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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人類活動的快速發展，海洋污染問題不斷惡化，對海洋生物的生 

存與繁衍造成了嚴重威脅。塑膠垃圾、重金屬污染、農業化學品和石油洩漏

等問題，已導致海洋生物的死亡率增加、生物多樣性驟減。本研究主要目的

是探討塑膠污染和噪音污染如何危害生物，了解它們的長期影響。 

 

因此，我們想探討海洋污染如何直接或間接影響海洋生物的健康、生態和繁

衍能力。希望揭示污染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長期危害。此外，我們希

望透過本研究，喚起更多人對海洋生物處境的關注。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污染對海洋生物的危害。 

（二）研究污染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長期影響。 

 

三、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是利用文獻探討的方式，上網查找文件，並歸納進行探討 

來做出此研究。 

 

貳、文獻探討 

 

    一、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82）第一條的定義 

 

        海洋環境污染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把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包 

括河口灣），以致於造成或可能造成損害生物資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類健

康、妨礙捕魚和海洋的其他正當用途在內的各種海洋活動、損害海水使用質

量和減損環境美觀等有害影響。」 

 

二、海洋污染的種類 

  

（一）塑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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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汙染是指環境中塑膠製品的累積，讓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受到

破壞，甚至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塑膠污染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包括

垃圾、海洋廢棄物（進入海洋的人造廢棄物）、塑膠顆粒水污染、塑膠

網和友好漂浮物。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一次性塑膠、可拋棄式的包裝材

料、或是會在一年內丟棄的產品。 

 

（二）石油污染 

 

石油污染是嚴重的海洋污染。經由河流、向海洋注入的含油廢水、

海上油船漏油、排放和油船事故等；海底油田開採溢漏；進入大氣中

的石油烴的沉降等。進入海洋的石油烴年約 600 萬噸左右。石油形成

的油膜會阻礙大氣、海水間的氣體交換，影響海面對輻射的吸收，長

期覆蓋在極地冰面的油膜，會增強冰塊吸熱，加速冰層融化。 

 

（三）重金屬污染 

 

污染海洋的重金屬元素有汞、鎘、鉛、鋅、鉻、銅等。當發生岩

石風化、海底火山噴發、水土流失時，大量重金屬通過河流、大氣注

入海中。污、廢水、重金屬農藥，燃燒煤和石油釋放出的重金屬經大

氣進入海洋；全球每年入海洋的汞有 3000 多噸；大氣中的鉛通過大氣

輸送，污染海洋。 

 

（四）噪音汙染 

 

海洋噪音的來源有很多，包括船舶運輸、工業捕魚、沿海建設、

地震勘探、石油鑽探、海底採礦、聲納導航、海上戰爭、外海風力發

電等，這些活動的噪音影響遍及海洋底部，影響範圍極為廣泛。 

海洋動物聽覺所及的距離遠大於視覺或嗅覺，因此聲音和牠們生

活各方面都有關。噪音污染對海洋的危害與其他工業污染同樣嚴重，

會破壞海洋動植物的行為、生理狀態和繁殖能力，甚至可能導致它們

死亡。 

 

    三、塑膠污染造成的傷害 

 

（一）關於海洋生物 

   

在 2019 年，一條身長大約 14 公尺長的抹香鯨在蘇格蘭海灘上擱

淺了，在經過解剖後驚奇的發現牠的消化系統中有近一百公斤的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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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垃圾，其中包括了：繩索、漁網、塑膠杯、塑膠袋、塑膠手套和包

裝塑膠等等的，大部分都是塑膠。這樣的狀況會導致胃裡的垃圾難以

被消化。研究人員認為，這條抹香鯨是因腸道被垃圾給填滿，再也無

法處理食物和吸收營養，才會被活生生餓死的。 

 

近年來在香港有不少綠海龜屍體被發現。再 2020 年 10 月就有兩

隻已知在香港繁殖的瀕危海龜品種：綠海龜，根據研究人員在這兩隻

未成年綠海龜屍體裡的發現，一樣看到了塑膠垃圾及沉浸在海裡的其

他垃圾。小組也發現了，綠海龜的消化系統裡除了小部分食物和糞便

之外，其餘都充斥著海洋垃圾。 

 

海龜特別容易被海洋中的塑膠垃圾所吸引，原因是因微生物、藻

類會依附在海洋垃圾上，加上塑膠長時間浸泡在海中會釋出一種化學

物質，這種物質會讓海龜以為自己嗅到的是食物。 

 

研究估計，全球有多達 52%的海龜誤食過塑膠，也發現，海龜誤

食一件塑膠垃圾便會有 22%的死亡率；誤食十四件塑膠垃圾的死亡率

更上升到了 50%。其中，年幼海龜誤食塑膠垃圾後的死亡率是比成年

海龜還要高的。 

 

其實有很多海洋生物無法分辨在海中飄浮的，究竟是塑膠還是食

物，更無法確認是否適合食用。全球每年約有 1270 萬噸的塑膠垃圾會

落入海洋，香港更是海洋塑膠污染重災區。香港教育大學曾檢驗過烏

頭，分別是本地圈養的及野生的，從這樣的比對中發現 6 成的野生烏

頭樣本含有微塑膠，平均每條野生烏頭含有 4.3 件塑膠碎片。 

 

（二）關於塑膠垃圾恐怖的災難 

 

塑膠垃圾除了會堵塞生物的腸道外，更會纏繞海洋生物，令他們   

動彈不得，造成淹死或慘遭纏死。可想而知，海洋塑膠垃圾是多麼的

可怕呀! 

         

       （三）長遠影響 

 

尺寸小於 5 毫米的微塑膠顆粒易被浮游生物等小型生物攝入，隨

後在食物鏈中逐級放大，最終會影響頂級掠食者，包括人類。 

 

海洋生物體內累積的微塑膠和有毒化學物質可能通過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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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進入人體，對人類構成濳在威脅，包括影響生殖能力和胎兒發

育等。 

 

    四、海洋噪音汙染造成的影響  

 

（一）海洋生物透過聲音溝通，噪音汙染像是海洋中的「聲霧」 

 

從鯨魚到貝類，海洋生物靠著聲音捕捉獵物、導航、防衛領域、 

吸引配偶、回溯繁殖地並發出攻擊警告。然而，許多船舶運作、

探勘研究等人為噪音都會產生海洋噪音污染，阻礙動物彼此間的訊號，

並破壞海洋哺乳類動物的聽力，使生物在海中迷失方向。 

 

關於迷失方向，就得提到鯨魚擱淺的例子：2020 年 9 月，澳大利 

亞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鯨魚擱淺事件。據報導，在塔斯馬尼亞島的

西海岸發現了 450 隻領航鯨。救援人員設法拯救了 108 隻，但不得不

對那些沒有生存希望的領航鯨實施安樂死。 

 

過了幾星期後，紐西蘭的海岸上發現了 100 隻死去的領航鯨。為 

什麼會有如此多的鯨魚擱淺仍然是個謎。不可抹殺的一個可能性是鯨

魚在人造聲納中迷失了方向。2000 年 5 月，由於與附近類似頻率的海

軍聲納相混淆，在巴哈馬發現了大量的喙鯨。在對屍體進行調查後，

發現鯨魚的內耳有大量出血，這表示噪音對鯨魚有一定的影響。 

 

由於水下噪音污染干擾，海豹、海豚這些哺乳動物，只能靠大喊 

來和同伴溝通。而海洋哺乳動物對水下噪音有著高度敏感，高噪音可

能會引起壓力反應，導致牠們激素水平改變，影響健康與繁殖。 

 

為了建造海上風力發電機而在海床上打樁、為了全球航運而來來 

往往的船隻、或為了探索資源而用聲波衝擊海底岩層，種種行為都增

加了海洋中的噪音。 

 

（二）噪音污染的嚴重後果 

 

      影響生物之間的溝通與捕食關係，可能改變整個生態系統的平

衡。例：珊瑚礁魚類的幼魚無法返回珊瑚礁，可能影響珊瑚生態系的更

新，導致整個珊瑚礁生態系統的衰退。 

 

     人為噪音迫使海洋生物改變遷徒路徑，導致無法找到適合的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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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和繁殖區域。例：座頭鯨避開噪音區域可能無法到達原有的繁殖

地，造成繁殖效率降低。對整個海洋食物鏈造成連鎖效應。長期噪音

暴露會增加海洋生物的壓力水平，干擾免疫系統，導致疾病和死亡率

上升。例：海豚在噪音高峰期的壓力荷爾蒙顯著增加，影響生殖和健

康狀況。 

 

        （三）長遠影響 

 

噪音污染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多層破壞或許是不可逆的。會造成生

態系統功能受損、生物多樣性下降、海洋生物健康受損及全球環境問

題加劇。 

 

參、研究發現與分析 

 

我們在這項議題的討論以及釐清中發現不只有海洋垃圾會影響到海底的

生態，其實噪音也會，其影響力也不低於之前我們所認知的海洋汙染所造成

的傷害，而且從許多的文獻和資料中更能讓我們認識到海洋現在所面臨的危

機和傷害，也體會到了海洋生物的痛苦和無辜，這些污染和危害海洋的事件

不只會影響到海洋裡的一切，其實最終還是會回到我們身上，所以對於海洋

現在的危機，我們不能置之不理 

 

肆、結論與反思 

 

    一、結論 

 

       （一）海洋污染的多重威脅 

 

               本研究發現，塑膠、噪音、石油和重金屬等多種污染源正

以不同 

的形式來破壞海洋生態系統。對海洋生物的生存、繁殖與健康造成嚴

重威脅。污染物不僅會直接殺死生物，也會累積在食物鏈中，對整個

生態系統產生長遠的負面影響。 

 

       （二）人類活動是問題根源 

 

               塑膠污染與噪音污染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來自於人類

的工業化 

與過度開發行為。過度使用一次性塑膠產品、船舶運輸的頻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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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洋開採和探勘活動，都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因素。 

 

       （三）解決的必要性 

 

    塑膠污染的解決需要改變人類的消費習慣、推廣可降解材料、完

善廢棄物的回收機制；而噪音污染則需要制定更嚴格的海洋噪音監管

政策，開發低噪音技術和限制高頻噪音活動區域。 

 

    二、反思 

 

（一）塑膠污染的警示 

 

             塑膠的廣泛使用固然方便，但我們忽略了它對環境的長遠威脅。

特別是一次性塑膠產品的普及，讓大量垃圾進入海洋，造成難以修復

的破壞。這提醒我們，追求便利的同時，必須背負起對環境的責任。

塑膠問題並非無解，但需要我們每個人從日常行為做起。例如：減少

使用一次性塑膠、選擇可持續產品，並積極參與回收計劃。 

 

（二）噪音污染的隱形挑戰 

 

      相較於塑膠污染，噪音污染的危害往往難以被察覺。然而，對海

洋生物來說，噪音污染可能同樣致命。我們該重新思考人類活動對海

洋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在船舶運輸及資源開採等領域，應優先考量對

海洋生態的長期影響。 

 

（三）未來展望 

 

      我們希望看到更多創新技術的應用，例如：開發塑膠替代品、使

用低噪音船隻、以及透過人工智慧監測海洋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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