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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毒中應知毒 

許凱蓁/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111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 毒道之處：食品安全 

------------------------------------------------------------------------------- 

炎炎夏日，吃冰棒配上電視是人生一大享受，電視的聲音為寧靜的假期增添一抹煙火

味，一切似乎都是如此美好，然而，新聞的內容卻打破了愜意悠閒的午後時光，怵目驚心的

畫面、聳動的新聞標題吸引了我的目光，播報員正在用譴責的語氣揭露黑心廠商的所作所

為、記者提供難以想像的產線環境、衛生稽查員將抽樣結果告知群眾……，這些新聞報導正

是與我、與大眾息息相關的食安事件。 

從古至今，食安問題層出不窮，何時才有結束的一天？芬普尼毒蛋、冬瓜磚摻工業石

灰、非洲豬瘟、戴奧辛汙染食品等等，一件又一件的食品安全事件，廠商偷偷在製作食品的

過程中動了什麼手腳、政府通過什麼食品安全政策？這些事情和我有關嗎？ 

今年夏天，我參加全國夏季學院中的遠距教學課程──毒道之處：食品安全，因為是遠

距課程，身處台灣南端的我也能參與北部學校開的課，同時也因遠距離上課的緣故，養成假

期中自律的習慣。在正式上課之前，我原以為新聞報導所說的食安問題離我很遙遠，但完成

課程後，我的食安觀念就此改變。 

這堂課是由臺灣大學的姜至剛教授負責課程內容，在一開始的同步遠距課，老師先用簡

單明瞭的文字介紹什麼是食品安全，還有「糖」與「卡路里」的危害。何謂「健康食品」？

一個具有特殊定義的詞彙打破我對整個食安系統結構的既定印象，原來並不是看起來有健康

功效的產品都能叫做健康食品，老師多用提問句的方式帶領我們從淺顯的認知，垂直思考更

深入的議題，為什麼政府要對健康食品制定出嚴謹的規定？為什麼規定了仍有廠商會鋌而走

險製作黑心產品？姜至剛老師不會直接告訴學生答案，而是先讓同學思考、發表意見之後再

改正學生的觀念，甚至會在課程中利用 APP的問答系統與學生互動，即使我們無法面對面討

論，網路訊息流通的便捷使老師與學生可以利用另一種方式進行課堂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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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遠距課程結束後，接下來就是考驗自制力的非同步遠距，我跟著助教安排的課程

表，將當週的課程、測驗、作業完成。老師先告訴我們基本毒理學原理，認識一些基本常見

的毒物，最後進入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風險溝通等實際應用在現實生活中的風險分析過

程。 

在學習毒理學原理時，老師說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連毒性非常高的砒霜都能

入藥了，所以毒物的危害只是劑量問題而已。」這句話顛覆我對「毒」的傳統觀念，原本以

為與「毒物」扯上關係的食品都不要碰最好，可是「毒」又偏偏存在各種食材中，可能是天

然的，也可能是人工的，我們平常其實都會吃進肚子裡，像是廣泛存在豆類植物種子中的植

物凝集素，又或是在烹調過程中產生的許許多多有害物質，但只要劑量不過多，都是沒問題

的。思考一下，無毒的水喝多也會水中毒，老師讓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食品中藏有的毒物，

也告訴我「無毒的食品是不存在的！」這個很重要的觀念，原來我一直身在毒中不知毒，現

在知道了這些重要觀念，我可以不再害怕那些聽起來很可怕的毒物了。 

雖然政府已經制定很多食安相關的規範，日常生活中仍有許多潛在風險，有可能是環境

汙染、廠商違法添加、製作過程汙染等等，當食安事件發生時，就會用到課堂上老師所教的

「風險分析」，從科學家們提供的風險評估，到政府單位所做的風險管理決策，最後雙方與各

界利益相關者的風險溝通，上課前，我從不知道一個新聞報導的食安事件背後有這麼複雜的

利益牽扯，這些觀念看似簡單，深入了解之後卻是錯綜複雜的關係與原理，每個步驟都和自

身息息相關，那我們是不是該去好好了解一下呢？ 

風險分析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但老師會在討論區、作業中讓我們根據自己的想法寫出

簡單企劃或是定義釐清，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引導我們去查資料和思考。例如老師給我們「好

棒棒大補丸」的食安事件情境，我化身風險分析師去寫風險評估流程、風險管理草案、風險

溝通活動計畫書，將課堂上記下的硬梆梆原理與概念，模擬實際應用在生活中的情形，必須

考慮現實的不定因素，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漸進式的學習及實際演練，讓我更深

刻記住課堂所學，開放式的討論則能看見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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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毒中，認識毒物是必要的，對所謂的「有毒物質」要有正確的認知，減少不必要的

恐慌，尤其是食物中含有的天然毒素，更是需要有正確的烹煮知識、保存方式，像黃麴毒素

要特別注意保存的方式。飲食習慣從吃飽、吃好到吃健康，人民對健康風險的重視逐漸上

升，學習食安知識能提升自己與社會生活的連結，在看到新聞播報可怕的食安問題時，能用

理性、科學的方式分析事件，避免恐慌、做出適當的決定，也不會一味追求所謂的「純天然

無毒食品」。 

很慶幸在長達兩個月的暑假選擇參加夏季學院的課程，讓我有機會看見不一樣的視野，

參與他校有趣的通識課程，即使遠距也阻擋不了各校同學用通訊軟體熱烈的討論，我最喜歡

自己寫企劃書的部分，能實際應用課堂所學，讓我覺得課程是有意義的，「毒道之處：食品安

全」讓我知道食安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身在毒中應知毒的重要觀念。 

夏天過後，食安與我不再隔著新聞報導，少了焦慮，多了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