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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因 
赤潮，又名紅潮，在國際上亦稱為有害藻華或紅色幽靈，是一種水華現象。它是海洋

災害的一種，是由海洋中大量的浮游植物、原生動物或細菌，在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

下突發性繁殖且高度密集，導致海水顏色異常。發生赤潮時，通常根據引發赤潮的生

物的數量、種類使得海水呈現紅、黃、綠和褐色等。赤潮又分為有毒和無毒兩種，有

毒藻類分泌的毒素又可分為麻痹性貝毒、神經性貝毒和下痢性貝毒。有的毒素可以直

接毒殺魚蝦貝蟹等海洋生物，再通過食物鏈的作用導致人體中毒。無毒藻類雖不產生

毒素，但能消耗水體中的氧氣，使海洋生物缺氧死亡。在正常情況下，海洋中的營養

鹽（氮、磷）含量較低，往往成為浮游植物生長的限制因素。但當大量污水、工業廢

水（主要是食物、印染、造紙等有機廢水）和農業含化肥廢水排入海域，赤潮生物便

吸收氮、磷、碳等營養元素，大量繁殖和聚集。形成赤潮的自然因素包含海區的自然

地理、地形特徵和水文、氣象、海流等海況。出現無氧缺氧水體、強颱風、大暴雨之

後， 鹽度下降，氣溫、水溫、氣壓升高，均可成為赤潮形成的條件。淡水中的江河湖

泊也會出現水色變紅的現象，通常稱它為「水花」或「水華」。實際上這種現象造成的

危害是很大的，尤其是海洋里的赤潮，比江河裡的危害更大。關于赤潮發生的動機至

今尚無定論，但是發生的首要條件是赤潮生物增殖到一定的密度，否則盡管其他因子

都適宜，也不會發生赤潮。 
 
貳、危害                                                                                                                                                  

赤潮發生時，海水黏稠性會增加，帶有異味。顏色取決於生物的種類。據報導,全世界

赤潮生物的種類約有 50~150 種。赤潮一般發生在沿岸、海灣，而海產養殖場往往就位

於這些地方，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對人類身體健康有極大危害，更甚中毒或死亡。以

下為赤潮主要的危害(至今尚無定論)： 
(1)破壞其他海洋生物的餌料成分，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2)大量繁殖的赤潮生物死亡後會消耗海水中的氧含量並產生硫化氫，危害其他生物 
(3)異常大量繁殖的赤潮生物及其黏稠物堵住其他生物的呼吸器官，造成窒息死亡 
(4)赤潮生物死亡後會引起大量細菌的繁殖，細菌所含的毒素可造成危害 
(5) 有的赤潮種類，如殺魚費氏藻（學名：Pfiesteria piscicida），不但會釋放毒素毒害魚

類，而且會直接接觸魚體噬食魚肉 
(6)此類海產若食用會導致人類中毒或致死  

(7) 這些赤潮破壞海洋生態結構，導致海洋食物鏈的局部中斷 

 

 
 
 
 
 
 



   
 

   
 

參、調查及統計 
• 美國佛羅里達州數百條沿海鯊魚近日為了逃離有毒赤潮，紛紛湧進一條   運河避

難。多位居民捕捉到不尋常的畫面：窄頭雙髻鯊、黑邊鰭真鯊、鉸口鯊、檸檬鯊這些

海裡生物竟在他們家附近水域現蹤。佛羅里達州近幾年爆發由腰鞭毛藻引起的「赤潮

危機」，海洋生物學家指出今年災情格外慘 重。佛羅里達州魚類和野生動物委員會

（FFWC） 報告顯示，上週 9 個郡發生魚類死亡事件、5 個郡出現赤潮造成居民呼吸窘

迫的案件。 

 
 
• 根據《KNOWING》報導，每年 4 月至 9 月馬祖出現渦鞭毛藻在夜間發出螢光，因將

海水染成藍色，被當地人稱為藍眼淚。該現象其實是甲藻的生物發光現象，甲藻因感

受到環境變化發出螢光。研究指出，當甲藻繁殖過多形成赤潮時，藻類易附著在魚鰓

上，造成魚類窒息死亡，而甲藻死亡後，會分解產生屍鹼和硫化氫，並滲出高濃度的

氨、磷，這讓海水容易變質，對生態造成危害。海大教授蔣國平說，初步證實夜光蟲

會大量出現，是植物性浮游生物所誘發，為一自然界微生物食物網循環所致的物種交

替現象，非海域污染生物，更不應該視為有害的赤潮生物。 

 



   
 

   
 

 
• 2021 年日本北海道自 9 月起在太平洋沿岸爆發史上最大規模赤潮危機，包括海膽、

鮭魚等海洋生物大量死亡，且海產價格飆漲，成長幅度近 5 成，根據研究，赤潮一般

發生在溫度溫暖的海域。但這次卻罕見地發生於海溫偏低的北海道，研究學者發現北

海道海中有「凱倫藻」的浮游植物，而此藻類又常出現在低溫海域，這便是北海道赤 
潮發生的原因。 

  

 
肆、當前解決方法 
關於赤潮的治理方法已有許多種，如工程物理方法、化學方法及生物學的方法，而物

理法—國際上公認的一種方法是撒播黏土法。中國科學院研究所的研究員俞志明帶領

著他的團隊按著黏土能夠有效去除污漬這個思路不斷地反覆實驗，便發現黏土低效能

的根源所在，由於黏土顆粒進入海中表面是帶負電，而赤潮生物也是帶負電，當兩者

皆是負電，便無法有效吸附沉澱至海底，團隊因此大膽假設將黏土表面改良一下，表

面由負電變為正電，試驗也相當成功，從 2005 年十多年間用這黏土改良術先後治理了

中國南京、秦皇及青島不同區域，而那些治理過的海產仍可繼續食用 

 
上圖:右為加入改性黏土；左為一般黏土；明顯看出效果 



   
 

   
 

 
效果極其明顯，赤潮髒污全都被吸附住亦沉澱至底部 
陸、探究心得 
張育瑄: 
經過這次的研究，讓我對赤潮的認知更加的熟悉，其實在這之前，我是不知道有赤潮

這種生態跡象的，第一次看到還以為是很漂亮的自然景觀，結果深入了解後才知道，

原來赤潮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生態危機，多少個養殖業損失慘重，還好目前有解決方法

可以緩解損失。雖然目前對於發生赤潮的原因尚無定論，但我個人認為，最大、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人為造成的，因為赤潮主要發生在氣溫較高的地區，而現在全球暖化日

漸嚴重，幾乎所有地區的氣溫都較以往的高，這樣一來，赤潮能發生的地域、面積以

及範圍也就更大了，所以想解決赤潮危機，不能只靠改性黏土，也要靠我們自己改善

全球暖化，進而降低赤潮的發生。 
 
黃微婷: 
藉由這一次的科學探究競賽，上網搜尋了大量有關於「赤潮」的深入了解，若是沒有

此機會我也沒有機會接觸到這領域的知識，經過探究從原本對赤潮一無所知，甚至當

初認為對我們來說毫無影響，到後來才發現事實完全顛倒，實則間接影響我們生活飲

食方面和經濟效益，對於赤潮的危機也不能置之不理，它影響廣泛，大眾或許覺得單

純物價上漲，但若嚴重些，有可能會造成通貨膨脹，全世界便會接連遭受波及，我亦

覺得人們有必要認知它的危害性，這和工廠排放汙水或家庭廢水，皆是緊密相連的，

我認為想要減緩赤潮帶來的危害，要從最基本的生活瑣事開始，來慢慢改善赤潮帶來

的海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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