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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視 2016-08-12 （民視新聞李宜庭、張崇閔台北報導） 

網購越來越方便，刷信用卡就能結帳，不過，消費者可得多當心！刑事局破獲最新的盜刷

手法，嫌犯先從網路上，購買個資跟信用卡資料，將原有的持卡人電話改掉後，讓持卡人

收不到消費通知，就開始上網盜刷，有的被害人直到被刷了 30 幾萬才發現，短短 1 個月

受害者多達 30 人。

員警 vs. 嫌犯：「我姓周，周，哪個周？我媽改嫁的。」

囂張詐騙，警方登門逮人，嫌犯依舊沒在怕，不斷狡辯，態度惡劣，甚至對員警大聲咆哮

。

員警 vs. 嫌犯：「你有辦那麼多卡，我每間銀行都有，我身上有 4 張卡，但這不是你的名

字啊。」

來回蒐證，找到的證據，一一擺出來，不只有一堆信用卡資料、寫卡器，還有好幾隻全新

手機，盜刷罪名，百口莫辯。警方接獲民眾報案，信用卡疑似被冒用，盜刷蘋果手機等高

單價商品，循線追查，揪出嫌犯，發現他們先是在網路上，購買外洩的信用卡資料，修改

持卡人電話，接著就肆無忌憚開始盜刷 3C產品或遊戲點數，再銷贓牟利，少了銀行簡訊

提醒，被害人根本被蒙在鼓裡。事後他們更食髓知味，成立網路店家，利用手上這些被盜

用的個人信用卡，假買賣，讓銀行自動撥款，不知情中間的金流公司，就會將錢轉回嫌犯

，以買空賣空方式套現，藉機獲利。

刑事局偵九大隊二隊隊長戴長生：「盜刷被害人套現獲利，犯嫌以此方法，盜刷金額共達

新台幣 65萬元，被害人達 30位。」

用外套包住頭，他就是主嫌朱姓男子，有毒品前科，缺錢買毒找來獨友一起盜刷犯案， 7

月至今短短 1 個月就數十人受害，就連銀行也遭殃，嫌犯狡詐，還是逃不了法網。而警方

也提醒，民眾接到信用卡帳單，真的得多看一眼，免得被當了冤大頭。

 買個資、卡號、改電話

民眾無辜被盜刷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2016-08-21 

民眾在網路購物前真的要看仔細，彰化有 1 名假貴婦透過臉書和拍賣平台，聲稱要變賣精品皮包

、手錶等物品，短短 10 個月就騙了 16 人，得手 100 多萬元，但他也因為誤傳自己暴肥的照片給

網友，遭警方鎖定，循線逮捕。

警方 vs.陳姓女子：「這是什麼東西？提款卡。」

警方拿著匯款單據、提款卡一一訊問，因為這名陳姓女子在網路上假扮貴婦行騙，她透過臉書假

裝要變賣精品皮包、手錶等物品，為了取信買家，還盜用正妹照片，自稱住在大阪，家境富裕，

等賣家匯錢後，就人間蒸發。

警方 vs.陳姓女子：「贓款就是匯入這個帳號嗎？對。」

陳姓女子在臉書化名 annejiang，楊陽陽， LINE上面則叫蒂蒂， 10 個月來騙了 16 個人，得手 100

多萬，而且她為了規避警方追查，還使出移花接木大法，先向網路賣家購物，再要求跟她買精品

的被害人把款項匯給賣家，最後跟賣家謊稱不小心多匯款，要求退錢，買賣雙方都成了被害人，

帳戶還因此被凍結。

刑事局偵九隊長戴長生：「她會要求賣方說家人不小心多匯 2 萬，請他把多的 2 萬元匯還給她，

所以她在詐騙過程中，其實不需要提供人頭帳戶出來，有點類似買空賣空的詐騙模式。」

不過陳姓女子成也網路，敗也網路，因為她不小心把自己暴肥的照片傳給網友，被公布出來，遭

警方鎖定，循線逮捕後更查出她有詐欺、商標法前科，早在 10年前大學時代，就開始以詐騙維

生，這回雖然招數更上一層樓，仍被警方逮到。

 假貴婦網拍名包精品

10 個月得手百萬



  

作者 NewTalk  新頭殼 |  –  新頭殼早報 2016年 8月 12  日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抽查市售 30件牙膏商品，驗出「黑人超氟多效護理牙膏」及「

云南白藥薄荷牙膏」防腐劑超標，其中「云南白藥薄荷牙膏」共檢出 3種防腐劑

，總含量為 0.6321% 。消基會檢驗長凌永健提醒，牙膏中含有防腐劑，可能與其

他環境荷爾蒙互相強化，產生雞尾酒效應，危害人體健康。

為了解市售牙膏商品狀況，消基會 3 月抽查藥妝通路的 30件牙膏商品，檢視商品

標示、氟含量是否合乎規定以及防腐劑含量是否超標。消基會 12日召開記者會指

出，「黑人超氟多效護理牙膏」及「云南白藥薄荷牙膏」防腐劑超標，且外包裝

標有全成分的 14件商品中，有 4件查無其標榜功效的對應成分。

凌永健表示，防腐劑主要功能是抑制物質中的微生物，若透過皮膚或口腔進入人

體，可能產生不耐受或過敏反應，長期累積對肝有嚴重影響。他進一步指出，只

考慮單一有毒物危害會低估風險，政府應計算各項有毒物質加乘累積的危害，訂

定相關限量標準。

目前非藥用牙膏採《商品標示法》管理，商品內容只需標示主成分，為此，消基

會呼籲，衛福部應儘速於《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中，將非藥用牙膏列入管理，

要求業者標示商品全成分，以保障消費者知的權利。

 消基會抽查市售牙膏

黑人、雲南白藥防腐劑超標



  

市售布丁甜到爆 吃 1顆等同全糖手搖
飲

中央社 –  2016 年 8 月 8 日 

（中央社記者張茗喧台北 8 日電）不少家長認 布丁有雞蛋 、牛奶，比多數零食來得健康。但董氏為

基金會調 市售布丁卻發現 ，重量僅查 180 公克的布丁，含糖量竟逼近 1 杯全糖手搖 料 ，等同飲 吞

下 6.3 顆方糖，糖分破表。

布丁跟 想的不一樣 ，董氏基金會你 4 月至 7 月間調 各大超商 、賣場常見的查 14 件布丁 品 ，今天產

公布調 結果 ，發現平均每查 100 公克的布丁含糖量就高達 15 克，有 7 件 品成分原料依含量多到產

少依序標示 水 、蔗糖、奶粉為 / 乳粉等，表示糖的用量是第 2 多。

根據董氏基金會調 ，市售著名品牌的大布丁（雞蛋口味）」每個重量查 180 公克，就添加了 28.4

公克的糖，吃下一顆等同 下吞 6.3 顆方糖，幾乎等於把一杯 300cc 的全糖手搖杯紅茶喝下肚，是含

糖量最高的布丁。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副主任陳醒荷說，「減糖」已是世界衛生組織推動的重點項目之一，以 4

到 6 歲及 7 到 9 歲孩童一天 1600 大卡和 1800 大卡的熱量計算，每日精緻糖的攝取應小於 20 公克

和 22.5 公克，但 14 件 品中卻有產 3 件吃 1 顆就超標；攝取過多糖分，不但可能增加罹患慢性病風

險，很多 究也指出易造成負面情 。研 緒

董氏基金會指出，很多家長認 布丁裡含有牛奶及雞蛋 ，相較於乾 、巧克力等零食，應該更健為 餅 為

康，但其實布丁除了糖分破表外， 11 件含蛋成分的品項中，有 7 件都另外添加黃梔子色素或婀娜

多色素。

陳醒荷建議，家長挑選布丁時應檢視成分表，砂糖、蔗糖排序越後面代表糖分越少，同時也應選擇

添加物較少的 品 ，另呼籲可自己動手做健康的布丁，吃得健康還能培養親子感情。產



  

作者文字提供／ ELSEVIER 全球醫藥新知  | 華人健康網 –  2016 年 8 月 6 日 

【華人健康網文字提供／ ELSEVIER 全球醫藥新知】許多零卡或低卡的無糖飲

料

(diet drinks) ，在講究養身的現代社會頗受歡迎，然而《 Cell Metabolism》刊登

澳

洲雪梨大學 (University of Sydney) 的最新發表，發現無糖 料添加的人工甘味劑飲

(Artificial sweeteners) ，可能讓身體對於卡路里攝取的渴望增 ，進而使個體吃強

下更多東西。 

究以果蠅及小鼠作 實驗動物 ，結果發現，採用添加有蔗糖素研 為 (sucralose)這

種

代糖的無糖 食飲 (sugar-free diet) 之受試動物，其食物攝取總量較一般 食的控飲

制

組多了約 30% 。 究團隊觀察發現 ，日常食中如果長期接觸人工甘味劑 ，動研 飲

物

的食物攝取量會出現顯著的增加。

作者表示，人工甘味劑帶來 味 ，卻沒有身體帶來熱量 ，可能因此無法完整活甜 為

化大腦的 勵中心獎 (reward centre) ，使身體進入飽足狀態；大腦可能因此困惑，

並刺激身體的飢餓反應好攝取足 的能量 。夠

究刊登在 《研 Cell Metabolism》第 24卷第 1期 第 75-90頁

無糖飲料更甩肉？人工甘味劑可能害你更想吃



  

 鑽物流檢查漏洞 毒販百里快遞安毒

民視 –  2016 年 8 月 7 日   

毒販百里快遞毒品，遭鷹眼警即時攔截，台中警方到新北市鶯歌一 民宅 緝毒品案戶 查

，剛好遇到快遞送包裹，眼尖幹員發現，寄件人就是同案販毒主嫌寄來之包裹，當場

開封， 獲安非他命毒品 ，還有吸食器。查

員警 vs. 潘姓女子：「（這什麼東西？這剛剛寄來的？）對，（誰寄的？）」

潘姓女子，打死不認，包裹是要寄給她的。

員警 vs. 潘姓女子：「（寄給誰？）是寫我的名字，（是不是寄給你的？）不是。」

緝員警 ，打開包裹裡，包裝嚴密的鉛筆盒，立刻發現，裡面藏了一包安非他命毒品查

，還有吸食器，這下潘姓女子，想賴都賴不掉。

員警 vs. 潘姓女子：「這是什麼，安非他命。」

台中市刑大警務員呂東柏：「我們發現到快遞人員，寄送快遞信件來的時候，因為快

遞上面寫的寄件人，就是我們本案同 鎖定的販毒主嫌 ，就發現這個是跟販毒有關的步

贓、證物。」

毒販的交易紀 上面 ，清楚寫著，寄件地址，還有指定寄送時間，還有到貨時間。錄

台中市刑大警務員呂東柏：「李姓販毒主嫌，他們是認識 20 幾年的朋友舊識，因為李

姓的販毒主嫌，近日無法北上，所以他們就連繫，雙方就是以快遞運送的方式，來做

毒品交易。」

毒販利用快遞物流業者，不會嚴格檢 民眾包裹 ，鑽漏洞百里快遞毒品，但還是被眼查

尖員警發現，當場人贓 獲 ，吸毒者，毒販全都逮捕，移送法辦。（民視新聞許佳詩俱

台中報導）



  

中華日報 – 記者戴淑芳／台北報導 2016年 8 月 21日

    暑假就快結束了，許多青少年趕在開學前出入娛樂場所，食品藥物管理署提醒

，許多新興毒品偽裝成各式糖果、餅乾或飲料包，誘惑著好奇的青少年嘗試，千萬

要提高警覺，以策安全。

  　近幾年來，在特定場所如 PUB  、 KTV 、舞廳、汽車旅館等，常見許多包裝多

樣化的新興毒品，包裝如糖衣般易讓人誤食，這些新興毒品多與愷他命、搖頭丸（

 MDMA  ）、 4-  甲基安非他命（ PMA ）等混摻，製成毒咖啡包、飲料包等包裝

，使用後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食藥署提醒，根據國內濫用藥物檢驗通報系統統計資料顯示，檢出新興毒品「合

 成卡西酮類物質」案件次數逐年增加，合成卡西酮類物質常見品項包含 Mephedro

ne （喵喵）、 Methylone 、 MDPV 、 Ethylone 等，屬中樞神經興奮劑，具成癮性

，毒性反應類似甲基安非他命及搖頭丸，使用後會出現心搏過速、妄想、幻覺、憂

鬱與高血壓等副作用，並會有暴力和自殘行為。

　食藥署呼籲，青少年要提高警覺，拒絕使用包裝特別或標榜「神奇效果」的食物

或飲料，以確保自身安全。也提醒家長們，若發現家中正值青少年的孩子出現行為

與交友異常，情緒落差大、突然需要大量金錢，或在家中發現吸食毒品等器具時，

  就要提高警覺，以免青少年深陷毒品危險，需要時可撥打 24小時免付費諮詢的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 0800-   請請您 -幫幫我）。 

 新興毒品偽裝 看似糖果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