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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塑膠微粒產生的問題，已是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我們希望藉由調查桃園沿海地區塑膠微

粒分布及氣象資料比對，來探討塑膠微粒數量可能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我們挑選了桃園沿海地區的南崁溪、老街溪、社子溪出海口做為採樣地點；另外也加入非出

海口的觀新藻礁海岸進行採樣。樣本使用尼羅紅染劑染色，計算塑膠微粒數量後，取其平均值做

統計圖表，並與氣象與洋流資料進行比對分析。實驗結果顯示，漲退潮對塑膠微粒數量的影響不

明顯，但風速快慢及海流的季節差異則確實有影響到塑膠微粒數量。 

    本研究為初探性質，樣本中的社子溪出海口塑膠微粒數量較多，河川的人為活動具體如何

影響，可再進行後續延伸研究。 

 

 

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越來越多相關報導指出，除了在自然環境、飲用水中發現塑膠微粒之外，我們也已經

可以在人體排出的糞便中檢測出塑膠微粒的存在。顯示這些塑膠微粒不僅會透過飲水，也會經

由大氣循環或食物鏈回到人類身上，對健康造成進一步的危害。野生動植物和實驗動物的研究

皆顯示，暴露於塑膠微粒中，與不孕、發炎和癌症有關，據《衛報》報導也指出，研究發現人們

每年至少攝入 5 萬顆塑膠微粒，且城市居民的塑膠微粒污染也正在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持續積

累（科技新報，2020）。 

    隨著科技進展，人類享受塑膠帶給我們各種便利的生活，但塑膠丟棄之後造成的隱憂卻也

漸漸浮現出來。大量的塑膠因為材質輕加之容易碎裂。輕易地透過地表面逕流流進海洋中，而因

為塑膠會漂浮於水體表面，再透過洋流帶到全世界，最後對全球的海洋生態造成巨大的影響。 

    七年級上生物課的時候，曾學過人類活動造成環境汙染與衝擊，也會對海洋生態造成影響，

我們生活的台灣是四面環海的島嶼，想必有很大的影響。然而關於塑膠垃圾的討論，大多數關注

的還是以肉眼可見為主，但查詢網路資料後，肉眼看不到的塑膠微粒其實更容易對環境或生物

造成危害。因此，我們主動找老師表達我們的好奇與想法，並請老師協助，想透過調查桃園沿海

的出海口，探究造成塑膠微粒分布的因素。透過桃園河口地區採樣與氣象資料紀錄比對，進行數

據的分析與整理，後續搭配調查河流沿岸土地使用情形及附近的工商活動，進而推論出影響塑

膠微粒在河口分布情形的可能原因，也更加了解我們生活的地方。  



貳、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實地採樣調查的方法，以及蒐集整理氣象與洋流資料，進行比對分析，以了

解桃園沿海地區塑膠微粒數量分布的影響要素。 

一、調查桃園沿海地區出海口的塑膠微粒數量。 

二、比對分析桃園沿海地區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的氣象測站資料。 

三、探討半年時間中影響沿海塑膠微粒數量的因素。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圖片編號 名稱 型號或規格 備註 

1 陶瓷漏斗 55mm  

2 玻璃纖維濾紙 直徑 47m；孔徑 5um 材質 CA 

3 藍光手電筒 440-460nm LED 

4 螢光眼鏡 Excitation440-460nm FG-RB-GO 

5 金屬抽氣管 14*72mm 不鏽鋼 

6 微量滴管 100-1000µm  

7 玻璃罐 330ml  

8 玻璃滴管   

9 燒杯 250ml  

10 尼羅紅(nile red) 100mg  

11 吸濾瓶 125ml  

12 顯微鏡 MICROTECH LX120-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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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架構及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1. 塑膠微粒的定義與成因 

       

          人類濫用塑膠的問題十分嚴重，但是塑膠卻不容易被分解，因此造成嚴重的污染問

題，加上這些塑膠並沒有被好好回收，經常經由河流被沖到海裡，造成塑膠微粒的產生，

這些塑膠微粒可能被海中生物食用、進而進入食物鏈中被人類所食，使得微塑膠對環境

的傷害已成全球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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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河口地區與藻礁採樣 



          根據黑潮海洋基金會（2019）說法，所謂塑膠微粒(Microplastic)在國際學術界的定

義為直徑小於 5mm 的塑膠碎片，海洋中塑膠微粒形成原因主要是各種人造塑膠用品如

塑膠袋、寶特瓶、吸管、塑膠飲料杯及各種人造纖維產品，在受到長期光照之下導致結

構脆化再加上碰撞、裂解、風化，之後在水域環境中不斷反覆破碎化形成。朱柏青（2020）

表示，工業及家庭人造纖維用品因磨損和脫落的初級塑膠、車輛輪胎的磨損、行駛於道

路造成標記的風化和磨損、船用途料的風化和洩漏、個人護理用品額外添加的塑料微珠

(microbeads)等也可能經由地下水道、灌溉渠道、河川逕流等水域途徑流入海洋。 

  

       2. 塑膠微粒的對生物造成的風險 

 

        微塑膠可能成為汙染物進入海洋生物的媒介，微塑膠本身可能含有各種於製造過程

中加入的添加物（例如：塑化劑、阻燃劑、抗菌劑、重金屬…等)），也能吸附海水中具持

久性、生物累積性的生物及非生物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造成海洋商品（例如海鮮及食

鹽）的汙染，甚至造成食安上面的疑慮（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2020）。 

        大部分漂浮在海水表層的塑膠微粒再透過攝食進入到海洋生物體內，根據 Li et al. 

(2016) 對於藤壺幼生的研究，水域環境中漂浮的 PE 材質塑膠微粒會對藤壺的無節幼生

體產生強烈毒性進而導致個體死亡。 

       台灣在塑膠微粒對於魚類毒害的相關研究，鍾珮綺（2018）餵食點帶石斑

(Epinephelus coioides)雉魚每公克飼料含 105顆塑膠微粒兩周後，塑膠微粒會殘留在鰓葉、

腎臟、腸胃、肝臟中，且發炎反應基因顯著上升，作者推斷塑膠微粒會引發免疫系統反

應。 

   

       3. 台灣沿海塑膠微粒分布情形 

 

       台灣目前對於海洋漂浮性塑膠微粒之研究，大多為調查海洋表面塑膠微粒地的豐富

度。Chen et al., (2020)調查台灣西南沿海發現河口區域塑膠微粒濃度較高，顯示西南沿

海塑膠微粒主要來源為河流帶入。Wong et al., (2020)在淡水河採樣中發現河中塑膠微粒

濃度會與降雨量呈現正相關。黑潮基金會於全台沿海的採樣結果也發現塑膠微粒豐富度

最高的區域都在河口地區，顯示台灣沿海的塑膠微粒來源與河流有關。  



           陳芊伃、黃歆芸、蕭德芙（2020）在第 60 屆全國國中科展「水吃不吃塑─探討水中

塑膠微粒的含量」的調查中，發現屏東縣的殺蛇溪經過工業區後的塑膠微粒數量會明顯

上升。田倩蓉（2020）表示大量微塑膠多發現於鄰近人口密集都會區與工業區的河川與

湖泊中，主要的微塑膠來源與人類活動有關，在台灣高雄鳳山溪系統的調查中，估計每

天約有 10 億個微塑膠從該河川流入台灣海峽。都市與工業廢水的排放、都市逕流、河

水之流速、潮汐交流與微塑膠密度等，也影響微塑膠在河水與底泥的空間分布。 

           另外在蔡岳其（2019）的研究中發現，中部大安海域、安良大排、高美濕地，近岸

塑膠微粒在不同季節時，會因為漲潮退潮的影響分別被帶往北部或南部區域；同時在投

放塑膠微粒在洋仔厝溪實驗中，發現一個月之內，塑膠微粒會往外海移動約 22 公里，

往北移動約 21 公里到達台中港外海，往南移動 27 公里鄰近濁水溪出海口，顯見塑膠微

粒會受到潮汐漲退潮影響。 

  

       4. 台灣海峽的海流方向 

  

           桃園─新竹間海域之海流流向，在姚武田等（1994）的研究分析發現，近岸的海流

會大致與海岸線同方向，即為東北東與西南西方向。夏季的台灣海峽大範圍長週期海流

以向東北流為主，但當漲潮時，臺灣北部海域之潮流是往西南流動；冬季的漲潮流向也

與夏季海流特性相同。 

           桃園市政府觀光旅遊局（2017）委託中央大學的研究報告中表示，桃園海域海流，

在東北季風風力較弱時，流向東北之流速大於向西南向，東北季風風力增強時則向西南

之流速因風驅流影響大於向東北之流速。 

 查詢中央氣象局資料可得知，臺灣海峽的海流也會受到黑潮與季風的影響。在台灣

海峽整體的水文變化中，除了黑潮的分支外，亦受到中國沿岸流與南海水流的影響，其

中，春季時台灣海峽以黑潮水為主，中國沿岸流

僅在海峽西北部局部出現，到了夏季，台灣海峽

以南海水流為主，黑潮水的訊號僅出現在底層與

海峽南部，秋冬季時，海峽南部以黑潮水流為主，

北部則為東北季風帶來的中國沿岸流所佔據 （劉

鍾霖，2003）。右圖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2018）

繪製的示意圖，呈現臺灣附近海域的黑潮、中國

沿岸流、南海海流等不同季節的洋流流況。   



  （二）挑選採樣區 

 

    我們挑選了分佈於桃園市沿海地區的三條市管級河川，依北、中、南的分布順序介紹如

下。另外，近年來討論度很高的觀新藻礁，是重要的生態保護區，有非常高的物種豐富度，

而塑膠微粒的多寡會對生態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也很好奇藻礁與塑膠微粒分布的關係，若

塑膠微粒越少，相信對生態越有幫助。因此藻礁雖然不是出海口，我們也把它增加為採樣區

以了解。 

 

 

 

 

 

 

 

 

 

 

 

   

 

 

 

 

 

 

 

1. 南崁溪口(N25.1189, E121.2474)： 

總長度約 30km ，流域面積約

214km2。主要流經龜山區、桃園區、

大園區、蘆竹區，出海口稍向內凹，

西側是竹圍漁港。出海口東側的海岸

線則較接近東西走向。 

2. 老街溪口(N25.0851,E121.1734)： 

全長約 36km，流域面積大約 82 

km2。起源於龍潭區，流經龍潭、平

鎮、中壢、大園四區。海岸線為東北

東─西南西走向，出海口稍微向內凹。 

4. 觀新藻礁(N25.0188,E121.0333)： 

藻礁是無節珊瑚藻生成的生物礁，為

全球少見的特殊地景，生物多樣性豐

富。其中觀新藻礁為保存較完整的藻

礁海岸，目前已規劃為野生動物保護

區。海岸線為東北─西南走向。 

3. 社子溪口(N24.9873,E121.0131)： 

總長度約 24km，流域面積 77.83 

km2。起源於楊梅區，分布於桃園市新

屋區、楊梅區，出海口北側是永安漁

港及海堤。海岸線接近南北走向。 



  （三）採樣日期與時間 

中央氣象局潮汐預報與採樣時間之漲退潮整理表 

※ 潮高指相對當地平均海平面（以當地平均潮位為零）。 

 

  

日期 潮時   潮高   

採樣時間  

潮汐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觀新藻礁 社子溪口 

2020 

8/22 

00:44 188 H 

09:00 

15:00 

09:40 

15:30 

10:30 

16:30 

11:00 

16:00 

漲 

退 

06:56 -106 L 

12:50 178 H 

19:14 -195 L 

2020 

9/27 

01:34 -55 L 

10:30 

15:30 

11:30 

16:30 

12:10 

17:10 

12:30 

17:30 

退 

漲 

07:18 103 H 

13:48 -117 L 

20:18 136 H 

2020 

10/27 

02:06 -82 L 

12:00 

16:00 

12:30 

16:30 

13:10 

17:10 

13:30 

17:30 

退 

漲 

07:56 98 H 

14:16 -116 L 

20:31 123 H 

2020 

11/21 

02:29 89 H 

07:00 

12:00 

07:30 

12:30 

08:10 

13:10 

 08:20 

12:00 

漲 

退 

08:53 -139 L 

15:33 103 H 

21:43 -69 L 

2020 

12/26 

02:23 -129 L 

06:30 

10:30 

07:00 

11:00 

07:40 

11:40 

08:00 

12:00 

退 

漲 

08:43 85 H 

14:50 -91 L 

20:36 76 H 

2021 

1/24 

01:37 -120 L 

06:00 

10:00 

06:30 

10:30 

07:10 

11:10 

07:30 

11:30 

退 

漲 

08:02 71 H 

14:14 -70 L 

19:54 69 H 



  （四）塑膠微粒染色及統計數量過程 

   

       1. 我們利用濃度百分之 95 ％的酒精作為溶劑，混合尼羅紅比例達濃度 1μg/ml 作為

調和染劑。再將樣品以每 10ml 的溶液加入 1μl 的尼羅紅調和染劑。 

       2. 將採集到的樣本取 100 毫升後滴入 10uL 的尼羅紅調和染劑。 

       3. 將樣本用鋁箔紙包覆並放進暗室裡等待 30 分鐘染色。 

       4. 將樣本經由抽氣過濾，取下玻璃纖維濾紙放置在玻璃培養皿上，再將濾紙放在暗室裡

以 460nm 藍光手電筒照射使其產生激發光，戴上綠色螢光眼鏡觀察塑膠微粒的顏色

及數量並記錄結果。塑膠微粒因為具有極性所以兩端點染色會較接近，而且其形狀大

多較完整。因此塑膠染色的顏色較為飽和。所以尼羅紅法有利於快速觀察，且空氣中

纖維污染並沒有經尼羅紅的染色。因此觀察時能夠輕易判別是否為樣本的塑膠微粒或

者空氣污染，減少實驗誤差。 

 

  （五）氣象資料調查 

 

      我們透過 earth 全球風場與天氣動態地圖，以及透過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內的互動式海

洋資料查詢與展示平台，整理了從 2020 年 8 月到隔年 1 月，每次採集時桃園沿海岸的風場及

海流變化情形，並且搭配蘆竹、大園、新屋、觀音四個地區的氣象觀測站數據紀錄採集當天

各個時刻的風速及風向。使用資料來源如下： 

 

       1. 全球風場動態圖 

             查詢當天桃園沿海海域風場動態，藉由直覺的立體地圖搭配顏色、動態風向可

以快速了解風的整體流動狀態。 

 

       2. 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 

             利用互動式海洋資料查詢與展示平台可以了解當天桃園沿海海域流場動態，以

了解周邊海域的海流情形。 

 

       3.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 

             選擇蘆竹、大園、新屋、觀音四個測站，分別對應南崁溪口、老街溪口、社子溪

口、觀新藻礁。查詢四個觀測站當天每個整點的氣溫、雨量累積、風向、風速等氣象

資料，配合採樣時間，整理出對照表。 

  



伍、實驗結果 

 

一、桃園沿海地區的塑膠微粒數量 

 

  （一）四個採樣區的漲退潮平均數量 

 

        我們分別將四個不同的採樣區中，每一區的三個採樣點所測得的塑膠微粒數量，計算

平均值後，繪製成圖一，以長條圖來表現，並以漲潮和退潮作為區分，進行比較及描述。 

 

 

 

 

 

 

 

 

 

 

 

 

 

 

 

 

圖一：四個樣區漲退潮時採樣的塑膠微粒數量圖 

 

       1. 南崁溪口：8~10 月的塑膠微粒數量，比起 11~12 月較多。 

       2. 老街溪口：除了 8 月退潮與 11 月漲潮這兩次較多之外，整體塑膠微粒數量較少。 

       3. 社子溪口：塑膠微粒數量較其他兩個出海口來的多，尤其 8~10 月數量明顯最多。 

       4. 觀新藻礁：不論哪個月份，數量皆少，明顯比其他三個出海口的數量少很多。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社子溪口 觀新藻礁 



       整體來說，漲潮、退潮的數量差異，沒有明顯的趨勢，不過從時間來看，2020 年 8 月

~2021 年 1 月，從夏季到冬季有遞減趨勢，8、9、10 月明顯比 11、12、1 月多，發現有

季節的差異。塑膠微粒的總數量，以最南邊的社子溪口最多，數量由多到少排列，依序為社

子溪口 > 南崁溪口 > 老街溪口 > 觀新藻礁。 

 

  （二）採樣區的塑膠微粒樣本 

 

 

 

  

 

  

 

 

圖二： 塑膠微粒樣本圖 

 

       將 2020/8/22 到 2021/01/24 六次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樣本，透過尼羅紅染色後，再以藍光

激發，經由綠色濾光眼鏡處理後，在 40 倍顯微鏡放大倍率下進行觀察。在我們這六次採集到

塑膠微粒樣本中，大小、形狀、樣式各有不同，歸納分類成四種類型，以照片整理呈現如上

圖二。 

   最大的塑膠微粒樣本如圖二(a)，是在南崁溪口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樣本，直徑大約 3mm，

但在樣本中比較少見。也有如圖二(b)，在老街溪採集到的塑膠纖維，大約 6mm 長。體積較小

的塑膠微粒如圖二的(c)、(d)，分別是在觀新藻礁以及社子溪口採集到的樣本，直徑大約在

0.12mm-0.15mm 左右，此類型較多。所有觀測到的塑膠微粒樣本中，以直徑 0-1mm 的塑膠微

粒樣本比例最高，佔所有樣本約 95%。 

 

  



二、2020年 8月至 2021年 1月的氣象資料與塑膠微粒分布之關係。 

 

  （一） 2020/8/22 氣象資料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結果  

 

表一、2020/8/22 採樣期間之氣象觀測資料整理 

 

 

 

 

 

 

 

 

 

 

 

 

  

 

圖三：2020/8/22 漲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左)與退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右) 

 

 

 

 

 

 

 

 

 

圖四：四個觀測站 2020/8/22 當日風速統計圖 

 

       1. 氣象資料分析 

         (1) 根據表一觀測紀錄，8/22 當天四個樣區採集時最低氣溫 28.9℃，最高氣溫 32.4℃，

平均雨量 0 mm，溫度、雨量無明顯差異。 

         (2) 風向多在 24 ﾟ~50 ﾟ之間，大多為北北東風，僅蘆竹及大園在漲潮採集時間為 80 ﾟ

~86 ﾟ東北東風。透過圖三的風場動態圖，可以看到當天在台灣東部海域有輕度颱

風巴威經過，可能因此影響到夏季的風向。漲潮時的風向與台灣海峽北部的漲潮

流向一致，為東北向西南流動；與退潮時流向相反。 

氣象測站 蘆竹 大園 新屋 觀音 

對應地點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觀新藻礁 社子溪口 

採樣時間 09:00 15:00 09:40 15:30 10:30 16:30 11:00 16:00 

氣溫(℃) 30.3  30.0  31.3  31.2  31.5  29.0  31.1  29.0  

雨量(mm)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風向 80  24  86 37 50  40  26  30  

風速(m/s) 2.5  3.5  3.4  3.2 6.3  6.9  2.9  2.3  

退
潮
採
樣
時
間 

漲
潮
採
樣
時
間 



         (3) 從表一與圖四可看到四地的風速有差異，風速最快的地區為新屋測站（觀新藻礁），

在上午 10：30 及下午 16：30 的風速皆超過 6m/s。 

 

       2. 風速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之分析 

 

 

 

 

 

 

 

 

 

 
 

圖五：2020/8/22 四個採樣點漲退潮之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圖 

 

           我們將漲退潮時的風速與塑膠微粒進行比對，圖五顯示，最南邊的社子溪口風速最

低，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數量最多，不論在漲、退潮皆為四個採樣區的最高量。南崁溪口

退潮時的風速比漲潮時快，平均塑膠微粒數量也比漲潮時來得多。老街溪口也是退潮時

塑膠微粒較多。觀新藻礁的塑膠微粒數量則明顯最低，平均採集量每 100ml 不到 2 顆。

三個出海口及觀新藻礁海岸平均塑膠微粒數量與風速快慢呈現反比，具有相關性。 

 

       3. 海流方向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與圖六，台灣

海峽整體流向為向東北流，。夏季

的洋流主要受南海海流影響，會

將台灣西部沿岸的塑膠微粒從南

邊帶往北邊，也可以發現整體塑

膠微粒的數量較多。 

 

       4. 小結 

           根據上述結果第 2 項與第 3 項，2020/8/22 塑膠微粒的數量受到風速及海流的變化

影響較相關，退潮時也比漲潮時數量較多；跟溫度、雨量、風向等其它因素較無相關。  

圖六：2020/8/22 台灣北部海域每日平均海流動態圖 

老街溪口 



  （二） 2020/9/27 氣象資料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結果 

 

表二、2020/9/27 採樣期間之氣象觀測資料整理 

 

 

 

 

 

 

 

 

 

 

 

 

 

 

  

圖七：2020/9/27 退漲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左)與退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右) 

 

 

 

 

 

 

 

 

 

圖八：四個觀測站 2020/9/27 當日風速統計圖 

 

       1. 氣象資料分析 

         (1) 根據表一觀測紀錄，9/27 當天四個樣區採集時最低氣溫 21℃，最高氣溫 21.7℃。

平均雨量 5.6mm，是六次採樣期間唯一下雨的一次。 

         (2) 風向的部分，蘆竹及大園在退潮採集時主要吹東風~東北東風，下午大園在漲潮採

集時則轉為北風；新屋地區漲退潮採樣時皆以北風為主；觀音地區則皆吹東風為

主。整體來說，大園測站在漲退潮兩個時間的風向變化較大。透過圖七的風場動

態圖，可以觀察到與觀測站測到的風向大致符合。漲潮時的風向與台灣海峽北部

氣象測站 蘆竹 大園 新屋 觀音 

對應地點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觀新藻礁 社子溪口 

採樣時間 10:30 15:30 11:30 16:30 12:10 17:10 12:30 17:30 

氣溫(℃) 21.0  21.7 21.3  21.6 21.6  21.4  21.2  21.3  

雨量(mm) 3.5  2.5  5.5  1.0  2.0  4.5  3.0  3.5  

風向 93  85 78  358 5.6  3.9 59  100  

風速(m/s) 0.6  0.5  1.9  0.6  2.9  1.7  1.0  0.6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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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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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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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漲潮流向一致，為東北向西南流動；與退潮時流向相反。 

         (3) 從表二與圖八可看到，整體風速皆低。風速較快的是新屋，退、漲潮採集時分別

為 2.9m/s 與 1.7m/s，其他三地的風速扣掉大園退潮採集時間，平均風速不到 1m/s。 

  

       2. 風速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之分析 

 

 

 

 

 

 

 

 

 

 

 

圖九：2020/9/27 四個採樣點漲退潮之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圖 

 

           我們將漲退潮時的風速與塑膠微粒進行比對，圖九顯示，社子溪口的塑膠微粒數量

為最高，不論漲退潮平均數量皆在 40 顆左右；其他三個採樣區則明顯偏低，平均不到

10 顆，但在漲潮時所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數量較退潮時稍多一點。而風速較快的觀新藻礁

仍是四個樣區中塑膠微粒數量最低的採樣區。由於風速皆偏低，看不出明顯差異。 

 

       3. 海流方向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與圖十，台灣

北部海域的海流流向以往北流動

為主，會將台灣西岸各河口的塑

膠微粒由南向北帶，南邊的社子

溪口整體塑膠微粒的數量最多。 

 

       4. 小結 

           根據上述結果，2020/9/27 調查的塑膠微粒數量，與海流流向較相關，漲潮時比退潮

稍多也有相關，跟溫度、雨量及風向等因素較無相關。  

圖十：2020/9/27 台灣北部海域每日平均海流動態圖 

老街溪口 



  （三） 2020/10/27 氣象資料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結果 

 

表三、2020/10/27 採樣期間之氣象觀測資料整理 

 

 

 

 

 

 

 

 

 

 

 

 

  

 

 

 

圖十一：2020/10/27 漲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左)與退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右) 

 

 

 

  

 

 

 

 

 

 

 

圖十二：四個觀測站 2020/10/27 當日的風速統計圖 

 

       1. 氣象資料分析 

         (1) 根據表三觀測紀錄，10/27當天四個樣區採集時最低氣溫 25.2℃，最高氣溫 29.2℃，

平均雨量為 0mm，溫度、雨量無明顯差異。 

         (2) 風向也沒有明顯差異，四個地方在漲潮及退潮時的風向都維持在東北東風。透過

圖十一的風場動態圖也顯示出與觀測站測到的風向相符合。漲潮時的風向與台灣

海峽北部的漲潮流向一致，為東北向西南流動；與退潮時流向相反。  

氣象測站 蘆竹 大園 新屋 觀音 

對應地點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觀新藻礁 社子溪口 

採樣時間 12:00 16:00 12:30 16:00 13:10 17:10 13:30 17:30 

氣溫(℃) 28.3  26.8  29.2  27.5  28.5  25.7  28.2  25.2  

雨量(mm)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風向 80  78  71  70  60  60  61  51  

風速(m/s) 5.0  4.3  6.4  7.1  7.2  6.4  2.8  2.2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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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表三與圖十二可看出風速由快至慢依序為新屋、大園、蘆竹、觀音。大園及新

屋測站的風速在兩次採樣時皆超過 6m/s；最低的觀音則平均在 2.5m/s 左右。 

 

       2. 風速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之分析 

 

 

 

 

 

 

 

 

 

 

 

 

圖十三：2020/10/27 四個採樣點漲退潮之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圖 

 

           我們將漲退潮時的風速與塑膠微粒進行比對，圖十三顯示，此次採樣整體數量偏少，

不過風速最低的社子溪口塑膠微粒數量，則相較於其它三地還是比較多，漲潮時平均有

10 顆左右，退潮時採樣到的數量下降到平均 7 顆。其他兩個出海口採樣區則平均不到 4

顆，觀新藻礁依舊最少。而老街溪在漲潮時所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數量較退潮時高一點，

南崁溪口則是退潮時較漲朝時高一點。整體而言 10 月份塑膠微粒數量明顯偏低。圖中

呈現塑膠微粒數量會受到風速快慢影響，風速愈快則塑膠微粒數量隨之減少，反之，風

速慢的社子溪口則塑膠微粒較多。 

 

       3. 海流方向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與圖十四，

秋、冬季台灣海峽北部多為往

北部流動的中國沿岸流，推測

是造成調查當日塑膠微粒數量

比夏季月份來得少的因素。 

 

       4. 小結 

           根據上述結果，2020/10/27 調查的塑膠微粒數量，受風速快慢及季節造成的海流流

向影響關係較大，與其他氣象因素及漲退潮的相關性較低。   

圖十四：2020/10/27 台灣北部海域每日平均海流動態圖 

2020/10/27 

老街溪口 



  （四） 2020/11/21 氣象資料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結果 

 

表四、2020/11/21 採樣期間之氣象觀測資料整理 

 

 

 

 

 

 

 

 

 

 

 

 

  

 

圖十五：2020/11/21 漲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左)與退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右) 

 

 

 

 

 

 

 

 

 

 

圖十六：四個觀測站 2020/11/21 當日風速統計圖 

 

       1. 氣象資料分析 

         (1) 根據表四觀測紀錄，11/21 當天四個樣區採集時最低氣溫 22.7℃，最高氣溫 27.7℃，

當天平均雨量為 0mm，氣溫、雨量無明顯差異。 

         (2) 四地風向在漲潮及退潮時的多在東北風到東北東風之間。漲潮時的風向與台灣海

峽北部的漲潮流向一致，為東北向西南流動；與退潮時流向相反。 

         (3) 風速最快的地區為新屋地區，採樣時風速超過 5m/s，上午退潮採集時則達到 6.8m/s。

蘆竹、觀音地區皆維持在平均在 2m/s左右，大園地區風速則在漲潮時提升到 4m/s。 

氣象測站 蘆竹 大園 新屋 觀音 

對應地點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觀新藻礁 社子溪口 

採樣時間 7:00 12:00 7:30 12:30 8:10 13:10 8:30 13:30 

氣溫(℃) 22.7  26.8  22.7  27.0  23.7  27.7  23.1  27.0  

雨量(mm)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風向 55  48  59  75  50  60  42  84  

風速(m/s) 1.5  1.3  2.2  4.5  6.8  5.5  1.3  1.3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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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風速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之分析 

 

 

 

 

 

 

 

 

 

 

 

 

 

 

圖十七：2020/11/21 四個採樣點漲退潮之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圖 

 

           我們將漲退潮時的風速與塑膠微粒進行比對，圖十七顯示，11 月的塑膠微粒數量與

10 月類似，皆偏少。整體來說社子溪口不論漲退潮的平均塑膠微粒數量還是比較多，南

崁溪口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數量平均在 7 顆左右，比較特別的是老街溪口在漲潮時風速較

慢，採集到塑膠微粒數量相對較高，平均 18 顆，退潮時的風速較快，採集到的塑膠微

粒數量則較少，有明顯的變化。而觀新藻礁平均數量仍是最低。圖中呈現出塑膠微粒數

量受到風速快慢影響，風速越快則塑膠微粒數量隨之減少，反之，風速越慢則塑膠微粒

越多。 

        

       3. 海流方向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秋、冬季台

灣海峽北部地區多為往南部流

動的中國沿岸流，而塑膠微粒

數量相較夏季來得少。而圖十

八也顯示採樣當日的海流方向

是西向東流，也可能是造成塑

膠微粒數量較少的原因。 

        

       4. 小結 

           根據上述結果，塑膠微粒數量主要受風速快慢及季節海流影響；與其它氣溫、雨

量、風向等氣象因素及漲退潮則相關性較低。  

圖十八：2020/11/21 台灣北部海域每日平均海流動態圖 

老街溪口 



  （五） 2020/12/26 氣象資料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結果 

 

表五、2020/12/26 採樣期間之氣象觀測資料整理 

 

 

 

 

 

 

 

 

 

 

 

 

  

 

 

 

圖十九： 2020/12/26 漲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左)與退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右) 

 

 

 

 

 

 

 

 

圖二十：四個觀測站 2020/12/26 當日風速統計圖 

 

       1. 氣象資料分析 

         (1) 根據表五觀測紀錄，12/26當天四個樣區採集時最低氣溫 16.2℃，最高氣溫 22.4℃，

當天平均雨量為 0mm，氣溫、雨量無明顯差異。 

         (2) 風向在蘆竹與新屋漲潮時偏向南風到東南風之間，大園與觀音則因無風向顯示；

退潮時則是偏向在北風到西北北風之間。漲潮時的風向與台灣海峽北部的漲潮流

向相反；與退潮時則流向一致，為北向南流動。 

         (3) 風速四地皆弱，在退潮採樣期間新屋測站接近 2m/s，其餘則多為 0-1m/s 左右。整

體來說，退潮時風速則有些微提升，但與漲潮時的差異不大。 

氣象測站 蘆竹 大園 新屋 觀音 

對應地點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觀新藻礁 社子溪口 

採樣時間 6:30 10:30 7:00 11:00 7:40 11:40 8:00 12:00 

氣溫(℃) 16.2  22.2  16.3  22.0  16.2 21.9  17.9  22.4  

雨量(mm)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風向 171  356  0 335  120 10  0 356  

風速(m/s) 0.3 1.1  0.0  1.1    1.2 1.9  0.0  1.2  

退
潮
採
樣
時
間 

漲
潮
採
樣
時
間 



       2. 風速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之分析 

 

 

 

 

 

 

 

 

 

 

 

 

 

圖二十一：2020/12/26 四個採樣點漲退潮之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圖 

 

           我們將漲退潮時的風速與塑膠微粒進行比對，圖二十一顯示，漲潮時南崁溪口的塑

膠微粒數量最多，但在退潮時社子溪口的塑膠微粒數量變成四地最多，在南北兩處漁港

漲潮與退潮時則出現不同的狀況。老街溪口及觀新藻礁的塑膠微粒數量在漲退潮時皆偏

低，老街溪平均不到 10 顆，觀新藻礁平均則不到 4 顆，退潮時甚至是 0 顆。由於當日

四地風速皆慢，而塑膠微粒數量分布落差大，推測當日塑膠微粒數量還可能受到其他的

因素影響。 

 

       3. 海流方向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秋、冬

季台灣海峽北部地區多為往

南部流動的中國沿岸流，造

成當月塑膠微粒數量相較夏

季少。圖二十二當日北部沿

海海流方向為西北向東南流

動，反而阻擋出海口水流。 

 

       4. 小結 

           根據上述結果，由於當日風速較弱，推測塑膠微粒受到季節海流的影響較大；與

其他氣溫、雨量、風向等氣象資訊及漲退潮的相關性則較低。  

圖二十二：2020/12/26 台灣北部海域每日平均海流動態圖 



（六）2021/1/24 氣象資料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結果 

 

表六、2021/1/24 採樣期間之氣象觀測資料整理 

 

 

 

 

 

 

 

 

 

 

 

 

 

 

圖二十三： 2021/1/24 漲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左)與退潮採樣時的風場動態圖(右) 

 

 

 

 

 

 

 

 

圖二十四：四個觀測站 2021/1/24 當日風速統計圖 

 

       1. 氣象資料分析 

         (1) 根據表一觀測紀錄，1/24 當天四個樣區採集時最低氣溫 15.7℃，最高氣溫 18.9℃，

無雨，氣溫及雨量無明顯差異。 

         (2) 四地所觀察到的風向主要為東北風；退潮時則是偏向在北風到西北北風之間。漲

潮時的風向與台灣海峽北部的漲潮流向一致，為東北向西南流動；與退潮時流向

相反。 

         (3) 新屋的風速最快，漲潮時為 7.5m/s，退潮時為 11m/s。其餘三地則漲潮時風速約在

1~2m/s，退潮時約在 3~4m/s，新屋風速明顯較另外三地高出許多。 

氣象測站 蘆竹 大園 新屋 觀音 

對應地點 南崁溪口 老街溪口 觀新藻礁 社子溪口 

採樣時間 6:00 10:00 6:30 10:30 7:10 11:10 7:30 11:30 

氣溫(℃) 16.6  18.9  16.0  18.8  16.2  18.7  15.7  18.9  

雨量(mm)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風向 57  30  59 51  50  40  39  33  

風速(m/s) 2.0    4.5 2.8  4.2  7.5  11.0  1.6  3.6  

退
潮
採
樣
時
間 

漲
潮
採
樣
時
間 



       2. 風速與塑膠微粒分布調查之分析 

 

 

 

 

 

 

 

 

 

 

 

 

 

圖二十五：2021/1/24四個採樣點漲退潮之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圖 

 

           我們將漲退潮時的風速與塑膠微粒進行比對，圖二十五顯示，1 月時四地採集到的

塑膠微粒數量皆較為低少，除了老街溪口在漲潮時平均有超過 10 顆之外，其餘地方不

論漲退潮的平均都少於 10 顆以下。漲退潮時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數量都沒有明顯的差異。

觀新藻礁風速最快，所採集到的塑膠微粒數量也是所有樣區裡面最少的。比對圖中資料，

可以看出塑膠微粒的數量，有受到風速大小影響，風速越快則塑膠微粒數量隨之減少；

反之，風速越低，則塑膠微粒數量較多。 

        

       3. 海流方向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台灣海

峽秋、冬季多為北往南流動

的中國沿岸流，與夏季相

比，塑膠微粒數量少很多。

圖二十六的海流流向顯示由

西北向東南流，阻擋了河川

出海口的水流向海洋流出。 

 

       4. 小結 

           根據上述結果，推測塑膠微粒數量與風速快慢及季節盛行海流較有相關；與風

向、溫度、雨量等其它氣象資訊及漲退潮則相關性較低。    

圖二十六：2021/1/24 台灣北部海域每日平均海流動態圖 



陸、討論 

 

一、人為活動因素對塑膠微粒數量的影響 

 

 （一） 工業區及汙水處理廠對塑膠微粒數量有影響 

 

       文獻回顧中，陳芊伃等（2020）在全國中小學第 60 屆科展的研究，與田蒨蓉（2020），

都提出塑膠微粒來源，跟河川流經人口密集區及工業區有關。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長於望聖

表示，要設置能完全阻攔塑膠微粒的污水處理廠，必須做到薄膜系統，但建造和維護成本高

昂，不符效益（我們的島，2016）。根據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2019）資料顯示，河口地區的

塑膠微粒多來自陸域及河流，而全台薄膜系統普及率平均不到三成，代表大多數的溪流中的

塑膠微粒不能被淨化或阻攔。 

       在我們的調查中，鄰近四個採樣區的汙水處理廠，都沒有設立薄膜系統，但位於老街溪

下游的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的污水處理廠則建有「放流管理系統」，並能削減懸浮固體（SS）

50%以上，所以實驗結果會受污水處理廠影響，而減少塑膠微粒的數量。以下依塑膠微粒數量

由多到少的排列順序進行說明： 

  

       1. 社子溪口（永安漁港旁） 

              鄰近永安工業區，距離社子溪出海口僅約 1.2km，工廠類型多為人造或合成纖維

之製造、放射性工業、放射性元素分裝、電子零件製造等。該流域中下游沒有汙水處

理廠。所以無法阻攔流域中下游生成的塑膠微粒，造成社子溪出海口的塑膠微粒數量

較其他採樣點多。 

   

       2. 南崁溪口（竹圍漁港旁） 

             鄰近南崁溪流域的海湖工業區，距離溪口約 2.2km，多為機械製造業；另一個南

崁工業區則距離河口約 10km，以電子產品製造為主，更上游的地區則有許多紡織廠

與染整廠。但是南崁溪流域中下游沒有汙水處理廠，因此流域中下游的工業區所產生

的塑膠微粒沒辦法被阻攔，在我們觀察塑膠微粒數量的結果，為四個樣區中次多。 

 

       3. 老街溪口 

             經調查位於該溪流域的大園工業區，距離河口約 2.2km，其中多為紡織工廠及金

屬製品類；另一個長發工業區，距離河口約 2.8km，多為食品加工廠。溪流出海口前

有經濟部工業局設立的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污水處理廠，約離工業區約 0.8km，且設



有完善的污水處理跟下水道系統。因此在老街溪上流流域產生的塑膠微粒可以被該汙

水處理場阻攔。在比較同樣位於北桃園的南崁溪口後，可發現塑膠微粒的數量相對較

少，為四個採樣區中塑膠微粒次少。 

 

        4. 觀新藻礁 

             非出海口的採樣點，沒有溪流帶來的汙染，為生態保育區，人為活動相對較少，

每次採樣的塑膠微粒平均數量皆少於 5 個。由於藻礁離大園與觀音汙水處理廠有距

離，而鄰近的大潭工業區之汙水處理場，雖沒有薄膜系統，但是汙水量較少。另外，

藻礁範圍很大，但我們採集的位置受限工具，比較偏向藻礁的內側，不容易受到沿岸

流的影響，塑膠微粒數量最少。 

 

二、自然因素之潮汐、風向、風速對塑膠微粒數量的影響 

 

  （一） 漲潮與退潮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將四個採樣區的塑膠微粒數量與漲退潮的關係整理在下表七，發

現其實沒有一定的規律，因此漲退潮可能不是影響塑膠微粒在河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表七：四個採樣區 2020/8~2021/1 塑膠微粒漲潮與退潮數量比較 

 

      

 

 

 

 

 

  （二） 風向與風速 

 

       1. 風向 

 

           台灣由於東北季風盛行，促使海流帶動大量的漂沙，由北往南移動（我們的島，1998）。

臺灣西北部河川輸砂量較小，卻在春夏兩季在臺灣北側海域可見漂沙濃度較高之分布，

此現象或許可說明臺灣西側海域夏季漂沙傳輸現象，由於海流的影響造成趨勢向北（廖

建明等，2012）。 

 2020/8/22 2020/9/27 202010/27 2020/11/21 2020/12/26 2021/124 

南崁溪 退潮多 漲潮多 退潮多 漲潮多 漲潮多 漲潮多 

老街溪 退潮多 漲潮多 漲潮多 漲潮多 退潮多 漲潮多 

觀新藻礁 退潮多 漲潮多 漲潮多 退潮多 退潮多 漲潮多 

社子溪 漲潮多 漲潮多 漲潮多 退潮多 退潮多 漲潮多 



           我們根據風與漂沙的現象推測，塑膠微粒也會類似漂沙，有夏季由南往北移、冬季

由北往南移的規律。但因為東北季風與西南氣流屬於大面積尺度的分布，而我們的四個

採樣區則只佔較小的區域，加上根據採樣區所對應的觀測站資料顯示，同一天同一時間

的四個採樣區，風向沒有明顯差異，所以風向不是影響塑膠微粒的數量的主要因素。 

 

      2. 風速 

 

        根據石再添等（1993）的研究表示，風所搬運之泥沙，當其風速減低或受障礙物阻擋，

在海岸地帶堆積而成的丘阜，通稱為海岸沙丘。依此邏輯，推測更輕更小的塑膠微粒，也

會受風速快慢影響搬運的狀態。風速會帶動沿岸流的速度，若風速越快，沿岸流速度越快，

塑膠微粒被水流帶走而越不容易堆積；反之，風速越慢，沿岸流越慢，塑膠微粒則較容易

產生堆積，所以風速快慢與塑膠微粒數量成反比。 

          依據氣象觀測站的資料整理得出，採樣區的風速快慢依序為觀新藻礁、老街溪口、南

崁溪口（竹圍漁港）、社子溪口（永安漁港）。而根據六次實驗結果中所做出的小結，我們

的確發現塑膠微粒的數量多寡，跟風速有關。比對採樣當天的風速資料發現，當風速越慢

時，測得的塑膠微粒越多；風速越快時塑膠微粒越少。所以河川出海口的塑膠微粒可能會

因為風速較快使沿岸流速度也快，塑膠微粒不易堆積，被水流帶走；風速較慢時，則因沿

岸流速度也慢，塑膠微粒容易停留堆積在出海口地區。因此我們推測河口塑膠微粒的數量

較容易受到風速的影響。 

 

三、季節盛行海流對塑膠微粒數量有影響 

 

  （一） 夏季南海海流對塑膠微粒數量的影響比冬季明顯 

 

      實驗結果總體顯示 8、9、10 月（夏末及秋季）所測量到的塑膠微粒比 11、12、1 月（秋

末冬季）測量到的塑膠微粒還多。而以位置來看，不管在什麼季節，塑膠微粒數量多寡依序

都是社子溪口、南崁溪口、老街溪口、觀新藻礁。 

      根據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2018）製圖資料顯示，台灣西部海域在夏季時，會有南海海流

由南方流向北方。我們從資料中看出，夏季的南海海流更貼合台灣西半部海岸，冬季的中國

沿岸流則較不貼近。而塑膠微粒的來源，根據文獻回顧可知，多數是人類活動排入溪流，再

流到海洋中的，所以我們推測夏季的南海海流向北流動時，會將台灣西半部溪流帶來的塑膠



微粒一起帶往北邊；而冬季的時候，中國沿岸流流向南方，東北季風也會將北方海洋的塑膠

微粒帶往南邊。 

      因此我們認為，夏季的南海海流影響桃園地區海岸，會比冬季的中國沿岸流影響來的更

大，夏季海流流向由台灣西部的溪流帶來的影響，也比冬季由海洋帶來的塑膠微粒數量更明

顯，所以總體來說，桃園沿岸的塑膠微粒數量，夏季會比冬季多。 

 

  （二）當日海流流向對塑膠微粒分布有影響 

 

    根據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的每日海流動態圖可知，夏秋季節的 8 月 22 日為向東北

流、9 月 27 日為向往北流動、10 月 27 日為往北流動，塑膠微粒數量較多；而冬季之後的

11 月 21 日為向東流動、12 月 26 日為向東南流動、1 月 24 日為向東南流，塑膠微粒數量

較少。 

    結果顯示，當日的海流方向，若是向東北或北流動，不會阻擋桃園地區的溪流將陸地的

水流帶往海洋；但若是向東或東南流動，則可能因溪流出海口方向相反，阻擋了溪流表層水

的流出，造成採集到的水體樣本是從海洋往內陸流動的，這也造成冬季觀測到的塑膠微粒數

量偏少。 

 

四、與前人研究的比較 

 

  （一）出海口塑膠微粒數量較多 

 

      從文獻回顧中，不論是國外研究、黑潮基金會（2019）、田蒨蓉（2020）等，都表示人類

活動將塑膠微粒排入河川，進而對海洋產生塑膠微粒的污染。從我們的採樣區中也可發現相同

的現象，三個出海口的塑膠微粒數量最多，非出海口的觀新藻礁塑膠微粒數量最少，與前人研究

結果一致。 

 

  （二）漲退潮對塑膠微粒的影響 

 

     蔡岳其（2019）與田蒨蓉（2020）都有提到塑膠微粒會受到潮汐的影響，使塑膠微粒有移

動的現象。我們的研究限制受到採樣時間、採樣工具與位置等因素的影響。研究結果並沒有觀測

到潮汐對塑膠微粒明顯影響。 



       1、時間的限制 

           為了在同一天內採集完北桃園到南桃園的四個樣區，由於樣區之間距離較遠，也無

法控制行車時間，所以沒辦法在漲退潮的最高潮位與最低潮位時進行採樣。 

 

       2、採樣工具與位置的限制 

           我們使用長木棍組裝玻璃瓶來採集，因此只能撈取到表層水，還有在走路能及的海

灘旁邊進行水體的採樣，無法採集到較為外海、不同深度、或是靠近出海口中間位置的

水體。 

 

  （三）發現風速與海流的影響 

 

       查詢前人關於塑膠微粒的研究，主要是與生物體、食物、健康、潮汐相關的討論。我們

的研究中則看見風速快慢、還有不同季節的海流流向對塑膠微粒有影響，是我們的新發現。 

 

五、其他未完成之研究與後續的研究方向 

 

  （一） 模擬實驗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有嘗試要根據海流及風向，用油性黏土與兒童戲水池，製作模擬實

驗，來做比較與對照，可是後來發現實驗在操作的時候，會跟實際去採樣時的大自然條件狀

況不一樣，所以最後決定不列入討論。未來可能在一開始做研究設計的時候，就要把模擬實

驗一起規劃進去，方便實驗變因的控制。 

 

  （二） 進行河川流域的調查 

 

       在縣市科展結束後，我們很好奇既然塑膠微粒是從河川流到出海口的，那河川的塑膠微

粒是如何分布的？所以我們跟老師去社子溪跟新屋溪流域採樣，第一次採樣後發現流過人口

多的聚落或工業區之後，塑膠微粒數量有比較多，特別的是遇到攔河壩前的水流被攔截，沒

能繼續流出，這裡測得的塑膠微粒數量竟然破萬，令我們印象深刻。可惜後來受疫情影響，

我們沒能繼續做下去。 

 



  （三） 增加沿海的採樣點 

 

       觀新藻礁海岸因和其他採樣區性質不同，不是出海口，所以塑膠微粒數量比較少，未

來可以多增加非河川出海口的採樣點，或是採集觀新藻礁較外側的位置，才能知道藻礁跟塑

膠微粒的關聯。塑膠微粒的數量越少，對生態的保護越有幫助。 

 

 

 

柒、結論 

 

一、風速的快慢對塑膠微粒數量有影響。風速越快，沿岸流流速越快，塑膠微粒堆積數量越

少；風速越慢，沿岸流速度也較慢，塑膠微粒較容易產生堆積，數量較多。 

 

二、塑膠微粒分布有季節差異。夏季時受到較貼近台灣海岸線的夏季南海海流影響，將台灣西

部其他溪流出海口的塑膠微粒帶往北部，觀測到的塑膠微粒數量較多；冬季海流方向造成

海水往內陸流動，阻擋了溪流表層水的流出，使觀測到的塑膠微粒數量較少。 

 

三、社子溪口塑膠微粒最多的現象，可再對社子溪流域做進一步的延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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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桃園河口地區塑膠微粒
分布因素之初探

科 別：地球科學

組 別：國中組



(一)、調查桃園沿海地區出海口的塑膠微粒數量。

(二)、比對分析桃園沿海地區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的氣象測站資料。

(三)、探討半年時間中影響沿海塑膠微粒數量的因素。

摘要與目的

二、目的

一、摘要

01

未來展望實驗結果實驗方法實驗動機 採樣地區

桃園沿海塑膠微粒
數量之影響因素

南崁溪、老街溪、
社子溪之出海口及

觀新藻礁

尼羅紅染劑 風速與海流 調查河川流域、
藻礁跟塑膠微粒的關聯



• 台灣西南沿海發現河口區域塑膠微粒濃度較高，顯示西南沿海塑膠微粒主要來源為河流帶入。

Chen et al., (2020)

• 查詢中央氣象局資料可得知，臺灣海峽的海流也會受到黑潮與季風的影響。在台灣海峽整體的水

文變化中，受到中國沿岸流與南海水流的影響，其中，夏季，台灣海峽以南海水流為主，秋冬季

時，海峽南部以黑潮水流為主，北部則為東北季風帶來的中國沿岸流所佔據（劉鍾霖，2003）。

02 文獻探討

• 塑膠微粒(Microplastic)在國際學術界的定義為直徑小於5mm的塑膠碎片。(海洋基金會，2019)

• 在台灣高雄鳳山溪系統的調查中，估計每天約有10億個微塑膠從該河川流入台灣海峽。都市與工
業廢水的排放、都市逕流、河水之流速、潮汐交流與微塑膠密度等，也影響微塑膠在河水與底泥
的空間分布。



03 實驗結果

南崁溪口:

塑膠微粒數量，8~10月比11~1月多。

老街溪口：

除了8月退潮與11月漲潮這兩次較

多之外，整體塑膠微粒數量較少。

社子溪口：

塑膠微粒數量較其他兩個出海口來

的多，尤其8~10月數量最多。

觀新藻礁：

不論哪個月份，數量皆少，明顯比

其他三個出海口的數量少很多。

圖一：四個樣區漲退潮時採樣的塑膠微粒數量圖

圖二 : 塑膠微粒樣本

一、桃園沿海地區四個採樣區的塑膠微粒數量

二、塑膠微粒樣本

1. 樣本處理後，在顯微鏡放大倍率下發現樣

本中塑膠微粒樣式各有不同。

2. 所有觀測到的塑膠微粒樣本，直徑0.1mm

的塑膠微粒約佔所有樣本的95%



三、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相關性

圖三 :四個採樣點漲退潮之風速與塑膠微粒數量圖

03 實驗結果

可看出塑膠微粒數量與
風速快慢有關。



• 夏季的洋流主要受南海海流影響。

• 由8、9、10月採樣當天的海流動態圖可知

大致為向北或東北流動。塑膠微粒數量較多。

• 冬季的洋流主要受中國沿岸流影響。

• 由11、12、1月採樣當天的海流動態圖可知

大致為向東或東南流動。塑膠微粒數量較少。

圖四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2018）繪製的示意圖

03 實驗結果

四、實驗結果之台灣北部海域採樣當日流向



04 討論

(一)社子溪口（永安漁港旁）

鄰近流域有永安工業區。中下游流域沒有汙水處理廠。塑膠微粒數量較其他採樣點多。

(二)南崁溪口（竹圍漁港旁）

鄰近流域有兩個工業區。中下游流域沒有汙水處理廠，為四個樣區中次多。

(三)老街溪口

該溪流域有兩個工業區。出海口前的污水處理廠，設有完善的設備。在比較同樣位於北

桃園的南崁溪口後，發現塑膠微粒的數量相對較少，為四個樣區中塑膠微粒次少。

(四)觀新藻礁

非出海口的採樣點，為生態保育區。鄰近的汙水處理場沒有薄膜系統，但汙水量較少。

另外由於採集的位置偏向藻礁的內側，不易受沿岸流的影響，塑膠微粒數量最少。

一、工業區及汙水處理廠對塑膠微粒數量有影響



觀測站資料顯示，同一時間的四個採樣區，風向沒有明顯差異。所以無法肯定風向是否對

塑膠的數量有影響。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發現塑膠微粒的數量多寡，跟風速有關。當風速越慢時帶動沿岸流變

慢，測得的塑膠微粒越多；風速越快時帶動沿岸流變快，塑膠微粒越少。因此推測河口塑膠

微粒的數量容易受到風速的影響。

根據實驗結果，四個採樣區的塑膠微粒數量在漲退潮時都沒有一定的規律，因此漲退潮可

能不是影響塑膠微粒在河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一)潮汐

(二)風向

(三)風速

二、自然因素之潮汐、風向、風速對塑膠微粒數量的影響

04 討論



（一）夏季海流對塑膠微粒數量的影響比冬季明顯

（二）當日海流流向對塑膠微粒分布有影響

1.    實驗結果顯示，8～10月塑膠微粒數量比11～1月多。

2.    由於南海海流比中國沿岸流更貼合台灣西半部，推測影響較大，故塑膠微粒夏季比冬季多。

三、季節盛行海流對塑膠微粒數量有影響

1. 實驗結果第四項顯示，夏季海流向北或東北流動時的塑膠微粒數量較多；冬季海流向東或

東南流動時較少。

2. 海流方向向北或東北流動，不會阻擋桃園地區溪流將表層水帶往海洋。

3. 海流方向向東或東南流動，與桃園地區溪流出海口方向相反，阻擋溪流表層水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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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與前人研究的比較

三、風速及不同季節海流對塑膠微粒的影響

一、出海口塑膠微粒的數量

二、漲退潮對塑膠微粒的影響

前人的研究 人類活動將塑膠微粒排入河川，進而污染海洋。

我們的研究 非出海口的觀新藻礁塑膠微粒數量最少，三個出海口的塑膠微粒數量最多，與
前人研究結果一致。

前人的研究 塑膠微粒會受到潮汐的影響，使塑膠微粒有移動的現象。

我們的研究 因研究中有較多限制。並沒有觀測到潮汐對塑膠微粒有明顯影響。

前人的研究 無風速及海流會影響塑膠微粒的相關研究。

我們的研究 風速快慢、不同季節的海流對塑膠微粒有影響，為本次研究的新發現。



一、風速的快慢對塑膠微粒數量有影響。風速越快，沿岸流流速越快，塑膠

微粒堆積數量越少；風速越慢，沿岸流速度也較慢，塑膠微粒較容易產

生堆積，數量較多。

二、塑膠微粒分布有季節差異。夏季時風速及流速較慢。加上受到南海海流

影響，將台灣西部其他溪流出海口的塑膠微粒帶往北部，觀測到的塑膠

微粒數量較多；冬季時風速及海流流速較快，海流方向阻擋了溪流表層

水的流出，使觀測到的塑膠微粒數量較少。

三、社子溪口塑膠微粒最多的現象，可再對社子溪流域做進一步的延伸研究。

05 結論

四、工業區與汙水處理廠的分布對塑膠微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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