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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海洋之「心」

一、摘要：

藉由學校開設海洋相關課程，講述有關海洋汙染的情況的動機下，開始了我們的探究。海洋垃圾種

類繁多，這些海洋廢棄物在這個世代產生了嚴重的災害，讓我們的生活逐漸不方便。常見的解決方

法包含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停止利用微珠貨品、購買二手貨品、制定法律等等，也可以藉由身體

力行，參加淨灘，為海洋盡一份心力。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學校積極開設與海洋相關的活動，在某次的淨灘活動中，我們發現在不為人知的地方充滿著海洋廢

棄物。經過查詢我們了解到人們在生活中時常使用的方便資源可能一不小心都會成為海洋廢棄物。

常見的項目如同塑膠袋、氣球、繩子、醫療廢棄物、玻璃瓶、打火機、飲料罐、漁網，都是在淨灘過程

中可能發現的。這些廢棄物的產生嚴重影響了環境和生態鏈: 因廢棄物看起來像天然獵物，因此時

常使海洋生物誤食導致中毒或死亡。毒經過食物鏈最終到達人類體內，使人類罹患癌症的機率也因

此提升。因此我們想要透過這個探究活動來了解如何改善海洋的環境，恢復乾淨的海洋。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了解現在海洋廢棄物的種類以及分布狀況，還有它所帶來的環境災害

2.如何減少讓海洋廢棄物可以逐漸減少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文獻探討法：藉由查閱相關書籍以及上網搜尋資料來了解海洋廢棄物。

2.實地踏查法：實際到台灣的海岸邊進行現況調查，進一步更加了解現在海洋的現況，並且進行淨

灘。

我們將主要的解決方法分為兩類:

1. 強制性: 制定法律禁止丟垃圾於自然環境、禁止使用塑膠吸管等等......

2. 自主性:購買二手貨品、不購買包裝繁複的商品、協助淨灘等等......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荒野保護協會將45類海洋廢棄物精簡為19項， 包含：寶特瓶、塑膠瓶蓋、其他飲料瓶與食物容器、非

食物的瓶罐與容器、塑膠提袋、食品包裝袋、吸管、外帶飲料杯、免洗餐具、鐵鋁罐、鋁箔包或利樂

包、玻璃瓶、釣魚用具、漁業浮球、浮筒、漁船防碰墊、漁網與繩子、菸蒂、牙刷、針筒、針頭、打火

機。其中最常見的海洋廢棄物包含竹木、保麗龍、漁業用具。

海洋廢棄物又可以根據位置的不同，分為「海岸垃圾」、「海漂垃圾」以及「微型塑膠」。以台灣的現況

來看，海岸垃圾以北部、西南部海岸線居多，最常見的就是塑膠製品以及保麗龍這些不容易分解的

廢棄物。而海漂垃圾最常出現在富貴角以及三貂角一帶，寶特瓶跟保麗龍是最常見的。微型塑膠，

顧名思義為一些非常細小的塑膠顆粒，有時候小到連肉眼都看不見。這些微小的粒子因為看不見且

不好清理，因此一直被大量大量的一直跑到海洋裡，造成海洋生物容易將這些微粒吃下肚，更進一

步的傷害他們。而這些微型粒子，以八掌溪、後勁溪以及東北角外海居多。以全球的視角來看，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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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海洋廢棄物來自亞洲各國。以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廢棄物的產生量為最多。其原因是因

為沒有善加回收使用過的東西，就這樣任意丟棄至河中，河水將這些廢棄物帶至海洋中，進而形成

海洋廢棄物。

而這些廢棄物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生物及環境。直接影響如同海龜誤食垃圾袋和吸管導致死亡；

間接如同塑膠微粒經過食物鏈到達人類體內。以人類最常吃的海鮮作為例子，常常吃海鮮的人，每

年都會攝取約一萬一千個塑膠碎片，而鱈魚、鮭魚、貝類都是一些被塑膠碎片及微粒給荼毒的對

象。

在淨灘過程中，我們發現與時常去遊玩的沙灘不同，沙灘的另一側堆積著許多垃圾。保麗龍是見到

最多的，也是最難清理的。因為保麗龍會被海浪打碎成未一粒一粒的白色塑膠粒，卡在石縫中，有

時也會隨著風飄到其他地方。另外，寶特瓶也很多，有些裡面裝著液體。我們被叮嚀不要打開蓋子，

因為不知道裡裝著甚麼。如果貿然打開可能會受傷。同時，也在淨灘的過程中，看到了一些來自其

他國家的垃圾，這些飄洋過海的垃圾，會加重對於海洋生態汙染。除了保麗龍、寶特瓶之外，也常常

看到形形色色的塑膠製品，拖鞋、浮板，甚至是大型塑膠家具都可以看見，不過，最後也是將他們一

併給清理掉了。

生命起源於海洋，海洋是我們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重要的水資源、漁業資源都是從廣大的海洋中來

的。若我們人類持續的破壞海洋，造成海洋的汙染逐漸嚴重，屆時，可能就會帶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也會讓我們的生活漸漸不方便。話雖如此，但人人皆可為海洋盡一份心力。如果人人都確實實施垃

圾分類，就能減少海洋中的汙染和減少海洋生物的傷亡。當然，如果能夠參加淨灘活動，也是一個

不錯的保育海洋的方式。但是最根本的方式，我們應該減少使用，甚至不用這些對海洋負擔極大的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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