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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海洋科學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酸暖海洋 

一、摘要： 

研究者擬由海洋沉積物中探究海洋暖化及海洋酸化的實況。研究者搭乘海洋研究船出海實

際觀測採樣，取得海床沉積物並分析其中的有孔蟲，發現沉積物中暖水種有孔蟲的數量

（85%），遠超過冷水種有孔蟲（15%），獲知海洋暖化的實證；而本研究未能由沉積物

中取得海洋酸化的明確訊息，有待後續的研究者進一步探究。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Ex.問題來源與動機（可用科學的方式來解釋）。 

【題目】 

1. 海洋中有何暖化實證？ 

2. 海洋中有何酸化實證？ 

【動機】 

海洋影響全球環境變遷，而環境的改變又如何影響海洋？海洋對於全球環境變遷舉足輕

重，而現階段海洋中有什麼訊息揭示全球變遷的實況如何？「海洋暖化」或「海洋酸化」

有何具體實證？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Ex. 針對觀察到的現象提出假設（不一定只有一項假設），並以現有資訊為基礎，運用邏輯思考推導出的假

設。 

【目的】 

由海洋沉積物中探究出海洋暖化／酸化的訊號 

【假設】 

海洋沉積物中有暖化／酸化的訊號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利用科學原理，透過觀察或進行實驗來蒐集新的訊息，以驗證假設成立。 

【方法】 

海洋沉積物中有許多微體化石（有孔蟲等），可藉由鑑定微體化石的種類，獲取海洋環境

的特徵及變化，以推論暖化／酸化的變化趨勢。 

【步驟】 

1. 清洗：利用篩網及清水沖洗沉積物，並保留顆粒較大的物質； 

2. 挑蟲：使用二分器、圭筆、顯微鏡等工具，辨識有孔蟲等微體化石並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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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選用三孔玻片及六十格玻片將微體化石分類，用膠水將其黏著固定； 

 

 

4. 鑑定：根據微體化石之殼體材質、殼體結構、口孔位置等特徵，進行鑑定； 

 

 

5. 推論：將鑑定結果與已知研究成果進行比對與確認，推論海洋環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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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Ex.同樣的成果可以應用到生活哪些領域? 

【結論】 

「海洋暖化」訊息明確， 

「海洋酸化」有待更多研究。 

【應用】酸暖海洋會不會影響海鮮？ 

酸化、暖化的海洋環境變遷如何影響海洋生物的多樣性？以及食用魚類的尺寸、大小、種

類、口感…等，長遠的衝擊會否造成海洋生物「無家可鮭」？「視死如鮭」？「同鮭魚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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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報告總頁數以 6 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沒按照本競賽官網提供「表單」格式投稿，不予錄取。 

4.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