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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1. 海洋資源的重要性。
2. 浮游生物的含量接連對人類造成影響，漁業就是㇐個明
顯的例子。

3. 先後於教科書及網路上得知浮游生物與環境間具關聯性
，研究者希冀透過本次測量了解並釐清其中的關係。



1. 先前參與的「雨水蒐集計畫」。
2. 塑膠的分解期或⾧或短，由食物鏈回到人體內將危害健
康，同時因渺小而餘汙染後難以復原。

3. 研究者認為，藉著測量雨水中的塑膠微粒濃度得知汙染
程度的研究方法，應該可以適用在海水的塑膠汙染研究
上，因此欲嘗試以該方法進行本研究。



相關研究



●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定義尺寸小於5毫米的塑
膠為「微塑膠」

● 5微米以下的微塑膠便能夠進入人類的肺部組織
(Leahy, 2019)

Micro plastic ≤5mm
https://ceramics.org/ceramic-tech-today/environment/spring-cleanup-carbon-nanosprings-break-down-marine-
microplastic-pollution



● 高山、極地皆有塑膠微粒蹤跡( Wetherbee et al.,2019)(Law et al.,2014)

● "全球沿海沉積物中每250毫升平均存在2至30個微粒"(Law 

et al.,2014)

https://www.google.com/amp/s/api.nationalgeographic.com/distribution/public/amp/environment/2019/04/microplastics-
pollution-falls-from-air-even-mountains



● 塑膠碎片經由河流、徑流、潮汐、風或天災等途徑進

入海洋(Law et al.,2014)

https://www.pinterest.com/pin/407857310004366492/



● 海洋生物、人類糞便皆已發現塑膠微粒(Miranda et al.,2019)

● 海水中的汙染物亦會伴隨塑膠微粒的攝入進入海洋生
物體內(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民 10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mp/microplastic-pollution-and-wet-wipe-reefs-are-changing-the-river-thames-
ecosystem-119400



● "無論是沙灘還是魚體的微塑膠的數量都與附近人為

活動程度呈現正相關。"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民 109)



實驗流程



x6



過濾樣本

取用少許尼羅紅

將尼羅紅加入待測樣本

搖晃10分鐘
用顯微鏡觀察



結果分析

















實驗經過



研究步驟

計時

由距離選定
，以二十分
鐘為採水間
距

採水
採集時不得使水
花濺起避免影響
測得數據

紀錄數據
包含二氧化碳濃
度、表水穿透率
及葉綠素濃度

測表水溶氧量

以OD溶氧計
測量

製圖分析
觀察數據間的
變化並提出推
得結論



實驗結果











結果分析





原本推測:
● 穿透率較高處(水質乾淨處)，浮游植物多。
● 浮游植物多處，二氧化碳愈少，溶氧量愈高

實驗結果:
● 在水質愈混濁的地方，浮游植物就愈多。
● 浮游植物多處，二氧化碳愈多
● 溶氧量與其他數據無明顯相對趨勢





心得反思



心得

● 對海洋有更多的了解
● 了解到實際的科學實驗並不是順著學過的理論走
● 實際上還有許多的變因
● 研究者的身體狀況很重要



反思

● 在塑膠微粒的實驗中，愈

靠近陸地的含量就愈多

● 在浮游植物的實驗中，愈

靠近陸地的含量也同樣愈

多

● 人類活動對海洋有很大的影

響

● 營養鹽高區域塑膠微粒分布
量亦較高，可能連帶造成生
物攝取更多塑膠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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