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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影片發現了海平面上的垃圾居然有幾個臺灣的大小，也好
奇平時吃的魚類體內是否有這些海洋垃圾，我們就想了解海洋
垃圾對魚類的影響，並製作了一篇有關海洋垃圾與塑膠微粒的
小論文。

一、了解海洋垃圾對於捕撈作業的影響與海洋的破壞狀態。
二、捕撈魚群體內的攝入塑膠微粒來了解魚群體內塑料的分佈

與狀態。
三、了解魚類體內的塑膠微粒的狀況，並想了解魚類偏向誤食

何種塑膠微粒，並分析結果，探討原因。

研究分析與結果

【海洋漁業捕獲垃圾討論】

圖一：摩洛哥漁船於地中海十次捕撈作業

圖二：漁獲量和垃圾量波動度比較

由右圖一在地中
海中進行10次捕
撈作業後獲得的
數據中，漁獲量
以及垃圾量的比
較，其中可以看
出，幾乎每次進
行捕撈作業時，
都會有不少垃圾
含量，某次的捕
撈作業中垃圾量
竟然高達總捕撈
量的67 %。幾乎
可以證明海洋垃
圾在海洋捕撈作
業中已經是無法
避免的困境。相
較之下，垃圾捕
撈量波動度小於
魚群捕獲的波動
度，如圖二，可
推斷出海洋垃圾
分佈已經普偏分
散在海洋各處。

【探討錫河中的魚種攝入之塑膠微粒】

攝入塑膠微粒比例最少的暹羅長背魮，棲息在河川中、底層水
域，並以浮游植物等為食。從此資料可以推測出攝入塑膠微粒
比例高的魚種幾乎都是生存在河流與池塘等淺水區，攝入塑膠
微粒比例低的則是生存在深海區。

【魚群體內塑膠微粒顏色與顆粒大小、形狀分佈】

由左圖四可以看出在顏
色方面，藍色塑膠微粒
佔魚類攝取百分比的大
部分，56.9%，紅色則
是第二多，佔 15.3%從
形狀和尺寸方面來看，
纖維狀佔了86.9%，幾
乎佔了絕大多數，而大
於0.5mm的塑膠微粒佔
了快一半(47.5%)。從中
可以了解到，大多數的
魚類都比較會誤食藍色
且較大顆的纖維狀塑膠
微粒，發現到因為這些
魚種捕食的獵物通常為
小型浮游生物、甲殼生
物，造成魚類混淆，進
而造成誤食。

研究結論和建議
經過這次小論文製作過程中，我們從中發現到垃圾已經嚴重
影響海洋的生態，會造成捕魚產業的衝擊，而海洋中的塑膠
微粒被魚類誤食的機率高達50％以上，會使平常食用的魚類
造成一定的安全隱憂，更進一步可能會危害我們的生命，而
經過討論和統計圖表後，我們總結出了以下四點結論：

一、經統計幾乎所有的捕撈作業皆會有人為垃圾的存在，每
次捕撈作業垃圾總重量平均佔比有 19%，意味每次出海
若捕撈一公噸魚貨，其中含有 190公斤的垃圾，可見其
垃圾已經對海洋造成嚴重的影響。

二、從不同魚種攝入的塑膠微粒之比例圖中發現，採樣的魚
群中有50%以上的樣本體內有塑膠微粒存在，等同於捕
獲100條魚中有50條以上的魚類體內含有塑膠微粒，由
此可見塑膠微粒已嚴重地侵蝕到了海洋生態。

三、從不同魚種攝入塑膠微粒的比例圖中發現攝入塑膠微粒
比例最高的魚種，大多棲息在河流、池塘等淺水區；而
攝入塑膠微粒比例低的魚種，像是暹羅長背魮，大多棲
息在深水區，也可以推論出淺海的塑膠微粒情況嚴重。

四、從魚類體內塑膠微粒的形狀、大小顏色的資料中發現大
部分魚類比較容易誤食藍色且較大顆的纖維狀塑膠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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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不同魚種是否攝入塑膠微粒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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