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2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塑膠「微」機真的懂?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塑膠汙染是近年大家耳熟能詳的環境議題。洗面乳內的塑膠微粒，更是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

的議題。雖然目前臺灣已經禁止使用塑膠微粒，但禁用柔珠=解決危機？如果你的回答是

「是！」，那透過這次「這樣教我就懂」，將會讓你對塑膠「微」機大大改觀！ 

 

你真的知道「微」機哪裡來? 

洗面乳內的柔珠是大家最熟知的微塑膠來源，但是事實上在海洋微塑膠中，柔珠竟然只佔了

不到 1%！首先我們要知道多小的塑膠才可以被稱為微塑膠(Microplastics)。根據定義，小於 5

毫米的塑膠，才能被稱為微塑膠。而根據微塑膠進入海洋的形式不同，還可以細分為初級微

塑膠和次級微塑膠。初級微塑膠一開始就以小顆粒的形式進入海洋，像是我們最熟悉的洗面

乳內的柔珠，就是屬於初級微塑膠的其中一種來源。次級微塑膠則是進入海洋之後才碎裂成

微塑膠。根據科學家的估計，我們每年約排放 950 萬噸的微塑膠進入海洋，其中僅有 150 萬

噸是初級微塑膠，剩下的 800 萬噸都是屬於次級微塑膠的形式。 

 

禁用柔珠=解決危機? 

而就算在初級微塑膠中，柔珠竟然也不是初級微塑膠最主要的來源(圖一)。最大宗的初級微

塑膠來源可能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然是來自於大家每天都在做的事—洗衣服！現在市面上

有許多人造纖維的衣物，這些衣服在每次清洗時，都會釋放出幾十萬條微纖維。有科學家估

計，每 6 公斤的衣物，在 1 次清洗竟然就能產生 60 萬條微纖維！第 2 大來源則是來自橡膠輪

胎，車輛行駛時，輪胎不斷磨損所產生的。第 3 大來源，則是來自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有的

塑膠製品使用時碎裂產生的。而大家最熟悉的柔珠呢？僅僅只佔了不到 2%。這些微塑膠都和

柔珠一樣，無法在下水道被過濾、攔截，最後都會直接被排入廣大的海洋中。也就是說，大

家可能都在不知不覺中，不斷的在污染我們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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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初級微塑膠來源 

 

「微」害從食物鏈底層開始? 

浮游動物位於海洋食物鏈的底層，是許多海洋生物的主要食物。若是位於食物鏈底層的浮游

動物都會吃到微塑膠，那微塑膠的危害就會隨著食物鏈的累積，影響到許多海洋生物，甚至

是位於食物鏈頂端的「人類」！雖然這是個不願面對的現實，擔憂卻已然成真，已有許多研

究發現浮游動物確實會食入微塑膠(圖二)，而且可能會造成許多「微」害。藤壺的幼體也是

浮游動物的一種，而且也是最容易吃到微塑膠的濾食性生物，因此常被做為海洋污染的研究

物種。接下來我們就透過臺灣的研究，來窺探微塑膠的「微」害！ 

 

圖二、浮游動物食入不同大小的螢光微塑膠 

 

跨世代「微」機? 

研究透過餵食藤壺幼體吃不同大小(1.3、7.3、10.6、19.0μm)、濃度的微塑膠，並觀察藤壺是

否會發生死亡、成長遲緩、畸形、活動力下降等狀況(圖三)。結果卻相當出乎意料之外，不

管是哪個大小的微塑膠都不會對第一代藤壺造成傷害，不管是幼體或是成體，都不會死亡，

也能順利長大。但是，吃了較小顆粒微塑膠的藤壺(1.3、7.3μm)，其生出的下一代幼體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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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比沒有吃微塑膠的藤壺(對照組)高出 3 倍之多！也就是說雖然在第一代看不出「微」害，

其影響卻可能跨世代，危害到下一個世代，而且越「微」越有害！ 

 

圖三、微塑膠對藤壺生活史之影響 

 

「塑」便會宿便? 

除了危害之外，另一個大家最在意的問題，大概就是到底吃下去之後能不能將微塑膠排出體

外？許多研究發現，顆粒越大的微塑膠，排出體內的速度越快(圖四)，但是小顆粒的微塑膠

卻會殘留在體內好幾天的時間。尤其是當微塑膠碎裂成奈米塑膠(nanoplastics)時，甚至能穿透

細胞，進入血液循環系統，被人體器官吸收，甚至累積！而這也可能就是越小的微塑膠，「微」

害越大的原因。 

 

圖四、浮游動物排出糞便中含不同大小微塑膠 

 

雖然目前已有許多生物實驗，但是現階段仍然缺乏人體實驗，所以微塑膠究竟對人類有沒有

「微」害，其實還是很難下結論。但希望透過這次的「這樣教我就懂」，能讓大家對微塑膠

有更深入的了解，進而可以更加關心這個議題。最後建議大家可以盡量購買純棉衣物，做好

塑膠垃圾的管理，參與淨灘等，希望有一天可以真正解除「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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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沒按照本競賽官網提供「表單」格式投稿，不予錄取。 

2. 建議格式如下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

得低於 10pt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