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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題目名稱： 人類，你當我塑膠？ 

一、摘要： 

本研究選定新北市萬里區下寮海灘和金山區圓潭溪出海口作為研究場域，進行不同深度沉

積物中塑膠微粒的定性及定量分析，藉以探討出海口和一般沙灘在沙灘塑膠微粒汙染程度

上的相關性。將不同深度及位置作為操縱變因，控制不同樣點間的距離。經過樣本的比較

與分析，發現海灘上的不同地點與塑膠微粒汙染的程度存在相關性。 

此外，藉著不同地點沉積物中的塑膠微粒研究與潮線及深度的相互關係，本研究也初步探

討與塑膠微粒汙染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係。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一次海洋國際選修課時，研究者到了學校鄰近的沙灘淨灘與分析沉積物中的塑膠，發現

海洋廢棄物中塑膠垃圾為最大宗，引發了研究者對沙灘上沉積物內塑膠數量的好奇，後來

研究者與老師討論研究方法與上網找資料時，發現「塑膠微粒」這個詞，於是著手設計實

驗，與老師討論可行性，最後的主題為「新北市下寮海灘與圓潭溪出海口不同深度的塑膠

微粒型態之探討與比較」。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目的： 

1. 比較圓潭溪出海口與下寮海灘塑膠微粒數量 

2. 探討塑膠微粒與人為活動之關聯性 

3. 塑膠微粒型態差異之探討 

假設： 

1. 本研究所設定的區域為下寮海灘與圓潭溪出海口，海灘的汙染因素可能來自遊客遊

憩與海浪帶來之廢棄物，而溪流出海口的汙染因素可能來自流域內的民生用品，海

灘汙染較海口汙染直接，汙染程度應海灘上較為嚴重。 

2. 海口左側的沙灘由於需先經過景觀橋才能抵達，推估遊客較少，因此該地的微塑膠

汙染情形應較為輕微。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研究者將實驗流程繪製成流程圖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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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流程圖 

研究方法： 

1. 本研究於 2020年 12月 20日選定新北市萬里區的下寮海灘及圓潭溪出海口兩個地點

（如圖二）做為採樣地點，採集淨灘地點沉積物，以進行塑膠微粒分析。下寮海灘

至圓潭溪口為一連續長形沙灘，長度約二點多公里，行政區域上河口以南屬新北市

萬里區，以此為新北市金山區。河口的樣點分別位於圓潭溪的左、右兩側，等距離

各採三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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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採樣區域地圖 

2. 在兩地之沙灘上各選定三個樣本點，每個樣本點間隔 25公尺（如圖三），自沙灘表

層將 3個直徑 6公分、高 5公分之金屬圓框堆疊並以膠帶固定，垂直打入沉積物內

（如圖四），直到頂部完全沒入沙灘中。 

3. 封住金屬圓框底部，整個取出後將固定的膠帶切開，把不同深度的沉積物分別收集

到不同的玻璃罐內，帶回學校實驗室處理。 

分析： 

1. 備製同平均海水鹽度(35%0)的鹽水：35g的食鹽加 965g的蒸餾水，攪拌至食鹽溶

化。 

2. 將研究區域帶回的樣本倒入空燒杯內，加入調配好的鹽水至沒過樣本。攪拌後靜置 5

分鐘，待沙粒沉澱而有物質浮至水溶液上。 

3. 將上方液體連同漂浮物質倒入 0.5mm的篩網進行過篩。 

4. 將留於篩網上的物質夾至培養皿中，再從其中挑出可能為塑膠微粒的物質，黏貼至

0.5cm*0.5cm的方格紙。 

5. 將方格紙置於解剖顯微鏡下，以熱觸法觀察判定其是否為塑膠微粒。比較塑膠微粒

在不同深度沉積物中的各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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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金屬圓框 圖四、樣點示意圖 

驗證步驟： 

1. 將所得沉積物中塑膠微粒數據製作成統計圖表如下。 

2. 圖表顯示結果： 

A、 數量：下寮>海口右＞海口左。 

B、 不同深度的數量（如圖七）深度 10~15公分差別不大，下寮塑膠微粒數量在深度 5

～10公分最多。 

C、 低潮線塑膠微粒數量為下寮表層 0~5公分最多，高潮線下寮於深度 5~10公分處最

多。 

D、 低潮線塑膠微粒型態以顆粒狀為主，高潮線則以顆粒、薄片為主。 

E、 顏色以黑色最多，白色其次，鮮豔的顏色相對較少。 

  

圖七、塑膠微粒不同深度的總數量 圖八、塑膠微粒的總數量 

  

圖九、低潮線塑膠微粒不同深度的數量 圖十、高潮線塑膠微粒不同深度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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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低潮線塑膠微粒形狀 圖十二、高潮線塑膠微粒形狀 

  

圖十三、低潮線塑膠微粒顏色 圖十四、高潮線塑膠微粒顏色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一）以塑膠微粒的數量方面來看： 

1. 從微塑膠的總數來看，下寮海灘明顯多於河口，推測原因可能是遊客的活動主要在綿

延的沙灘上而不是河口，因此留在沙灘上的塑膠垃圾會比河口多，以致形成塑膠微粒

的機會也比河口多。 

2. 低潮線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海浪的作用之下，可能因為長時間淘選的結果，使得不同深

度的塑膠微粒數量沒有太大的差別，而下寮沙灘如前所述，因為塑膠垃圾的來源較

多，形成塑膠微粒後，有較多機會還留在表層。 

3. 高潮線較少受海水的作用，塑膠微粒一旦被沖上岸，有可能停留在沙灘上的時間較

長，所以數量較低潮線多。至於下寮沙灘高潮線表層塑膠微粒較中下層少，可能是表

層受到風的作用，把部分顆粒吹進海裡（微塑膠的密度比沙小）。 

（二）以塑膠微粒的形狀方面來看： 

1. 在低潮線上，河口以顆粒狀為主，下寮海灘以碎塊為主，如前所述，河口的遊客活

動較沙灘少，推測塑膠垃圾的來源也少，碎裂的塑膠微粒有更長的時間藉著淘選作

用被磨圓。而下寮沙灘因為塑膠垃圾的來源較多，新的塑膠碎塊不斷加入的結果，

比例上就相對多了。 

2. 高潮線上的薄片數量增多，推測應與形狀有關，薄片的形狀使其容易浮在水面上，

隨著碎浪沖上岸而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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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塑膠微粒的顏色方面來看： 

1. 無論高潮線或低潮線的數據，都顯示塑膠微粒的顏色以黑色為主，其次為白色，較鮮

豔的顏色如紅、綠、藍等數量都較少，推測應是塑膠微粒長期受紫外線照射而褪色，

且推測顏色較為鮮豔之塑膠微粒大多遭海洋生物所誤食，導致顏色鮮豔之塑膠微粒較

少。 

生活應用： 

1. 沙灘塑膠微粒數量的多或少與人類活動的頻繁度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落實源頭減

量是減少塑膠微粒汙染的重要實行。 

2. 在社群網站上號召志同道合之夥伴針對塑膠垃圾較多的區域進行淨灘活動，減少塑

膠微粒產生的來源。分享此次研究數據給同學，呼籲同學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製

品。 

3. 與當地居民溝通，成立沙灘巡守隊，監督亂丟垃圾之情形。 

4. 尋求政府相關部會的支持，以立法的方式改善海洋微塑膠汙染的現況。 

5. 分享此次研究數據與結論給同學，呼籲同學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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