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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海洋汙染 

一、摘要： 

    我們的地球大約有高達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是海，但是近幾年來海洋汙染卻越來越嚴重，

海裡充滿著各種不應該在海裡的垃圾，大部分的垃圾都是我們人類製造的，當初人類對環保

意識還沒有很發達，不只沒有垃圾分類，甚至亂丟垃圾，經過風吹之後到海洋，或著是人們

當初把海洋當成一個和自己無關的另一個世界，覺得海洋的包容性很大，可以容納，或著是

稀釋所有不乾淨的東西，或是垃圾，覺得只要眼不見為淨，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也不會有麻

煩，節過後來慢慢累積到現在海洋上都是人類的垃圾，製造出了一個「超級塑料大陸」，導

致很多的海洋生物把塑膠袋等垃圾當成食物吃進肚子裡，除了海洋生物會受到影響，連海鳥

也會受到影響並把塑料吃進肚子。 

    在 1990 年代的晚期發現了垃圾帶的查理斯．莫爾，當時預計 7 月要到垃圾袋進行研究

和訪查，大約算了總共含有 2 億噸得漂流碎屑和垃圾，在這個世界各地的垃圾帶，2 億噸是

查理斯．莫爾以地球會有 2.5%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中而推算出來的，然後研究五大垃圾帶的

5 Gyres，它的加州區共同創辦人、也是海洋科學家的馬可斯．艾利克森則是估計漂流碎屑和

垃圾的總量應該大概只有 50 萬噸。斯克里普斯海洋學研究所於 2009 年到垃圾帶訪查時，發

現有大約 9%的魚有食用塑膠物等等的垃圾，最近艾利克森偕跟七名科學家對各地垃圾帶裡

的環境進行分析，在採集到的 671 隻魚中，有大概 35%的魚食用了塑膠碎屑。 

    海洋裡的垃圾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給海裡的生物一直造成威脅，雖然現在已經有很

多的人在呼籲要有環保意識，但因為垃圾從以前就開始累積了，沒有辦法把那些垃圾都清理

乾淨，因為只有大概百分之二十的垃圾是和漁業有關，而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和我們人類平時

用的物品有關，所以海洋科學家除了在尋找解決方法，也呼籲民眾不要再亂丟垃圾，好好保

護海洋。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海洋污染是僅次於過度捕撈傷害海洋環境的大元兇，海洋汙染除了垃圾還有非常多的種

類，汙染包括了水中聲音頻率改變及較大的水溫溫差、優養化、重金屬污染、放射性元素污

染、船隻漏油、廢水排放等等，但最嚴重的還是塑膠垃圾的汙染，不只有成堆的塑膠袋還有

一堆的塑膠寶特瓶，第二常見的就是各種的廢水排放，不只有工業的廢水排放，核能發電廠

的排水，還有畜牧業的廢水、民眾用的汙水等等，而且這些汙染物質是會隨著食物鏈回到我

們的身上的，所以其實我們人類算是間接傷害了我們自己，你的一個不經意或不在意，最後

都會以各種方式回到你身上。 

    無機性汙染物質包括一些毒性汙染物質與放射性元素，及一些會影響海洋生態平衡的物

質。除對水中生物具有毒性外，尚會累積於水產生物體中影響海洋生態平衡之物質，包括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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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鹽、磷酸鹽等，為植物性浮游生物生長所必需的營養鹽，其含量多寡，亦直接影響海洋生

態的平衡。聯合國海洋法公園於 1982，提出海洋環境的污染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把物質或能

量引入海洋環境，其中包括河口灣，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損害生物資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

類健康，妨礙包括捕魚和海洋其他正常用途在內的各種海洋活動，損壞海洋使用質量及減損

環境優美等有害影響。有機性汙染物質多係經由都市汙水與工業廢水等流入自然環境中，經

物理、化學及生物之破壞分解，消耗水中溶氧。故一般以生化需氧量（BOD）之多少，來表

示有機物質汙染的程度（陳鎮東，2009）。 

在台灣，沿海的淡水、香山、將軍、二仁溪口、大林埔、佳冬，基隆港與高雄港等等的

地方，BOD 值都曾經超過 3ppm，其中就基隆港和高雄港附近海域的 BOD 值甚至曾經高達

18 ppm ，超過海域水質的標準，這樣顯示台灣的部分沿海海域已經遭到有機性的物質所汙

染。其他除了基隆港和高雄港附近還有西部一些地區的總油脂量偏高，除了超過海域水質的

標準之外，碳氫化合物、或著是農藥大部分都還在容許的限度內。 

    在之前有看到一則新聞是海龜的鼻孔裡卡著一根塑膠吸管，那個畫面在當初看的時候，

令我十分震驚，而我也因為好奇而去尋找了更多的相關資訊，才發現原來人類把海洋破壞的

這麼嚴重，這也促使了我們想要探究海洋汙染，也希望看到這份探究的人也可以一起做環

保，來減少海洋的汙染，一起保護海洋，愛惜這顆孕育我們成長的地球。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為了能改善海洋目前汙染問題，需要了解到海洋污染產生的原因，以及其原因可能對環

境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目的： 

1. 透過文獻資料了解目前海洋的各項汙染來源。 

2. 瞭解汙染發生之原因及可能產生之影響。 

3. 找尋目前已發生汙染的案例及現況。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依據方天熹（2001）教授的論文指出，我們可以知道海洋汙染的性質可以分成物理性汙

染，或是化學性汙染(如表 4-1)，而物理性質的汙染有人類製造的那些廢棄物，水中聲音頻率

的改變，還有因為人類排放水等等原因導致的較大的水溫溫差，而化學性質的汙染就有非常

多的種類了，像是如果照著有機物或是無機物來分的話，有機物的化學污染會有石油和煤（天

然碳氫化合物）的汙染或著是人類合成之後的有機碳氫化學物質，如果是無機物的話有營養

鹽元素(氮、磷、矽)，或著是重金屬元素（鎘、鉻、鈷、銅、鎳、鉛、鋅、汞等元素），還

有放射性元素的汙染。 

    物理性質汙染裡的人類製造的廢棄物，現在有一個叫太平洋垃圾帶(如圖 4-1)，那裡除了

飄在海面上的垃圾，甚至還有著數以百噸的垃圾藏在海平面下，像是有瓶蓋、寶特瓶、梳子、

打火機，或著是塑膠碎片等等，然後海鳥經過就會把那些塑膠等垃圾吃下肚，最後痛苦到死

亡(如圖 4-2)，以上是物理性的汙染（陳平，2009）。 

    化學性的汙染，是因為營養鹽所形成的一種優養化，海面的外觀會因為一種藻類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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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也就是所謂的赤潮(如圖 4-3)，會引起變色的藻類有很多種，而且變完的顏色也會有所差

別，不會都是同個顏色，赤潮生物如果高密度密集的話，就會造成魚類，或著是貝類的呼吸

器官堵塞，沒辦法呼吸之後窒息死亡，然而其他有一些赤潮生物會分泌毒素，然後毒死海裡

的動植物，赤潮生物連殘骸都會造成影響，殘骸會在海裡氧化分解，消耗海裡的溶解氧，形

成一個缺氧的環境，威脅海裡的各個生物（中國科普博覽）。 

 

    圖 4-1 太平洋垃圾帶，每日頭條，2018         圖 4-2 死亡海鳥腹中發現大量塑膠碎殼， 

                                                               每日頭條，2018 

 圖 4-3 美佛州爆發赤潮危機，每日頭條，2018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的大震災所引起的日本福島輻射污染，是最近這幾年最嚴重的

輻射外洩，「除了東北地區的魚介貝類陸續被發現含有放射性物質—銫之外，最近東京灣的

魚類也被檢測出微量的銫。」（吳美錚、劉燈城，2012），震災的影響到現在都還沒平息下

來。 

表 4-1 海洋汙染物來源及影響，方天熹，2001 

物理性污染 

水中聲音 

頻率改變 

來源：船隻在水中進行爆破。例：石油公司所放出偵測遊園的震波。 

影響：會對海洋生物造成傷害，使鯨豚驚慌失措 

 

較大的 

水溫溫差 

來源：核電廠溫水排放。 

影響：共生藻大量死亡而使珊瑚產生白化現象，無法進行繁殖及製造鈣質骨 

      骼，實質上對珊瑚礁生態系傷害極大。溫水也可能導致畸形魚 

      （祕雕魚）的產生。    

化學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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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鹽 

（氮、磷、矽） 

來源：來自於施肥過度的農地，家庭廢水，或是清潔劑、洗衣粉及非肥皂及 

      合成肥皂原料。 

影響：造成「優氧化」現象。當水中氮化物和磷酸鹽類的濃度增高時，藻類 

      就可以大量繁殖，覆蓋於水面之上，形成所謂的「藻華」。藻類死亡 

      後的屍體分解大量消耗水中氧氣，魚類因缺氧窒息而死，最終導致水 

      體發臭。通常發生在下游河川的出海口附近。 

 

 

重金屬 

污染 

來源：工廠隨意排出的廢水廢氣，有些富含重金屬如銅、鋅、鉛、鎘、汞等。 

      例如燒煤的火力發電廠會增加汞排放，使汞在過去 20 年間量增加了 

      30%。 

影響：重金屬進入人體後，大部分會與我們體內的蛋白質、核酸結合。當重 

      金屬與蛋白質製成的酵素結合時，會破壞其活性；而重金屬與核酸結 

      合時，會導致核酸的結構發生變化，使基因突變，影響細胞遺傳，產 

      生畸胎或癌症。 

1.物理遷移：海流、波浪、潮汐。 

2.化學遷移：重金屬元素在富氧、缺氧下發生氧化還原反應，及化學價態、 

            活性、毒性的變化。 

3.生物遷移：海洋生物通過吸附、吸收、攝食富集重金屬。 

 

 

放射性 

污染 

來源：核能電廠。 

影響：人類如果食用了遭輻射污染了水源、食物，長久下來會產生巨大的危 

      害。生物體內若有過量的放射性物質便會導致毛髮脫落、免疫功能下 

      降、不孕、不育等，並使新陳代謝較快的細胞（腸胃道上皮、骨髓、 

      皮膚等）無法再生遞補或細胞突變，因而增加罹癌的機會。 

 

 

石油及煤 

來源：通常為船難或油井意外所引發的油源外洩。 

影響：石油污染對環境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最大。一是因為其影響範圍完 

      全無法界定；另一方面可能在污染過後殘存許多環境荷爾蒙，對於海 

      洋生物長期造成直接影響，也使浮游、底棲生物間接的在捕食過程中， 

      吃了許多毒物，經過生物鏈、食物鏈後又再次的回饋到消費者身上。 

主要污染方式：擴散、蒸發、氧化、溶解、乳化、沉積、微生物降解 

 

 

人造碳 

氫化合物 

 

來源： 電廠、工廠所用的抗生物原料。例：三丁基錫（一種塗在船體上，防 

       止海洋生物附著的化學物質），塑膠廢棄物的污染。 

影響：1. 三丁基錫使用過度會溶解於海中，造成當地蝦、蟹及貝類產生病變。 

      2.塑膠廢棄物永不消失，在海中堆積，造成大量海洋生物食用後死亡。

主要污染方式：漂浮、懸浮於海面、消耗大量氧氣、使細菌、病毒大量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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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太平洋垃圾帶的面積大約 160 萬平方千米，居然是法國領土面積的三倍。這片太平洋垃

圾帶大約有 18000 億塊塑膠垃圾，差不多能分給地球上每一個人 250 塊垃圾，垃圾總共的質

量約 8 萬噸，是之前估測值的 16 倍，都是令人感到非常震驚的的數量。大約 92%的質量是

由大型的垃圾組成，它們在陽光和海浪的侵蝕作用下也會在接下來幾時間裡碎成各個小塊的

雜質垃圾。跟生物分解比較的話，塑膠類垃圾在光作用下碎裂仍然是聚合物，即使破碎的再

小也還是很難被分解，而且這些碎片可能會被海洋生物食用從而進入生物鏈，也就是最終會

影響傷害到我們人類自己。塑膠垃圾造成的海洋污染對動物存在很大的影響。生物學家勞倫

斯莫里斯在一場研討會上指出，在北太平洋，大約 30%的魚會吃下塑膠垃圾。所有的物種，

包括鳥、鯨魚、烏龜等等，都受到垃圾影響。很多生物會食用這些塑膠垃圾，這對它們是非

常容易致命的。而塑料中的毒素，則會重新回到人類的餐桌上，被我們吃進身體。 

  影響海洋生態，污染會損害海洋生物的健康，使部分生物產生異變、無法生育甚至滅絕

等等的事情。大量有機物在海水中分解，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很有可能會引發赤潮生物急速

繁殖，形成赤潮，然後導致水中溶解氧嚴重的下降，使魚類等水生的生物的居住生活環境帶

來嚴重的毀滅性災害，影響氣候變化的話，污染會破壞海洋的初級生產力，造成大量的浮游

生物死亡，導致海洋大為減弱在地球系統中吸收二氧化碳的重要功能，之後加速溫室效應的

發展，影響人類的健康，污染物經過食物鏈從海水中傳遞回到陸地上，再到人類的餐桌上，

被人類吃進肚，之後毒素進入人們體內，給健康造成嚴重的傷害。例如在上課時老師提到的

日本水俁病，在 1953 年的時候，在日本熊本縣在水俁鎮有一家氮肥公司，他們將含有汞的

廢水排入海洋，這些汞以甲基汞的方式在海水、底泥和魚類的體內聚集。然而最先發生病狀

的是愛吃魚的貓，中毒後的貓發瘋跟痙攣，紛紛開始跳海自殺。之後的 1956 年，居然開始

出現與貓有相同症狀的病人。這就是後來令全世界都震驚的水俁病事件。 

海洋污染這麼嚴重，面對海洋污染，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減少海洋污染呢？ 

1 過低碳生活 

2 做個有責任感的海邊遊客 

3 幫助清理侵襲海岸的綠藻 

4 少用塑料製品，避免「塑化」海洋 

5 關注和保護紅樹林 

6 了解海洋科普知識，支持海洋公益行動，宣傳海洋保護知識 

7 惜食海鮮，拒食魚翅和其他瀕危海洋動物，不購買海豹皮等海洋生物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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