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現行酒精規管法令
酒駕

• 酒精濃度達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0.03以上時，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
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
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

• 駕駛人經檢測結果，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即已達構成犯罪的標準，依據刑法
規定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廣告

• 酒之廣告或促銷，應明顯標示「禁止酒駕」，並應標示「飲酒過量，
有害健康」或其他警語；標示警語時，應至少以版面10%連續獨立
之面積刊登，且字體面積不得小於警語背景面積1/2；為電視或其他
影像廣告或促銷者，並應全程疊印

• 電視媒體酒類廣告播放時段為每日21時起至翌日6時止；廣播媒體
酒類廣告播放時段如下：2月、7月、8月及例假日為每日21時30分
起至翌日6時止〪



資料來源：
台灣酒精不耐症衛教協會
https://reurl.cc/y7Dm4q



• 2018年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發表的大型

研究發現，基於喝酒對人體的致癌影響，並不存

在無害飲酒的限量，只有把飲酒量降到0，才能避

免酒精對身體的各種危害。

• WHO歐洲分部宣布：酒精沒有安全的使用量

(損害健康從第一杯開始) 

• 加拿大政府頒佈新的飲酒指引，一週可以喝的酒

量以兩瓶啤酒或兩杯紅酒，或兩小杯烈酒為限。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ub
/article/PIIS2468-2667(22)00317-6/fulltext

https://www.who.int/europe/news/item/04-01-2023-
no-level-of-alcohol-consumption-is-safe-for-our-health

國健署 : 即便是少量飲酒，得到癌症的機會為

不喝酒的1.26倍，過量飲酒甚至會高達5.13倍。



說到喝酒…

最容易想到甚麼症 ?



酒精不耐症，即體內代謝酒精的酵素活性較低，酒精

代謝變慢，而產生臉紅、心跳快、呼吸短促、起疹子、

鼻塞、流鼻水等不適的症狀

半數台灣人有「酒精不耐症」!比例高居全球第一！!

• 酒精不耐症的人無法正常代謝乙醛，使乙醛累積體
內，大幅提高罹患癌症風險，特別是口腔癌、食道
癌、乳癌、胃癌等癌症。

• 酒精不耐症的人每天喝一到兩罐啤酒或一到兩杯葡
萄酒，比起一般人就有高出40倍罹患上呼吸道及消
化道癌症的風險。

何謂「酒精不耐症」?



檳榔與危害
• 檳榔俗稱菁仔，其成份中的
「檳榔素」具有致癌性。其
添加的「石灰」則為助癌劑。

• 嚼食檳榔→牙齒變色、磨損、
動搖、牙齦萎縮造成牙周病，
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及口腔黏
膜白斑症。

•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於
2003 年確定檳榔果實屬第一
級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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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嚼檳榔者罹患

口腔癌風險是一

般人的28倍，若

嚼檳榔還抽菸、

喝酒，口腔癌罹

患率更是一般人

的123倍。

研究出處：葛應欽等，臺灣
之口腔癌與嚼檳榔、吸菸、
酒精消耗間的關聯性。口腔
病理學及口腔內科學雜誌，
第24卷。(1995)



檳榔與口腔癌

• 在台灣，嚼食檳榔是口腔癌

發生的主要原因。88%的口

腔癌患者有嚼食檳榔的習慣。

• 口腔癌死亡率的排名居男性

癌症的第4位！

• 口腔癌是發生於口腔內的各種惡性腫瘤。

它發生的部位包括有唇、頰黏膜、牙齦、舌、

口底、顎部。



白斑 紅斑



口腔癌

•早期會有局部潰瘍，周圍有硬塊的感覺，

並在病灶區進行破壞生長，晚期則會經淋

巴組織轉移到頸部淋巴結，最後也可能會

轉移到身體其他器官。

•在全身的各種惡性腫瘤中，口腔癌是

最容易、也最可能早期發現、診斷及早期

治療而獲得痊癒的。



台灣男女性十大癌症死因

多與菸、酒、檳榔有關

出處：衛生福利部111 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



陳建仁教授研究 : 有嚼檳榔者罹患口腔癌風險是一般人

的28倍，若嚼檳榔還吸菸、喝酒，口腔癌罹患率更是

一般人的123倍。

• 國健署指出，實證顯示，有抽菸、嚼食檳榔的民眾卻沒定期

去做口腔黏膜檢查，死亡風險增加3成5，透過篩檢發現的口

腔病變者，高達7成5屬癌前病變及早期癌症，只要戒除菸檳

習慣並持續搭配治療與追蹤，就可降低癌前病變轉化成癌症

之風險，定期口腔黏膜檢查，可降低26%死亡風險，存活率

高達8成以上。

• 國健署表示，要特別注意即使已經戒除菸檳行為，仍有可能

出現口腔病變，仍應持續定期接受篩檢，且口腔癌是最容易

被發現的癌症，張開嘴巴就可能找得到病兆。目前國家有補

助30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民眾，嚼檳榔（含已戒）

的原住民可提前至18歲起，每2年1次口腔癌篩檢。



口腔癌風險

☠嚼檳榔，罹患口腔癌風險高出28倍

☠嚼檳榔+吸菸，罹患口腔癌風險高出89倍

☠嚼檳榔+吸菸+飲酒，罹患口腔癌風險

高出123倍。

• 台灣地區約9 成口腔癌患者有嚼檳榔習慣，且在台灣
的「齒齦癌」和與「頰黏膜癌」是口腔癌主要型態，
主要是因嚼檳榔者把檳榔嚼塊置於齒齦和頰黏膜間直
接接觸的關係；這兩種型態的癌症在非嚼檳榔地區較
少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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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處：葛應欽等(1995)，臺灣之口腔癌與嚼檳榔、吸菸、酒精消耗間的關聯性。口腔
病理學及口腔內科學雜誌，第24卷。)



檳榔對環境的危害
• 檳榔樹屬淺根性，大量面積種植，會嚴重破壞水
土保持。每當風雨較強時就會造成土石流，造成
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

• 亂吐檳榔汁造成環境髒亂，影響生活環境品質，
檳榔渣若流入河川、海洋，也會污染生態環境。



• 教育部統計: 2023年1月-4月學生藥物濫用品
項中，大麻第二名14.29％，僅次於K他命，

且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大麻的現況！

• 2021年全球2.19億人
施用大麻，佔全球成年

人口4.3％。

• 台灣高等檢察署統計 :
台灣大麻查獲量4年增

加8倍。



台灣現行法令「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 依第二條第二項，大麻被列為二級毒品。

• 第四條第二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 第十條第二項，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 第十二條第二項，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
大麻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 2019年8月起，美國

爆發 EVALI ( 電子煙

相關肺傷害)，造成

2807人急診住院，

其中68人死亡，八成

是35歲以下年輕人。

• 美國CDC調查報告 :

病患所使用的電子煙

中，超過七成檢測出

含四氫大麻酚(THC)。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n
/e-cigarettes/severe-lung-disease.html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吸食大麻對年青人大腦-可能造成永久性傷害!

• 大腦發育完全到25歲。

• 青少年時期吸食大麻會引起腦部發展遲滯，及其他
負面危害，包括推理障礙、記憶與學習困難、協調
性受損、無法維持專注，導致學業表現下滑、輟學
比率上升。

• 增加身心疾病風險，如焦慮、憂鬱與精神異常，更
因協調性與注意力不足、反應變差，容易發生車禍。

• 大麻具有潛在的成癮性，估計每六位曾使用者便有
一位成癮，意謂即使日後想要停用亦無法自行戒除。



•大麻 募款活動



大麻合法化？

• 台灣共善促進協會委託長庚科技大學趙國玉

副教授進行「台灣大麻合法化」問卷調查，

結果共有93.5％不同意大麻合法化，顯示國

人絕大多數不支持開放大麻合法化。

• 依國外經驗，一旦大麻合法化，即使法律明

訂未成年者不得接觸大麻，對未成年者的影

響誘惑遠比預期要大得多。



大麻與新興菸品





跨國菸草公司 積極併購大麻廠 !



跨國菸草公司併購大麻廠…
酒商、賭場集團
菸、酒、賭場集團僱用遊說客
影響政策 ! 經由政治捐款與制
訂政策者建立關係 !!

• 在美國，賣大麻的就是菸商
或酒商 帝國菸草公司 !

• 大麻商積極贊助體育項目、
球隊和運動選手 !!

【註】帝國菸草公司(Imperial Brands) 為全球第四大, 台灣第三大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085854/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11677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11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