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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進了多少毒素？----免洗筷二氧化硫殘留量測定 

 

摘要 

 

   最近網路和新聞媒體都頻頻出現免洗筷有毒的新聞，引起大眾的一陣恐慌，平日經常

使用免洗筷的我很注意這個議題,趁著這次科展便邀了班上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來為我
們生活周遭的免洗筷做個總體檢，看看我們平常所使用的免洗筷是否安全衛生，有無殘留二

氧化硫。 
  首先，我們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調查班上同學使用免洗筷的情形，發現每天使用免洗

筷的同學高達 77％，在此更加顯示出本研究的重要性。實驗結果顯示出本小組研發的測定方
法精準度不夠，只在編號 1和編號 4的樣本中測出二氧化硫；但是利用實驗室精密裝置所做
的檢測卻在編號 1.3.4.8.9.10的樣本中均有二氧化硫殘留的反應，在與官能品評的比較下，編
號 3.8.9在官能檢測中都顯示有酸味，所以利用氣味來判斷二氧化硫殘餘是個可行的方案。在
實驗中發現我們生活周遭所使用的免洗筷二氧化硫含量均不高，而且可以利用水洗的方式去

除。 
每一種廠牌的免洗筷不論是外包裝或是筷子本身都有明顯的差異，在實驗過程中我們發

現無標示公司或製造日期，筷身染墨有黑線條、聞起來酸味重的免洗筷其二氧化硫含量較高。

所以消費者在使用免洗筷時可以特別的注意外觀、聞起來的氣味，最好可以用熱水洗一下，

以去除附著在免洗筷上的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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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一、94年 8月分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聞稿表示：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 3月份針對台北
市各供應免洗筷、牙籤批發商、大賣場及下游消費使用之飯店等場所全面抽驗免洗

筷、牙籤及竹籤，共計抽驗57件，其中3件檢出發霉菌絲、34件檢出漂白劑二氧

化硫及過氧化氫（佔 59.6%）《附件七》。我們想知道免洗筷製造工廠製作過程及添

加二氧化硫情形？ 
二、我們想知道班上同學家中使用免洗筷的情形？ 
三、我們想知道崙背地區小吃店、餐廳、便利商店、夜市所提供的免洗筷是否含有二氧

化硫殘餘？殘餘量高不高？ 
四、我們想知道官能檢測結果、簡易試紙二氧化硫檢測結果、精密裝置二氧化硫檢測結

果，三者交互比對，其相關性為何？ 
五、我們想知道外觀發霉的免洗筷，二氧化硫殘留的情形為何？ 
六、我們想知道免洗筷清洗前後，二氧化硫殘留的情形為何？ 
七、我們想知道免洗筷在酸性、中性、鹼性溶液中二氧化硫溶出的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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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調查班上同學家中免洗筷的使用情形。 
二、利用電話訪問方式來了解免洗筷的漂白消毒過程、以及是如何減少二氧化硫的殘留

量。 
三、利用三種方法來檢測崙背地區免洗筷二氧化硫殘留的情形。（以收集到的十種免洗筷

為樣本） 
1.利用官能檢測的方式，就免洗筷外包裝及免洗筷本身做一個官能上的檢測；透過視
覺、嗅覺及觸覺來檢驗樣本的外觀。 

2.利用簡易試紙來檢測十種樣本含有二氧化硫的情形。 
3.利用精密裝置來檢測十種樣本含有二氧化硫的情形。 

四、將官能檢測結果、簡易試紙二氧化硫檢測結果、精密裝置二氧化硫檢測結果，進行

三角驗證。進而推薦方便與簡易的檢測方法。 
五、利用表面發霉的免洗筷來進行二氧化硫測定，進而與一般表面正常免洗筷做比較。 
六、利用上述檢測含有二氧化硫的樣本，進行清洗前及清洗後二氧化硫在純水中溶出情

形的比較。進而建議外食時，以簡易水洗法去除二氧化硫。 
七、利用上述檢測含有二氧化硫的樣本，進行二氧化硫在酸性、中性、鹼性液體溶出情

形的比較。進而建議去除二氧化硫的方法。 
八、藉由本研究（如圖（一）：實驗架構）： 

1.希望提供消費者在挑選免洗筷時既簡易又快速正確的方法。 
2.希望提供消費者在使用免洗筷時，利用簡易泡水法來減少二氧化硫殘餘。 
3.希望提供消費者在購買家用筷子後，利用液體的酸鹼特性來去除二氧化硫殘餘。 
4.希望喚起人們愛護地球及注重生態環境等議題的重視。 
5.希望政府單位能夠加強「一人一筷健康愉快」的宣導，並且加強免洗筷代理商的篩
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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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實驗架構 

表
面
發
霉
樣
本
二
氧
化
硫
殘
留
量
檢
測

推
薦
方
法1

結論

討論

推
薦
方
法2

鹼
性

中
性

酸
性

官
能
檢
測

三
角
驗
證 

統
整 

樣
本
清
洗
前
後
二
氧
化
硫
殘
留
量
檢
測

去
除
二
氧
化
硫
的
方
法

精
密
裝
置
檢
測
二
氧
化
硫
殘
留
量

簡
易
試
紙
檢
測
二
氧
化
硫
殘
留
量

收集樣本

問
卷
調
查 

訪
談 

收集資料

討論研究方向

小
蘇
打
水

米
酒
、
綠
茶

汽
水
、
醋

 - 4 -  



叁、設備及器材 

 

實驗項目 器材及設備： 試劑： 
一、簡易試紙檢測二氧化

流殘留量 

 

1.免洗筷 

2.純水 
3.電子天枰 
4.定溫加熱器 

1.二氧化硫試紙 

 

 
二、精密裝置檢測二氧化

流殘留量 

 

1.免洗筷 

2.2. 5ml滴定管 
3. 氮氣 
4.通氣蒸餾裝置 
 

1. 0.3﹪雙氧水 
2. 0.01N氫氧化鈉標準溶液 
3. 磷酸溶液 
4.95﹪乙醇溶液 
5.甲基紅和甲基藍混合指示劑
6.聚矽酮油 

 
   三、表面發霉樣本二氧化硫

殘留量檢測 

1.免洗筷 

2.純水 
3.電子天枰 
4.定溫加熱器 

 

1.二氧化硫試紙 

 

 
四、樣本清洗前後二氧化

硫殘留量檢測 

 

1.免洗筷 

2.純水 
3.電子天枰 
4.定溫加熱器 

 

 
1.二氧化硫試紙 

五、去除二氧化硫的方法 

 

1.免洗筷 

2.綠茶、米酒、醋、汽水、小蘇

打 
3.電子天枰 
4.定溫加熱器 
5.PH計 

1.二氧化硫試紙 

 

表（一）實驗器材及設備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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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過程 

(一)資料搜尋 
1.上網搜尋關於免洗筷的製作過程，然後討論《附件三》。 
2.上網搜尋關於免洗餐具使用的報導，然後討論《附件四》（照片 1）。 

 

照片 1：上網搜尋資料  
 
3.使用電腦來收集有關免洗筷相關資料，並整理紀錄 

(1) 二氧化硫遇冷會凝固. 

(2) 免洗筷經二氧化硫燻白,並非消毒. 

(3) 為了防止筷子變黃,變黑或發霉,製作免洗筷時, 通常會使用二氧化硫處

理. 

(4) 免洗筷的製造過程是經二氧化硫薰蒸漂白的,殘留在筷子上的物質,可能

導致氣喘. 

(5) 免洗筷的顏色愈白,聞起來愈酸,則二氧化硫殘留的愈多. 

(6) 民眾使用免洗筷時,若聞到一股酸味,可能就是含有二氧化硫,使用過多

會造成呼吸困難.嘔吐等症狀. 

（二）電話訪談一家免洗筷製造工廠 

電話訪談樣本6工廠的經理，訪問題目如下： 

問題一：經本實驗小組檢驗貴公司所生產的免洗筷,並無驗出二氧化硫含量,請問貴

公司是以何種方法製造出安全衛生的免洗筷? 

問題二：有許多報導指出製造衛生筷所使用的木頭、竹子從大陸或東南亞運送過           

來時即已長滿五顏六色的黴菌，在運送的過程中，材料是被裝箱或裸露

的置在船艙底運至台灣，蟑螂、老鼠、病菌滋生，運至台灣後，便送進

工廠以硫磺燻白或雙氧水漂白，所使用的漂白劑皆超過標準劑量的幾千

倍，容易致癌，對於這樣的報導，您有什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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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 
1.設計問卷《附件一》（照片 2）。 

 

照片 2：設計問卷  
2.施测，樣品數 30份，由學校 30位師生一問卷題目勾選出答案 
3.統計問卷，由 EXCEL統計 

（四）檢測二氧化硫方法 

1.官能檢測 
研究小組經討論後《附件五》決定以崙背地區小吃店、餐廳、便利商店、夜市

為收集免洗筷的地點。並且決定以下列幾項條件來作為觀察免洗筷是否含有二

氧化硫。《附件六》（照片 3、照片 4） 
(1)材質 
(2)包裝 
(3)外觀 
(4)氣味 

 2.操作型實驗檢測 
研究小組利用學校現有實驗設備以及借用嘉大食品科技研究所實驗室作進一步

二氧化硫檢測實驗。 

照片 3：官能檢測 照片 4：發霉與正常免洗筷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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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方法 

(一)簡易試紙檢測二氧化硫殘留量 

1.利用削鉛筆機，將每種免洗筷削成竹屑（照片 5、照片 6）。 

2.每種竹屑秤 2克重後，分別放入試管中（照片 7）。 

3.每個試管加 20毫升的純水（照片 8）。 

4.將純水與竹屑充分攪拌均勻（照片 9）。 

5.放入滾水中，加熱 10分鐘（照片 10）。 

6.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含量（照片 11、照片 12）。 

7.放入滾水中，再加熱 10分鐘『第 20分鐘』。 

8.『第 20分鐘』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含量（照片 13）。 

9.放入滾水中，再加熱 10分鐘『第 30分鐘』。 

10『第 30分鐘』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含量（照片 14） 

11放入滾水中，再加熱 10分鐘『第 40分鐘』 

12『第 40分鐘』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含量，並做外觀的觀察紀錄（照片 15、照片

16、照片 17）。 

13量出試管、雞精罐重量（照片 18、照片 19）。 

14計算稀釋倍數及二氧化硫濃度。 

照片 5：用削鉛筆機將免洗筷削成竹屑 照片 6：每種免洗筷皆削成大小一致的竹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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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每種竹屑秤 2克重後，分別放入試管
中 

照片 8：每個試管加 20毫升的純水 

 

照片 9：將純水與竹削充分攪拌均勻 照片 10：放入滾水中，每次加熱 10分鐘 

 

照片 11：以二氧化硫試紙檢測 照片 12：加熱 10分鐘後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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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加熱 20分鐘後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
的含量 

照片 14：加熱 30分鐘後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
的含量 

 

 
照片 15：加熱 40分鐘後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
的含量 

照片 16：觀察加熱後的免洗筷顏色及水的顏色

照片 17：紀錄加熱後的氣味 照片 18：秤出雞精罐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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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9： 秤出雞精罐加試管的重量  

 

(二)精密裝置檢測二氧化硫殘留量 

1.原理：亞硫酸鹽在酸性條件下加熱，蒸出二氧化硫，然後以雙氧水溶液吸收並氧
化成硫酸，在以標準鹼液滴定之。 

2.實驗步驟： 

(1.)樣品蒸餾 
A.在接受瓶中加入 25ml 0.3﹪雙氧水，3滴指示劑，加 0.01N氫氧化鈉 1滴中
和（溶液顏色變為橄欖綠色），把接收瓶與冷凝管連接，冷凝器的接管口

插入接收瓶液面以下。 
B.精稱免洗筷薄片 1∼5克，於圓底蒸餾瓶中，加入 50ml蒸餾水，5ml乙醇，

2滴聚矽酮油，25ml磷酸溶液，迅速裝上蒸餾裝置（照片 20）。 
C.以 0.5∼0.6 l/min速度通氮氣，並且加熱樣品 10分鐘後，取下接收瓶（照片

21）。 
(2.)蒸餾液滴定 

A.以 0.01N氫氧化鈉溶液滴定至橄欖綠色出現時為滴定終點（照片 22、照片
23）。 

(3.)空白試驗 
A.以相同操作步驟，而不加樣品，作空白試驗。 

(4.)計算： 
                                     0.01×F×（V2-V1）×32.03×1000 

二氧化硫量（ppm）＝ 
                                                 W 

F：0.01N氫氧化鈉之力價 
V2：0.01N氫氧化鈉滴定樣品時所消耗 ml數 
V1：空白試驗時 0.01N氫氧化鈉所消耗 ml數 
32.03：二氧化硫的當量 
W：樣品重（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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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將免洗筷薄片倒入蒸餾瓶中並且加入
蒸餾水、乙醇、聚矽酮油、磷酸溶液 

照片 21：以 0.5∼0.6 l/min速度通氮氣，並且
加熱 

 
照片 22：將 0.01N NaOH裝入滴定管中 照片 23：滴定：顏色由藍紫色變為橄欖綠色即

為滴定終點 

(三)表面發霉樣本檢測二氧化硫殘留量 

1.利用削鉛筆機，將有表面發霉樣本削成竹屑。 

2.竹屑秤 2克重後，放入試管中。 

3.試管加 20毫升的純水。 

4.將純水與竹屑充分攪拌均勻。（照片 24） 

5.放入滾水中，每加熱 5分鐘，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含量。（照片 25） 

6.反覆 5，直到 60分鐘。 

7.量出試管、雞精罐重量 

8.計算稀釋倍數及二氧化硫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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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4：將純水與竹屑充分攪拌均勻 照片 25：表面發霉免洗筷二氧化硫殘留量 

 

(四)樣本清洗前後檢測二氧化硫殘留量 

1.利用削鉛筆機，將有二氧化硫殘留的樣本，取一用純水洗 5分鐘〈清洗後〉，另

一不清洗〈清洗後〉，然後分別削成竹削屑。 

2.清洗前後竹屑秤 2克重後，分別放入試管中。 

3.每個試管加 20毫升的純水。 

4.將純水與竹屑充分攪拌均勻。（照片 26） 

5.放入滾水中，每加熱 5分鐘，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含量。（照片 27、照片 28） 

6.反覆 5，直到 60分鐘。 

7.量出試管、雞精罐重量 

8.計算稀釋倍數及二氧化硫濃度。 

 

照片 26：純水與竹屑充分攪拌均勻 照片 27：清洗前免洗筷二氧化硫殘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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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8：清洗後免洗筷二氧化硫殘留量  

 

(五)去除二氧化硫的方法 

1.利用削鉛筆機，將有二氧化硫殘留的樣本削成竹屑 

2.竹屑秤 2克重後，分別放入試管中。 

3.用 ph計测出醋、汽水、米酒、綠茶、小蘇打水的 ph值。（照片 29、照片 30） 

4.每個試管加 20毫升的醋、汽水、米酒、綠茶、小蘇打水。 

5.將醋、汽水、米酒、綠茶、小蘇打水分別與竹屑充分攪拌均勻。（照片 31） 

6.放入滾水中，每加熱 5分鐘，用試紙檢測二氧化硫含量。 

7.反覆 6，直到 60分鐘。（照片 32、照片 33、照片 34、照片 35、照片 36、照片

37） 

8.量出試管、雞精罐重量。（照片 38） 

9.計算稀釋倍數及二氧化硫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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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9：醋、汽水、米酒、綠茶、小蘇打水 照片 30：ph計测出 ph值 

 

照片 31：將醋、汽水、米酒、綠茶、小蘇打水
分別與竹屑充分攪拌均勻 

照片 32：浸泡醋後，二氧化硫殘留量 

 

照片 33：浸泡汽水後，二氧化硫殘留量 照片 34：浸泡蘇打水後，二氧化硫殘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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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浸泡綠茶後，二氧化硫殘留量 照片 36：浸泡米酒後，二氧化硫殘留量 

 

 
照片 37：浸泡米酒，二氧化硫溶出較多 照片 38：量出試管、雞精罐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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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電話訪談一家免洗筷製造工廠結果 

電話訪談紀錄《如附件八》，由訪談紀錄可知， 
（一）問題一 

1.竹筷需要使用漂白劑和殺菌劑來漂白及消毒，再放進烘乾爐烘乾，然後取出切
塊、包裝成市面上所見的免洗筷。 

2.二氧化硫之添加乃採空氣煙薰法噴灑在外部，並非整枝免洗筷均溶有二氧化
硫，所以使用時被吃進體內的含量很少。 

3.受訪公司所製造的免洗筷經採樣檢驗後無法驗出二氧化硫，其關鍵點在於使用
二氧化硫及殺菌劑後均會將竹子多煮幾次，再放烘乾爐烘 12天，降低免洗筷
附著二氧化硫及殺菌劑的含量，有些不肖廠商便省去了這道程序以降低成本，

才會造成二氧化硫含量過高的問題。 
4.大公司會特別要求品質，所以製作時會增添一道手續，就是事先將木筷烘乾 5
天，使木筷不易發霉，然後再漂白、殺菌, 煮過、烘乾,這樣的程序能讓二氧化
硫完全揮發掉，且受訪公司衛生筷包裝上的油墨乃經食品局檢驗合格，因此不

會有重金屬物質殘留的問題。 
 

（二）問題二 
1.台灣工廠一般會用二氧化硫來漂白,但劑量都很少，最多在 100ppm左右,並不會
危害人體。 

2.木頭竹子的運送過程須層層把關，受訪公司的竹子木頭亦是從越南運送，但因
品管嚴格，便不會有此問題出現。 

3.目前市面上的免洗筷大部份是在東南亞製造進口，且大多數製造商都未按水煮
等程序清理，製造環境又很髒亂，長期食用，對於身體健康影響很大，因此建

議消費者再使用免洗筷時應選用有廠商標誌、衛生署檢驗合格的產品。 
 

二、問卷統計結果 

一天外食餐數

23%

49%

19%
6%3%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外食地點

37%

28%

33%

2%
 夜市

小吃店

餐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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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食是否使用免洗筷

83%

17%

是

否

一週平均使用幾雙免洗筷

71%

25%
4%

7雙以下

7-14雙

14雙以上

 

使用免洗筷原因

69%

14%

17%
方便

衛生

其他

你認為長其使用免洗筷對人體是否有害

74%

26% 0%
是

可能有害

否

 

你是否聽過滿洗筷含過量二氧化硫

84%

16%

是

否

你是否有聽過一人一筷健康愉快活動

13%

87%

有

否

 
如果您知道免洗筷對人體有害,你還會繼續使用嗎?

3%

87%

10%

沒關係,繼續使用

盡量避免使用

不會再使用

 
圖（二）：問卷調查結果圓餅圖 
由圖（二）可知， 

1.受訪者中 77%一天至少外食一次，37%外食地點是夜市，83%外食使用免洗筷，
69%使用免洗筷的原因是方便；可見為了方便起見，大多數受訪者每一天都會
使用免洗筷。 

2.受訪者中 74%認為長期使用免洗筷對身體有害，84%聽過免洗筷含二氧化硫，13%
聽過一人一筷健康愉快，87%在知道免洗筷對身體有害後盡量比免使用；雖然
大多數的受訪者都知道免洗筷的害處，也知道應該盡量避免使用，但是真正落

實一人一筷的人還是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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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能檢測結果 

表（二）官能檢測結果 
編號 免洗筷材質 包裝標示描述 產品外觀描述 氣味描述 

1 圓形、孟宗竹。 電話，廠商名字。 淡黃色，頭有凹陷，粗、大、

長。 
酸味        
3 

2 方形。 製造廠商。 連在一起，筷子沒有沾染油

墨，無發霉。 
竹子味      
10 

3 圓形。 無。 顏色不均，旁邊較深，旁有

墨綠色的線，頭尾深咖啡

色，兩邊粗細不同。 

更酸        
1 

4 圓形。 電話住址，廚師名字，

用途（喜宴）。 
連在一起，乾淨，沒發霉，

染墨，缺角。 
竹子味、微

酸          
6 

5 方形、木筷。 註明：製造商，地址，

製造日期，有效日期，

標誌檢驗合格。 

粗細不一致，有缺角，木

屑，連在一起，沒染墨，沒

發霉。 

竹子味，微

臭          
4 

6 圓形、木筷、菩

提木。 
進口商，地址，電話，

製造日期，有效日期，

產地，標緻檢驗合格。

兩根大小一致，分開，筷身

輕為內凹，尾巴一圈咖啡

色。 

輕微酸      
5           

7 圓形。 無。 尾巴有斑點，筷身沒有染

墨，輕微凹痕。 
淡淡免洗筷

味          
8 

8 圓形。 產品名稱，電話。 整根側邊發霉，筷身細，紋

路清楚不光滑。 
酸味        
2           

9 圓形、孟宗竹。 廠商名稱。 尾巴破裂，筷身有類似指甲

痕，粗細一樣。 
竹子味，微

酸          
7 

10 圓形。 廠商名稱。 粗細一樣，顏色不均勻，有

木屑。 
沒有味道    
9 

由表（二）可知， 
1.免洗筷材質很難由外觀得知。 
2.包裝標示描述越清楚〈尤其是製造商、製造日期、有效日期、檢驗合格標誌〉，
使用者越能夠安心使用。 

3.免洗筷外觀表面發霉或沾染油墨者，不宜使用。 
4.氣味具有酸味者，可能含有二氧化硫殘留，不建議使用。 
5.綜合以上，編號 1、3、4、6、8、9有酸味不宜使用。編號 8有發霉所以也不宜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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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試紙檢測二氧化硫殘留量測定結果 
表（三）免洗筷二氧化硫殘留量測定結果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竹屑重量 2g 2g 2g 2g 2g 2g 2g 2g 2g 2g 

純水 20ml 20ml 20ml 20ml 20ml 20ml 20ml 20ml 20ml 20ml 

15分二氧
化硫含量 

0 0 0 10 mg 0 0 0 0 0 0 

25分二氧
化硫含量 

0 0 0 

10 mg
到 

40 mg
之間 

0 0 0 0 

0mg 
到 

10 mg 
之間 

0 

35分二氧
化硫含量 

0 0 0 10 mg 0 0 0 0 0 0 

加入竹削

後純水的

顏色 

顏色

淺 
顏色

淺 
顏色微

深 
顏色

淡 
顏色

深 
顏色

白 
顏色

黃 
顏色

深 
顏色黃 色似

烏龍

茶 

加入竹削

後純水的

氣味 

味道

刺鼻 
不刺

鼻 
味道酸

味較重 
微酸

竹子

味 

水揮

發快 
木頭

味像

家具

的味

道 

竹子

味 
味道

酸、刺

鼻 

味道微

微刺鼻

味道

似麥

茶 

煮 35分後
總重 

18.4 g 18.8 g 20.4 g 19.5 g 17.3 g 21.1 g
19.6 

g 
18.5 g 19.7 g 17.6 g

稀釋倍數 9.2 9.4 10.2 
1. 7

5
8.65 10.55 9.8 9.25 9.85 8.8 

煮 35分後
二氧化硫

含量 
 

0 0 0 

107.5 
ppm 
到 

430pp
m 
之間 

0 0 0 0 

0ppm 
到 

98.5ppm
之間 

0 

稀釋倍數=總重(試管重量+免洗筷重+水重)-試管重\免洗筷重。稀釋倍數於加熱後記算。 
二氧化硫含量（ppm）＝稀釋倍數×加熱 35分鐘後以試紙所測得的二氧化硫含量（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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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三）可知， 
1.免洗筷與純水混合加熱後，編號 1、3、4、8、9氣味酸酸的，有的甚至有刺鼻味。
不宜使用。 

2. 免洗筷與純水混合加熱後，編號 4、9二氧化硫濃度較高，不宜使用。 
 

五、精密裝置檢測二氧化硫測定結果 
   
表（四）實驗室二氧化硫測定結果 

編號 二氧化硫含量（ppm） 

1 44.8 

2 未檢出 

3 133.2 

4 228.2 

5 未檢出 

6 未檢出 

7 未檢出 

8 138.0 

9 90.7 

10 50.9 

由表（四）可知， 

1.編號 2號、5號、6號、7號免洗筷未檢出二氧化硫。 

2.編號 2號、5號、6號免洗筷分別為隨 泡麵免洗筷、統 泡麵免洗筷、7-11 便

當免洗筷，其包裝上面已有標示「本產品經檢驗合格不含螢光劑及漂白劑」，與本

實驗結果相符。 

3.編號 7號免洗筷由餐廳取得，免洗筷包裝上並無任何標示。 

4.實驗中抽查免洗筷 10件，不含二氧化硫產品為 4件，含二氧化硫免洗筷為 6件，

佔 60﹪，經檢出 6件免洗筷含二氧化硫量值均低，為 228.8ppm以下，其含量若

比照一般食品標準（免洗筷的二氧化硫安全含量，衛生署仍未正式公告），都在合格

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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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檢出 6件免洗筷中以 4號免洗筷二氧化硫含量最高，其次為 8號，而這兩件免洗

筷由學校附近早餐店獲得。 

6.有以上結果得知，部分免洗筷中仍含有少量二氧化硫，為維護人體健康建議減少

免洗筷使用量，或者使用免洗筷包裝上已有標示不含「漂白劑」的產品。 

六、表面發霉樣本二氧化硫殘留量檢測結果 
 

表面發霉樣本二氧化硫殘留測定的結果

0
0.2
0.4
0.6
0.8
1

5
分鐘

1
0分
鐘

1
5分
鐘

2
0分
鐘

2
5分
鐘

3
0分
鐘

3
5分
鐘

4
0分
鐘

4
5分
鐘

5
0分
鐘

5
5分
鐘

6
0分
鐘

時間

p
p
m

表面發霉樣本

 
圖（三）：表面發霉樣本二氧化硫測定的結果 
根據《附件九》研究結果，由圖（三）可知， 
1.發霉樣本經測定，無二氧化硫反應。推測可能是不含二氧化硫，因此容易發霉；
所以廠商在安全衛生及賣像好壞之間較難以兼顧。 

 
七、樣本清洗前後二氧化硫殘留量檢測結果

清洗前後二氧化硫測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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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清洗前後二氧化硫測定的結果 
根據《附件十》研究結果，由圖（四）可知， 
1.免洗筷在未經純水請洗前，測定的結果有二氧化硫反應，而且容出量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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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洗筷在經純水請洗後，測定的結果雖有二氧化硫反應，但是容出量較低。 
3.建議使用者，在使用免洗筷之前，可先以清水清洗十五分鐘後在使用。 
 

八、去除二氧化硫的方法 
 

二氧化硫在酸鹼溶液中溶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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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二氧化硫在酸鹼溶液中溶出情形 
 
根據由《附件十一》研究結果，圖（五）可知， 
1.二氧化硫在米酒中溶出較多，而且煮越久可能是因為酒精揮發的關係，二氧化硫          
濃度越來越小。 

2.二氧化硫在汽水中也有溶出情形，但是溶出不多。 
3.二氧化硫在醋、綠茶、小蘇打水中都沒有溶出情形。 
4.建議吃燒酒雞及薑母鴨時，不要使用免洗筷。 
5.建議喝汽水時，不應用免洗筷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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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資料搜尋： 

網路的資源很多，很豐富，但是如果組員之間沒有定期開會討論，我們很容易因為太

多的資訊而模糊了焦點，還好在老師及同學的意見交流下，我們很快的找到了我們的主

體架構，並且針對我們所設定的方向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 
二、問卷調查： 

問卷的設計過程中，我們組員之間也曾經意見不同，因為對於一件事的看法及表達方

式每個人都不一樣，不過還好有老師的協助引導，讓我們組員之間彼此溝通更加順暢，

也才能順利的完成問卷內容。經過這次的訓練，我們學到了編製問卷的技巧及重點，真

是一項額外的收穫呀。 
三、訪談一家免洗筷製造工廠： 

在整個實驗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4個樣本並未檢驗出二氧化硫，於是我們以外包裝

上印有檢驗合格不含二氧化硫的標示的 6號樣本為對象，以電話訪問該工廠如何為免洗
筷的安全衛生把關，結果發現製造出優良免洗筷的關鍵在於運送材料及製作之過程均要

有嚴密的品管，添加二氧化硫漂白之後要增加多次水煮的程序，才能完全去除二氧化硫。 
四、收集免洗筷： 

收集免洗筷時，我們都有點不好意思。尤其在面對商店老闆或店員時，在沒有購買任

何商品的情況下，要開口向她們要免洗筷，我們都感到難以啟齒；不過，最後我們還是

鼓起勇氣，沒想到其實老闆及店員們都還蠻友善的，也都樂意提供免洗筷給我們做實驗。

曾經有一位老闆還很誠懇的說：「等你們實驗結果出來後，務必告訴我實驗的結果，這樣

我以後在進貨時，才能夠要求進一些品質比較好的免洗筷。」聽到老闆這麼說，我們都

感到我們的辛勤與努力是值得的。 
五、官能檢測： 

每一種廠牌的免洗筷不論是外包裝或是筷子本身都有明顯的差異，因此當我們在選購

時應挑選標示清楚，油墨印刷不掉色、筷子外觀乾淨無發霉、聞起來氣味不酸的免洗筷。 
六、簡易試紙二氧化硫測定： 

剛開始我們為了分工方便，每個組員分配二到三種免洗筷進行削薄的工作，後來當我

們集合起來討論時才發現我們大家所削的大小不一，如果用這些樣本做實驗可能會出現

實驗控制上的缺陷，所以最後我們決定都以消鉛筆機來削成大小一致的樣本，而且削完

一種樣本後，應該用刷子將木屑清乾淨後再削下一種筷子。另外，純水量的多寡也是一

項控制變因，剛開始我們用了 20ml的純水來實驗，經加熱後以試紙檢測，得到的結果都
沒有二氧化硫的殘留，經過與老師及組員討論後，我們決定以較少的純水來實驗，提高

濃度，果然實驗結果如我們所預期。 
七、精密裝置二氧化硫測定： 

實驗室裡的實驗器材很多。剛進入實驗室時，我們都愣住了，因為和我們的實驗室比

起來，這裡有好多我們從來沒看過的儀器及設備。老師將我們這次必須用到的儀器及設

備功能詳細的介紹給我們了解，然後再帶著我們一步步完成實驗。 
八、表面發霉樣本二氧化硫殘留量檢測 

為了提供簡易辨別免洗筷是否含有二氧化硫的方法，除了以酸味作為參考之外，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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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經討論之後，也決定以表面發霉樣本作測試實驗。其結果卻是不含二氧化硫，也許

就是不含二氧化硫，所以才會容易孳生霉菌。 
九、樣本清洗前後二氧化硫殘留量檢測 

小組透過資料的研讀，知道二氧化硫可以利用水洗的方式去除，於是為了印證「水洗

可以去除二氧化硫」的說法，設計「樣本清洗前後二氧化硫殘留量」之實驗，而其結果

也充分印證了水洗可以去除二氧化硫的說法。 
十、去除二氧化硫的方法 

然而除了水洗去除二氧化硫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供選擇？小組集思廣益之後，

認為不妨利用生活中的各酸鹼溶液來試試看，其結果卻十分令人驚訝，溶解在米酒中的

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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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問卷調查： 

受訪者中有外食習慣的比例相當高，而外食為了方便起見，一般都會使用免洗筷；雖

然絕大多數的使用者聽過免洗筷有二氧化硫殘留的問題，也知道長期使用含有二氧化硫

的免洗筷對身體有害，但是由於人們自備餐具的觀念不夠扎實及怕麻煩的習性，使得免

洗筷的使用情形相當嚴重。因此，政府應該大力支持民間社福團體所提倡的「一人一筷

健康愉快」活動，將這個活動落實到生活中；長此以往，我們不但擁有健康的身體，更

保護地球的生態環境。 
二、訪談一家免洗筷製造工廠： 

台灣目前所販賣的免洗筷都是由東南亞國家進口，有些廠牌是直接進口成品〈在東南

亞製造包裝後船運來台〉，有些是進口竹子來加工；如果是直接進口成品，則可能為了減

少成本而減少去二氧化硫的手續，雖然售價比較便宜，但是含有過量的二氧化硫；因此

慎選有信譽的代理商及不貪小便宜，應是避免買到含二氧化硫免洗筷的上上之策。 
三、官能檢測： 

整體來講，我們可以從免洗筷的包裝外觀來判斷是否有問題，例如包裝油墨如果已經

沾染免洗筷或者免洗筷本身已經發霉或者聞起來有一股酸酸的氣味，則表示這些免洗筷

是有可能有問題的。但是，除了以上所提的之外，選擇比較有信譽的免洗筷製造廠商及

餐飲店、免洗筷使用前先用熱水浸泡幾分鐘，將可大大提高使用的安全性。 
四、簡易試紙二氧化硫測定： 

我們以學校實驗室簡單的實驗器材所做的實驗，結果顯示編號 1和編號 4的樣本有二
氧化硫的殘留反應；但是與利用實驗室精密儀器所做的檢測〈編號 1.3.4.8.9.10樣本有二
氧化硫殘留的反應〉相比，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卻不是那麼精準，檢討可能的原因是我們

的加熱設備溫度控制不易、二氧化硫試紙的靈敏度不夠，因此造成實驗結果精準度不夠。 
五、精密裝置二氧化硫測定： 

結果顯示編號 1.3.4.8.9.10樣本有二氧化硫殘留的反應，其中編號 1和編號 4與實驗
室簡單實驗器材所得結果一致。編號 3.8.9在官能檢測中都顯示有酸味，所以利用氣味來
判斷二氧化硫殘餘是個可行的方案。編號 10在官能檢測中顯示沒有特殊氣味，而在實驗
室的實驗數據有 50.9ppm，與其他含有二氧化硫殘留的樣本比起來，含量明顯較少，這可
能是因為二氧化硫殘留量少所以較沒有酸味的關係。 

六、表面發霉樣本二氧化硫殘留量檢測： 
  廠商為求免洗筷的美觀，都會做「漂白」的程序，而其中又以二氧化硫最為普遍。

表面發霉樣本經檢測並無二氧化硫殘留現象，只是初步說明所採集到發霉樣本不含二氧

化硫。如果要推論「發霉免洗筷不含二氧化硫」，就需要做更進一步的實驗方能證明。 
七、清洗前後二氧化硫殘留量檢測： 
  由圖（四）可知，有清洗後的免洗筷，二氧化硫的溶出量和清洗前的免洗筷作對比，

有大幅的降低。而時間又以十五到三十五分鐘效果最好，清洗後的免洗筷，三十五分鐘

以後就沒有發現二氧化硫的溶出，也許二氧化硫已經從空氣中揮發殆盡了。所以利用水

洗來去除二氧化硫是可行的方式，不過仍要注意時間的控制，時間太短，溶出的效果不

好；時間太長，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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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去除二氧化硫的方法： 
由圖（五）、《附件十一》可知，二氧化硫在汽水溶液當中一直都有融出的現象，雖

然含量不是很高，但是仍然建議喝汽水時，不應用免洗筷攪拌。而二氧化硫在米酒的溶

出量卻出乎意料的高，所以可以建議新購家用竹筷時，不妨利用米酒清洗來降低二氧化

硫的含量。 
九、綜上所述： 

使用免洗筷對人們及對大自然都是一種傷害，最根本的方法是從自己做起，讓我們

自備餐具拒絕使用免洗筷；不但在家裡要有個人專屬的餐具，在學校要自備餐具，到外

面餐廳用餐也請自備餐具，讓我們共同響應「一人一筷健康愉快」及「愛護地球拒用免

洗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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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40  你吃進了多少毒素！免洗筷二氧化硫殘留量

測定 

實驗條件控制尚可，說明也清楚，但部分實驗內容知

識感覺到一定的難度，不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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