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說○○是真的嗎？」經常在網

路上看到讓人產生疑惑的說法或廣告，

只要與食品、藥品、醫材或化粧品相關

者，都歡迎上食藥署官方網站，點進「

消費者食藥防騙專區」，就可看到最新

相關訊息。為提升民眾對食品藥物化粧

品防詐騙的知能，「消費者食藥防騙專

區」以即時發布相關訊息的方式，提醒

民眾注意並維護自身權益。

消費者食藥防騙專區，四大面向供查詢

⑴違規廣告查詢：

主要提供整合性食品、藥物等相關

違規廣告查詢服務，並設置「食藥膨風

廣告專區」，揭露刊登違規食藥廣告之

國外網站，做為民眾選購產品之參考，

以維護自身健康及消費權益。

「聽說○○是真的嗎？」
上食藥防騙專區找答案！3

⑵不法藥物查詢：

提供打擊不法藥物的相關成果，讓

民眾在第一時間了解相關資訊。

⑶食藥闢謠專區：

針對各種常見的網路訊息，提供正

確的官方解答，無論是食品、藥品、醫

療器材或化粧品等相關的常見問題都能

在這裡找到答案。

⑷檢舉陳情資訊：

包含1919全國食安專線、為民服務

信箱、食品安全衛生檢舉案件處理及獎

勵辦法、化粧品衛生安全案件檢舉獎勵

辦法及不法藥物檢舉獎金發放規定等，

提供民眾有關食藥粧檢舉陳情相關資訊

及管道。

食藥署也會持續提供並隨時更新「

消費者食藥防騙專區」的整合性資訊，

並以宣導正確食品及用藥資訊為目標，

讓民眾安心消費。

臺灣夏秋天氣普遍高溫，各級學校

在剛開學、迎來新學年的這段期間裡，

如果提供師生的餐點在製作過程稍有不

慎，可能發生仙人掌桿菌（Bacillus cereus）

引起的校園食品中毒案件。

常見於米飯類與肉製品

仙人掌桿菌廣泛存在於自然界中，

容易經由灰塵及昆蟲傳播污染食品，可

由細菌本身或由細菌產生的毒素而導致

食品中毒，引起的症狀分為嘔吐型及腹

瀉型兩類，常見於米飯等澱粉類製品及

香腸、肉汁等肉類產品。

仙人掌桿菌為了生存，在缺乏養分

的惡劣環境下，會形成耐熱孢子，等到

了適合生存的環境，孢子才會萌發並開

始繁殖。因此，造成食品中毒的可能原

因，與「環境衛生不佳」、「食品未澈底

加熱」及「餐點製備後於室溫下貯存過

久」等情形有關。當供應學校的餐點製

作完畢後，未熱藏保存在60℃以上；或

路途遙遠、運送時放置在室溫的時間過

久；或是餐點沒有儘速享用時，其若含

有仙人掌桿菌孢子便可能萌發，使細菌

生長並產生毒素，被吃下肚後很可能會

造成嘔吐及腹瀉等不適症狀。

牢記預防食品中毒的五要原則

食藥署也叮嚀，為了預防食品中毒，

學校及業者除了要隨時注意環境清潔與

衛生，避免食品受到灰塵或病媒等污染

之外，也要注意食品是否有澈底加熱煮

熟，且在餐點製備完畢後，儘速食用，

避免放置在室溫下太久。

師生在學校飲食或課程中自行烹調

時，應注意預防食品中毒五要原則：「要

洗手、要新鮮、要生熟食分開、要澈底

加熱、要注意保存溫度」，才能吃得健康

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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