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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堂

摘要摘要

鉛不是人體必需要的微量元素，一般環境中的鉛是經由食物、飲水、周遭的

空氣、灰塵及泥土而進入體內。食物鉛中毒易發生的是傳統中藥物，例如八寶散

的濫用或食用遭鉛污染之食品等，在生理上，鉛進入人體的途徑可能經由呼吸而

由空氣中吸入，其吸收率約為50%到70%，其次為經由食物飲水進入胃腸道，其

吸收率約為15%到50%。進入體內的鉛，有90%會存於骨頭及牙齒中，少數才留在

組織與血液。沈積在骨骼中的鉛，半衰期長達二十年以上。而在軟組織與血液(大
部份在紅血球中)中的鉛，半衰期則約為二十到三十天。由於性質穩定，不易被代

謝，因此會在人體內持續蓄積。形成慢性鉛中毒，使人體血液和中樞神經受損。

血液中鉛含量過高，會引起染色體畸型、胎兒神經系統發育受阻、成人的生育力

降低。鉛中毒會引起腎臟及中樞神經的傷害等。2012年鉛濃度調查結果發現蘿蔔

有0.3%胡蘿蔔有4.0%超出行政院衛生署2011年5月30日署授食字第1001301183號
令，蔬果植物類可食部分重金屬鉛含量限量標準。

前言前言

全世界每年生產超過三百五十萬噸的鉛，使鉛成為現存環境中最大量的有毒

重金屬其密度達11.34 g/cm3，較一般密度只有5.0 g/cm3之重金屬高。早在7000年
前人類就已經認識鉛。鉛分布廣，容易提取，容易加工，即有很高的延展性，又

很柔軟，而且熔點低，在《聖經．出埃及記》中就已經提到了鉛。中國的青銅器

即發現有加入鉛作為合金元素，並在整個青銅時代與錫一起，構成了中國古代青

銅器最主要的合金元素。

內容內容

鉛的使用性廣如鉛表面在空氣中能生成碳酸鉛薄膜，阻止內部 再被氧化；

製造鉛磚或鉛衣以防護X-射線及其他放射線；用於製造合金，等量之鉛與錫組成

的焊條可用於銲接金屬；製活字金；用作鉛酸蓄電池的電極；鉛與銻的合金熔點

低，用於製造保險絲；可用於製造鉛彈；製造顏料、油漆，鉛白、鉛黃、鉛橙、

紅丹漆；做為陶器釉料的成分，用於屋頂、防水蓋片及彩繪玻璃窗。土壤中高濃

度的鉛對作物雖無明顯毒害，但濃度極高時可以抑制光合作用的進行，影響作物

之產量。因此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全量鉛濃度在一般土壤管制標準值為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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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食用作物農地之管制標準值為500 mg/Kg。植物對鉛的吸收與土壤中濃度沒

有顯著相關，並通常只累聚在植物的根部，因此行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96年8月
29日衛署食字第0960406206號令發布修正食米重金屬限量標準，其鉛限量標為0.2 
mg/Kg，中華民國100年5月30日署授食字第1001301183號令，訂定發布蔬果植物

類可食部分重金屬鉛含量應符合限量，本場及各區農業改良場與農業試驗所合作

進行台灣地區蔬菜鎘、鉛濃度調查結果發現蘿蔔有0.3%胡蘿蔔有4.0%超出蔬果植

物類可食部分重金屬鉛含量限量標準，值得各界進一步探討。

結語結語

鉛是現存環境中最大量的有毒重金屬，雖鉛不是人體必需要的微量元素，但

被廣泛使用於各種材料，因此環境中之含鉛材料，如顏料、油漆，鉛白、鉛黃、

鉛橙、紅丹漆等漆料、做為陶器釉料的成分，用於屋頂、防水蓋片及彩繪玻璃

窗，電池之電極等。一般環境中的鉛是經由食物、飲水、周遭的空氣、灰塵及泥

土而進入體內。食物鉛中毒易發生的是傳統中藥物，例如八寶散的濫用。另食用

遭鉛污染之食品與食器製造過程使用含鉛之材料等都是增高鉛進入人體的重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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