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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以往海洋政策不廣泛下，生活在臺灣的我們對海洋的關係陌生。認識的海

洋僅是資源索取的場所，因此也對於海洋沒有更多的了解，陸地上的廢棄物都拋

棄至海洋，將海洋當作最終處置場，海洋環境也因為人為的破壞而開始改變，漁

獲量的減少，污染所造成的後遺症，開始影響島上居民生活。 

 

最近生活週遭大家都在注重、宣傳「環保」的觀念，在電視上，新聞媒體關

心日漸減少的南美洲的雨林面積、海水上漲，和全球暖化日益嚴重使得南極的冰

層越來越薄等。但除了陸地上的問題外，許多人卻忽視了佔全球面積 70%的海洋，

正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鄭懿君，2013）在 2015 年 8 月有人 PO 出影片，可

以看見一隻海龜鼻中有卡著東西且表情痛苦。後來研究人員試圖幫海龜拔出異物，

取出發現是一根長將近 10 公分的塑膠吸管，而 2015 年 12 月海龜保育團體「The 

Leatherback Trust」又貼出一支拯救海龜影片，這次卡的竟然是近 14 公分長的叉

子。 

生物學家推測，海龜可能是不小心誤食海洋垃圾想反芻吐出卻沒有從嘴巴出

來反而卡進鼻子。回想這影片的過程，海龜痛苦的神情深深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中，

數次躲避拒絕讓他們再繼續行動，鼻子也隨著異物的不斷流出血，不禁讓人心疼，

心疼因人類懶惰的隨手丟垃圾，造成無辜海龜的犧牲。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中，特別提到「海洋是地球維生系統不可分

割的一部份，是人類永續發展機會所在的最重要資產」。（楊 磊，2008）但如今

我們有些行為其實就是在恣意揮霍、破壞我們共有的寶藏。海洋的汙染包括海洋

垃圾、石油或金屬汙染對海中生物造成的威脅及危害，有鑒於海洋受污染的殘酷

現實，不希望再次看到海洋生物受傷的情景，和推動海洋保育，因此我們想探討

海洋汙染對海中生物造成的影響，加以預防。 

 

二、研究目的 

 

(一) 海洋汙染的種類 

(二) 對海中生物危害的影響 

(三) 造成海洋垃圾情況氾濫的主因 

(四) 如何減緩海洋垃圾及海洋汙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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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82）第一條的定義 

 

    海洋環境的污染是指「人類直接或間接把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其

中包括河口灣，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損害生物資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類健

康，妨礙包括捕魚和海洋其他正常用途在內的各種海洋活動，損壞海洋使用

質量及減損環境優美等有害影響。」(註 1)  

 

二、海洋汙染的種類  

 

 

 

 

 

 

 

 

 

 

 

 

 

 

 

 

表 2：海洋污染簡圖 

表 2 為作者自行整理 

 

（一）石油汙染 

 

石油汙染的發生源自於經過河流，向海洋注入的含油廢水，海上油船

漏油、排放還有油船發生事故造成漏油等等原因。自然生態方面，有開採

海底油田造成溢漏，逸入空氣中的石油烴最後溶解、氧化而沉降於海洋中

等因素。而每年進入海洋的石油烴更高達約 600 萬噸。 

 

 

 

 

海洋汙染 

 

物理性 

化學性 

水中頻率改變 

水溫溫差大 

優養化 有機物 

無機物 

重金屬 

放射性物質汙染 

石油及煤天然碳氫化合物 

人造碳氫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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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機物汙染 

 

    海洋有機物汙染是指河口靠近海的地方因為人們排放生活汙水、工業廢

水、農牧業排水和地面逕流汙水中含有過量的有機物質（如碳水化合物、蛋

白質、油脂、胺基酸、脂肪酸類等）和營養鹽（氮、磷）造成的汙染。是世

界海洋近岸河口普遍存在並且最早引人注意的一種汙染。有機污染物不會在

生物體內累積。通常在海水中排入適量的有機物和營養鹽，對生物的生長是

有利的，但過量排入則造成水體溶解氧的銳減或浮游植物的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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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 

氧化 

沉積 

乳化 

可消除洩入海中石油量的四分之

一～三分之一 

可自然分解 

但石油擴散速率＞自然分解速率 

石油溶解易被海中生物吸收 

水包油乳化可去除油汙 

水包油不穩定易消失 

經蒸發溶解後沉降於海底或飄浮

上海灘 

表 1：石油汙染擴張影響表 

表 1 為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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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物放大效應 

表 2 為作者自行整理 

 

（三）重金屬汙染 

 

    海洋的重金屬汙染主要分成兩類，一類是人為造成，另一類是天然造成。

（吳芳綺，2006）人為造成主要是因為排放工業廢水使鄰近河流水質惡化最

後又注入海洋。至於自然造成的因素包括地殼岩石風化、海底的火山噴發產

生許多火山灰影響水質和空氣還有陸地的水土流失直接注入海中，造成海洋

重金屬汙染的結果。目前汙染海洋的重金屬元素主要有汞、鎘、鉛、鋅、鉻、

銅等。工廠燃燒煤和石油釋放出的重金屬也會經由大氣輸送，汙染海洋。 

 

 

 

      圖 2 金屬汙染進入海洋生物鏈示意圖 

圖片來源：註 2 

 

（四）放射性汙染 

 

    海洋中的生物可以直接從海水攝食吸收核素，核素會沿著食物鏈轉移。

低等生物對輻射的抗性較強，而胚胎和幼體對輻射的敏感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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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上，有 71%被海洋覆蓋，海洋不但提供我們人類食物、交通運輸、也

主宰著地球的氣候 變化、物質循環及整個生態系的正常運作（李盈萱，2013）。

雖然海洋對我們的生活如此重要，但海洋仍不斷的被破壞，而生活在海洋的生物

生命也遭受到威脅，重要的海洋生物不但提供人類豐富的食物也藉由保護海岸、

分解廢棄物、調節氣候、提供新鮮空氣等，成為地球上最大的生命維生系統。 

 

三、汙染物對海中生物危害的影響 

 

（一）石油對海中生物的危害 

 

    石油形成的油膜會阻礙大氣與海水間的氣體交換，進而影響海面對輻射

的吸收。長期覆蓋在極地冰面的油膜，也使冰塊吸熱作用增強，加速冰層融

化。不僅造成海中生物生存環境改變，加速冰層融化也間接影響陸地上的人，

加劇全球溫度上升的情況。油膜減弱了太陽對海水的輻射，影響海洋植物進

行光合作用。油膜也會沾污海獸皮毛、海鳥羽毛，溶解體內的油脂物質，使

它們失去保溫、游泳、飛行等適應環境的能力。 

 

（二）有機物對海中生物造成的危害 

 

１、覆蓋，遮光 

 

    進入海洋的有機物常常漂浮或懸浮於海面，不僅提高海水的混濁度，

更影響海洋植物的光合作用和魚類的洄游，破壞產卵場。有些覆蓋力很強

的纖維素等有機物，更能使海洋動物窒息而死。 

 

２、耗氧 

 

    有機物在微生物分解的過程中會消耗大量氧氣。一旦大量有機物被排

放入海，促使水體優氧化，會導致海中生物慢慢的因為缺氧而逐漸死亡，

也減少了海中的生物多樣性，納海中生物組成只會變得簡單化。族群少，

污水生物又大量生長，常會干擾或破壞海洋生態平衡。 

 

３、致病，致毒 

 

    過量的營養鹽排入海洋，容易成為各種細菌和病毒的飼料使它們大量

繁殖，進而影響人類活動；或通過食物鏈藉由食物進入我們體內，引起各

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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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金屬汙染 

 

    在海流、波浪、潮汐的幫助下，隨海水運動，稀釋、擴散，能將重金屬

遷移很遠。重金屬在海水中能與無機、有機配位體配對而生成絡合物、螯合

物，使重金屬的溶解度增大。重金屬在海水中水解生成氫氧化物，或被水中

膠體吸附，容易在河口或是排放汙水的地方口沉積。 

 

    攝食豐富重金屬，又產生遷移，經浮游植物、浮游動物、魚類食物鏈逐

級放大，魚體內富含重金屬的濃度也越來越高。此外無機汞在微生物作用下

可轉化為毒性更強的甲基汞。對於陸地上的人類來說，若食用了體內含有重

金屬的海產品也可能引發多種疾病亦或罹患不少高風險。重金屬對生物體的

危害一般而言依次是汞、鉛、鎘、鋅、銅；有機汞、無機汞。 

 

（四） 放射性物質 

 

    海洋生物能直接從海水中攝食吸收核素，核素會沿食物鏈轉移。低等生

物對輻射的抵抗性較強，胚胎和幼體對輻射的敏感性高。無論是海洋生物或

是陸上生物主要都是藉由進食而攝入有放射性汙染的物質。他們對人體的影

響，主要是可以分成內輻射跟外輻射。内輻射的原因主要是吃了受汙染的海

產食物；外輻射的原因主要是在受汙染海域進行相關產業的作業或活動。影

響的程度取決於輻射劑量的大小、機體和環境狀況。 

 

四、造成海洋垃圾情況氾濫的主因 

 

    海中生物因誤食塑膠製品而死亡的事情時有所聞，造成海洋垃圾情況氾

濫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人類本身自己產生了太多垃圾。 

 

    的來源和人類活動有關，造成的原因包括垃圾掩埋不當或將垃圾（可能

是陸上垃圾或商船、漁船航行中產生的）丟到外海、廢機油處理不當以及廢

棄漁具所造成的「幽靈漁具」都是屬於人為產生的海洋垃圾，除此之外，每

逢颱風等天候不佳的狀況也會將沿海的垃圾捲入海中，造成海洋中充斥著人

類製造的垃圾這種結果。 

 

五、如何減緩海洋垃圾及海洋汙染情況 

 

    根據上點所提及的汙染物對海中生物危害影響，我們可以知道海洋垃圾

大部分是因為人類活動造成的，全世界的海洋有總計 5 兆件塑膠垃圾，對食

物鏈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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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有效減緩垃圾危害海洋生物，身為高中生的我們應做到這幾點： 

 

１、多使用可多次使用的環保袋。 

２、讓垃圾依循垃圾處理管道掩埋或焚化，不隨手拋棄以免垃圾被風吹落

河道流入海洋。 

３、避免拋棄式用品，例如拋棄式雨衣、免洗餐具。 

４、以不鏽鋼吸管替代塑膠吸管，環保袋取代一般塑膠袋，從源頭減少垃

圾量。 

 

    至於海洋汙染可以依循不將平常生活製造、工業製造還有船舶的廢汙水、

廢油、廢棄物等有害物質排入海洋中，不用船舶或海洋設施及其他方法從事

海洋從事海洋棄置或海上焚化以減少漏油風險。 

 

参●結論 

 

  筆者們對於海洋生態、環境、資源、物種的探究與了解，以及污染廢棄物的

處置，會因為海洋保護觀念的興起，而開始逐漸改善，雖然不時有污染事件的發

生，但海洋環境中生態破壞的情事，也漸漸有所改善。(註 3) 

 

這些海洋汙染還有垃圾的成因都是因為人類不當的使用資源一直的在破壞

環境也間接影響了海中的生物，甚至是自己，要停止繼續從事這樣的行為，人們

就應該好好想想。當我們看到海龜、海鳥甚至是鯨魚的肚子中、胃袋中塞滿了塑

膠袋，當下的感想是什麼？又當你看到，一群人幫海龜努力拔出鼻子中卡進的異

物，而牠那痛苦的神情，有沒有想過我們隨意亂丟垃圾使它們不小心經由河道流

入海洋，會造成這樣的後果？這些，是我們值得反思和努力去實踐的。 

 

    未來目標應以恢復海洋生態、保持良好的海洋環境，重建人類與海洋共存時

代；亦即，在不破壞海洋環境的理念下，維繫人類與海洋的良好關係。多使用環

保用具，或是多次使用同一個袋子，一個人的小小舉動可以改變很多也可以影響

很多。經由此篇論文，我們也學到如何幫助那些動物脫離痛苦，如何讓自己替環

境出一份心力，也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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