比較好嗎？ 

天然食品添加物雖存在於天然食材中，但其安全性仍須經過評估，且攝取量應注

意。例如，天然存在的黃樟素具有致癌風險，因此被禁止用於食品中。坊間常標

榜的「天然防腐劑」，也必須含有特定的化學成分才能達到防腐效果。若將這些

天然防腐劑拿來檢驗，會發現其安全性與人工合成食品添加物並無太大差異。而

人工合成食品添加物會是在實驗室中製造而成，在規定的安全範圍內使用，並不

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各國政府皆針對食品添加物制定使用標準，包括使用範圍、

限量及規格等，以確保消費者的健康。 

2. 迷思二：食品添加物一定不安全？ 

食品添加物在規定的安全範圍內使用，並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各國政府皆會針對

食品添加物制定使用標準，包括使用範圍、限量及規格等，以確保消費者的健康。

食品添加物的安全性評估通常包括毒理試驗、代謝試驗、致癌試驗等。毒理試驗是

研究食品添加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包括急性毒性、亞急性毒性、慢性毒性等。 

 

三、 食品安全的隱形殺手：非法食品添加物 

    非法食品添加物是指未經政府許可，或超量使用、使用於非允許食品中的食品添

加物。常見的非法食品添加物包括：硼砂、甲醛、螢光增白劑、非法使用色素、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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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甘味劑、吊白塊、二氧化硫等。這些非法添加物可能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

害，如：肝臟、腎臟損傷、致癌、引發過敏、消化不良等。要避免食用非法食品添加

物消費者在選購加工食品時，可注意以下事項： 

1. 詳閱食品標示，瞭解產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物種類及成分。 

2. 購買信譽良好商家或品牌的食物。 

3. 避免選購顏色異常鮮艷、無需冷凍、冷藏或無完整包裝而保存期限卻較同類食品

長，或價錢過於便宜的食物。 

4. 不要購買和食用來路不明或包裝、標示不完整的食物。 

5. 避免偏食少數種類的食品，要均衡飲食。 

6. 多選擇天然食物，盡量減少攝食加工食品。 

7. 健康如有特殊狀況，應徵詢食品專家或醫護人員對攝取添加物的意見。 

 

四、 食在安心的秘訣：如何選擇安全的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並不可怕，他的使用歷史悠久，早在數百年前就已開始使用。在規定

的安全範圍內使用食品添加物，可以提升食品的品質與安全，包括： 

1. 延長食品的保存期限 

2. 改善食品的口感和風味 

3. 增強食品的營養價值 

4. 提高食品的生產效率 

5. 食品添加物有嚴格的管理 

    食安事件的關鍵在於守法，台灣近年來發生的食安事件主要原因，幾乎都是事業

主不遵守法規，違法將不是食品添加物的化學物質加入產品，或為了降低成本使用工

業等級物品，導致所生產的商品對人體危害性大，因而造成社會大眾對食品安全產生

疑慮恐慌。所以業者應遵守法規，確認產品使用食品添加物的合理性，依照標準添加

合法食品添加物，則尚不致對消費者健康造成危害。 

 

    食品添加物是現代食品工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合法、合理的使用下，可以提升食

品的品質與安全。消費者應理性看待食品添加物，並掌握正確的選購知識，以保障自身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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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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