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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本公約目前共有196個締約國，絕大部分聯合國成員都有簽署，足見兒

童權利保障是相當重要之普世價值。而台灣未簽署兒童權利公約，但於

2014年三讀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配合台灣固有的法規（ex: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強健國內的兒童保護體系。2016年進行首次

的國家審查報告會議，做出的結論性意見中點出政府兒少保護政策不足

之處，例如缺乏獨立的監督機構、關於兒少最佳利益定義應採納兒童權

利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等，作為政府持續努力之方向。

兒童權利公約 CRC



網購保養品遇假駭客櫃姐慘丟24萬

詐騙防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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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新聞網 2019年6月2日記者楊忠翰／台北報導
詐騙新招！「解除分期」一向是詐騙集團萬用老梗，歹徒假冒客服人員打給民
眾，並誆稱內部疏失出現重覆訂單，倘若民眾不處理就會被二次扣款，誘騙民
眾操作ATM匯款；由於警方一再宣導，加上民眾消費意識抬頭，經常回嗆「自
己的疏失自己解決」，詐騙集團只好推出新招，先謊稱駭客入侵資料庫進行盜
刷，已代為通知發卡銀行處理，再由假行員要求民眾操作ATM，進而詐取財物
得逞。

刑事局指出，台中市1名35歲的楊姓櫃姐，先前接獲「小三美日」客服人員來電
，並誆稱有駭客盜取她購買保養品的刷卡資料，再聲稱駭客已重覆下單20筆，
一舉盜刷2萬多元，現已通知發卡銀行處理，歹徒接著假冒銀行人員，並要求楊
女操作ATM解除訂單，一口氣騙走存款24萬元。

警方表示，民眾使用電商服務一定要建立個資外洩的風險觀念，倘若接獲客服
人員來電時，切勿因對方得知自己交易資料就輕信其身分，只要聽到「操作
ATM」、「誤設為批發商」、「誤設為重複訂購」、「誤設為付費會員」、「
駭客盜刷信用卡訂購多筆商品」等字句時，民眾務必要提高警覺。

再者，ATM並無任何解除扣款或設定功能，陌生人致電要求操作ATM保證是詐騙
；除此之外，詐騙集團會竄改來電顯示號碼，倘若手機來電顯示開頭出現「+」
字號，代表發話地點在國外，慎防有詐！如有任何疑問均可撥打165反詐騙諮詢
專線求助。



自立晚報 2019/6/16 

(記者黃秀麗台北報導)以往詐騙集團假冒公務機構詐騙，大都佯裝自己是地
檢署檢察官或偵查隊員警，謊稱民眾涉入重大刑案，須交由檢警監管銀行帳
戶，或冒稱健保局及電信公司，以積欠健保費用或電信費用，俟民眾否認後
再稱可能身份被冒用，轉檢警機關偵辦，由檢警單位要求受騙民眾交付財產
監管。近期刑事警察局發現，該類假冒公務機構詐騙案件，詐騙集團出現新
的cosplay角色：DHL快遞公司員工，撥打電話給被害人佯裝包裹寄件失敗
裡面有偽造銀行卡遭海關攔查，當被害人告知並無此事，DHL快遞公司員工
疑被害人遭冒用身分，協助被害人報警，由警方後續偵辦。

這類詐騙手法通稱「假冒公務機構詐騙」，詐騙集團一開始無論假冒健保局

、醫療院所、中華電信或快遞公司，以冒領健保補助、催繳電話費或非法包

裹起頭，且多以撥打市話為主，讓被害人無法辨識電話真偽。最後皆是由假

冒的檢警人員出面，聲稱被害人涉嫌刑案，須監管被害人帳戶及所有財產證

明，以被害人清白、無非法資金流動，要求被害人繳交銀行存簿、提款卡或

現金，並謊稱需偵辦2週至3個月，這段期間被害人存款早被提領一空。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接聽此類電話，無論對方佯稱什麼身分、以什麼緣由，

最終冒稱警察或檢查官，以「涉及刑案」要求「電話中做筆錄」、「法院幫

你保管金錢」、「監管帳戶」等關鍵字，絕對是詐騙，切勿相信被轉接的電

話中佯稱的警察或檢察官，如果真的無法判斷或仍有疑問，歡迎撥打165反

詐騙諮詢專線查證。(自立晚報2019/6/16)

假冒公務機構詐騙新角色 DHL快遞

詐騙防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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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賺一票警查獲毒果汁包

毒 家 聞新

中國時報【陳育賢╱竹市報導】 108.6.12

暑期將至，市面再出現毒品新包裝，學子們要多加小心！過去K他

命、安非他命多次被查獲偽裝成3合1咖啡包銷售以躲避警方查緝，

新竹市警1分局偵查隊11日再查獲「果汁粉末」新包裝，其外觀就

像無害的果汁包裝，但內容物卻含K他命與安非他命。

竹市警1分局近日接獲線報，指21歲胡姓男子疑似為在暑期大舉販

賣毒品予青少年，並轉向台南地區毒品大盤購買大批新興「毒品果

汁包」，打算在竹市租旅館作為販毒據點，大賺一票。

警方在多日監控後，11日見時機成熟，前往胡男在市區租下的旅館

攻堅，當場逮捕正在清點毒品的胡嫌與王姓男子，警方並在現場起

獲332包、重約3公斤的「毒果汁包」。

警方表示，胡嫌所持有毒果汁包外觀五顏六色，且印有可愛小惡魔，

看似是無害的果汁即溶包，但初驗內容物，竟含有K他命與安非他

命成分，胡嫌坦承裡頭有毒品成分，他以1包約200、300元價格購入，

以市價500、600元，訊後被依毒品罪嫌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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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新聞網 2019年6月18日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已故歌手江明學在2018年9月25日凌晨遭警方攔查，身上被搜出1包2點多公克的「冰毒
」（甲基安非他命）。江明學當時供稱，因「工作壓力大」，2到3天就會吸食1次，且
時間長達1年，當時有網友反映「難怪看他上節目講話怪怪的」。雖然我們不能隨意將
江明學過去的吸毒行為與今日的輕生悲劇直接做出連結，但冰毒確實害人不淺、極易上
癮，長期濫用確實能引發嚴重的生心理危害。

冰毒的正式學名是「甲基安非他命」，是一種強力興奮劑，能刺激中樞神經活動，化學
結構與人體的腎上腺素類似。由於外觀為無色粒狀透明晶體，故俗稱為「冰」（ice）。
冰毒在二戰時期被德國納粹、日軍拿來提供給士兵作為提神之用，希望增加其作戰效率
。戰後冰毒開始被濫用，變成派對藥物，其成癮問題和非法販賣日益猖獗。

人在吸食冰毒後產生愉悅感，主要是因為冰毒影響多巴胺（腦內的快樂因子）的釋放，
但長期攝取甲基安非他命，可能加快某些副作用：心情擺盪、中樞神經刺激劑引起的精
神病（偏執、幻覺）以及具有侵略性的行為。吸食後的病理作用包括：覺醒度增加、支
氣管擴張、心率加快、汗液增加、血壓增高、口乾、食慾降低、瞳孔擴大。

近年來冰毒因其具有強效的欣快作用和催情作用，在國內持續氾濫，除了被人們用來助
興，也被拿來「助性」，成癮者多見透過「水車」（玻璃球管吸食器）以鼻吸的方式施
用，亦有重度成癮者直接以針筒「走水路」（術語：SLAM）求即時的藥效。眾多案例
表明，吸毒者會產生許多讓人難以理解的念頭、精神症狀（幻覺、妄想），並可能出現
輕生、傷人等暴力行為。

人使用冰毒體驗到欣快感的同時，緊接而來的是自信心和自我意識增強、警覺性增高、
精力旺盛、飢餓感以及極度疲勞感等。一旦毒癮戒斷，施用者在心理、性格、情緒方面
依然會存在不適感，例如：疲倦、失眠、抑鬱。身邊的家人朋友應給予成癮者更多的關
懷與鼓勵。

◆戒毒專線：0800-770-885 7

毒 家 聞新

這種毒品在台灣氾濫！
江明學曾沾上

冰毒是一種強力興奮劑，為二級毒品。
（圖／First Step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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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毒高峰期來了冰箱不要塞太滿

記者陳婕翎／專題報導 2019年6月10日
端午節過了，炎熱盛夏正式開始，高溫潮濕環境適合病原菌生長，根據衛福部食藥署食品中毒
統計，每年5月至9月是食品中毒高峰期，提醒餐飲業者及民眾，食材、料理都應避免在室溫下
貯存過久，應盡速放入冰箱，及早食用完畢，防範食品中毒。

學校、部隊最常發生
去年食物中毒共4614人，以學校、供膳營業場所及部隊最常發生。一般食品中毒症狀通常會持
續1或2天，有些持續1周到10天，常見症狀包括腹瀉、惡心、嘔吐、腹痛、發燒、頭痛及虛弱
等，有時候伴隨血便或膿便。抵抗力特別弱的人症狀較嚴重，甚至可能會因此死亡。

算好分量 再買食材
食藥署食品組組長潘志寬提醒，應先計畫好烹煮及食用的分量再購買食材，購買後食材應儘速
放入冰箱冷凍或冷藏貯存，冰箱也應避免存放過多的食材導致冷卻效果下降，造成微生物生長
。製作好之應景產品避免在室溫下貯存過久，應儘速放入冰箱，並儘早食用完畢。

外食族 留意店面環境
夏天是細菌最容易繁殖的季節，稍有不慎就可能吃進細菌，讓吃壞肚子找上門。

台北市聯醫仁愛院區消化內科主任陳冠仰表示，外食族選擇用餐地點時，應留意廚房及店面環
境是否燈光明亮、整潔、少蚊蟲，及熟食是否妥善保存、生食是否有冷藏。若能少吃路邊攤就
盡量少吃。

近年大賣場及連鎖量販店看到外食族商機，紛紛搶攻熟食市場。但陳冠仰建議，購買前留意賣
場販賣時保存溫度，若不夠低溫，且商品常被其他客人拿來拿去，都可能助長細菌滋生。

另外，陳冠仰也提醒，食物放進冰箱後，並非就不會壞掉，夏天將食物買回家中冷藏時，要特
別注意不要將冰箱塞太滿，否則冰箱冷氣無法流動，反而會使溫度不夠低，導致食物開始孳生
細菌。

台灣四面環海，民眾最愛趁著盛夏大啖貝類及生魚片，潘志寬呼籲，切勿因為追求口感而忽略
生食的風險。
另外，千萬別吃不認識的魚類，若不小心誤食有毒魚類，輕則產生腸胃道症狀，重則產生神經
症狀。若不幸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時，應儘速就醫，同時配合衛生單位調查，釐清發生原因
。

消 費 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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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涼麵消暑? 小心食物中毒

中華日報 記者戴淑芳／台北報導 108.6.17

夏天來了，改吃沙拉、涼麵好消暑，但專家提醒，可別輕忽食物中毒原因─微生物風險，

不只是生食連熟食也得注意。

國際食品科技聯盟（ IUFoST）全球大使羅揚銘教授表示，美國和加拿大曾在 2018年 11

月底，爆發蘿蔓生菜受 O157:H7型大腸桿菌汙染事件，導致人心惶惶。台灣常見的中式

料理烹調方式是大火快炒，跟一般美式生食相較之下，可降低微生物汙染風險，但仍不可

輕忽。

羅揚銘表示，根據食藥署近兩年的食品中毒案件病因物質分類統計，由細菌引起的食物中

毒案件數，以仙人掌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腸炎弧菌、沙門氏桿菌位居前 4名，只要了

解微生物生長的影響因子，如水活性、 pH值、溫度與其食品加工的方式，即可防範食物

中毒。

首先，水活性越高，微生物越容易生長，當水活性低於 0.85時，可大幅降低微生物的生

長機會，在一般傳統加工上常見的乾燥手法等，就是降低食品水活性，藉此延長食品保存

期限。

一般微生物生長的最適當 pH值在 6.5至 8.5，因此在食品加工上也常透過酸化的方式，

使食品 pH值降至 4.6以下，避免微生物生長，但酸化容易影響食品本身的風味，故仍常

配合其他加工方式延長保存期限。

每種微生物合適的生長溫度有所不同，在傳統罐頭加工上，常透過 121° C蒸氣加熱 25至

35分鐘的方式，殺滅有害的微生物。而冷藏、冷凍的方式雖可減緩微生物的生長，並殺滅

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寄生蟲卵，但不能完全達到殺菌的效果。

羅揚銘提醒，民眾在冷凍、冷藏儲存食品時，應妥善包覆，並將生食放置於下層，避免滴

液汙染熟食，並避免食品重複解凍與存放過多食品，影響冰箱降溫功能。烹調餐點時，應

注意個人衛生、避免生熟食交叉汙染。若外食也應慎選衛生環境良好的餐廳，降低發生食

物中毒的風險。

消 費 全安



不想變老！你該遠離七種飲食習慣

早安健康 作者：孫于琛 108.6.10

漢堡加薯條，再附上一杯汽水，輕鬆就解決一餐。懶得下廚，就把微波食品

放進微波爐，幾分鐘後就有熟食可吃。

這些看似平常的飲食習慣，其實都在讓你加速老化。究竟要怎麼吃才正確呢？

日本醫學博士藤田紘一郎提出七個應該避免的錯誤飲食習慣。《マンガでわ

かる若返りの科学》（暫譯：從漫畫看回復年輕的科學）作者藤田紘一郎是日

本人類總和科學大學教授，專門研究寄生蟲、感染免疫等。他認為現代人雖然

普遍壽命長，能健康活到老年而無病痛者卻不多，這是因為年輕時就因為不佳

的生活習慣，讓自己的身體快速變老。

應該避免的七種飲食習慣：

1.大量攝取動物脂肪

你可能知道動物脂肪吃多對身體不好，但你大概不清楚為什麼相較之下魚油卻

對身體有益。這是因為動物脂肪如製造豬油與牛油的豬與牛，其體溫約落在39

度，比人體高出三度，因此這些油脂進入身體後容易凝固而產生黏稠狀，最終

導致各類心血管疾病如中風、動脈硬化。相較之下魚的體溫較低，在人體中暢

行無阻，也就不會有堵塞的危險。

2.重複吃碳水化合物

吃主食可以帶給身體能量，千萬不能因為減肥就不吃。但有些食量大者，喜歡

吃完麵又吃飯，或是吃完粥又跑去買麵包吃，這種重複吃碳水化合物的飲食方

法會讓血糖不斷升高，使得身體組織持續糖化反應，身體也就朝老化邁進。

健 康 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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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吃進太多食物

根據最新研究，代謝症候群的人比一般人更難活化「長壽基因」，且世界上有名

的長壽地區都有進食較少的特徵。因此藤田紘一郎建議，一餐最多吃到八分飽即

可，才不會給消化系統帶來負擔。此外，吃進去的食物最好要營養均衡，勿偏好

任何一種。

4.過度飲酒

端粒（Telomere）是染色體末端的DNA重複序列，作用是保持染色體的完整性

，和細胞老化有明顯的關係，因為如果端粒消失，就會容易得到癌症或病變。

過度飲酒、吃進過多的食物都會使端粒變短，你也就更容易生病。日本有名的長

壽島奄美大島，去年光100歲以上的人瑞就高達126人，但相較之下島上40歲到64

歲的中年人口死亡率卻比日本全國平均高。深入調查後發現，該年齡層過度進食

與飲酒，明顯生活習慣不佳。

5.漢堡與薯條

漢堡和薯條所含的AGE值（老化物質的共通物，生物化學反應的生成物）偏高，

這是短時間內加熱完成而導致。在美國曾經做過實驗，在吃完漢堡薯條後，血液

中的AGE值會升高，血管的彈性會降低，持續吃會讓血管機能越來越低下。

6.微波食品

微波食品同樣也是高AGE，雖然沒有焦黑或是燒烤的表面，但根據美國營養師學

會表示，微波食品比起川燙食品更容易令人老化。

7.含有果糖的甜味汽水

果糖是1970年美國為了代替砂糖而製造出來的人工甜味劑，甜度是砂糖的六倍，

不但容易製造且遇熱不易變質。然而果糖的AGE值卻比葡萄糖高出10倍，且普遍

認為果糖會讓人產生依賴性，攝取一次就會想要更多，這就是你會不停想喝飲料

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