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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紫螺借東風 淨灘靠你我 

由於從中年級開始擔任士林國小貝殼館的小解說員，我們對貝殼和大海充滿了無窮的興

趣。偶然一次跟隨老師們到東北海岸觀察海濱生物時，我們在沙灘上發現了顏色非常漂亮的

紫螺，引發我們對帶著紫螺四處旅行的洋流、季風等自然現象的好奇，揭開了這項專題研究

的序幕。回想整個研究過程中，面臨許多的困惑等待我們突破、層層的難題等待我們解決，

每當我們克服困難時，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就如同我們頂著寒氣凜冽的海風在東北角沙灘上

找到紫螺的瞬間，所有的辛苦都化成了幸福的喜悅！ 

科學研究並不是一件付出就立刻能獲得成果的工作。從學習廣泛蒐集網路、書藉等相關

資料，將心中的好奇化作可執行的計畫；頂著寒風刺骨的海風，在海灘匍匐著尋找我們的紫

色嬌客；經過無數次討論後，進行符合真實狀況的模擬實驗；乃至於抓頭皮、咬手指的分析

實驗結果。過程中除了感恩師長與家人的支持，更要感謝不離不棄、相互鼓勵的隊友，大家

分工互助，取得各種實驗數據，大家團結一心，挺過每一個難關。比起研究成果，學習合作、

共享與成長的過程更是獲益一生的經驗！ 

研究中我們發現海邊環璄被汙染的很嚴重，原本美麗的沙灘竟然處處堆滿來自臺灣本土

及世界各國的垃圾，嚴重威脅著生態及你我！養成愛護環境、不亂丟垃圾的生活習慣，甚至

定期進行淨灘活動，已經是刻不容緩！希望借由紫螺的現身，提醒人們環保的重要性，早日

找回自然環境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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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再冷雨再大，也澆不熄我們尋找紫螺的決心！ 

 
團隊合作，互助分工，完成實驗。 

 
美麗的紫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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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探討漂浮性貝類紫螺在台灣東北海岸出現的時間為起始，透過實地採集與海氣

資料的收集、分析，找出紫螺漂流上岸的洋流與天氣條件。再以自製模型模擬印證紫螺出現

的天氣條件。研究結果發現紫螺在西太平洋漂流的路徑與許多魚苗相同，因此在福隆上岸的

天氣條件與魚群大量出現時期相同，可作為當地洋流變化與漁汛期的參考指標。紫螺的上岸

也可作為當地沙灘污染的指標，一波波紫螺的到來也意味著海沙中的輕質塑膠微粒正在快速

累積當中。 

 

壹、 研究動機 

2017 年的一月份，我們參加學校貝殼解說員培訓的福隆海灘校外教學，當天雖然痛苦的

頂著淒風苦雨，走在滿是垃圾的海灘上，卻讓我們找到一種殼很薄，鮮豔的紫色漂亮貝殼━

紫螺。查詢圖鑑發現紫螺是生長在熱帶海域的貝殼，牠是不是迷路了呀？怎麼會在寒冷的冬

天跟著一堆垃圾漂到這裡呢？詢問老師後知道紫螺是一種浮游性貝類，會因為黑潮與季風，

跟著外海的營養物質漂流到東北海岸，對漁民來說可是預備豐收的喜訊呢！回想著當天沙灘

多到令人作噁的海漂垃圾，紫螺的上岸到底對當地是福是禍呢？因此，我們計畫好今年（2018）

冬天再去追紫螺，希望能透過實際調查並分析洋流與天氣條件，除了希望解開紫螺登陸之謎，

也希望瞭解這樣的天氣條件對當地漁業和海岸污染情形的影響。 

貳、 研究目的 

一、 選定福隆沙灘為觀察與採集地點，定期調查紫螺大量出現的時間。  

二、 分析大量紫螺出現前後的海洋氣象資料，找出紫螺大量出現的海氣條件。 

三、 製作簡易海岸模型，進行模擬實驗，觀察風向變化與紫螺漂流方向的關係。 

四、 探討紫螺出現期間，沙灘海漂垃圾與海沙中塑膠微粒數量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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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背景介紹 

一、紫螺 

紫螺是一種熱帶的浮游性貝類，分類上屬於腹足綱翼舌類(目)的貝類，廣泛分布於

全世界溫暖的熱帶海域。在西太平洋地區許多熱帶島嶼都可以看到牠們的蹤跡，在東亞

地區也會隨著洋流漂流到韓國、中國大陸等溫帶海域。紫螺會以腹足分泌出黏液形成泡

泡狀，組成一個像浮筏的漂浮囊，終其一生隨著洋流漂流。主要以水母為食，會利用骨

板與齒舌勾住水母的觸鬚。 

紫螺 紫螺的齒舌 

  

上岸後會停留在潮線附近 紫螺常與水母揪結在一起，共同上岸 

  

二、台灣常見紫螺 

台灣常見紫螺有三種分別是紫螺、琉璃紫螺、侏儒紫螺，如以下介紹： 

紫螺 琉璃紫螺 侏儒紫螺 

殼長約 4 cm，殼體較扁平，

腹側為紫色，背側淡紫色。 

殼長約 8 cm，殼體高而修

長，呈粉紫色。 

殼長約 2cm，三種紫螺中最

迷你的一種，殼體深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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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北部海岸紫螺出現紀錄 

    透過兩年來親自採集紀錄與台灣貝類圖鑑網站討論版貝類收集者提供的資訊，我們

從資料分析發現 2010 年至 2018 年 1 月份期間，紫螺在每年進入冬季後的 10 月底至隔年

的 2 月中有機會在台灣北部海岸被發現。歷年冬季最早出現的時間為 10/30 日。2/12 日

是歷年冬季結束前最後採集到紫螺的紀錄。歷年從 2 月底到 10 月底期間則不曾有人發現

紫螺靠岸的紀錄。 

   

 討論版中歷年發現紫螺的紀錄         2010~2018 年期間各月份發現紫螺的次數 

     

    將 2010 年至 2018 年 1 月期間，在台灣北部與東北部海岸發現紫螺的日期以時間軸

進行分析，我們發現每年的 12 月至隔年的 1 月份是紫螺大量出現的時期。因此我們設定

從 2018 年 10 月份開始不定期到福隆沙灘進行調查，從第一次發現紫螺開始，每隔一~

兩週密集的到福隆沙灘進行採集調查。同時收集相關海氣資料，以利後續進行分析。 

 

 
 

2010~2018 年台灣北部海岸發現紫螺日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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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附近的洋流 

    流經台灣東部外海的黑潮，是台灣附近海域最大規模的洋流。黑潮的源頭來自太平

洋北赤道洋流，這個洋流沿著赤道北方由東向西流，當它到達菲律賓群島之後就分為南、

北兩支，其中向北流的一支成為黑潮源頭。黑潮帶來的溫暖海水，對於東亞地區的氣候、

漁業活動等等具有相當大的影響。黑潮主軸會有季節性的擺盪，冬季時主軸會往西偏移，

靠近台灣東部海岸。夏季時黑潮主軸會向東遠離台灣東北海岸，這個現象也牽動著東部

海域漁民的漁獲量。 

    冬季時，東北季風將北方的冷海水，沿著大陸海岸往南流入臺灣海峽，形成中國沿

岸流。台灣冬季盛產的烏魚子，就是正值烏魚產卵季節在冬至前後隨中國大陸沿岸南下

到達臺灣西部外海。 

 

夏季台灣附近海流流況 

  

       冬季台灣附近海流流況          利用浮球模擬夏、冬兩季黑潮主軸擺盪現象 

（資料摘錄自科技海洋學門資料庫漂流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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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設備器材 

 

  
 

紫螺標本 採集罐 三合板 

 
  

輕黏土 戲水池 風扇 

 
  

海沙樣本 篩網 濾紙 

伍、 研究過程或方法 

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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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行實地調查，並分析氣象資料，找出紫螺大量出現的天氣條件 

(一) 從 11/2 日第一次採集到紫螺開始，我們每兩週定期到福隆海灘調查。 

(二) 調查期間除了採集紫螺標本，也同時採集高潮線附近表面海沙，進行後續實驗。 

(三) 在每次採集時，我們會記錄前、後 2〜3 天的天氣與海象資料。 

(四) 分析各項氣象資料，找出紫螺量出現時的條件。 

 

二、 製作簡易海岸模型，模擬觀察風向變化與紫螺漂流方向的關係 

(一) 從 google 地圖下載東北海岸地圖，利用三合板裁切成海岸線模型。 

(二) 將模型放入裝了水的兒童戲水池，並在水槽右方與右前方設置風扇，模擬 

   東風與東北季風吹襲的狀態。 

(三) 利用輕黏土製作直徑約 0.5 mm 模擬紫螺的顆粒。 

(四) 實驗前先以 Zephyrfree windmeter 手機應用程式確認兩端電風扇的風速皆相同。 

(五) 依據不同測試模式開啟電風扇，將一匙約 300 顆的輕黏土顆粒放入海岸模型 

   右前方的水面。 

(六) 觀察並記錄輕黏土顆粒漂流的路徑，並統計輕黏土附著於模型海岸邊的比例。 

 

架設模型與風扇 利用軟體確定風扇風速相同 模型示意圖 

  

 

放置輕黏土 觀察漂流路徑與靠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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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紫螺出現期間沙灘海漂垃圾與海沙中塑膠微粒數量間的關係 

(一) 各秤取一公斤每次取回的福隆潮線的海沙，先利用篩網將海沙中的垃圾濾除。 

(二) 將海沙樣本放入樣本瓶中，加入清水至八分滿，蓋上瓶蓋，充分搖晃後靜置一段 

   時間。 

(三) 待海沙沉澱於瓶底後，取上清液，以濾紙進行過濾。 

(四) 為了充分分離輕質的塑膠微粒，每個海沙樣本會重複（四）（五）兩步驟三次。 

(五) 濾紙充分乾燥後，再將濾紙上的輕質塑膠微粒刮下，利用手機顯微鏡觀察並確認塑 

    膠微粒種類。 

(六) 利用微量天秤量塑膠微粒重量，分析冬季福隆沙灘的塑膠微粒含量變化。 

    

利用篩網初步篩選 海沙泡水搖晃後靜置沉澱 上清液以濾紙過濾 

  
 

待濾紙乾燥後取下塑膠微粒 觀察塑膠微粒大小與種類 秤量塑膠微粒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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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實驗結果 

一、 過去資料顯示紫螺在東北海岸出現的時間大約在每年的 11 月中至隔年的 1 月，因此我

們從 10 月起不定期的到福隆地區海岸進行觀察，並自 11 月起至隔年 1 月每隔一〜二週

進行密集的海岸調查，共進行 10 次。其中 6 次有採集到紫螺，另 4 次則沒有發現紫螺。

調查結果整理如下表: 

調查日期 調查結果 數量統計 照片紀錄 

2018/11/2 紫螺數量很多，肉體十分

新鮮，推測是這一兩天漂

上岸的。有些紫螺跟僧帽

水母的觸鬚糾纏在一起。 

紫   螺 (82) 

侏儒紫螺 (6) 

琉璃紫螺 (0) 
 

2018/11/14 在滿潮線附近有許多侏儒

紫螺，紫螺出現在離海岸

線較遠的地方。 

紫   螺 (11) 

侏儒紫螺 (46) 

琉璃紫螺 (0) 
 

2018/11/22 未發現紫螺，但滿潮線上

有許多被沖上岸的錢幣水

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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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30 未發現紫螺，潮間帶的潮

池發現成群活的錢幣水

母。 

 

無 

 

2018/12/9 沒有紫螺，潮線上發現許

多被吹上岸的僧帽水母。 

 

無 

 

2018/12/14 潮線上有許多與水母糾纏

在一起的紫螺，肉體有點

脫水，應該在岸上被曬

兩、三天了 

紫   螺 (26) 

侏儒紫螺 (1) 

琉璃紫螺 (47) 
 

2018/12/19 出現大量的紫螺與水母，

肉體都相當新鮮，應該是

剛剛被吹上岸的。 

紫   螺 (8) 

侏儒紫螺 (0) 

琉璃紫螺 (72) 
 

2018/12/23 假日再去一次，又有新鮮

的一批紫螺上岸了。 

紫   螺 (167) 

侏儒紫螺 (58) 

琉璃紫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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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9 從 26 日開始東北季風都

很強，但今天卻沒有發現

紫螺，只看到許多水母。 

 

無 

 

2019/ 1/ 5 潮線上發現一些紫螺跟水

母乾，在離海岸比較遠的

沙灘上找到一些紫螺的空

殼，應該是上週上岸後再

被海風吹上來的。 

紫   螺 (36) 

侏儒紫螺 (57) 

琉璃紫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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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採集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同種類的紫螺因為殼形與大小的不同，停留在沙灘上的位

置也不相同。最小型的侏儒紫螺主要分佈在高潮線附近，紫螺則會在高潮線之上，而琉

璃紫螺則會距離高潮線最遠。我們認為殼形越大，承受風力越大，會被吹離到潮線越遠

的位置。因此，我們調查時會將潮線之上 5 公尺以內的區域作為我們搜尋採集的範圍。 

 

三、 原先推測熱帶海域的紫螺會因冬天強勁的東北季風而被吹送到東北海岸。我們蒐集整理

每次採集前、後中央氣象局發布的地面天氣圖、福隆測站天氣資料。搭配全球風場動態

圖與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網站資料，分析紫螺出現的氣候條件是否符合我們的推測。 

(一) 2018 年 10 月份的東北季風，福隆地區沒有出現連續幾天平均風速超過 8 m/s (相當

於 5 級風)的氣象條件，幾次調查都沒有發現紫螺上岸。我們認為 10 月份的東北季

風強度仍不足以將外海的紫螺吹送上岸。然而，10 月底通過巴士海峽的玉兔颱風，

與東北風形成共伴效應，10/26 起福隆海岸主要吹起東北風，隨颱風西移 10/31 風

向轉為東風，11/1 颱風通過巴士海峽後又吹起強勁的東北風。10/26~11/2 期間平均

風速皆超過 8 m/s，浮球模擬也顯示海流會貼近福隆海岸，我們在 11/2 當天在福隆

海岸上採集到大量剛上岸的紫螺。由此我們推測要讓紫螺上岸，除了恰當的海流

流向，風力與風向的巧妙搭配可能也是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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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東北風減弱，

轉為偏東風 

10/26 颱風與東北

風，產生共伴效應 

10/31颱風外圍環流

影響吹起強勁東風 

11/2 颱風外圍環流

影響，東北風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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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9 起東北季風增強，11/11 高氣壓中心出海，轉為東風或東南風，氣溫短暫回暖， 

11/12 晚上開始東北季風又增強。風向由東北風轉東風，再轉東北風，平均風速超

過 8 m/s，浮球模擬結果顯示海流會繞過福隆近海。相似的條件又再次出現，11/14

沙灘上出現大量剛沖上岸的紫螺。 

 

 

 

 

 

 

 

11/9 東北季風增強 11/11 高壓出海，回暖 11/13 東北風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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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4 晚上東北季風減弱，11/15~11/19 期間天氣穩定，浮球模擬結果顯示海流主要

在東北角近海打轉，並不會貼近海岸邊。11/21 下半天東北季風增強，即使 11/22

調查當天海風很強，有許多沿海的水母都被吹到岸上了，但沒看到紫螺。比較 11/14

與 11/22 兩次調查前幾天的黑潮分布情形發現，11/11~13 期間黑潮主軸明顯較

11/19~21 期間更靠近東北海岸。我們認為即使風向轉變方式相似，如果沿海平均

風速不及 8 m/s，外海的洋流沒有貼近海岸，仍然不足以將外海的紫螺吹到岸邊。 

 

 

 

 

 

 

 

 

 

 

 

 

 

 

2018/11/11 與 2018/11/19 黑潮主流分布比較圖 

11/16 東北風減弱 11/19 微弱鋒面通過 11/22 東北風增強 

   

   

11/11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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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24 至 12/2 期間，北部受到兩波東北季風的影響，不過影響時間短暫，福隆海邊

平均風速都沒有超過 8 m/s。當日平均海流資料發現黑潮主軸離東部海岸較遠，浮

球模擬結果顯示海流主要在東北角近海打轉，並不會貼近海岸邊。11/30 東風與東

南風的風速才稍微轉強，但只發現大量的水母上岸。我們推測與紫螺相較，水母

的數量多、重量輕，浮囊狀的身體受風力影響更大，因此漂流的距離可以更遠，

相同風力的條件下，仍然可以從外海漂到岸上。 

 

 

 

 

 

   

 

 

11/25 微弱東北季風 11/27 微弱東北季風 11/30 偏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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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5 起東北風逐漸增強，風速都超過 8 m/s，原本預期應該會有紫螺上岸，卻只發

現潮線上許多水母、河豚和花枝的骨板海鳔鞘。我們發現這段期間黑潮主流離岸

較遠，海流模擬結果顯示海漂物質也不易靠岸。這讓我們思考若海風不夠強，外

海洋流會往東偏移，不易將紫螺帶到近海，再藉由東北風將紫螺吹送到岸上。由

於在海面上風帶動不同深度海水的力量不同，加上地球自轉造成的科氏力影響，

在北半球，海水流動的方向會往風向的右邊偏移 20～40 度，這個現象成為艾克曼

效應。我們推論在前一波東北季風減弱後，仍要有夠強勁的東風引導洋流貼近海

岸。再透過下一波強勁的東北季風將紫螺帶到東北海岸上。往後觀察到類似的天

候狀況時，我們會特別觀察是不是跟我們的推論相符。 

 

 

 

 

 

 

 

 

12/2 微弱東南風 12/6 晚間微弱鋒面影響 12/8 東北風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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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2/10 隨著高壓中心出海，氣溫回暖，風向轉為東風，這幾天海岸邊風速大部分都

維持在 8 m/s 以上，海流也貼近東北角海岸，12/12 起東北季風再度增強，符合之

前預測紫螺上岸的條件。但上課期間無法前去調查，兩天後的週五下午我們到福

隆，沙灘上確實有相當多些微脫水的紫螺與僧帽水母，應該是前兩天上岸的，應

證我們 12 月初推測的可能性。 

 

 

 

 

 

 

 

 

 

 

 

 

 

12/8 東北風增強 12/10 高壓出海，回暖 12/15 東北風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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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2/15 日下半天起東北季風再度增強，兩天氣溫回暖轉東風後 18 日晚上東北風再

度增強，12/19 下午又發現大量剛沖上岸的新鮮紫螺與水母。相同的天氣型態在 21

日高壓出海台灣地區轉吹東風後，12/23 東北風增強，又有另一波紫螺與水母被沖

上岸邊。兩次調查都滿足風速維持在 8 m/s，黑潮往西偏移，東風轉東北風的推論。 

 

 

 

 

 

 

 

 

12/19 東北季風增強 12/21 高壓出海，回暖 12/23 東北風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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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2/24 起東北季風再度增強，隨著大陸冷氣團的南下氣溫驟降，12/28 日前都吹著

強勁的東北季風。12/29 的調查發現沙灘上有大量吹上岸一陣子的乾扁水母和剛吹

上岸的新鮮水母，但卻沒有紫螺。12/30 起轉為東風，1/3 另一波東北季風報到。

雖然海流不如 12/23 那麼貼近海岸，但這一週福隆平均風速都在 10 m/s 以上，1/5

的調查又發現一批紫螺上岸了。我們認為即使海流未能將紫螺直接送上岸，如果

這段期間有強勁海風與正確的風向變化，仍然有機會將離岸稍遠的紫螺吹上岸。 

 

12/24 東北季風增強 12/27 大陸冷氣團南下 1/3 東北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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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了驗證我們的推論，我們利用自製模型模擬，由於大範圍的風向與洋流的模擬必須考

量地球自轉造成的科氏力與艾克曼效應。我們進行東北角局部區域的模擬，假設紫螺已

經被洋流帶到東北角近海，觀察紫螺被風吹送漂流的情形。我們利用輕黏土微粒模擬紫

螺受到不同風向吹送在水面漂流的情形。我們分為以下幾種風向模式進行實驗： 

(一) 純粹吹東風或吹東北季風的情形 

 

(二) 先吹東北風再吹東風，不同時間差的漂流情形 

風向 吹東風 吹東北風 

漂流 

情形 

輕黏土微粒隨東風漂流到三貂角與

鼻頭角之間的外海時就分為往西北

方跟往西南方兩個方向漂走，沒有

進入到福隆海岸附近。 

微粒在外海聚集後，繞過三貂角往

南方移動，沒有進入到福隆海岸。 

 

示 

意 

圖 
  

時間 

間隔 

 

0 秒 

 

4 秒 

 

8 秒 

漂流 

情形 

路線與吹東風的結果

類似，在較靠近鼻頭角

附近就分兩頭漂走。 

在福隆外海打轉一下

貼近海岸時就繞過三

貂角往南邊漂了。 

路線與吹東北風的結果

類似，繞過三貂角就往

南邊移動了。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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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吹東風再吹東北風 

 

時間 

間隔 

 

0 秒 

 

2 秒 

 

4 秒 

漂流 

情形 

微粒一放下去就分成

兩條路線往西南方

漂，其中一些會在福隆

外海不斷的打轉，形成

一個漩渦流，但還是沒

有靠岸。 

一整團微粒往三貂角

移動，撞上三貂角後大

部分往西南方漂，有少

部份卡在福隆海邊。 

微粒在鼻頭角東邊聚

集，在往南繞入海灣，碰

到三貂角時再轉彎離開

海灣。有一些微粒留在福

隆海岸。 

示 

意 

圖 

   

時間 

間隔 

 

6 秒 

 

8 秒 

 

10 秒 

漂流 

情形 

正對著海灣的開口進到

海灣內，微粒會在兩、

三個地點停留。其餘的

沿著海岸邊分兩條路線

漂離海灣。是各種模式

中會在福隆海岸停留最

多的模式。 

微粒在海灣外被吹成帶

狀，有少數被吹上岸，

其餘的在繞過鼻頭角後

繼續往西方漂。 

微粒一直往西邊漂，掠

過鼻頭角北方，完全沒

有進入到海灣內。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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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模擬實驗結果發現先吹東風再吹東北風的模式才能把模擬紫螺的輕黏土微粒吹送

到福隆地區海岸邊。而不同的時間差，漂上岸的比例也不一樣，其中時間差在 6 秒時上

岸的比例為 22％最高，因此風向轉變的時間要有一定的搭配。這樣的實驗結果支持我們

在分析天氣圖所做出的推論，需要先有一段時間吹東風，再有一波東北風才能將東北外

海的紫螺吹到岸邊。 

五、 調查期間我們發現福隆海灘除了可以觀察到許多螃蟹、貝類，和魚類之外，也能許多鳥

類覓食或活動的地方。尤其在冬季期間，戲水遊客稀少，更讓這些生物棲息不受人為過

多的干擾。以下幾種是我們調查期間經常大量出現的生物： 

角眼沙蟹 環頸鴴 魚鷹 黑鳶 

    

然而，在這段野生動物能享受的寧靜時期背後，卻暗藏著另一種人為污染的隱憂。

如果遇到東北季風強勁時，岸邊的海漂垃圾數量非常多，其中以比較輕質的塑膠瓶罐、

容器或保麗龍碎片為主。有些地區垃圾密度之高，不時還飄著陣陣惡臭味，讓我們十分

震驚。其中，有一些寶特瓶標籤印有簡體字或韓文，應該是從鄰近的國家跨海而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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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當東北季風減緩，氣溫回暖時，海漂垃圾卻沒有那麼多。因為不同風向的影響，海

岸邊的海漂垃圾可能會漂流上岸或回到海洋中在近海漂浮。 

2018 年 12 月 9 日 東北季風強勁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吹東風，天氣回暖 

  

大多是能漂浮在水面的塑膠瓶罐、保麗龍 不少寶特瓶可能來自於中國大陸 

  

    由於在自然課中看過關於海漂垃圾的主題影片，我們更好奇的是像紫螺一樣又輕又

小的塑膠微粒是不是也會因為海邊風向的不同也會有明顯的增加或減少。我們將每次調

查時採集潮線附近的表層海沙，經過篩網過濾後，我們在顯微鏡下觀察到許多微小的塑

膠碎片，包含塑膠袋、塑膠毛刷，以及硬質的塑膠物品碎片。其中以塑膠袋或是標籤碎

片比例最高，其次為硬質塑膠容器的碎片，塑膠刷毛的碎片或是漁網、釣魚線的線材碎

片也佔了約兩成的比例。 

塑膠袋碎片 塑膠刷碎片 塑膠容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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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樣本放入廣口瓶中充分搖晃後靜置沉澱一段時間，再取表層和塑膠微粒的液體，

經過濾紙過濾，並曬乾後，收集這些塑膠微粒。利用微量天平秤重後，我們發現當每一

次東北季風增強時，採集到的海沙中都含的塑膠微粒重量都會明顯增加。然而，當風力

減緩時，這些塑膠微粒似乎不會有明顯的減少，反而在 12 月底隨著一波波緊密的東北

季風到來，整個冬季海灘上的塑膠微粒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這個結果顯示被沖上岸的塑膠微粒，可能會持續留在沙灘上，隨著美麗的紫螺上岸，海

洋中的塑膠微粒也悄悄的登陸，並且比大型的海漂垃圾更難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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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 

一、 在 1992 年時，一艘滿載黃色小鴨的貨櫃輪在北太平洋翻覆，這些塑膠鴨隨著洋流漂流

到世界各地，反而成為海洋科學家一窺世界洋流分布的追蹤物。漂流性的紫螺與黃色

小鴨有類似的特性，已有學者發現紫螺在大西洋有固定的漂流路徑。我們認為紫螺也

能作為天然的追蹤物，瞭解台灣東北海岸洋流與季風如何共譜一首美妙的協奏曲。 

 

 

 

紫螺在大西洋漂流的路徑示意圖 

二、 紫螺在福隆出現的期間，剛好是當地漁民撈捕鰻苗的季節。查詢相關文獻後發現鰻魚

幼苗與紫螺一樣游泳能力不佳，都會順著黑潮漂流到台灣東部與東北部的河川出海

口，兩者因此會在相同的時間出現。此外，紫螺大量出現期間也是福隆地區的釣客灘

釣春子魚熱門的時期。冬季時黑潮更靠岸邊，魚群跟著靠近海岸覓食。因此，觀察紫

螺的到來也可成為另一種漁汛的指標。 

 

 

 

 

日本鰻苗隨洋流漂流成長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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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尋網路上貝類收集者過去在東北角紫螺採集的紀錄，紫螺出現時間都落在每年 11 月

下旬至隔年 2 月中，12 月到隔年的 1 月是大量出現的時期。由於冬季時，黑潮主軸會

更靠近台灣，若能搭配夠強勁的東北風就能如同球門前的臨門一腳，將黑潮帶來的紫

螺吹送上岸。分析福隆氣象站的觀測資料發現這段期間必須要有連續三天平均風速超

過 8 m/s 的天氣條件，才能將外海的紫螺吹送到東北海岸邊。 

四、 實際調查發現紫螺上岸時間點會落在幾波有短暫間隔的東北季風增強期間。就地面天

氣變化分析，北方的冷高壓消退，東北季風減弱期間，都會伴隨有分裂的高氣壓中心

西移到海面，台灣地區吹起東風或東南風的現象，將外海的紫螺吹近海岸附近，再透

過下一波的東北季風將這些紫色嬌客送上岸，形成「紫螺借東風」的說法。由於風向

與洋流流向間還需要考慮地球自轉的科氏力與艾克曼傳送效應，透過浮球的模擬，海

流常在東北角附近形成漩渦流，我們發現紫螺的時間點，也是漩渦流更貼近福隆海岸

的時期。因此，除了海面風力強勁，恰當的海流路徑與風向轉變也是紫螺上岸的關鍵。 

五、 2018 年 10 月底時剛好有玉兔颱風接近造成的強風讓我們比往年提早採集到紫螺。那麼

為什麼在颱風來襲頻繁的七、八月份紫螺反而無法上岸呢？雖然颱風外圍環流風力強

勁，但風向會隨颱風中心移動而不斷改變，沒有特定的風向仍然無法將紫螺吹上岸。

玉兔颱風在蘭嶼東方海域時外圍環流讓台灣東部海域吹起東風，讓外海的紫螺吹到台

灣近海，到 11/2 來到台灣西南外海時剛好與東北季風產生共伴效應，強勁的東北季風

將紫螺帶到東北部海岸。因此，除了海流與季風整合的天時與地利，特定路徑颱風外

圍環流的加成效果，也能讓紫螺靠岸的機率大大增加。 

六、 利用水槽模型模擬紫螺漂流的實驗發現，福隆沙灘位於鼻頭角與三貂角之間的海灣，

純粹的東北風與東風都沒辦法將輕黏土顆粒送到位於內灣的福隆海岸。由於福隆海灘

位於三貂角的北岸，先吹東北風再吹東風的方式反而會讓輕黏土往鼻頭角北方漂移而

遠離福隆地區。實驗結果只有先利用東風將輕黏土顆粒吹到福隆北方近海，再透過東

北風將顆粒吹到福隆沙灘，而東風與東北風必須有特定的時間差，這也對應了我們歸

納需有特定的天氣條件才能看到紫螺上岸的現象。模擬實驗中輕黏土顆粒能上岸的比

例最高只有大約兩成左右，確實需要有巧妙的天氣與時間的搭配，才能迎接這些貴客

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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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冬季時來自熱帶的黑潮主流與從北方南下的大陸沿岸流會在台灣東北部外海交會，讓

大量的魚群在這裡聚集，卻也讓來自南方與北方的海漂垃圾在此匯集。東北季風增強

期間，我們在福隆海岸發現的海漂垃圾，除了來自鄰近的大陸沿海地區，也有可能隨

中國沿岸流南漂而來的韓國垃圾。隨著一波波東北風將海灘的沙丘越堆越高，這些垃

圾有時會被堆到離岸 20 公尺以外的地區大量堆積。等到風向轉變時，這些垃圾又被吹

到又被海面繼續在近海漂流。四面環海的台灣寶島，更應該重視海漂垃圾帶來的危害，

對戲水遊客宣導不要汙染海岸的同時，也別讓世界垃圾一家親的景象在各地海岸出現。 

八、 大型的海漂垃圾可以透過自然的力量、人們發起的淨灘活動等方式清除，然而，我們

肉眼不易察覺的塑膠微粒卻是更棘手的生態危機，我們發現正迎東北季風的福隆地

區，在冬季時由於海沙堆積作用較旺盛，海沙中的塑膠微粒含量也不斷的增加。這段

期間人為干擾較少，剛好是許多過境鳥類、洄游魚類在此棲息、覓食的日子。這些塑

膠微粒可能透過海灘附近活動的生物進入到食物鏈循環中。在我們享受海鮮的同時，

這些汙染物也悄悄進入我們體內。 

九、 經過這次的調查研究，我們驚覺環保專家們一再強調的塑膠微粒汙染危害世界海洋生

態的警告絕非危言聳聽。當我們在海灘上喜迎這些紫色嬌客時，默默的環境隱形殺手

似乎也悄悄的上岸了。而曾經被票選為全台最美麗海沙的福隆，在我們毫無節限的使

用與任意丟棄塑膠用品後，留給後人的是否只剩一片塑膠沙灘呢？這樣的危機值得大

家多一些關注，從即刻起在日常中落實減塑生活。 

十、 過去我們都認為進行科學研究都是親自去調查、做實驗而得到結果。經歷紫螺的調查

研究，讓我們體驗除了實地調查採集，廣泛蒐集與彙整他人分享的採集資訊，擅用各

種專業網站與應用程式進行模擬與分析，也是讓研究更完善充實的重要方法。想知道

紫螺出現原因的單純想法，經過這一年有計畫的探索後，才瞭解各種現象的背後，是

許多環境因素整合的結果。感謝台灣貝類圖鑑討論區中許多貝殼收藏者無私地分享歷

年的採集經驗，還有過程中海洋生物專家、海洋物理專家的指導，讓我們能整合生物

與地球科學兩個領域的專業知識，解開心中的疑惑，對原本陌生的台灣海洋環境有更

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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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 

一、 廣泛生長於熱帶地區的漂浮性貝類紫螺會受到海流與風的影響，在海面循著固定的漂流

路徑，週期性的出現在特定地區。是探討世界各地洋流與大氣交互作用的良好天然追蹤

標的。 

二、 在台灣東北角海岸，紫螺的上岸意味著黑潮帶來的魚苗與魚群也會接近海岸邊。瞭解紫

螺上岸的天氣條件，亦是掌握每年漁汛期的參考指標。 

三、 透過分析實際天氣條件與模擬實驗發現，紫螺登陸福隆地區前，黑潮主軸會西移，貼近

台灣東部海岸。周邊海域需有夠強勁的風，沿海平均風速需達 8 m/s 以上。風向上要先吹

數日的東風後，輔以東北季風的增強，才能將紫螺吹至岸邊。實際氣象上，必須有前一

波冷氣團勢力減弱，分裂高壓中心出海後，下一波冷氣團隨即報到，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才能符合此條件。 

四、 冬季時台灣東北部外海為黑潮主流與大陸沿岸流交會海域，來自南方與北方的海漂垃圾

也會在此匯集。福隆地區冬季正迎東北季風，沙灘堆積作用明顯，海漂垃圾隨潮水與海

風大量的堆積在沙灘上。加上冬季遊客稀少，清理工作不如夏天頻繁，使得垃圾除了臭

氣薰天，部份容器也有孑孓滋生的情形。在海漂垃圾大量到來的冬季，更應加強沙灘清

潔維護工作。 

五、 福隆海沙中的塑膠微粒冬季時廓清不易，微粒濃度在短短數個月內明顯的增加，除了污

染沙灘環境外，亦可能透過海濱生物的覓食進入食物鏈循環，人們終成受害者之一。我

們更應正視這些肉眼看不見的隱形危機，並從個人生活中做起，善盡垃圾分類處理與落

實減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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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503  

此作品定期採集統計高潮線上一段距離內的紫螺數量，能配搭

天氣和海流資料，完整推論影響紫螺上岸的條件，再以實驗來驗證

所推論的結果，科學論點的建立清晰。大致清楚且具邏輯性地解釋

實驗結果，所收集紫螺分成了三類，但每次的收集種類變化十分劇

烈，可以進一步探討造成每次收集三種紫螺的比例不同的因素。對

於紫螺漂流上岸的部分有詳盡的實驗，漂流廢棄物與紫螺對於洋流

及季風上岸的影響或許不同，可以增加漂流廢棄物在相同日期上岸

的比較，了解兩者間的異同之處。科展筆記展現出其研究歷程中如

何收集參考資料、思考方向和調查資料的解釋示意圖等，顯示學生

相當投入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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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我們參加學校貝殼解說員的東北海岸考察活動，偶而會找到一種殼很薄的紫色漂亮貝殼--紫螺。

與其他貝殼不同，紫螺只會在冬天出現。為了解開紫螺登陸之謎，我們今年（2018）冬天再去追紫螺，希望
透過實際調查瞭解紫螺上岸的洋流與天氣條件，並探討這樣的海氣條件對當地漁業和海岸污染情形的影響。 

一、野外調查 

二、模擬實驗 

一、紫螺為腹足綱翼舌目的漂浮性貝類，廣泛分布於全球熱帶海域。冬季會隨著洋流漂流到臺灣東北海域。 
二、紫螺的腹足會分泌出黏液形成泡狀的浮囊。並以齒舌勾住水母的觸鬚，捕捉水母為食(圖1)。 
三、臺灣常見有三種紫螺分別為: 紫螺、琉璃紫螺，以及侏儒紫螺(圖2)。 

三、海沙中塑膠微粒數量分析 

一、2018/11/2至2019/1/5 共進行10次實地調查，其中6次有採集到紫螺(圖5)。 
二、紫螺會停留在高潮線以上5公尺內的範圍內，不同種類紫螺離岸的距離也不同(圖6)。 

 

圖1. 紫螺構造圖 圖2. 臺灣東北海岸常見的三種紫螺 

四、本研究假設黑潮將紫螺從熱帶海域帶到東北外海，再由季風吹送到岸上(圖3)，研究架構如圖4。 

圖3. 研究假設 圖4. 研究架構圖 

圖5 各次實地調查結果 圖6 不同種類紫螺離岸距離 

三、分析海氣資料發現紫螺會在黑潮貼近海岸、連續三天平均風速超過 8 m/s、由東風轉為東北風時上岸。 

1. 11/2第一次發現紫螺上岸，因玉兔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效應影響，較往年提早出現 (圖7)。 

圖7. 10/26至11/2期間海氣資料 (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D)紫螺數量統計圖。 

東 風 東  北  風 東  北  風 

A B C D 

一、尋找東北海岸適合的觀察與採集地點，定期調查紫螺大量出現的時間。  
二、調查紫螺出現期間的海氣資料和當地漁業活動，探討紫螺出現的海氣條件與當地漁業活動的關聯性。 
三、透過分析紫螺出現前後數日的海氣資料以及模型模擬實驗，瞭解紫螺上岸的關鍵海氣條件。 
四、探討紫螺出現期間沙灘海漂垃圾與海沙中塑膠微粒數量間的關係。 

2. 11/14 採集到紫螺，11/9~11/14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8。 

圖8. 11/9至11/14期間海氣資料 (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D)紫螺數量統計圖。 

A 

東  風 東  北  風 東  北  風 

C B D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背景介紹 

肆、研究過程和方法 

伍、研究結果 



3. 先吹東風再吹東北風模式，在特定時間差條件下，紫螺模擬顆粒會停留在福隆海岸上。 

1. 單純吹東風或東北風模式，模擬顆粒只會在外海聚集。 2. 先吹東北風再吹東風模式，顆粒多繞過岬角兩側。 

四、黑潮沒貼近海岸、平均風速不及 8 m/s、或連續多日只吹送強烈東北風，無法將外海的紫螺送到海岸。 

3. 12/14 採集到紫螺，12/8~12/16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9。 

圖9. 12/8至12/16期間海氣資料 (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D)紫螺數量統計圖。 

4. 12/19及12/23 採集到紫螺，12/17~12/25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10。 

A 

東  北  風 東  北  風 東  風 

C B D 

圖10. 12/17至12/25期間海氣資料 (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D)紫螺數量統計圖。 

5. 1/5 採集到紫螺，12/24~1/5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11。 

圖11. 12/24至1/5期間海氣資料 (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D)紫螺數量統計圖。 

1. 11/22調查結果， 11/15~11/23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12。 

2. 11/30進行調查， 11/24~12/2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13。 

五、利用模型進行模擬實驗 

圖16. 兩種單一風向漂流軌跡圖。 圖17. 先吹東北風再吹東風不同時間間隔漂流軌跡圖。 

圖18. 先吹東風再吹東北風不同時間間隔漂流軌跡圖。 圖19. 不同時間間隔顆粒靠岸百分比統計圖。 圖20. 間隔6秒模式顆粒靠岸情形。 

3. 12/9調查結果， 12/2~12/10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14。 

圖12. 11/16至11/22期間海氣資料(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 

4. 12/29調查結果， 12/26~1/5期間的海氣資料如圖15。 

圖13. 11/24至12/2期間海氣資料(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 

圖15. 12/24至1/5期間海氣資料(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 

圖14. 12/2至12/10期間海氣資料(A)模擬浮球漂流路徑圖 (B) 天氣圖與風場動態圖 (C)天氣資料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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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風 東  北  風 東  風 東  北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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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風 東  北  風 東  北  風 

A B C D 

東  風 東  北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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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東  風 東  北  風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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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紫螺這種運動能力不佳、只能藉由洋流與海風漂流的貝類，可作為追蹤洋流與季風交互作用的指標。 
 

二、大量紫螺出現的時間正是當地漁民撈捕鰻苗的季節。相關文獻(參考資料一)指出鰻苗與紫螺一樣，都 

    會順著黑潮漂流到臺灣東部與東北部海岸。此時也是福隆灘釣春子魚的最佳時刻。冬季時黑潮更靠近 

    海邊，紫螺和魚群也跟著靠岸覓食。因此，紫螺的到來也成為漁汛的指標。 
 

三、原先認為東北季風盛行期間紫螺會持續被帶上岸。實際調查與分析發現上岸時間都落在幾波有短暫間 

    隔的東北季風增強期間。黑潮主流貼近海岸，連續三天平均風速超過8 m/s，加上風向由東風轉為東北 

    風的天氣條件。因此修正原先的想法，形成「紫螺借東風」的說法。除了海面風力強勁，恰當的海流 

    路徑與風向轉變也是紫螺上岸的關鍵。 
 

四、2018年玉兔颱風造成的共伴效應使東北季風增強，提早於11/2日發現紫螺。2010年梅姬颱風的共伴效 

    應，也讓紫螺在10/30日就出現。颱風與東北季風形成的共伴效應，是紫螺提早出現的主因之一。 

 

 

 

 
 

 

 

五、模擬實驗發現，突出海岬附近的水流速度較快，輕黏土顆粒會繞過岬角而遠離海岸，不易在福隆內灣 

    堆積。只有先利用東風將輕黏土顆粒吹到近海，特定時間差下，再透過東北風將顆粒吹到福隆沙灘。 

    符合我們歸納需要有特定的天氣條件，才能迎接這些貴客上門。 
 

六、東北季風增強期間，海岸邊也聚集大量瓶罐等海漂垃圾。當風向轉變時，這些垃圾又被捲入海中繼續 

    漂流。紫螺的出現，除了是預告漁獲豐收的喜訊，也是大量垃圾來襲的生態悲歌。 
 

七、大型海漂垃圾可透過人為清理等方式清除。然而，調查發現福隆海灘沙中的塑膠微粒含量也不斷增加 

    ，這些塑膠微粒可能透過海灘附近覓食的生物進入食物鏈循環，甚至進到人們體內。 

一、福隆沙灘冬季正迎東北季風，地形平坦，調查採集安全性高，是東北海岸追蹤紫螺，藉以探討洋流與 

    季風交互作用的良好地點。 
 

二、紫螺的上岸意味著黑潮帶來的魚苗和洄游魚群靠近海岸的時期。瞭解紫螺上岸的天氣條件，亦是掌握 

    每年漁汛期的參考指標。 
 

三、海氣條件分析與模擬實驗結果發現，紫螺登陸時，黑潮主軸會西移，貼近臺灣東部海岸。周邊海域需 

    有平均風速需達8 m/s以上的強勁海風。風向由吹數日的東風，轉為強勁的東北風。實際氣象上，必 

    須有密集的幾波冷氣團接連報到，這也是每年11月中至隔年1月臺灣隆冬期間的典型氣候型態。 
 

四、受海流與東北季風影響，冬季時海漂垃圾會大量堆積在福隆沙灘內灣區域。潮線附近海沙中的塑膠微 

    粒含量會在數個月內快速累積，可能造成的環境危害值得相關單位留意，並更進一步的追蹤與探討。 

一、Lin, Y.-F., Wu, C.-R. & Han, Y.-S. A combination mode of climate variability   

    responsible for extremely poor recruitment of the Japanese eel (Anguilla japonica).  

    Scientific Reports 7, 44469 (2017).  

二、科技部自然司海洋學門資料庫http://www.odb.ntu.edu.tw/ 

六、東北季風增強期間，大量海漂垃圾會福隆沙灘堆積，並與上岸的紫螺共同集中在海岸內灣地區。 

七、福隆沙灘中的塑膠微粒主要源自於塑膠容器、塑膠包材等碎片。分析每次採集的海沙塑膠微粒， 
    冬季期間潮線附近海沙中的塑膠微粒含量有快速增加的趨勢。 

圖21. 不同季節福隆海灘海漂垃圾堆積情形。 圖22. 紫螺與垃圾聚集區域分布圖。 

圖23. 可辨識的塑膠微粒種類比例統計圖。 圖24. 海沙中塑膠微粒重量統計圖。 

圖25. 2010~2018年東北海岸發現紫螺日期 (參考臺灣貝類圖鑑網站討論區歷年採集紀錄)。 

陸、討論 

柒、結論 

捌、參考資料 

http://www.od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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