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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蛋黃較營養？小心吃下毒「蘇丹紅」

 保護貼避免藍光傷眼 醫推這招更有效

 海巡第一總隊爆貪污 索賄 120 萬放行再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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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新聞 記者許薰方 ／高雄報導 2018 年 1 月 11  日

鑑於陳姓女藝人凌晨酒駕被逮，酒測值高達 0.67mg/L ，而被諭令 10 萬元交保引起社會

關注一事，六龜分局桃源分駐所員警，利用高市府環保局於日前在雅你綜合運動場旁，

進行免費機車排氣檢驗服務時，把握機會實施交通警政宣導。

由於目前正值寒冬，民眾常飲酒助興或食用薑母鴨、麻油雞等食品驅寒，加入米酒料理

吃完以為沒事，開車回家就可能會是酒駕。因為從其他警務單位實測，喝兩杯薑母鴨湯

下、肚，就可能超過酒測值。

六龜分局員警主動向受檢車主宣導，駕駛車輛切勿酒駕及相關現行酒駕規定，如果酒測

值達每公升 0.15 到 0.24 毫克，可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罰款 1 萬 5,000 元到 3

萬元，酒測值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不僅觸犯公共危險罪嫌，更得面臨 2 萬 2,500 元到 9

萬元不等罰金，可謂是得不償失。所以呼籲民眾千萬別酒駕；如果喝酒的話，建議請搭

 計程車、請親友接送或指定駕駛。

交通警政宣導 

六龜警：薑母鴨羊肉爐食補入酒小心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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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第一總隊爆貪污 索賄 120 萬放行再檢舉

法令書籤

  民視新聞網 2018 年 1 月 25  日

海巡署驚傳貪污案！第一海岸巡防總隊一名游姓在職士兵，疑似透過曹姓退役士官當白手套

，收了走私集團 120 萬元的賄款，假裝要放行走私，私底下又指示友人向其他單位檢舉走

私案。檢察官複訊後，認定兩人利用職務詐取財物，涉嫌重大， 1 人收押， 1 人 10 萬元交

保。

戒備森嚴的海巡署「第一海岸巡防總隊」，外頭看來一片寧靜，但日前卻傳出一名在職巡防

兵，竟然私通退役巡防兵，涉嫌收賄！

這名涉嫌貪污的游姓士兵，原本擔任巡防兵職務，卻夥同曹姓退役士官向走私集團佯稱，自

己可以代為聯絡漁船接駁，並幫忙躲避雷達監測，以掩護走私的貨物。但是事實上，他們收

了 120 萬賄款後，不僅沒派漁船接駁，甚至還找人向其他機關檢舉。

海巡署一總隊副總隊長趙君表示，「總隊海巡隊及查緝隊聯合，組成岸海三道防線，單憑游

姓隊員一個雷達手，所能夠掌握到的資訊是有限的。」

游姓巡防兵是志願役，平時執勤表現正常，和隊員相處融洽，已服務 2 年，原本今年就要退

伍，沒想到會涉及貪污罪嫌。法院裁定，白手套退役的曹姓男子收押禁見，至於在職的游姓

士兵，則是以 10 萬元交保。

 （民視新聞／黃富溢宜蘭報導）



  

  優活健康網 2018 年 1 月 10 日

（優活健康網新聞部／綜合報導）鹹鴨蛋、煎蛋、炒蛋、荷包蛋，各種蛋類食品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主

要飲食來源。然而許多人認為，雞蛋或鴨蛋的蛋黃顏色較紅橙，口感、香氣和營養價值較高，恐怕吃

下工業染料「蘇丹紅」。

 不肖業者添加蘇丹紅恐有基因毒性、治癌性

食品藥物管制署說明，為了提高蛋品販售單價，有些業者會於飼料中添加胡蘿蔔素、葉黃素、玉米黃

素或蝦紅素等脂溶性色素，經過禽類吸收代謝後，這些色素會累積在蛋黃中，蛋黃色澤就會加深。但

天然色素成本較高，有些不肖業者為了降低成本，在飼料中添加脂溶性蘇丹紅色素，也能夠使蛋黃變

得更紅潤、增加賣相。

蘇丹色素為工業用染料，不得添加於食品中。常見蘇丹色素有蘇丹 1 號（紅色）、 2 號（紅色）、 3

號（棕紅色）、 4 號（深褐色）等，可能具有基因毒性及潛在致癌性。蘇丹色素除了可能非法被添加

於動物飼料中，國際間在辣椒粉、辣椒油、辣椒醬、咖哩粉及含辣椒的加工產品等食品也曾驗出蘇丹

紅。

 蛋黃色澤無關營養價值 不必只求「紅蛋黃」

食藥署歷年來均針對市售鹹蛋黃類產品進行相關抽驗，一旦發現檢出蘇丹色素，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

會立即聯手，展開違規鹹鴨蛋的溯源稽查及抽驗，快速釐清非法蘇丹色素的來源，確保民眾食用安全

。

食藥署建議，消費者不要挑選顏色過於鮮豔、看起來不自然的食品，並提醒消費者，不論黃色或紅色

的蛋黃，皆有相等營養價值，不用過度在意蛋黃的色澤，買鴨蛋時千萬別只顧著挑選「紅」蛋黃。

（資料來源：藥物食品安全週報第 640 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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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貼避免藍光傷眼 醫推這招更有效

  健康醫療網／記者郭庚儒報導 2018 年 1 月 17 日

不少人都會使用抗藍光手機螢幕保護貼，以為可以保護眼睛；但消保處指出，抗藍光

螢幕保護貼，目前沒有相關醫學證明，宣稱具有護眼效果將挨罰。醫師強調，藍光確

實會傷害眼睛，不建議一次使用超過半小時，尤其 2歲以下嬰幼兒，更應避免觀看 3

C

螢幕，以免損害水晶體。

3C  螢幕藍光傷眼近距離使用近視加深

高雄長庚醫院眼科系主任吳佩昌表示，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 3C產品，都是需要近

距離使用，約眼前 15至 20 公分處；而鮮豔且亮度高的螢幕散發出的強烈藍光，容易

傷

害眼睛水晶體。若是長時間使用 3C產品，也會導致睫狀肌緊繃，造成假性近視或是

近視度數加深。

未滿 2  歲嬰幼兒不能觀看 3C螢幕

根據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未滿 2歲嬰幼兒不能看 3C螢幕，而 2歲以上每天觀看螢

幕

不能超過 1 小時。吳佩昌主任說明，幼兒眼睛結構仍未發育成熟，水晶體透徹無法完

全過濾藍光，對眼睛的傷害甚大。

使用 3C 每次不能超過半小時

吳佩昌主任強調，使用 3C產品應有正確習慣，首先必須在光線充足的環境中，避免

於行走及乘車時使用；第二，每次使用時間最多不能超過 30 分鐘，並且記得望遠或

閉

眼休息 10 分鐘，才能降低 3C螢幕藍光對眼睛傷害。

消費櫥窗



  

當時和秦檜害死岳飛的奸臣張俊，平時貪贓枉法，橫徵暴斂私產，單

是其一年的租米，就高達六十萬石。因財大勢大，朝中無人敢輕易得

罪他。有一天，宋高宗宴請眾大臣，邀請一班伶人來說學逗唱，娛樂

賓客。突然有個伶人上檯，自稱善觀星象，說道：「我只要用渾天儀

對人一照，就能看出這人是天上那顆星宿的化身；但渾天儀不便取得

…，所以用一個大銅錢來代之，也具有其效果 . 。」在座的人都趣味盎

然，想一看自己到底是什麼星宿化身。只見那伶人拿著大銅錢，從錢

孔中一一窺視諸人，並且一一道出誰是什麼星宿。輪到張俊時，他看

了又看，說是啥也看不見，眾人催他再仔細端詳一番，他便裝出一付

很認真的樣子說：「真的什麼也看不出來，倒是看見張老爺好生地坐

在錢裡面，不信，你們自己來看吧！」大家忽然領略到那伶人的用意

，不由得哄堂大笑起來，把奸臣張俊弄得面紅耳赤。

　忠 義 的 伶 人

廉政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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