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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期看到許多有關塑膠微粒污染的報導，但大多的新聞對於此議題都只是粗略的介

紹，因此常關注環境議題的我們想要更加深入地去認知塑膠微粒的影響，然而上網、去圖書

館找了些相關的資料，卻發現塑膠微粒對於生物體的影響有許多是未知、無法確定的，像是

吃進塑膠微粒的人們身體狀況是否有影響，又像是環境中的微粒會被生物攝食多少，這些問

題引起我們的興趣。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環境中塑膠微粒濃度的差異是否會影響牡蠣攝入量 

 

(二)探討牡蠣重量大小對於攝食進汙染物之量之影響 

 

三、研究架構 

 

 

圖一：實驗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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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樣本來源 

 

 本實驗中牡蠣取自彰化王功，品種：葡萄牙牡蠣，學名： Crassostrea angulata 

   

二、實驗器材 

 

 1.魚缸：10 公升*4。2.海水素。3.比重計。4.藻水：1 公升*3。5.沸石。6.硝化菌。7.水質

檢測組。8.濾水裝置*4。9.打氣裝置*4。10.除濾礦泉水。11.水質穩定片。12.塑膠微粒：買自

SPHEROTM的 Blue Colored Polystyrene Particles(型號： PPB-1000-5)，微粒直徑為 90-105μm。

13.電子秤重計。14.真空抽濾裝置。15.濾膜：孔徑 25μm。16.抽氣馬達。17.水浴槽。18.恆溫

震盪箱。19.錐形瓶；500 ml，60 個。20.雙氧水：35%，6 公升。21.飽和食鹽水：6 公升。22.

鋁箔紙。23.複式顯微鏡。 

 

三、實驗步驟 

 

(一)牡蠣培養 

 

 為使牡蠣能在適當的環境下生存，我們在四個飼養缸中模擬出海水環境、使用濾水

設備模擬流動海水環境、打氣裝置提供足夠氧氣並以加熱棒模擬最適當之海水溫度，使

用藻水作為牡蠣之飼料，並定期檢測水中之氨、NO2
-、NO3

-濃度及 pH 值，以確保牡蠣能

在適宜的環境下生存 

 

 
圖二： 建立穩定的飼養缸環境 

(圖二來源：研究者拍攝) 

 

http://taibif.tw/zh/catalogue_of_life/page/740a-28ab-7dfd-9e96-707a-61c2-4189-4b06-namecode-42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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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水質檢測之比色照片(示意圖) 

(圖三來源：研究者拍攝) 

 

(二)加入塑膠微粒 

 

 在培養的第三天，牡蠣的生存和攝食趨於穩定後，我們將塑膠微粒分別以 1 倍、10

倍、40 倍於西部沿海平均塑膠濃度(185 粒/每 10 公升)加入三缸，另外一缸不加入塑膠

微粒作為對照組，等待 5 小時後，進行以下實驗步驟 

 

(三)加入雙氧水 

 

 我們將牡蠣去殼後秤量其重量，再加入含 35%、100ml 雙氧水之錐形瓶中，等待 18

小時使牡蠣組織完全被雙氧水分解。 

 

(四)真空抽濾實驗 

 

1、抽濾 

 

 將各樣本以孔隙直徑為 20~25μm之濾膜進行真空抽濾並反覆以大量 RO 水沖洗錐

形瓶壁以免塑膠微粒之殘留 

 

2、保存 

 

 製作能與外部隔絕之鋁箔紙盒，將抽濾後之濾膜放於其中，避免外界環境造成汙

染，接著放入烘箱以 65 度 C 放置 3 小時烘乾，避免濾膜因發霉而損毀 

 

(五)塑膠微粒檢測 

 將濾膜放在複式顯微鏡下進行觀察，視野下所見之塑膠微粒為藍色呈球狀，拍照並

記錄 

 

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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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結果 

 

(一)牡蠣體內塑膠微粒含量 

 

表一：牡蠣體內塑膠微粒含量 

樣本編號 質量(g) 塑膠數 樣本編號 質量(g) 塑膠數 

1-1 7.16 0 2-1 7.25 8 

1-2 3.19 0 2-2 7.41 0 

1-3 8.18 0 2-3 6.98 0 

1-4 3.09 0 2-4 1.95 12 

1-5 4.51 14 2-5 4.8 5 

1-6 3.49 4 2-6 8 4 

1-7 3.88 0 2-7 8.03 17 

1-8 6.17 0 2-8 6.62 0 

1-9 7.79 0 2-9 6.86 1 

1-10 7.5 0 2-10 4.52 0 

1-11 10.69 0 2-11 4.81 0 

1-12 6.05 0 2-12 5.47 0 

1-13 6.37 1 2-13 4.89 0 

1-14 5.82 0 2-14 7.05 0 

1-15 6.9 1 2-15 2.99 0 

樣本編號 質量(g) 塑膠數 樣本編號 質量(g) 塑膠數 

3-1 9.34 0 4-1 5.13 0 

3-2 8.66 11 4-2 3.58 0 

3-3 6.59 104 4-3 8.67 0 

3-4 6.74 0 4-4 3.82 0 

3-5 8.76 102 4-5 5.25 0 

3-6 4.68 0 4-6 8.43 0 

3-7 5.81 2 4-7 2.51 0 

3-8 4.91 14 4-8 4.41 0 

3-9 7.69 0 4-9 2.51 0 

3-10 5.46 105 4-10 3.75 0 

3-11 4.04 7 4-11 3.03 0 

3-12 4.01 6 4-12 4.91 0 

3-13 4.62 29 4-13 3.69 0 

3-14 2.17 252 4-14 2.49 0 

3-15 2.31 38 4-15 4.65 0 

(表一來源：研究者製作) 

(二)環境塑膠量與牡蠣塑膠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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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環境塑膠量與牡蠣塑膠量的關係長條圖 

(圖四來源：研究者製作) 

 

 根據此圖，我們計算出環境塑膠量與牡蠣體內塑膠量此兩變因的決定係數(R2)為

0.9651，呈高度相關，顯示出牡蠣體內所吸收的塑膠微粒量確實跟環境塑膠量有關 

 

(三)牡蠣內塑膠量與牡蠣質量之關係 

 

 

圖五： 牡蠣內塑膠量與牡蠣質量之關係圖(一倍缸) 

(圖五來源：研究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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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牡蠣內塑膠量與牡蠣質量之關係圖(十倍缸) 

(圖六來源：研究者製作) 

 

 

圖七： 牡蠣內塑膠量與牡蠣質量之關係圖(四十倍缸) 

(圖七來源：研究者製作) 

 

R² = 0.0021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塑
膠
數

牡蠣質量(克)

第二缸(10倍)

R² = 0.0978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塑
膠
數

牡蠣質量(克)

第三缸(40倍)



探討海洋塑膠微粒對牡蠣體內累積量影響 

7 
 

 

圖八： 牡蠣內塑膠量與牡蠣質量之關係圖(對照缸) 

(圖八來源：研究者製作) 

 

由上圖表得知，裡面的趨勢線有正相關(第二缸)及負相關(第一、第三缸)，且決定

係數(R2)皆小於 0.1，表示牡蠣質量與所吸收的塑膠量缺乏相關。 

 

(四)討論 

 

1、牡蠣的質量與體內的塑膠量無明顯相關 

 

 由實驗結果我們發現牡蠣的質量(大小)與體內塑膠微粒的含量並沒有關係，根據文

獻(註四)，可以看到四種濾食性貝類(包含我們本次實驗的太平洋牡蠣)的單位重量濾

水率在小顆的牡蠣是比較高的，大顆的牡蠣濾水率相對較低，也就是說，不分大小所

有牡蠣在單位時間的濾水量相近，因此質量較大的牡蠣濾水量與質量較小牡蠣的濾水

量相差不大，所吸收的塑膠微粒量也不會比較多。 

 

2、環境塑膠汙染與牡蠣體內塑膠量呈現高度相關 

 

 由圖四，可以看出環境塑膠汙染程度與牡蠣體內塑膠量的高度相關性，我們用

Excel 內建功能求出此表的決定係數(R2)，無論是用線性預測(R2=0.9662)或者是指數預

測(R2=0.9995) 

 

(五)未來展望 

 

1、確定環境污染對牡蠣體內塑膠量的相關性 

 

2、確定牡蠣體內的塑膠微粒是否會被代謝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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