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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在澳大利亞、南非等地，

都曾爆發民眾感染李斯特菌的事件，臺

灣近年雖未出現李斯特菌食品中毒案

例，但若吃了受污染的食品，仍有感染

的風險，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稱食藥

署）提醒民眾，食用新鮮蔬果前應清洗乾淨，製備肉類產品應澈底加熱，並即早

享用，確保飲食安全。 

    李斯特菌廣泛存於自然界中，常發現於土壤、腐生

植物和哺乳動物的糞便中，易受污染之食品包括水果、

生菜沙拉、即食食品、沙拉醬及未經適當殺菌的牛奶及

冰淇淋等。由於該菌具有耐鹽、在低溫下仍可生長繁殖

之特性，且對於孕婦、老人、小孩或免疫力較弱的患者，

具有潛在致死的風險，因此仍要注意飲食衛生安全，以

避免感染，食藥署並提供消費者預防李斯特菌的 5要原

則如下： 

 要洗手：維持良好的衛生習慣，飯前、飯後及處理食品前應澈底洗手，若於國外

旅遊時，更應注意飲食衛生。 

要新鮮：食材要新鮮，避免食用損傷的蔬果，水果切開及產品製備後應即早食用。 

要澈底清洗：瓜果類生長或採收時可能和土壤接觸並受汙染，且表皮較粗糙的水果

（例如網紋洋香瓜，俗稱哈密瓜）易藏污納垢，應澈底刷洗乾淨後再行分切。 

【本期提要】 

一、 預防李斯特菌 5 要點 

二、 2018「藥科獎」出爐！ 

三、 醫用 X 光機揪病灶 

預防李斯特菌 5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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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熟食分開：蔬果類產品通常不經加熱食用，處理時應避免交叉污染。 

要澈底加熱：肉類產品應澈底加熱，不食用未煮熟的禽畜水產品及未經適當殺菌之

乳製品。 

    更多「李斯特菌」食品中毒介紹及預防方法，請查閱食藥署官網首頁>業務專

區>食品>餐飲衛生>2.防治食品中毒專區>各類食品中毒原因介紹>李斯特菌（網

址：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1953）。 

    我國唯一由中央政府舉辦的「衛福部經

濟部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名單出爐了！共

有藥品類、醫療器材類、製造技術類等 9 項

創新成果獲肯定，包括：發展自製疫苗、純

化抗黴菌藥劑、縮小手術傷口、改善乾眼症

用藥等技術，為生技醫藥創新產業寫下亮眼佳績。 

 在藥品類金質獎方面，「國光生物科技」研發四價季節性流感疫苗，提升我國

自製疫苗的能力，亦提供完整的流感防疫所需，對我國自行研發疫苗的技術、產

業及國家防疫安全皆有相當貢獻，獲得肯定。 

    其次「中化合成生技」改進抗黴菌藥劑 CAS的合成與純化製程，突破原開發

廠專利的限制，產出比原開發廠更穩定、更高品質的原料藥，使不純物的比例降

低 5 倍之多，提供消費者更好的保障，其外銷產值超過 2 億 6 千萬元，亦獲得製

造技術類金質獎殊榮。 

 而「臺灣微創醫療器材」研發微創脊椎皮質骨釘系統，有傷口小、出血量少、

復原快且術後穩定性更高的特點，從傳統手術 15公分以上的大傷口，縮小到單一

個 2.5 公分的傷口，不僅可降低術後併發症的風險，更造福老年人與骨質疏鬆患

者，獲得醫療器材類銀質獎的佳績。 

 另外，「全福生物科技」研發的乾眼症新藥，則是市場首見唯一具有促進角膜

修復，快速達到症狀緩解及視力改善效果的新藥，藥品專利與技術授權自馬偕醫

院，國內研發的貢獻程度高，提供患者不同機轉的治療新選擇，從參賽案件中脫

穎而出，同樣榮獲藥品類銀質獎肯定。 

    每位獲獎單位都見證了「臺灣標竿 挑戰世界 No1.」的能力，更是臺灣成為「亞

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的生力軍。 

2018「藥科獎」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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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科學家侖琴博士在 1895年發現，X光對不

同密度的物質有不同的穿透力，可穿透人體並接收

穿透後的 X光進行成像，因人體的各部位組織密度

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灰階影像，可用於對體內組織

進行影像診斷，因此醫學界廣泛用於病理診斷，可

進行頭頸部、胸部、腹部、脊椎、四肢等部位的攝

影檢查。 

隨著影像設備的快速更新，從最早期傳統 X 光膠片影像，逐漸進步到目前以

數位化 X 光影像為主流，並有數位影像燒錄、儲存、影像傳輸管理系統工作站等

設備輔助，協助醫師診斷揪出病灶，大幅提升醫學影像診斷的效率及便利性。 

 有些民眾擔心拍攝 X光接觸的輻射線是否會造成危害？目前醫院使用之 X光

機，皆須經原子能委員會審查其輻射安全性，並經食藥署審查其電性安全、電磁

相容性及造影功能等，確保其安全及效能無虞，只要遵從醫事人員指示，即可安

心進行檢查。 

在 X 光攝影檢查前，放射師會請病人視要拍攝的部位，取下身上的衣服、物

品，如耳環、髮夾、內衣、項鍊、拉鍊及手錶等物品，必要時須更換檢查衣，以

免在 X 光影像上造成假影或陰影，讓醫生在診斷時造成困擾及可能引致錯誤的判

讀。檢查時為減少重複照射，避免增加病人輻射暴露量，放射師會評估病人意識

清醒情形及配合度，請病人採標準姿勢攝影，若無法配合的病人或幼兒，需藉由

他人協助才能完成檢查，則應給予輔助者穿著鉛衣防護輻射。 

食藥署提醒，在接受 X 光檢查前，務必遵守醫院提供的檢查注意事項，有關

醫療器材相關資訊，可至食藥署網站之許可證資料庫查詢（連結：食品藥物管理

署網站首頁>醫療器材>資訊查詢>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庫>西藥、醫療器材、含藥

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 

醫用 X 光機揪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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