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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題目名稱：「微」探索－探討烏溪之微塑膠含量與塑膠顆粒 

一、摘要 

本研究探討烏溪之上、中、下游的微塑膠含量，並同時討論出海口中的微塑膠在不同潮汐變化時的含量。

結果發現微塑膠之含量會隨著愈接近下游而趨向增加，但是根據位於出海口附近的取樣點數據，微塑膠含量卻

未如上述趨勢。我們再次到出海口附近進行採集，在滿潮的最高點及乾潮的最低點時於麗水漁港岸邊取樣，根

據兩者的微塑膠含量差距將近五倍，得知潮汐帶來的海水能間接清潔河口的微塑膠。而我們在現場發現並採集

了許多肉眼可見的塑膠顆粒，基於在河川部分皆未發現本類型塑膠顆粒，且塑膠顆粒有著嚴重風化的跡象，因

此我們可以推論採集的塑膠顆粒有較大機率來自海洋潮汐。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曾自關於人體攝入微塑膠的報導中得到驚人的事實：一個人每天攝入的微塑膠累積起來重量居然將近

五公克(WWF,2019)！因此我們對「微塑膠」產生諸多的疑問並想進一步了解，過程中搜尋和整理國內外相關

研究資料時，卻發現鮮少關於河川的微塑膠含量的文章(孔燕翔,2020)，於是我們開始針對生活區域附近的河流

一烏溪進行採集分析。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究目的 

1. 探討烏溪上、中、下游的微塑膠含量變化。 

2. 討論烏溪出海口之微塑膠含量與潮汐變化相關影響。 

3. 探討紅樹林攔截作用對沿岸微塑膠含量的影響。 

4. 討論塑膠顆粒的來源，並藉由海流流矢圖推論烏溪的微塑膠來源。 

二、假說 

1. 烏溪愈下游處，河水中的微塑膠含量愈多，是因河流流經處的周遭人口密度高與一路上的累積有關。 

2. 在感潮河段中，會受潮汐的清潔作用，使微塑膠含量減少。 

3. 河流會將上游的塑膠顆粒帶至出海口而累積於此。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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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探究方法 

一、實驗器材 

 

圖一：實驗器材（作者拍攝） 

二、實驗流程 

（一） 水體採集與測量 

  前往各採集點（圖三）時，使用血清瓶採集水樣，而在探討潮汐影響時，需使用 pH-meter、導電

度計連接主機，各自測量水體的 pH 值、導電度以推測該水體為海水或河水。 

 

圖二：探究地圖（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作者） 

（二） 水樣過濾 

  過濾水樣時，使用玻璃砂芯過濾裝置，搭配孔徑 0.45 微米的濾膜。而在過濾時取 200 ml 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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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數據回推至一公升時的情形以方便各點比較。 

（三） 數據分析 

  我們參考 Global Learning and Observations to Benefit the Environment（以下簡稱 GLOBE）所提供

的微塑膠分類流程圖，將之分類成三個子分類－植物纖維與動物纖維、人造纖維與塑膠碎片。而在數

據統整時，將數據回推至每公升中含有的微塑膠含量以便比較。 

貳、驗證步驟 

 

圖三：探究歷程架構圖（圖片來源：作者） 

一、烏溪之上、中、下游的微塑膠含量 

（一） 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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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烏溪各採集點水體微塑膠含量分析表 

（二） 討論 

一、烏溪之上、中、下游的微塑膠含量 

  由（表一）可得知，河流在流經時會產生累積作用，而微塑膠的總量也不斷增加。但是在 Site 1－4 後，

流經臺中與彰化的人口稠密區與累積了從上游一路上帶來的微塑膠。依趨勢而言，Site 1－5 應該會大幅增加 ，

但數據顯示並未如此。而我們發現到 Site 1－5 正位於感朝河段的範圍內，會受到河水與海水的流經，因此推

論了可能當時受到潮汐影響，帶來了大量海水，導致數量並未大幅增加。 

二、烏溪出海口與潮汐變化 

（一） 實驗數據 

   表一：取樣水體狀態與微塑膠含量分析表 

項目＼樣本 Site 2－1 Site 2－2 Site 2－3 Site 2－4 Site 2－5 Site 2－6 

潮汐 
潮差 中潮 大潮 

潮汐 乾潮 滿潮 

水域類型與 

相對位置 

開放水域 

紅樹林附近 

封閉水域 

漁港內水體 
開放水域 

開放水域 

出海口 
開放水域 開放水域 

pH 值 7.85 8.39 7.91 8.25 8.59 8.40 

導電度（稀釋四倍） 

（μS / cm） 
799 4105 385 4209 4155 4533 

動、植物纖維（個） 145 140 65 97 55 60 

人造纖維（個） 157 80 37 10 7 0 

塑膠碎片（個） 7 100 7 7 2 0 

總計（個） 309 320 109 114 64 60 

（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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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海水的主導與微塑膠 

  Site 2－4 依據 pH 值與導電度的數值來看，該水體為河水主導，而微塑膠含量較多；Site 2－5、Site 2－6 

依據 pH 值與導電度的數值來看，該水體為海水主導，而肉眼難以辨識的微塑膠含量較少，約為河水主導時的

五分之一倍，可見潮汐確實有清潔河口的功能。但我們也發現，潮汐卻也可能帶來其他地區，大小約 2~5mm

的塑膠顆粒。 

二、紅樹林的「清潔作用」 

  Site 2－1、Site 2－3 皆為河水主導的水體，且僅距離不到 300 公尺處，但微塑膠竟相差近三倍。我們推

測，這可能跟 Site 2－1 周遭有片紅樹林有關，依據文獻指出，紅樹林的根系降低了水流速度，讓水中的微塑

膠沉積，我們的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一致，除此之外，在比較 Site 2－1 與 Site 2－3 的數據比較可看出，稍遠

離紅樹林的 Site 2－3，水體中的微塑膠濃度明顯較低，可見紅樹林有清潔水體的功能。 

三、塑膠顆粒的來源 

  在初探採集時，我們在麗水漁港的岸邊發現一片遍佈塑膠顆粒(如圖六)的高地，大多直徑約 2～5 mm ，

符合微塑膠之定義內。這引起我們的好奇他的來歷，猜測源當初自於上游，經由海流帶至河口堆積，於是我們

實際往上游探索是否也有類似之顆粒，卻未發現任何顆粒，我們因此推測有可能是被海流帶至岸邊堆積。 

 

圖五：塑膠顆粒（依風化程度排序） 

  我們上網查詢相關資料，同時也向相關領域之研究學者孔燕翔教授進行通信討論，並查詢文獻後得知，有

數顆深黃色的塑膠顆粒微風化嚴重，間接證實該物並非河流挾帶而是海流所帶來(Bárbara 等人，2021)，因此更

加確認這些塑膠顆粒很可能是海流所帶來。 

  為了知道臺灣西部的海流流況，我們向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取得 2020 年數日的岸基雷

達測資料，透過觀察海流的流向討論挾帶微塑膠的可能，我們發現在大多數情形下，在滿潮之時，臺灣北部的

海流會南下，臺灣南部的海流則會北上，經台南、雲林沿海地區再流到中部海岸，換言之，臺灣中部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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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學組 成果報告表單 

臺灣北部與南部海漂微塑膠的累積地點。 

         

圖六：2020 年 2 月 10 日的岸基雷達測資料 

（左圖為 05 時的海流平均流向，05:40 為乾潮；右圖為 11 時的海流平均流向，11:48 為滿潮）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河由上游至下游，微塑膠含量會隨著人口密度提高與持續加入的微塑膠而有增加的趨勢。 

2. 海水會「清潔」河口附近的微塑膠，但也帶來其他地區的塑膠顆粒。 

3. 紅樹林會攔截海水中的微塑膠，而對於水體有清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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