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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使用環保署 109 年公布『水中微型塑膠檢測法-熱觸法』來確認塑膠微粒的數量，我

們將海沙中塑膠微粒殘留量洗出來，分別用 18 目和 150 目不銹鋼濾網去區分塑膠微粒大小，

發現塑膠微粒殘留量和海灘清潔度無關。而青洲濱海休憩區的的塑膠微粒分布則和人為使用

較有相關，潮間帶的塑膠微粒數量少於非潮間帶，推論塑膠微粒可能經由洋流帶入海洋。反

觀鎮海公園的塑膠微粒，因海灘面放消波塊使海岸形成多個內灣型態，潮間帶的塑膠微粒數

量多於非潮間帶，且大多分布於表層，若能加以清潔潮間帶，應可以大大降低塑膠微粒量。

我們建議應該對海灘上的塑膠微粒長期觀測，降低塑膠微粒進入海洋，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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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去年我們在學校有上一堂國際教育講座課，是介紹塑料的一生，三個塑膠瓶從製程到最

終到哪去？一號瓶最後被丟棄在垃圾掩埋場，當很多垃圾被擠壓後遇到雨水，其中水分子和

塑膠瓶的化合物產生有些含有劇毒的水，流入土壤河流中，產生塑膠微粒汙染土質，進而汙

染環境。二號瓶被丟棄於溪水中，流入大海，最終積聚到「太平洋垃圾帶」，產生塑膠微粒讓

魚吃，人類不知不覺又將於吃下肚。三號瓶被回收，最後被擠壓變薄薄片，經過清洗和熔解

又變成可再次利用的原物料。我們對塑膠微粒如此容易產生非常震驚，後來又看到許多新聞

寫到愛吃海鮮的台灣人，平均一年可以吃進 1.6 萬個微塑膠，相當於是一根塑膠吸管。所以

讓我們更想進一步了解塑膠微粒對我們生活周遭的影響。大鵬灣是全台最大的內灣，那灣內

的沙是否會因為地形使塑膠微粒含量更多呢? 

  

 

 

 

東港海邊衛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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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評估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及鎮海公園的清潔海岸指數。 

二、探討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內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多寡。 

三、探討東港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多寡。 

四、比較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和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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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玻璃瓶 蒸餾水 培養皿 

   
燒杯 過濾篩網 濾紙 

   
鹽巴 空心不鏽鋼管、刮刀 解剖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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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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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探討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

微粒多寡? 

 

提出問題 

蒐集並參考資料 

設計實驗架構 

進行實驗 

塑膠微粒的收集 

(取沙) 

實驗二：探討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

區內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多寡? 

 

 

   討論結果、撰寫實驗報告 

 

潮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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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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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

區 

實驗一:評估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及鎮海宮的清潔海岸指數 

實驗四: 比較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和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多寡 



5 
 

二、文獻探討 

(一) 所謂塑膠微粒: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的定義，是指粒徑小於 5 毫米（mm）之微

小塑膠碎片，可能是原本製成就很小的初級塑膠，或是從較大塑膠分解而來的次級塑膠，

常見型態有顆粒、碎片、薄片與纖維等。 

(二)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的『水中微型塑膠檢測方法-熱觸法(NIEA M909.00C)』，我們

得知，將待測物先以金屬探針加熱至針尖變紅呈熱針狀態，碰觸纖維狀、微粒或碎片等，

若非塑膠物質如鹽類或泥沙可能因金屬探針碰觸而破碎，此時可判定為非塑膠。若熱探

針靠近再碰觸纖維狀、微粒或碎片等，有捲曲或熔化時即判定為塑膠（塑膠遇熱捲曲）。 

 

圖一: 三種塑膠纖維檢測作法及優缺點比較 

(三) 據 Aiken Besley 等人(2017)發表的一篇文獻「沙灘沙中微量塑料定量取樣和提取方法」，

取沙位置分別為潮間帶 A、高潮沉積線 B、休憩區 C 以及上濱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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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步驟 

(一) 實驗一: 評估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及鎮海宮的清潔海岸指數 

1. 根據清潔海岸指數來評估海灘的清潔度（Alkalay等，2007），將海灘從乾淨到極髒，我們

取其視覺評估先來比較兩處的等級。 

表一: 清潔海岸指數的值、等級和視覺評估（Alkalay等，2007）。 

值 等級 視覺評估 

0–2 很乾淨 沒有看到碎片 

2–5 清潔 大面積未見碎屑 

5-10 中等 可以檢測到幾塊碎片 

10–20 髒 岸上有很多雜物 

20+ 極髒 大部分海灘被塑料覆蓋 

          

(二) 實驗二: 取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內的沙及鎮海宮旁的沙，進行塑膠微粒的量測。 

1. 取沙位置: 在整個海灘段，我們取4區，分別為A區潮間帶(在高潮和低潮之間)、B區高潮線

(高潮沉積線)、C區休憩區(玩沙人潮較多位置)、D區上濱區(距沙丘45m，玩沙人潮較少處)。 

表二: 取沙位置經緯度(衛星定位) 

地區 位置 經度 緯度 

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 

A 120.454767
。

E 22.445753
。

N 

B 120.454806
。

E 22.445753
。

N 

C 120.454893
。

E 22.446209
。

N 

D 120.454912
。

E 22.445935
。

N 

鎮海宮 

A 120.439229
。

E 22.461362
。

N 

B 120.439491
。

E 22.461495
。

N 

C 120.439583
。

E 22.461539
。

N 

D 120.439714
。

E 22.461600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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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沙方法 

以內徑 6 公分、高 5 公分不銹鋼管 4 個相接，將其錘入取沙點 20 公分，將周圍沙挖除以

刮刀插入底部完成取沙。再把不銹鋼管依序拆除，再將其 4 個深度沙分別裝入透明玻璃罐內，

後以蒸餾水沖不銹鋼管壁，把餘沙也沖進玻璃罐中，保存於室溫下。 

   

將不鏽鋼管錘入取沙點 將不鏽鋼管錘入取沙點 將周圍沙挖除 

   

以刮刀插入底部完成取沙 將沙分別裝入透明玻璃罐 把餘沙也沖進玻璃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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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塑膠微粒過濾 

首先使用飽和食鹽水加入玻璃瓶中，經劇烈搖晃後靜置 24 小時，再將上半層的溶液倒入

過濾篩網中。篩網共 2 層，篩網孔目大小由上到下依序為 1.0 mm（Mesh No. 18）、0.1 mm（Mesh 

No. 150），以此作為微塑膠顆粒大小分類之標準。為降低誤差，再將第一次過濾後的樣品(沙)

再倒入飽和食鹽水，搖晃後靜置 5 分鐘，進行第二次的過濾。以上提取塑膠微粒步驟再重複

三次，總共 5 次的過篩塑膠微粒，以確保塑膠微粒皆有完全提取，並且降低誤差。過篩後的

篩網上有塑膠微粒，以大量蒸餾水沖釋洗淨於濾紙上，再將濾紙放入烤箱中以 50℃溫度將水

分蒸乾。 

   

調配飽和食鹽水 將飽和食鹽水倒入沙瓶中 取沙瓶上半層的溶液過濾 

   

再用蒸餾水沖洗篩網 放置烤箱，蒸乾水分 顯微鏡下找塑膠微粒 

 

4.塑膠微粒的統計 

我們先用肉眼看看濾紙上是否可以發現纖維狀、微粒或碎片等微型塑膠，但是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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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濾紙上面皆無明顯可見的微型塑膠，所以我們用解剖顯微鏡觀察，發現很多纖維狀的物

質，我們用加溫後的針去觸碰，發現纖維都會捲曲，即可確認此纖維為微型塑膠。我們就在

顯微鏡下做數目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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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 實驗一: 評估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及鎮海宮的沙灘清潔度。 

(一) 實驗方法：根據海灘的清潔度（Alkalay等，2007），將海灘從乾淨到極髒，我們取其視覺

評估先來比較兩處的等級，如下表。 

沙灘 

項目 
青洲濱海休憩區 鎮海公園 

清潔海岸指

數值 
2–5 10–20 

清潔度等級 清潔 髒 

視覺評估 大面積未見碎屑 岸上有很多塑膠繩、垃圾袋、塑膠杯 

海岸照片 

  

海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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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照片 

  

(二) 小結： 

1. 根據海灘的清潔度評估，青洲濱海休憩區大面積未見碎屑，清潔度等級為「清潔」，

清潔海岸指數值為「2-5」。 

2. 根據海灘的清潔度評估，鎮海公園岸上有很多塑膠繩、垃圾袋、塑膠杯，清潔度等

級為「髒」，清潔海岸指數值為「10–20」。 

3. 根據上述兩者判斷，青洲濱海休憩區的海灘清潔度優於鎮海公園。 

二、 實驗二：探討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內的沙內含塑膠微粒 

(一) 實驗方法：依照不同位置取沙點，濾紙上殘留之塑膠微粒以熱觸法測驗，並在顯微鏡下

拍照，整理出塑膠微粒的總數如下表。 

                  取沙位置 

青洲濱海休憩區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合計 

取沙深度 塑膠微粒大小 

0~5 cm 

≧1.0 mm 23 15 34 9  

≧0.1mm 40 37 124 24  

總數 63 52 158 33 306 

5~10 cm 

≧1.0 mm 33 26 15 14  

≧0.1mm 78 78 87 38  

總數 111 104 102 52 369 

10~15 cm 

≧1.0 mm 27 12 18 22  

≧0.1mm 89 37 78 60  

總數 116 49 96 82 343 

15~20 cm 

≧1.0 mm 41 17 26 58  

≧0.1mm 83 38 92 103  

總數 124 55 118 161 458 

合計 414 260 47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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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沙

位置 

青洲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取沙深

度 

塑膠

微粒

大小 

0~5 cm 

≧1.0 

mm 

    

≧0.1 

mm 

    

總數 63 52 158 33 

5~10 cm 

≧1.0 

mm 

    

≧0.1 

mm 

    

總數 111 104 102 52 

10~15 cm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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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m 

    

總數 116 49 96 82 

15~20 cm 

≧1.0 

mm 

    

≧0.1mm 

    

總數 124 55 118 161 

合計 414 260 474 328 

 

(二) 小結： 

1. A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15~20cm >10~15 cm>5~10 cm>0~5 cm，以越深層的塑

膠微粒總數較多，表層較少。 

2. B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5~10 cm>15~20 cm>0~5 cm>10~15 cm，其中以取沙深

度 5~10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104 個為最多，其餘皆為 50 左右無顯著差異。 

3. C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0~5 cm>15~20 cm>5~10 cm>10~15 cm，其中以取沙深

度 0~5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158 個為最多。 

4. D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15~20 cm>10~15 cm>5~10 cm>0~5 cm，以越深層的塑

膠微粒總數較多，表層較少。 

5. 以取沙位置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C 區(474)>A 區(414)>D 區(328)>B 區(260)，以 C 區

休憩區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多。 

6. 以取沙深度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15~20 cm(458)> 5~10 cm(369)> 10~15 cm(343)> 0~5 

cm(306)，以取沙深度 15~20 cm 底層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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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內的塑膠纖維顏色多樣，有白、透明、黃、藍、黑、紅等，

尤其是白、透明、黑居多，因為白色及透明不易統計，所以我們不列入計算。 

三、 實驗三：探討東港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微粒 

(一) 實驗方法：依照不同位置取沙點，濾紙上殘留之塑膠微粒以熱觸法測驗，並在顯微鏡下

拍照，整理出塑膠微粒的總數如下表。 

                  取沙位置 

鎮海公園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合計 

取沙深度 塑膠微粒大

小 

0~5 cm 

≧1.0 mm 60 42 51 23  

≧0.1mm 57 37 56 18  

總數 117 79 107 41 344 

5~10 cm 

≧1.0 mm 31 47 19 42  

≧0.1mm 34 48 30 60  

總數 65 95 49 102 311 

10~15 cm 

≧1.0 mm 53 53 22 15  

≧0.1mm 56 33 67 66  

總數 109 86 89 81 365 

15~20 cm 

≧1.0 mm 25 27 21 16  

≧0.1mm 80 36 36 23  

總數 105 63 57 39 264 

合計 396 323 30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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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沙位置 

鎮海公園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取沙

深度 

塑膠微

粒大小 

0~5 

cm 

≧1.0 

mm 

    

≧0.1mm 

    

總數 117 79 107 41 

5~10 

cm 

≧1.0 

mm 

    

≧0.1mm 

    

總數 65 95 49 102 

10~15 cm 

≧1.0 

mm 

    

≧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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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109 86 89 81 

15~20 cm 

≧1.0 

mm 

    

≧0.1mm 

    

總數 105 63 57 39 

合計 396 323 302 263 

 

(二) 取沙位置圖 

  

當日取沙時

恰好為漲潮

時，因此取

沙位置為圖

示沙洲 

(三) 小結： 

1. A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0~5 cm>10~15 cm>15~20 cm>5~10 cm，其中以取沙深度

0~5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117 個為最多。 

2. B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5~10 cm>10~15 cm>0~5 cm>15~20 cm，其中以取沙深度

5~10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95 個為最多。 

3. C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0~5 cm>10~15 cm>15~20 cm>5~10 cm，其中以取沙深度

0~5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107 個為最多。 

4. D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5~10 cm>10~15 cm>15~20 cm>0~5 cm，其中以取沙深度

5~10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102 個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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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取沙位置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A 區(396)>B 區(323)>C 區(302)>D 區(263)，其中以 A 區

潮間帶的塑膠微粒總數最多，D 區上濱區的塑膠微粒總數最少。 

6. 以取沙深度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10~15 cm(365)> 0~5 cm(344)> 5~10 cm(311)> 15~20 

cm(264)，除了取沙深度最底層 15~20cm 的塑膠微粒總數少於 300，其餘皆在 300 以上。 

塑膠纖維顏色有白、透明、黃、藍、黑、紅等，尤其是白、透明、黑居多。因為白色及

透明不易統計，所以我們不列入計算。 

 

四、 實驗四：比較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和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多寡 

(一) 實驗方法：比較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和鎮海公園的依照不同位置取沙點，在濾紙上殘

留之塑膠微粒以熱觸法，整理出塑膠微粒的總數如下表。 

      取沙位置 

取沙地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青洲濱海休憩區 414 260 474 328 

東港鎮海公園 396 323 302 263 

塑膠微粒總數相減 

(青洲濱海休憩區-東港鎮海公園) 

18 -63 172 65 

(二) 小結： 

1. B 區高潮線的塑膠微粒總數東港鎮海公園 323 個>青洲濱海休憩區 260 個。 

2. A 區、C 區和 D 區皆是青洲濱海休憩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大於東港鎮海公園，尤其是

C 區休憩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多了 172 個。 

3. 因此推論，海灘清潔程度與塑膠微粒的殘留量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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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一、 根據海灘的清潔度評估，青洲濱海休憩區的海灘清潔度優於鎮海公園，這跟我們場勘時

的觀察不一樣，詢問當地工作人員得知實驗當日青洲濱海休憩區才剛做清潔整理的工作，

因此視覺評估海灘清潔度較為乾淨。 

二、原本以為視覺評估的海灘清潔度與塑膠微粒總數會有正相關，結果根據實驗二和實驗三

的結果比較青洲濱海休憩區和東港鎮海公園的取沙位置塑膠微粒總數發現，除了 B 區高

潮線的塑膠微粒總數東港鎮海公園 323 個>青洲濱海休憩區 260 個，其餘 A 區、C 區和 D

區皆是青洲濱海休憩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大於東港鎮海公園，尤其是 C 區休憩區的塑膠微

粒總數多了 172 個。因此得知，海灘清潔程度與塑膠微粒的殘留量無關。 

三、實驗二中 A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15~20cm >10~15 cm>5~10 cm>0~5 cm，以越深

層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多，表層較少，推測可能原因是 A 區位於潮間帶，受海浪影響較大，

而海浪衝擊沙灘時會帶走表層垃圾，也因此表層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少。 

四、實驗二中 B 區的塑膠微粒內含大量鋁箔，推論此鋁箔應該是從鋁箔包，經由海水大量沖

刷而來。而鋁箔包的材質是由一層鋁箔、兩層紙、四層塑膠所合成，這七層材質要用聚

合劑使它們貼黏。難怪這種複合材質是難以資源回收。 

五、實驗二中 C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0~5 cm>15~20 cm>5~10 cm>10~15 cm，其中以

取沙深度 0~5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158 個為最多，平均塑膠微粒的總數為 118 個。推測休

憩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多的原因是因為人潮較多，大部分的遊客會在此休憩，因此塑膠垃

圾的殘留量也最多。 

六、實驗二中 D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15~20 cm>10~15 cm>5~10 cm>0~5 cm，以越深

層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多，表層較少。堆測可能原因為此區為上濱區，離沙丘較近，受風

力的影響較大。 

七、實驗二中以取沙深度分析，越深層塑膠微粒總數較多，海灘表層較少，我們推論和國家

公園有規律清潔有關。 

八、實驗三中 A 區的塑膠微粒總數，取沙深度 0~5 cm>10~15 cm>15~20 cm>5~10 cm，其中以

取沙深度 0~5 cm 的塑膠微粒總數 117 個為最多，與實驗二的結果不同，推測可能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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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鎮海公園的沙灘外有放消波塊，因此沙灘會形成一個類似內灣的型態，海水衝擊較

小。且當日的取沙位置為突起沙洲，位置 A 區本來就不易被海浪衝擊，故表層塑膠微粒

總數較少。 

     

九、實驗三中以取沙深度分析，皆為接近表層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多。我們推論和海灘清潔度

有相關。於鎮海公園的沙中有非常多的膠帶和魚線，推論和漁民出海捕魚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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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 根據海灘的清潔度評估，青洲濱海休憩區優於鎮海公園。 

二、 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內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分析如下： 

(一) 以取沙位置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C 區(474)>A 區(414)>D 區(328)>B 區(260)，以 C 區

休憩區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多。 

(二) 以取沙深度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15~20 cm(458)> 5~10 cm(369)> 10~15 cm(343)> 0~5 

cm(306)，以取沙深度 15~20 cm 底層的塑膠微粒總數較多。 

三、 東港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微粒分析如下： 

(一) 以取沙位置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A 區(396)>B 區(323)>C 區(302)>D 區(263)，其中以

A 區潮間帶的塑膠微粒總數最多，D 區上濱區的塑膠微粒總數最少。 

(二) 以取沙深度的塑膠微粒總數比較，10~15 cm(365)> 0~5 cm(344)> 5~10 cm(311)> 15~20 

cm(264)，除了取沙深度最底層 15~20cm 的塑膠微粒總數少於 300，其餘皆在 300 以

上 

四、 除了 B 區外，大鵬灣青洲濱海休憩區內的沙內含塑膠微粒皆高於鎮海公園的沙內含塑膠

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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