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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我們的動機來自於一部在網路上被大量轉發的欖蠵龜影片，影片內容是闡述一隻海龜—

鼻子裡面卡著奇怪的條狀物。不知道為何進入了牠的呼吸道，讓影片中的海龜飽受痛苦，深

深引發了我們的關注。而影片中的海龜專家一克莉斯汀•菲珍納與她的團隊─The 

leatherback Trust，花了近 10 分鐘才將那奇怪的條狀物從欖蠵龜的鼻孔中取出，過程中海

龜不斷的掙札，而鮮血也不斷的從牠的鼻孔裡流出，海龜痛苦的發出微弱的叫聲，每一聲都

深刻震入我們心中。到了最後才發現，原來那個條狀物就是人類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吸管⋯。 

 

吸管，是一種便利的食品器具，也是一個駭人的永不滅武器。現今社會人人都為了追求

方便，而忽略了環保的重要性，使得地球上越積越多不會被分解的塑膠材質，使地球上的生

物、環境、甚至是人類漸漸的被它所影響。 

 

因此，我們決定推廣「玻璃吸管」代替塑膠材質的吸管以達到永續環保的目的。也希望

藉由我們的研究，讓社會大眾了解塑膠吸管對人體及生態所帶來的威脅。 

 

透過網路知道一個品牌叫做 4theturles 為了海龜，他們也是因為欖蠵龜影片在社群網站

轉載，才驚覺平時隨手可見的吸管變成了垃圾流入海洋，成為傷害海洋動物的致命因子，所

以我們決定一起推廣玻璃吸管，用行動愛護自然環境，拒用拋棄式塑膠吸管。 

 

二、 研究目的 

 

(一) 介紹 4Theturles 為了海龜 

(二) 分析塑膠材質吸管與玻璃材質吸管的差異 

(三) 了解塑膠吸管對人體及環境的傷害 

(四) 了解玻璃吸管對人體及環境的好處 

(五) 分析問卷 

 

三、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及歸納法，文件來源主要由網路新聞上的相關報導、網路搜尋引擎

及透過問卷調查統整分析民眾使用吸管的頻率及是否有意願使用玻璃吸管等問題，也針對吸

管對欖蠵龜的影響，歸納出一些可改善生態的方法。 

 

貳、正文 

 

一、 玻璃吸管—以「為了海龜」廠牌為例 

 

http://animals.nationalgeographic.com/animals/reptiles/olive-ridley-sea-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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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來源 
 

4Theturles 團隊起源於一隻落難海龜被發現呼吸困難，經過保育人士抽出鼻子的滯

留物之後，才發現是塑膠吸管。海龜痛苦的模樣深深的烙印在我們的腦海裡，震撼了我

們的心靈，於是一群行動派的朋友決定做點事情改變大家的使用習慣，就從那傷害海龜

的吸管開始。 
 

 
圖一: 4Theturles 

           (圖一資料來源：為了海龜，玻璃吸管。2017 年 3 月 4 日，取自

http://www.4theturtles.com/) 
  

 

(二) 經營理念 
 

一日的生活裡，如何製造出這麼龐大且難以消化的一次性消耗品 ; 我們只知道，

海洋不會說話，而海龜的眼淚卻已經填滿了海洋。 
 

「為了海龜」計畫的啟動，是因為我們選擇去面對正在發生的問題 ; 我們開始著

手，從生活中找尋能夠替代一次性消耗品的材料。過程裡，我們透過本身的使用經驗思

考，再一次次討論與實驗過後，也為了符合台灣消費者習慣，我們完成了這套吸管組合。

期望能以推廣的方式，改變人們長時間以來使用塑膠吸管的習慣。 
 

為了海龜，也不只是為了海龜，也是為了海洋，為了地球！我們期盼與你一起，朝

向減塑生活的每一步邁進！  
 

(三)、商品規格 
 

    表一：商品規格 

品項 材質 尺寸 

細吸管 Pyrex 耐熱玻璃 
內 /外徑：6/8 mm 

長度：20 cm 

http://www.4theturt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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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吸管 Pyrex 耐熱玻璃 
內 /外徑：10.9 /14 mm 

長度：20 cm 

細毛刷 尼龍、不銹鋼線 
刷毛直徑：約  7 mm 

長度：21 cm 

粗毛刷 尼龍、不銹鋼線 
刷毛直徑：約  12 mm 

長度：21 cm 

小切刀 
PS (Polystyrene) 

聚苯乙烯 

長度：60 mm 

寬度：10 mm 

攜帶盒 
PP (Polypropylene) 

聚丙烯 
2.5 cm*2.5 cm*21 cm 

 (資料來源：為了海龜玻璃吸管。2017 年 3 月 4 日，取自 http://www.4theturtles.com/) 

 

(四)、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環保與保護生態環境，容

易引起有環保意識者共鳴，

帶動新環保產品開發。雖

價格稍高但材質、尺寸、

耐用、耐熱度皆嚴格把關，

產品使用有質感，得到消

費者高度信賴。  

劣勢（Weaknesses) 

價格稍貴不是一般人都能

接受，現代人生活緊湊，

許多東西只求方便且環保

意識薄弱，環保產品故難

實施。 

機會（Opportunities） 

若能找到具有公信力者(藝

人、網路紅人、部落客、

作家等)代言及使用，將會

帶來一波使用熱潮。 

威脅（Threats） 

產品模仿機會高，不鏽鋼

吸管價格較普遍人能接受，

塑膠吸管還是較方便，有

更耐摔材質。 

圖二:SWOT 分析圖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http://www.4theturt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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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塑膠材質吸管與玻璃材質之差異 

 

    表二： 

 塑膠材質吸管 玻璃材質吸管 

優點 

1.價格便宜 

2.取得便利 

3.生產成本低 

1.對環境較無威脅 

2.可以多次使用 

3.質感較好 

缺點 
1.對環境影響極大 

2.長期使用對人體有害 

1 價格較昂貴 

2.易碎 

實照 

  

(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三、了解塑膠吸管對人體及環境的傷害 

 

在台灣每年約消耗掉 30 億支塑膠吸管，而因為體積太小、回收經濟價值低，這些吸管

幾乎無法被回收再利用。塑膠吸管裡含有塑化劑，塑化劑可能傷害心、肝、腎，塑膠製品中

都會添加鄰苯二甲酸酯類做為塑化劑，以增加彈性、柔軟度及延展性，由於鄰苯二甲酸酯類

也是優良的溶劑及膠合劑，也會添加在日常用品中，例如: 洗手乳、沐浴乳中。最廣泛使用

的是鄰苯二甲酸二酯。 

 

鄰苯二甲酸酯類是一種環境荷爾蒙，作用類似雌性素（estrogen），可能使女童性早熟

，並使成年女性發生乳癌、子宮內膜癌的風險升高；同時會降低男性體內的雄性素（

androgen）濃度，影響男童生殖器官的發育，以及成年男性的生殖能力。此外，鄰苯二甲

酸酯類也容易造成兒童過敏及成人發生代謝症候群，例如肥胖；在動物實驗中，則顯示可能

會引起肝癌。鄰苯二甲酸酯類對心、肝、腎都可能造成傷害。  

 

四、 了解玻璃吸管對人體及環境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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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面上的非塑膠材質的吸管大致可分成不鏽鋼、竹子、玻璃、紙等幾種不同的材質，

其中透明吸管具安定性、耐高溫、耐酸性，且使用時也不易和其他物質產生化學作用。所以

玻璃吸管在使用上能更加安心，不必擔心會不會造成什麼疾病。 

 

玻璃吸管可看出是否清潔乾淨，沒有飲料限制，且可重複使用，也不會對環境造成很大

傷害。最大的缺點就是容易損壞，使用廢棄玻璃熔製再生，比全採用新原料，節能達

30% 每當我們循環再生一個玻璃容器，節省的能源可以給一個 60 瓦特的燈泡光亮 100 分鐘。 

 

五、 以下是我們對玻璃吸管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圖三:請問您一周吸管使用頻率 

 

 

 

 

 

 

 

 

 

 

 

 

▲圖四:請問您購買飲料時，店家會主動提供吸管嗎 

  
從以上調查看來，圖(三)發現大多數的民眾皆有使用吸管的習慣，在一周內有超過

三分之二的民眾會用到吸管，而圖(四)的結果也可以了解大部分的店家都會主動提供吸

管。而有超過半數的店家都會提供吸管，若需宣導塑膠吸管使用減量，可從店家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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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很大的迴響。 

 

 

▲圖五:請問您使用吸管時，會注意吸管的材質嗎? 

 

 

▲圖六:請問您是否有意願購買玻璃吸管 
   

透過圖(五)及圖(六)可知大部分的人還是會在意吸管的材質，而是否有意願使用環

保玻璃吸管的民眾比例也大於無意願，但還是有一部份民眾覺得方便就好不用特別使用

環保玻璃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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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用過玻璃吸管嗎 

  
透過圖(七)可知有 70%以上的人未使用過玻璃吸管，在這項統計可以大大的知道

玻璃吸管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很常見，導致民眾多使用塑膠吸管。所以玻璃吸管可藉由

更多管道去宣傳。 

 

 

 

 

 

 

 

 

 

 

 

▲圖八：您覺得滿意嗎？ 

 

以上圖(八)的結果，得知在使用玻璃吸管的滿意度多為─普通，而不滿意只有少數，所

以使用過玻璃吸管的民眾大多是滿意的狀態，對減塑生活的提倡多了更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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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在這個「用過即丟」的社會，塑膠成了現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舉凡日常用品、食

品保鮮、醫療與研究、工業製造、太空發展等都有塑膠的足跡。在快速便利的現代特色背後，

無法被生物分解的塑膠成了「世紀垃圾」，促進商業發展的塑膠同時化身為新一代的生態環

境殺手。 

 

此次調查發現這個世界正因為人類一時方便痛苦著，所以我們決定從減塑做起，台灣每

年約消耗掉 30 億支塑膠吸管，我們希望人們可以使用不同的材質取代塑膠吸管。首先我們

 

 

 

 

 

 

 

 

 

 

 

 

▲圖九塑膠材質 v.s.玻璃材質 

 
 

     

▲圖十:選玻璃者，為什麼 

 

透過圖(九)及圖(十)可知選擇玻璃吸管有七成的人，代表有大多數人存有環保

意識，而選擇玻璃吸管者的最大原因是可多次使用，其次則是對身體無害。環保

意識是可再提升的，只差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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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4Theturles 為了海龜這個團隊，他們是第一個打破傳統塑膠材質，推動玻璃吸管的團

隊。他們期望能改變人們長時間以來使用塑膠吸管的習慣。再來分析塑膠材質吸管與玻璃材

質吸管的差異，讓讀者清楚塑膠吸管與玻璃吸管的優缺點，接著我們讓讀者了解塑膠吸管對

人體及環境的傷害及了解玻璃吸管對人體及環境的好處，讓讀者知道使用塑膠吸管會影響健

康及對大自然造成極大的傷害，讓讀者深入了解玻璃吸管帶來的效益，藉此形成好跟壞的對

比，說服讀者使用玻璃吸管。最後我們經由問卷知道，在日常生活裡，玻璃吸管並不常見，

而少數使用過的人多不排斥，所以如果要從塑膠吸管減量做起，我們必須讓民眾有更多的管

道取得玻璃吸管。 

 

環保愛地球不再是一個口號，除了減少或拒絕使用塑膠袋和吸管，還有什麼是我們可以

做、應該知道，或是值得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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