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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塑來萍聚-塑膠微粒對浮萍的影響 

一、摘要： 

塑膠微粒是環境水域中的新興污染物，我們利用水生植物“浮萍”探究水中塑膠微粒對生

物的影響。本研究中我們探討第一及第二常見的泛用塑膠材料 PVC及 PE兩種塑膠微粒對浮

萍的影響，由我們的探究結果得知，塑膠微粒對浮萍造成葉狀體分離及黃化和白化，浮萍

根部都會吸附上塑膠微粒，使根部變長變粗，並且造成光合作用形成澱粉效率變差。我們

推論塑膠微粒干擾了浮萍的正常生長，浮萍為了要爭取生存能力，因而產生更粗更長的根

以獲取養分，倘若仍無法順利獲得養分則造成葉狀體的分離或黃化、白化，進而造成無法

光合作用。雖然目前的結果尚未知道塑膠微粒是否會進入植株中囤積，進而增加食物鏈放

大效應的機會，但從我們的探究中，了解到在沒有節制的使用塑膠狀況下，將會增加許多

環境污染的可能性，最終造成生物的危害，因此我們更應該要減塑愛地球。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塑膠微粒(Microplastic)  塑膠微粒不局限於「顆粒」形式，而是指直徑或長度少於 5 毫

米的塊狀、細絲或球體的塑膠碎片。它們可以是原本就被製造成該體積的顆粒材料；或是

因暴露於風、浪和紫外光下而分解或變形的塑膠碎片。一般環境水域中的塑膠微粒來源多

元，包括：洗衣廢水之人工合成纖維；輪胎行駛道路磨損產生之粉塵；粉刷塗料產生之粉

塵；塑膠廢棄物處理不當之二級衍生性；衣服摩擦飛至空氣中的人工合成纖維等。常見的

塑膠微粒材質有六種，分別為：聚丙烯（Polypropylene, PP）、聚乙烯（Polyethylene, 

PE）、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聚苯乙烯（Polystyrene, 

PS）、聚氯乙烯（Polyvinylchloride, PVC），以及俗稱尼龍的聚醯胺纖維（Nylon / 

Polyamide fibes, PA）。目前市面上以 PVC 及 PE為最常見的塑膠原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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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微知塑 2020年的科學這樣教的活動中，我們嘗試用尼羅紅進行塑膠微粒的螢光染

色，不但了解到尼羅紅螢光染劑產生發光的原理，也知道塑膠微粒親脂性的特性，親手實

驗觀察，也利用不同光源測試，成功地看到僅在文字報導中所知悉，熱水煮過的茶包袋中

有塑膠微粒的存在！ 

      台南的水環境塑膠微粒  塑膠微粒從我們日常生活或環境塑膠垃圾排放至環境中，最後

匯入汙水處理廠、河水及海水中。利用尼羅紅螢光染色法，我們檢測了台南與高雄交界的

二仁溪流域，台南臨海區的魚塭，還有處理家用水和工業用水的汙水處理廠，我們發現二

仁溪流域從中下游、下游、出海口的河水及黃金海岸的海水，確實均有發現有大小不一的

塑膠微粒，魚塭中也發現。最後在汙水處理廠，也發現不論是家用水的官田汙水處理廠或

是工業區的安平汙水處理廠也是有，但還不錯的是在汙水處理廠處理過後的出水區的水，

塑膠微粒的量有較為減少 (如下圖，此成果參與過台南市科展國小組生活應用科競賽)。二

仁溪中存在有這些塑膠微粒，是否會造成生態的影響呢？ 

 

 

 

 

 

 

 

 

 

 

 

 

 

 

  

        生態食物鏈  但由於這些塑膠微粒太小，也就讓過濾系統較不易過濾及吸附，因此而分

散於河川，大海的生態環境中，於是讓大小型魚類或濾食性生物誤食進入生物體，最後再

由人類捕撈下進入了餐桌上而進入身體，這個食物鏈的影響也就又回到人類身上，造成塑

膠微粒所引起的巨大生態浩劫。塑膠微粒具有吸附性，能吸附重金屬，使得人類在不知覺

的情況下，將對身體有害的毒素吃進身體內。近期也有報導指出聚苯乙烯（polystyrene）顆

粒以螢光標記混入土壤，接著將擬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種植在這些土壤中，七週後

發現，種在含有塑膠微粒的土壤中的植物，出現植株變小、根變短的狀況。因此也推論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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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微粒會進入植物、並由此進入吞食植物的動物，造成生物累積現象。由於塑膠微粒也常

出現於水域環境中，因此，我們很想了解關於水域中的塑膠微粒對水生植物的影響。 

        浮萍 浮萍科植物是水域或濕地中常見的漂浮性維管束植物，也常見於水族養殖，外觀

型態十分簡單，僅具有葉狀體及根部，其葉狀體以分裂方式進行個體增殖，最多可長到 4

葉後再度分裂為單葉個體 (如右圖)。由於生長十分快速，因此被應用於工業廢稅或重金屬

的水質監測，已知可觀察浮萍葉狀體黃化、白化、分離及根部生長抑制或斷裂等現象，作

為重金屬污染的監測。因此，我們認為浮萍將可作為水域中塑膠微粒檢測的一個良好的生

物指標。 

 

 

 

 

 

 

 

        本次實驗探究我們挑選出最常用的 PVC、PE兩種塑膠微粒進行探討，以浮萍作為水生

植物標的，希望能了解塑膠微粒對水生植物的影響。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塑膠微粒是否對浮萍造成影響：（觀察葉狀體、根部及葉部光合作用之澱粉形成） 

1. 不同種類之塑膠微粒 

2. 不同濃度之塑膠微粒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I. 實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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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探究方法 

(1) 探究高濃度(10 mg/ml)塑膠微粒是否對浮萍造成影響？ 

1. 首先購入塑膠微粒 2種聚氯乙烯(PVC)及聚乙烯(PE)。 

2. 培育浮萍一批。(自水族館取得) 

3. 首先取 25ml 水配置兩種塑膠微粒濃度 (10 mg/ml) ，分別為控制組(H2O)、PVC

及 PE三組。 

4. 分別移入 10株具有 3-4葉之葉狀體浮萍。 

5. 每天持續觀察液狀體及根部，並於第四天移出植株觀察，並進行葉子光合作用
澱粉測試。(圖一) 

6. 光合作用澱粉測試：取出植株以沸騰熱水軟化葉子，再移入隔水加熱的酒精
中，煮至綠色消失再移出，再以熱水漂洗後以優碘染色澱粉。 

圖一 

 
(2) 探究中低濃度(2, 0.4 mg/ml)塑膠微粒是否對浮萍造成影響？ 

1. 取 25ml 水配置兩種塑膠微粒濃度分別為 2 及 0.4 mg/ml，分別為控制組(H2O)、

PVC(2, 0.4 mg/ml)及 PE(2, 0.4 mg/ml) 五組。 

2. 分別移入 10株具有 3-4葉之葉狀體浮萍。 

3. 每天持續觀察液狀體及根部，並於第六天移出植株觀察，並進行葉子光合作用
澱粉測試。(圖二)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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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塑膠微粒對浮萍葉狀體的影響  我們初步用高濃度的塑膠微粒進行實驗比較，相較於控制

組，在第三天時 PVC 組別就可以看到明顯的浮萍葉狀體分離，並開始黃化及白化，所以實

驗在第四天就停止繼續觀察；而 PE 組別則沒有明顯的葉狀體改變。而在中低濃度的塑膠微

粒實驗中，不論是 PVC或 PE組別，觀察到第六天時，葉狀體均開始變黃、變白，所以實驗

在第六天停止繼續觀察。 

塑膠微粒對浮萍根部的影響  我們主要是在實驗終止日觀察根部的變化，我們初步用高濃度

的塑膠微粒進行實驗比較，在第四天時相較於控制組，PVC 組別可以看到較多的根，也就

是每單葉葉狀體都長出長根，因此相較於控制組有較多根的情形；而 PE 組別由於根部都吸

附上塑膠微粒，因此根部明顯變粗變多。而在中低濃度的塑膠微粒實驗中，在第六天時，

不論中或低濃度的 PVC及 PE組別相較於控制組，由於根部都吸附上塑膠微粒，因此根部明

顯變粗變多。 

塑膠微粒對浮萍植株的影響  我們也是在實驗終止日取出植株觀察變化，我們初步用高濃度

的塑膠微粒進行實驗比較，在第四天時相較於控制組，PVC 組別可以看到分離的單葉葉狀

體長出長根，因此相較於控制組植株，根有較多的情形；而 PE 組別由於根部都吸附上塑膠

微粒，因此根部明顯變粗變多且變長。而在中低濃度的塑膠微粒實驗中，不論中或低濃度

的 PVC和 PE組別相較於控制組，由於根部都吸附上塑膠微粒，因此根部明顯變粗、變多也

變長。 

塑膠微粒對光合作用的影響  我們也是在實驗終止日取出植株觀察變化，我們初步用高濃度

的塑膠微粒進行實驗比較，在第四天時相較於控制組，PVC 組別可以看到分離的葉狀體葉

子邊緣無澱粉的成色反應；而 PE 組別仍有光合作用進行中。而在中低濃度的塑膠微粒實驗

中，中濃度的 PVC 及 PE 組別相較於控制組根有較差的澱粉成色情形，而低濃度的 PVC 及

PE則沒有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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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由我們的探究結果得知，不同的塑膠微粒對浮萍的影響不盡相同，相同的是，塑膠微

粒均會明顯影響葉狀體分離及黃化和白化，浮萍根部都會吸附上這兩種塑膠微粒，而造成

浮萍根部變長變多，並在中高濃度開始就造成光合作用形成澱粉能力變差。 

我們推論再有塑膠微粒的狀況下，浮萍是為了要爭取生存能力，因而產生更多、更長的根

以獲取養分，然而，我們實驗仍需要再證實這些塑膠微粒是否真正吸附進入根部進入植株

體中，我們將會再學習植物切片近一步觀察塑膠微粒顆粒的位置。 

 

生活應用  我們的這個塑來萍聚的探究實驗了解到，小小的塑膠顆粒，水生植物也是會吸收

而受影響，特別是在根部，進而造成無法光合作用的影響。雖然目前的結果尚未知道塑膠

微粒是否會進入植株中進而囤積而增加食物鏈放大效應的機會，但從我們的探究中，我們

了解到在沒有節制的使用塑膠狀況下，將會增加許多環境污染的可能性，造成植物的傷

害，因此我們更應該要減塑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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