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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近幾十年來，環境生態受到塑膠污染的報導日益增加，全世界各國更加重

視塑膠污染環境相關議題。我國政府於 2002 年開始實施限塑政策，並在 2018 年

擴大禁止提供免費塑膠袋和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而隨著 2020 年初 COVID-19 

迅速擴散至全球，食品外送或外帶的情況以倍數增長，導致一次性餐具用量倍

增，也讓塑膠吸管使用數量比往年增加許多，使用環保吸管也開始成為保護環

境的重要方式。但有些環保吸管的製作對環境並不友善，例如有些不單純只有

紙的成份，為了防水和防油，會塗「食用蠟」或「塑膠淋膜」於餐具上，除了

可能危害人體，也讓回收困難。基於上述原因，在第六十一屆科展作品中，我

們已經製作出使用海藻酸鈉為主要原料，對人體無害，且可以自然分解的吸管。

為了瞭解我們所製作的海藻酸鈉吸管跟市面上產品的差異，我們將探討我們所

製作的海藻酸鈉吸管跟使用其他環保材質吸管的優缺點和實用性等差異。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目前環保餐具使用情況 

(二)了解目前市面上環保吸管的使用情況 

(三) 了解我們所製作的吸管和其他環保吸管的差異 

 

三、研究方法 

 

我們先蒐集相關資料後，尋找專家訪問相關問題，設計問卷題目，運用問

卷調查的方式來瞭解使用者對於吸管的使用習慣，及對環保吸管的使用狀況，

蒐集來自不同年齡層對於環保吸管看法，最後進行歸納分析得出結論。 

 

四、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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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本研究先將環保議題、環保及吸管的原理、採訪過程作介紹說明，之後再

統整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以及比較製作自製環保吸管和目前市售吸管的差異。 

 

一、環保議題 

 

(一) 環保之定義 

 

「公害防治，防治由人為而產生污染物或經由介質對人及其他生物生存

之環境品質造成影響。針對直接改變自然環境及不當利用自然資源而破

壞人與其他生物的生活等的人為活動加以管制，甚而積極的保育自然環

境」(潘丁白，1998)。 

 

(二) 政府政策 

 
圖二 (來源: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宣導網) 

 

圖三(來源: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三)疫情變動 

 

「根據綠色和平比對各地環保局每月回收紙容器與塑膠容器數據資料，

今年 5 至 6 月，6 都總量約 1 萬 8041 公噸，較去年同期高出近 15%。而

根據環保署統計，今年 5 月至 6 月全台包含廢塑膠盒與廢塑膠盤回收量

為 5343 公噸，較去年同期 4063 公噸，增加 31.5%」(方沛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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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相關定義解釋 

 

(一)海藻酸鈉溶液 

 

海藻酸鈉（Sodium Alginate）是提煉自褐藻的化學物質，用途相當廣泛。

當海藻酸鈉滴入氯化鈣中，鈣離子（Ca2+）會取代鈉離子（Na+）的角

色，並且抓住海藻酸鈉分子之間的羧酸離子，使得分子間的聯結性更強

（如圖），此交聯作用（cross-linking）使分子更為固定，流動性降低而固

化（形成一種半透膜）。(參考文獻-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遊戲實驗室網頁) 

 

(二)自製海藻酸鈉吸製作方法 

 

    
1、以 1.2公克洋

菜粉 /100公克水

製作 10%的氯化

鈣。以市售不鏽

鋼 粗 吸 管 取 含

10%氯化鈣洋菜

凍條。 

2、將洋菜凍條

放入海藻酸鈉溶

液  (3g 咖啡渣

/100g 的 1.5%海

藻 酸 鈉 溶 液 ) 

中，浸泡 25分鐘

後取出。 

3、將膠條放入 10%

氯化鈣溶液中浸泡

10 分鐘。 

4、將膠條頭尾剪

掉約 1 公分，以玻

璃棒將膠條中的洋

菜條擠出，放入水

中浸泡 5 分鐘。將

膠條放入乾燥箱，

乾燥成吸管。 

 

(三)自製吸管的優點 

 

 
 

三、專家採訪 

 

(一) 採訪對象: 黃之揚 

 

黃之揚是 RE-THINK 重新思考的創辦人，因為喜歡海洋，發現了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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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在 2013 年舉辦淨灘，有超過 2000 人一同響應，漸漸地將淨灘視

為社會責任，並在 2017 年正式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 RE-THINK。RE-

THINK 重新思考是個關心台灣環境保護、塑料回收及海洋生態的一個單

位。他們希望透過淨灘行動、創新環境教育、溝通設計，讓海島上的人

們重新看見海洋與環境問題。 

 

(二) 採訪內容要述 

 

1、 環保經歷及對於環保的看法 

 

黃之揚自 2013 年起陸續在台灣各地舉辦大型淨灘活動，也透過社

群和媒體的影響力，包括 TED Talk、國家地理頻道專訪、台客劇場

等媒體曝光，讓更多人認識 RE-THINK。  

黃之揚從淨灘的經驗知道海洋垃圾過多，希望能深入了解塑膠垃圾

的環保、回收循環歷程，進而從基礎、簡單的概念傳遞給民眾。 

他提到看到海灘變成這樣，會覺得心疼，也會感到不高興，但還是

想要繼續為海洋付出。 

 

2、 對於吸管的認識及看法 

 

(1)塑膠吸管輕且薄，隨處可見，取得容易。 

(2)並不只是塑料影響土地，而是吸管的製作過程所危害環境的多寡。 

(3)使用環保吸管的次數，會決定這個吸管是否環保，因為在製作吸

管過程中，會因為碳排放等等的問題影響環境。 

 

五、問卷結果 

 

我們透過閱讀相關書籍、文獻、期刊論文與網路搜尋的參考資料，以及

訪談專家來設計問卷題目，針對台灣民眾進行調查。本問卷共有 24 題，題

組題 2題、複選題 10題、單選題 11題，以及簡答題 1題，共有 676人填答。  

 

1、關於環保的看法是甚麼? 

 
問卷分析: 

大多數民眾在對於個人環保觀念及行為都有良好的表現，但在宣傳提醒別人的

部分比例有明顯的下滑，推測可能原因為時間問題，因需要雙方時間配合故較

難順利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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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認為哪些方式推行環保教育的有效途徑是有效的? 

 

問卷分析: 

從數據調查結果中，我們發現在學校中推行環保教育是最有效率的，其次是在

家庭中推行。相較於學校及家庭比較沒有效率的方式是利用報章雜誌推行。 

3、出門會隨身攜帶環保餐具嗎？ 

 
問卷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所佔比例最高的是偶爾會帶環保餐具，比例為 34%。而幾

乎每天帶環保管餐具的比例只有 11%。從調查數據中，我們可以了解，目前對

於使用環保餐具的情況還可以加強。 

4、是否使用過環保吸管? 

 
問卷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使用過環保吸管的比例佔 81%，沒有用過環保吸管的人

數佔 19%。從調查數據中，我們可以得知，多數人是有使用過環保吸管的經

驗。 

5、每週喝飲料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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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每週喝飲料的頻率最多是 1 至 2 次，佔比 54%。而從前項

調查中，幾乎每天帶環保餐具佔 10.67%。我們可以大略推測只有 5.4% 的人會

在喝飲料時會使用環保吸管。 

6、曾經使用過的吸管種類和使用頻率? 

 
問卷分析: 

從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出目前各種吸管使用佔比上，比例佔最多的是塑膠吸

管。接下來分別是，不鏽鋼吸管、紙吸管，玻璃吸管。 

7、常見七種吸管你認為有以下哪些缺點? 

 
問卷分析: 

雖然有八成的民眾使用過環保吸管，但由圖可見民眾對於甘蔗吸管、竹子吸

管、矽膠吸管及海藻吸管並不熟悉。而民眾最常使用的吸管是塑膠吸管，較具

有環保功能的吸管使用上以不鏽鋼吸管較多，其次為紙吸管和玻璃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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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夠安心使用的種類? 

 
問卷分析: 

從這個數字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人對於不銹鋼吸管有較高的安心比率(71.95%)，

對於玻璃吸管則有(46.99%)的安心比率，至於其他種類的環保吸管，國人能安心

使用的比率仍相對偏低，令人意外的是，可能溶出塑化劑的塑膠吸管，在國人

的心中依然有約三成的人(30.24%)能安心使用，顯示國人對於塑膠吸管仍有相當

程度的信心。 

9、購買環保吸管的原因? 

 
問卷分析: 

由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國人會購買環保吸管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環保意識抬

頭，而且我們可以了解國人並不太在乎環保吸管的價格(14.94%)以及環保吸管的

外型是否亮麗吸引人 (16.76%)，而是著重在環保吸管的衛生 (56.1%)與安全

(48.82%)方面佔很重要的比重。 

10、希望未來可以製造出什麼環保吸管? 

 
問卷分析: 

大家希望未來製造出什麼樣的吸管的前十名分別是:可食用、方便攜帶、環保、

易清洗、衛生安全、收納方便、耐用實用、易分解、價格便宜、可以咬。 



環保新「吸」望--環保吸管探討 

11、喝飲料頻率與攜帶環保餐具交叉分析 

 

問卷分析: 

從喝飲料頻率與攜帶環保餐具交叉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每天喝飲料的人比較

重視環保餐具(環保吸管)的使用，但令人意外的是從不喝飲料的民眾更加注重環

保餐具的使用，也就是說不喝飲料的民眾因為注重自身身體的健康，有更高的

比例願意使用環保餐具。 

 

参●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我們依照問卷結果及自製吸管進行比對分析，並參考書籍、網路資料與組員

共同討論分析後，提出以下的結論：  

 

(一) 環保意識雖然有所提升，但國人在執行上依然跟不上環保知識認知的

比例，顯示國人需要在有更多的環保政策推動，才能深化生活環保的

細節執行，保護地球人人有責。 

 

(二) 從喝飲料頻率與攜帶環保餐具交叉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如果生產

環保吸管，產品的推銷可以注重在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完全不喝

飲料的人，我們可以推測這群人因為注重自身的身體健康，更加注意

使用環保吸管之類的環保餐具，另外一群人則是重度喝飲料的民眾(每

周喝飲料7杯以上)，我們可以推測這一群人因為重度喝飲料，所以也

會注重環保餐具的使用，至於每周喝飲料1~6杯的民眾則對環保餐具並

不注重。 

 

(三) 如果政府要加強民眾的環保意識，則可以在每周喝飲料1~6杯的民眾身

上著力，推測這一群人對於生活比較隨性，在環保的執行程度也比較

隨性。 

 

(四) 依照問卷中的資料，民眾對於環保吸管仍然有許多的疑慮，尤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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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方便，以及不方便清洗，使用環保吸管有異味，攜帶不方便，

不安全等的疑慮最多，有很大部分的使用者已經偏好完全不使用吸管，

回到最原始直接飲用飲料的觀念。 

 

(五) 國人對於環保方面的執行，與學歷並無直接關係，顯示國人對於環保

議題上，並不因為知識淵博與否而有差異，對於環保的政策需要再加

強。 

 

(六) 問卷中的開放題與自製吸管進行交叉比對後，我們發現我們的吸管也   

符合大家希望製作吸管的前十名(可食用、方便攜帶、環保、易清洗、

衛生安全、收納方便、耐用/實用、易分解、價格便宜、可以咬)，並

且無異味、儲藏方便、戳膜方便、隨手可得。 

 

二、建議 

 

(一) 對問卷的建議 

 

1、由於問卷資料全部來自網路社群軟體之使用者，因此不太依賴網路

的族群之資料無法納入比較，相對於較弱勢的族群(沒有網路的族群)，

環保的觀念落差更大，在取得資料的部分，應該要使用紙本問卷以及實

地訪查，將問卷的取得管道列入考慮。 

 

2、分類項目過於繁雜，例如環保吸管的分類，在做交叉分析時容易造

成資料庫篩選的困難，應將分類簡化，如硬質環保吸管、軟性環保吸

管、一般吸管三類即可。 

 

(二) 對自製吸管的建議 

 

與塑膠吸管進行比對後，成本還是屬於偏高(約在3.8元台幣/支)，雖然與

其他材質的吸管比對，成本屬於大眾能接受的。未來或許可以想出進行

大量生產的方法，或是改良加強製作技術，以降低吸管的成本，使大眾

的接受度增高。 

 

肆●引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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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網站 

 

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 

rethink 重新思考 https://rethinktw.org/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s://www.epa.gov.tw/ 

綠色和平 Greenpeace https://www.greenpeace.org/hongkong/from-the-earth/ 

荒野保護協會 https://www.sow.org.tw/ 

https://e-info.org.tw/
https://rethinktw.org/
https://www.epa.gov.tw/
https://www.greenpeace.org/hongkong/from-the-earth/
https://www.sow.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