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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吳秀梅 署長 

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藉由指甲彩

繪，打造出色彩鮮豔、閃亮動人的造型。

人體的指甲跟牙齒和骨頭一樣堅硬，是

唯一曝露在人體之外、保護肌膚的組

織，每天接受外在環境的刺激、有時還

會因為人們情緒緊張咬指甲而受傷，或在進行彩繪時，不慎使用添加太多色素或

溶劑的指甲油而受損。「指甲」在肌膚上就像是一位＂大仁哥＂的角色，總是在默

默保護著人體最容易被忽略且脆弱的一小部分肌膚，無論指甲多麼堅硬，都需要

好好照顧，只有保養方式得宜，才能發揮保護肌膚的功能喔！ 

    坊間盛行各式的水晶指甲、凝膠指甲、黏貼甲

片等造型彩繪，但在消費者追求美感的同時，是否

忽略了選購指甲油產品及使用安全的重要性？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特別邀

請臺安醫院皮膚科曾德朋主任，為大家說明「護甲

五部曲」。 

一般指甲油內含成分包括：能讓指甲快速乾燥的溶劑（例如丙酮、乙酸乙酯）、

能有較強黏著性、不易脫落的成膜劑、以及塑型劑及大量的色素成分，包括各種

礦物性色素、人工合成色素等。目前雖無明確研究指出，指甲油會對人體造成重

大傷害，但有些市售的指甲油內含如：鄰苯二甲酸酯、苯、甲醛、丙酮、乙酸乙

酯等成分，長期使用將對人體健康不利。針對食藥署日前提出之「護甲五部曲」，

臺安醫院曾主任補充說明如下： 

正確選購指甲油 5 步驟 

 

  

 

【本期提要】 

一、 正確選購指甲油 5 步驟 

二、 亞硫酸鹽食品添加物 

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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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曲-標示： 

看清楚產品包裝是否刊載完整衛生福利部公告應標示項目，並務必留意產品有效

日期，切勿選購來路不明及標示不完整的指甲產品。 

2部曲-清潔： 

注意指甲清潔且鑷子、剪子等指甲器具需要定期用酒精棉球擦拭消毒。 

3部曲-彩繪： 

彩繪指甲時注意不要擦到手指皮膚，指甲有異狀時不要彩繪。此外，連續性的塗

抹指甲油，較容易破壞指甲的角質細胞，指甲自然變得越來越薄，容易斷裂並且

生長緩慢，因此建議彩繪或配戴人工指甲時間不宜時間過久。 

4部曲-通風： 

使用指甲油時務必在通風的環境下使用，避免吸入揮發性氣體，造成不可預期的

影響。 

5部曲-卸除： 

卸甲時使用去光水，很難不碰觸皮膚，去光水的主要成分為丙酮，指甲的主要成

分為蛋白質，去光水裡的溶劑會讓指甲產生蛋白質變性，常使用會使指甲較不透

明帶點顏色或造成指緣乾燥，若有傷口也會造成刺激，長久刺激下也會導致甲溝

炎。建議使用去光水後，務必要確實清潔，才能把對指甲與指緣的傷害降到最低，

或是使用棉籤來清除指甲油，可減少雙手接觸這些化學產品的次數。  

為了保護指甲，一般人會使用護甲油、硬甲油

等產品，但護甲油主要的成分是油脂，指甲的抓

水、保水力原本就不像皮膚這麼強，效用其實有

限；而硬甲油只是塗了一層比較硬的指甲油在指甲

上，雖然會讓人有強化指甲的感覺，但其實指甲本

身並沒有變得更為強韌，只要卸除後就消失了。由

於指甲是從肉裡長出來的，如果指緣的皮膚不好，長出來的指甲就比較不漂亮。

建議平常可用一般的食用油、凡士林或護手霜等塗抹於指緣，達到強化指甲的效

果，平時減少指甲接觸水、洗潔劑的機會，也可降低指甲斷裂的機會。 

    您知道生活中有哪些亞硫酸鹽類食品添加物嗎？其實早在 2 千多年前的古埃

及、羅馬時代，就已使用二氧化硫形成亞硫酸根離子來處理食物，延長食品的保

亞硫酸鹽食品添加物 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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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時間，維持部分食品色澤，常見的包括：乾燥蔬果、葡萄酒等。 

二氧化硫與水反應後會變為亞硫酸，具強還原

性，有抗菌、脫色的功能，可抑制黴菌、酵母菌、細

菌的生長，並降低食物的酸鹼值，防止維生素 C 降

解，抑制造成蔬果褐變的多酚氧化酶，也能防止非酵

素氧化褐變反應，避免食品色澤劣變，但卻有破壞維

生素 B、引起過敏及產生異味等的缺點。在食品加工

上，考量製程添加便利性，常使用含鈉離子、鉀離子等的亞硫酸鹽類。 

食藥署提醒，食品添加亞硫酸鹽後的殘留量（以二氧化硫計），如在安全限量

標準內，可不必擔心，因為人體內具有可以代謝的酵素，且會隨著尿液排出體外，

但對某些特殊體質者而言，可能會引起哮喘等呼吸道過敏反應，必須注意。現行

可使用亞硫酸鹽的食品範圍，包括：金針乾製品、果乾、脫水蔬菜、樹薯澱粉、

糖漬果實、蝦類、貝類、蒟蒻等加工食品。 

另外，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歐盟、美國、日本、紐、澳及韓國等國，將

二氧化硫及其相關亞硫酸鹽類，列為准用之食品添加物。我國已於 2018年 3月 21

日，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草案，修正 8 項亞硫酸

鹽漂白劑在發酵蔬菜及醃漬蔬菜之使用範圍及限量，並增列二氧化硫為食品添加

物，進行 60天之評論期，以蒐集各界意見。 

為維護廣大民眾的飲食安全，食藥署呼籲，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以達食品使

用目的之最少用量為原則，並應確實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

準」相關規定，衛生機關對於市售食品之食品添加物持續進行監測，如業者違反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8條，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規定，依

同法第 47條第 1項第 8款，可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關衛生福利部已預告修正的「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草

案 ， 歡 迎 至 食 藥 署 官 網 首 頁 > 公 告 資 訊 > 本 署 公 告 （ 網 址 ：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3885）參閱。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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